
欣逢2018年4月《慧炬雜誌》發行佛誕節專刊，承蒙邀稿，筆者

彷彿重回兒時的佛誕節遊行現場：祖母周慧德老居士和他義結金蘭的

十姊妹在四十八願大隊裡，家父俊傑公與他本省、外省籍師兄弟在天

樂隊中演奏，家母林菊蘭女士與師姑、師姨，在公園路口石階邊準備

分發便當，家姊式鈺與誼姊妹在浴佛花車裡當飛天小仙女，筆者和社

區幼稚園同學，穿著維吾爾的民族服飾在慈明寺的卡車上，《菩提

樹》雜誌（BODHEDRUM）社的朱斐老居士，在隊伍中時而領隊、時而攝

影地穿梭著，當時還在中興大學讀書的紀潔芳大姊姊（現已教授退休），隨

著大專學生聯絡中心的各校同學，沿途幫忙發放家父協助編輯的「慈

光佛誕特刊」，大眾在臺中蓮社雪公李炳南老居士的親自帶領下歡歡

喜喜地繞行台中市區，前往參加佛誕節慶典。（圖1）

朱斐老居士主編的《菩提樹》雜誌，自1952年12月8日創刊號至1989

年11月8日444期，以紙本月刊方式前後共發行了37年。（圖2）紙本保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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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959年4月8日，慈光蓮友通訊創刊號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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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樹下慶佛誕

易，在資訊的流通上，輒蒙嘉義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常住發心接受了朱老授

權，於眾緣成就下，蒐羅完整地將444期的《菩提樹》雜誌，以數位化索引於網路

資料庫公開閱覽，大眾得以一覽當時台灣佛教界之堂奧。並可隨著主編國際教界

新聞的連結，將觸角延伸到海內外，現謹以檢索導覽的

方式與讀者回到當時的現場。（註1）

佛教因各地曆法的轉換，教主的聖誕慶祝並非同

日，大致上以北傳沿用四月初八日為佛誕節，南傳沿用

四月十五日為衛塞節。本文將就檢索結果摘要供養大

眾，並就筆者童年時的印象略述趣聞。

先就篇名以「佛誕」得條列式查詢結果79筆說之。

《菩提樹》雜誌以8日為發行日，甚為特別，所以

每年都有一期會在4月8日出刊，多為邀稿，首篇是作

者：星雲（42年卷期5），篇名：〈偉大的佛陀─為佛誕

獻詩〉（圖3），同期有方倫、演培、念生，以佛誕為題

之專文。後續4月8日當期出刊作者有：南亭（43年17期）、

李炳南（44年29期）、念生（45年41期）、惟悟（49年89期）、圓香（54年149期）、方倫（65年

281期）及淨靈集（68年317期）。由於出刊早於佛誕相關活動報導，當時圖片傳遞未

能如現代之迅速，不能即時刊登照片，多於5月出刊時報導，常見6月、7月補

登，海外資料9月、10月補登載的也有。在時空背景的條件下，留下了這樣的

編輯軌跡。其它有相關佛誕各期作者如：許炎稜、美國新聞處、李至剛、周邦

道、崔玉衡、林達堅、宋元白、吳滿盈、郭琴舫、詹泰一、隨喜、朱斐、正

定、福吉、陳輝、敏智、聖嚴、幻生、妙峰、王正銘、金明、畢俊輝、劉寬

正、廣義法師、普見、真華、顏金鳳、廣義、金明等相關作者；或著、記、

譯、攝、講、提供；都對佛誕節或衛塞節做出了貢獻，讀者或可索驥研讀之。

佛誕相關活動報導，當然以社址所在的台中為最多（18筆）（圖4）、高雄（7筆）、

台北（5筆）、彰化（4筆）、南投（2筆）、新竹（2筆）、屏東（2筆）、桃園（1筆）、雲林（1

筆），以當時的交通條件與該社人員的精簡（幾乎只朱居士一人獨任主編和攝影）來看，能有

這樣的呈現，應是竭盡其所能與多方善知識交陪相助而成。活動內容琳瑯滿目，

圖2：《菩提樹》雜誌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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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菩提樹》雜誌創刊號

圖3：《菩提樹》雜誌刊星雲大師〈偉大的佛陀—為佛誕獻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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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樹下慶佛誕

圖4：台中市佛教徒慶祝佛誕鏡頭，許炎稜攝，《菩提樹》雜誌影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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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佛誕節在美國，《菩提樹》雜誌30期影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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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樹下慶佛誕

圖6：《菩提樹》雜誌6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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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態的有特刊、畫刊、發行紀念郵票、攝影展；動態的有盛大的花車遊行、法

會、浴佛、護生、成立學社、演講大會、演劇、晚會、弘法大會等。加入篇名以

「衛塞」得條列式查詢結果25筆，更顯該雜誌當時國際化之前瞻。

海外佛誕節和衛塞節為題之相關活動報導，以國家為單位，依出現頻率為美

國（11筆）（圖5），馬來西亞（8筆），新加坡（7筆），越南（3筆），印度（2筆），印尼（2

筆），錫蘭、日本、法國（各1筆）。活動內容與台灣類似，但有一特別的活動是電台

廣播講稿（圖6），此或與亞洲殖民地時期資訊傳播遺緒有關，藉廣播之方式得遍及

幅員遼闊之區域。

對上揭相關文獻有興趣之讀者，可依註1

之鏈結取得pdf檔閱覽之。以下就手邊照片檔

（多出自《菩提樹》雜誌編輯圖片原始檔案）略述因緣：

台中市各界佛誕節遊行，前導車行經民

權路市府路口，當時之台中市議會（現已改建為

台中市役所旁之台銀大樓）及台中市役所附近，後方

有成列的三輪車乘載主辦人與嘉賓。（圖7、8）

臺中市佛教蓮社暨聯體機構佛誕節隊伍

鳥瞰行經市區（地點待考），路旁均為日治昭和

時期木造及磚造二樓建物，前行有橫幅，左

右為單位銜，隨後為天樂隊，之後為各單位

旗幟及隊伍，秩序井然。

圖9至11為遊行專用之旗幟，依序為：

圖9臺中佛教蓮社（中）、慈光圖書館

（左）、慈光育幼院（右）。

圖10臺中蓮社兒童德育班、國文補習

班、放生會、救濟會。

圖11臺中佛教蓮社、臺中蓮社樂隊、臺

中蓮社弘法組、中部大專同學佛學研究聯誼

中心。 圖8：臺中市佛教蓮社聯體機構佛誕節鳥瞰

圖7：台中市議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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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樹下慶佛誕

慶祝佛陀聖誕節臺中佛教蓮社，前導

為《菩提樹》雜誌主編朱斐居士，後為天

樂隊行經繼光街，現華成藥局門口，隊伍

後方通過台灣大道一段路口轉角，當時之

吉本百貨，現星巴克咖啡。（圖12）

兒童遊藝人力花車，引車人佩圓形單

位名牌，行經復興路四段路牌及日式圓形

舊郵筒，兒童戴花環與裝飾，準備於後續

遊藝活動中表演。（圖13）

臺中蓮社人力腳踏花車，行經原日治新

盛橋通（鈴蘭通），即現中山路，車上立有多

位持花籃之兒童著遊藝服裝，車中應為浴佛

佛轎，車旁有家長護衛兒童安全，後為海報

隊，路上腳踏車、汽車、行人、後方公車、

路旁圍觀之民眾，構成熱鬧的街景。（圖14）

佛誕節遊行亦常配合當局要求將政令

主題納入，在日治遺留的街道風貌中，更

顯其時代意義。地點為跨越綠川之街道，

領隊者應為當時的財團法人慈光圖書館陳

館長，後為天樂西樂班。（圖15）

佛轎由臺中蓮社四十八願之女青年，

於台中市街遊行，地點待查，路中行駛者

為當時之台中市公車，乘客好奇紛紛地望

著車外的遊行隊伍。（圖16）

佛誕節遊行隊伍多於台中公園公園路

出入口休息整備會師，著中山裝者為雪公

李炳南老居士，公園內有多位著正式服裝

佩戴圓形遊行標示的女居士。（圖17）

圖9：佛誕節遊行旗幟1

圖10：佛誕節遊行旗幟2

圖11：佛誕節遊行旗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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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佛誕節朱斐領隊 圖13：板車上的小童 圖14：佛誕節三輪童車

圖15：佛誕節遊行 圖16：臺中蓮社慶祝佛誕節 圖17：佛誕節於公園集合

圖18：於台中公園 圖19：電影或幻燈晚會

圖20：遊藝會 圖21：頒獎 圖22：慈明寺信眾與慈明幼稚園園生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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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樹下慶佛誕

參與遊行之臺中蓮社社員，多藉活動機會

於台中公園留影，圖中立者為朱斐老居士，右

為家父游俊傑先生，左為台北蓮友詹金枝女居

士之公子。（圖18）

相關晚會活動有以電影或幻燈片放映之方

式進行，多由朱斐居士以國語解說、游俊傑居

士台語翻譯。（圖19）

相關遊藝活動，多由天真活潑的幼兒表

演，舞台旁舊式竹編花籃，後台關心的家長、

老師，與台下觀眾一同歡樂，並藉此大眾集合

盛會，給予幼童頒獎鼓勵。（圖20、21）

台灣因緣多元，筆者祖父母與父母兩代的

兒時遊藝活動，與當時領有台灣之日本關聯，

如桃太郎、二宮尊德等人物多為表演主題。筆

者為戰後出生，遊藝活動自然受播遷來台國民政府所影響，也因此與千里之外的

維吾爾族結緣。當時舞蹈中有一段需要頭左、右動而頸不動，然後頭前、後動而

頸不動的民族舞蹈動作，其他同學都能在老師的指導下做動作，唯筆者屢屢學不

成，只能在台上搖頭晃腦，草草帶過，於今思之，不覺莞爾。

慶祝佛誕節，慈明寺信眾與慈明幼稚園園生隊伍，行經台中車站公路局西月

台前，時間約1970年（民國59年）。（圖22）

慈明幼稚園慶祝佛誕節新疆舞遊藝表演，師生於台中公園合影，第一排小朋

友左2為照片持有者，第二排小朋友右2為筆者。（圖23）

慶祝佛誕節新疆舞遊藝節目，左1為照片持有者，中前為筆者。（圖24，感謝趙孟

娟女士提供圖22至24的照片）

本文照片由朱斐居士《菩提樹》雜誌、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臺中市佛教蓮社、趙孟娟女士等提供

註釋

1. 香光資訊網圖書館服務佛教期刊論文檢索系統，於「刊名包含」鍵入「菩提樹」，得條列式

查詢結果：共13437筆、672頁紀錄。http://www.gaya.org.tw/library/ejournal/index.asp 

本次檢索篇名包含分別鍵入「佛誕」、「衛塞」，各得條列式查詢結果79筆及25筆。

圖24 慶祝佛誕節新疆舞遊藝節目

圖23 慈明幼稚園慶祝佛誕節新疆舞遊藝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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