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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

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

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

何必見戴？」（《世說新語．任誕》）

2016年秋，因緣湊泊而至北京求學；倏忽六年已過，2022年夏，收拾

行囊回台。除了是個台灣人，我還是位佛教比丘尼，行走校園，常成為側

眼的對象。無論如何，汲取知識的同時，那些曾經的彷徨、不安、驚異與

欣喜，同時落謝在心。《尼僧西行記》是「興」起行筆的忘我流淌；也是

「興」盡回返的撿拾整理有關這六年的點滴。那麼，從哪個部分開始呢？

不妨就從2022年回台前至福建等地的參訪見聞說起⋯⋯

泉  州
大開元寺 / 崇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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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一起，連著三年多，已想不起2020年前出遠門的準備。看著列出的

行程，醒目的是星號標註做核酸的時間、地點以及各地交通、住宿的相

關防疫要求。「哦，也許我就是走一趟福建各地核酸檢測的體驗行程

吧！」無論如何，帶著口罩、消毒用紙巾，以及手機裡已下載好的「健

康碼」（各省有自己的健康碼App，在當地做的核酸檢測報告，會傳送到該省健康碼）、

「行程碼」（行程碼會顯示近七天內去過的地區），在壬寅年三伏天的起始日，

我離開了北京。出發當天小雨，送機的司機抱怨堵車厲害，我的心卻早

已飛越這長長車龍，往向期待甚久的，號稱在中國信仰神明最多的，所

謂「仙之人兮列如麻」的福建。

八閩大地八閩大地

《山海經》載「閩在海中」，福建獨立於黃河、長江、珠江三大水系之

外，西北為大山峻嶺，地勢由西北向東南傾斜。閩地從山系的角度看，

它自然形成了一條中國農耕文明與海洋文明的分界線。靠山的農耕文明

是客家文化，而海洋文明則是閩文化區域。歷史上行政區域劃分，稱

「八閩大地」，而今福建省卻有九個地級市（相當省轄市）：福州、寧德、

南平、三明、莆田、泉州、漳州、龍岩、廈門（副省級）。其中的廈門是

民國時期才被列入，如今仍慣稱「八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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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東南沿海的省分，北是浙江省，西為江西省，西南則與廣東省

相接，東隔臺灣海峽與臺灣相望。洋流與季風撐起了福建聯通東北亞與

東南亞、印度洋沿岸各國間海上往來的船帆，為閩人遠距離的海外遷徙

提供了可能。依山傍海的地理環境，使得海外貿易與移民一直是福建長

期的歷史潮流，也因應生起家（宗）族祭祀與宗教信仰多元融合的區域文

化特色。而此行無論是探訪佛教禪宗祖庭或道教聖地，乃至湄洲媽祖，

始終都在這層疊交錯的文化色彩中。

光之城：泉州

繁華的過去繁華的過去

到宋朝，福建已成為主要的經濟中心，而泉州為當時世界最大的港口，

是歷史海上絲綢之路、鄭和下西洋的起點，也是海上商貿集散地。在

1375年出版印製的《加泰羅尼亞航海圖》世界地圖（馬可・波羅東方旅行之

後，描繪中國最清晰的西方世界地圖）上，大汗的京城（北京）與南方的刺桐（泉

州）港，皆在其中。1 泉州「這座城市被20英尺高的城牆包裹著，牆面

上鑲嵌著琉璃瓦和磚頭。在城牆外面，商業財富被用於大規模的排水工

程、縱橫交錯的灌溉渠道和水利工程，這些工程的目的是保護這座海港

不被晉江的沉積物阻塞。城牆裡面，蔚然成蔭的虎爪樹（刺桐樹）沿街而

立，路上走著各式人：馬來人、波斯人、印度人、越南人，甚至有些



142 香光莊嚴【第一四三期】民國一一一年十二月

許歐洲人，他們都有自己的

社區。泉州那彌漫著煤煙的

天空中，聳立著七座大型清

真寺、三個基督教堂（東正教

和景教教堂）和一個羅馬天主

教大教堂，以及無數佛教廟

宇。」2

作為當時世界最大港口的泉

州，其所建立的貿易體系，

被稱作是當時全球化的第一

步， 3 而且是一個含容各種

族 、 文 化 與 宗 教 的 國 際 大

城。正如一位十三世紀的義大利猶太商人見聞錄封面題字寫著：「在馬

可・波羅之前，一位義大利猶太商人冒險遠航東方，他的目的地是一座

中國都市，稱作光之城。」4「光之城」指的就是南宋時期的泉州。在這

位商人的筆下，泉州除了聚集了中國各地商人外，還有其他如印度人、

猶太人、阿拉伯人、法蘭克人等不同種族的商人，在這個城市，生活自

由，文化疆界意識淡薄，不同的宗教與文化都呈現了相容並蓄的寬容。

繁華都市，萬商匯聚，經濟發展，是文化發展的基礎；文化又反過來與

經濟互動，反映在宋元泉州，那就是眾神共歡、香火繚繞、絲竹相和、

◎保有古樸建築色彩的教堂（照片提供：釋見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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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聲朗朗。5 2021年，「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被列為世

界文化遺產，泉州也被稱為「世界宗教博物館」，不僅共存著世界上幾

乎所有的宗教體系，同時也根植民眾生活中，有關神明、鬼魂、祖先、

聖賢及天地自然、社會器物的信仰和崇拜，仍富有活力。也因此，現今

的泉州歷經開拓、發展以及之後的式微，6 仍保有兩種城市印象：「其

一，在明以前匯合到此的各種異域文化；其二，發自本土的、有頑強生

命力的『漢人民間文化』。前一類因素，給予泉州一種世界形象，後一

類，則與此大相逕庭，突顯這座濱海城市保留的鄉土色彩。」7

噹噹觀光車噹噹觀光車

七月十四日，我來到泉州，入住的酒店就在鯉城區的古街巷中。泉州這

座老城，還有另外三個別稱：溫陵、鯉城與刺桐城。原本的古城在民國

初年因為「拆城闢路」以及「破除封建迷信」的現代化運動之下，被拆

除了大半；許多豐富多元、貼近百姓的民眾文化被暴力破壞，連曾經

「鎮境之神」的康王爺和諸多天尊，在神像被搗碎、神帳撕破、香爐摔

地而紛亂瀰漫時，也只能靜默。

如今現代化的泉州市融和著昔日的泉州城，安設了一個古街巷觀光區，

規劃工整的老街商區，建築留著清末民初時期的西洋風格，賣著飲品、

特色小吃、服飾等，兩旁陰涼的樹蔭多少驅散了夏日酷熱。招手即停的

噹噹觀光車、摩托車和小轎車穿梭著，感覺很是閒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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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是從酒店步行前往泉州天后宮，之後，在天后宮廣場前，搭上了觀

光車前往開元寺。

噹噹觀光車一次人民幣二元，車停路旁，司機不知所蹤。一位老婆婆拄

著拐杖看我張望，問我話，嘰哩咕嚕，我還真聽不懂，對著她搖頭傻笑

（戴著口罩），婆婆便直接坐上車。不多久，小平頭司機出現了，老婆婆

問起司機，嘰哩咕嚕，司機耐煩解釋，應該類似這輛車不到她要去的地

◎泉州古城區（照片提供：釋見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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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婆婆要去的地方必須到對面坐車，對面對面，司機晃著手不斷比

劃。嘰哩咕嚕的婆婆才似懂非懂地拄著拐杖走到對面。

我先問了是否有到開元寺，小平頭司機親切地說聲有。不多久，噹噹觀

光車便跑了起來，車上一位婦人、一個我，沿著剛剛步行過的道路輕鬆

飛馳，風吹起，啊！氣溫38度又如何？這才是真正的「閒逸」啊！

噹噹觀光車離開步行觀光街，駛入一般街道，司機沿途跟其他噹噹觀光

車、小包車、公共汽車的司機們打招呼，突然，車停大道中的一處安全

島，車上婦人下車，但是，車還不開走，那些從旁呼嘯而過的大公車與

轎車，讓我有些不安。約莫過了五分鐘，小平頭司機才突然意識到，回

頭跟我抱歉：「啊，有人要拿東西給我，等一下。不好意思！」再過了

好一會兒，突然有個婦人提著兩大塑膠袋裝的東西，從對面騎樓衝出橫

越馬路，閃躲正面背

面來車，迅速來到我車

旁，兩袋物品俐落放在

駕駛座旁，又迅速離

開，閃躲背面正面來

車，消失在對面騎樓。

於是，噹噹觀光車又跑

起來了，在泉州街巷閒

逸地穿梭。

◎各類交通工具（照片提供：釋見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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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大開元寺

滿街都是聖人滿街都是聖人

泉州有「泉南佛國」之稱，佛教在泉州也多有植根。在中央地方行政體

系完全部署泉州之前，泉州已經深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建立了佛教與印

度教的廟宇。之後，有來自北方的儒、道，也有來自東南亞的佛教、印

度教、伊斯蘭教、摩尼教和天主教等其他宗教，都在此地共存。

五代十國時期的吳越國錢弘俶（929-988）治理閩地後，開始在閩地興建

寺院，使佛教寺院數量大增。而佛教在唐末由於會昌法亂和戰亂頻仍，

除禪宗一枝獨盛外，其他佛教宗派基本都處於衰微狀態，但在各地還是

有不同程度的流行。「在閩國時

期，天臺宗、華嚴宗、唯識宗、淨

土宗、律宗，淨土宗在福建有不

同程度的流行，尤以閩南泉州為

著。這種狀況延續到南唐時期。」8

泉州在宋元也曾盛行密宗，泉州開

元寺大殿供奉五方佛，另外，還有

許多建於宋代的寶篋印經石塔，都

可說明密教盛行的狀況。9

◎泉州大開元寺（照片提供：釋見鐻）



147香光莊嚴【第一四三期】民國一一一年十二月

當然，閩地歷代也有許多學修有成的高僧，泉州高僧如禪僧雪峰義存，

還有近代虛雲老和尚都是泉州人。而真諦（499-569）即是在現今的泉州（梁

安郡的「建造寺」）翻譯出《解節經》和《金剛經》兩部經以及述出相應的

經疏。10

也由於五代時期，泉州佛教大興，各類佛經典籍的印製帶動了泉州的印

刷業與造紙業。至宋代，泉州已成為世界最大海港城市，文化教育水準

提高，「極至十室之間，必有書舍，讀書之聲相聞。」朱熹於高宗紹興

廿三年至廿七年（1153-1157）任泉州同安縣主簿，初到泉州就寫下：「此

地古稱佛國，滿街都是聖人。」也由於朱熹在泉州的影響，泉州成為閩

南的文化中心。11

桑蓮法界桑蓮法界

泉州有許多著名的佛寺，不能不參訪泉州大開元寺。

開元寺始建於唐垂拱二年（686），相傳此地是泉州富商黃守恭夢見有僧

人乞地為寺，黃守恭回說：「必須桑樹開出白蓮。」過兩天，園中桑樹

果真開出蓮花。於是便捨桑園建寺，初名「蓮花寺」，禮請匡護禪師住

持。至開元二十六年（738）更名為開元寺。12 也因此，大雄寶殿有一匾額

為「桑蓮法界」，寺內建有紀念黃守恭的檀樾祠。每年，來自世界各地

的黃氏族人都會來檀樾祠祭祀。13 開元寺多次翻修擴大，至元二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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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5），又將開元寺各支院合為一大寺，更名為「大開元萬壽禪寺」，

是泉州佛教信仰與泉州古城的標誌。14

開元寺建築飽含唐宋遺韻，也融合了異邦風格。有大雄寶殿、中國「三

大戒壇」15 之一的甘露戒壇，以及東西雙塔等。其中阿育王東西雙塔最

為著名，東塔名「鎮國塔」，始建於唐；西塔名「仁壽塔」，始建於五

代，目前則皆是南宋重建，八角五層樓閣式石塔。16 塔身雕塑體現了印

度佛教、古埃及、希臘的藝術特點。雙塔高達48.27公尺和45.066公尺，

分別位於大雄寶殿左右兩側的草坪，直線相距200公尺，與大雄寶殿成一

◎桑蓮 （法）界（照片提供：釋見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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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品」字。雙塔是中國現存最高的一對石塔，巍然對峙、氣勢逼人，

也由於開元寺是在老街區，建築低矮，僅一片條石牆與街道相隔，「在

西街上可一目了然地望見矗立在寺內草坪上的東西塔，有著非常醒目的

視覺效果，具有強烈、震撼的宗教氣氛，是西街片區最突出的景觀建

築。」17

觀光車停在新華北路與西街口，人潮往來十分熱鬧。開元寺南牆外就是

西街，就像臺灣夜市的西街，熱鬧喧囂，有炸物、燒烤、飲料、冰品和

著名小吃；空氣瀰漫著甜鹹辣酸、濃郁焦酥以及午後人們熱汗淋漓的豐

富味道，是應有盡有。站在街口看著，牆內巍峨雙塔，高壯清冷，綠樹

清幽；牆外歡聲笑語，人間煙火，是對比又和諧的畫面。

◎檀樾祠（照片提供：釋見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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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大師紀念館弘一大師紀念館

到開元寺時，已是下午五點多了，趕在最後時間入寺。一進寺門，那剛

剛鼎沸的人聲突然隱沒了，入眼與入耳的是參天大樹與滿園的碧草青

青，還有唧唧不歇的蟬鳴。寺裡還有些攜家大小零零散散的遊客，我晃

悠著前往弘一大師的紀念堂看看。

◎著名的東西雙塔（照片提供：釋見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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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開元寺是閩南極具影響力

的大叢林。曹洞宗永覺元賢

（1578-1657）禪師於1635年冬，

應請入泉州開元寺，始開堂結

制，四眾雲集。18 在近代佛教

史上，許多高僧也在泉州開元

寺有所作為。1918年，圓瑛大

師在福建泉州開元寺創辦佛教

幼稚園（泉州開元慈兒院），自任

園長，收容孤兒，免費提供

衣、食、住、用，並在兒童成

年後提供教育。1923年，他親

往南洋募得鉅款，作為舉辦慈

兒院基金。二十年間，培養千

餘人。19

弘一大師曾在這個佛教幼稚園演講：「以前我曾居住開元寺好幾次，即

住在貴院的後面，早晚聞諸生念佛念經很如法，音聲亦甚好聽，每站在

房門外聽得高興。因各種課程固好，然其他學校也是有的，獨此早晚二

堂課誦，是其他學校所無，而貴院所獨有的，此皆是貴院諸職教員善於

教導，和你們諸位努力，才有這十分美滿的成績。我希望貴院，今後能

夠繼續精進努力不斷地進步，規模益擴大，為全國慈兒院模範，這是我

◎弘一大師紀念館（照片提供：釋見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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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殷勤的希望。」20 被視為佛教梵唄音樂最初改革的《三寶歌》，是由

太虛大師作詞，弘一大師譜曲，即是泉州開元慈兒院兒童的早晚讚歌。21

弘一大師與泉州開元寺淵源很深。他當年致力於律學教育機構的建設，

在福建與其相關的就有「閩南佛學院、閩南養正院、廈門律學院、泉州

南山律學苑、泉州慈兒院、泉州月臺佛學研究社等多處。」22 其中泉州南

山律學苑就是在開元寺的尊勝院。尊勝院廳中曾掛著弘一大師一幅字：

南山律教，已七百年湮沒無聞，所幸遺編猶存海外

晉水僧園，有十數眾弘傳不絕，能令正法再住世間

開元寺裡的尊勝院，如今是他的紀念館。我從鎮國塔前的草坪沿著一條

小道緩緩步上弘一大師紀念堂，紀念館前有個指示牌，一小孩唸著：

「弘－一－大－師－紀－念－館，這是什麼？」父親回：「大師的紀念

館！」「那是很厲害的囉！」然後，小孩就狂叫著衝進紀念館。

「知道大師多厲害嗎？」我笑看小孩狂叫的背

影。弘一大師生平不多說，紀念館一進門就是拓

印著「悲欣交集」四字，「嗯，等哪天這小孩懂

了這四個字，那就知道大師有多厲害了！」

◎弘一大師親筆所書「悲欣交集」（照片提供：釋見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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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佈置不出意料，輸出海報版羅列大事記，玻璃框內展示著黑白照片

與大師的作品，一件件整齊排列。沿著彎彎繞繞的動線，最後來到展覽

出口。

參觀過不少展覽與紀念館，至今讓我能夠深刻感受到人物的風範，當屬

「北京魯迅博物館」。可能是魯迅一生極其精彩，照片、手稿、石刻

稿、書信、公文、報導，乃至魯迅穿過的衣物、桌椅，搭配著大型輸出

顯眼的階段，覽看過程，彷彿被魯迅的悲憤、犀利、冷眼與熱血捲入，

不能自已地沉入時代的風起雲湧、吶喊與無力，奮鬥與不能，置身其中

不得不的隨之澎湃，這是魯迅，也是我，尤其當結束在魯迅與親友最後

談話的照片，病容中依然矍鑠有神的凸眼仍在目，緊接下一張覆著白布

的照片時—我錯愕－呆立－無聲—「這，不行，怎麼，人們的苦，

還沒解除，你，你，不行丟下我們……」失去了那指出方向的提燈人，

那勇敢發聲的先行者，那擋在身前承受罪與苦的覆護者，我幾乎是踉蹌

惶惶地離開，直至在博物館的咖啡館內，看了半天窗外的杏樹，心情才

逐漸穩定。不僅是獲得知識，還能直擊內心，種種複雜感受、感情被引

發出來，能做到這樣的展覽，很少見。

泉州弘一大師紀念館，大師好像沒有很厲害，平淡了些。走出出口時，

腦中突然響起《送別》的旋律：「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

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第一次聽到這首歌，是在小學三年

級。鋼琴老師教彈這首歌，我機械又用力地認著音符，一邊壓著琴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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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生硬唱著：「so mi-so do- | la do-la so-」而老師在一旁輕輕敲著拍

子，哼唱歌詞……，那彈奏《送別》的午後，哐噹一聲歷歷在目，我竟

然在小學三年級就與大師結緣了！

「大師！唱著你的歌的小孩，長大了也出家，還踏著您走過的綠色小

徑、注視您注視過的桑樹！大師，您高興嗎？我，很高興！」不知是慨

嘆青春已逝，還是茫然未來，在紀念館紅牆後，我抹不完簌簌不停的眼

淚，大師是真的太厲害了！

四果湯四果湯

離開開元寺，我到西街買了一碗炸物，說是蘿蔔糕，人民幣十元。炸得

太乾了，有點咽不下。之後，看到四果湯，類似八寶冰，只是拌料入甜

水，不是剉冰，人民幣八元。選了仙草、芋圓、粉條、石蓮花，老闆

問：「你哪裡來啊？」「台灣。」一聽到台灣，老闆就從攤子後走到攤

子旁，「你們台灣都說我們大陸窮，窮到吃不起茶葉蛋。你看，有這樣

嗎？」老闆氣勢洶洶，我這個出家人早不問世事，趕緊吃一口四果湯裡

的仙草：「沒有，一樣呢！」老闆又說：「對，你這樣來看一看，就知

道不是那個樣子！」我點點頭，又吃了一口芋圓，趕緊離開。唉呀！這

兩岸關係是歷史議題。我，喝了一口冰甜水，啊！真涼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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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崇福寺

主要任務主要任務

這趟來泉州，最主要的任務，就是要參

訪常覺老和尚祖庭崇福寺。常覺老和尚

（1928-2006）曾在文化大學中華佛教研究

所、玄奘大學印度哲學研究所、新竹女

子佛學院、福嚴等多個佛學院任教，歷

任福嚴精舍代方丈、佛光山唯識專宗主

任、《海潮音》主編及《獅子吼》總主

編。23 常覺老和尚與香光甚有淵源，24 悟師父要我回台前，親自到崇福

寺常覺老和尚牌位前上香禮拜告別。可悟師父跟崇福寺也有十多年沒有

聯絡了，擔心因為疫情沒有開放；擔心沒有人引導，哪裡找老和尚牌位

上香？就這樣，出發前三四天，就狂打電話聯繫，沒人接，沒人接，沒

人接！

懷揣著不確定，人已經在泉州高鐵站下車。做完核酸出站，冒出一位穿

著拖鞋的司機，原本想走到計程車搭車站牌，但天氣實在是太熱了，我

便將行李交給他，希望趕緊上車前往酒店。但是，這位司機的車子，停

在過了兩個紅綠燈的馬路旁的小樹下。

上了車，冷氣嗡嗡聲響著，車裡還是熱到不行。車開了一會兒，「這裡

◎常覺老和尚法照（照片提供：釋見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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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崇福寺嗎？」「有的有的。」「有開放嗎？」「有，保證有！」「到崇

福寺，我下去要個電話，然後再送我回酒店，這樣你要收多少？」「100

元。」「100？！」「我沒有亂講，現在去崇福寺得回轉，然後……」我坐

在後座的正中間，努力感受從前方冷氣口吹送而出的微弱冷氣，歷經多

次無人接聽電話的無力感的擊打下，計程車費用已不是重點，我只能微

弱地吐出幾個字：「繞去崇福寺。」

在福建，以崇福寺著名的有幾處，如福州崇福寺、泉州崇福寺、莆田廣

化寺對面的崇福寺，可能還有更多的「崇福寺」，恕作者無法說得齊

全。如今前去參訪的是泉州三大叢林（開元寺、承天寺）之一的崇福寺。

厲害的武僧妙月厲害的武僧妙月

崇福寺始建於北宋初，起初是

清源軍節度使陳洪進在泉州

城北隅松灣古地興建「千佛

庵」，讓削髮為尼的女兒於

此誦經禮佛，至宋代元祐六

年（1091），「千佛庵」改稱為

「崇福寺」。25

1911年，隸屬鼓山系統、精通少林拳術的妙月和尚入住，重修恢復了崇

福寺的主體建築，大雄寶殿、天王殿、法堂、庫房、齋堂全部恢復，並

◎泉州崇福寺建在「松灣古地」（照片提供：釋見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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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建鐘樓、鼓樓、祖堂、報恩堂、客堂、涼亭等。

妙月和尚（1883-1944）的傳奇故事不少，他精通拳法、醫道、修行清苦，

太虛大師曾贈以「雙拳鐵羅漢，十畝老農禪」的聯語。傳聞他曾在船上

被眾人圍鬥，以一擋十，兩三下就將人丟下江。還有一次，妙月和尚去

承天寺拜訪雲如和尚，剛好有數名阿兵哥採摘寺院旁的龍眼，那龍眼可

是寺產。雲如和尚正在制止這些阿兵哥。阿兵哥口出惡言，揮拳欲打雲

如和尚，妙月和尚一看，急接來拳，但只輕輕一握，士兵已大聲呼痛，

再也不敢來鬧事。為了重修崇福寺，妙月和尚曾赴菲律賓募款，那天有

位素來欺凌華人的菲律賓人，竟想從背後偷襲妙月法師，沒想到妙月和

尚回身輕手一抓，那菲人便倒地喊疼，再也不敢輕視華人。

妙月和尚的傳奇事蹟在當地流傳甚廣，泉州少林寺（南少林）至今仍是聞

名天下的門派之一。哈！金庸小說《笑傲江湖》中的《葵花寶典》就曾

藏在泉州少林寺，傳聞有高僧已練成這博大精深兼且兇險之極的功法。

話說回頭，刻苦修煉、抱打不平、劫富濟貧、義氣的武僧形象，在以歷

史題材的故事小說中常出現，有其反映時代的現實意義。26

崇福新梵音崇福新梵音

百世滄桑稱得松灣古禪意，千年斗換但聞崇福新梵音

妙月和尚修建的崇福寺，文革時期又再遇浩劫，僅大雄寶殿被工廠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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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間而倖存，寺內建築物或被改為工廠機房，或員工宿舍。至1980年代

開始，旅居海外的崇福寺弟子陸續著手籌畫修建，在大雄寶殿、鐘鼓

樓、天王殿的整修重建告一段落後，便由常覺法師負責全面興建計畫，

至2002年全功告成，同年，現任方丈，也是常覺老和尚的弟子理任法師

晉山並舉行開光落成慶典。27

「松灣古地」的崇福寺現今是鬧市中的一方淨地，正門外書寫「崇福晚

鐘」照壁的空地是個合適跳廣場舞的大廣場。「崇福晚鐘」是古泉州八

景之一，崇福寺大洪鐘可是崇福寺「鎮山三寶」之一，另外兩寶是建於

北宋的「應庚塔」，說是泉州最古老的石塔，以及傳聞能供千人飯食的

「千人鼎」。28

◎泉州崇福寺位在小巷中（照片提供：釋見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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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大師父尋找大師父

崇福寺在市區的小道切入，低矮的寺院，

深棗紅的廟宇，還有許多大樹，是熟悉的

閩南味。繞了一圈，許多殿堂正在整修，

找不到接待處。我在祖堂後方看到晾曬的

僧服，推測這裡應該能夠找到寺裡的僧

人，祖堂的大門是開著的，大廳堂內，就

見到了常覺老和尚的法照，但還是沒有遇

到半個出家人。計程車的司機等待著，穿

著拖鞋的他，也進來看我在磨蹭什麼，說

好的拿了電話就離開呢？我有些著急，外

頭的蟬鳴聲彷彿也在催促著我。

祖堂旁是圓通寶殿，圓通寶殿門前，只有一位穿著白色汗衫、五分褲、

拖鞋，約莫三四十歲的男子，坐在矮凳上玩手機。我詢問哪裡可以找得

到弘化堂、客堂、接待處或者法師、師父、出家人？男子淡定地看著

我，有點泉州口音不是聽得很懂的普通話咕嚕幾句後，往殿內的三位老

菩薩一指，意思是問她們。

三位老菩薩約莫七、八十歲，穿著涼紗的暗紅色的或亮面的衣服，花色

很顯眼，同樣坐在矮凳上，搖著扇子。蟬鳴聲響迴盪在殿內，我對著老

菩薩，大聲喊著：「請問那裡找得到法師？」只見三位老菩薩微笑看著

◎ 有條名為「崇福寺口」的路，崇福寺門牌

是 100 號（照片提供：釋見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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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扇子輕輕搖著。（聽不懂？）不知哪來的直覺，我直接用臺語，再一

次大聲喊：「佗位有師父？」「師父啊？！要找師父啊！！」竟然溝通成功

了！我就像從地球回到了火星，頻率對上了，溝通成功了！

老菩薩理解我，非常親切。但也就那麼一句成功，之後她們泉州話嘰哩

呱啦，跟台語很雷同，可我還是聽得很茫然。意思好像是要到下午三

點，才找得到師父。最後，頭上別著紅花的老菩薩，站起身來，搖著扇

子，就像台灣香光寺的老菩薩一樣。老菩薩親切地拉著我的手，走出圓

通寶殿，來到隔壁祖堂，在祖堂大廳內的房門口或祖堂外的窗邊探頭半

天，說：「沒人，大師父的電話，我忘記帶出來。」我心想，她怎麼會

有「大師父」的電話號碼？一定是亂講。我回她：「不用大師父，小師

父的也可以。」老菩薩笑：「就是忘記帶大師父的電話。」對自己的推

測充滿自信，我竟鬧她：「不是電話，是電話號碼。」老菩薩笑著點

頭：「對，是電話號碼。」說罷，似是安撫我，扇子還往我手上輕拍了

幾下。

最後，跟原本坐在門口、穿著白色汗衫的男子要到了一個不是大師父的

師父的手機號碼，也終於聯繫上了方丈理任法師。事實上，方丈理任大

和尚很隨和，這些常年護持的老菩薩，都有方丈的手機號碼。經過這事

之後，當我想起泉州崇福寺，總是浮現起圓通寶殿迴盪著重重疊疊、不

休不止的蟬鳴聲、那朵簪在頭上的紅花；還有扇子輕拍在手上的觸感，

是阿嬤疼孫的溫暖、包容與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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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任務完成任務

七月十五日，上午

十點，拜見崇福寺

方丈理任大和尚。

大和尚很親切，在

祖堂二樓會客，同

桌還有四位居士，

一位居士泡茶，另

外三位，是一對夫

婦與一位讀高中的

兒 子 。 他 們 話 家

常，好像是說前一

陣子家裡什麼事情

之後，家中的老爺爺身體恢復康健而且開始念佛，父親很高興。然後，

拍著兒子說，今年就要考試了，請師父再幫加持。泡茶的居士對著那高

中生說，要常回來寺裡啊，跟著爸爸媽媽回來啊！我還以為叛逆的高中

生會白眼瞪泡茶的叔叔，沒想到，他竟微笑乖巧地點點頭。看到這回

應，父母親笑了，泡茶的叔叔也笑了，方丈師父跟著滿意地點點頭。天

啊！真是太和樂的畫面了！

方丈理任法師跟悟師父，以微信通話，約莫九十分鐘。果然是舊識，二

人說著臺語，就像臺灣人彼此互動一般，一旁的我，十分感動。兩地敘

◎崇福寺新建的齋堂及僧舍（照片提供：釋見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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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畢，理任大和尚帶我去新建的齋堂用午齋。由

於悟師父的一千萬個交代，從二樓會客室下樓，

準備去用齋，到祖堂大廳時，大和尚說：「你師

父交代我，要我帶你去老和尚牌位前頂禮三拜並

上香。現在，你趕快上香，拜三拜，我幫你拍

照，你好傳回去給悟師父看。」就這樣，我完成

了此行最重要的任務，有照片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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