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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佛教新史〉之十四
─殖民時期本土教團的崛起（二）

闞正宗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前節談到台灣本土四大法派之一的基隆月眉山靈泉禪寺崛起，

本節續談同樣是位於北台灣的台北五股觀音山凌雲禪寺。凌雲禪寺

與超峰寺歸屬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而靈泉禪寺與法雲禪寺則歸屬

曹洞宗，在彼此競爭又合作的關係中，逐漸成鼎足之勢。

觀音山凌雲禪寺，開山者雖為寶海和尚（?-1910），但卻成於

本圓和尚（1883-1947），下面探討觀音山派在日本殖民時代崛起

與弘傳過程。

二、凌雲禪寺的創建

五股觀音山上有兩

座寺院，凌雲寺與凌雲

禪寺，一前一後。乾隆

四年（1739），有閩人

來山建寺，名曰凌雲寺，

因地處深谷盡處，又稱

內岩寺。清末，傳地方

匪亂，有宵小盤踞，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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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1836-1895）撫台時，乃以火焚之。1 數十年後，於 1927 年在

舊址上重建。

凌雲禪寺則是 1909 年由三重埔菜寮寶海和尚與大稻埕富豪劉

金波創建。文獻載其創建緣起與過程： 

寶海俗名林火炎，明治二十九（1896）年歸依佛門，授戒

於皷山湧泉寺，歸臺後以自宅充為佛堂，宣布教義，教化

道理，竭力傳道因缺基金，雖有開山之念，難遂所願。至

明治四十二年，適大稻埕劉金波氏喪父，寶海勸其助力，

以供養亡父。金波商於母，得諾，於是摘地於此處也。時

工事費三千圓，悉由劉金波、劉清標醵出，林知義、邱連

永、劉緝光等援助萬端。自明治四十二年十二月起工，至

翌四十三年十一月完竣，嗣因前住職遷化，僧侶沈本圓師，

受信徒之招請，乃襲其後。2

上述日本殖民時期針對凌雲禪寺所作的調查，寶海和尚的開山幾乎

成為「定論」，過去研究觀音山派的學者都沿用此說。但是，1956

年，凌雲禪寺首度在戰後的傳戒同戒錄中，對於「開山者」有不同

的說法：

五十年前福建鼓山理明禪師蒙觀音大士，示夢遊茲勝地，

並指示建寺修行。理明公，飛錫來臺，果見圓頂高峰恍如

夢境。如得至寶，并約同戒寶海禪師協助，披荊興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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