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樑
朽
腐
，
聘
請
陳
應
彬
大
木
匠
師
包
辦
，
重

新
修
造
。
【
接
雲
寺
重
建
碑
誌
｜
大
正
五
年

三
月
吉
旦
立
】

◎

民
國
三
十
九
年
（1

9
5
0

）
脊
樑
朽
壞
不

堪
，
再
次
重
修
，
聘
請
陳
和
由
設
計
修
建
。

【
修
建
碑
誌
｜
民
國
四
十
二
年
立
】

◎

民
國
四
十
二
年
（1

9
5
3

）
大
殿
及
右

側
廟
室
修
建
竣
工
。
【
修
建
碑
誌
｜
民
國

四
十
二
年
立
】

◎

民
國
四
十
八
年
（1

9
5
9

）
李
建
生
裝
修

佛
像
六
十
三
尊
新
雕
佛
像
七
尊
。
【
敬
修
佛

祖
金
身
誌
｜
民
國
四
十
八
年
立
】

◎

民
國
五
十
一
年
（1

9
6
2

）
修
屋
脊
、
右

側
靜
房
、
開
漳
聖
王
公
座
位
油
漆
等
。

◎

民
國
五
十
三
年
（1

9
6
4

）
整
修
完
成
。

【
敬
修
寺
誌
｜
民
國
五
十
三
年
釋
達
果
立
】

◎

民
國
五
十
三
年
（1

9
6
4

）
重
修
左
側
關

聖
帝
君
座
殿
及
室
房
等
。

◎

民
國
五
十
五
年
（1

9
6
6

）
重
修
完
成
。

【
敬
修
寺
誌
｜
民
國
五
十
八
年
立
】

◎

民
國
五
十
八
年
（1

9
6
9

）
廟
宇
彩
繪
。

【
彩
繪
落
款
】

◎

民
國
七
十
年
（1

9
8
1

）
增
建
鐘
鼓
樓
。

【
捐
款
記
】

◎

民
國
七
十
五
年
四
月
（1

9
8
6

）
擴
建
金

亭
、
拜
亭
、
牌
樓
、
圍
牆
、
側
門
、
公
園
等
工

程
。
【
接
雲
寺
擴
建
工
程
碑
誌
｜
民
國
八
十
年

立
】

◎

民
國
七
十
六
年
七
月
（1

9
8
7

）
第
四
次

擴
建
興
工
。
【
接
雲
寺
擴
建
工
程
碑
誌
｜
民
國

八
十
年
立
】

◎

民
國
八
十
年
十
一
月
（1

9
9
1

）
第
四
次

擴
建
興
工
完
成
，
全
寺
莊
嚴
壯
觀
，
富
麗
堂

皇
，
為
本
市
勝
蹟
。
【
接
雲
寺
擴
建
工
程
碑

誌
｜
民
國
八
十
年
立
】

◎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2

0
0
0

）
廟
宇
重
新
彩

繪
。
【
彩
繪
落
款
】

◎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大
寮
（
廚
房
）
重
修
。

◎

民
國
九
十
四
年
（2

0
0
5

）
大
殿
增
修
蓮

花
木
雕
柵
欄
。

建
築
裝
飾
藝
術

肆

■三川殿內員光雕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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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
前
埕

接
雲
寺
正
前
方
是
一
座
高
大
醒
目
的
四
柱

三
間
仿
木
作
水
泥
牌
樓
，
又
稱
山
門
，
為
入

寺
第
一
道
門
，
區
隔
了
俗
世
與
神
聖
空
間
。

門
額
書
「
慈
雲
佛
門
」
，
此
乃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所
興
建
。
門
兩
側
立
有
石
麒
麟
一
對
，
足

踏
葫
蘆
及
犀
角
寶
物
，
四
週
圍
牆
上
飾
有
連

續
環
繞
的
卍
字
圖
形
與
浮
雕
佛
像
。
「
卍
」

字
自
古
為
印
度
相
傳
之
吉
祥
標
相
，
亦
即
吉

祥
海
雲
之
相
也
。
佛
陀
胸
前
標
有
卍
字
，
乃

表
示
是
大
福
德
、
大
人
之
相
，
為
吉
祥
萬
德

之
所
集
，
有
此
相
者
，
必
有
安
樂
。
今
以
之

象
徵
佛
的
智
慧
與
慈
悲
無
限
延
伸
；
卍
字
迴

旋
乃
顯
示
佛
力
的
無
限
運
作
，
無
休
無
止
地

救
濟
十
方
無
量
無
邊
的
眾
生
。
東
西
兩
側
另

設
有
兩
座
圓
光
形
牌
樓
門
，
右
側
稱
「
菩
提

門
」
，
左
側
為
「
般
若
門
」
，
以
利
出
入
。

埕
內
有
大
榕
樹
、
香
爐
、
金
爐
，
及
落
款
昭

和
十
八
年
的
石
獻
燈
等
，
寺
右
側
連
接
大
眾

廟
與
西
門
福
德
宮
，
整
體
氣
勢
壯
觀
。

公
園山

門
正
對
面
有
「
接
雲
寺
柏
壽
公
園
」
，

佔
地
寬
廣
，
四
週
雖
臨
道
路
，
但
園
內
建
有

兩
座
涼
亭
、
蟠
龍
水
池
、
石
燈
、
假
山
、

小
橋
、
花
圃
、
樹
木
、
搖
椅
等
休
憩
娛
樂
設

施
。
園
內
生
意
盎
然
，
花
木
扶
疏
，
綠
樹
成

蔭
，
故
吸
引
甚
多
大
人
、
小
孩
逗
留
休
息
、

下
棋
、
聊
天
、
遊
戲
。
在
此
繁
鬧
的
都
市

中
，
能
擁
有
一
座
公
園
綠
地
的
寺
廟
，
實
屬

得
天
獨
厚
，
堪
稱
是
本
市
勝
蹟
。

■圍牆上的卍字圖形與浮雕佛像■花木扶疏，綠樹成蔭的接雲寺柏壽公園

■接雲寺前的柏壽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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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
亭顧

名
思
義
即
是
供
信
徒
祭
拜
神
明
的
地

方
。
香
火
鼎
盛
的
接
雲
寺
，
由
於
殿
內
的
空

間
有
限
，
為
了
增
加
祭
拜
的
空
間
，
而
延
伸

出
來
的
建
築
。

接
雲
寺
拜
亭
為
七
十
九
年
時
所
增
建
，
為

了
避
免
香
客
祭
拜
時
，
會
受
到
日
曬
雨
淋
，

於
是
又
加
蓋
了
屋
簷
。
亭
內
也
放
置
一
座
大

香
爐
，
以
供
信
眾
可
以
先
膜
拜
。

拜
亭
為
平
面
屋
頂
鋼
筋
水
泥
造
，
外
有
三

川
屋
簷
及
雙
龍
戲
珠
裝
飾
。
此
拜
亭
並
非
做

傳
統
木
構
架
抬
樑
捲
棚
式
樣
，
雖
略
損
正
立

面
廟
貌
壯
觀
氣
勢
，
但
也
算
是
權
宜
之
計
，

未
來
寺
廟
外
觀
亦
正
計
劃
實
施
改
善
中
。

三
川
殿

進
入
山
門
，
穿
越
廟
埕
，
通
過
拜
亭
，
便

到
了
前
殿
。
前
殿
是
由
三
川
殿
和
兩
側
的
翼

門(

龍
門
、
虎
門)

所
組
成
，
合
計
共
有
五
門
，

所
以
是
為
「
五
門
殿
」
。
三
川
殿
可
說
是
寺

廟
最
重
要
的
入
口
。

■拜亭

■山門門額書「慈雲佛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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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鳳展翅剪黏

▍脊堵上的回首蟠龍

假
四
垂
屋
頂

三
川
殿
屋
頂
為
上
下
重
疊
的
「
假
四

垂
」
，
即
上
簷
以
歇
山
頂
騎
在
硬
山
頂
上
，

此
乃
陳
應
彬
最
拿
手
的
屋
頂
形
式
。
線
條
優

美
，
比
例
適
當
，
莊
重
秀
麗
，
為
其
他
廟
宇

「
假
四
垂
」
望
塵
莫
及
。

假
四
垂
重
簷
間
，
作
看
架
斗
栱
，
斗
栱
造

形
多
為
螭
虎
栱
及
如
意
栱
等
。
螭
虎
栱
造
形

優
雅
，
互
相
搭
接
成
組
排
列
，
氣
勢
壯
觀
，

均
顯
現
出
匠
師
們
的
創
意
與
巧
思
。

正
立
面
左
右
龍
虎
門
，
屋
脊
做
中
段
高

聳
、
兩
翼
稍
降
的
三
川
脊
式
，
層
次
分
明
。

三
座
屋
頂
巍
然
並
立
，
更
增
廟
宇
雄
偉
恢
弘

氣
勢
。

屋
頂
剪
黏

寺
廟
屋
頂
是
最
引
人
注
目
之
處
，
旨
在
表

現
寺
廟
的
氣
勢
，
主
脊
兩
端
曲
線
流
暢
的
燕

尾
，
有
如
振
翅
欲
飛
；
主
脊
、
垂
脊
、
牌
頭

及
山
牆
鵝
頭
裝
飾
的
剪
黏
繁
複
華
麗
。

「
剪
黏
」
又
稱
「
剪
花
」
，
屬
塑
造
鑲
嵌

藝
術
，
乃
塑
形
後
再
以
各
種
不
同
顏
色
的
瓷

片
或
碗
片
黏
貼
其
上
，
以
此
造
就
出
生
動
、

活
潑
、
富
有
層
次
及
立
體
感
的
作
品
。

■脊堵上的回首蟠龍

■脊堵的瑞獸及八仙人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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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脊上的雙龍戲珠剪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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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飾
的
內
容
如
下
：

屋
脊寺

廟
建
築
之
正
脊
多
分
為
三
段
，
包
括
中

脊
、
小
港
脊
等
。
接
雲
寺
三
川
屋
脊
脊
頂
中

段
為
寶
珠
，
兩
側
配
雙
龍
；
小
港
脊
搭
配
雙

鳳
；
燕
仔
尾
另
以
卷
草
花
卉
收
尾
。

脊
堵
主
要
分
為
堵
底
、
堵
頭
、
脊
肚
三
個

部
分
，
堵
底
作
花
鳥
、
雙
鳳
牡
丹
、
八
仙
、

人
物
帶
騎
等
，
堵
頭
為
螭
虎
紋
。
脊
肚
又
分

上
、
下
二
層
，
或
稱
上
馬
路
及
下
馬
路
，
下

馬
路
裝
飾
花
草
、
水
族
動
物
及
四
獸(

虎
、

豹
、
獅
、
象)

，
外
側
做
雙
龍
。

垂
脊垂

脊
又
稱
「
串
角
」
「
戧
脊
」
，
有
的

末
端
順
勢
作
龍
、
鳳
凰
、
鯉
魚
吐
水
、
草
仔

尾
等
裝
飾
，
並
都
隨
脊
線
滑
下
後
又
向
上
揚

起
，
極
富
旺
盛
的
生
命
力
。

排
頭排

頭
又
稱
「
牌
仔
頭
」
，
位
在
垂
脊
末

端
，
作
成
「
盤
子
」
狀
托
住
各
種
剪
黏
裝

飾
，
亦
有
增
加
重
量
以
防
屋
簷
被
風
吹
起
的

作
用
。
作
品
通
常
為
文
武
人
物
齣
頭
，
武
場

題
材
多
取
自
三
國
人
物
故
事
，
文
場
則
以
山

水
樓
閣
為
主
，
並
依
位
置
大
小
分
三
至
七
尊

人
物
。
此
處
做
武
場
征
戰
人
物
，
作
工
精

緻
，
姿
態
表
情
生
動
傳
神
。

山
牆
鵝
頭

山
牆
鵝
頭
即
「
印
斗
」
，
又
稱
「
脊

塞
」
，
位
在
正
脊
與
山
尖
接
角
上
，
作
倒
爬

獅
、
象
及
龍
首
。

■人物帶騎

■桃園三結義人物剪黏

■排頭人物■「薛丁山大戰樊梨花」剪黏 

■ 武場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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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印斗

■倒爬獅印斗（左頁圖）

■龍首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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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川
殿
石
雕

「
三
川
殿
」
指
的
是
寺
廟
前
排
的
中
央

部
位
，
為
廟
宇
主
要
的
門
面
所
在
，
位
置

顯
著
而
備
受
注
目
，
匠
師
無
不
全
力
以
赴
盡

展
絕
活
，
故
無
論
樑
柱
間
、
牆
壁
上
，
皆
佈

滿
了
木
雕
、
石
雕…

。
龍
柱
、
樑
架
及
門
窗

等
處
，
亦
觸
目
皆
見
匠
師
的
功
力
與
用
心
，

是
全
廟
裝
飾
最
集
中
，
整
體
最
華
麗
之
處
。

其
中
正
立
面
石
雕
為
兩
位
匠
師
對
場
較
勁
之

作
，
故
在
此
強
大
的
競
技
壓
力
下
，
匠
師
無

不
盡
其
所
能
各
顯
才
華
。
今
見
多
為
大
正
四

年
重
建
所
刻
，
精
釆
至
極
，
值
得
細
賞
。
另

對
看
堵
外
側
為
八
十
年
整
修
時
所
雕
。

龍
柱接

雲
寺
三
川
殿
前
簷
口
有
龍
柱
一
對
，
似

為
黑
灰
色
的
安
山
岩
，
因
廟
重
建
於
日
治
大

正
三
年
甲
寅
（1

9
1
4

）
，
當
時
雕
刻
的
風

格
，
是
以
八
角
形
柱
頭
承
接
木
柱
，
上
刻
捐

獻
者
芳
名
。
龍
身
頭
下
尾
上
形
成
連
續
的
Ｓ

狀
，
纏
繞
翻
轉
於
柱
身
上
，
下
方
置
圓
形
柱

礎
。
龍
身
浮
凸
尺
寸
大
，
翻
轉
次
數
多
，
龍

身
以
外
的
長
鬚
、
虯
鬃
皆
曲
折
有
致
，
似
要

隨
時
凌
空
而
去
的
感
覺
。

此
降
龍
雕
琢
纖
細
、
生
動
靈
活
，
姑
不
論

頭
、
眼
、
角
、
唇
、
鬃
、
鱗
、
爪
，
皆
線
條

清
晰
。
龍
柱
下
段
雕
海
浪
、
水
族
及
鯉
躍
龍

門
，
上
段
是
八
仙
人
物
，
坐
騎
、
姿
態
、
面

部
表
情
各
異
，
人
物
雖
不
足
二
十
公
分
高
，

卻
也
雕
琢
細
緻
、
線
條
深
刻
。

中
國
人
對
龍
有
很
多
的
吟
詠
，
且
賦
予

很
深
的
涵
意
。
龍
能
除
邪
惡
，
進
退
有
度
，

飲
食
有
節
，
不
遊
濁
土
，
不
飲
濁
泉
，
所
謂

「
飲
於
清
，
遊
於
清
」
，
故
常
出
現
於
門
庭

為
守
護
。

石
獅中

門
兩
側
石
獅
造
形
乃
典
型
閩
南
風
格
，

亦
對
場
較
競
之
作
，
為
咸
豐
七
年
（1

8
5
7

）

所
留
。
雄
獅
右
踏
繡
球
，
左
執
飄
帶
，
額
頭

略
微
高
起
，
凸
眼
，
塌
鼻
朝
天
，
張
口
咧

嘴
，
嘴
內
含
珠
，
頸
上
繫
鈴
，
尾
巴
貼
背
，

額
頭
及
背
部
有
波
浪
卷
鬃
。
雌
獅
大
嘴
緊

閉
，
手
持
飄
帶
，
小
獅
嬉
戲
於
前
。
兩
獅
均

以
觀
音
山
石
刻
成
，
採
蹲
姿
，
身
軀
前
半
略

呈
斜
向
，
扭
頭
內
望
中
軸
線
，
神
情
溫
馴
而

活
潑
，
造
形
風
格
古
拙
。

石
獅
與
門
枕
石
功
能
一
樣
，
是
鞏
固
門
框

的
構
件
，
因
屬
圓
雕
作
品
，
以
完
整
的
體
態

呈
現
，
故
最
能
展
現
石
匠
的
功
力
。
在
傳
統

建
築
中
，
被
視
為
守
護
神
獸
，
負
有
看
守
門

戶
、
趨
吉
辟
凶
的
重
責
大
任
。

■石獅為咸豐年間對場作品

■中門石雕聯楹與石獅等（左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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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飾華麗的三川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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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雕龍柱■石雕龍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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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建
築
裝
飾
藝
術

石
枕石

枕
原
為
形
式
最
簡
單
的
門
枕
石
，
方
整

如
箱
子
，
亦
稱
「
石
盾
」
、
「
門
箱
」
，
本

省
又
稱
「
乞
丐
石
」
，
置
於
廟
宇
三
川
殿
邊

門
，
具
穩
定
門
柱
以
免
搖
動
的
功
能
。
此
處

石
盾
以
觀
音
山
石
雕
成
，
邊
緣
抹
角
，
正
面

肚
面
，
作
淺
陰
雕
蓮
花
等
吉
祥
圖
案
紋
飾
，

有
的
雖
無
雕
飾
，
卻
也
簡
潔
大
方
。

門
楣
與
廟
額

大
門
上
方
置
浮
雕
石
條
門
楣
，
中
門
石
楣

並
未
施
雕
圖
案
，
上
書
有
「
接
雲
寺
」
「
咸

豐
七
年
吉
旦
、
職
員
徐
捷
興
敬
立
」
，
為
建

寺
同
時
鐫
刻
安
置
。
門
楣
上
另
立
木
雕
廟

額
，
為
三
隻
雲
龍
拱
護
團
繞
，
雕
技
精
湛
，

更
彰
顯
出
廟
貌
的
尊
嚴
與
華
麗
，
此
廟
額
原

立
於
三
川
殿
內
藻
井
上
，
近
移
置
此
。
小
港

間
龍
邊
石
楣
也
是
陰
雕
門
楣
「
法
雨
」
「
咸

豐
丁
巳
歲
」
「
職
員
林
維
祥
敬
書
」
；
虎
門

門
楣
雕
「
慈
雲
」
。

螭
虎
銜
磬
團
天
官
石
窗

大
門
兩
側
四
方
形
石
窗
內
，
以
內
枝
外
葉

手
法
透
雕
「
螭
虎
銜
磬
團
天
官
」
。
由
兩
對

螭
虎
採
上
下
左
右
拱
向
中
心
相
互
對
望
，
上

下
兩
對
螭
虎
再
以
「
交
尾
」
纏
繞
，
圍
護
住

磬
牌
，
構
圖
生
動
自
然
。
中
央
磬
牌
上
雕
天

官
及
左
右
侍
從
，
天
官
手
執
笏
板
、
如
意
。

龍
邊
天
官
侍
從
手
執
書
卷
上
書
「
天
官
賜

■「慈雲」門楣

■「法雨」門楣，落款「咸豐丁巳歲」「職員林維祥敬書」

■門枕石

福
」
，
虎
邊
天
官
侍
從
之
書
卷
上
書
「
招
財

進
寶
」
。
從
人
物
、
螭
虎
對
仔
細
端
詳
比
較

後
，
方
知
亦
是
「
對
場
作
」
作
品
。

螭
虎
是
傳
說
中
的
瑞
獸
，
代
表
祥
瑞
，
有

鎮
惡
辟
邪
之
功
能
。
「
螭
虎
團
天
官
」
寓
意

天
官
賜
福
、
加
官
晉
爵
、
壽
喜
財
、
吉
祥
平

安
齊
集
。

■對場「螭虎銜磬團天官」透雕石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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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建
築
裝
飾
藝
術

壁
堵在

傳
統
建
築
的
立
面
牆
，
匠
師
們
通
常

將
其
擬
人
化
分
成
數
段
，
每
段
稱
「
堵
」
或

「
垛
」
。
由
上
至
下
依
次
為
「
水
車
堵
」
、

「
頂
堵
」
、
「
身
堵
」
、
「
腰
堵
」
、
「
裙

堵
」
、
「
櫃
臺
腳
」
等
，
且
各
堵
均
有
其
慣

用
的
題
材
及
表
現
方
式
，
因
此
有
些
牆
堵
就

以
其
所
雕
之
題
材
命
名
。
尤
其
是
三
川
殿
的

前
檐
牆
和
左
右
廊
牆
，
因
屬
視
覺
正
面
，
位

置
顯
要
，
故
更
是
表
現
裝
飾
之
重
點
。

麒
麟
堵

兩
側
石
窗
下
方
，
石
獅
旁
的
裙
堵
壁
上
，

有
深
浮
雕
麒
麟
，
背
向
而
立
，
轉
頭
對
望
，

身
軀
渾
圓
鼓
起
，
神
態
非
常
可
愛
，
旁
以
日

月
、
祥
雲
相
隨
。
左
麒
麟
足
踏
琴
、
棋
，
右

麒
麟
腳
踩
書
、
畫
。

麒
麟
為
四
靈
之
一
，
乃
仁
者
的
象
徵
，

更
是
仙
人
的
坐
騎
，
具
有
吉
祥
、
辟
邪
之
寓

意
。
「
琴
、
棋
、
書
、
畫
」
為
君
子
四
藝
，

象
徵
文
人
才
學
及
生
活
情
致
。

■壁堵由上而下擬人化，依次為水車堵、頂堵、身堵、腰堵、裙堵、櫃臺腳等

■「剔地起突」高浮雕麒麟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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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建
築
裝
飾
藝
術

人
物
堵

傳
統
寺
廟
在
左
右
對
看
牆
上
，
多
分
別
雕

龍
和
虎
的
題
材
，
稱
為
「
龍
牆
、
虎
壁
」
。

但
接
雲
寺
的
對
看
牆
上
，
並
未
雕
此
題
材
，

而
是
以
觀
音
山
石
「
剔
地
起
突
」
高
浮
雕
技

法
表
現
人
物
故
事
，
堵
框
則
以
淺
浮
雕
刻
四

季
花
與
花
瓶
，
下
刻
雙
獅
戲
球
。

虎
邊
雕
三
國
故
事
「
華
容
道
」
：
關
雲
長

手
提
青
龍
刀
，
身
跨
赤
兔
馬
，
截
住
曹
軍
去

路
，
曹
操
屈
躬
合
十
，
懇
求
放
馬
一
過
，
生

動
鮮
活
。
龍
邊
亦
是
三
國
人
物
故
事
。

外
側
頂
堵
另
有
「
長
板
坡
子
龍
救
主
」

等
三
國
人
物
帶
騎
故
事
。
裙
堵
為
聘
賢
故
事

「
商
湯
聘
伊
尹
」
，
及
「
舜
耕
歷
山
孝
感
動

天
」
。
均
運
用
高
浮
雕
鏤
空
雕
法
結
構
技

巧
，
由
於
背
後
未
透
空
，
故
裡
層
圖
案
運
刀

極
難
。
堵
中
人
物
神
態
表
情
專
注
，
動
靜
皆

傳
神
，
雕
刻
技
術
超
群
絕
倫
。

螭
虎
團
爐
堵

廊
牆
裙
堵
的
螭
虎
團
爐
，
有
可
能
為
咸

豐
年
作
品
，
因
石
材
材
質
與
顏
色
和
他
處
不

同
，
且
顯
現
年
代
久
遠
，
風
化
情
形
較
嚴
重

的
狀
態
。
構
圖
採
左
右
對
稱
，
兩
對
螭
虎
相

對
團
繞
組
合
成
香
爐
造
形
。
螭
虎
耳
掛
環
，

尾
部
以
「
如
意
長
命
鎖
」
相
團
。
爐
外
四
角

有
蝙
蝠
雕
飾
，
以
示
「
賜
福
」
，
造
形
純

樸
，
極
具
拙
趣
。

螭
虎
具
祥
瑞
之
意
，
香
爐
是
與
神
明
溝

通
的
媒
介
，
可
藉
香
煙
繚
繞
上
達
天
聽
，
信

眾
透
過
拈
香
祝
禱
，
以
祈
求
保
佑
、
消
災

解
厄
，
廣
賜
福
、
祿
、
壽
、
喜
、
財
等
；

「
爐
」
也
是
道
家
鍊
丹
藥
之
器
物
，
更
含
有

吉
慶
如
意
、
辟
邪
長
壽
等
寓
意
。

祈
求
吉
慶
堵

龍
虎
堵
旁
外
側
牆
上
，
另
有
一
組
「
祈
求

吉
慶
」
之
石
雕
人
物
堵
，
以
「
剔
地
起
突
」

高
浮
雕
技
法
表
現
，
此
為
大
正
年
重
修
時
所

作
。
「
旗
」
乃
旌
旗
，
「
球
」
在
古
代
為
一

種
美
玉
，
「
戟
」
是
古
時
的
兵
器
，
「
磬
」

則
是
古
祭
典
常
用
的
樂
器
。
左
邊
「
祈
求

■祈「旗」求「球」堵

堵
」
是
武
將
站
立
持
旌
旗
，
和
童
子
騎
獸
拿

綵
球
，
取
其
「
旗
」
、
「
球
」
與
「
祈
」
、

「
求
」
同
音
。
「
吉
慶
堵
」
武
將
持
戟
，

童
子
騎
象
舉
磬
，
取
「
戟
」
、
「
磬
」
與

「
吉
」
、
「
慶
」
諧
音
。
「
祈
求
堵
」
上
留

有
匠
師
陳
應
彬
捐
獻
落
款
。

■吉「戟」慶「磬」堵 ■螭虎團爐

■高浮雕聘賢人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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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建
築
裝
飾
藝
術

花
鳥
堵

位
於
身
堵
的
花
鳥
堵
，
構
圖
簡
潔
，
風
格

典
雅
素
樸
。
除
四
季
花
卉
如
春
梅
、
夏
荷
、

秋
菊
及
冬
茶
等
，
尚
有
禽
鳥
陪
襯
；
梅
花
與

喜
鵲
象
徵
「
喜
上
眉
梢
」
，
月
季
花
與
白
頭

翁
則
有
「
長
春
白
頭
」
之
意
。

詩
詞
堵

三
川
殿
對
看
堵
石
雕
，
有
陰
雕
詩
詞
，

龍
邊
上
書
：
唐
．
張
繼
《
楓
橋
夜
泊
》
「
月

落
烏
啼
霜
滿
天
，
江
楓
漁
火
對
愁
眠
。
姑
蘇

城
外
寒
山
寺
，
夜
半
鐘
聲
到
客
船
。
」
虎
邊

上
書
：
宋
．
朱
熹
《
偶
成
》
「
少
年
易
老
學

難
成
，
一
寸
光
陰
不
可
輕
。
未
覺
池
塘
春
草

夢
，
階
前
梧
葉
已
秋
聲
。
」

四
季
花
堵

四
季
花
堵
，
亦
稱
「
四
季
平
安
堵
」
。
位

於
三
川
殿
牌
樓
面
次
間
門
兩
側
直
立
狹
長
的

餘
塞
板
上
，
此
處
作
品
古
樸
典
雅
。
其
四
季

花
裝
飾
題
材
，
有
梅
、
蘭
、
竹
、
菊
等
，
另

有
雕
蓮
花
寓
「
本
固
枝
榮
」
，
及
壽
石
、
玉

蘭
花
等
喻
「
必
得
其
壽
」
。

　

■陰雕四季花堵

櫃
臺
腳

位
於
建
築
物
廊
牆
、
檐
牆
及
平
柱
最
底
層

的
「
櫃
臺
腳
」
，
也
稱
「
地
牛
」
，
其
功
用

是
作
為
牆
身
的
基
底
，
即
將
牆
面
擬
人
化
，

使
之
有
腳
站
立
之
意
。
此
處
將
整
面
牆
基
以

「
剔
地
起
突
法
」
凸
顯
出
櫃
臺
腳
外
形
，
櫃

臺
面
兩
端
雕
獸
蹄
形
，
也
有
些
施
以
淺
浮
雕

「
如
意
卷
草
」
等
吉
祥
圖
案
，
以
寓
事
事
如

意
、
長
壽
安
康
，
作
品
生
動
古
樸
。

■花鳥堵

■陰雕詩詞

■檐牆最底層的「櫃臺腳」



板
橋
接
雲
寺
建
築
藝
術
與
歷
史

8889

肆
、
建
築
裝
飾
藝
術

三
川
殿
木
雕

三
川
殿
，
其
樑
架
處
佈
滿
精
雕
細
琢
的
木

雕
，
簷
口
下
置
有
造
形
各
異
的
吊
筒
，
包
括

花
籃
、
蓮
花
等
，
甚
為
壯
觀
。
吊
筒
上
方
外

側
的
豎
材
，
則
雕
人
物
，
亦
均
生
動
精
采
。

吊
筒
後
方
螭
虎
栱
採
用
浮
螺
雕
技
法
，
極
為

考
究
。
簷
下
的
看
架
，
前
後
有
螭
虎
紋
組
成

雙
向
疊
組
似
象
鼻
、
雲
紋
之
栱
，
螭
虎
栱
爬

上
滑
下
呈
現
出
無
數
綿
延
之
態
，
乃
是
少
見

的
溜
金
斗
栱
，
華
麗
耀
眼
。

員
光員

光
也
稱
「
通
隨
」
，
是
位
於
步
口
通

樑
下
的
雕
花
材
，
面
積
較
狹
小
，
具
穩
定

樑
柱
間
直
角
的
功
能
。
此
處
右
雕
《
三
國
演

義
》
故
事
中
的
〈
罵
王
朗
〉
，
左
雕
《
三
國

演
義
》
的
〈
關
羽
護
嫂
〉
過
五
關
斬
六
將
。

畫
面
中
武
將
奔
馳
，
掌
旗
士
兵
高
舉
軍
旗
，

隨
風
飛
揚
；
姑
不
論
將
軍
或
坐
騎
，
甚
至
士

卒
，
個
個
皆
表
情
生
動
，
姿
態
各
異
，
整
個

場
景
充
滿
戲
劇
張
力
，
垛
頭
則
以
螭
虎
為

框
。
步
口
對
看
牆
上
，
員
光
雕
雙
螭
交
尾
，

以
長
命
鎖
相
扣
，
造
形
生
動
。

■「劉海戲金蟾」人物

■三川殿樑架的木雕

■獅座下員光雕三國故事

■螭虎團紋員光

■關羽護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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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建
築
裝
飾
藝
術

吊
筒吊

筒
亦
稱
「
垂
花
」
，
是
懸
吊
在
樑
下

的
短
柱
，
可
將
屋
頂
的
重
量
以
槓
桿
平
衡
的

原
理
，
部
份
分
擔
後
再
傳
到
柱
子
上
。
此
處

有
各
種
不
同
形
態
的
「
吊
筒
」
，
如
倒
墜
蓮

花
、
竹
編
花
籃…

…

等
，
做
工
精
緻
以
極
，

均
展
現
豐
潤
繁
複
的
美
感
，
裝
飾
效
果
非
常

強
。
花
籃
吊
筒
，
籃
身
雕
有
竹
編
及
串
珠

形
，
花
籃
上
裝
飾
花
卉
及
瓜
果
，
籃
角
邊
各

垂
一
迎
風
款
擺
的
流
蘇
。
倒
墜
蓮
花
形
，
蓮

花
亦
稱
荷
花
，
或
別
稱
芙
蕖
、
芙
蓉
，
盛
開

時
花
朵
碩
大
，
果
實
即
「
蓮
子
」
，
地
下
莖

即
「
藕
」
可
食
用
。
自
佛
教
傳
入
我
國
後
，

蓮
花
便
成
為
佛
教
標
誌
，
代
表
「
清
淨
」

「
高
潔
」
之
意
，
也
象
徵
出
淤
泥
而
不
染
的

君
子
，
亦
寓
含
「
吉
祥
」
，
故
深
受
國
人
的

喜
愛
。

▍關羽護嫂

束
隨束

隨
有
稱
「
花
板
」
「
束
巾
」
為
在
束
木

下
的
雕
花
材
，
其
作
用
與
束
木
相
同
，
有
填

補
樑
架
空
隙
之
功
能
。
此
處
束
隨
造
形
有
螭

虎
團
紋
、
花
草
紋
及
人
物
故
事
圖
紋
，
人
物

故
事
以
三
國
人
物
為
主
，
有
〈
甘
露
寺
劉
備

赴
宴
〉
及
〈
董
太
師
大
鬧
鳳
儀
亭
〉
故
事
，

劇
中
人
物
呂
布
、
董
卓
、
貂
蟬
及
劉
備
、
趙

雲
等
，
均
刻
劃
生
動
。

■「董太師大鬧鳳儀亭」束隨

■「甘露寺劉備赴宴」人物故事■螭虎栱與木雕竹編花籃「吊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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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人物豎材

豎
材豎

材
是
吊
筒
上
方
外
緣
的
長
形
雕
刻
板
，

乃
用
以
遮
飾
垂
花
中
段
上
榫
眼
接
縫
處
，
並

無
實
際
之
結
構
功
能
。
此
處
豎
材
不
做
習
見

的
倒
爬
獅
子
，
而
雕
八
仙
人
物
，
神
情
樣
貌

自
然
，
均
生
動
活
潑
。
員
光
、
豎
材
與
吊
筒

之
雕
飾
均
貼
金
箔
，
繁
複
華
麗
。

獅
座「

斗
座
」
是
承
托
栱
或
斗
的
構
件
，
使

屋
頂
的
重
量
傳
遞
到
屋
牆
或
柱
子
上
，
此
處

三
川
步
口
兩
邊
通
樑
上
雕
獅
形
斗
座
。
此

「
獅
座
」
承
襲
漳
派
華
麗
風
格
，
以
圓
雕
工

法
雕
鑿
，
由
於
有
負
重
的
功
能
，
匠
師
便
將

獅
子
雕
成
齜
牙
咧
嘴
狀
，
以
象
徵
其
全
力
以

赴
盡
忠
職
守
。
由
於
「
獅
」
與
古
時
官
名

「
師
」
同
音
，
「
太
師
、
太
傅
、
太
保
」
合

稱
三
公
，
故
又
引
喻
為
「
高
官
顯
爵
」
，
象

徵
「
官
祿
代
代
相
傳
」
。
獅
座
上
有
八
仙
人

物
，
一
為
李
鐵
拐
手
持
葫
蘆
與
拐
杖
，
另
為

漢
鍾
離
手
持
寶
扇
，
亦
代
表
「
長
壽
、
祥

瑞
」
之
意
。

■吊筒、托木與豎材

■獅座上雕八仙人物李鐵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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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對中

門
門
框
兩
側
刻
有
「
咸
豐
七
年
，
恩
元

林
炳
旂
敬
書
」
，
「
敕
授
宣
德
郎
中
徐
捷
興

敬
立
」
對
聯
：
「
南
海
恩
波
通
擺
接
、
東
瀛

勝
蹟
在
慈
雲
」
。
句
尾
以
「
擺
接
」
、
「
慈

雲
」
二
字
點
出
地
名
及
廟
名
，
意
指
觀
世

音
菩
薩
由
南
海
普
陀
山
隨
著
移
民
到
臺
灣
，

靈
光
也
隨
之
輝
映
到
「
擺
接
社
」
（
板
橋
古

名
）
，
而
此
廟
亦
原
出
於
中
和
的
「
慈
雲
」

巖
。排

樓
封
柱
亦
留
有
大
師
陳
應
彬
於
日
大

正
四
年
所
獻
的
對
聯
：
「
接
來
南
海
中
潮
聲

聲
覺
世
、
雲
過
西
天
上
月
色
色
翻
空
」
，
此

聯
關
懷
塵
世
，
卻
不
染
俗
塵
，
有
如
雲
過
天

心
。

門
神門

神
有
如
寺
廟
的
靈
魂
之
窗
，
彩
畫
工

程
繁
複
，
且
需
工
筆
細
繪
，
故
匠
師
都
視
之

為
大
事
，
無
論
心
情
或
態
度
均
不
敢
有
所
懈

怠
，
而
且
門
神
彩
畫
優
劣
也
連
帶
影
響
畫
師

在
匠
界
的
地
位
。
接
雲
寺
三
川
殿
門
神
研
判

為
名
冠
北
臺
灣
的
許
連
成
所
繪
，
民
國
七
十

年
龍
虎
廳
門
神
彩
繪
為
台
南
年
輕
彩
繪
名
師

蔡
龍
進
，
此
均
是
匠
師
們
精
采
得
意
之
作
。

尤
其
門
神
的
眼
睛
更
是
畫
師
著
力
的
重
點
，

不
管
從
哪
個
角
度
看
，
其
靈
活
的
眼
神
，
彷

彿
隨
觀
者
移
動
，
傳
神
之
勢
可
見
。

■中門門框有咸豐七年聯對 ■聯對■門神彩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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哼
哈
二
將

三
川
殿
中
港
間
的
彩
繪
門
神
，
為
哼
哈
二

將
，
形
貌
威
武
，
右
為
哈
將
青
臉
，
開
口
露

齒
；
左
為
哼
將
紅
臉
，
閉
口
作
哼
狀
，
兩
位

均
手
持
劍
，
照
傳
統
應
是
執
具
有
斷
憂
、
利

智
、
伏
魔
的
法
器
｜
金
剛
杵
才
對
。
傳
其
為

釋
迦
牟
尼
佛
的
隨
從
侍
衛
長
，
經
常
率
領
部

眾
忠
誠
護
法
，
看
守
寺
院
。
《
封
神
演
義
》

上
說
哼
將
軍
鄭
倫
原
是
商
紂
王
的
部
將
，
將

鼻
一
哼
，
響
如
洪
鐘
，
能
噴
出
兩
道
白
光
，

吸
人
魂
魄
。
哈
將
軍
陳
奇
也
是
商
紂
王
的
部

將
，
張
口
一
哈
，
噴
出
黃
氣
，
見
者
魂
魄
自

散
。
後
來
被
姜
子
牙
敕
封
鎮
守
西
釋
山
門
，

宣
佈
教
化
、
保
護
法
界
。

四
大
天
王

三
川
龍
虎
門
上
，
門
神
為
四
大
天
王
，
英

氣
勃
勃
，
神
武
勇
猛
。
分
持
寶
劍
（
此
處
畫

執
錘
）
、
琵
琶
、
傘
、
花
狐
貂
（
此
處
畫
金

龍
）
，
腰
環
下
的
獸
紋
則
依
次
為
虎
、
豹
、

獅
、
象
做
詮
釋
，
另
樹
一
幟
。

古
印
度
神
話
傳
說
：
須
彌
山
腹
有
四
大

天
王
，
天
帝
命
其
各
守
護
一
方
，
東
方
持
國

天
王
，
著
白
色
，
執
花
狐
貂
；
南
方
增
長
天

王
，
著
青
色
，
持
寶
劍
；
西
方
廣
目
天
王
，

著
紅
色
，
持
琵
琶
；
北
方
多
聞
天
王
，
著
綠

色
，
執
一
傘
。
世
稱
為
護
世
四
天
王
，
或
四

大
金
剛
，
職
司
「
風
調
雨
順
」
外
，
又
有
護

國
安
民
天
下
太
平
之
意
。

■中港間門神哼將紅臉閉口；哈將青臉開口露齒

■西方廣目天王持琵琶；南方增長天王持錘

■東方持國天王執金龍；北方多聞天王執傘（左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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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
虎
廳

神
荼
、
鬱
壘

龍
門
廳
大
門
門
神
，
彩
繪
神
荼
、
鬱
壘
二

將
，
此
二
位
乃
專
司
管
理
眾
鬼
的
神
，
故
形

貌
凶
惡
猙
獰
，
魁
梧
壯
碩
，
身
著
文
武
袍
，

手
持
斧
鉞
。
《
封
神
演
義
》
描
述
神
荼
「
面

如
藍
靛
，
眼
如
金
燈
，
巨
口
獠
牙
，
身
軀
偉

岸
，
方
天
戟
上
懸
豹
尾
」
，
鬱
壘
「
面
似
瓜

皮
，
口
如
血
盆
，
牙
如
短
劍
，
容
如
硃
砂
，

頂
生
雙
角
，
純
鋼
板
斧
似
車
輪
」
。
皆
是
一

副
怒
目
圓
睜
氣
勢
凜
然
的
威
嚴
相
貌
。

秦
叔
寶
、
尉
遲
恭

虎
門
廳
大
門
門
神
，
龍
邊
為
秦
叔
寶
，

白
面
鳳
眼
作
搯
鬚
狀
，
貌
不
怒
而
威
，
頭
戴

鳳
盔
，
足
登
雲
頭
戰
靴
，
身
著
文
武
袍
，
持

鐧
，
背
紮
四
面
靠
旗
。
虎
邊
尉
遲
恭
，
黑
面

怒
目
圓
睜
，
嘴
角
上
翹
，
一
手
拂
鬚
，
另
手

執
鞭
，
一
副
威
猛
而
不
張
揚
之
狀
。

傳
說
唐
太
宗
因
寢
門
外
有
鬼
魅
呼
號
，

寢
食
難
安
，
太
宗
以
告
群
臣
，
秦
叔
寶
自

■門神秦叔寶、尉遲恭（左頁圖） 

■龍門廳大門門神神荼、鬱壘

告
奮
勇
願
同
尉
遲
恭
戎
裝
立
於
門
外
護
之
，

是
夜
果
然
無
事
，
故
命
畫
工
繪
二
人
之
像
懸

宮
門
，
後
世
沿
襲
之
，
遂
永
為
門
神
。
門
神

造
形
雄
壯
威
武
，
其
原
始
功
能
為
「
驅
鬼
辟

邪
」
，
今
轉
化
為
亦
具
有
迎
新
納
福
、
安
宅

鎮
殿
的
功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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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龍
伏
虎
剪
黏

龍
虎
門
廳
外
側
護
室
上
，
有
剪
黏
降
龍
、

伏
虎
尊
者
。
民
間
咸
認
為
羅
漢
雖
具
有
佛

性
，
卻
又
不
離
人
間
，
所
以
羅
漢
既
要
入
世

為
民
除
惡
，
當
然
得
有
降
龍
、
伏
虎
的
本

領
。
傳
統
中
對
降
龍
、
伏
虎
所
蘊
含
的
意

義
，
再
加
上
羅
漢
與
世
人
較
為
相
近
的
觀

念
，
因
此
「
降
龍
、
伏
虎
」
兩
羅
漢
便
幾
乎

成
為
能
驅
除
邪
惡
，
帶
來
吉
祥
的
象
徵
圖
騰

了
。
此
剪
黏
作
品
人
與
龍
或
虎
，
表
情
、
造

形
、
構
圖
皆
生
動
，
極
具
藝
術
價
值
。

「
螭
虎
團
磬
」
山
花

鵝
頭
墜
位
於
山
牆
尖
端
，
也
稱
「
山

花
」
，
臺
灣
俗
稱
「
鵝
頭
脊
墜
」
，
有
美
化

山
牆
的
功
能
。
接
雲
寺
前
殿
屋
頂
山
牆
上
的

山
花
，
以
泥
塑
做
「
螭
虎
團
磬
」
圖
案
，
磬

牌
由
四
隻
螭
虎
拱
護
盤
繞
。
兩
側
螭
虎
，
嘴

上
銜
著
飄
曳
的
流
蘇
，
造
形
簡
潔
，
曲
線
流

暢
。螭

虎
代
表
祥
瑞
，
能
鎮
惡
辟
邪
。
「
磬
」

是
用
石
或
玉
做
成
的
古
樂
器
，
「
磬
」
諧
音

「
慶
」
，
表
達
「
吉
慶
」
意
涵
。

■降龍尊者

■「伏虎尊者」剪黏

■「螭虎團磬」 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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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川
殿
內

三
川
殿
面
寬
三
間
，
深
三
間
，
左
右
有
廊

與
大
殿
相
通
。
架
內
棟
架
做
扁
長
形
的
八
角

形
藻
井
，
壽
樑
上
多
出
螭
虎
形
看
架
斗
栱
。

螭
虎
栱
造
形
多
變
，
繁
複
美
觀
，
且
兼
有
支

承
屋
頂
與
增
加
裝
飾
之
作
用
。

藻
井三

川
殿
內
屋
頂
，
有
扁
長
形
的
八
角
形
藻

井
，
又
稱
「
長
枝
八
角
蜘
蛛
結
網
」
，
用
各

式
斗
栱
搭
疊
出
繁
複
華
麗
的
結
網
。
從
長
方

形
的
樑
框
先
架
斜
邊
連
栱
，
使
抹
邊
成
為
八

角
形
，
再
出
二
十
六
支
斗
栱
，
三
跳
斗
栱
之

後
齊
集
中
脊
桁
之
下
，
斗
栱
綿
密
卻
層
次
分

明
，
將
力
學
與
美
學
融
合
一
體
。

托
木托

木
亦
稱
「
插
角
」
、
「
雀
替
」
。
三

川
殿
內
四
點
金
柱
與
大
通
之
交
角
處
做
「
鰲

魚
」
造
形
，
龍
頭
魚
身
，
有
鰭
翼
，
做
工

精
緻
細
膩
，
雕
法
脫
俗
，
尤
其
龍
眼
明
亮

傳
神
，
虯
鬃
飛
揚
，
龍
尾
轉
折
流
暢
靈
活
，

且
全
按
金
上
彩
，
色
澤
亮
麗
，
層
次
分
明
，

十
分
搶
眼
。
傳
說
鰲
魚
性
好
吞
火
，
又
好
風

雨
，
一
般
多
立
於
屋
脊
或
屋
簷
，
有
祈
雨
壓

火
之
效
。

步
口
樑
柱
的
交
角
處
，
也
有
「
花
卉
」
的

托
木
，
均
栩
栩
如
生
，
件
件
精
巧
細
緻
。

■繁複美觀的結網及螭虎栱

■鰲魚與花卉托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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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
珠柱

珠
亦
稱
「
柱
礎
」
、
「
石
珠
」
，
為
石

塊
雕
成
，
高
略
等
於
柱
徑
，
其
功
用
是
可
防

水
滲
入
木
柱
，
亦
具
美
觀
效
果
。
接
雲
寺
柱

珠
形
式
多
樣
，
三
川
殿
柱
子
多
為
圓
柱
，
柱

珠
以
圓
鼓
形
為
主
，
柱
珠
均
施
束
腰
；
後
點

金
柱
為
圓
柱
接
六
角
形
柱
珠
，
六
面
均
淺
浮

雕
駿
馬
、
花
卉
及
吉
祥
圖
案
，
極
為
考
究
；

附
壁
柱
柱
珠
為
方
形
，
較
為
簡
潔
。

接
雲
寺
重
建
碑
誌

三
川
殿
內
左
右
牆
堵
上
刻
有
接
雲
寺
修
建

記
碑
數
方
，
「
接
雲
寺
重
建
碑
誌
」
、
「
碑

誌
」
、
「
敬
修
佛
祖
金
身
誌
」
，
分
別
為
中

華
民
國
五
年
（
原
大
正
五
年1

9
1
6

）
，
民
國

四
十
二
年
（1

9
5
3

）
與
四
十
八
年
（1

9
5
9

）

留
。
石
碑
上
詳
細
記
錄
了
當
年
重
修
廟
宇
的

原
由
及
修
建
過
程
，
為
接
雲
寺
的
重
要
廟
史

資
料
，
碑
文
包
含
重
修
部
位
、
經
費
來
源
、

捐
獻
者
芳
名
，
和
當
時
管
理
及
修
建
委
員
等

大
名
，
以
示
負
責
及
昭
告
大
眾
，
且
紀
念
重

修
大
事
。

在
搜
索
資
料
中
，
發
現
大
正
五
年
「
接
雲

寺
重
建
碑
誌
」
原
古
碑
，
保
存
完
好
，
非
但

無
缺
，
書
法
之
美
，
字
字
清
晰
可
見
，
真
是

慶
幸
，
近
百
年
文
物
又
重
見
光
明
，
太
可
貴

了
。

■形式多樣的柱珠■圓柱接六角形柱珠，六面均淺浮雕吉祥圖案

■原古碑

■高浮雕雲龍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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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庭

中
庭
為
前
殿
與
大
殿
間
的
空
地
，
於
此

置
放
供
桌
，
兩
側
設
有
拱
門
，
與
配
殿
相

通
。
中
庭
為
免
信
眾
遭
日
曬
雨
淋
，
使
之
方

便
祭
拜
，
於
民
國
六
十
年
左
右
架
立
鐵
柱
、

鐵
架
，
並
覆
上
塑
膠
遮
棚
，
但
此
舉
卻
影
響

了
採
光
、
通
風
與
視
覺
效
果
，
亦
遮
擋
住
了

大
殿
宏
偉
的
面
貌
，
故
魚
與
熊
掌
該
如
何
兼

顧
，
值
得
深
思
。

御
路在

大
殿
臺
基
正
前
方
中
央
，
位
於
臺
基

與
地
面
之
間
，
鋪
置
一
寬
五
尺
長
四
尺
餘
斜

坡
石
塊
，
此
稱
「
御
階
」
、
「
龍
陛
」
，
臺

灣
有
稱
「
斜
魁
」
，
也
是
另
一
種
形
式
的
臺

階
，
原
為
方
便
神
轎
出
入
而
鋪
設
。
其
構
圖

做
雲
龍
盤
身
浮
雕
，
龍
首
居
中
，
一
爪
握
火

球
，
一
爪
持
玉
璽
，
四
週
點
綴
雲
紋
、
浪
花

和
數
隻
鯉
魚
，
具
美
觀
及
止
滑
的
作
用
。

出
食
台

中
庭
虎
邊
與
前
殿
之
角
落
，
立
有
石
雕

蟠
龍
及
蓮
花
座
之
精
緻
柱
台
，
名
曰
「
出

食
台
」
。
係
出
家
法
師
施
食
之
設
施
，
法
師

每
日
早
晚
以
「
出
食
箸
」
盛
取
七
粒
米
變
化

百
千
食
，
佈
施
十
方
孤
魂
野
鬼
，
佛
教
相
信

為
善
樂
施
者
，
必
得
大
福
報
，
此
儀
式
古
老

佛
寺
較
為
常
見
。

松
鶴
剪
黏

中
庭
兩
側
過
廊
屋
頂
做
三
川
脊
式
，
脊
堵

上
有
保
留
完
整
的
松
鶴
剪
黏
作
品
。
「
松
」

其
葉
長
綠
，
四
季
長
春
，
經
冬
不
凋
，
象

徵
長
壽
。
「
鶴
」
乃
仙
鶴
，
相
傳
有
千
年

壽
。
松
鶴
寓
有
「
松
鶴
長
春
」
、
「
松
鶴
遐

齡
」
、
「
松
鶴
延
年
」
等
祝
壽
之
義
。
此
作

品
雙
鶴
對
望
，
款
款
相
視
，
喁
喁
應
和
，
鶼

鰈
情
深
之
形
影
令
人
稱
羨
，
是
為
屋
頂
上
視

線
的
焦
點
。

■大殿前的中庭

■松鶴遐齡剪黏

■出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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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殿

大
殿
為
主
祀
神
明
的
殿
宇
，
亦
是
全
寺

廟
最
神
聖
高
大
的
重
要
空
間
，
屋
頂
部
分
廣

長
完
整
，
最
高
處
屋
脊
係
採
單
脊
，
即
所
謂

「
一
條
龍
」
式
，
尾
脊
如
燕
尾
翹
首
，
直
指

向
天
，
更
見
莊
重
肅
穆
，
屋
上
佈
滿
剪
黏
，

倍
顯
華
麗
莊
嚴
之
勢
。　
　

大
殿
面
寬
三
開
間
，
進
深
三
間
，
採
抬
樑

式
結
構
，
前
步
口
為
捲
棚
式
。
兩
側
山
牆
、

地
板
有
的
貼
上
瓷
磚
，
有
些
已
改
為
磨
石
子

技
法
施
工
，
不
同
顏
色
的
細
砂
石
互
相
搭

襯
，
組
成
圖
案
，
色
彩
協
調
，
別
有
韻
味
。

棟
架大

殿
屋
架
高
聳
，
殿
內
各
部
位
的
構
材

皆
碩
大
，
造
形
有
力
，
進
深
達
十
三
架
。
木

棟
架
作
三
通
五
斗
座
抬
樑
式
，
疊
斗
挑
高
多

達
五
層
。
次
間
不
出
栱
，
而
以
桁
木
直
接
插

入
山
牆
為
擱
檁
式
作
法
。
斗
座
以
飛
仙
作
裝

飾
，
造
形
獨
特
，
為
全
臺
廟
宇
所
罕
見
。

神
明殿

內
空
間
寬
敞
巍
峨
，
營
造
出
莊
嚴
肅
穆

的
氣
氛
。
神
龕
的
鏤
雕
精
美
，
殿
內
主
祀
觀

世
音
菩
薩
，
左
祀
定
光
古
佛
，
右
祀
註
生
娘

娘
。
兩
側
牆
上
另
陪
祀
十
八
羅
漢
，
還
有
韋

馱
天
將
、
伽
藍
聖
眾
及
山
神
、
土
地
神
相
陪

祀
。案

桌
上
另
供
奉
有
善
財
童
子
、
龍
女
、

釋
迦
牟
尼
佛
、
文
殊
菩
薩
、
普
賢
菩
薩
、
阿

彌
陀
佛
、
觀
世
音
菩
薩
、
大
勢
至
菩
薩
等
眾

神
，
旁
置
有
數
座
光
明
燈
座
。

神
龕大

殿
為
安
奉
主
祀
神
明
之
處
，
地
位
最
為

崇
高
，
故
除
了
樑
枋
有
精
釆
裝
飾
之
外
，
神

龕
也
是
裝
飾
重
點
之
一
。
「
神
龕
」
臺
灣
民

間
一
般
習
稱
「
神
房
」
，
通
常
係
以
上
等
木

料
雕
成
樓
閣
式
樣
，
以
供
奉
主
神
像
所
用
。

接
雲
寺
神
龕
雕
刻
採
用
「
內
枝
外
葉
雕
」
，

將
空
間
營
造
出
內
外
層
次
及
立
體
感
，
做
工

費
力
耗
時
，
縟
麗
的
木
雕
及
擂
金
彩
繪
，
細

緻
講
究
，
有
如
一
幢
金
碧
輝
煌
雕
樑
畫
棟
的

■大殿屋架

宮
殿
。
殿
內
共
有
五
座
神
龕
，
分
別
為
中
龕

主
祀
觀
世
音
菩
薩
；
左
龕
奉
祀
定
光
古
佛
，

右
龕
奉
祀
註
生
娘
娘
；
左
右
側
龕
奉
祀
十
八

羅
漢
與
韋
馱
天
將
、
伽
藍
及
山
神
、
土
地
神

等
。神

龕
屏
堵
飾
以
「
螭
虎
團
爐
、
加
官
晉

爵
、
天
官
賜
福
」
圖
案
，
由
三
對
螭
虎
採
上

下
左
右
拱
向
中
心
相
互
團
繞
組
合
之
構
圖
，

中
央
一
對
螭
虎
團
成
爐
狀
造
形
，
其
他
二
對

採
左
右
雌
雄
相
對
呼
應
，
相
互
纏
繞
，
構
成

延
綿
不
絕
的
圖
案
。
爐
身
雕
天
官
慈
祥
和
悅

手
持
笏
板
，
身
旁
一
童
子
持
扇
，
一
位
持
爵

向
天
官
獻
酒
，
有
「
晉
爵
」
之
意
。
另
幅
天

官
手
持
如
意
，
側
旁
童
子
一
位
持
扇
陪
侍
，

另
位
持
葫
蘆
表
示
「
幸
福
」
之
意
。
神
龕
有

「
同
治
甲
子
年
（
三
年1

8
6
4

）
弟
子
江
三

合
敬
奉
」
落
款
，
此
類
史
蹟
紀
錄
，
年
代
久

遠
，
頗
值
重
視
保
存
，
近
重
新
貼
金
箔
修
飾

過
，
故
更
顯
光
釆
奪
目
。
左
右
神
龕
乃
民
國

五
十
五
年
重
修
所
留
，
為
洗
石
子
基
座
，
神

龕
下
緣
用
泥
塑
櫃
臺
形
的
基
座
，
做
螭
虎
吞

腳
造
形
，
饒
富
意
趣
。 

■螭虎團爐中飾「加官晉爵、天官賜福」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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樑
枋
彩
繪

傳
統
建
築
皆
以
木
構
架
體
系
為
主
，
故
塗

刷
油
漆
以
保
護
木
料
的
措
施
相
當
重
要
。
廟

內
樑
架
上
佈
滿
精
采
的
彩
繪
，
除
傳
統
圖
案

和
幾
何
圖
形
外
，
多
繪
製
成
添
加
畫
框
「
垛

頭
」
與
畫
作
「
垛
仁
」
。
兩
側
邊
框
垛
頭
是

各
種
花
紋
、
蝙
蝠
與
螭
虎
圖
案
，
中
央
垛
仁

則
多
為
人
物
、
山
水
、
花
鳥
，
此
尤
以
人
物

題
材
居
多
，
內
容
以
觀
音
事
蹟
、
佛
說
法
故

事
為
主
，
諸
如
「
觀
音
現
長
者
身
說
法
」
、

「
現
辟
支
佛
身
說
法
」
、
「
現
梵
王
身
說

法
」
、
「
示
現
居
士
身
說
法
引
渡
」
、
「
韋

馱
金
剛
」
、
「
伽
藍
護
法
」
、
「
若
為
大
水

所
漂
稱
其
名
號
即
得
淺
處
」
、
「
若
有
持
是

觀
世
音
菩
薩
名
設
入
大
火
火
不
能
燒
」
、

「
風
調
雨
順
」
、
「
蝠
至
致
福
」
及
「
高
琴

騎
鯉
」
、
「
王
喬
駕
鶴
」
等
佛
教
、
神
仙
、

傳
說…

等
故
事
，
琳
瑯
滿
目
。
中
脊
桁
繪
硬

摺
包
巾
上
置
八
卦
，
旁
配
雙
龍
紋
飾
，
八
卦

有
鎮
殿
壓
煞
作
用
。

■神龕屏堵飾「螭虎團爐」

■神龕有同治甲子年陽月落款■神龕基座做螭虎吞腳造形■樑枋彩繪以觀音事蹟、佛說法故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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楹
聯
柱

接
雲
寺
的
大
殿
內
，
石
柱
有
八
柱
，
多
為

圓
形
柱
，
石
柱
上
都
有
題
詞
，
書
法
字
體
包

含
楷
書
、
草
書
、
隸
書
、
行
書
等
，
饒
富
文

學
氣
息
，
是
研
究
書
法
很
好
的
題
材
。
楹
聯

柱
有
咸
豐
年
間
所
留
舊
有
聯
對
，
足
具
歷
史

紀
錄
與
藝
術
欣
賞
價
值
。

 飛
天
仙
人

接
雲
寺
棟
架
結
構
上
的
坐
斗
，
有
多
對
添

加
翅
膀
的
飛
天
仙
人
，
其
形
貌
狀
似
西
方
有

長
翅
膀
的
天
使
，
應
是
受
西
洋
宗
教
藝
術
的

影
響
，
才
會
出
現
此
天
使
的
造
形
。
在
金
箔

的
映
襯
之
下
，
顯
得
特
別
耀
眼
，
是
接
雲
寺

特
殊
的
雕
刻
裝
飾
。

「
飛
天
仙
人
」
，
即
飛
於
空
中
以
歌
舞
、

香
花
等
供
養
諸
佛
菩
薩
的
天
人
。
因
此
，
被

視
為
是
佛
菩
薩
降
臨
的
吉
祥
徵
兆
。
或
許
是

唐
朝
時
結
合
了
當
時
富
饒
的
生
活
，
而
被
發

揚
光
大
，
因
此
而
具
備
了
入
世
、
出
世
的
雙

重
意
象
。

花
鳥
托
木

托
木
有
稱
「
雀
替
」
「
插
角
」
，
近
似

三
角
形
木
構
件
，
具
有
穩
固
構
材
之
功
能
。

四
點
金
柱
與
大
通
之
交
角
，
做
有
牡
丹
飛
鳳

及
梅
鵲
托
木
，
與
前
殿
之
鰲
魚
托
木
不
同
。

乃
以
透
雕
手
法
雕
飾
花
卉
，
花
朵
盛
開
，
飛

鳳
似
欲
展
翅
高
飛
；
次
間
做
卷
草
托
木
。
牡

丹
是
花
中
之
王
，
鳳
凰
是
百
鳥
之
王
，
亦
具

有
富
貴
吉
祥
的
含
意
，
在
民
間
也
用
「
雙
王

圖
」
來
祝
賀
新
婚
夫
婦
「
鸞
鳳
和
鳴
」
，
夫

妻
恩
愛
和
諧
，
得
享
榮
華
富
貴
。

步
通
員
光

位
於
前
步
口
通
樑
下
的
雕
花
材
員
光
，

面
積
雖
狹
小
，
卻
具
穩
定
樑
柱
與
美
觀
的

功
能
。
此
處
員
光
細
緻
的
鑿
花
作
品
，
左
雕

《
說
唐
全
傳
》
唐
明
皇
遊
月
宮
故
事
中
〈
郭

子
儀
鐵
弓
緣
〉
，
外
以
雙
螭
虎
為
框
；
右
雕

《
薛
仁
貴
征
東
》
故
事
中
的
〈
秦
叔
寶
托
金

獅
〉
。
人
物
表
情
、
背
景
與
樹
石
山
景
一
氣

呵
成
，
構
圖
鋪
陳
細
微
而
精
準
，
雕
工
巨
細

靡
遺
。

■大殿棟架有十四座飛天仙人的木雕■花鳥托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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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螭虎栱■大殿內的螭虎栱與關刀栱

螭
虎
栱

「
栱
」
為
水
平
而
彎
曲
的
木
材
，
頂
端
承

斗
，
以
轉
受
屋
頂
的
重
量
。
接
雲
寺
乃
漳
州

派
匠
師
所
設
計
，
故
多
以
螭
虎
栱
為
主
，
即

栱
頭
上
做
螭
虎
頭
造
形
稱
「
螭
虎
栱
」
。
另

雖
有
關
刀
栱
、
如
意
栱
等
，
但
出
現
比
例
較

少
。
本
廟
螭
虎
種
類
繁
複
多
變
，
有
昂
首
挺

胸
、
回
首
顧
盼
、
滑
溜
彎
曲…

等
造
形
，
件

件
皆
精
緻
靈
活
，
線
條
優
美
流
暢
，
令
人
嘆

為
觀
止
。

■「秦叔寶托金獅」員光

■步口通樑下的員光雕「郭子儀鐵弓緣」，外以雙螭虎為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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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雲
寺
大
殿
內
樑
上
懸
有
百
年
歷
史
的
古

匾
，
同
治
十
三
年(1

8
7
4
) 

前
署
新
莊
縣
丞
林

桂
芬
敬
立
「
除
一
切
苦
」
橫
匾
；
光
緒
十
三

年(1
8
8
7
)

墾
撫
使
者
林
維
源
敬
獻
「
普
陀
在

是
」
橫
匾
；
及
日
昭
和
元
年
冬(1

9
2
6
)

完
醮

紀
念
海
山
郡
守
李
讚
生
敬
獻
「
恩
遍
娑
婆
」

匾
等
。

琉
璃
燈
（
元
辰
燈
）

神
龕
前
垂
掛
木
製
琉
璃
宮
燈
，
「
琉
璃
」

指
光
澤
亮
麗
的
器
物
。
燈
座
雕
工
精
緻
，
古

色
古
香
，
為
觀
音
媽
的
主
神
燈
，
有
稱
「
元

辰
燈
」
，
終
年
燈
火
不
熄
，
也
稱
「
長
命

燈
」
。
此
宮
燈
乃
接
雲
寺
重
要
的
文
物
之

一
，
年
代
久
遠
已
不
可
考
，
原
為
油
燈
，
今

以
小
燈
泡
替
代
。
「
燈
」
代
表
光
明
，
亦
表

示
神
靈
之
光
普
照
寰
宇
，
庇
祐
眾
生
化
暗
為

明
，
逢
凶
化
吉
，
平
安
吉
祥
。

光
明
燈

大
殿
內
有
兩
座
梅
花
塔
形
層
層
疊
疊
的

「
光
明
燈
」
座
，
光
明
燈
又
名
「
福
田
燈
」

神
案
桌

神
案
桌
的
細
木
鑿
花
，
為
丙
寅
年
孟
冬

（1
9
8
6

）
近
代
的
作
品
，
卻
頗
為
精
緻
。
神

案
位
於
殿
前
中
央
，
正
面
桌
裙
板
分
上
下
兩
段

雕
作
，
上
書
「
接
雲
寺
」
三
大
字
，
外
另
有
八

仙
人
物
騎
獸
配
飾
；
下
堵
雕
觀
世
音
菩
薩
結

跏
趺
坐
於
殿
宇
中
，
旁
有
龍
女
與
善
財
侍
於

側
，
神
兵
天
將
立
兩
旁
，
信
眾
跪
拜
於
座
前
祈

求
指
引
迷
津
。
人
物
造
形
、
衣
飾
轉
折
皆
玲
瓏

剔
透
，
氣
勢
渾
厚
，
作
品
詮
釋
得
淋
漓
盡
致
熱

鬧
非
凡
，
全
景
貫
串
一
氣
呵
成
，
雕
刻
技
法

純
熟
絕
妙
，
雕
痕
清
晰
可
見
，
實
為
本
廟
精

品
。殿

內
正
中
央
另
有
一
座
長
形
條
案
，
桌
案

以
人
物
、
螭
虎
、
蝙
蝠
及
忍
冬
卷
草
為
飾
，
華

麗
異
常
，
為
本
廟
現
存
珍
貴
的
文
物
。

匾
額建

築
物
中
的
匾
額
為
中
國
建
築
獨
有
的
特

色
，
各
種
樣
式
、
色
彩
、
字
體
的
匾
額
雖
亦
為

裝
飾
，
但
卻
有
畫
龍
點
睛
之
妙
，
能
使
建
築
物

更
添
氣
勢
，
並
營
造
建
築
物
的
空
間
氛
圍
。

或
「
平
安
燈
」
。
燈
座
每
一
層
有
數
十
格
，

格
內
置
一
小
觀
世
音
菩
薩
聖
像
，
並
點
亮
一

小
燈
，
再
填
上
善
信
姓
名
，
農
曆
正
月
十
五

日
安
奉
光
明
燈
，
且
於
每
月
二
十
日
敬
拜
須

彌
燈
光
如
來
佛
做
敬
，
由
住
持
法
師
領
眾
誦

經
禮
懺
讀
祈
安
吉
祥
文
疏
。
點
光
明
燈
有
著

雙
重
意
義
，
一
則
是
燃
燈
供
佛
，
又
讓
我
們

獲
得
燃
燈
之
功
德
，
得
到
大
福
報
；
二
則
燃

燈
可
以
破
種
種
黑
暗
，
使
心
境
和
前
途
大
放

光
明
，
更
能
善
用
智
慧
的
寶
劍
，
祛
除
種
種

業
障
，
消
災
解
厄
。

■精緻神案桌

■光明燈

■琉璃燈（元辰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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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光佛持環馴猛虎石雕 ■陰雕定光佛執杖戲雲龍

龍
虎
堵

大
殿
內
對
看
龍
虎
堵
，
有
淺
線
雕
定
光
佛

隱
居
山
中
的
神
蹟
故
事
。
龍
堵
是
「
定
光
佛

執
杖
戲
雲
龍
」
，
取
材
自
定
光
佛
為
地
方
除

蛟
患
的
傳
說
。
虎
壁
是
「
定
光
佛
持
環
馴
猛

虎
」
，
為
定
光
佛
降
猛
虎
的
故
事
。

帝
君
殿
、
聖
王
殿
（
配
殿
）

位
於
大
殿
外
部
兩
側
，
又
稱
配
殿
，
分

別
為
民
國
四
十
二
年
（1

9
5
3

）
後
陸
續
修

建
。
聖
王
殿
（
右
配
殿
）
於
民
國
五
十
三
年

（1
9
6
4

）
整
修
完
成
，
帝
君
殿
（
左
配
殿
）

於
民
國
五
十
五
年
（1

9
6
6

）
重
修
完
工
。

神
明東

側
配
殿
供
奉
關
聖
帝
君
、
周
倉
與
關

平
，
側
廳
供
奉
延
平
郡
王
，
左
前
側
廳
為
太

歲
殿
。
西
側
配
殿
供
奉
開
漳
聖
王
，
側
廳
供

奉
統
境
尊
王
，
其
神
案
下
供
奉
虎
爺
，
右
前

側
廳
亦
為
太
歲
殿
。

■廟境土地神「統境公」與神案下虎爺（左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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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境尊王殿，虎爺置於案桌下

鐘
鼓
樓

龍
虎
門
後
，
兩
護
室
屋
頂
上
置
鐘
鼓
樓
，

其
屋
宇
高
聳
，
造
形
突
出
，
屋
頂
形
式
講

究
，
皆
為
八
角
形
攢
尖
重
簷
頂
，
氣
派
華

麗
。
東
側
（
龍
邊
）
懸
鐘
，
西
側
（
虎
邊
）

垂
鼓
。
捶
鐘
擂
鼓
警
醒
世
人
，
「
晨
鐘
暮

鼓
」
也
是
早
晚
課
誦
所
需
，
有
時
遇
重
大
祀

典
或
貴
賓
覲
廟
，
亦
會
鐘
鼓
齊
鳴
，
以
示
敬

迎
。

■雙鳳牡丹剪黏

■配殿屋頂做「假四垂」

磨
石
子
牆
堵

帝
君
殿
對
看
堵
為
磨
石
子
堵
，
題
材
是
鹿

竹
、
松
鶴
及
龍
、
虎
堵
，
設
色
典
雅
，
乃
民

國
五
十
五
年
，
由
林
跳
製
作
及
敬
獻
。
「
磨

石
子
」
有
稱
「
銅
線
磨
石
」
，
平
常
多
表
現

於
室
內
舖
面
或
樓
梯
裝
飾
上
，
此
技
法
流
行

於
二○

年
代
。
作
法
是
先
在
平
面
圖
案
輪
廓

以
銅
線
圈
成
，
再
將
不
同
色
彩
之
水
泥
摻
小

石
粒
填
入
圖
形
內
，
待
水
泥
全
乾
後
，
加
以

磨
平
打
光
。
在
當
年
尚
無
磨
石
子
機
代
勞
，

故
須
經
由
大
量
人
工
去
琢
磨
，
尤
其
是
線
腳

裝
飾
，
施
工
至
為
辛
苦
。
磨
石
子
作
，
堅
固

耐
用
，
不
受
歲
月
風
霜
摧
殘
，
色
彩
依
然
豐

富
，
今
此
技
法
已
不
多
見
。

假
四
垂
屋
頂
與
剪
黏

兩
側
配
殿
屋
頂
雖
為
民
國
四
十
二
年
、

五
十
一
年
後
所
建
，
也
如
三
川
殿
做
上
下
重

疊
的
「
假
四
垂
」
，
即
上
簷
以
歇
山
頂
騎
在

硬
山
頂
上
，
在
此
雖
非
陳
應
彬
所
作
，
但
仍

是
漳
派
匠
師
最
拿
手
的
屋
頂
形
式
，
與
大
正

■對看堵有磨石子松鶴

■虎堵塑「猛虎下山」

年
間
前
殿
相
似
，
線
條
優
美
，
比
例
適
當
，

莊
重
秀
麗
，
氣
勢
恢
弘
。
屋
頂
上
剪
黏
作

品
，
除
繁
複
華
麗
外
，
其
造
形
「
曲
勢
」
，

冠
居
本
廟
其
他
剪
黏
作
品
。
此
乃
傳
承
洪
坤

福
派
精
華
「
重
形
勢
、
輕
細
節
」
的
拿
手
絕

技
，
尤
其
「
啼
雞
、
笑
鳳
、
凸
額
獅
」
、

「
雙
龍
戲
珠
」
、
「
雙
鳳
牡
丹
」
、
「
螭
虎

垛
頭
」
更
是
活
潑
生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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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為
民
國
七
十
年
所
增
建
，
其
作
工
考

究
令
人
驚
異
，
樓
內
居
然
做
建
築
物
中
最

尊
貴
的
八
卦
藻
井
，
以
如
意
形
斗
栱
層
層
往

內
齊
集
，
塑
造
出
室
內
富
麗
堂
皇
的
效
果
。

空
間
不
大
的
內
壁
居
然
都
以
石
材
做
基
，
且

雕
飾
人
物
吉
祥
圖
案
，
格
扇
及
窗
櫺
亦
精
雕

細
琢
，
人
物
故
事
題
材
遍
佈
，
有
四
聘
故

事
：
堯
聘
舜
、
商
湯
聘
伊
尹
、
渭
水
聘
賢
、

三
顧
茅
廬
；
有
四
不
足
故
事
：
彭
祖
焚
香
祝

壽
延
、
嫦
娥
照
鏡
嫌
貌
醜
、
梁
皇
為
君
欲
作

仙
、
石
崇
巨
富
苦
無
錢
等
。
也
有
以
動
、
植

物
為
主
題
所
轉
借
的
表
徵
，
期
使
生
活
事
事

吉
祥
、
一
路
連
科
、
喜
上
眉
梢
、
長
壽
富

貴
、
平
安
如
意
等
，
可
說
是
極
盡
雕
琢
之
能

事
，
惜
位
在
二
樓
頂
，
平
時
不
易
窺
見
。

■四聘故事窗檽（上圖右）

■樓內石壁雕飾吉祥人物（下圖）

■鐘樓內飾八卦藻井（上圖左）

■鐘鼓樓為六角形攢尖重簷頂

■窗櫺精雕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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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師殿

祖
師
殿

祖
師
殿
位
於
左
廂
房
內
，
供
奉
有
歷
代

祖
師
及
住
持
的
畫
像
、
牌
位
與
照
片
。
如
第

一
代
臨
濟
宗
法
脈
傳
人
妙
蓮
長
老
的
牌
位
；

及
第
二
代
長
老
善
明
、
第
三
代
達
果
、
慧
炯

法
師…

等
多
位
的
畫
像
。
此
乃
慎
終
追
遠
，

對
先
賢
偉
業
的
表
彰
，
及
感
恩
、
緬
懷
先
人

創
廟
維
艱
以
之
紀
念
。
神
案
桌
尚
留
有
昭
和

十
七
年
落
款
，
彌
足
珍
貴
。

太
歲
殿

太
歲
即
歲
神
，
依
六
十
甲
子
輪
流
值
歲
，

總
稱
「
六
十
甲
子
太
歲
」
，
當
值
者
即
稱

「
值
年
太
歲
」
，
其
主
掌
人
間
的
禍
福
吉

凶
。
每
位
歲
神
皆
有
姓
氏
名
諱
，
沖
犯
的
對

象
亦
有
所
不
同
。
俗
信
若
沖
犯
了
太
歲
無
病

也
破
財
，
重
者
會
惡
厄
加
身
，
故
必
須
安
奉

太
歲
以
制
凶
阻
煞
，
才
能
禳
災
解
厄
、
植
福

消
災
，
以
佑
平
安
順
利
，
納
福
盈
門
。

殿
內
太
歲
星
君
，
除
供
奉
牌
位
外
，
有

三
頭
多
臂
造
形
的
圓
明
道
姥
元
君
為
太
歲
首

座
，
採
坐
姿
，
狀
似
千
手
千
眼
觀
音
菩
薩
。

其
以
不
同
手
勢
表
達
濟
世
方
法
，
如
中
央
雙

手
合
掌
，
另
結
手
印
持
日
精
摩
尼
手
、
月
精

摩
尼
手
、
寶
印
手
、
寶
戟
手
、
寶
弓
箭
手
、

寶
鐸
手
等
。
眼
表
觀
察
，
手
眼
互
相
配
合
，

度
化
各
類
利
鈍
剛
柔
眾
生
。
四
週
牆
壁
有
層

層
疊
疊
小
格
，
於
每
年
農
曆
正
月
初
九
日
安

奉
信
眾
姓
名
「
太
歲
」
牌
位
，
且
於
每
月
初

五
敬
拜
「
太
歲
星
君
」
，
由
住
持
法
師
領
眾

誦
經
禮
懺
讀
祈
安
吉
祥
文
疏
。

■圓明道姥元君為太歲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