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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年  

代

大  

事

 

出  

處

雍
正
七
年
間 (1

7
2
9
)

中
和
庄
科
仔
崙
牛
埔
石
壁
湖
的
「
慈
雲
巖
」
建
寺
，
為
「
接
雲
寺
」
前
身

「
慈
雲
巖
於
柯
仔
崙…

」
接
雲
寺
重
建
碑
誌
｜
日
大
正
五
年
立

咸
豐
三
年 (1

8
5
3
) 

「
慈
雲
巖
」
於
漳
泉
械
鬥
紛
亂
中
燬
於
祝
融
，
觀
音
佛
祖
神
像
，
被
迎

來
板
橋
供
奉
。

「
神
像
由
中
和
庄
科
仔
崙
迎
來
板
橋…

」
《
中
和
庄
誌
》
日
昭
和
六
年
、

《
板
橋
街
誌
》
日
昭
和
八
年
。

「
接
雲
寺
建
於
咸
豐
年
間…

」
修
建
碑
誌
｜
民
國
四
十
二
年
立

《
臺
北
廳
》
擺
接
堡
｜
日
大
正
八
年
（1

9
1
9

）

咸
豐
六
年 (1

8
5
6
) 

林
本
源
家
族
林
國
芳
，
迎
接
觀
音
佛
祖
神
像
，
建
寺
名
為
「
接
雲
寺
」

，
寺
址
位
於
板
橋
舊
城
內
西
北
隅
。

三
川
殿
中
門
門
楣
「
接
雲
寺
」

咸
豐
七
年
徐
捷
興
立

三
川
殿
前
石
獅
及
楹
聯
柱
落
款
咸
豐
七
年

同
治
三
年 (1

8
6
4
)

裝
置
大
殿
神
龕

落
款
弟
子
江
三
合
敬
奉

同
治
七
年 (1

8
6
8
)

建
寺
歷
十
二
年
落
成

「
廟
於
同
治
七
年
落
成…

」
《
板
橋
市
志
》
民
國
七
十
七
年

「
本
寺
咸
豐
六
年
興
建
至
同
治
七
年
落
成
」
接
雲
寺
擴
建
工
程
碑
誌

民
國
八
十
年
立

虎
爺
旁
小
獅
同
治
柒
年
落
款

光
緒
四
年 (1

8
7
8
) 

林
本
源
家
族
欲
增
建
五
落
新
大
厝
，
擴
充
林
本
源
邸
，
乃
將
本
寺
遷
移

至
舊
城
西
南
隅
今
現
址

「
光
緒
四
年
遷
移
址…

」
至
光
緒
十
三
年
落
成
《
板
橋
市
志
》
民
國

七
十
七
年

「
光
緒
四
年
林
本
源
宅
擴
建…

」
《
板
橋
街
誌
》
日
昭
和
八
年

光
緒
十
三
年 (1

8
8
7
) 

遷
建
工
程
歷
九
年
始
落
成

臺
灣
墾
撫
使
者
林
維
源
獻
「
普
陀
在
是
」
匾

「
移
址
至
今
西
門
街…

光
緒
十
三
年
落
成
」
《
板
橋
市
志
》

大
正
三
年
（1

9
1
4

）

寺
廟
建
築
久
遠
棟
樑
朽
腐
，
前
清
特
授
台
東
都
閫
（
墾
）
府
劉
嘉
輝
先

生
與
當
時
管
理
人
林
清
山
先
生
兩
位
倡
議
重
新
修
造
；
聘
請
陳
應
彬
大

木
匠
師

接
雲
寺
重
建
碑
誌
｜
日
大
正
五
年
立

「
劉
嘉
輝
及
林
清
山
發
起
重
修…

」
《
板
橋
街
誌
》
日
昭
和
八
年

附
錄
一

板
橋
接
雲
寺
歷
史
沿
革
年
表

年  

代

大  

事

出  

處

昭
和
元
年
（1

9
2
6

）

十
三
庄
擴
大
祈
安
完
醮

海
山
郡
守
李
讚
生
敬
獻
「
恩
遍
娑
婆
」
匾

民
國
三
十
九
年
（1

9
5
0

）

脊
樑
朽
壞
，
板
橋
鎮
長
兼
管
理
人
林
宗
慎
先
生
倡
議
修
建
；
聘
請
陳
和

由
設
計

修
建
碑
誌
｜
民
國
四
十
二
年
立

民
國
四
十
二
年
（1

9
5
3

）

修
建
竣
工
，
正
殿
及
右
側
廟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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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
修
寺
誌
｜
民
國
五
十
三
年
立

民
國
五
十
三
年
（1

9
6
4

）

整
修
完
成

敬
修
寺
誌
｜
民
國
五
十
三
年
立

民
國
五
十
三
年
（1

9
6
4

）

板
橋
鎮
長
兼
管
理
人
劉
順
天
倡
議
重
修
；
左
側
關
聖
帝
君
座
殿
及
室
房
等 

敬
修
寺
誌
｜
民
國
五
十
八
年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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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配
殿
對
看
磨
石
子
堵
民
國
五
十
五
年

落
款

民
國
六
十
年
（1

9
7
1

）

舉
薦
板
橋
鎮
民
代
表
會
主
席
朱
茂
陽
先
生
為
管
理
人

接
雲
寺
大
事
記

民
國
七
十
年
（1

9
8
1

）

增
建
鐘
鼓
樓

完
工
碑
誌

民
國
七
十
五
年
（1

9
8
6

）

擴
建
金
亭
、
拜
亭
、
牌
樓
、
圍
牆
、
側
門
、
公
園
等
工
程
、
建
議
整
修

成
立
第
一
屆
管
理
委
員
會
，
簡
阿
七
先
生
當
選
主
任
委
員

接
雲
寺
擴
建
工
程
碑
誌
｜
民
國
八
十
年
立

民
國
七
十
六
年
（1

9
8
7

）

擴
建
興
工

接
雲
寺
擴
建
工
程
碑
誌
｜
民
國
八
十
年
立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1

9
9
0

）

第
二
屆
管
理
委
員
會
，
由
朱
茂
陽
先
生
當
選
主
任
委
員

接
雲
寺
大
事
記

民
國
八
十
年
（1

9
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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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月
立

民
國
九
十
四
年
（2

0
0
5

）

第
二
屆
至
第
五
屆
主
任
委
員
皆
為
朱
茂
陽
先
生

第
二
屆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第
五
屆
民
國
九
十
四
年

民
國
九
十
五
年
（2

0
0
6

）

第
六
屆
管
理
委
員
會
，
劉
炳
信
先
生
當
選
主
任
委
員

接
雲
寺
大
事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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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神
明

神
明
屬
性

別
稱

安
奉
位
置

備
註

觀
世
音
菩
薩

佛
教
神
祇

鎮
殿
主
神

中
龕

善
財
童
子

佛
教
神
祇

鎮
殿
侍
從

中
龕
左

龍
女

佛
教
神
祇

鎮
殿
侍
從

中
龕
右

釋
迦
牟
尼
佛

佛
教
神
祇

從
祀
神
明

中
龕
前

文
殊
菩
薩

佛
教
神
祇

從
祀
神
明

中
龕
前

普
賢
菩
薩        

佛
教
神
祇

從
祀
神
明

中
龕
前

阿
彌
陀
佛

佛
教
神
祇

鎮
殿
三
接
引

中
龕
前

觀
世
音
菩
薩

佛
教
神
祇

鎮
殿
三
接
引

中
龕
前

大
勢
至
菩
薩

佛
教
神
祇

鎮
殿
三
接
引

中
龕
前

地
藏
王
菩
薩

佛
教
神
祇

幽
冥
教
主

中
龕
前

定
光
古
佛

佛
教
神
祇

合
祀
神
明

左
龕

汀
州
人
守
護
神

註
生
娘
娘

道
教
神
祇

合
祀
神
明

右
龕

送
子
婆
姐

道
教
神
祇

隨
侍

右
龕

韋
馱
天
將

佛
教
神
祇

護
法
神
將

大
殿
龍
牆

布
袋
尊
者

佛
教
神
祇

十
八
羅
漢

大
殿
龍
牆

目
蓮
尊
者

佛
教
神
祇

十
八
羅
漢

大
殿
龍
牆

誌
公
禪
師

佛
教
神
祇

十
八
羅
漢

大
殿
龍
牆

戲
獅
尊
者

佛
教
神
祇

十
八
羅
漢

大
殿
龍
牆

優
婆
尊
者

佛
教
神
祇

十
八
羅
漢

大
殿
龍
牆

進
香
尊
者

佛
教
神
祇

十
八
羅
漢

大
殿
龍
牆

開
心
尊
者

佛
教
神
祇

十
八
羅
漢

大
殿
龍
牆

降
龍
尊
者

佛
教
神
祇

十
八
羅
漢

大
殿
龍
牆

道
悟
尊
者

佛
教
神
祇

十
八
羅
漢

大
殿
龍
牆

山
神

自
然
崇
拜

護
法
神

大
殿
龍
牆

伽
藍
聖
眾

佛
教
神
祇

護
法
神
將

大
殿
虎
壁

神
明

神
明
屬
性

別
稱

安
奉
位
置

備
註

達
摩
尊
者

佛
教
神
祇

十
八
羅
漢

大
殿
虎
壁

長
眉
尊
者

佛
教
神
祇

十
八
羅
漢

大
殿
虎
壁

進
花
尊
者

佛
教
神
祇

十
八
羅
漢

大
殿
虎
壁

多
羅
尊
者

佛
教
神
祇

十
八
羅
漢

大
殿
虎
壁

佛
陀
尊
者

佛
教
神
祇

十
八
羅
漢

大
殿
虎
壁

精
進
尊
者

佛
教
神
祇

十
八
羅
漢

大
殿
虎
壁

進
果
尊
者

佛
教
神
祇

十
八
羅
漢

大
殿
虎
壁

飛
鉢
尊
者

佛
教
神
祇

十
八
羅
漢

大
殿
虎
壁

伏
虎
尊
者

佛
教
神
祇

十
八
羅
漢

大
殿
虎
壁

土
地
神

自
然
崇
拜

護
法
神

大
殿
虎
壁

關
聖
帝
君

聖
賢
崇
拜

關
公

帝
君
殿

東
廳

關
平
太
子

聖
賢
崇
拜

脇
侍

帝
君
殿

東
廳

周
倉
將
軍

聖
賢
崇
拜

脇
侍

帝
君
殿

東
廳

延
平
郡
王

聖
賢
崇
拜

國
姓
爺

東
廳
前

東
廂
房

部
將

聖
賢
崇
拜

隨
侍

東
廳
前

東
廂
房

孚
佑
帝
君

道
教
神
祇

呂
仙
祖

東
廳
前

東
廂
房

崇
禎
仁
君

聖
賢
崇
拜

從
祀
神
明

東
廳
前

東
廂
房

開
漳
聖
王

聖
賢
崇
拜

聖
王
公

聖
王
殿

漳
州
人
守
護
神

西
廳

李
伯
瑤
將
軍

聖
賢
崇
拜

隨
侍

聖
王
殿

西
廳

馬
仁
將
軍

聖
賢
崇
拜

隨
侍

聖
王
殿

西
廳

統
境
尊
王

自
然
崇
拜

從
祀
神
明

西
廳
前

西
廂
房

虎
爺

道
教
神
祇

從
祀
神
明

西
廳
前

統
境
尊
王
桌
下

圓
明
道
姥
元
君

道
教
神
祇

太
歲
頭

太
歲
殿

東
西
廂
前

歷
代
祖
師

先
賢
崇
拜

從
祀
神
明

祖
師
殿

東
廂
房
後

觀
世
音
菩
薩

十
八
羅
漢

定
光
古
佛

註
生
娘
娘

十
八
羅
漢

關
聖
帝
君

開
漳
聖
王

祖
師
殿

延
平
郡
王

太
歲
殿

太
歲
殿

虎
爺

➊
佛祖爐

➋
天公爐

➌

➍

➎

➏
統
境
公

➐

➑

附
錄
二

板
橋
接
雲
寺
奉
祀
神
祇
及
安
奉
位
置

■祭祀順序：➊∼➑

出
食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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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
錄
三

板
橋
接
雲
寺
年
度
慶
典
活
動

舉
辦
日
期(

農
曆)
活
動
內
容

正
月
初
三
日
至
初
九
日

三
千
佛
大
法
會

正
月
十
五
日

元
宵
燈
謎
晚
會

二
月
十
七
日
至
十
九
日

觀
世
音
菩
薩
聖
誕
大
法
會

四
月
初
八
日

釋
迦
牟
尼
佛
聖
誕
，
浴
佛

儀
式

六
月
初
六
日
至
初
七
日

開
天
門
大
典

六
月
十
七
日
至
十
九
日

觀
世
音
菩
薩
成
道
大
法
會

七
月
十
五
日

慶
讚
中
元
祭
典
（
盂
蘭
盆

法
會
）

九
月
十
七
日
至
十
九
日

觀
世
音
菩
薩
出
家
大
法
會

十
月
十
七
日
至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水
懺
、
梁
皇
懺
、
法
華
經

大
法
會
（
壹
個
月
）

不
定
期
舉
辦
佛
學
講
座
、
佛
前
共
修
、
八
關
齋
戒
等

活
動

附
錄
四

板
橋
接
雲
寺
對
於
社
會
教
化
及
公
益
慈
善
之

事
蹟

一
、
公
益
慈
善
工
作
項
目
：

1.
社
會
救
助
：
冬
令
救
濟
、
急
難
救
助
、

慰
問
布
施
、
災
害
救
助
及
其
他
濟
世
救
人
事

項
。

2.
兒
童
福
利
：
捐
助
孤
兒
院
、
育
幼
院
及
其

它
兒
童
福
利
機
構
。

3.
青
少
年
福
利
：
捐
助
中
、
小
學
，
貧
寒
學

童
午
餐
費
、
獎
助
學
金
等
。

4.
老
人
福
利
：
捐
助
老
人
養
護
機
構
、
安
養

機
構
。

5.
捐
助
其
他
公
益
慈
善
團
體
活
動
經
費
。

6.
自
民
國
八
十
年
起
，
每
年
三
次
定
期
舉
辦

愛
心
捐
血
活
動
。

二
、
社
會
教
化
工
作
項
目
：

1.
贊
助
圖
書
館
購
書
及
設
備
經
費
。

2.
舉
辦
增
進
身
心
健
康
活
動
，
每
年
辦
理
元

宵
燈
節
晚
會
。

3.
民
俗
才
藝
之
保
存
、
薪
傳
之
活
動
及
講

習
。

4.
配
合
政
府
機
關
辦
理
政
令
宣
導
，
如
防
止

自
殺
、
煙
毒
、
災
害
防
制
等
。

■華嚴三聖：釋迦牟尼佛與文殊菩薩、普賢菩薩

■鎮殿三接引：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

■寺內眾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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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
錄
五

板
橋
接
雲
寺
歷
屆
委
員
顧
問
名
單

第
一
屆

主
任
委
員
：
簡
阿
七

副
主
任
委
員
：
林
顯
瑛

常
務
監
察
委
員
：
劉
炳
信

管
理
委
員
：
朱
茂
陽
、
邱
榮
隆
、
邱
海
水
、

黃
春
榜
、
陳
章
沛
、
簡
定
意
、
林
淡
濱
、

許
丕
乞
、
陳
生
、
高
金
旺
、
陳
俊
來
、

林
宜
田
、
林
金
木
、
劉
屘
、
江
溪
湖
、

李
秋
桃
、
劉
永
樂
、
徐
阿
印
、
林
登
瑤
、

郭
傳
金
。　

監
察
委
員
：
林
弘
修
、
曹
盛
浴
、
簡
天
福
、

高
忠
雄
、
江
明
男
、
盧
蓮
聰
。　

顧
問
：
林
金
發
、
陳
陽
生
、
徐
雨
壽

　第
二
屆

主
任
委
員
：
朱
茂
陽

副
主
任
委
員
：
林
顯
瑛

常
務
監
察
委
員
：
陳
俊
來

管
理
委
員
：
劉
炳
信
、
邱
榮
隆
、
邱
海
水
、

簡
定
意
、
曹
盛
浴
、
劉
永
樂
、
林
弘
修
、

楊
蕊
、
李
秋
桃
、
黃
春
榜
、
簡
有
義
、

陳
騰
麒
、
劉
屘
、
賴
金
波
、
洪
鴻
源
、

陳
陽
生
、
許
三
郎
、
林
金
木
、
高
金
旺
。

監
察
委
員
：
胡
崇
浩
、
江
貴
洋
、
許
丕
乞
、

陳
德
勝
、
林
淡
濱
、
高
憲
治
、
盧
蓮
聰
。　

顧
問
：
簡
阿
七
、
徐
雨
壽
。

第
三
屆

主
任
委
員
：
朱
茂
陽
。

副
主
任
委
員
：
劉
炳
信
。

常
務
監
察
委
員
：
胡
崇
浩
。

管
理
委
員
：
陳
陽
生
、
賴
富
雄
、
林
至
誠
、

簡
有
財
、
賴
金
波
、
林
弘
修
、
楊
蕊
、

曹
盛
浴
、
許
三
郎
、
李
秋
桃
、
陳
騰
麒
、

許
正
敏
、
洪
鴻
源
、
簡
有
義
、
簡
定
意
、

魏
榮
輝
、
邱
旭
明
、
吳
武
雄
、
柳
木
火
。

監
察
委
員
：
江
貴
洋
、
林
淡
濱
、
高
憲
治
、

江
明
男
、
陳
俊
來
、
陳
德
勝
。

顧
問
：
徐
雨
壽
、
邱
榮
隆
、
許
丕
乞
。

第
四
屆

主
任
委
員
：
朱
茂
陽
。

副
主
任
委
員
：
許
三
郎
。

常
務
監
察
委
員
：
林
景
輝
。

管
理
委
員
：
陳
陽
生
、
柳
木
火
、
林
至
誠
、

魏
榮
輝
、
賴
金
波
、
劉
炳
信
、
劉
信
雄
、

江
清
秀
、
楊
訓
忠
、
賴
世
豪
、
簡
定
意
、

曹
盛
浴
、
賴
永
晃
、
林
弘
修
、
陳
騰
麒
、

賴
鳴
鐘
、
林
李
秋
桃
、
楊
蕊
、
賴
富
雄
。

監
察
委
員
：
胡
崇
浩
、
陳
俊
來
、
劉
金
雲
、

賴
春
曄
、
曾
煥
樹
、
高
憲
治
。　

顧
問
：
徐
雨
壽
、
邱
榮
隆
、
許
丕
乞
、

江
明
男
、
江
貴
洋
、
陳
德
勝
、
洪
鴻
源
、

簡
有
義
、
劉
文
卿
。

第
五
屆

主
任
委
員
：
朱
茂
陽
。

副
主
任
委
員
：
胡
崇
浩
。

常
務
監
察
委
員
：
曾
煥
樹
。

管
理
委
員
：
陳
陽
生
、
林
景
輝
、
林
至
誠
、

魏
榮
輝
、
林
凰
飛
、
劉
炳
信
、
賴
春
穆
、

賴
世
豪
、
陳
騰
麒
、
林
增
松
、
林
弘
修
、

劉
信
雄
、
曹
盛
浴
、
賴
鳴
鐘
、
廖
聰
義
、

江
清
秀
、
許
正
敏
、
柯
仁
壽
、
林
一
雄
。

監
察
委
員
：
楊
訓
忠
、
高
憲
治
、
廖
和
宗
、

賴
春
曄
、
劉
金
雲
、
郭
春
輝
。

顧
問
：
徐
雨
壽
、
許
丕
乞
、
江
明
男
、

陳
德
勝
、
許
三
郎
、
陳
俊
來
、
柳
木
火
。

第
六
屆

主
任
委
員
：
劉
炳
信
。

副
主
任
委
員
：
胡
崇
浩
。

常
務
監
察
委
員
：
曾
煥
樹
。

管
理
委
員
：
林
景
輝
、
楊
訓
忠
、
許
三
郎
、

林
凰
飛
、
陳
騰
麒
、
江
清
秀
、
曹
盛
浴
、

林
增
松
、
廖
聰
義
、
林
一
雄
、
賴
光
明
、

劉
金
雲
、
賴
鳴
鐘
、
賴
世
豪
、
柯
仁
壽
、

賴
春
穆
、
許
正
敏
、
劉
信
雄
、
張
義
彰
。

監
察
委
員
：
張
茂
平
、
高
憲
治
、
郭
春
輝
、

賴
春
曄
、
廖
和
宗
、
羅
祺
綸
。

榮
譽
主
任
委
員
：
朱
茂
陽
。

顧
問
：
陳
俊
來
、
陳
陽
生
、
林
至
誠
。

　

■麻姑獻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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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築
部
位
名
詞
說
明             

格
局
部
份

山
門
：
或
稱
牌
樓
，
獨
立
於
寺
廟
建
築
前
，

寺
廟
最
外
側
的
出
入
口
之
稱
，
具
有
空
間
界

定
作
用
。 

廟
埕
：
廟
前
的
空
地
，
也
是
廟
會
活
動
或
搭

建
臨
時
戲
臺
的
空
間
。

三
川
殿
：
又
稱
為
三
穿
門
或
三
川
門
，
寺
廟

的
前
殿
常
闢
三
門
，
故
稱
三
川
殿
。

開
間
：
計
算
中
國
古
建
築
之
面
寬
方
式
，
正

立
面
二
柱
所
隔
之
空
間
稱
為
一
間
。

明
間
：
也
稱
為
中
港
間
、
中
間
或
中
宮
，
建
築

物
當
中
之
開
間
，
設
中
門
或
供
主
神
之
處
。

次
間
：
也
稱
為
小
港
間
，
在
明
間
左
右
之
開
間
。

步
口
：
房
屋
正
面
或
背
面
屋
簷
下
的
空
間
，

即
簷
廊
，
通
常
設
廊
柱
。

龍
虎
門
：
在
三
川
殿
旁
左
邊
之
門
稱
龍
門
，
右

邊
之
門
稱
虎
門
，
取
自
左
青
龍
右
白
虎
之
說
。

大
殿
：
亦
稱
「
正
殿
」
，
建
築
較
高
聳
華

麗
，
為
供
奉
神
明
之
處
。

配
殿
：
在
大
殿
左
右
兩
側
護
室
常
稱
配
殿
，

也
有
稱
東
西
廡
。

護
室
：
也
稱
為
護
龍
，
位
正
身
左
右
兩
側
，

有
廂
房
或
橫
屋
之
稱
。

臺
基
部
份

柱
珠
：
也
稱
「
石
珠
」
「
柱
礎
」
，
多
立
於

木
柱
之
下
，
其
功
用
可
防
水
滲
入
木
柱
，
其

造
形
多
變
亦
有
美
觀
作
用
。

御
路
：
又
稱
斜
魁
，
位
於
三
川
殿
與
大
殿
臺

基
前
的
中
軸
位
置
，
是
神
明
專
用
的
斜
坡

道
，
上
面
通
常
雕
刻
正
面
的
雲
龍
圖
案
。

石
枕
：
另
稱
門
枕
石
，
功
能
同
石
獅
，
雕
成
枕

形
，
並
刻
上
各
種
吉
祥
紋
樣
，
增
加
其
美
感
。

石
獅
：
多
位
於
中
門
入
口
兩
側
或
廟
埕
前
，

功
能
為
穩
定
門
柱
，
並
有
辟
邪
祈
福
之
意
。

牆
身
部
份

山
牆
：
建
築
物
左
右
兩
側
上
端
像
山
形
的
牆

壁
，
也
就
是
建
築
物
的
側
牆
。

石
堵
：
牆
面
或
屋
身
的
正
立
面
，
分
割
成
數

個
塊
狀
，
每
一
個
塊
狀
稱
為
「
堵
」
，
各
堵

名
稱
由
下
往
上
依
序
為
： 

櫃
臺
腳
、
裙
堵
、

腰
堵
、
身
堵
、
頂
堵
和
水
車
堵
。

水
車
堵
：
簷
口
下
牆
堵
之
上
呈
水
平
連
續
帶
狀

的
裝
飾
，
上
常
置
泥
塑
、
剪
黏
或
交
趾
陶
。

屋
架
部
份

瓜
柱
：
又
稱
童
柱
，
在
屋
架
中
騎
在
樑
上
，

只
頂
住
屋
頂
不
落
地
的
短
柱
。

斗
座
：
為
樑
枋
上
穩
定
斗
的
構
件
，
也
是
瓜

筒
或
瓜
柱
的
代
替
品
，
形
成
木
作
中
雕
飾
的

重
點
，
常
雕
成
獅
、
象
、
花
草
等
。

瓜
筒
：
為
斗
座
的
一
種
，
通
樑
上
所
立
之
短

柱
，
將
屋
頂
重
量
傳
遞
到
樑
上
，
形
如
瓜
狀
。 

棟
架
：
樑
柱
所
構
成
的
屋
架
，
以
承
屋
頂
，

有
稱
為
「
架
棟
起
」
。

員
光
：
有
稱
「
通
隨
」
，
在
短
樑
下
的
長
方

形
木
構
件
，
其
功
能
為
穩
定
樑
柱
不
易
變

形
，
常
是
面
積
較
大
的
雕
花
材
。

托
木
：
有
稱
「
雀
替
」
「
插
角
」
，
位
於
樑

與
柱
的
交
點
處
，
乃
近
於
三
角
形
的
鞏
固
構

材
，
常
雕
鰲
魚
、
飛
鳳
、
花
草
或
人
物
等
。

吊
筒
：
懸
在
屋
簷
樑
下
的
小
柱
，
不
落
地
，

具
有
承
接
簷
口
重
量
的
作
用
，
它
的
末
端
常

被
雕
成
蓮
花
或
花
籃
狀
，
所
以
又
稱
為
垂

花
、
吊
籃
，
臺
灣
習
稱
「
花
筒
」
。

豎
材
：
位
於
垂
花
上
方
之
木
雕
材
，
作
用
是

封
住
後
方
構
材
穿
過
的
榫
孔
，
因
部
位
明

顯
，
故
是
雕
飾
的
精
采
重
點
，
題
材
常
雕
人

物
或
做
倒
爬
獅
。

斗
栱
：
斗
與
栱
是
傳
統
木
建
築
的
基
本
構
件

組
，
斗
是
一
個
立
方
體
的
構
材
，
栱
是
承
接

斗
的
小
枋
材
，
多
分
布
在
柱
頭
及
樑
枋
上
，

可
承
接
屋
頂
重
量
傳
至
樑
柱
。

看
架
：
正
立
面
樑
枋
上
層
層
向
上
之
斗
栱
組

合
，
具
傳
遞
重
量
與
裝
飾
之
用
。

通
樑
：
前
後
連
通
的
樑
材
，
由
下
而
上
稱
大

通
、
二
通
、
三
通
。

壽
樑
：
橫
向
的
枋
，
為
簷
柱
間
之
連
通
材
，

樑
上
可
置
看
架
或
連
栱
。

彎
枋
：
在
牌
樓
上
呈
數
道
彎
曲
的
枋
木
，
有

穩
定
屋
架
之
作
用
。

連
栱
：
在
壽
樑
或
門
楣
之
上
，
左
右
連
續
式

的
斗
栱
。

疊
斗
：
瓜
筒
之
上
疊
成
數
層
的
斗
，
有
時
可

代
替
童
柱
。

網
目
斗
栱
：
多
以
米
字
栱
或
斜
栱
構
成
，
有

如
網
狀
，
常
出
現
屋
宇
正
立
面
的
前
簷
步
口

廊
，
可
增
添
華
麗
氣
勢
。

四
點
金
柱
：
一
座
建
築
室
內
中
央
最
主
要
的

四
根
大
柱
，
為
木
作
建
築
最
重
要
之
結
構
。

結
網
：
通
稱
「
藻
井
」
，
重
要
建
築
屋
頂

下
，
以
斗
栱
組
成
繁
複
藻
飾
的
天
花
，
有
八

角
、
圓
形
、
長
方
形
等
式
樣
，
是
建
築
物
頂

棚
中
最
尊
貴
的
做
法
。

屋
頂
部
份

歇
山
：
為
四
坡
式
的
屋
頂
，
前
後
有
完
整
斜

坡
，
但
左
右
只
有
部
份
斜
坡
，
作
法
複
雜
，

屋
頂
形
式
尊
貴
。

硬
山
：
即
山
牆
高
於
桁
檁
，
屋
面
低
於
山
牆

的
作
法
，
製
作
簡
單
，
結
構
堅
固
。

假
四
垂
：
是
兩
座
屋
頂
重
疊
的
形
式
技
巧
，

即
歇
山
架
在
硬
山
之
上
，
又
稱
「
升
庵

式
」
，
形
式
挺
拔
秀
麗
，
漳
派
匠
師
喜
用
。

斷
簷
升
箭
口
：
即
三
開
間
或
五
開
間
的
屋
頂

中
間
升
起
，
形
成
高
低
錯
開
的
簷
口
線
，
造

形
富
變
化
，
泉
派
匠
師
喜
用
。

攢
尖
頂
：
多
條
屋
脊
相
交
於
屋
頂
的
最
高

點
，
狀
似
雨
傘
，
常
出
現
於
鐘
鼓
樓
或
亭
臺
。

規
帶
：
即
垂
脊
，
屋
頂
上
向
前
後
隨
瓦
垂
下

的
脊
。

牌
頭
：
位
於
規
帶
下
末
端
，
常
安
置
泥
塑
、

剪
黏
、
交
趾
人
物
或
襯
以
山
石
樓
閣
。

中
脊
：
有
稱
正
脊
，
屋
頂
上
居
於
中
央
最
高

的
屋
脊
，
常
置
寶
塔
或
福
祿
壽
三
星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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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川後步口 中庭（過水廊） 三川步口 三川架內 大殿 神龕 

柱珠 金柱 員光

台階

櫃台腳

龍柱

裙堵

中脊

結網

斗座  

托木

獅座

步通

腰堵

吊筒

豎材

門檻

石獅

吊筒

身堵

 規帶 後檐柱

螭虎栱 

牌頭 飛仙斗座

暗厝

四架（桁）

三架

二架

燕尾

仙人斗座

三通 大通二通

托木 瓜柱

建
築
部
位
構
造
示
意
圖

■接雲寺三川殿、過水廊及大殿橫剖圖（謝秀蘋 繪）

疊斗

步口通樑 御路

頂堵

員光 束隨 

封簷板

象座 斗

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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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史
文
獻

張
馥
堂
《
板
橋
市
志
》
。
板
橋
市
公
所
。
民
國
77
年
。

吳
清
池 

《
板
橋
市
志
續
篇
》
。
板
橋
市
公
所
。
民
國
86
年
。

盛
清
沂
、
吳
基
瑞 

《
中
和
鄉
志
》
。
民
國
75
年
。

黃
克
武 

《
清
時
板
橋
的
開
發
與
寺
廟
》
。
民
國
75
年
。

台
北
州
海
山
郡
板
橋
街
役
場 

《
板
橋
街
誌
》
。
日
昭
和
八
年
。

臺
灣
日
日
新
報
社 

《
臺
北
廳
》
擺
接
堡
。
日
大
正
八
年
。

中
和
庄
《
中
和
庄
誌
》
。
日
昭
和
六
年
。

謝
誌

不
知
是
否
與
觀
世
音
菩
薩
有
緣
，
很
榮
幸
的
受
邀
從
事
北
臺
灣
知

名
古
剎─

─

接
雲
寺
的
調
查
研
究
。
接
雲
寺
歷
經
多
次
遷
址
，
但
廟
貌

依
然
宏
偉
，
其
精
采
的
建
築
藝
術
可
說
冠
居
全
臺
，
祂
向
來
是
板
橋

人
的
驕
傲
。
接
雲
寺
的
歷
史
與
板
橋
地
方
的
開
發
亦
息
息
相
關
，
去

「
觀
音
媽
廟
」
拜
拜
，
幾
乎
是
板
橋
人
成
長
的
共
同
步
調
。

埋
首
本
寺
調
查
研
究
，
匆
匆
過
了
近
一
年
，
漸
漸
探
索
出
一
些
古

今
趣
事
與
歷
史
脈
絡
，
如
今
接
近
結
案
，
卻
才
稍
理
出
點
頭
緒
。
古
建

築
的
領
域
，
是
一
門
極
深
奧
的
學
問
，
若
能
再
有
更
充
裕
的
時
間
，
或

許
某
些
疑
惑
可
獲
得
較
圓
滿
的
解
答
。
此
深
深
體
會
到
要
對
歷
史
有
所

交
待
，
就
必
需
當
下
趕
緊
把
握
，
好
好
去
做
記
錄
，
不
然
真
是
愧
對
前

人
創
業
維
艱
，
真
希
望
搭
乘
時
光
機
器
回
到
過
去…

…
。

著
手
本
寺
的
調
查
拍
照
過
程
，
是
我
從
事
田
調
多
年
來
，
感
覺
最

為
棘
手
的
案
子
。
除
了
要
對
寺
方
有
所
交
待
，
實
際
上
自
己
更
背
負
了

自
我
挑
戰
的
重
責
，
有
太
多
的
空
白
與
困
難
擺
在
眼
前
，
簡
直
是
要
完

成
不
可
能
的
任
務
嘛
！
但
也
只
能
卯
足
了
全
力
，
不
放
棄
任
何
的
蛛
絲

馬
跡
。
走
過
這
些
日
子
以
來
，
觀
看
所
累
積
的
成
果
，
心
裡
還
是
無
法

釋
懷
，
若
假
我
以
時
日
，
一
定
可
以
有
更
大
的
收
穫
。

參
考
書
目

王
慶
台 

《
台
灣
之
木
作
雕
刻
》
。
尚
林
書
局
。
民
國
75
年
。 

李
乾
朗 

《
台
灣
寺
廟
建
築
大
師—

陳
應
彬
傳
》
。
燕
樓
古
建
築
出
版
社
。
民
國
94
年
。

李
乾
朗 

《
臺
灣
傳
統
建
築
匠
藝 

一∼

九
》
。
燕
樓
古
建
築
出
版
社
。
民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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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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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乾
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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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古
建
築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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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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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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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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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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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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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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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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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
建
築
與
裝
飾
藝
術
》
。
財
團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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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港
朝
天
宮
。
民
國
82
年
。

李
乾
朗
、
康   

錫
、
俞
怡
萍
《
大
龍
峒
保
安
宮
建
築
與
裝
飾
藝
術
》
。
台
北
保
安
宮
。 

民
國
86
年
。

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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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 

《
中
國
美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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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
。
雄
獅
圖
書
公
司
。
民
國
78
年
。

曾
勤
良 

《
三
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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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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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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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探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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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社
。
民
國
85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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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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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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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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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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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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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92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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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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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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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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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建
築
裝
飾
圖
鑑
》
。
貓
頭
鷹
出
版
。
民
國
96
年
。

劉
文
三 

《
台
灣
神
像
藝
術
》
。
藝
術
家
出
版
社
印
行
。
民
國
70
年
。

莊
伯
和 

《
台
灣
民
間
吉
祥
圖
案
》
。
傳
統
藝
術
中
心
出
版
。
民
國
92
年
。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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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 

《
台
中
樂
成
宮
傳
統
建
築
之
美
》
。
台
中
旱
溪
樂
成
宮
。 

民
國
90
年
。

蕭
瓊
瑞 

徐
明
福 

《
雲
山
麗
水—

府
城
畫
師
潘
麗
水
作
品
研
究
》
。
傳
統
藝
術
中
心
出
版
。
民
國
90
年
。

施
鎮
洋
、
李
榮
聰
《
鹿
港
龍
山
寺
、
天
后
宮
木
雕
藝
術
概
覽
》
。
施
鎮
洋
華
泰
文
史
工
作
室
。
民
國
88
年
。

臺
灣
藝
大
傳
藝
系
《
傳
統
建
築
裝
飾
藝
術 

板
橋
接
雲
寺
》
。
國
立
臺
灣
藝
術
大
學
。
民
國
93
年
。

溫
振
華
《
台
灣
早
期
開
發—

北
部
地
區
》
。
台
灣
省
政
府
教
育
廳
。
民
國
81
年
。

徐
麗
霞
《
板
橋
行
腳
：
古
蹟
與
宗
教
》
。
財
團
法
人
臺
灣
省
臺
北
縣
大
觀
書
社
。
民
國
88
年
。

顏
膺
修
《
板
橋
行
腳
：
來
去
逛
古
蹟
》
。
財
團
法
人
臺
灣
省
臺
北
縣
大
觀
書
社
。
民
國
87
年
。

達
進
法
師
《
達
進
法
師
八
十
自
述
》
。
台
北
中
和
慈
雲
岩
。
民
國
77
年
。

今
天
尚
能
有
此
呈
現
，
實
要
感
謝
眾
善
知
識
的
幫
助
，
如
接
雲
寺

主
事
劉
炳
信
主
委
及
全
體
委
員
顧
問
，
若
沒
有
他
們
對
文
化
教
育
的
認

同
與
用
心
，
也
不
可
能
催
生
此
書
。
還
有
廟
方
林
景
輝
組
長
、
曾
錦
發

總
幹
事
、
宋
洪
終
師
兄
、
江
麗
珠
師
姐
等
，
及
寺
裡
的
工
作
人
員
們

的
全
力
協
助
。
更
感
謝
接
受
訪
問
的
板
橋
地
方
耆
老
吳
水
塗
、
朱
茂

陽
、
胡
圳
啟
、
吳
基
瑞
老
先
生
們
，
及
中
和
慈
雲
巖
真
見
尼
法
師
，

和
數
位
現
尚
在
執
業
的
前
輩
傳
統
匠
師
，
如
從
事
剪
黏
泥
塑
的
陳
世

仁
、
佛
像
雕
刻
的
陳
燕
興
、
彩
繪
師
蔡
龍
進
等
。
還
有
我
尊
敬
的
李
乾

朗
、
徐
麗
霞
、
郭
祐
孟
及
楊
仁
江
等
老
師
的
指
導
，
並
一
些
同
好
如
姚

其
中
、
王
健
旺
等
的
建
議
，
及
好
友
陳
柏
舟
的
校
稿
，
熊
藝
蘋
、
桑
忠

翔
、
卓
佳
霖
、
顏
君
穎
、
謝
秀
蘋
的
繪
圖
。
他
們
都
是
茲
使
本
書
論
述

有
據
、
圖
文
並
茂
的
幕
後
大
功
臣
。

經
過
此
次
深
入
調
查
，
廟
齡
已
有
一
百
五
十
多
年
歷
史
的
「
接
雲

寺
」
，
祂
貴
為
宗
教
聖
地
，
是
一
座
建
築
結
構
及
裝
飾
藝
術
精
美
的
殿

堂
，
也
是
板
橋
鄉
親
心
中
永
遠
的
「
佛
祖
廟
」
。
但
慚
愧
的
是
，
本

書
呈
現
在
讀
者
眼
前
的
成
果
卻
如
此
稀
少
，
實
期
望
日
後
能
再
添
篇

幅
，
永
續
接
雲
寺
大
廟
光
輝
。

祈
願
觀
世
音
菩
薩
慈
悲
，
恩
澤
永
恆
光
照
！ 

                         

                        

民
國
九
十
六
年
仲
夏                                

謹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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