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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佛教歷史沿革簡介 

釋從慈 法師 指導編撰 

 

    佛教，發源於印度，東漢明帝(西元 58～75 年)時傳入中國，盛行於隋唐時期(西

元 589～906 年)。佛教傳入中國後，與中國文化融合，成為漢傳型態的大乘佛教，中

國人也把佛教當作本土的宗教了。 

    台灣佛教在明鄭時期(西元 1661～1683年)由閩粵(福建、廣東)移民傳入，由於台

灣是一個新開發蠻荒島嶼，佛教是缺乏發展條件的，在空間又受政治環境影響，因此

佛教重心最初發展在承天府城(台南)一帶。 

    鄭成功到台灣後，佛教漸受重視，其子鄭經虔信佛教，以承天府尚無叢林，乃命

建現今台南的彌陀寺，此為台灣佛教寺院之初。其後參軍陳永華於赤山堡建龍湖巖，

延請福建僧參徹法師來主持。另外還有一所創建年代不清楚的竹溪寺。 

    寺院為佛教弘傳的中心，清佔領台灣後，將鄭氏北園，於康熙二十九年(西元 1690

年)王效宗、王化行改建為海會寺(即今開元寺)，由泉州志中和尚為第一代住持。李茂

春居士，「夢蝶園」改建為法華寺。所謂清初時代，台南的四大古剎分別為彌陀寺、竹

溪寺、開元寺、法華寺，如果加上六甲的龍湖巖，共有五座。 

    明末清初的台灣佛教，定位為「名士佛教」，以沈光文、李茂春等反清的「流亡名

士」為中心，建立起來的佛教。它是介於出家僧侶和在家貴族之間的佛教，也是介於

「法理佛教」和「庶民佛教」之間的佛教。因它沒有深奧佛教哲理為基礎，又對佛教

的內部組織、生態無深入認識。但又和後清由福建僧人直接傳入的神佛不分，所謂的

民間信仰「庶民佛教」又不同。 

    「名士佛教」有三大特色：一、宗教與政治牽扯不清，如：佛寺由王朝的皇室、

官吏所建。二、強烈的「逃禪」心態，如：沈光文、李茂春的暫時避難棲身心態。三、

濃郁的文學氣質，從佛寺的詩詞，就可發現具有深厚的文學素養。 

    清領台後，台灣佛教的重心由台南地區，隨著移民的開墾，逐漸由南往北，形成

所謂「一府二鹿三艋舺」。如台北最古老的寺院艋舺龍山寺，即建於乾隆三年(西元 1738

年)距離清領台已屆半世紀。 

    台灣是個海島，多颱風、地震，居民受自然界的威脅，在人力不能抗避的情況下，

自然容易形成多神教的信仰，既信佛又拜神，使得整個佛教界充滿神話的色彩。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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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清領時期由福建僧人所直接傳入的「庶民佛教」，陷入神佛不可分的情況。 

    齋教是臨濟宗變胎的一種佛教派別，分為先天、龍華、金幢三派，大力宣揚吃齋

教義，並相繼流傳到台灣，甚至比正統佛教更有活動力。金幢派蔡公派下齋友在康熙

年間(西元 1683～1722年)渡海來台，在台南創建「慎德堂」，是台灣齋教之始。其後，

龍華派齋友在乾隆十四年(西元 1749年)在彰化設立「朝天堂」。乾隆十九年(西元 1754

年)在台中創立「慎齋堂」。先天派李昌晉於咸豐五年(西元 1855年)在新竹創立「福林

堂」，黃昌成則在咸豐十一年(西元 1861年)在台南府城創立「報恩堂」。 

    先天、龍華、金幢三派皆尊羅祖為其師祖，都奉羅祖的生日和忌日，三派可謂同

源異流。至於三派教義與儀禮大同小異，三派在早課讀誦《金剛經》，晚課念《阿彌陀

經》，先天派另外中午加誦《心經》。其信仰對象主供觀音菩薩或釋迦牟尼佛為本尊之

外，龍華派以阿彌陀佛(三聖佛)、關聖帝君為本尊。金幢派以阿彌陀佛及本派教主為

本尊。三派祭祀除了以上佛菩薩外，也有奉祀三官大帝。龍華派另外配祀太子爺、媽

祖、註生娘娘，三派均混雜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儒、釋、道三教不分。在齋戒方面，

先天派絕對禁止食肉娶妻，龍華、金幢兩派可以結婚，也不強制吃素。 

    台南地區從明鄭已降至清代雖是佛教的中心，但是正式的出家人很少。這個時代，

台灣佛教是夾著濃厚的民間信仰色彩，至日本據台後亦未改變。 

    日治時期(西元 1895～1945年)，日本人將政經中心設於台北，故台灣佛教重心也

逐漸在台北形成，日本佛教宗派在台的本山(弘法中心)全都設在台北。包括真宗本願

寺派、真宗大谷派、臨濟宗妙心寺派、曹洞宗、真言宗、淨土宗、日蓮宗等，沒有一

個本山設在中南部。 

    在日治時期台灣佛教四大法脈，基隆月眉山靈泉寺善慧法師、五股觀音山凌雲寺

本圓法師、高雄大崗山超峰寺永定法師、苗栗大湖法雲寺覺力法師，其中有二個是在

北部。 

    日治初期日本宗教政策是放鬆的，大正四年(西元 1915年)西來庵事件，是台灣人

第一次以宗教力量結合，反抗日本統治事件，促使日本殖民當局，展開了對台灣全島

性的宗教調查，並制定宗教管理政策，特別是齋教成為首當其衝的打壓對象，從此由

鼎盛逐漸式微。 

    大正六年(西元 1917 年)「台灣日本曹洞宗」別院創設「台灣佛教中學林」，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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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以懷柔政策，教育台灣僧侶，為台灣佛教辦學之始。大正十年(西元 1921年)成立「南

瀛佛教會」(後改稱台灣佛教會)，是日本殖民當局對台灣固有宗教利用、監督、控制

的另一種方式的開始。 

    台灣四大法脈主事僧侶，雖加入日本佛教宗派，並被延攬為佈教師，但是卻沒有

聯合性的組織，反而齋教三派在大正元年(西元 1912年)組成「愛國佛教會台南齋心社」，

並在昭和三年(西元1928年)設立了「財團法人台灣佛教龍華會」，昭和十六年(西元1941

年)齋教三派合併為「齋心宗」，並發布「台灣在家佛教三派合同創立齋心宗趣旨書」，

全力配合皇民化運動的各項措施，成為「皇道佛教」。 

    日本佛教傳入後，建立很多優美的佛寺，台灣僧侶前往日本佛學院接受完整的佛

學，但日本佛教不反對娶妻和吃葷，台灣也有部分革新派僧侶，加以仿效。光復後，

台灣佛教各派下的僧眾受到日式佛教的影響，就算有能力弘揚佛學理論，終因與中國

漢傳傳統佛教的隔閡而無法成為國民政府來台後的主流。 

    日本佛教撤離台灣後，台灣佛教回到漢傳傳統佛教的體系。原活躍於日治時期四

大法脈開山者，相繼圓寂，而無相對出色的繼任者，以致無法扮演推動台灣佛教向前

的角色。民國三十五年「台灣省佛教會」成立，本圓法師當選第一屆理事長，民國三

十七年改稱為「中國佛教會台灣省分會」。當時中國佛教會章嘉法師擔任第一屆理事

長。 

    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退守台灣，大陸法師來台落地生根，為台灣漢傳傳統佛教

注入極大力量。台灣僧侶，無法使用中國語文，與大陸僧侶產生隔閡，很多台灣佛教

精英，疏離佛教，轉趨沉寂了，日式台灣佛教或地方化的台灣佛教，已漸漸為大陸佛

教所取代。 

    當時國民黨政府認為大陸僧人可能是謠傳所謂的「匪諜」，慈航、道源、戒德、默

如、星雲、蓮航等法師遂先後被捕，幸賴東初、斌宗、白聖等法師，李子寬、孫張清

揚、董正之等居士各處奔走求救，諸法師咸得脫難，即所謂當時的「教難事件」。 

    大陸僧侶從流離到安頓，在優勢的政治保護局面下發展，中國漢傳佛教在台灣成

為佛教主流，民國三十九年在政府的授意下，成為台灣佛教的最高領導機關「中國佛

教會」即是其例。從民國四十二年，白河大仙寺開始傳授三壇大戒，後歷年由教會傳

戒，使台灣佛教漸注入了大乘僧伽的新血。民國四十四年十一月，玄奘大師部份頂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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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由日本五位高僧護送迎回台灣日月潭奉安所供養，後遷奉於日月潭玄奘寺。此代

表台灣佛教大乘佛法，菩薩捨身為法精神，悲憫群生的指標。 

    教界為培養佛教人才，民國三十七年妙果法師於中壢圓光寺創立「台灣佛學院」，

證光法師於台南開光寺創辦「延平佛學院」，此為光復後創辦佛學院之先驅，帶動日後

各處佛學院的興起，培育僧才，此為台灣佛教重歸漢傳佛教信仰的重要里程碑。 

    民國六十七年中美斷交，以及後來本土化潮流興起，佛教就找到發展的契機了。

尤其台灣民生愈來愈富裕、道德卻愈來愈墮落的情形下，佛教彷彿一股清流，加上提

倡「人間佛教」和「人間淨土」，讓心靈空虛的人找到信仰的歸宿。 

    居士派代表李炳南居士，民國三十八年定居台中，以他的德學修養宣揚淨土法義，

成立了台中佛教蓮社，廣設佈教所，造成中部地區淨土念佛一枝獨秀，樹立居士典範。 

    印順法師民國四十一年從香港來台後，其大量著作，具有理性，提倡佛教人間化，

與人們生活不脫節，並且關懷本土，吸引了很多知識分子，提升了佛教的地位，造成

了社會廣大的影響，其著作廣大影響台灣僧俗二眾及大乘漢傳佛教思想傳播，樹立佛

弟子實踐人間菩薩行的典範。實修派則有廣欽、道源、煮雲、懺雲、妙蓮法師等。弘

戒派亦有白聖、廣化、道海、淨心等法師。 

    在台灣佛教史上，日治時期的四大法脈，取而代之的是大陸來台的法師所推廣的

漢傳佛教型態。民國三十八年實施戒嚴至民國七十六年解除戒嚴之間，佛教逐漸形成

的「新四大法脈」：高雄佛光山派、台北法鼓山派、花蓮慈濟功德會、南投中台山派，

分別由星雲大師、聖嚴法師、證嚴法師、惟覺老和尚，這些帶有「人間佛教區域性格」

的教團，在區域性中逐漸擴廣至全台，並在解嚴後加速佛教弘化力道的發展，向海外

弘傳，最終朝向國際化邁進。台灣除了「新四大法派」外，佛教界尚包括過去「九大

門派：大崗山派、月眉山派、開元寺派、法雲圓光派、大仙寺派、觀音山派、萬佛山

派、清涼山派和東和寺派等。」各派雖各自弘化，但都保持和諧狀況。現存「人間佛

教」是大陸來台及台籍緇素所共同努力建構的佛教，更延續台灣佛教生命，在弘傳擴

及全台和世界各國，並使台灣佛教在國際上有一席之地。 

    今日佛教在台灣開創漢傳佛教史上近數百年來所未見的繁榮局面，弘法或慈善事

業都向全世界發展，台灣佛教推展大乘佛教的成果，足以為大乘佛教的典範。將來更

應追求佛教的保持傳統的修道與現代化弘化、進而有益度眾的音樂、美術、文物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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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禪、淨宗等等多元化佛教的學理、守持如來戒法與遺教修道，以助眾生淨化心靈，

並瞭解教義的廿一世紀大乘佛教的特色，並使佛陀大乘精神，自行化他菩薩精神光輝

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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