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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關於本報告 

本研究報告的題目是：台南客家古蹟擇賢堂的歷史與其社會貢獻。 

    本研究的意義與價值：在於深入及重建擇賢堂的歷史，及其建堂以來，對

於社會之貢獻。有別於其他對古蹟擇賢堂的建築及歷史的基礎研究，本研究除

從相關參考書籍重建其歷史外，並訪談早年寄宿於擇賢堂之現存客家耆老，相

互印證及重建失落的客家歷史，其中更需建立擇賢堂壹百貳拾餘年來，對社會

所做的貢獻。據悉擇賢堂在民國五十年之前本堂信徒大多數為六堆客家人士，

堂內佛禮皆依客家禮儀，有關點香祭拜時皆穿美濃客家常藍衫為服裝（故台南

市有人稱本堂為客家人廟）。擇賢堂至第三代肇珍姑婆時代，堂務蒸蒸日上，並

因信徒捐贈，收益日增，遂有各種紀念前任主持之基金，做為救濟或獎勵之用，

目前分別有昌貞急難救助基金、昌泰冬令救濟基金及昌端清寒獎學金等。此研

究之執行，實為此一台南市第三級古蹟，深具客家特色及精神的擇賢堂留下有

力的歷史見證。 

 

第二節   相關文獻之回顧 

台南市三級古蹟擇賢堂（圖一、二、三）位於台南市中區中正路廿一巷十

五號（即土銀台南分行對面），興建於清光緒五年(1879 年)，迄今已有一二五年

歷史（圖四）。根據與現任主持釋瑞妙(俗名周錦雲)師父之訪談，以及擇賢堂執

事委員邱海鵬先生的說明，擇賢堂原先係由美濃鎮竹頭角，虔誠信佛的古帶娣

姑集資興建，供奉觀音菩薩（圖五），堂內建築畫龍雕鳳，柱墩雕刻非常精美，

入到堂內足足使人莊嚴起拜佛之心，每年一到農曆二月十九日觀音菩薩生日，

各地善男信女前來拜佛，非常熱鬧，目前由台南市政府歸劃列為第一三七號古

蹟廟堂。 

擇賢堂主持人古帶娣姑（俗名）又名古昌端（即腰治姑婆）（圖六）為起頭，

拜黃昌泰師父後開始起基，與葉昌貞、師父黃昌泰一起可說是第一代主持人，

擇賢堂興建於目前台南市中正路廿一巷十五號（即土銀台南分行對面）現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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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內在當時清一色都是客家六堆人士來管理，非常富有客家家鄉之廟堂的氣

氛。傳到第二代時，由美濃下庄古春妹姑來主持，第三代則屏東竹田二崙仔的

曾肇珍姑接續，以上三位主持人皆為在家修行（末結婚）來堂推展佛法者，第

四代管理人李衡文，為曾肇珍姑之姑表弟弟，萬巒人，第五代管理人為彭清森，

屏東高樹人，以上管理人皆為六堆客家人士。目前本堂採管理人制，管理為彭

清森，住持為釋瑞妙（俗名周錦雲）（如圖七），釋瑞妙為曾肇珍之義女。 

擇賢堂在民國五十年之前本堂信徒大多數為六堆客家人士，堂內佛禮皆依

客家禮儀，有關點香祭拜時皆穿美濃客家長藍衫為服裝（故台南市有人稱本堂

為客家人廟）。早期擇賢堂生活困窘且又為照顧同鄉來台南讀書之後輩，遂有學

生寄宿、寄食，所以當時旅南六堆人士或學生，必是有空即來本堂點香拜佛，

或會聚本堂交誼。據悉本堂除弘揚佛法之外，就是照顧旅南六堆人士或同學，

以及六堆鄉親，本堂在民國五十八年之前，尚有不少客家學子住紮在此，或有

病痛來台南看醫生，來回費時者也經常住宿本堂過夜。正殿左右側閣樓（如圖

八）即是當時六堆客家子弟住宿之所在，這些房間供旅南美濃或六堆子弟居住

求學用，或為聚會之場所。這些由目前舊有殿前兩張神桌，各為民國四十二與

四十五年時，畢業於台南師範學校之六堆美濃子弟集資捐贈（如圖九）。這些學

生大都就讀台南工學院(現成功大學)、台南師院或台南高商。像台南護理、家職、

商職等，女性同學頗多，栽培了不少六堆人士，尤其師範學生，尤為熱心，如

美濃鎮第一任鎮長林麟星（民國三十五年至四十年）、溫華玉先生、萬巒才子謝

才郎先生，鍾任壽先生、林監察委員亮雲等等有名之六堆人士，可說是本堂信

徒，尤此可見本堂與客家文化之淵源有如此之大之貢獻與密切之關係。到了民

國五十年代之後，美濃子弟考上成功大學者日益增多，繼台南師範學校之後，

繼續領導旅台南求學之美濃子弟，並包含所有六堆學子在一塊兒。 

擇賢堂至第三代肇珍姑婆時代，堂務蒸蒸日上，並因信徒捐贈，收益日增，

遂有各種紀念前任主持之基金，做為救濟或獎勵之用，目前分別有昌貞急難救

助基金、昌泰冬令救濟基金及昌端清寒獎學金等（如圖十、十一）。此研究之執

行，對此一台南市第三級古蹟，有別於其他對擇賢堂的建築及一般歷經的基礎

研究，本研究除借重相關文獻重建其歷史主幹，更重要的是訪談早年寄宿於擇

賢堂之現存耆老，相互印證，並重建失落的歷史，更重要的是建立此一客家古

蹟擇賢堂，以客家人之精神對社會所做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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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歷史的沿革 

第一節  建立的背景 

    擇賢堂是先天派講經拜佛知所其舊址原為「台南市中巷街丙二零六番地」

是沿用清時舊街名而來，今住址為台南市中區中正路二十一巷十五號。 

    先天派屬於在家佛教的一脈，台灣先天派之起源乃自咸豐年間開始，當時

有黃昌成、李昌晉兩位先生領其先師李道生之命到台灣分南、北兩個部分開荒。

其中台北由李昌晉先生，台南由黃昌成先生。中央北至彰化，南至嘉義則引度

各界賢良。黃昌成航海至台南寓府城（即今台南市）從事布教工作。於咸豐文

宗十一年（1861 年）擇地築一堂，名曰－報恩堂作為講經拜佛知所，這是先天

派台南開教之始。 

    自從本省開教以後，先天派不斷擴張發展，先天派齋堂發展最為興盛的階

段大致可以說於光復之初的前十年，根據先天派一些老齋友表示，本省先天派

最輝煌時期有三十六堂口；而今進入瓶頸的階段，先天派齋堂面臨最大難題，

即是齋友年齡持續老化與人才凋零的狀況，於是有些齋堂感於此便盡力吸收一

些年輕的齋友，可惜成效並不顯著。大多數的齋友、齋姑對於這種後繼無人的

現象，有著心有餘而力不迨的無力感。 

    先天派在台南的歷史，隨著報恩堂的發展而來。自咸豐年間黃昌成創立報

恩堂之後，信徒日增，陸續再由報恩堂齋友創立了擇賢堂與崇德堂，報恩堂於

先天派在台南發展的重要性，由此可見。 

 

第二節  創建的歷史 

    擇賢堂的創始人，根據史料記載由黃昌泰（俗名黃清泰）、葉昌貞（俗名葉

景清）、古昌端（俗名古帶娣、又名黃腰治）三人為主。從清光緒五年（即西元

1879 年）由信眾一起集資三百圓購家屋三棟創立擇賢堂，也就是目前擇賢堂左

偏殿後方的大寮，格局狹小，供佛範圍也僅僅三開間的平房（是葉昌貞的個人

佛堂）其他家屋則提供給少數幾個人修持生活用；創建之初生活清苦，亦無力

募資重建，在信眾日益增多的情況下面臨了空間窘迫的狀況；重建是往後幾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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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努力的目標。 

    在黃昌泰擔任堂主期間，由於創立初期，經濟窘迫，而黃昌泰曾學醫，且

醫術精湛，便在堂內教導眾親製作中藥膏，再帶至外地販售，日積月累，販售

所得，除了堂內日常開銷，更利用所積餘款，購得多塊土地財產，黃昌泰為擇

賢堂奠下了穩固的基礎。 

古昌端擔任第三任堂主時於昭和三年，發起募捐並帶頭與其家人捐出一千

圓，改建擇賢堂的經費在古昌端多方奔走之下共籌得九千六百七十四圓。目前

擇賢堂仍保留昭和三年的＜擇賢堂改築紀念＞二塊木匾。其中捐款人大多數為

美濃、屏東內埔、萬巒、麟洛、高樹、新埤一帶的客家人，他們大都於 1925 至

1926 年間（即民國十五年左右）受度本堂。由於堂主古昌端的人脈關係，也聯

繫了擇賢堂的重建以及和客家人密切的淵源，可惜重建落成不久古昌端即辭世。 

    經過多次改建及修繕以及人事的變遷，到了民國四十年間，由曾昌雲（曾

肇珍妹，內埔人）、陳昌英、林昌慧三人，一人一年輪流擔任堂主；曾昌雲於民

國六十五年五月三日往生。擇賢堂有＜擇賢堂故管理人昌雲姑俗名（曾肇珍妹）

事略＞一則作為紀念，其內容如下：「昌雲姑俗名（曾肇珍妹），生於民前十一

年三月四日，籍隸台灣省屏東縣內埔鄉人。昌雲姑天性慈悲，待人和善，自二

十八歲即熟悉佛法，夙具慧根，即投本堂出家禮佛，續習經典，經五十一載如

一日，虔誠不懈，淨修苦行，福慧具全，弘法利生，迨民國四十年二月間，本

堂清妹姑圓寂，受師遺囑，得眾信徒推舉為本堂管理人，呈經台南市政府備案，

自此堂務蒸蒸日上，井井有條，經先後整理本堂歷年財產，擴展財源，增加收

益，不遺餘力。及籌建本堂後座大樓，以供香客及齋姑居住，裨益眾信徒，貢

獻良多，齊聲讚許。迄本年五月三日，天不假年，突然染疾，一病不起，於四

日下午七時與世長辭，西歸佛國，頓失良賢主持，嗟乎，良感痛惜。」由此可

知曾昌雲在擇賢堂興盛時期擔任了非常重要的角色。 

    民國 59 至 60 年出售擇賢堂所有民權路的一塊土地及房屋將所得拿來改建擇

賢堂左後方廚房為二層的現代樓房，二樓提供信眾居住，樓下則為餐廳及廚房。

如此規模的空間，當時一定容納了不少人的寄託。之後直至民國七十二年，多

名齋姑離開後，逐漸走向後繼無人的現象。 

    從古昌端聯繫了擇賢堂和六堆客家庄不可分的關係，緊接著古昌新及曾昌

雲的接任，讓擇賢堂更反映了客家齋堂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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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擇賢堂的空間與形式 

    擇賢堂的空間格局及建築使用形式，從前述歷史的沿革，可以窺知一、二；

因經濟因素及人事變遷，整個擇賢堂由一個接一個獨立三合院組成，建築的年

代也非同一時期而是逐步漸進，而目前整個架構仍維持昭和三年重建後之體系。 

    從中正路巷口進入，首先映入眼簾的是位於擇賢堂右側的三合院，這是一

棟老厝，與擇賢堂的格局大致相同，有正身、左右護龍（如圖十二、十三）傳

統的格局，除了正身明間為廳房、廳後尚有兩小房，而左右間各有二房，和擇

賢堂有一連通的小廊道，位於民宅左後方，此棟老厝大部分都出租給人居住，

租金的收入則作為堂內開銷，此時破損的屋瓦蒙上塵埃，空寂的老宅更顯得寂

寞及年邁。 

    緊挨著老宅即可看到橫匾上有「擇賢堂」三字的門屋（圖十四），門上書有

一聯「擇處祇園、賢名覺路」（圖十五）門屋立於台基之上，門前並有台南市政

府設立之木製簡介（圖十六）書有『擇賢堂創鑒於清光緒五年西元（1879 年），

主祀觀世音菩薩乃台南先天派齋教分堂。三合院的傳統建築，石樸典雅，斗栱、

獅座、雀替諸木作雕造細緻；正堂雖小卻一塵不染，天井清爽而種花蒔木構成

齋堂恬靜祥和的氣息；門飾不施彩繪，只有楹聯；「擇善而從慈悲為本，聖賢乃

大色相皆空」，在囂鬧都市中自成天地，允為佛門淨境。台南市政府立』，兩旁

設有圍牆，隔開了擇賢堂的內外之分，感覺就像一般的民宅。進入門屋走一個

小小的庭院，園內所植應為供佛用香花，花木扶疏，空氣中漂流著淡淡清香，

大馬路上的車水馬龍一轉進巷中，即有若大空間差距，再進入擇賢堂，彷若時

空交錯，寧靜柔和的氣氛注入心田。 

    走過庭院則面對正殿之前的拜亭（圖十七）及在兩側的護龍，拜亭和護龍

有一小廊相接，左右護龍各有兩間房，主要入口在外間，靠內側房則兩邊則各

開有一方形窗，屋頂則由紅瓦組成，護龍是供作住屋之用。 

    拜亭一樣紅瓦蓋頂，屋脊並未有裝飾，但內部樑柱則有許多精緻的雕琢，

拜亭後側由青斗石刻成的柱珠，上緣浮刻佛門八樣寶物，讓人印象深刻，而各

種造型的雀替雕飾（圖十八、十九、廿、廿一、廿二、廿三）使人讚嘆木工的

巧思及用心。儘管歲月剝奪了原先絢麗的彩衣，但斑駁的色彩卻加深了尋古的

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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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擇賢堂正殿屋頂，一樣紅瓦為頂，大脊和一般民宅並無不同之處，從外觀

實看不出其為一堂屋，但進入正殿內部則有迥然不同的感受，兩側殿宇正殿中

間開一圓形洞門（圖廿四）相連接，門面正中高掛「擇賢堂」的木匾，中間大

門為實心的木板組成，門前有一般寺廟常用的木條隔屏（圖廿五），大門兩側則

為屏門，上半部透雕，上下則以花鳥浮雕（圖廿六），整扇屏門透著古意。 

    神龕中柱把正殿牌樓區分為三個正間，中間古匾為昭和年間的『大雄寶殿』

（圖廿七）神龕位置兩旁則以透雕方式，雙龍環立，中間供奉大型觀音像，依

先天派之空間配置方式，兩旁次間一為「祿位廳」應供俸該堂「九玄七祖」及

對本堂有功的先師、師友或歷代堂主，另有「七祖廳」則供俸該堂檀越、信眾

之蓮座或神主。然而擇賢堂在潮流或因改建或因單一排列的牌位會使香客心生

恐懼等等因素，「祿位廳」及「七祖廳」改為「地藏殿」和供俸由正殿大型觀音

身內藏之小觀音像的「觀音殿」。 

    而當時祿位廳牌位已於多年前舉辦梁皇法會予以燒化，但擇賢堂仍保有抄

錄的名單，不但有男女的分別，另依道號（受持名）「即道、運、永、昌、明」

排列；抄錄恩師以上為例：男眾－王佳先師、成道豐、雷道興、黃道弘、黃運

輝、葉昌貞、黃昌泰、溫昌賢、李昌化、莊昌成、林昌性、蔡昌元、黃昌成、

蔡昌修、陳明心、蘇明玉、林明旺、范明周、卓明秋；女眾則有古昌端、古昌

新、鄭昌寬、謝昌法、劉昌桂、蔡昌靜、曾昌雲、林昌慧、陳昌英、吳昌素、

許昌聰、洪昌瓊。 

    次間後面為護法房，即為正殿兩側，上有閣樓，護欄用成排的門柵圍成。

護法房依先天派之傳統亦有特定使用空間，但擇賢堂歷經多次變遷，已失去早

先的規制。 

    春妹姑（古昌新）任堂主時，護法房上之閣樓提供給離鄉求學的六堆客家

子弟住宿之用，當時有六位台南工學院的學生及南師和高商的學生三人。 

    由左偏殿後方經過敬茶坊和儲藏室，即可進入於民國六十年重建的大寮，

為現代式二棟建築作為一樓餐廳、廚房，二樓則提供住宿。整個擇賢堂完全是

三合院的格局，依民宅的基礎作為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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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擇賢堂之年代歷史橫跨壹佰貳拾餘年，雖然從開堂人古帶娣姑開始，一直

到第三代肇珍姑婆都是由客家籍人士掌管堂務，維持以客家民俗祭禮的傳統禮

儀方式，但其傳承客家人的勤辛努力打拼之精神，流傳於台南地區，在過去、

現在、及未來，為客家籍學子與親鄉、及社會所做的貢獻，足為後輩之典範。 

深盼在未來的傳承上，繼續由客籍熱心人士承接擇賢堂的堂務，宏揚先人過

去耕耘之福田，追隨他們的足跡，香火源源不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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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擇賢堂本殿 

 

圖二  擇賢堂正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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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擇賢堂木匾 

 

圖四  擇賢堂興建於 187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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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開基觀音菩薩 

 

圖六  古昌瑞（即腰治姑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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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釋瑞妙 

 

圖八  正殿左側閣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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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正殿神龕供桌 

 

圖十  基金用於救濟或獎助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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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基金用於救濟或獎助之用 

 
圖十二  右護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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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左護龍 

圖十四  老宅橫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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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門屋門聯 

圖十六  木製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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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拜亭 

 

圖十八  拜亭疊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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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  拜亭疊斗 

圖廿  拜亭駝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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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廿一  拜亭龍形雀替 

圖廿二   拜亭鰲魚雀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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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廿三   拜亭祥鶴雀替 

 

圖廿四   圓形洞門 



 21

 

圖廿五   木條隔屏 

圖廿六   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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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廿七   昭和年間古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