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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研究動機 

 

        從小生活在光復鄉，也常常到保安寺祭拜，即便如此，我們還是對保安寺存在許多疑問，

像是保安寺的主神是釋迦牟尼佛，以佛教為主，但配神是關聖帝君、五穀大帝等道教常見的神

明，於是我們好奇保安寺是屬於佛教亦或是道教呢？ 

 

        另外，保安寺很大，除了前方有主要的廟宅外，連在後的是三層樓的廟宅，一樓是正殿、

二樓是西方三聖殿，三樓則是大雄寶殿；外面還有戲台、琉璃瓦圍牆、寺前廣場、涼亭、鯉魚

池、兒童遊憩區、十八羅漢園、和步道，哇！很宏偉。不過聽爸爸媽媽說，保安寺以前不是這

樣的，以前僅有前方是廟宅，和一小塊的廣場，沒有現在廣闊的廣場，也沒有兒童遊憩區、十

八羅漢園……，雖然主要的廟宅不變，但樣子和現在有很大的不同，我們很好奇保安寺的發展

史是什麼？又是如何演變到有現在的樣貌，在設立這些設施的動機又是如何？ 

 

        保安寺雖然說是光復鄉當地人的信仰重心，但卻常有保安寺的志工服務隊合力整理光復鄉

的環境，還有為孤獨老人送餐及關懷弱勢家庭等活動，還記得每快要放暑假時，學校還會通知

一些表現好的同學，到保安寺領取洪華獎學金，我們很好奇保安寺為何會與地方有這麼多的連

結，是何原因有如此的做法？又有多少地方人士透過保安寺在為當地人做出奉獻？ 

 

        因此，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次的小論文，透過實地調查訪談的方式進行研究，來探究保安

寺的歷史發展以及與在地的關係，並且希望能在研究之後，可以讓來到光復鄉的民眾，不只認

識到糖廠、馬太鞍濕地等，也可以來認識這座擁有百年歷史及人文風貌的保安寺。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保安寺的歷史與樣貌發展 

 （二）了解保安寺與光復鄉的關係 

 

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二）田野調查法 

 （三）訪談法 

 

四、研究流程 

 

田野調查

實際踏查

訂定主題

確認題目

文獻探討

（書籍、網路
資料）

擬定訪綱

進行採訪

整理訪談

內容

完成

小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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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 文獻探討 

 （一）花蓮早期佛教發展 

  １、清治時期－「民間佛教」(西元1683-1895年) 

  明末清初時（西元1683-1690年），佛教發展的重心，隨著移民者開墾的行徑，開始逐

漸由南往北開始傳入，形成所謂的「一府二鹿三艋舺」（釋從慈，2016），但花蓮縣被開

發的時間較西部地區來的晚，清代時期以僅有三間寺院，其中歷史最悠久的寺院如光復鄉

的保安寺、瑞穗鄉的青蓮寺皆建於清朝光緒三年（西元1877年）（李世偉，2006）。   

 

  然而，當時因先民渡來台、拓荒開墾的背景，加上臺灣環境氣候與地形的因素，時常

有颱風、地震等災害，在人力無法與天災抗衡，又為了消災解厄，佛教開始混合了儒教、

道教等民間信仰，成為臺灣社會「生活化」的信仰，出現神佛不可分的現象，（王順民，

1995；釋從慈，2016）而花蓮早期大多數就是屬於身佛結合的「民間佛教」，也就是佛教

與地方宗教文化結合，而發展出的新的神祉、儀式和信仰模式（譚偉倫，2007）。 

 

  ２、日治時期－「正信佛教」(西元1895-1945年) 

 清代時期的花蓮地區並沒有由出家僧侶所創建組織的「正信佛教」，是到了日治時期 

  「正信佛教」才隨著日本移民而傳入台灣，像花蓮吉安鄉較知名的慶修院於1922年建立， 

  原日本真言宗佈教所，是現在縣定的三級古蹟，其他還有花蓮市慈善寺、玉里鎮玉泉寺， 

  且多與日本佛教有關 （李世偉，2006）。 

 

 （二）保安寺的歷史與樣貌發展 

 

  １、保安寺的歷史 

  花蓮光復鄉的保安寺是屬於民間佛教的教派，建於清朝光緒三年（西元1877年），根

據傳說，是在清朝光緒三年十月十五日，有一位白髮老翁，肩上挑了一擔竹籠，走到了馬

太鞍社（現今光復） 將竹攏放置於黃連勝的住宅前之後就離去了，數日後有人便發現竹籠

裡有兩尊銅鑄的釋迦牟尼佛的神像，於是分別註明一尊安奉於馬太鞍（光復），另一尊則

安奉於打馬煙（瑞穗），而黃連勝依照指示，在住宅附近開始搭建茅草屋，奉祀佛像提供

給民眾膜拜，這就是保安寺創建故事的起源。而光緒十四年，則開始設立佛堂，在民國六

年，將茅草屋改建為鐵皮磚造的宮殿式廟宇，並命名為「保安寺」，直到民國三十八年，

除了新增兩座木雕佛像，還增加了關聖帝君、天上聖母、註生娘娘、五穀先帝（姚誠，

1999；陳光敏，2016），也就呈現如今保安寺主、配神的樣貌。 

 

２、 保安寺的樣貌演變 

保安寺宏偉的廟宅、寬廣的卍字步道及兒童遊憩區等，總共經過了三期的工程才有如 

  今豐富的樣貌，讓前來求平安的信眾與民眾都能享有裡面的設施，但在保安寺能形成如此 

        建築物之前，曾有一段重要的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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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國五十七年時，艾琳颱風過境臺灣，引發光復鄉土石流爆發，造成馬太鞍堤防被 

 沖毀，地方動員軍民協力搶修，卻束手無策，只能催促民眾撤離家園，鄉內各界首長集體 

 抵達到保安寺，希望藉由求佛的庇祐方式，度過難關，於是燒完香回到現場後，洶湧的大 

 水竟改道，保護了眾生並化險為夷，鄉民因著感念之情，發起重建保安寺的活動，隨著歷 

  史的推進，以及日後集結了光復鄉信眾一起出資、出力協助改建工程，保安寺才能有今天 

  如此宏偉和多元的設施場所。（陳光敏，2016）以下是保安寺改建過程的年序表： 

 

      表 1-1 保安寺建築改建年序 

年序 改建內容 說明 

清光緒3年10月15日 銅鑄釋迦牟尼佛被放置光復設置簡易茅草屋提供

祭拜 

於黃連勝宅前 

清光緒14年 設立佛堂  

民國6年 改建為鐵皮磚造的宮殿廟宇 定名為保安寺 

民國38年 擴建四壁，並增設關聖帝君、天上聖母、註生娘

娘及五穀大帝四尊神像 

 

民國57年 將原本鐵皮磚造的宮殿改為鋼筋水泥式的宮殿 成立重建委員 

民國83年 籌建樓高三層的大雄寶殿  

民國85年5月18日 大雄寶殿正式啟用 

一樓為閱覽會議室 

二樓為安奉西方三聖 

三樓為安奉三寶佛 

 

民國94年5月 寺前廣場增設停車場並鋪設高壓彩晶磚、百歲磚

造圍牆、新戲台、廁所 

保安寺建設 

第一期、第二期完工 

民國100年7月1日 新雕牛樟木四家牟尼佛像五尊  

民國103年 園區設置涼亭、步道、兒童遊憩區及十八羅漢園 保安寺第三期工程完工 

     （陳光敏，2016年） 

 

      表 1-2 保安寺改建過程圖片 

初期建設 第一期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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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期建設  第三期建設 

  

       （陳光敏，2016） 

 

（三）保安寺與光復鄉的關係 

   臺灣的民間信仰通常會受到寺院、宮廟文化的推動，而凝聚社區的信眾一同參與公共事 

 務，信眾在參與服務的過程中，不只是因著宗教信仰的認同，還凝聚了社區彼此的共識。

（黃子堯，2022）  

  以保安寺為例，保安寺從民國四十七年開始，保安寺陸陸續續組織了不同性質的團隊，

對內部經營的組織，像是管理委員會、重建委員會及設立財團法人，對外部經營的團體，像

是佛教居士會、保安寺合唱團以及志願服務隊，皆是信眾自發性參與志工服務組成的團隊。 

 

  其中以志願服務隊為例，主要以公益類型為服務事項，在辦理長青大學與老人送餐服務

等過程，照顧到了在地的長照需求；在協助困苦家庭運送物資或是給予慰問金，也補足了政

府較難照顧到的族群，保安寺團隊長期以社會福利為目的經營與民眾互動之下，由北到南，

凝聚了大華村、大進村等不同聚落的信仰認同以及對在地的關懷。再加上洪華先生在日本經

商有成，感念佛祖保佑，捐出土地和資金，每年辦理洪華獎學金獎勵光復鄉內所有學校，更

是推動了保安寺成為了社會福利的公益事業。 

 

  保安寺與光復鄉的關係，可藉由慶祝釋迦佛祖的誕辰活動、遶境、普渡、法會等大型活

動便可得知，無論在民眾的信仰或是生活層面，早已成為民眾信仰的依歸，並與光復鄉有深

厚的連結，而此關係也會因著地緣關係傳承下去。以下是保安寺成立組織的年序表： 

 

      表 1-3 保安寺建築改建年序 

年序 組織名稱 說明 

民國47年 成立保安寺管理委員會 陳炳松先生擔任第一屆理事長 

民國57年 成立重建委員會 改建保安寺計畫 

民國67年 設立財團法人 洪華先生擔任第一屆董事長 

民國78年 成立光復鄉佛教居士會、居士會合唱團  

民國88年 成立保安寺志願服務隊 認養公園環境打掃 

承辦長青大學、獨居老人送餐服務 

困苦家庭急難救助 

  （陳光敏，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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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與對象 

 

（一）文獻分析法 

   我們到圖書館查閱有關宗教信仰的相關書籍，了解佛教傳入臺灣的歷史脈絡；上網查詢 

 保安寺的相關連結，以及分析花蓮地區早期的佛教發展、佛教與道教結合的「民間佛教」等 

 碩博士論文、期刊文獻等，進行資料分析、摘要、歸納與統整後，進行撰寫。 

 

 表 3-1 蒐集資料、文獻分析 

書籍查閱 分析資料 摘要重要資訊 查詢相關連結 

    
 

（二）田野調查法 

   另外，我們還使用了田野調查法，實際到保安寺的現場，依照著保安寺園區地 圖，到一 

 樓正殿觀察主、配神擺放的位置，再出發到每一層樓，進行觀察與紀錄，之後，再以寺院為 

 中心出發，到工程改建第一期至三期的不同設施拍照記錄下來，過程中院方人員將保安寺的 

 紀念特刊給我們，在翻閱特刊紀念特刊時，才發現竹籠被放置在保安寺的兄弟宮「青蓮寺」 

 於是我們其中的隊員利用假日到了青蓮寺，將竹籠用手機拍照紀錄下來。 

 

表 3-1 保安寺地點 

 

保安寺距離我們大進國小約三公里的距離，距離光復火車

站大約兩公里，交通算是方便。 

 

表 3-2 田野調查實際踏查 

保安寺的園區地圖 保安寺的外觀建築 第三期加蓋的兒童遊憩區 第三期加蓋的池塘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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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寺三樓佛教的拜鐘 保安寺歷年來慶典照片 翻閱保安寺的簡介 放置在青蓮寺的竹籠 

    

 

表 3-3 保安寺主、配神放置圖 

一樓 

註生娘娘 天上聖母 主神 

釋迦牟尼佛 

關聖帝君 五穀先帝 

二樓 

地藏王菩薩 觀世音菩薩 主神 

釋迦牟尼佛 

  大至勢菩薩    藥師佛 

三樓 

阿彌陀佛 主神 

釋迦牟尼佛 

藥師佛 

 

（三）訪談法  

   經過文獻探討、實際踏查保安寺後，我們透過討論將大家對保安寺所好奇的問題記錄下 

 來整理後，大致分成了三種問題，1.保安寺過往的發展；2.保安寺現狀運作的狀況；3.保安寺  

 未來其他計劃的發展等問題，擬定成訪綱，與保安寺連繫確認訪談時間後，與院方的總幹事 

 和財務組長進行訪談。 

 

表 3-3 訪談法 

討論提問 擬定訪綱 詢問訪談時間 訪談過程 

    
保安寺的現況 財務長解說經費來源 回應保安寺後續發展 訪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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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文獻分析結果 

   從以上文獻探討，我們就可以得知花蓮的佛教有兩大派別，第一個派別是在清代時就已 

    經將佛教與在地宗教文化結合的是「民間佛教」，另一派別是「正信佛教」在日治時期傳入 

    臺灣，主要是以出家僧侶所創建的佛教，寺院裡並不會出現道教的配神，舉大家較耳熟能詳 

    的例子就是花蓮吉安慶修院，慶修院裡不會有道教的配神，只有佛祖，所以是屬於正信佛 

 教，而保安寺是在清代就已經出現在花蓮地區的民間佛教，即使經過了日治時期發展至今， 

 依舊保由當初民間佛教的信仰方式，因此我們一開始對保安寺的主、配神的放置以及保安寺 

 到底是屬於佛教還是道教的好奇，透過文獻分析的方法，終於解開了當初的疑問。 
 

（二）田野調查結果 
 

   我們在八月時到保安寺實際踏查現場的概況，車子一開進保安寺的入口處可以看石牆上 

 寫著「大平保安公園」，走在到保安寺宮殿外面向廣場，目測整個廣場大約有三分之二的操 

 場這麼大，在面向正殿前的左手邊，有一座石碑，上面記載了保安寺的沿革，可以看出保安  

 寺歷經了不同時期的改建，從第一期到第三期的建設工程，也是近十年才完成的，像是後期 

 增設的十八羅漢園、兒童遊憩區等大約是民國一百年左右完工，另外正殿內部左手邊石牆上 

 紀錄了捐錢的信眾的名字，雖然沒有細數到底有多少人，但大略算一下，已經超過上百位的 

 信眾捐款了，由此可得知，集結越來越多光復鄉信眾的加入及地方有力人士的資助之下，保 

 安寺從原本的茅草屋演進成如今豐富的外觀，讓即歷經百年之久的保安寺，依舊能保有宏偉 

 的氣派，也就是我們現今所認識的模樣啊！ 

 

（三）訪談結果 

    以下為我們訪談後座的整理，如下表所示： 

訪談問題 總幹事與財務長的回答 

１、請問保安寺過去的外觀是長什麼樣 

子？還有為什麼要增設這麼多設施

呢？ 

 

 

 

 

２、一開始的保安寺只有拜佛祖，那為什

麼之後要配其他道教的神明呢？ 

 

 

 

 

３、為什麼現在的保安寺有這麼多的工作 

人員跟志工呢？ 

 

 

  （訪談者回應：我們學校內的資訊老 

   師還真的就是保安寺的志工。） 

１、保安寺最一開始是一間小的茅草屋，信眾也沒有這

麼多，那是因為歷經了洪水事件，佛祖顯現神蹟，

慢慢的信眾越來越多，保安寺也就慢慢地改建，並

不是一下子變成今天這樣的外觀，那也是集結了許

多信眾的捐款啊，漸漸的有錢可以買地，讓來的民

眾拜拜完也可以到公園走走散步、帶孩子來遊憩區

玩一下，主要也是提供給民眾來使用。 

２、因為我們這邊剛開始也算是農業發展嘛，還是要拜

五穀大帝，要求生子的話要拜註生娘娘，所以為求

方便，也就把我們習慣拜的神也請進來了，那拜佛

祖最主要也是因為當初竹籠裡留下了一尊釋迦牟尼

佛，是上天的旨意，所以釋迦牟尼佛是我們主要的

主神。 

３、工作人員其實不多啦，我是指有領薪資的，最多就

三、四個而已，但其他你所看到的服務志工，全部

都是自願來擔任志工，其實大家都有一顆想服務或

回饋鄉里的心，就是透過我們一些志願服務的活動

去付出行動這樣，像是送物資、慰問金等，截至目

前為止我們大約有七十到八十幾位志工，也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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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以你的觀察，保安寺跟光復鄉的關係 

是什麼？ 

 

５、請問保安寺未來有什麼樣的規劃或是

發展計畫？ 

 

 

你們的爸爸媽媽就是我們的志工喔！ 

４、其實保安寺就是光復鄉民眾的精神指標，一般他們

遇到生活中的問題或是重要的年節都會來這邊祈求

眾神佛來庇佑他們，也是信眾心裡的一種寄託。 

５、其這也是要看董事會這邊有沒有其他想發展的事 

項，但我們的理念想法也很簡單，就是把現有的事

情做好、顧好，若未來有新的計畫，我們也願意嘗

試看看。 

 

  跟總幹事與財務長的訪談後，我們彷彿從訪談的過程中，跟著總幹事與財務長的敘述，把

保安寺過往的歷史發展又再走了一遍，只是這次更身歷其境，且再次問保安寺外觀的演進與配

神為何是道教的神明時，也符合我們所整理的文獻資料上所看到的內容描述。 

 

參、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保安寺屬於民間佛教派 

     雖然起初保安寺只有以祭拜釋迦牟尼佛為主，但在明末初清隨著漢人移居開發至花 

   蓮，為了生活的信仰所需，所以結合了在地文化道教的神明成了民間佛教，呈現了現在 

   保安寺一樓到三樓的主神皆為釋迦摩尼佛，一樓正殿的配神為關聖帝君、五穀大帝、註 

           生娘娘、天上聖母的配置。 

 
  （二）保安寺外觀的演變乘載了前人的奉獻 

     隨著光復鄉信眾越來越多，保安寺也開始擁有較多的資源與經費，改建和買地的經 

   費全都來自信眾的捐款與支持，一開始除了保有寺廟舊貌，之後開始往上加蓋增至三層 

   樓，後期又歷經了三期擴展設施的工程，才有如今大坪保公園、兒童遊憩區等其他的設 

   施，提供給民眾休閒娛樂的場所，若有經費充足，未來也可能會再增加其他的設施。 

 
  （三）保安寺與光復鄉關係連結深厚 

     從資料蒐集和訪談的過程中便可得知，保安寺除了是光復鄉地區民眾信仰的寄託， 

   且自願性服務的志工多達八十多位，從事慈善公益性質的活動，跨區域的來服務大眾， 

   無論是在信仰或生活層面上已經成功凝聚社區共識，連結層面不僅僅是信仰的認同，更 

   加深到對在地的關懷與付出，形成深厚的連結。 

 

二、建議 

  在文獻探討的過程中，我們利用文獻資料所歸納出的觀點是以保安寺的角度來看待保安寺

與光復鄉之間的關係，但沒有從在地鄉民的角度來看待此自己與保安寺的關係，在訪談之餘也

才得知人口老化以及人口外移的現象，其實也會間接影響保安寺未來發展的可能性，甚至影響

到保安寺本身在執行的服務項目，因此針對此研究，也許下次可以我們能利用問卷調查法，訪

問光復鄉民眾的信仰是什麼，以及從光復鄉民的角度來看待自己與保安寺的關係，或是人口老

化對地方宗教團體的影響等等，都是可以是未來繼續探究下去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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