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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光山寺與營造公司簽約儀式 

 

悟師父帶領法師們主持大樹移植灑淨儀式 

香光山寺佛教文化教育園區 
 

大殿建築快訊 
大殿 7月 10日--8月 10 日工程進度報告 

 工程簽約 

香光山寺代表人悟師父與「葳翔營造」負責人，於 7/12 正式簽訂

大殿建設工程合約。 

 大殿設計檢討 

建築籌備小組與郭旭原建築師就圖面討論，將部分空間作修改，修

正後由江建築師進行法規檢討。 

 佛像意念與配置 

由鄧承恩先生提供佛像設計尺寸、顏色材質及拜亭與中庭的護法菩

薩配置及動線等意象，備作討論。 

 施工基地現場籌備 

遷移基地周圍大樹及石頭，清除地面石板並整地；開拓整平施工車

輛通道；進行基地圍籬工作，以為報准開工準備。 

 影音設備 

建築籌備小組與進懋公司就其所規劃的影音配置圖面做檢討修正。 

 中央系統 

建築籌備小組進行中央系統發包會議，計有三家廠商進行評估說明。 

楊桃移樹 

◎釋悟因 

七月十二日在香光山寺，早齋時，當家法師向大眾公告：「今天早上

八時，要移植楊桃樹。請大眾師著海青袈裟，為楊桃樹加持！」 

是的，大雄寶殿要動工了！楊桃樹必須搬家——原矗立在舊大殿(三

合院)的東序屋後，根部已伸展到三合院屋內的地基當中，若拆除舊大

殿磚牆，定會刨傷其根部。為避免誤傷，必須先挖掘移植——老楊桃

樹，還必須繼續活著，好好地活著。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武帝在洛陽修築建始殿，砍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挖掘

移植梨樹，樹根被挖傷而流出血來。（《搜神記》） 

平日，大家都讚嘆這棵老楊桃樹的生命之韌。 

在我們還沒進駐香光山之前，老楊桃樹早就屹立在三合院的角落，它確實很老了！但老當益壯。 

楊桃樹是全年開花結實的好果樹，花信旺時，滿樹的花，幾乎綴滿了枝條。一年裡有兩個旺季，大約

五月和十月是它的花本季。《臨海異物志》裡提到：「楊桃，似橄欖，其味甜，五月、十月熟。諺曰：

『楊桃無蹙，一歲三熟。』其色青黃，核如棗核。」我們總隨順地讓老楊桃樹自己開花、生長、結果。 

基地(舊大殿前)圍籬一隅 

 

基地(舊大殿)已全部圍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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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公司移植舊大殿周圍樹木 

 

每年，累累果實掛滿樹梢，在風中搖曳。 

站在三合院的東南角，枝條密葉覆蔭著屋瓦，老楊桃樹可是有些訪客——藍雀、白頭翁一天三、四回

率著牠們的子孫在樹枝間歇宿、跳躍。——初以為牠們在吃果實，仔細觀察，原來是在啄喙果實中的蟲

兒。看著樹枝上滿是鳥兒，有一次，我興致大發，也摘了一顆黃澄澄的楊桃果——星形五瓣果——用衣

角擦擦，咬了一口，哎呀！那種酸澀，很是難吃。 

五斂子出嶺南及閩中，閩人呼為羊桃。其大如拳，其色青黃潤綠，形甚詭異，

狀如田家碌碡，上有五棱如刻起，作劍脊形。皮肉脆軟，其味初酸久甘，其

核如棗。五月熟，一樹可得數石，十月再熟。（《本草綱目》） 

酸澀的楊桃，呼喚起我兒時的記憶。 

小時候，我家祖厝圍牆邊種有幾顆文旦，也有楊桃、石榴等。而最難照

顧的就屬楊桃樹了——它的果實雖然很甜，可惜的是，常會有小蟲在果

實當中蠕動。我最喜歡爬上樹梢，選幾顆大大的、沒有蟲的，咬上它幾口，

享受一下樹上的涼風、甜果。 

我所最愛吃的是「楊桃」，滑而脆，酸而甜，做成罐頭的，完全失卻了

本味。汕頭的一種較大，卻是「三廉」，不中吃了。我常常宣傳楊桃的

功德，吃的人大抵贊同，這是我這一年中最卓著的成績。 

（魯迅《在鐘樓上——夜記之二》） 

民國九十二年，剛到香光山住山時，那時候的三合院尚未整修完全。 

到了楊桃樹結果時節，就會出現一位老人說：「這棵楊桃樹，是我祖上種的！」 

老人很瘦，皮膚黝黑，不高，穿著白色汗衫、短褲，赤腳。 

我問他：「你要做什麼？」老人說：「我要來摘楊桃，回去做楊桃汁。」 

我說：「這麼酸耶！」他說：「哎呀！你們不知道，我曾經將它接枝過，

但沒有嫁接完全。 

所以，它有一半是甜的；一半是酸的。而把酸的醃漬成中藥，是消炎的特

效藥，可以治療喉嚨發炎、感冒，是非常好的。」 

 

「廣人以為蔬,能嵐瘴之毒。中蠱者,搗自然汁飲,毒即吐出。 脯之,或白蜜漬

之,持至北方,不能水土與瘧者,皆可治。」（明屈大均《廣東新語》） 

「廣人去稜邊切片,用生薑榨油,用為小菜,云可寬胸兼能治瘧。」 

（清吳綺《風物記》） 

每年，楊桃結果，老人總會出現；但是，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就未再見他出現。這棵比他還老的楊

桃樹，仍舊老當益壯——在每年同樣的時節裡，搖曳著累累果實，豐富著香光山，迎接來山的每一個人。 

「獨自行時獨自坐，無限時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

過。」說者云：寺有一大古松，呂（洞賓）始至時，無能知者，有老人自松

顛徐下致恭，故詩云然。（宋鄭景望《蒙齋筆談》） 

 

 

「洋洋得利」意指舊大殿後方的楊桃樹(左)
及荔枝樹(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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