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金
表

编
著；㈣山



2



j
《t毫卉●套^目t^■。“目Ii2M1^^t^蛐m
*^●“■■^■●●■俐●■t■■^■n■■．1■■★uIt■‘lt^十●^■∞^^t^ⅢE^☆■．■■●§in!圳●■■●㈣t■■^A■n●●i●2¨．^t★●

●tⅢ±xt■±tW mT．■＆H■■＆，^．■■Ⅳ㈨，川EⅢ一口㈣●■^n．{目∞#t¨枷t■口*目■3■■t'^^■‘#．帆i女●口．

⋯¨“{协·-_f-
：啭i：苎鎏签蔫Zi：!iii麓翟羔；=⋯：嚣二：嚣?⋯t-⋯z’啪¨⋯⋯⋯“-【q二日Ⅲ☆^

3

釜l恤．函常

√酱一



～
攀
薹
翟
0藿

雾
囊

罄
啦

囊
耋

f事
垂

懋
啊
巍
’
蓁
||

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名家题匾额

5



6

蓊



麟黼

7



8



南安杨子山志
李金表编著

世界社会文献出版社



前 言

-^』．_-‘
刖 罱

1982年以来，我有幸参与清水岩、大慈林的筹建工作，量

登少时嬉游攀爬的峰岩沟壑，对杨子山的一石一木倍感亲切．

那些少时不在意的摩崖石刻，引起我莫大的兴趣。我出自对家

山的深挚之情，踏遍全山，反复寻觅抚摩．每有所得，欣慰万

分，自得其乐!我长期坚持搜集资料，并乘寒暑假之机，反复

登临，核对刻文．

清水岩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拆毁殆尽，三尊佛像被剥去

金身后，腰部用铁锤打成两段．于露天中蒙受风吹，雨淋、日

晒，久后势必逐渐风化剥蚀．为保护文物古迹，1982年4月3

日，应佛门耆宿陈珍珍居士之请，进山了解情况．6月8日，

我特邀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黄天柱、李玉昆，泉州市文物管

理委员会郑焕章等专家组织的石井海外交通史迹调查组来杨子

山清水岩对崖刻和碑记等文物进行考察．8月12日，陪同南安

县文化馆主管文物保护的吕潜云等三人进山考察清水岩三尊石

佛，并负责丈量石佛长宽尺度，整理材料上报文物保护单位．

1983年3月2日，三尊石佛公布列为南安县文物保护单位．是

年6月1日，成立杨子山清水岩文物保护筹建委员会，聘我为

秘书．经数次酝酿筹备。开会商讨重建事宜，我与石井侨联李

廷温、佛门耆宿陈珍珍居士、大慈林当家洪心传及筹建会成员

一起集资、备料、鸠工重建清水岩．当时父母在世，十分支持

我参与此项公益慈善事业．自1982年至2002年，为清水岩、

大慈林记账20年．1984年6月19日，我又请时任海交馆副馆

长陈鹏鹏进山拍照崖刻和碑刻．已故的洪心传负责全盘事务，

辛苦备至，其功不可没．1983年农历八月十一日，清水岩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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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动工。1984年农历十月廿五日大殿奠基．1985年6月14日大

殿升梁，年杪竣工．后建下殿，西厢房及后界。1996年11月

18日，由洪心传姑和李金表发出《重建杨子山朱祠倡议书》，

开始重建朱祠，历三年而告竣．

洪丽碧姑由菲返寺后，主持建清水岩东厢房，下落建东西

二层楼，古山洪金镳捐资24万元建东楼“报恩堂”“祖师堂”；

大众捐资建西楼“香积堂”、“随缘轩”，并铺石埕竖栏杆，修盘

山水泥路直通寺门口．2006年五月，因犬殿偏低雨蚀而重修，

将二檐加高为三檐，下殿重修成今貌。为保护与宣扬杨子山的

文物古迹，提供研究资料．今将多年来，在国内外报刊发表文

章整理，并从其他书刊摘录有关材料，编著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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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南安杨子山志》序

南安地处福建东南沿海，历史悠久，山川秀美，人杰地灵，

历史上曾是闽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闽南文化的发祥

地，素有“海滨邹鲁”之誉．

南安石井杨子山风景秀丽，文物众多．有建于唐的清水岩

寺，雕于清代的释迦牟尼、药师佛、阿弥陀佛三世佛造像，有

清代建的朱祠遗址三处，有菲律宾佛教开山祖师性愿法师兴建

的大慈林、觉华女子佛学苑，培养佛教人才的场所．有1996

年重建的朱文公祠．唐代名医杨肃、抗元荚烈吕大奎读书的杨

林书院遗址，宋代名儒朱熹任同安县主簿时，曾到清水岩讲学，

留有“极高明”、。仙苑”摩崖石刻，明户部郎中转授云南知府

郑普撰《会清水岩记》等．

李金表先生先后拙嫩延平、溪东、菊江等中学，讲授物理，
对文史情有独钟，深入对地方文史进行调查研究，成果丰硕．

他为人热情，助人为乐．1982年6月8日，我参加泉州海外交

通史博物馆组织的石井海外交通史迹调查，金表先生陪同我们

调查，用自行车载我到杨子山考察，至今记忆犹新，当我捧读

他所编著《南安杨子山志》，倍感亲切．

《南安杨子山志》是金表先生多年调查研究杨子山的结晶．

它全面展示杨子山的历史风貌、人文活动，是一部融学术性、

资料性、知识性于一体的地方山志，读者可从中得到有益的知

识．我衷心祝贺《南安杨子山志》的出版．
李玉昆

2008．2．28

(作者系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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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杨子山志

古刹名贤高僧

民族英雄郑成功故乡——南安石井镇西北隅的杨子、鸿渐

两山对峙，系戴云余脉。高峰危耸，面对波澜壮阔的台湾海峡。

两山并列似双乳状，人们称之为“双奶山”，是天然的旅游胜

地。唐名士杨肃曾在此读书发迹，因而得名杨子山。由于山形

稍斜欹，故又名“欹髻山”。登临山颠，晋(江)、南(安)、

金(门)尽收眼底。东脉犹如一条腾跃的巨龙，有气吞山河之

势，直奔马江西岸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故里；南脉山峦起伏，“七

星坠地”，为明“祖孙科第”“兄弟同榜”、浙江道监察御史黄

华秀的故乡。山上苍松翠柏，奇石嶙峋，岩壑流泉，胜迹甚多。

“杨子夕照”是石井十二景之一，现已辟为文物保护区。古往

今来，她以特有的魅力和风韵，吸引着无数的游客。

杨子山建有清水岩，为唐建古刹，原名水泊庵，以山上流

泉甘冽而得名。寺庙右边一。活源”，“有甘泉出石罅间”，煎

泉泡茗，奇香袭人。寺庙建在山腰，背倚巨石．面临深壑，又

称“半山岩斗、。大坑岩”。寺坐西北向东南，依山而筑，殿三

进，正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四垂杉木结构，重檐歇山顶。

主体建筑长25．4米，宽11．2米，面积284．5平方米，东西厢房

176平方米，后界90平方米。左右建筑对称排列。大殿正中奉

有释迦、药师、弥陀三尊石佛，为清代文物，妙相庄严。三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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