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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 谢

蓬华蓬莱仙境，天柱天下名山，自古以来，世质民

淳，人杰地灵，英才辈出．编印《天柱岩志》，旨在踵武

前贤，激励来兹，继承文化传统，发展旅游事业．

盛世修志，八方支持．泉州市委常委、南安市委书记

骆国清欣然命笔题写书名，南安市人大主任洪本地，市政

协主席黄永俊、市委副书记洪自强等领导题辞祝贺，名家

墨宝，岩志生辉．台湾年青企业家张朝宗先生慷慨解囊，

踊跃输将，各界鼎力，共襄盛举．

值此岩志付梓之际，爰缀数语，以彰义举，而扬仁

风，且与岩志共垂久远．

《：天柱岩志》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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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天柱名山，雄镇东南，风云变幻．气象万千。祖师开山。

自宋迄今，烟霞依旧，沧桑屡换。阳春雾海奇观，随他起云落

月，还我立地顶天。盛夏避暑乘凉，茶闲烟尚绿，棋罢指犹

凉。金秋登高望远，辩认东西塔，望入双阳山。严冬煮酒赏

雪，北国冰世界，柱峰玉山川。探寻古迹幽踪．聆听美妙传

说，历代文人墨客，众多佳作名篇．禅关焕异彩，名山增荣光。

得天时地利人和．促业兴国泰民安。扩建天柱。发展旅

游，天柱旅游区扩建。可进香朝拜佛祖．祈求平安，随喜还

愿。适度假旅游休闲，别具欧洲特色。再现异国风光。宜观

赏名山胜概，难得浮生半日闲．竦身已在白云端。

山因人重，人为山名。名山修志。天柱重兴，编撰历史七

百载．荟萃诗文通古今。喜获盛世良机．欣得八方鼎力，想是

仙佛之交佑，抑或地灵之当兴，必将生辉八闽，可期中外扬

名。

值此美景良辰，岩志付梓之际。自愧才疏学浅，恨无妙笔

生花，感既万千，谨为序焉。．

倪跃鹏

二()o六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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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沿革

第一章历史沿革

天柱岩是南安市佛教古迹之一，历史悠久，山林佳胜，不

但名驰泉南，而且在东南亚华侨中也颇有影响。

天柱岩位于蓬华镇境内。北与永春县仙夹乡毗邻。现在

的蓬华乡包括蓬岛、华美、苏厝、新村、山城、大演、路荇、黎

明、黎阳等9个村。蓬华。唐时称“茂地”；宋属怀德乡清风

里，日蓬岛。元明清时包括周围12个自然村落，为十二都的

一部分；中华民国(1912—1949年)时属山头镇蓬华乡；1933

年设立保甲制度；1935年置蓬岛、华美二联保；1941年设蓬

华乡；解放初属诗山的第五区管辖；1956年分为蓬岛、华美

二个乡政府，1958年与诗山、码头合为五星人民公社，1962

年再分为蓬岛、华美二个小公社；1965年并入诗山公社；1975

年分出另立蓬华公社，1984年改为蓬华乡，1991年11月改

为蓬华镇至今。

据华美庙后山和蓬岛虎脚山出土的石斧、石锛(现存市

文化馆文物室)考古推断，新石器时代，天柱山麓就有人类活

动。据有史可考的是：唐代成通年间．江夏黄氏(紫云派)族

人就定居于天柱山上东侧的黎阳村。以后，黄河流域和中原

一带移民相继来到蓬华山区。现定居在蓬岛、山城2个村的

郭氏(山西汾阳派)、华美、大演、路荇3个村的洪氏(甘肃敦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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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派)、苏厝、新村2村的苏氏(陕西武功派)、还有后坟的林

氏、后寮的柯氏，都是在宋元明期间陆续迁入的。先他们迁

来此地的褚、钱、傅、杨、关、花、张等族人都因物竞天择，难以

生存下去而另迁他所。从钱厝、褚厝埔、关厝池、杨顶揽、花

眉墓等现在地名和一些古墓碑文可见这些先民留下的痕

迹。

．天柱岩创建于南宋度宗年间，与现在定居于蓬华的各

氏族人的历史差不多，其历史沿革大抵可分为四个时期，即：

一、宋元鼎盛时期

天柱山古号湖坪，唐时称万寿山。南宋度宗咸淳九年

(公元1273年)。广东潮州府海阳县僧人萧姓来子讳维真云

游至此，蓬岛、夹际乡民于万寿山鸠工筑岩，“富者输财，勇者

助力。开基垦地，搬材运石，不愈月而岩宇略成，迎师往住。”

维真禅师改万寿山为天柱山，岩亦因之名为天柱岩．并在天

柱山开道场讲演菩萨戒经。前往听者达一千七八百人。岩中

僧众最多时达178人．日用不阙。可谓天柱岩之鼎盛时期。

元世祖至元廿一年(公元1284年)十一月廿八日，维真禅师

坐化，继之主持天柱岩的是泉南光孝寺首座饶州人讳祖兴。

尔后代有名僧住持，宋郭梓新(蓬岛人)于天柱岩下庭开六角

井一口供佛，并鼎新岩宇，撰有(万寿山天柱岩开山记>一文，

详细记载天柱岩初创时期的经过情况。元朝延佑年间曾编

<天柱岩志>．可惜已散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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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清重修概况

明清两代，天柱岩经过三次较大修建。首次是明永乐癸

未年(公元1403年)，由住持僧元谦募资重修，新安余忠义偕

室黄氏慷慨解囊。捐资鼎新岩宇。是年建大雄宝殿，越年建

藏经堂。壬辰年(公元1412年)建香积厨、山门廊。不三载悉

皆完美。丁酉年(公元1417年)重修宝藏，装饰佛象。其规

模之大，可见一斑。可惜在明嘉靖末年(公元1566年)．岩毁

于兵火。天启元初(公元1621年)，里人郭省吾“不辞艰辛．

募捐众款，重建岩宇”o并购田施与天柱岩，供众僧耕谋生。

是科其侄领乡荐，为构檀樾柯于其右。这一时期，天柱岩僧

人的主要经济收入除做佛事外，又靠耕田种茶。岩前的茶园

大约是在宋末元初开恳的，到明清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天柱

岩茶叶在明清时已饮誉海内外，成为华侨回乡返洋时必带

的珍品。。

明末清初。天柱岩曾附设书院，供山下学子就近入学，岩

侧文昌祠与此有关。随着天柱山麓诸村经济的发展，人口的

增加。人们开始重视文化教育．天柱岩书院入学者日益增

多．且学成者不乏其人。蓬岛郭琦第(明举人)、郭琏第(清南

安首榜进士)兄弟两人都就读其间。郭追第中进士以后，饮

水思源．无忘天柱之胜，第三次全面重修天柱岩。现存天柱

岩最早的碑记、檀樾祠记、楹联大多数出于郭碹第手笔。这

一时期．天柱岩己遐迩驰名．成为骚人墨客登临之所。诸葛

廷瑞、陈龙复、翁梦周、戴廷诏、张瑞图、周青云、戴风仪、李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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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陈万策、汪照陆、洪荣等人都曾慕名登临天柱，并留诗文、

题匾以纪胜。

三、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天柱岩曾一度衰落，老僧相继谢世、岩宇破旧

待修。只余大殿一座，两檀樾祠(左祀郭梓新，右祀郭省吾)

及文昌祠。岩中供奉释迦如来、观音菩萨、伽蓝尊者、云岩祖

师等佛大小三十余尊。郭追第亦有塑像供奉岩中。

民国乙丑年(公元1925年)，里人在蓬岛大宗祠集议，公

推郭重饮董其事，募资重修天柱岩。向士农工商、海外侨胞

募款，集腋成裘，几经寒暑，方告修竣。岩基本保留原貌，惟

大门改用砖石。民国卅六年(公元1947年)，蓬岛乡民再度

重修天柱岩．并立石重刻檀樾祠匾额。这两次重修，乡民献

工献科．海外侨亲踊跃捐资，这些乐捐者芳名匾至今保存在

蓬岛郭氏大祠里。

四、解放以来

解放以后，第一次重修天柱岩是在1962年，由山城村旅

居新加坡华侨郭扔简先生带动募捐，响应者达二十多人，共

募叻币1280．60元．用以购买生油4桶1442斤寄回国内，作

为修岩之资o 1962年1月6日，蓬岛、山城二村在天柱岩成

立修建委员会．郭重饮任主任。2月6日破土动工，4月20

日竣工．历时73天，费资金4964．05元，生油718斤。重修以

巩固为主，大殿四壁刷新，屋面瓦盖封粘。重塑全岩大小佛

像30余尊。沟廊寿土以及前庭石岑重新砌石。岩四周造林
·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