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湖鎮民代表會代表出國考察報告

考察人員 謝鴻儒

考察地點/國家 中國

考察期間  107年 10月 12日至 106 年 10月 15日，計 4 天

考察事由/目的 考察大陸廈門市觀光設施及民俗風情等

報告日期  107年 10月 22日

本

考察紀要

第一天：金門-廈門

第二天：廈門

第三天：廈門

第四天：廈門-金門

考察心得
    廈門市是福建第二大城，有海上花園之稱。以前是白鷺棲息之地

故稱鷺島。明朝築城而稱為廈門。市區面積555平方公里。人口130

萬。位於福建省東南沿海，是中國五大經濟特區之一。與漳州、泉

州相連，地處閩南金三角心臟位置。背靠漳州、泉州，面向金門，

隔著台灣海峽和台灣、澎湖列島遙遙相望。廈門是一座風光綺麗的

海港風景城市，首府廈門市內有鼓浪嶼、萬石植物園等國家級風景

名勝區。主要的對外出口港即為廈門港，其位於東南沿海，全長約

240公里，附近島嶼散佈，港闊水深，終年不結冰，為一個天然良港，

是廈門東南沿海對外貿易的重要通商口。

廈門市南普陀寺是一座有有千餘年歷史的佛教寺廟，位於中國福建

省廈門市東南五老峰下，面臨碧澄海港，規模在廈門島佛寺中居首

位。因其供奉觀世音菩薩，與浙江普陀山觀音道場類似，又在普陀

山以南而得名。是一間在閩南和東南亞有相當影響力的佛寺。

南普陀寺始建於唐代末期，當時稱為泗洲寺。北宋時由僧人文翠改

建，稱為無盡岩。元代時被廢寺，於明代重建，改稱為普照寺，並

遷建於今址。清代初期又因戰亂廢寺，後於康熙22年（1684年）得

靖海侯施琅捐資修復並擴建，因增建大悲閣供奉觀世音菩薩與浙江

普陀山觀音道場類似，遂更名為南普陀寺。到民國初年，南普陀寺

已成為閩南香火鼎盛的佛教寺廟。文化大革命中，南普陀寺曾遭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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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衛兵砸毀，在寺東成立五金電器廠，寺西開闢演武小學和瓜田。文

化大革命後於1976年，成立「南普陀寺管理處」，爾後在寺廟臨時

主持人妙湛法師的努力下逐步恢復寺院。

建議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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