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員林寺:原為員林禪寺，為日式木構佛寺 
，傳說當年建寺材料擬用於台北圓山神 
社(今圓山大飯站)，岡部快道取得建材，乃於

一九三一年，由日僧岡部快道禪師與信徒興

建，一九三七年落成，一九九五年捐贈大雄寶

殿給台灣民俗村。六十年代間改組為財團法人

組織，一九九五年改建殿，三、四樓為圖書館、

佛教文物中心、視聽教室及會議室，五、六樓為念佛共修大悲殿，七樓為仿木構

大殿格局。 
 
 
 
雙林寺:位於員林鎮立圖書館後方育英路 38 號。

創建於民國六年，民國五十五年購得現址，民國

六十三年完工。一樓寶殿供奉西方三聖，二樓供

奉本師釋迦牟尼佛。(見本研究「員林的音樂發

展」)  
 
 
廣天宮:位於百果山後山的頂峰。正殿奉祀關帝聖

君、太上老君等諸神，右殿敬祀南無觀音佛祖，

左殿敬奉福德正神。兩座雄獅栩栩如生，是翁金

雄等先生捐贈。原廟宇是帝爺廟，陳劍青先生捐

地，與翁成老先生及眾信徒重建。  
 
 
紫林禪寺:由在家信眾所主持，大雄寶殿供奉釋迦

牟尼佛。創建人楊咱優居士生於民國前二年，幼

年家貧，二十歲立志修行，禮佛虔誠，三十歲正

式持齋。民國二十九年三十一歲時以自宅作「紫

林院」，宣揚佛法。經十餘年之積蓄及信眾之支

持，於民國四十二年購得紫林寺現址，民國五十

年落成。建築具印度宮殿風味，很有特色。員林鎮中正路 37 號。電 8321330。  
 
 
 
 
 



員林基督教長老教會:為地方上敬拜耶穌督最具歷史的教會。 
 
 

 
 
 
 
 
 
 
 
 
 
 
員林天主教堂:位於民生路員林東門。 
 

 
佛導寺: 佛導寺重建於一九九三年，道場前有一大片草地，

頗似高雄佛光山大雄寶殿前。一樓供奉本師釋迦牟尼佛, 二
樓供奉西方三聖。員林鎮員集路二段 552 巷 21 號。電

8321484。 7580  
 
 
 
東山石佛公:一九八○年改建成現之石佛公廟。 
 
文昌祠:(興賢書院):經文建會評定為第三級古蹟。創建嘉慶十二年(一八○七年)
五月十九日。(見本研究「興賢書院」。)員林鎮三民街一號。又稱「文昌帝君廟」，

雖經風雨剝蝕失去原貌，但顯得古意盎然，曾是員林地區武鄉鎮造育英才，學人

修文的地方。奉祀文昌帝君神位，旁有邱海先生靈位，供桌後面有一項古色 古
香的神轎。整個廟宇近年整修前庭完成。兩旁廂房原為教學場所，目前住有幾戶

人家。書院旁有一敬聖亭，是古代愛惜字紙，焚燒字紙處。本書院被登記為道教

寺廟則頗多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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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爺廟(城隍爺廟):員林公園西鄰。廟內主要供奉地藏王菩薩、城隍爺、大將爺

及三將軍等諸神。每逢清明節出巡，農歷七月十五日中元節舉辦普度法會。  
 
員林東門百姓公:生日為農歷四月(梅月令)10 日。(劉還月著。台灣歲時小百科。

台北市:台原，1989，頁 286-287)  
 
彌陀岩:屬私人財產，民國二十四年由張普成及張達戒兩人共同創建，彌陀岩並

不供奉阿彌陀佛，而是供奉本師釋迦牟尼佛。員林鎮出水里出水巷 10 號。電

8312369。 
 
地藏庵:員林鎮中正里博愛巷 42 號。建立年代無可考，只能由庵右側的「萬善同

歸」塚上的「乾隆丙戌年(一七六六)立」推斷可能在乾隆三十年間所建。相傳當

時居民依街東向面山環水，以諸孤魂為庵，而今內祀地藏王菩薩。民國六十年整

修時改變為今之水泥、石灰建材，唯一剩下的就是「萬善同歸」碑如「重修地藏

庵」碑，時間比較久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