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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通「國術、醫藥、堪輿」三絕的西寮登
聰師

高啟進�

 

一、研究動機

民國95年（2006）筆者參與《湖西鄉志》的撰寫，鄉長陳振中提起其故鄉

中西村流傳一個「登聰腳、久兮手」的俗諺，1希望能在鄉志內有所著墨。由於

澎湖文獻中很少有這類的記載，幾乎無從下筆。

幸好有青螺「莊家莊民俗館」館長莊正

義2及「開臺澎湖天后宮」委員黃如德兩先生

提供管道，3（見相片1）幾度澎湖馬公、湖

西、高雄三地奔波訪談，才能在《湖西鄉志》

人物篇第三章「澎湖志書內未提及湖西地區的

相關人物」內有所敘述。不過由於鄉志對人物

描述有字數的限制，以致於無法充分顯現登聰

師精通國術、醫藥、堪輿等各方面的事蹟。今

適文化局洪進業課長之邀，於澎湖研究第九屆

研討會中，謹以鄉里稱奇的登聰師行誼為文參

與盛會，將甚少被提及有關這方面的澎湖人物

來作詮釋，以充實西瀛人物志的內涵。

*	 2004年自澎湖中正國中教務主任退休。

**	 本篇文章訪談登聰師之子莊啟煌、莊啟南及徒弟黃寬永、黃如德等，並經《湖西鄉志》編纂小組

（由屏東科技大學杜奉賢教授領軍撰稿的成員有：許玉河、蕭志榮、蔡文騰、蔡光庭、陳定國、何

政哲、廖雪惠及筆者等）及鄉志審查委員等多方提供資訊，特此致謝。

1	 登聰師是西寮莊丁進，久兮是登聰師兄。訪查過多位耆老均無法得知其姓名，僅知他曾在高雄以木

工為業，並以拳、手的功夫聞名。

2	 莊正義告知可去訪談莊丁進4子莊啟煌。

3	 黃如德在民國40年代後期曾拜登聰師習練國術，為關門弟子之一。

相片1：登聰師(前排中)與關門弟子-

黃如德提供 (前排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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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寮

西寮是個較少人知悉的村莊，清領時期4屬於澎湖13澳之一的鼎灣澳。乾隆

36年（1771）胡建偉的《澎湖紀略》提及的鼎灣澳各社：5

上鼎灣社（距廳治陸路一十一

里）、下鼎灣社（距廳治陸路一十

里）、……鼎灣頭社（距廳治陸路

一十三里）。

依距離判斷，上鼎灣社是現今

中西村的西寮，下鼎灣社是現今的

鼎灣村，鼎灣頭社是現今中西村的

中寮。6

鼎灣村堪輿隱者洪杞曾經因探勘澎湖各地風水地理，寫有〈澎湖地名歌

詩〉，其中有提到上下、大小鼎灣的地名：7

鼎爐上下對中分，大鼎在乾小鼎坤，灣竅顯微藏蜜戶，村無何有是天根。

宋儒邵康節曾在「先天伏羲八卦」中解釋：「乾南坤北，離東坎西…」，

由此可知鼎爐上下及大鼎在乾（南）小鼎坤（北）的敘述，大鼎灣的位置應是鼎

4　在中國歷史的紀載，清朝始於世祖入關（順治元年、1644），終於宣統3年（1911），共268年。領

有臺灣始自康熙23年（1684），止於光緒21年（1895），凡212年，故曰清領時期。

5　胡建偉，1993〔1771〕：《澎湖紀略》，南投：臺灣文獻委員會，頁34。

6　施添福，2002：《臺灣地名辭書卷六澎湖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頁230。

7　洪根深，1982：《洪丁聰先生紀念集》，高雄：自印，頁102。

相片2：湖西鄉地圖-改繪自澎湖旅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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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村，小鼎灣是指西寮。中西村垵仔海域從沙港下村（鼎仔頭）漁港至中西陂仔

頭，海岸線彎如鼎緣，有人認為是鼎灣澳得名之由來。8

由於登聰師的年代跨及日治時期及臺灣光復後到21世紀初期，所以就以《湖

西鄉志》編纂小組所提供的資訊列表呈現西寮（日治時期寫成藔）行政區及中西村

（中、西寮）人口的演變情形，並以斜體粗黑字「西藔」來表示。9（見相片2）10 11

表一：日治時期湖西地區行政區沿革表
三澳時期 五區時期 三區時期 街庄大字10

明治28年（1895）3月26日
至33年（1900）3月1日

明治33年（1900）
3月1日

明治37年（1904）
7月1日

大正9年（1920）
9月1日

澎湖列島
行政廳

(1895.3.26)
↓

澎湖島廳
直轄

(1895.7.8)
↓

澎湖島廳
大山澳務署
(1895.7.8)

↓
澎湖廳

隘門辨務署
(1897.7.14)

↓
澎湖廳

隘門出張所
(1898.7)

↓
澎湖廳

湖西出張所
(1898.12)

↓
澎湖廳

媽宮出張所
(1899.7)

林
投
澳

大城北鄉11

澎
湖
廳
媽
宮
出
張
所

第
六
區

大城北鄉

澎
湖
廳
直
轄

第
四
區
↓

隘門區

大城北鄉

高
雄
州
澎
湖
郡
湖
西
庄
↓
澎
湖
廳
湖
西
庄

大城北

太武鄉 太武鄉 太武鄉 太武

隘門鄉 隘門鄉 隘門鄉 隘門

林投鄉
第
七
區

林投鄉 林投鄉 林投

西溪鄉 西溪鄉

第
五
區
↓

湖西區

西溪鄉 西溪

尖山鄉 尖山鄉 尖山鄉 尖山

良文港鄉 良文港鄉 良文港鄉 良文港

南
藔
澳

菓葉鄉 第
八
區

菓葉鄉 菓葉鄉 菓葉

北藔鄉 北藔鄉 北藔鄉 北寮

南藔鄉 南藔鄉 南藔鄉 南寮

湖東鄉

第
九
區

湖東鄉 湖東鄉 湖東

湖西鄉 湖西鄉 湖西鄉 湖西

白猿坑鄉 白猿坑鄉 白猿坑鄉 白猿坑
青螺鄉 青螺鄉 青螺鄉 青螺
紅羅罩鄉 紅羅罩鄉 紅羅罩鄉 紅羅罩

鼎
灣
澳

東石鄉

第
十
區

東石鄉

第
六
區
↓

鼎灣區

東石鄉 東石
港底鄉 港底鄉 港底鄉 港底

土地公前鄉 土地公前鄉 土地公前鄉 土地公前

沙港鄉 沙港鄉 沙港鄉 沙港
鼎灣鄉 鼎灣鄉 鼎灣鄉 鼎灣
中藔鄉 中藔鄉 中藔鄉 中藔

西藔鄉 西藔鄉 西藔鄉 西藔鄉
潭邊鄉 潭邊鄉 潭邊鄉 潭邊

港仔尾鄉 港仔尾鄉 港仔尾鄉 港仔尾

8　杜奉賢，2010：《湖西鄉志》第肆篇歷史篇，澎湖：湖西鄉公所，頁397。

9　杜奉賢，2010：《湖西鄉志》第肆篇歷史篇，澎湖：湖西鄉公所，頁139-146、187-188、245-247。	

10	 「大字」如同今之村里。

11	 「鄉」相當今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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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日治時期湖西西藔隸屬行政區表 12 13 14 15 16 17 18

名　　稱
官舍所

在地
年　　代 管轄區域

大山澳務署12 雙頭掛 明治29年（1896）

除媽宮城內以外的澎湖本島，以及虎

井和桶盤兩嶼，包含清代的東西、嵵

裡、林投、南藔、鼎灣等澳

隘門署13 鼎灣澳
明治30年

（1897）

港 底 鄉 、 東 石 鄉 、 沙 港 鄉 、 土 治

（地）公前鄉、港仔尾鄉、潭邊鄉、

西藔鄉、中藔鄉、鼎灣鄉

隘門出張所14 明治31-2年

（1898.7-1899.7）

港 底 鄉 、 東 石 鄉 、 沙 港 鄉 、 土 治

（地）公前鄉、港仔尾鄉、潭邊鄉、

西藔鄉、中藔鄉、鼎灣鄉

媽宮出張所

第十區15 沙港鄉
明治32-3年

（1899.7-1900.11）

港底、東石、沙港、土地公前、港仔

尾、潭邊、西藔、中藔、鼎灣

廳直轄

第六區16 鼎灣鄉
明治37-42年

（1904.7.-1909.10）

港底、東石、沙港、土地公前、港仔

尾、潭邊、西藔、中藔、鼎灣

高雄州

澎湖郡17

及澎湖廳18

湖西庄

時期

大正9年至昭和20年

（1920.9.1-1945.10.25）

將原來林投澳的烏崁與双頭掛劃歸

馬公街管轄，除此之外林投澳其他

的鄉，以及南寮澳和鼎灣澳組成湖西

庄，而此一劃分也奠定現今湖西地區

的行政區域，直至現在仍然使用此一

行政區劃。

12	 〈澎湖廳廳令甲第四號澳務所設置〉，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29年乙種永久保存，第17卷第4

門文書，頁000000860370197。

13	 〈澎湖廳令第九號〉，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30年乙種永久保存，第27卷第4門文書，頁

000001720350224-225。

14€澎湖廳，《澎湖廳第三統計書》，頁1。〈澎湖廳令第六號〉，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31年乙種

永久保存，第25卷第4門文書，頁000002840560329。

15€〈澎湖廳廳令第十號街鄉長管轄區域中改正〉，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32年乙種永久保存，第

24卷第4門文書，澎湖開拓館典藏。

16€〈廳令第11號〉，收於《澎湖廳報》第70號，明治37年6月20日。	

17€〈臺灣總督府報〉第2177號，收於大正9年8月12日《臺灣日日新報》第7247號附錄。	

18	 大正15年（1926）7月恢復為澎湖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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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日治時期中寮聚落人口一覽表

年代 男性 女性 合計 年代 男性 女性 合計

1895（明治28年） 56 59 115 1916 77 71 148

1896 77 63 140 1917 84 75 159

1897 73 63 136 1918 79 74 153

1905 70 63 133 1919 82 73 155

1906 69 61 130 1920 75 71 146

1907 63 57 120 1930（昭和5年） 64 76 140

1908 70 59 129 1932 75 76 151

1909 72 66 138 1933 75 78 153

1910 71 63 134 1934 75 72 147

1911 75 64 139 1935 81 75 156

1912（大正元年） 77 71 148 1936 80 86 166

1913 84 75 159 1937 77 88 165

1914 79 74 153 1938 77 90 167

1915 82 73 155 1939 72 90 162

表四：日治時期西寮聚藔藔落人口一覽表

年代 男性 女性 合計 年代 男性 女性 合計

1895（明治28年） 260 225 485 1916 76 85 158

1896 103 83 186 1917 80 90 170

1897 102 83 185 1918 89 97 186

1905 75 85 160 1919 83 95 178

1906 72 80 152 1920 60 83 143

1907 71 76 147 1930（昭和5年） 76 79 155

1908 64 73 137 1932 87 83 170

1909 62 79 141 1933 90 86 176

1910 65 82 147 1934 89 86 175

1911 64 81 115 1935 89 89 178

1912（大正元年） 73 85 158 1936 83 87 170

1913 80 90 170 1937 82 89 171

1914 89 97 186 1938 79 90 169

1915 33 95 178 1939 75 85 160



124

澎湖研究　第九屆學術研討會　論文輯

表五：中西村歷年人口表（1951-2007）

年代 鄰數 戶數 男性 女性 合計 年代 鄰數 戶數 男性 女性 合計

1951 7 81 162 207 369 1980 7 70 143 139 282

1952 7 71 153 191 344 1981 7 70 135 135 270

1953 7 65 152 187 339 1982 7 67 120 132 252

1954 7 63 157 185 342 1983 7 67 123 125 248

1955 7 63 153 177 330 1984 7 68 121 125 246

1956 7 67 156 175 331 1985 7 68 124 120 244

1957 7 68 161 177 338 1986 7 65 125 120 245

1958 7 67 159 178 337 1987 7 63 120 122 242

1959 7 73 166 139 345 1988 7 63 120 112 232

1960 7 73 166 139 345 1989 7 63 112 104 216

1961 7 74 188 202 390 1990 7 58 106 104 210

1962 7 73 178 199 377 1991 7 59 110 106 216

1963 7 76 189 200 389 1992 7 58 102 98 200

1964 7 76 189 210 399 1993 7 58 102 98 200

1965 7 68 176 191 367 1994 7 58 103 90 193

1966 7 85 207 220 427 1995 7 59 102 87 189

1967 7 80 192 220 412 1996 7 59 100 87 187

1968 7 78 182 204 386 1997 7 64 105 85 190

1969 7 74 177 201 378 1998 7 64 103 85 188

1970 7 71 179 193 372 1999 7 67 101 76 177

1971 7 70 173 198 371 2000 7 67 92 77 169

1972 7 67 165 186 351 2001 7 69 98 92 190

1973 7 62 160 173 333 2002 7 69 101 95 196

1974 7 62 161 174 335 2003 7 69 101 90 191

1975 7 64 154 170 324 2004 7 71 77 93 190

1976 7 65 159 163 322 2005 7 77 111 715 226

1977 7 67 155 162 317 2006 7 75 110 109 219

1978 7 65 143 145 288 2007 7 75 110 103 213

1979 7 68 145 148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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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童年及拜師

登聰是莊丁進的別名，也有寫做丁聰者，明治32年（1899）生於湖西庄西

藔145番地處，卒於民國90年（2001），享年104歲。19父親莊生，母親翁豆，育

有2子，丁進居次。當曾為家計遠走他鄉幫商家記帳幫傭的父親，在莊丁進7歲時

因遭人誣陷被毆致傷而過世，此後母子三人相依為命，並以編織草鞋等維生，時

常與兄長兩個小孩走路到馬公買材料，由兄長擔著，弟弟在前拉之回西寮家中編

製，備極辛苦。

14歲時因母親去世，乃遠赴高雄六龜擔任炊飯打雜童工。不久由於招募的

工頭無法負擔如前所應允的薪資給一些來此工作者，有一些澎湖的成人們暗中商

議要偷偷離開此地，登聰在旁聽到此議，乃暗中收集些鍋巴、飲用水備用。某日

夜間發覺大人們已離開時，登聰攜帶所準備的物品在後追趕著。此時六龜尚屬番

社，番人有出草獵人頭習俗，四處偶見骷顱頭，驚駭萬分。中午時分才發現到那

些成人們正在溪邊預備舉炊時，登聰就拿出鍋巴等與之分食，此時就已展現出精

靈的一面。之後再到屏東與兄長學習鐵工、木工、煮漆等行業，遠離故鄉後體會

到習武強身的重要。

登聰師承蠻多的，有人稱「續師」的西衛人吳續，20學習達尊拳。康熙23年

（1684）清朝平定明鄭臺灣後，嚴禁漢人習武，當時流行五禽戲、動氣功及八段

錦等運動。此套類似健身操的動氣功到了福建之後，變成了「達尊拳」（也稱羅

漢拳）的基本功夫。21當「續師」已經將擅長的功夫教完後，再無絕學傳授時，

乃推薦師兄暗澳（今馬公市東文里）陳龜。

陳龜人稱之「龜師」，出自少林派，精永春拳。22永春拳的力量來源於拳手

19	 家屬以農曆計算為104歲，前後橫跨第19-21三個世紀。

20	 吳續生於清光緒7年（1881），卒於日治昭和17年（1942），享壽60歲。

21	 見維基百科之十八，「羅漢手」解釋。

22　也可寫做詠春、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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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腳下和穿過身體的中心線，拳手表面的中心線在拳手身前，它是一條假想線，

起與拳手頭頂中間部位，然後，由身體中間穿行至陰部。由於永春拳的發力基於

身體的中心線，這就使拳手出拳力量直接來源於拳手身體背部的大肌肉群，這種

發力方式與那些力量來源於腰與臂部肌肉的武術體系形成鮮明對比。永春拳鬥士

開始出拳時，他的肘部在尋求身體的中心線；當肘部尋找到自己身體的中心線

後，拳手發出的拳擊便真切而能出中要害，這是因為身體與手臂在一條直接上的

沖拳能產生令人意想不到的強大力量。23

昭和6年（1931）「龜師」又傳授了木人樁練法，24登聰非常喜歡，認為武

術對手多為武師，皮肉筋骨強硬，若不常常練習，恐怕無法取勝。練拳腳時多選

擇在田地處，練到泥沙地都會震動。

「龜師」偶而會在酒酣半醉時展現真功夫，登聰則在旁強記，次日就可以演

練出來，「龜師」謔稱登聰為「拳頭鬼」。

除這二位師承之外，登聰也曾經到臺灣各地武術館，手捧「二十四版帖」25

拜師，除束脩外，同時禮數周到，會以一年四季、每季2套時節衣物來奉養師

傅，且不恥下問、認真習藝以學得真功夫，俟師傅告知已無絕學可教，並介紹另

一名師時才止。26

「登聰師」雖然身材短小精幹，但可以一次踢出3個不同方向的腳部功夫絕

招，且臀部厚實，倘若被晃到，對手一定倒地無法爬起，所以有「登聰腳」之

稱；再加上師兄的功夫，兩人被稱為「登聰腳、久兮手」，享譽南臺灣及澎湖地

區。（見相片3-6）

23	 見中華五千年網，http//:www.zh5000.com/ZHJD/zgws

24	 木人樁是將永春拳小練頭、尋橋、彪指三套拳的攻法、手法、步法、腿法融合在一起的一種摸擬練

習，它充分體現了永春拳的實戰意識與技擊方法；它以壓腰，徒手對練，永春推手同屬對抗性訓練

手段。

25	 一張長卷宣紙，左右依序摺疊，成一拜帖之稱。

26	 徒弟薛流湖提及：登聰師由南臺灣到北臺灣，曾拜有13位武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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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3： 木人全面圖（民國20年應為昭和6年

才是正確的）-家屬莊啟煌提供

相片4：木人身部圖-家屬莊啟煌提供

相片5：登聰師拳譜之一-家屬莊啟煌提供 相片6：登聰師拳譜之二-家屬莊啟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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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武術與醫藥

日治時期登聰多生活在臺灣下層社會中，與人對打機率高。因為每天都會持

續的練習，所以能有先觀察對方擺出何種姿勢，即知其動作如何，並馬上反擊的

能力。

在高雄鼓山淺野士敏土株式會社高雄廠工作時（今臺灣水泥公司鼓山廠），

曾經碰到有一日本浪人全身精光，只圍著「」，27刺青遍身，身上抹

油，在五塊厝（今高雄市苓雅區）附近意圖不軌，日本刑警不敢近身，登聰見義

勇為趨前擒拿，因而獲頒榮譽狀。

相片7：高雄鼓山武德殿 相片8：高雄鼓山武德殿柱面上的浮雕

27	 讀如「渾都洗」，日本男子的兜擋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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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9：高雄陳中和偕長子啟貞、四子啟峰向霧

峰林獻堂賀年名片

相片10：高雄市苓雅區陳中和故居-洋樓右側

武德殿為日本人舉辦演武大會的場所，日人為了宣揚武士道精神，並維持日

本固有武技，因此在臺灣各地重要市鎮建立武道館，現存的幾處武德殿皆是日治

時期所遺留下來的歷史建築。高雄鼓山的武德殿是在大正13年（1924）建於哈

瑪星登山路，建築內部結構為東邊劍道區，西邊柔道區，可容納一百餘人，提供

當時的青年及警察練習柔道、劍道。外觀是傳統的日本寺殿式磚造建築，入口門

廊有仿羅馬式柱子，柱面上有箭形及靶形浮雕，也隱喻了武德殿之原始傳統武藝

活動。28（見相片7-8）

登聰師被邀請到鼓山武德殿參加武術比賽，日人派出3位柔道高手，車輪戰

均告失利，欲派第4位對手時登聰拒絕再戰，因而獲得柔道3段證書。雖被一直

遊說能參與日本人的武術團體，但登聰本著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情況，因而沒有答

應。 

多年來每日均能定時的練武，不畏風雨天，甚至過年時勤練依舊，充分掌

握萬法不離其宗尊重「拳」的精神。由於薄有名聲，高雄的「新興製糖株式會

28	 臺灣光復後此建物幾經荒廢，後由鼓山國小代管，曾經充當教室以及教職員宿舍使用，民國88年

（1999）4月22日，高雄市政府列為市定古蹟。見高雄市文化局之打狗文化資產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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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9社長陳中和曾聘請登聰師為教頭，指導其四子陳啟峰的武術。（見相片

9-10）

日治昭和7年（1932）向高雄州知事野口敏怡申請了高雄州賣藥製造許可

證。昭和11年（1936）3月9日被核准接骨營業，項目有：折骨（骨折）、脫舊

（脫臼）、筋痠、捻挫、30折身；並經由莊媽江醫師於昭和14年（1939）11月6

日證明有接骨技術，乃得到高雄州知事赤掘鐵吉申請高雄州接骨營業許可願。31

（見相片11-12）

相片11：昭和7年（1932）賣藥製造許可證 相片12：昭和14年（1939）接骨營業許可證

另再根據眾家師傅所傳授之醫理、跌打損傷祕方等申請製藥，工廠設於高雄

州高雄市北野町一丁目43番地（今高雄市鹽埕區大公路），製造丹膏丸散等藥品

來販售，32風評不錯。

29	 陳福謙先生所經營的順和棧在光緒16年（1890）時，控制高雄地區半數以上的糖業，陳中和出身於順

和棧而後自立門戶，於明治33年（1900）投入三井財閥籌設臺灣製糖株式會社，成為該會社之董事，

並於明治36年（1903）另組新興製糖合資會社，隔年位於大寮鄉的新興製糖廠也竣工開始生產。

30	 捻挫即日文扭到，日文為（）。

31	 莊媽江（1897-1982）畢業於臺北醫學校、日本醫科大學。大正9年（1920）開設平和醫院，是高雄

市第一位臺灣籍的西醫。

32	 藥品名稱為養血扶氣丸、婦女白帶丸、花柳解毒丸、打傷七厘散、消腫去傷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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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戰末期，因接骨營業、賣藥店面及所擁有的2張許可證被美機轟炸

後燒毀，乃於民國35年（1946）向高雄市長黃仲圖33重新申請高雄接骨營業許

可。民國39年（1950）6月經高雄市警察局核可在前金區扶興巷開設「建昌國術

館」。

此時登聰師已年過半百，時常澎湖、高雄兩地往返。友人蔡繼承時任馬公銅

山館負責人，告之無論在高雄或是澎湖，都是在濟世救人，且年齡已長，更應該

回故鄉才是。所以就回來澎湖，在中央街頂街四孔井附近租屋，開設國術館，以

治療跌打損傷來服務澎湖鄉親，也收受對武術有興趣的青年為徒傳授國術，店名

仍延續高雄之「建昌」。（見相片13）「街內」在民國40年代人潮最多，是澎湖

最繁榮的地區，加上附近又有中西村的鄉親在此開店做生意，34所以是蠻適當的

地點。

民國43年（1954）澎湖縣政府給與醫事人員開業執照。民國47年（1958）

澎湖縣警察局發給戒嚴期間醫師通行證。民國65-66年（1976-77）得到國術損傷

接骨技術員及國術損傷接骨技術員從業執照。（見相片14）

33	 黃仲圖為臺灣省轄時期官派第二屆高雄市市長，任期為民國35年（1946）7月至次年8月。

34	 有薛庚寅的乾益堂中藥行，張欲朝、張文專兄弟的華麗洗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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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13：四孔井東側的建昌接骨院-取自《媽宮情懷》 相片14：民國47年（1958）戒嚴期間

澎湖縣醫師通行證

60餘歲之後多住在故鄉西寮，若有患者需要治療時，就要到中西村去。多年

的行醫接骨經驗，乃自己設計製作了獨一無二的拖骨機來使用，對年歲漸大的登

聰師助益甚多，效果奇佳。（見相片15-16）

對於接骨登聰師更是在行，早期在高雄時，有屏東某翻砂廠少東曾因骨輪

問題由登聰師加以整治，三、四人合力拉之，俟骨頭對位後封藥包紮再以竹條固

定，痊癒後看不出來有骨折的後遺症。民國40年代後期，在澎湖有因炸山開路

者，不幸被大石塊砸到，腿部粉碎性骨折，情況危急前往就醫，登聰急電召留在

高雄承襲衣缽醫治類似症狀的兒子回鄉幫忙；先以橫竿上掛著轆轤借力來拉開患

者斷裂且沾黏的骨頭處，再將碎骨處理好，貼上自製膏藥，最後用竹片固定，竹

片上纏上藥液的紗布，這樣經過一年的治療，無礙痊癒了。另有西寮小孩將球夾

於膝彎處，摔倒後腿骨斷成數截，經診斷包紮後仍持續每天巡視3次，拿著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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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量，痊癒後並無長短腳現象。35

相片15：自製拖骨機圖 相片16：拖骨機滑輪

因練木人樁，硬碰硬常有瘀血內傷在身，此時會以「武學針灸」方式來處

理，先用新的縫衣針挑破皮膚，再以新削薄的竹筒放入含有末藥、乳香等藥材36

的鍋子浸煮後拿出，用類似拔罐手法吸出污血，歷經數次後換新再處理，效果奇

佳。因係自己親身的體驗，用來得心應手。

「武胡行筋散」是登聰師常使用的練武、運動輔助藥粉，有徒弟洪水蓮（曾

任監察委員洪照男之父）與鐵牛師（後來販製有運功散，有去傷、解瘀、透中氣

功效）要好，曾以拳法交換對方的秘方，登聰師仔細觀察後認為這是百草藥方，

還是自己的藥方效果較好。（見相片17）

此外，因未習得中醫常用的把脈技術，所以多以外表或外部的看診為主，到

35	 分別由登聰兒子啟煌、啟南及徒弟黃如德口述告知。

36	 李時珍《本草綱目》提及：乳香活血，末藥散血，皆能止痛消腫、生肌，故二藥每每相兼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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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接骨時也會佐以X光片子以求完善。

民國66年（1977）已屆80高齡的登聰師，還領有臺灣省國術會團體會員的

登記證書，真是老當益壯。（見相片18）

相片17：武胡行筋散藥方-家屬

莊啟南提供

相片18：民國65年（1976）的國術損傷接骨技術員登記證

五、在堪輿學上的造詣

堪輿（相地、堪基、相宅）乃先觀察地形地貌再蓋房子或作墳墓的學問，也

稱為看風水。37「堪輿」二字始見於淮南王劉安之《淮南子》一書。許慎《說文

解字》注之：「堪，天道也；輿，地道也」。《說文通訓》謂「堪為高處，輿為

低處，天高地下之義」。俗稱「風水地理」，乃取得「藏風得水」之意。38

37	 李乾朗，2003，《台灣古建築圖解事典》，遠流，台北，頁143。

38	 林永裕，2008，《塔位陰陽宅正典》，文國，台南，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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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屏東的莊和欽39是登聰師的堪輿啟蒙老師，他曾為登聰批斷生辰八字

為：「前生有德，乃能於天、月德日出生，40主壽數會高，忌做虧心事」。

另在高雄也與溫州籍的「一川師」學習過武術、療傷治病、相命等，兩人情

同父子。當「一川師」49歲時曾自己算出可能會在某日往生，囑咐登聰：「七月

某日，白馬行高山，此劫無法過，此日要早來送別」，當登聰到達時發現一川師

已坐化於天公爐下鋪著紅綾的轎椅上。因一川師無子女，後事都由登聰來處理。

（見相片19-22）

相片19：莊登聰之《地理參考書》 相片20：《地理參考書》內之筆記

39	 莊和欽，甘肅省天水縣人，生卒年不詳，有家傳《天水堂山白索引覽訣》一書傳授給莊丁進。

40	 月德乃太陰之德，功能與天德略同而稍遜入命。主福分深厚、長壽、不犯官刑。天德是陽德，其功效

明顯，月德是陰德，其功效隱密。天、月德若同會，力量集中，濟世利人，社會咸欽，萬福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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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21：登聰師使用之羅盤 相片22：羅盤背面寫有製造地

登聰師的老家位在將進入中正橋的澎湖203縣道東側處，這裡有向西民房數

間，其中登聰的一樓瓦房方位與其他住家略有差異，取「坐甲向庚」（即坐東北東

75°朝西南西255°），前方龍邊有一高地名為「山仔尾頂」，41似文筆般；這是登

聰師特別挑選，並於元宵節上燈日動土。每逢日落時分，會有從西嶼鄉內垵處的一

道光線照射入住宅大廳佛龕處，目睹此情形者莫不嘖嘖稱奇。（見相片23-24）

相片23：「坐甲向庚」的西寮故居 相片24：中西村山仔尾頂高地

41	 「山仔」可合讀為「黍」，也稱為煙墩頂，於中正橋西，下潭南岸，今青島養殖公司西南側，原為一

高地，地質為土石（俗稱ㄊㄨㄚˊ），土壤貧瘠，離社區較遠，七○年代後已成廢耕地，澎湖縣中潭

新社區計劃，原擬於此設遊樂區，因條件談不攏而終止。煙墩頂屬海防高地，令尚有碉堡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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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小時候家庭環境所致，書讀不多，常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形，但

無損登聰師在這方面的成就。深知勤能補拙，常背口訣，對每年所出版的通書都

會詳細瀏覽一番，先詳細瞭解60甲子運途，若有遇到其他堪輿者會與之討論、詰

問，直到對方技窮無法回答為止。也常告誡在旁的幼子說：若不瞭解，僅能引用

之；人為力量是不能改變自然力量的。

登聰師對於家鄉日後的發展至為關心，常以堪輿所得，苦口婆心諄諄告誡，

但往往因不敵眾人之議而有所遺憾，那就是有關中正橋涵洞的開挖及中西漁港開

築。當地人稱中正橋為蟳【虫廣】橋，42原為實心橋樑，清代稱為繼安橋，日治

時期叫做彌榮橋，兩側沒有護堤，光復後改為今之名稱，是西寮與白沙鄉中屯島

之間的交通要道。有鑒於民國63年（1974）11月2日曾有公車在永安橋南端轉彎

處因閃避積水坑洞，不幸墜海悲劇，乘客死傷慘重。為求東西方海水能流通，緩

和波浪衝擊，乃設涵洞、上抬高度並拓寬橋面，於民國65年（1976）3月動工，

歷經1年完成，路人稱便。43（見相片25）

相片25：改繪之《臺灣堡圖》中屯附近圖 相片26：中西漁港

42	 因電腦中無此字，為便其他電腦亦能辨識，不特別使用造字功能，用此合字方式，並以【】標示。

43	 謝國興，2005：《續修澎湖縣志-卷六交通志》，澎湖：澎湖縣政府，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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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登聰師於村民大會時要求施工單位不可將涵洞留得過大，且位置不宜在

彎曲處，要在近中屯島那邊。其看法為漲潮時要能「藏鋒聚氣」，水動則氣動，

魚蝦吃活水，才不會影響漁民生計。

中西村本無漁港，民國69年（1980）開始興建，屬第四類漁港，44位處澎湖

島北端，西南鄰中正橋，西北伸入海域85公尺之防波堤兼碼頭，再向西延建38公

尺，配合西南側突堤碼頭所成之簡易漁港。現有泊地約4,500平方公尺，碼頭165

公尺，路堤43公尺。由於泊地航道低潮時水深不足，船筏需候潮進出。由於位於

中正橋旁，中正橋護岸反射之西南向波浪，影響本港水域穩靜，「澎湖縣港澳整

體發展評估規劃」中將本港列為區里船筏漁業基地。本港主要漁撈方式為一支釣

等，附近有水產養殖，以石斑等高經濟價值漁種為主。45（見相片26）

中西村船筏數目不多，登聰師認為漁港的開挖會損及經過此地的龍脈，主

中西人口外移情形較多，常住的村民會越來越少；果不其然，由歷年戶口統計可

瞭解此情形。漁港興建的民國69年（1980）尚有282人，以後逐年下降，到89年

（2000）僅有169人而已。46登聰師認為他無力保護家鄉地理，深深引以為憾。

民國84年（1995）登聰師年壽已高，走路時腳步已不太穩，但仍一手提著

自行穿孔打結的通書，47一手拿著羅盤，努力尋找中西村好的地理風水，這是念

茲在茲最後為家鄉貢獻所學了。（見相片27-28）

44	 主要是指離島或偏遠地區的作業漁船臨時停泊或避風港。

45	 見農委會漁業署之澎湖縣重要漁港簡介。

46	 見表五中西村歷年人口表（1951-2007）。

47	 此通書為《聚福堂呂逢元通書便覽》，民國84年（1995）版。



精通「國術、醫藥、堪輿」三絕的西寮登聰師

139

相片27：莊和欽所傳的勘輿書 相片28：民國84年（1995）聚福堂《呂逢元通

書便覽》封面，有登聰師親手打的繩結

六、徒弟們

登聰收徒時需自備束脩，先練馬步、夾臀3個月以固下盤，48並以藥洗浸泡

手腳練習「伴手」（對打），打十字形拳母。並會針對徒弟資質不同而做個別指

導。因永春屬借力使力的靈巧拳法，體格較小者多教此拳；達尊講究以牙還牙

用力較多，體格高壯者多教此拳。常告誡徒弟們要以護己強身為目的，不可仗

藝欺人；若是非常孝順父母者，多得到登聰師的疼愛，也會多指導一番給與「插

步」。49 

48	 澎湖本地俗稱「下卦」。

49	 「插步」是指每次練功時師傅私下告知一些訣竅。訪談登聰師的徒弟黃寬永、黃如德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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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林投人呂元宵是登聰師首徒，他不畏此時正逢民國3 6年（1 9 4 7）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社會風氣不宜結社等情況，於8月8日在高雄市拜師學藝，

留有「關聘」50一份，其內容如下：（見相片29）

　　久慕

莊夫子國術之精、武德功深，早為遐邇馳名，人所欽仰，莫不爭相羅致，願列門

牆，不佞等雖向（嚮）往有心終難如願以償。茲幸機緣，會逢　夫子旋歸珂

里，吾儕鑑及青年必須文武兼備，以應國家之需要，以提高民族之武德，鍛

鍊堅強體魄，為將來有為之青年。素仰

夫子熱心愛國，當不惜老邁餘力，為國培就青年武德之功用，特不揣冒昧，肅柬

恭邀

夫子主持傳授，俾不佞等得霑化雨，則幸甚感甚！

　　　　茲謹立誓約如左：

　　一、以鍛鍊體魄發揚國術為宗旨。

　　二、加強意識，提高民族精神。

　　三、不欺弱、不凌寡。

　　四、杜三戒、絕妄為。51

　　五、奉公守法，不敢越軌。

　　六、正義為本，大道為公。

　　七、刻苦耐勞，努力奮勉。

　　八、團結奮鬥，親愛精誠。

　　九、效法先烈，苦幹到底。

　　十、反共抗俄，復國殺敵。

50	 古時延訂賓師之書，曰關書，亦曰關聘，上載所任之事及酬報之數，其實就是契約書。此處是指拜

師習藝的切結書。

51	 唐朝柳宗元有〈三戒並序〉一文，由三篇寓言組成，「三戒」就是三件值得人們警戒的事。至於關

聘內提及的三戒為何？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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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

　　如敢有違，神人共殛，不佞呂元宵等

　　　　謹此

誓約

　　　　　　　　　　　　　　棣呂元宵謹拜

中華民國參十六年八月八日

相片29：呂元宵拜師之關聘-家屬莊啟煌提供

相片30：吳明傑拜師之誓約書-家屬莊啟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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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登聰的師傅吳續孫子吳明傑拜師學藝之誓約書，其內容如下：（見相片

30）

　立誓約者吳明傑係澎湖縣西衛人，自少列入全縣湖西鄉西寮國術家

莊教師門牆之下，承蒙教師盡藝之道，諄諄相傳，此恩之重、此德之深，

　永矢不忘大德，如敢背心，願受神人共棄：

　　一、無背恩義，無視師如仇。

　　二、無違師訓，無持強凌弱。

　　三、無不法橫行以玷辱師德。

　　四、視世兄弟等如手足，絕不將恩為仇。

　　五、如有犯此種種行為，甘受神人共誅或死亡或殘疾，願受其一以儆

　　　　負義之徒。

此誓

　　　　　　本縣西衛受業吳明傑立言

　　　　謹奉

莊恩師　鈞鑒

中華民國四十三年三月廿六日

此時正值戒嚴時代，所以關聘或誓約書有些內容，寫有如此反共抗俄的愛國

文字於上，也就不足為奇了。

民國41年（1952）7月6-7日一連兩晚在高雄市體育場內有各家各派的武術表

演節目，此時登聰師擁有編號第5號的「臺灣省國術會會員章」，當然就不落人

後，責由大弟子呂元宵領銜率師弟們分別參與。依節目單出場次序有：搖身，莊

啟煌；永春閃身，呂元宵、莊啟山；永春上下，洪水上；永春半下卦，王金福、

許順立；永春雙鞭，呂元宵；永春四門，吳清道；永春打橋，吳自和；永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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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王文興。52這些永春拳的項目印證俗云：「北有太極，南有永春」之說，可

見永春拳流傳之廣。（見相片31-33）

相片31：臺灣省國術會會員章正面 相片32：臺灣省國術會會員章背面

相片33：民國41年（1952）高雄市國術會表演節目單

52	 見民國41年（1952）7月7-8日高雄市武術表演節目單。



144

澎湖研究　第九屆學術研討會　論文輯

澎湖寺廟眾多，一些廟會活動多需要體格強壯者參與，每當神明金身乘轎

出巡時，必定有手持涼傘走在神轎之前，擔任前導和隨扈的任務，其中夯涼傘者

若有武術底子那就更相得益彰了。涼傘的功能有二：其一是每次神明金身離轎後

至入廟之前，涼傘手必須以涼傘在金身上面遮擋陽光。二為當有神明互訪時，主

客雙方神轎會在村莊入口處相會，雙方涼傘手開始行「接禮」，等於是以「踏涼

傘」儀式向對方致意和問候，這時是涼傘手表現其功夫的時刻，也是涼傘技藝的

精華所在。53

登聰師及好友「鐵牛師」所指導的涼傘步法有：五梅坐蓮、54童子拜佛、合

卦、八卦、55四門斗底56等，由師兄學會後再來教導師弟。其中有門徒黃寬永曾

為文澳祖師廟舉過重達23斤的涼傘，當開始踏出左腳步時則右手置於上，右腳

起則左手置於上，舞得虎虎生風，真是個練家子。57關門弟子黃如德是「開臺澎

湖天后宮」委員，民國95年（2006）12月23-24日全臺5州媽祖大會香於屏東舉行

時，以「五梅坐蓮」的涼傘步法吸引其他陣頭的目光；次年更在泉州天后宮的中

庭為泉州會香的活動中踏了一段澎湖的涼傘，讓大陸方面開了個眼界。58（見相

片34-35）

53	 研究澎湖涼傘科儀的文史工作者洪敏聰所述。

54	 坐蓮施作時需略微跳起，落地時兩腳盤坐於地上，是涼傘套路較困難的動作，腳筋要鬆軟，否容則

易受傷。黃寬永提及若涼傘手無法踏完全部步法，坐不下去時就要趕快結束，以免漏氣。

55	 指導龍門國小踏涼傘的洪瑞達說：例如八卦陣，就是用來展現易經中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

象生八卦的道理與意涵。

56	 《封神演義》68卷提及姜子牙擺陣有：一字長蛇陣、二龍出水陣、三山月兒陣、四門斗底陣、五虎

巴山陣、六甲迷魂陣、七縱七擒陣、八卦陰陽子母陣、九宮八卦陣、十代明王陣、天地三才陣等。

或謂發生於北宋咸平6年（1002）的「望都之戰」，是宋遼澶淵盟約前的最後一場戰役，雙方有各

類的陣法；在宋朝《常用陣型武經總要》記載：本朝常陣制有大陣，即中軍陣也。佈陣之法，大

約指畫分明，進退有節，審地勢，設陣形。或排長陣（常山地陣也），或排方陣（今號四門斗底

陣）。

57	 黃寬永目前75歲，仍在北辰市場從事從事蔬菜販售業，23歲時拜登聰為師。

58	 黃如德目前71歲，仍在重光市場從事從事海產加工販售業，18歲時拜登聰為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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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34：民國95年（2006）黃如德於屏東「五州媽祖大

會香」活動中踏涼傘

相片35：民國96年（2007）黃如

德於泉州天后宮

七、子女眼中的登聰師

有此一說：「冬睡不蒙頭，夏睡不露肚」，所以登聰師要求子女們睡覺時，

腹部都要蓋上被子，常常於起床練功前巡視一番；若有因天熱貪求涼快沒有遵守

規定而露肚者，必遭申斥。更要求子女背誦「子膽、丑肝、寅肺、卯大腸、辰

胃、巳脾、午心、未小腸、申膀胱、酉腎、戌心包、亥三焦」這個生理時鐘對

應臟腑情形的口訣。59有人將其編成歌訣較好記住，內容如下：「肺寅大卯胃辰

宮，巳脾心午小未中，申胱酉腎心包戌，亥三子膽丑肝通」。（見相片36）

每晚9-11點為亥時，此時三焦經旺，三焦通百脈。於亥時入眠，百脈皆得濡

養，故高齡老人得共同特點即亥時之前入睡，登聰師亦如此。因不煙不酒，顯得

59€€	 見黃文燦中西醫藥師之〈生理時鐘對臟腑的時療（食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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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長壽；且西寮老家「坐甲向庚」的風水寶地，主一家之長壽命長。更因長

年練武，體內循環順暢，晚年身體檢查時，醫生告知心臟血液流量是常人2倍之

多。利用木工手藝基礎，曾自製瓜子弦一把，閒來無事拉拉哼哼著南管「金花趕

羊」曲目，自得其樂；飲食簡單、較少煩惱也是登聰能長壽的原因之一。（見相

片37）

相片36：生理時鐘對臟腑的時療（食療）-黃文燦

中西醫藥師

相片37：自製的瓜子弦

登聰教導子女至為嚴厲，因練武手勁較重，所以不敢以動手腳方式來處罰，

多用口頭告誡，情節較重者責罰其跪在祖先牌位前懺悔，往往達一整天之久。不

希望晚輩走政治、金融、影劇等這些路線，可多往醫藥方面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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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益 

珍珠港事件後，登聰曾疏散回澎湖，收回家鄉祖業，重建家園。由於澎湖

亦迭遭空襲，大家忙著躲防空洞，學校課程幾乎停頓，子女及鄰居的學子無所事

事，有鑑於此，乃聘請人稱「步先」的潭邊村漢文老師歐百步，假西寮民宅教授

漢學。

中西村西寮代天宮在民國55年（1966）及80年（1991）有過2次重建工程，村

民捐款踴躍，登聰師也不例外。60因西寮代天宮廟埕面積較小，第2次修建時登聰

師的家人將廟前的土地讓廟方無條件來使用。（見相片38-39）廟內有數對聯柱，

是由鄉親所捐獻的，多刻有信徒的名字；登聰所奉獻的聯柱，並沒有雋刻上自己

的姓名，為善不欲人知。廟中神轎雕刻精美，更是登聰利用閒暇時製作完成的。

相片38：西寮代天宮外觀 相片39：民國80年（1991）捐款西寮代天宮

中西村下寮溝尾兩側為濫葬崗，為防海水倒灌，築有防坡堤，左（西）邊

防坡堤內有一萬善堂，村人稱之「下寮宮仔」，旁有一冢，埋葬無主屍骨，屬陰

祠。村人攄魚栽時於此休憩換衣褲。若有村中未出嫁之女子，死後牌位不得於家

60	 登聰分別在民國55年（1966）捐款新台幣3100元，及民國80年（1991）捐款12萬元來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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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與祖先並列奉祀時，亦寄放於此，故婦孺對此下寮宮仔有所忌諱。61

登聰師每日下午都會到此地燒香奉茶，此建物後因颱風侵襲緣故損壞傾頹，

骨骸四散，於心不忍，乃出面召集在馬公經商有成的村人合力出資重修。堂中之

「陰陽公」神像係登聰某日午寐時夢到，以馬公陰陽堂神像為模樣，出資委由講

美村石雕師傅雕製完成。（見相片40）

俗云：「踏地靈，萬世貧」，所以登聰不輕易以莊和欽所傳授的堪輿學幫別

人查探風水寶地。但也有例外，那就是義助知己友人尋找壙地，以了多年朋友一

場的情分。

相片40：中西村萬善公廟內部 相片41：手繪佳城圖樣-家屬莊啟煌提供

61	 杜奉賢，2010：《湖西鄉志》第肆篇歷史篇，澎湖：湖西鄉公所，頁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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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子壽雙全

民國87年（1998）登聰師已屆百歲之齡，有時任省長的宋楚瑜以「福壽雙

全」金戒指乙枚恭賀重陽節人瑞；之後兩年也得到內政部張博雅、黃主文兩部長

的「翠柏鶴齡」、「長命富貴」金牌賀節。

晚年時登聰師體健目明子壽雙全，62但常提及一些在西寮、沙港、中屯的兒

時玩伴已經都不在世了，感覺很寂寞；且世人總有一天會離開人間，所以曾經手

繪自訂墓塚規格，畫好佳城圖樣。壙地坐北朝南，卦象為「天風姤」63向「地雷

復」卦，64主男聰女秀、歲數高登。（見相片41-43）

相片42：登聰師與兒子們 相片43：民國88年（1999）內政部致贈的重

陽節金牌

62	 莊丁進生於明治32年（1899），卒於民國90年（2001）。先後有3位夫人，養育有9子10女，六代同

堂，孫輩多達200餘人。次子啟昌高等法院退休；3子啟瑞承襲衣缽專研醫傷接骨之術；4子啟煌任

職馬公輪船裝卸公司；7子啟炎婦產專科醫師；長子啟山、5子啟輝、6子啟華、8子清湶、9子啟南

皆為公司行號棟樑；孫輩中有3女2男從事醫生行業。

63	 天風姤卦是《易經》第44卦，乾上巽下。

64	 地雷復卦為《易經》第24卦，坤上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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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0年（2001）登聰師駕鶴西歸，各界所送的輓聯不計其數，有當時總

統陳水扁的「福壽全歸」，連戰的「碩範永存」等。

十、後記

民國52年（1953）夏月某日近中午時分，是時筆者11歲，與鄰居孩童數人

結伴到馬公市區中正路底的蔣介石銅像處遊玩，65銅像前方有已乾涸的小池子，

池邊為水泥牆欄環繞。因跨越水池嬉戲時不慎撞及腹部，當場倒地昏厥，有旁人

告知在附近啟明市場做生意的家父母，聞訊趕來，驚恐萬分，但竟然沒有送到中

正路的澎湖醫院，反而來到四孔井旁的建昌接骨院處；經登聰師以精湛的中藥國

術，妙手回春救治起來，再投以數十帖跌打損傷的藥劑，總算無礙。因年幼，事

後對於救命恩人並無太多的印象。今逢撰寫此文，與父母親談起時，才告知此事

緣由，登聰師與筆者之間有如是的關係，受恩者豈能不盡心盡力為登聰師留下傳

奇一生的紀錄歟！

另亦提供相關資料，交由擅長兒童文學的老師改編、再由中西村子弟繪圖的

《登聰腳、無敵腳》鄉土兒童繪本，參與澎湖縣政府文化局98年菊島故事繪本徵

選活動；雖未獲選，但能讓孩童以不同方式瞭解地方傳奇人物，更深刻的認識澎

湖，進而培養出愛護鄉土的下一代。

65	 此處原為清代媽宮城迎薰門處，目前銅像已拆除，安置於澎湖第一賓館庭園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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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通「國術、醫藥、勘輿」三絕學的西
寮登聰師

發表人：高啟進

評論人：陳定國

評論內容：

鄙人才學不如高老師，豈敢講評，僅就本文與文中主人翁鄉先輩登聰師二方

面，提出淺見，至盼諸先進賢達不吝斧正。

一、正文

幽默兼翻譯大師林語堂博士曾說：翻譯的藝術要做到「信、達、雅」。我

想這三字若用於文史研究工作上仍十分貼切。熟覽本文，高老師之功力似已趨近

此境界矣。以翻譯而言，「信」是保留作者原意，以史記方志而言是指史料信而

有徵。「達」是有條不紊，流暢無礙。「雅」是淺顯優美，如響美食。鄉志人物

篇，家人、族人、里人讀之，頓覺與有榮焉，見賢思齊之心油然而生，社會亦蔚

然興起一股向善向上之風，其移易風俗，變化人心之功偉矣，故鄉志人物篇猶如

史記之本紀，世家，列傳，最能引人入勝，令人百讀不厭。高老師自受命以來，

或借閱史書典籍，或電話查詢，或騎車搭機來往於馬公、湖西、台灣三地之間，

雖本鄉尚無志書，文獻不足，田野調查缺乏，仍能克服萬難，在所有撰搞人員

中，完稿最早，史料最詳實，他日湖西鄉志若被譽為澎湖五鄉一市之冠，最能媲

美績修澎湖縣志，則高老師功不可沒，在此謹代表陳鄉長與全禮鄉民向高老師致

十二萬分之敬意與謝意。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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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除信達雅外，最難能可貴者實乃蒐集並保存許多珍貴的圖表與相片，能

增廣讀者之見聞。如從拜師之關聘誓約書可看出古人如何尊師重道，與當時反共

愛國教育之成功，統治者又是如何箝制人民思想。

底下有些疑義，在此就教於各位。

1. 標題「國術、醫藥、堪輿」三絕學，「學」字若省略，唸來較順暢，也不致衍

生歧義。「絕」字在此指特有的、獨到的，表示作者於此有獨特、獨到之處。 

如「三絕詩書畫，一官歸去來」。「絕學」有二義，如老子「絕學棄智」，指

絕棄學問；又如「漢承亡秦絕學」，指中斷之學術。

2. 「登聰腳、久兮手」，登聰與久兮對舉，使人誤認「兮」字為實字，改為

「仔」字或許較妥。作者在鄉志「莊丁進」一文中，將「久」雙引號 • 表示

「久」為其名，「兮」字是詞尾無義，則無此語弊。在漢字語法中如昵稱我為

「阿國」或「國仔」，「阿」是詞頭，「仔」是詞尾，同樣無義。就漢字用法

而言，「兮」是語中或語末助詞，「仔」是詞尾，詞尾不等同語助詞，高老師

用「久兮」應是採用楊青矗台華雙語辭典「兮」字台音ㄝ，但不能當詞尾，

「仔」字泉州音ㄝˋ，漳州音ㄚˋ，故白沙林文鎮稱我「國ㄚˋ」，湖西蔡福

松稱我為「國ㄝˋ」。

3. 介紹「西寮位置與人口變化」一節篇幅過長，讀者對小地方興趣缺缺，著墨過

多，反令人厭煩，如著錦衣於華室中仍戴帽，頓覺突兀。若於童年及拜師一

節中僅以「莊丁進湖西鄉中西村西寮人氏，西寮乃位於中正橋南之貧窮小漁

村。」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即可。

4. 西寮一節考證古今地名，採用錯誤原始資料：如相片2湖西鄉地名，沙港與鼎

灣間之「關帝廟」應是「開帝殿」之誤。引述洪根深先祖父洪杞澎湖地名詩

「鼎爐上下對中分，大鼎在乾小鼎坤」，誤斷大鼎是西寮，小鼎是鼎灣。雖

然八卦圖方位乾北坤南，實則相反，周易本義邵康節說：「乾南坤北、離東

坎西………」足見大鼎是鼎灣，小鼎是中西。白沙有大小赤崁，西嶼有大小

池角，地大人多者稱大，鼎灣人口面積實大於中西。此外引述澎湖紀略「上



精通「國術、醫藥、堪輿」三絕的西寮登聰師

153

鼎灣……下鼎灣……頭鼎灣」論斷上鼎灣是西寮，鼎灣頭是中寮，似乎亦有問

題，依常理行文「上下」對舉，而後「頭」，頭不應在上下之間，而應在二者

之上，以馬公往白沙路線之先後與距離應是馬公，鼎灣、中寮、西寮，故中寮

是上鼎灣，西寮是鼎灣頭。

5. 以中西人口逐年遞減之圖表印證風水地理害人之說純屬附會迷信。人口銳減於

澎為甚，因素很多，如節育政策，生活困難而人口外移，瘟疫天災……等，瘟

疫天災有人解讀為鬼神降禍，而近年來中西有少數人死於癌症、心臟病，此二

病為近年來台灣十大死亡病因之首，非特中西村獨有。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

術，使中華文化燦爛，國勢強盛，而其陰陽五行之說荼毒中國數千年，導致科

學落後，士生於世，若不能遏止邪說惡俗，亦不當助長此風。

6. 拜暗澳陳龜為師，「暗澳」若夾注（今之東西文里）更妥，今之年輕人已不知

暗澳為何，況後之來者。

7. 日本浪人所穿中央檔布，如在日文後夾注（讀如渾都洗），不諳日文者讀此則

學一日語矣。

8. 第八頁註 25 ，徒弟「薛流澎」，應是「薛流湖」之誤，可能因高植澎、何寄

澎、吳達澎 … 等名人而誤導。

9. 黍尾頂高地，「黍」應寫為「山仔」較妥，國音有合讀，如「不須要」，讀為

「不消」，「不一樣」讀為ㄅ一ㄤˋ，台語亦同，如「礁仔」合讀為「地」，

「山仔」合讀為「黍」，於此寫「山仔」後面夾注（讀如黍），如此不致衍生

歧義，因語言非憑空而起，有其音必有其義，音相近則義亦相近。

10.後記言及登聰師育有九子十女，若於下面註釋中說明長子為其養子，細說緣

由，更能表彰其德。

二、登聰師

舍弟湖西鄉長陳振中常以「會讀書不如會做事，會做事不如會做人」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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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自己，勉勵僚屬；孔門四科亦以德行居政事、言語、文學之上。嘗以為孔老夫

子昏聵，不應將無伐善，無施勞，簞食瓢飲，居陋巷，不幸短命（貧病）而死，

對社會毫無功德建樹可言的顏回列為第一。及登門拜訪登聰師四子莊啟煌，始知

其言之不誣也。本文末段論及登聰師育有九子十女，實則只有八子，蓋長子啟山

為其養子，其生父與登聰師原為拜把兄弟，妻懷孕時另結新婚，棄之而去，登聰

師雖忠告善導而不聽，只得盡朋友之誼認養其子，視同己出，而一家人始終父慈

子孝，兄友弟恭，難能可貴，登聰師可謂至德矣。國術、醫藥、堪輿人人得而學

之，差別只在深淺而已，而德之仁厚雖在天賦，仍靠修持，設使登聰師有此三絕

而傷風敗德，則此三絕一筆勾銷，不值一提，士之立身於世，不可不慎也。

受委任講評，回中西老家，訪諸鄉親耆老，於登聰師毀多譽少。子曰：「眾

皆好之，必察焉；眾皆惡之，必察焉。」訪諸啟煌兄，知登聰師剛正耿介，不畏

權貴，不阿流俗，常得罪親友鄉人。子曰：「鄉愿德之賊也」，士生於世與其當

唯唯諾諾，卑躬屈膝，人皆好之的鄉愿，毋寧當易得罪鄉人的耿介君子，只要立

身正，又何懼他人輩長流短。

登聰師與妻妾均享高壽，而其子孫率皆為社會賢達棟樑，想與風水地理無

關，全係於遺傳基因與環境教育，如中西有陳氏復興堂，鼎灣洪氏有恭儉樓，子

孫賢達，全因父兄身教、言教、境教，與歷代傳承之家訓門風。後人欲振興家

道，必求賢媳婦，始有好兒孫，女性同胞。

發表人答辯：

感謝陳老師的指正，論文中有關文章字句及用詞的部份，個人於會後會再做

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