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山

青

名勝

與元

的凌

古剎

出於

的杯

杯渡

師駐

改普

改稱

宋

易名

陶族

英

民國

民

於

寺 出

奇。

顯

純白

資重

包括

修青

韋陀

亭、

山門

山寺與青雲

青山寺是屯

勝，又名青

元朗的靈渡

凌雲寺合稱

剎。據說青

於南朝劉宋

杯渡庵。杯

渡寺，是紀

駐錫其地而

普渡道場，

稱雲林寺。

宋徽宗時又

名為青雲觀

族和廈村鄧

英國租借新

國初年青雲

民國初年有

1918 年在

出 家 受 戒

。 

顯奇法師回

白居士合力

重建青山禪

括重修大雄

青雲觀、增建

陀亭；觀音

、方丈室、

門、牌坊等

雲觀 

屯門的宗教

青山禪院，

渡寺、錦田

稱香港三大

青山禪院源

宋時期修建

杯渡庵又稱

紀念杯渡禪

而建。隋代

到唐代又

 

又改稱其為斗

觀。至明清兩

鄧族管理並題

界之後，陶

觀仍然闢作

有善信陳春亭

在寧波觀宗

， 法 號 顯

回港後與張

力經營，集

禪院，過程

雄寶殿、重

建三寶殿、

音閣、海月

藏經樓、

等。1926 年

斗姆宮，令

兩代一直沿

題助田租作

陶、鄧兩族人

作道場，居

亭寄居斗姆

年青山禪院重

寺中僧人改

用不衰。至

作為僧尼口糧

人於田土廳

居民亦俗稱其

姆古廟，並

重修落成。

改易道服居

至清道光年間

糧和香油之

廳註冊為杯渡

其為斗姆古

一度出任青

 

坐言

住。到了元

間曾重修青

之用。 

渡寺和青雲

古廟。 

青雲觀住持

言集之青山寺

元代，斗姆宮

青雲觀，由屯

雲觀司理之職

持。陳春亭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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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又

屯門

職。

後來



 

 

顯

後，

生糾

法院

權及

青雲

理事

青

大門

觀

重二

山鎮

青

仕添

 

 

 

顯奇法師於

道觀及寺院

糾紛。直至

院宣判了道

及管理權。

雲觀）現由青

事會管理。

青雲觀在青

門石額「青

觀內有銅鐘

二百斤，敬

鎮萬盛老爐

青雲觀供奉

添丁，須於

於 1932 年圓

院的管理權

1998 年，

道觀及寺院

青山寺（不

青山寺慈善

 

青山寺大雄寶

青雲觀」題有

鐘一口，上刻

酬青雲觀斗

爐造。國泰民

奉的是道教女

於正月十二前

圓寂以

權均發

高等

院的業

不包括

善信託

寶殿旁，建於

有「道光己

刻銘文「風調

斗姥殿，福有

民安。」 

女神斗姆，

前往青雲觀

於清朝道光

己丑(1829)初

調雨順。沐

有攸歸，道

亦稱斗姥。

觀點燈，至十

光年間，道觀

初秋六安張

沐恩信紳南海

道光二十二年

。青雲觀屬於

十六日完燈

坐言

觀內有數件道

張大凱題」字

海譚心翼虔

年歲次壬寅

於祖堂之類

燈。 

言集之青山寺

道光年間文

字樣。 

虔鑄銅鐘一口

寅孟冬吉旦

類，每年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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