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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窯走過彌勒山的歷史

◎ 杜燦輝　　　　　

童年的印象，在寒風飄飄、凜

冽刺骨的冬季裡，升起一爐火，一會

兒，滿屋暖和起來，過去木炭被廣泛

運用在人們生活中，佳節慶典，圍

爐吃年夜飯，甚至從煎藥煲湯、吃火

鍋、燒烤、吸濕防腐都可以見到木炭

的蹤影。

然而隨著科技的發達，木炭早被

石油等燃料所取代，現代人使用木炭

的機會已經越來越少了，因此曾經是

人們生活一項重要經濟的燒炭行業，

已經漸漸沒落，炭窯更是寥寥可數。

青山峨峨、綠水滔滔，汐止地

勝，擁有好山、好水、好城市的美勝

名，台北汐止彌勒山天道清修院，位

於汐止大尖山上，早於民國七十二年

(1983年)落成，由袁前人慈悲親臨開

壇，當年詹田老點傳師特別指示：玆

因開山所遺留的樹木甚多，為避免荒

腐浪費，珍惜資源而發起要做炭窯，

由詹勳點傳師率魏烟、簡寬頭、李成

爐壇主及道親們，費盡心力，完成具

有歷史意義的古炭窯。

那一塊塊黑嚕嚕的木炭，俗稱

「火炭」，您想不想知道木炭怎樣製

造出來的？木炭的材料是什麼？炭窯

構造及燒製的過程？您是否知道？

汐止彌勒山天道清修院至今還保留著

以前先聖先賢慈悲耕耘創造的歷史軌

跡，以及腁手胝足、披荊斬棘的奮

鬥，而建設出宏偉的大道場。還有

令人值得一看的歷史文物古跡「炭

窯」，有機會歡迎大家來參觀古炭

窯，緬懷先聖先賢的生活智慧。

50



512008年2月

基 礎 小 品

▲ 窯門入口處。

▲ 珍惜資源而興建的古炭窯。

▲ 製作木炭的材料：相思木。 ▲ 燒製木炭的窯室。

▲ 黑嚕嚕木炭的燒製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