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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佛學院所教育年鑑》序

臺灣佛教素質的提昇及形象的建立鸁與佛學院及佛學研究所的教育事業鸁是息息相

關的。培養了一批批住持佛教的人才鸁包括寺院的住持、學術研究、經論弘講、文教工

作、各項佛教事業的經營開創鸁尤其是宗教師資的養成、佛教徒視野的開拓等鸁普遍地

說鸁大多是出於佛學院所的教育成果。

歷年來鸁各家佛學院所鸁已有很多貢獻鸁也都保存乃至出版了辦學過程中的許多資

料鸁但尚未有逐年編印全體性的文獻鸁因此在2000年8月25日「第十一屆佛學論文聯合

發表會」的會前座談會中決議鸁籌編「臺灣佛教教育年鑑」鸁創刊號責成中華佛學研究所

擔任主編鸁以後則援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的例子鸁由各佛教教育院所輪流負責編印。這

在臺灣佛教教育史上鸁不啻又跨出了一個新里程。

臺灣的佛教界鸁是非常多元的鸁也是非常自由的。臺灣佛教的教育界鸁就在這樣多

元與自由的環境中鸁多姿多彩鸁各有殊勝。雖然鸁各佛學院所的學歷學位鸁尚未被政府

的教育當局採認；各佛學院所之間的學程學制鸁尚未有統一的規範可循；但在彼此觀摩

各美其美的運作下鸁原則和方向鸁大致都是相近相通的。

歷屆佛學院所的論文聯合發表會鸁已使得各院所間的研究精神趨於一致鸁現在增加

了教育年鑑的創刊發行鸁對於佛教教育的凝聚與前瞻鸁必將產生更大的功能。因此樂為

之序。

聖嚴　2001年10月5日序於法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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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　　起

佛教傳入中國福佛教教育經過譯場、叢林、學堂、大學院四個階段。後三者雖形式

有所不同福但都不能脫離寺廟之影響。

清末民初的楊仁山先生所主持之「金陵刻經處」尚保有譯場教育之餘緒福叢林教育

已逐漸仿照當時政府之新式學制轉型為「學堂式」的教育。所謂學堂式就是集體上課福

訂定一定之課程及修學年限；但是佛學院之師資、學生程度都參差不齊福這種學堂式的

佛學教育福無論在大陸、在臺灣福大多沿用到現在。這與現代之大學院所之學制已有一

大截落差。其主要原因福是辦佛學教育的人沒有現代教育知識與經驗；其二是未得到政

府之重視。臺灣在近二十幾年來以留學國外獲有現代教育學位之法師、學者所主辦之佛

教教育院所福雖然仍未得政府之學制承認福但多已仿照教育部的學制福甚至超過其設箖

所系之標準辦學福也漸漸影響了其他佛學院所福也提高了臺灣佛學教育之水準。因而大

家均有了「已落後國家教育學制」之反省與自覺。

2000年福中華佛學研究所主辦「第十一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之前福藉於以上之

自覺福大家同意召開一次「臺灣佛學教育座談會」。在座談會中福有的學者提議應依照現

在各大學之「評鑑制度」福以刺激臺灣佛學教育之提昇；有的認為應從課程教材上編訂統

一著手；有的認為要師資力求專業統一福例如教阿含學的老師到各學院去教阿含……

等；大家都提供了一些寶貴的意見。但因為臺灣各佛學院所都很少交流福互不瞭解福而

且各佛學院所之辦學目的也各有不同；大家認為最好是能落實在互相之瞭解上福所以就

一致決定先出版一部《臺灣佛學教育年鑑》。

接著就是誰來主編的問題福有人提議由各院所組成編輯委員會福然而經常開會不但

耗時福而且聚在一起也很不容易；或建議推派幾個所聯合主編福但亦有同樣困難；要推

選某一院所主編福當時也都啞然無聲。最後決議推派此次座談會之召集單位「中華佛學

研究所」主編；本所就義不容辭地承擔下來了。

臺灣現有、已有之佛學院所計三十幾家福但參與此次座談會的只有九家福代表性自

然不足；但畢竟這不是法定會議福而只是本著佛教的因緣法為共同發展臺灣佛學教育之

理想盡心竭力而已福所以在會中也無法黚論到經費及編輯等問題福一切付委中華佛學研

究所全權辦理。

中華佛學研究所即約聘陳滿卿小姐為執行編輯福提出編輯要項福邀請各佛學院所修

正福並邀請未曾參與座談會的各佛學院所亦提供資料。在編輯過程中也有些不大可能克

服的問題霓

1. 如大事記福原設計是「有關佛教教育的大事」才列入大事記福由於認知不同福就

很難有同一標準。

2. 各院所之創辦人、院長、所長尊榮稱謂懸殊福也引起其他院所之意見。

3. 經費分攤福絕大多數院所願意分攤執行編輯之薪資及出版等其他費用福亦有極少

數院所只願承購多少冊福不願磚擔其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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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對《創刊號》的編輯來說福主辦單位已承擔了這分願力福都不是問題；而問題是霓

誰願意來接辦第二期以後的年鑑編輯工作？

如果政府核准了「宗教研修院所」能設置學位福則獲准之佛學院所即可依照一鯔大

學福辦理「評鑑工作」福以資相互觀摩。但就臺灣佛學教育之整體來說福年鑑仍有賡續編

輯出版之必要。這有賴臺灣佛學教育磚責人士、法師及學者的悲願福具有更前瞻的教育

理想與無私無我的奉獻精神。

從無中生有的《創刊號》終於出版了福雖然我們用過心、也盡了力福但仍可能有諸

多缺失；而上述之「問題」福仍存在著遺憾。希望下期的接辦單位會是「智慧的勇者」福

更能有所決疑。

我們希望臺灣的佛學教育能依照生態平衡、分工合作福各具特色、各盡所能福而具

有整體性的發展。我們最不願見到出現「佛教的明星院所」福因為這樣會破壞「生態平衡」

與「分工合作」的基本原理；更難以得到整體的發展。孟子云霓「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這正是本所願意承擔此一創刊號的願力所在。願我們一齊為臺灣的佛學教育紮根、開

花、結果而努力。

李志夫　2002.04.29

硪
灣
佛
學
院
所
教
育
年
鑑
創
刊
號

4



絇
灣
佛
學
院
所
分
布
圖

5

炔護國清涼寺「淨土專宗佛學院」

炘中華佛教學院

慈明佛學研究所

炅中台男眾佛教學院

中台女眾佛教學院

炓法相山臺灣辯經學院

炆壽峰山光量學佛院

炄淨律學佛院

炑正法佛學院

炖佛教力行學院

佛教解脫道研修所

炂南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

炚香光尼眾佛學院

炃臺南女眾佛學院

牪開元禪學院

狖千佛山女子佛學院

狋淨覺佛學院

狘佛光山叢林學院

狉元亨佛學院

元亨佛學研究所

泝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

法鼓山僧伽大學佛學院

沴華文佛教學院

沊天台教學研究所

沝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

沀佛教弘誓學院

泞華嚴專宗學院佛學研究所

泀臺大佛學研究中心

洰圓光佛學研究所

圓光佛學院

泍玄奘學術研究院

海明佛學院

泇華梵佛學研究所

蓮華學佛園

沰福嚴佛學院

泹壹同女眾佛學院

泏法雲佛學院

泩慈光禪學研究所

慈光禪學院

泑南普陀佛學院

祖灣佛學院所分布圖 (2002.06)

基隆
沴

泝

沊
沀

洰
泍

泏

泑

炂
炚

炃

狋

狘

狉

狖

牪

炔
炘

炅
炓

炆

炄
炑

炖

泩

沰泹

沝
泞

泀
泇

臺北桃園

新竹

苗栗

臺中

彰化

雲林

嘉緪

臺南

澎湖

高雄

臺東

綠島

蘭嶼

屏東

南投 花蓮

宜蘭

（依地理位置隃按由北向南、由西向東排序。鏡



臺灣近代佛教教育沿革

江燦騰

壹、 承傳自大陸清末的叢林教育

臺灣佛教教育的肇始，若以具有近代佛教學堂的制度或性質來說，當然要以日據時期所開辦的

「臺灣佛教中學林」和「鎮南學林」為代表，但在此之前，甚至在此之後，傳承自大陸清末的叢林教

育，無疑仍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原因為何呢？

首先，臺灣地區的佛教信仰文化，原是由明清兩代的閩粵移民和僧侶所傳入。此因臺灣在清代原

隸屬福建省，迄1884年因中法戰爭的影響，才於隔年10月12日脫離福建省，正式成為「臺灣省」。

所以清代臺僧受戒，主要是到閩北的福州鼓山湧泉寺，除接受其傳戒儀軌、戒牒外，也往往駐寺學習

各種叢林規矩和早晚課誦等音聲佛事。

又因鼓山湧泉寺為兼領臨濟和曹洞兩脈的著名禪宗叢林，臺僧受其影響，故絕大多數為禪徒出

身；縱使有習藝武僧側身其中，也同受此一傳統叢林教育的陶冶，而罕有例外。

由於《大清律例》對僧侶的出家條件和宗教活動，都限制極為嚴苛，導致僧侶的社會活動空間大

幅萎縮，除儀式性的宗教活動之外，少有深層的經論研習和對外弘法，所以其作為宗教師的重要性大

為減低。此種情況的惡性循環，就是僧才的低落、戒行的鬆弛和對僧教育的忽視。一般僧侶的課誦經

籍和宗教行事儀軌，迄日據時期為止，仍不出《禪門日誦》一書所記載的範圍。所以來自外省的禪

僧，由於程度略優，往往渡海來臺之後，即受聘為寺院住持或擔任佛學指導，以彌補本地臺僧素質的

有所不足。

另一方面，大陸清末的叢林教育，事實上是傳承千年以上的禪宗叢林制度，故普遍行於漢地寺院

中，雖常有輕義學、緩戒行、忽時變等嚴重缺點，畢竟久傳相習，成規具在，威儀易教，習者受用，

因而援用不替者，為數頗眾。在此情況下，兩岸的漢僧既傳承同一禪源，且互動頻繁，一旦面臨近代

巨大的變革衝擊時，其教育的調整和適應之道究竟如何，便值得注意。

此因臺灣地區的佛教教育變革和大陸地區的佛教教育變革，雖皆受到來自西洋學校教育制度和日

本近代佛教教育制度的深刻影響，但兩地的肇始時間和實際經驗，又大有不同。以臺灣地區來說，

1895年之後的臺灣已是日本的實際殖民地，所以不得不直接受到日本國家教育制度的規範，連帶也接

受日本在臺佛教僧教育制度的影響。

可是，日本佛教的大陸發展政策，其實早在1895年之前即已展開，卻因遲遲未能獲得在中國境

內的正式佈教權，所以其對大陸佛教的叢林教育之影響，便只能以漸進和局部的間接影響來從事。如

此一來，臺灣佛教的教育在清末—日據之前—這一階段，除來自閩南的叢林教育影響之外，可以

說稍後於大陸境內像上海和南京等大都會區。

以楊文會（1837-1911）的佛教教育事業為例，他堪稱為清末中國近代佛教的重要先驅者，原因

是他設立金陵刻經處（1866年）廣為校勘和流通各種佛教經典和圖像，又重視革新僧教育，除撰文

〈支那佛教振興策〉一•二、〈釋氏學堂內班課程芻議〉、〈釋氏學堂內班課程〉、《初學課本》來規

劃其新制佛教學堂的課程之外，還實際於清末創辦具「世界眼光」的祇洹精舍（1908-9）和佛學研究

會（1910-11），以培養近代第一批最重要的佛教學者和教育家。因此儘管他本人在民國成立之前一年

即已過世，但民國之後的大陸佛教事業，仍深受其影響。

然而，楊文會的佛教事業的理念，主要是針對清末傳統叢林教育所出現的積弊而發，所以他雖為

居士學佛者而非出家僧侶，仍毅然以出家僧眾教育近代化的擔綱者自居；並且此一理念的萌芽和事業

創辦的過程雖仍受到日本佛教僧侶的影響，可是不論在時序的優先性—儘管有些是出現在18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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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已割給日本之後—或其接續的長期影響層面來說，都要成為近代臺灣漢傳佛教改革的重要先行

者。所以臺灣在日據時期的佛教經驗觀摩對象，也存在著分別來自日本佛教與大陸佛教的雙源性。

不過，有關這一細微和複雜的發展辯證關係，此處不宜詳論，以免偏離主題。重要的其實是先點

出其中的歷史相關性，否則在論及清末之後的臺灣佛教教育事業時，有關兩岸的經驗交流，將變成突

兀和不可解。

貳、日據時期的佛教教育

日據時期的臺灣佛教教育，當然和臺灣統治權的緩革有關，因日本在甲午戰役勝利後，從戰敗的

滿清政府手中，取得了臺灣地區的殖民統治權；但日本在臺歷經五十年（1895-1945）的殖民統治以

後，日本軍閥發動大東亞的侵略戰爭失敗，向盟軍投降，歸還臺灣，由國民政府接領迄今。而日本殖

民統治臺灣的前後五十年，實居臺灣近百年來佛教教育變革的分水嶺。

但是，臺灣既首次作為亞洲新強權日本帝國的殖民地，面對此一新變局，究竟殖民者要如何對待

被殖民者？抑或被殖民者要如何應對殖民者？其中最大的問題點，可能在於語言的歧異和生命禮俗的

不同；因這兩者都是和絕大多數民眾日常生活的需要有關，卻是非經多年學習或願意進行重大心理變

革，否則是不易跨越其間的巨大鴻溝的—尤其在被殖民者這一邊，因通常是處於被迫改變和必須學

習以遷就對方（殖民者）的接受者，故所面臨的學習困難和原有價值觀變革的心理衝擊，更是難以估

算。所以日據初期的日僧來臺，主要的教育事業，其實是配合當局，先設置一些教導臺灣民眾學習日

語的小型普通學教，然後才逐漸進行佛教的教育事業。

根據日本學者松金公正的研究，從明治29年到昭和12年，由來臺各派日僧所辦的此類日本語教

育事業，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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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時間 事業名稱 地域 教育內容 隸屬佛教宗派

明治29年2月 宗立日本語學校
臺北 日語

曹洞宗

明治29年2月 明倫學校
真宗西本願寺派

明治29年6月 開導學校（明治40年3月關閉） 臺南 日語、臺語

明治29年6月 日本語學校 彰化

日語

曹洞宗

明治29年8月 私立佛教會附屬日本語學校 臺北 各宗合辦

明治30年 曹洞宗立新竹慈慰學校 新竹 曹洞宗

明治30年2月 敬愛學校（後改為日曜學校） 鹿港

真宗西本願寺派明治30年4月 龍谷學校（改稱） 臺北

明治30年6月 夜間本島語研究會（附設） 臺南 臺語

明治31年4月 大谷派本願寺學校 臺北
日語

真宗大谷派

明治31年4月 日本語學校 臺中 曹洞宗

明治32年4月 臺南修辭會 臺南 臺語 真宗西本願寺派

明治32年7月 彰化學堂（明治34年6月遷泉州） 彰化 日語 真宗大谷派

明治33年3月 龍谷學校（明治36年關閉） 臺中 日語、臺語
真宗西本願寺派

昭和8年4月 夜間女子國語講習所 員林

日語講習
昭和12年4月 法隆寺社會教育部 嘉義 淨土宗

昭和12年4月 高雄市慈愛簡易國語講習所 高雄 臨濟宗

昭和12年9月 樺山國語講習所 臺北 淨土宗

資料來源：松金公正〈日據時期日本佛教在臺灣推行之「社會教育事業」（1895-1937）〉，頁8-9。



由以上資料來看，除了日據初期外，日據後期為了加快同化腳步，也再度開辦了日語講習課程，

同時也兼有少數學習臺語者，應是為日僧而開設的。

但就日本在臺殖民當局來說，其同化的目的是為國家，而非為佛教團體，所以其宗教政策和教育

的主旨，主要是在區別「國家神道」和「教派非神道」或「佛教」與「非佛教」，而非由「日本佛教」

完全取代「臺灣佛教」。因正統「國家神道」的崇拜與日本皇室的神聖性淵源有關，特別是明治維新

以後，是屬官方體制內的「超宗教」；而明治維新政府和德川幕府時期最大的不同，是將德川幕府長

期由佛教界代行的戶政權，完全收歸明治的新政府所掌握，並揭櫫「祭政一致」的統治理念，將「神

道」與「佛教」分離，以達快速再興「國家神道」—將日本皇室神聖化—的目標。所以，日據時

期的臺灣總督府，其實是將「（神）社」與「（佛）寺」分別看待的，亦即：前者為「官祀」之所；後

者為「私祭」之所。

換言之，從日本在臺殖民統治的官方立場來說，所謂「內臺同化」的政策目標，其實是要教化被

殖民統治的臺灣民眾，能逐漸接受「國家神道」的信仰宗旨—即認同日本皇室神聖化的正當性—

而非以成為日本佛教各宗派的信徒當做目標。

另一方面，之所以又要有「佛教」與「非佛教」之分，主要是因「佛教」在原日本法律制度中，

已有各種權利和義務的明確規定；反之臺灣本土的佛教寺院和齋堂，在未經臺灣總督府官方「公稱」

之前，並不能視同「佛教」待遇，故在法律上亦須一律依臺灣「舊慣信仰」的特殊規定來處理。如此

一來，雖然從臺灣民眾的認知角度來看，有僧侶或佛寺的存在，但就官方的法律觀點來說，則異於

「佛教」，只是屬於臺灣本地「舊慣信仰」中的一種罷了。

可是，若純就臺灣民眾的層面來看，除非完全不涉及宗教信仰現代化的問題，如果在社會轉型中

不得不也要面對宗教現代化問題時，則無可避免的，一定要設法提升相關宗教知識的水準，並增強理

性的判斷能力， 否則是無法成為現代社會的精神指導者的。—由此看來，解除存在宗教中的強烈

魔咒控制和增強人本身宗教信仰的自主性，其實是現代社會普遍性的要求，並不只是存在於殖民地統

治地區，也因此縱使沒有日本統治當局在臺的推動，臺灣社會的精英知識份子也應會自行推動才對。

問題在於，日據時代臺灣佛教欲推動現代化，在鄰近亞洲地區中，最早最佳的國家，又正好是臺

灣殖民地的新統治者日本，所以關於臺灣傳統佛教的教育改革，在當時所以和日本佛教各宗派關係密

切，縱非殖民與非殖民的隸屬關係，依然有其必然性的。

事實上，日本的佛教從早期傳入之初，就一直是由統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所領導和所贊助的；—

明治維新之前的德川幕府時期，佛教僧侶甚至成了統治機器的一部份—到了近代明治維新以後，由

於政權統一，僧侶的政治權力被收回，並採取神佛分離的措施，不但將神道的地位，抬高在各宗教之

上，初期還一度實施「廢佛毀釋」政策，使日本佛教受到空前的打擊。但是，日本佛教的精英，一方

面發動輿論據理力爭，要求信仰自由平等，一方面向政府輸誠，除了捐款之外，還派僧侶隨軍出征；

在此同時，日本佛教各宗亦紛紛進行自我改造，不但辦理各級學校教育僧尼，提升彼等的知識份子水

平，並且派遣優秀的留學僧，到西方高等學府接受現代專業的佛教學術訓練。如此一來，這些從西方

學成歸國的新學問僧，不但在知識層面上，領先亞洲其他國家的傳統僧侶，部份優秀者，甚至可以在

佛學研究上和西方世界的學者一爭長短。於是，彼等不但開創了明治時代的新佛教，也開始向日本之

外的亞洲國家輸出，並成為亞洲地區現代化佛教發展的先驅和指導者迄今。所以，這無疑是空前的大

逆轉。

可是，日本佛教的向亞洲輸出，其實是伴隨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來的，故具有宗教傳播和政治任務

的雙重性格。亦即，在當時日本的佔領區或殖民地，擔任親善和教化，便是日本佛教僧侶必須去進行

的兩大任務。因而當時日本佛教僧侶所傳播的，就不只限於現代化的佛教經驗，還要教導當地民眾認

同日本或成為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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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當時來臺的日本佛教各派間，其實也存在著各自宗教勢力範圍要如何擴張和保有的

競爭問題。因而也就同時會涉及到如何聯絡、控制和擴張的經營策略，以及異民族不同宗教信仰文化

要如何異中求同和最終達成向殖民者宗教文化認同的方法之講求。換句話說，雖然日本佛教各派是伴

隨新殖民的優勢地位來到臺灣，可是各派在發展上的策略講求和目標達成之間，還是存在著差異的狀

況。

而由此所衍生的，就是各宗在語言的學習之外對臺灣僧侶養成機構的設立。不過，此類機構的設

置，其指導者或經辦者，雖主要是由日本來臺的各宗，按其與臺灣寺院或齋堂的隸屬關係而分別從

事，但授業課程不盡然全為佛學專業，其中還包括職業教育、夜校、一般學科等，可以說形形色色皆

有。可是，這其中還涉及數項重要的相關教育制度的變革，也須再進一步交代，否則不易了解：

一、佛教界專為臺灣人子弟而辦的中學，最早是大正2年（1913）3月提出的「私立臺灣真宗中

學校」，但未辦成。

二、日本臨濟宗在臺所辦的「私立鎮南學校」初辦於大正5年（1916），但非中學，大正6年才改

中學課程；一直到大正7年才獲「公稱」，可是至大正11年，即被裁撤和併入「私立曹洞宗

臺灣中學林」。

三、因〈臺灣教育令〉是大正8年（1919）頒佈，故從此年開始，臺灣民眾子弟才能進公立的各

工、商、農中學校。特別是公立女子中學對臺灣女子教育開闢了新途徑。並且，一般「公學

校」的六年制義務教育，也確立下來。

四、〈臺灣教育令〉頒佈後，新增臺灣學生須定期朝禮臺灣神社的條款。

大正11年（1922），〈臺灣教育令〉修訂，各中學開始施行共學制度。但改名後的「私立曹洞宗

臺灣佛教中學林」，依然是三年制，而非五年制，所以若要進大學就讀，尚須到日本插班讀四年級，

等五年級畢業後，才能讀大學預科，所以過程相當困難。不過李添春和曾景來的經驗就是如此。

五、「私立曹洞宗臺灣佛教中學林」升格為五年制，已是1935年，校名也變更為「私立臺北中

學」，但原先培養僧侶的教育功能也早已喪失。

以下是日據時期除語文教育之外的各種教育事業表，讀者可參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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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時間 教育事業名稱 地域 教育內容 隸屬佛教宗派

明治32年3月 高等科假設（附設）
臺南

普通中學教育 真宗西本願寺派

明治35年11月 淨土宗臺南開教院 僧侶養成 淨土宗

明治36年2月 私立基隆夜學校 基隆 一般 曹洞宗

大正5年10月 私立鎮南學林（大正6年許可）
臺北

僧侶養成 臨濟宗

大正6年4月 私立臺灣佛教中學林 僧侶養成 曹洞宗

大正7年5月 臺南學堂 臺南 佛教部、商學部 淨土宗

大正9年4月 宜蘭青年研究會（宜蘭夜學校） 宜蘭 一般 真宗大谷派

大正10年9月 私立苗栗（夜學）中學園 苗栗 一般 真宗西本願寺派

大正11年10月 私立曹洞宗臺灣佛教中學林（改稱）
臺北

僧侶、一般
曹洞宗

大正12年2月 青年義塾 一般（書房）

大正13年 私立臺南商業學院（改稱） 臺南 商業 淨土宗

大正13年8月 學生會 旗山 一般（日、臺）

真宗西本願寺派大正15年4月 真宗本願寺派臺灣開教教學財團 臺北 一般

大正15年5月 中尊寺附屬常磬授產部 臺中 免費縫紉教學

日據時期磋灣佛教教育相關機構設置一覽表



在上表中的各種佛教事業，最特殊的是出現大量職業學校，並且大多和婦女的縫紉技能訓練有

關，如此一來，日據時期臺灣佛教的婦女職業教育不但機會增加、水準提昇，相對的連就業或創業賺

錢的本領也可大為增強。此即意味著，日據時期臺灣佛教婦女的社會活動力亦伴隨著經濟的自主性和

教育程度的提昇而有更大的揮灑空間。所以日據時期的臺灣佛教婦女，到中期以後，逐漸出現開創新

佛教寺院的佛教女強人，如中和圓通寺的妙清尼和后里毗蘆禪寺的呂妙塵姊妹等；日據後期則逐漸出

現到日本就讀佛教大學的臺灣佛教婦女，像如學尼（戰後創辦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和林金蓮（戰後

一度出任中和圓通寺住持）等。

另一方面，由於教育程度的提高，已能純熟地使用日本語言來溝通，所以像日據時期臺灣佛教婦

女大本營的大崗山派龍湖庵，也在佛教教育上由傾向傳統大陸佛教叢林教育的方式，逐漸轉為以日化

皇道佛教為主的集訓中心：前者由大陸僧侶釋會泉法師和釋慧雲法師所教導；後者由日本臨濟宗的僧

尼所指導，直到第二次戰後，日本佛教退出臺灣時，才又重新和大陸來臺僧的佛教教育接軌。

不過，日據時期的臺灣佛教教育，不僅並存著體制內（如佛教中學林）和體制外（如南瀛佛教會

所辦的各種講習會等）的雙軌制，也並存著大陸佛教教育系統和日本佛教教育系統的雙規制；之所以

會如此，不外下列幾個原因：

一、日據時期的臺灣僧侶若要赴日留學受高等佛教教育者，除別因素外（如被日僧收為門徒而獲

專案保送就讀），通常必須具備完整五年制的中學程度並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做後盾，才有可能遂行，

因而只有少數幸運者得以達成願望。以日據時期畢業於私立駒澤大學的臺灣學生為例，包括專科部和

其他學科，計有下列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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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時間 教育事業名稱 地域 教育內容 隸屬佛教宗派

昭和2年 阿里山寺裁縫學校 阿里山 縫紉教學 曹洞宗

昭和2年9月 林田婦女會 林田 婦女教育和縫紉

真宗西本願寺派昭和4年2月

昭和4年5月

高雄女子裁縫講習所

臺南家政裁縫講習所

高雄

臺南

縫紉教學

臺灣婦女縫紉

昭和7年4月 基隆裁縫講習所 基隆 縫紉教學 淨土宗

昭和7年4月 臺南家政女學院 臺南 一般、縫紉

真宗西本願寺派昭和8年4月 了覺寺裁縫講習 臺北 縫紉教學

昭和8年4月 昭和女塾 羅東 一般（日）

昭和9年4月 佛教專修道場

臺北

僧侶養成 臨濟宗

昭和10年3月 私立臺灣中學（改稱：五年制） 一般 曹洞宗

昭和15年 臺灣佛教教師養成所

皇道僧侶養成

真宗西本願寺派

昭和15年 臺灣本島人僧侶養成所 真宗大谷派

昭和19年7月 臺灣佛教會北部練成所 中壢 曹洞宗

昭和19年 臺灣佛教會南部練成所 臺南 臨濟宗

資料來源：本文綜合松金公正〈日據時期日本佛教在臺灣推行之「社會教育事業」（1895-1937）〉和

王見川、釋道成《臺灣北部佛教道場—中壢圓光寺誌》（中壢：圓光禪寺，1999年試刊版）

的研究資料而成。



可見當時終端的高等教育，主要是仰賴日本本土的佛教大學來完成，並且人數還相當可觀。

二、臺灣本土僧侶多為漢族出身，語言文字和宗教習慣接近大陸佛教傳統，所以前往大陸進佛學

院就讀，遠較赴日深造容易，像武昌佛學院（法雲寺派下妙吉法師）、南京法相大學（法雲寺派下真

常法師）和閩南佛學院（張寬昌、張微隆、達虛法師、玄達法師）等，都有臺僧就讀其中。

三、日據時期臺僧至大陸受戒（如善慧法師、本圓法師、妙果法師、德融法師、斌宗法師等）或

參訪各地寺院，乃至大陸僧侶來臺募款（如良達法師）、弘法（如會泉法師和圓瑛法師）、主持法會

（如太虛法師）或尋求發展者（如覺力法師），其實大有人在，所以清末以來的大陸叢林教育經驗或新

式的佛學院教育經驗，在兩岸僧侶之間，也因而交流頻繁，並未完全中斷。

四、講習會的辦理，一方面是由於正規佛教高等教育的機會難得，所以改以短期的密集課程來逐

漸提昇教育水平，一方面也是日本在臺殖民當局以此非正式的管道來進行教育宣導和掌握臺民的宗教

動態：例如（一）南瀛佛教會是由主管官員策動發起的，（二）歷任會長是由主管官員擔任的，（三）

編輯刊物的上班地點是在官方衙門之內，（四）從未賦予官方的公權力給參與南瀛佛教會的臺灣佛教

人士，（五）後期重用者，皆是曾受日本佛教高等教育的臺籍留學生。

儘管如此，日據時期的臺灣佛教教育，若論其實際的效果，還是以佛教講習會的影響最久也最

廣。因此種佛教講習會，事實上最早還可追溯到1912年在基隆月眉山靈泉寺所舉辦的全島性「愛國

佛教講習會」—這是在「南瀛佛教會」創會之前—，也可延續到 1944年的「臺灣佛教練成所」

的成立—這是《臺灣佛教》已停刊之後，幾乎貫串將近三分之二之久的日據時期臺灣佛教史，所以

不可輕估。

至於其他的短期佛教教育，像於1927年覺力法師在苗栗大湖法雲寺設立的「臺灣佛學社」、1928

年善慧法師在臺南法華寺所辦理的「鎮南佛學院」、1941年德融法師在基隆靈泉寺所設立的「佛教禪

林」，或1943年斌宗法師在新竹創設的「天台宗佛學高級研究班」、如學法師在南投碧山巖等開設的

「碧山佛學院」等，雖有一定的佛教教育功能，但在整個日據時期的臺灣佛教教史上所能發揮的層面

和典範作用，都不具關鍵性地位，故此處即不深論。

整體來說，日據時期的臺灣佛教教育，雖然在本島上只具備三年制中學階段的教學課程，而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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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就讀科系 畢業年代 姓名 就讀科系 畢業年代

1.曾景來

佛教科

1928年 14.蔡添火

佛專科
1940年

2.李添春 1929年 15.宋春芳

3.高執德

1930年

16.張玄達

4.林秋梧 國漢專科 17.張繡月（女）

5.許繼麟 佛專科 18.呂竹木

6.莊名桂 東洋科 1931年 19.楊聲喈 地理科

7.吳瑞諸 東洋學科

1933年

20.王傳烈

佛專科

1942年
8.李孝本 人文學科 21.林陳喜

9.黃英貴 佛教學科 22.吳志誠

1943年

10.黃連指 地理學科 1934年 23.陳吉村

11.李樹林 國漢科

1939年

24.郭靜光（女）

12.王進瑞 佛專科 25.吳振聲（肄）

13.楊水中 人文學科 26.林金蓮（女，肄）

資料來源：《駒澤大學臺灣同學會名簿》，臺北：法光寺，1973年。



的高等教育，如前所述，主要是仰賴日本本土的佛教大學來完成，故彼等畢業回臺後，即可以掌握臺

灣佛教和日本佛教二者的差異：既對現代化的日本佛教有所了解，也知道臺灣老百姓的信仰層次，加

上原本來自臺灣民間，所以可以回頭來批判或改造臺灣的本土佛教。

例如林秋梧原先就是「臺灣文化協會」的會員，出家後，又到日本去讀書，所以他具有濃厚的社

會主義傾向，又受忽滑谷快天禪師的影響，所以他強烈批評禪淨雙修，反對西方極樂世界，排斥普

渡，強調兩性平等；譯介朝鮮禪師知訥的《真心直說》，還受到朝鮮和日本方面學界的重視。曾景來

則是介紹阿含經所描繪的佛陀，將原始佛教的新貌首次傳入臺灣。高執德是最優秀的學者，他有系統

地詮釋佛教與社會的關係，並批判出家主義和朱子的排佛思想。林德林則主張神佛分離，提倡正信佛

教。林宗心（林錦東）則側重臨濟禪思想。

而當時的這些具代表性的佛教教育思想家，大體都在強調人性化，強調此岸 (人間) 的淨土，高舉

理性之光，反對迷信。所以日據時期的佛教教育，在大方向是以理性和知識作後盾的宗教改革運動，

當時的各種社會文化啟蒙運動是相呼應的；並且日本的佛教典範誠然指標性的作用很大，但並不是全

然的照抄，而是有臺灣佛教本身的主體性和自主性的。

可是，中日在大陸爆發的全面戰爭後，便遭到日本軍方的介入和強力干預，日本軍方為了戰爭的

需要，推行的是所謂「皇民化運動」，一切加速向日本看齊，做日本天皇的順民：為他效忠！為他奉

獻！因此將一切社會力和物質都全面動員了。臺灣佛教團體和資源，自然也不例外。於是臺灣佛教的

教育改造運動，原本還具有的某種程度的自主性，由於遭到日本在臺佛教的全面接管，亦即以日本佛

教為典範，實施所謂「皇道佛教」教育，欲圖徹底的加以改造。如此一來，臺灣佛教主體性和自主

性，當然完全喪失了，整個臺灣佛教也變成軍方操控的動員工具。當時臺灣寺廟的所有僧侶，都被迫

接受動員的訓練，參與動員、奉公和喊口號。

但，這樣的結局，是戰爭時期的特殊背景所形成，並不是當初從事臺灣本土佛教教育改革的諸大

德，所能逆料—因宗教信仰本來是民眾的習俗和個人的精神寄託，雖然可以要求提升信仰內涵，但

不能流於軍國主義的意識形態的灌輸，否則就是信仰迫害，也是違反人性的—所以在戰爭期間被快

速日本化的臺灣佛教，因為蒙有軍國主義和皇民化的色彩，在戰後，日本退出臺灣時，便重新面臨被

改造的下場：由日本化的佛教變回大陸形態的佛教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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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日治時代臺灣的佛教教育

釋慧嚴

髾灣之有佛教的流傳鯓可溯自明鄭時代前後鯓盹著漢人的移墾鯓或經商鯓或亡命的人而傳入。不

過根據相關資料鯓可以知道鯓直到髾灣因馬關條約成為日本的殖民地為止鯓髾灣佛教僧侶素質鯓一直

都不很高。這是因為髾灣佛教界沒有傳戒的能力鯓僧侶要受戒鯓必需得到福州鯓所以髾灣佛教界連僧

侶行儀的基本訓練鯓幾乎都無法鰇行鯓更何況是佛教教育的實施鯓就不用說了。直到日本治髾之後鯓

因為日本佛教的注入鯓才逐漸出現了有傳戒能力的道場如基隆月眉山靈泉寺、髾北觀音山凌雲禪寺、

苗栗大湖法雲寺、髾南開元寺等鯓又因這些道場的住持如善慧、本圓、覺力、傳芳、得圓等諸師都非

常注重僧伽教育鯓所以佛教教育才能逐步地被推動。不過日本治髾五十年鯓髾灣佛學教育推動的狀況

如何呢？在此先來看曾達虛師在〈髾灣佛教的一瞥〉中的說法鯓他說：

今有十數年歷史的教育機關簎只有曹洞宗所辦的曹洞宗中學林一箇所簎此學林注重社會學簎其學

徒亦多是在家人。由此卒業者（畢業者）而做僧伽生活的人簎好像鳳毛麟角的少簎僅得千分之

一、二而已。于昭和 9年間（紀元 1934年）簎筊北臨濟宗亦創設一箇專修道場簎還繼續苦心經

營簎聽說不太完善。其餘像數年前月眉山靈泉寺、大湖法雲寺、火山大仙岩、筊南開元寺等都有

創設過佛學院。但是因經濟的不許簎數箇月間就斷命了。現在像南瀛佛教會的講習會簎每年都有

開過一兩回的講習簎教徒因此也有可以得到一些的法味簎可算很希有的。 1

以上達虛師的回顧鯓是以昭和10年（紀元1935年）為界鯓如以此為思考的話鯓可將當時髾灣佛

教界所推行的佛教教育鯓分為講習會、一般學校、佛學院等三種類鯓而實際上這三種類型可適用到二

次大戰結束為止鯓如加以時間因素鯓可將此三大類依成立的順序鯓作如下介紹。

（一）講習會：

(1)愛國佛教講習會艮

時間：明治45年（即大正元年、紀元1912年）9月1日起至9月25日止。

地點：基隆月眉山靈泉寺。

主辦單位：日本在髾曹洞宗及月眉山靈泉寺。

目的：當時的院主門探玄師等早就髾灣人佈教事宜而考慮鯓認為此事的首要事業鯓是有必要先

啟發髾灣人僧侶的知識鯓也就是說要先教育髾灣人僧侶。

學生：來自髾北、髾中、髾南、新竹、北港、中壢各地等三十多名鯓大都是僧侶鯓其中也有少數

在家人。成績良好者鯓有髾中的林普樹、基隆的釋德純、北港的林茂成（即林德林師）、

髾南的蔡超然、新竹的林維相等。

講師及科目：江善慧師講《心影集》鯓釋會泉師（廈門虎溪寺住持）講《金剛經》鯓渡邊靈淳師

（該寺佈教師）講、德融師（曹洞宗留學生）翻譯：修証義、說教組織、三國佛教

歷史鯓蔡桂林講授漢文鯓課外說明世界各國情勢。

上課時間：每日午前七時至午後四時鯓夜間七時起開始輪講鯓星期日有四小時。

開幕式參列者：院主門探玄師、髾南開元寺住持永定師、會泉師、渡邊靈淳師及基隆、髾南主

要信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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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瀛佛教》卷13之4鯓頁17鯓昭和10年4月1日。

2. 髾灣日日新報明治45年9月4日、5日、6日、10月1日。



蝭2)坐禪講習會艮

靈泉寺自大正3年9月30日起至10月27日為期27天鯓田善慧師、大石堅童、松山宏堂、渡邊靈

淳等諸師於該寺講堂講習鯓講習會會員有三十餘人。 3

蝭3)南瀛佛教講習會艮

南瀛佛教會成立於大正10年（紀元1921年）4月鯓是整合髾灣全島的僧侶齋友及佛教信徒而成。

除了發行《南瀛佛教》月刊外鯓也主辦佛教講習會。此講習會鯓包含婦人講習會在內（以昭和8年、

紀元 1933年）為界鯓多達十五次鯓送出的講習員有二百八十七名。這些講習會的畢業生鯓散在各

地鯓熱心地從事佈教傳道。 4

蝭4)圓山臨濟寺講習會艮

昭和9年（紀元1932年）3月1日起至10日止鯓圓山臨濟寺主辦高等佈教講習會鯓講習生乃本島

臨濟宗聯絡寺廟齋堂的長老居多。 5

蝭5)開元佛學研究會艮

髾南開元禪寺有鑑及此鯓自數年來屢次開設講習會或研究會鯓留意於養成佈教人員鯓成績相當可

見鯓而本年度特請林秋梧氏（即証峰師）為教授師鯓擔當學務一切。現在每月至少亦有十日間的講

義鯓科目有禪學、佛學、老子、四書、作詩、講演實習鯓會員係全部常住大眾鯓頗見熱心研究云云。 6

蝭6)禓南赤崁禪學研究會艮

髾南赤崁禪學研究會之興鯓丙子（即昭和11年、紀元1936年）浴佛之日始結成。 7

蝭7)禓灣佛教龍華會佛教講習會艮

昭和14年（紀元1939年）3月26日起二鯖間鯓髾灣佛教龍華會講習會鯓講六方禮經。 8

以上就日治時代髾灣佛教界所主辦的講習會及研究會作介紹鯓此中鯓南瀛佛教會主辦的講習會鯓

年代持續最久鯓規模也最大鯓有全島性的鯓也有地方性的。

其次鯓談到研究會鯓即寺院教學方面鯓稍有成就者是開元寺鯓其原因是住持得圓師善用人材鯓如

林秋梧（即証峰師）在昭和6年（紀元1931年）4月回國之後鯓從翌年1月起鯓就在開元寺集賢堂鯓

開設佛教講會鯓利用每天晚上二個小時的時間鯓向寺內住眾講授佛學、哲學、日本語 9鯓而在他往生

之後（昭和 9年、紀元 1934年、 10月 10日）鯓得圓師盹即延攬高執德（即証光師）至開元寺為教授

師。高執德到開元寺後鯓亦如林秋梧鯓每夜向住眾教授日本語一小時鯓講解佛學禪理一、二小時鯓此

時開元寺內鯓除了有高執德外鯓尚有書記師鄭羅漢卓雲在教學上給鬖輔助 10。到了昭和 16年（紀元

1941年）由於王鰇瑞氏留日回國 11鯓盹即加入教育僧伽的陣容鯓擔任每日講座《八宗綱要》的課程鯓

他鬖高執德証光師於民國37年（紀元1948年）於開元寺創辦延平佛學院鯓繼續從事培育僧伽人材的

工作。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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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髾灣日日新報大正3年10月5日。

4.《南瀛佛教》卷11之3鯓頁36〈髾灣於宗教概要（二）〉鯓昭和8年3月1日。

5.《南瀛佛教》卷12之6鯓頁19鯓林秋梧述鯓胡微智記〈佛教是真理之最大部份〉鯓昭和9年6月1日。

6.《南瀛佛教》卷12之8鯓頁51鯓〈開元佛學研究會近況〉鯓昭和9年8月1日。

7.《南瀛佛教》卷14之8鯓頁44鯓昭和11年8月1日。

8.《南瀛佛教》卷17之5鯓頁60鯓昭和14年5月1日。

9.《南瀛佛教》卷9之4鯓頁37鯓〈北園近訊〉鯓昭和6年3月1日。

10.《南瀛佛教》卷13之11鯓頁52鯓〈開元寺之日興〉鯓昭和10年11月1日。

11. 王鰇瑞氏是於昭和 11年（紀元 1936）4月中旬鯓赴日留學於東京駒澤大學（《南瀛佛教》卷 14之 3鯓輯後記鯓昭和 11年 3月 3

日）鯓又據其本人口述鯓回國時間是在昭和16年。

12. 王鰇瑞親口述鯓盧嘉興〈北園別館鬖開元寺〉（《古今談》27、28期鯓民國56年〔1967年〕6月25日。此文于紀元1999年11月鯓

由五智山光明王寺提供）。



（二）佛學院

談到佛學院的興辦鯓就如達虛師父所說的鯓靈泉寺、法雲寺、關子嶺大仙寺、開元寺先後都辦鯓

但不到幾個月就停辦了。如靈泉寺在大正13年（紀元1924年）11月11日舉行佛學院的開學典禮 13鯓

學生有25位鯓院主是善慧師鯓講師則有來自中國的茂峰、普明二師。又法雲寺的覺力師鯓為女眾的

教育鯓在該寺附設有女眾佛學院 14。依據彭瑞卓（〈遊法雲寺記〉中）所說的「即由禪堂後面風傍古木

而行鯓峰迴路轉鯓即為諸女人修行之研究院在焉 15」來看鯓法雲寺的女眾佛學院鯓應是興辦於昭和5

年（紀元1930年）左右鯓只是這佛學院鯓如依達虛師父來說鯓可能不是持續的很久鯓至少在昭和10

年（紀元1935年）4月時就已經停辦了才對。如此短暫的佛學院宿命鯓也同樣發生在髾南市法華寺內

的振南佛學院鯓依據（創立振南佛學院南部寺院齋堂諸有志發起）鯓其情況是如下：

筊南高雄兩州下之寺院齋堂、如法華、竹溪、開元、彌陀、超峰各寺簎其他赤山龍湖庵、舊城興

隆寺並市內齋堂簎諸住職堂主有志等簎以欲振興佛教並養成人才為目的。者番互相聯絡、組織佛

教團並創立振南佛學院簎院址假於筊南法華寺內簎現生徒二十餘名簎悉上記諸寺堂所派遣簎教授

黃普實、翁啟霖、陳任水諸氏等簎院長乃筊灣佛教中學林林長江善慧氏兼任簎授以國語、漢文、

佛學之三科目簎生徒皆熱心聽講簎真可為我筊灣佛教前途慶也。 16

由上文可知鯓振南佛學院的創立鯓象徵著南部諸大道場的團結鯓而它成立的時間鯓從現在仍掛在

法華寺內鐵製的雲板上標署「戊辰冬月」及上述發起文是登載於昭和3年3月1日出版的《南瀛佛教》

卷6之3來推算鯓應是昭和3年（紀元1929年）1、2月之間鯓院址在法華寺內鯓學生有二十多名鯓都

是上述各大道場出身的鯓師資陣容有黃普實、翁啟霖、陳任水等諸位先生鯓授課內容有日本語、漢

文、佛學等。不過依達虛師文鯓及善慧師在昭和8年（ 紀元1933年）4月離髾赴日之後 17鯓直到昭和

13年（紀元1938年）才首度回髾來看 18鯓振南佛學院至遲在昭和8年4月就已停辦了。

以上就當時各佛學院的經營狀況作一探討鯓感到遺憾的鯓是它們的持久性不夠鯓反而是最初成立

時鯓匯集了髾日佛教僧侶齋友的力量鯓為培育髾灣佛教人材的曹洞宗髾灣佛教中學林鯓至今仍然能屹

立於髾北市。回顧髾灣佛教中學林的成立鯓其因緣是繫於日本治髾始政二十年紀念所舉辦的髾灣勸業

共鰇會而成立的髾灣佛教青年會。說起來髾灣佛教中學林鯓是髾灣佛教青年會的第一個事業。此青年

會是以曹洞宗髾灣別院為主鯓當時所有該宗的髾灣末寺為輔而形成。此青年會於大正5年（紀元1916

年）9月18日提出申請設立私立髾灣佛教中學林鯓而於該年11月4日得到安東貞美總督指令一二三七

七號的設校許可。 19 設校經費由大本山永平寺、總持寺補助參仟元鯓（後每年續有補助）以黃玉階為

中心的齋友（攻玉會）出資壹仟柒佰元鯓荒井泰治等日本人寄附壹仟柒佰元鯓髾灣關係寺院（月眉山

靈泉寺、觀音山凌雲禪寺、髾南開元寺）也出資壹仟柒佰元。建校的目的鯓以髾灣別院來說鯓是在於

懷柔教育髾灣人的僧侶、齋友鯓鰇而以他們在學校所受的教育鯓再去感化教育髾灣人 20鯓而這也符合

該青年會的主旨：「會員互相涵養智德尊仰佛教鯓重教育敕語之精神為基礎鯓而驠吹世道人心奉酬聖

慮（第一章總則第三條）。」此中學林鯓於大正6年（紀元1917年）4月1日正式創校鯓是屬三年制鯓

第一年度招有25位學生鯓林長（即校長）是大石堅童（紀元1868-1934年）鯓學監是善慧師鯓副學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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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南瀛佛教》卷2之6鯓頁30鯓大正13年12月23日。但是增田福太郎《南島寺廟探訪記》頁222鯓作大正11年而12年即停辦。

14. 拙文〈日本曹洞宗鬖髾灣佛教僧侶的互動〉（《中華佛學學報》第十一期鯓頁146鯓民國87年〔1998年〕7月）。

15.《南瀛佛教》卷8之7鯓頁20-21鯓昭和5年8月1日。

16.《南瀛佛教》卷6之2鯓頁85鯓昭和3年3月1日。

17. 拙文〈日本曹洞宗鬖髾灣佛教僧侶的互動〉（《中華佛學學報》第十一期鯓頁140-143鯓民國87年〔1998年〕7月）。

18. 李添春〈靈泉寺沿革〉（民國44年〔1955年〕《靈泉寺同戒錄》）。

19. 一峰師〈心源老和尚鬖髾灣佛教中學林〉（《髾灣佛教》卷19之7鯓頁18鯓民國54年〔1965年〕7月8日。）

20. 曹洞宗《宗報》第503號鯓頁59鯓大正6年12月1日。同第480號鯓頁95鯓大正5年12月15日。



是本圓師鯓教授則有富田禪宏鯓講師有陳金福、林普樹、吳傳經 21鯓課程有修身、語學、日本歷史、

地理、通佛教宗義、曹洞宗的宗乘。校舍則是別院撥出五十坪興建的觀音禪堂。由於此中學林鯓是屬

教育僧侶齋友的學校鯓故學生必須住校鯓又因學生是髾灣人的關係鯓在生活上鬖日本人的習慣不同鯓

必須要有自己的空間鯓所以從觀音禪堂住眾的地方鯓闢出空間鯓建造學生的宿舍。 22 當初以如此陣容

出發的髾灣佛教中學林鯓以後每年也都爭取到兩本山宗務院的經常補助金。 23 從曹洞宗兩本山經濟上

的援助鯓可以看出該宗對此中學林的重視鯓又從設校的情況來看鯓當初的中學林鯓可說是一所專修的

道場鯓也就是說如佛學院似的學校。這滿足了當時本土佛教界鯓欲培育宗教人材的渴望鯓也符合了曹

洞宗髾灣別院欲借佛教中學林的成立鯓加強鬖本土寺廟的關係鯓將接受過曹洞宗教育的髾灣人僧侶齋

友鯓分配到末寺鯓以穩固鬖本土佛教的合作關係。如此的作法鯓早在明治42年（紀元1909年）由髾

北北門街曹洞宗佈教所佈教師山田祖學師提議鯓欲建立寺院鯓後擇地於東門外鯓取得四千五百坪的土

地鯓就規劃本堂（大殿）用地為六十三坪鯓觀音堂二十九坪鯓庫裡八十八坪鯓自庫裡通觀音堂左右廊

下十四坪。此中觀音堂係以磚造鯓且特為本島人（髾灣人）而建的鯓堂後有佛龕鯓順從本地的風俗鯓

計劃由中國迎請觀音菩薩像安置其間鯓以便髾灣人前來參拜。 24 這是曹洞宗重視鬖本土佛教攜手合作

的表現鯓也是有計劃性地鯓要提昇髾灣人佛學素養的作法鯓就如明治45年靈泉寺所舉辦的「愛國佛

教講習會」也是在當時的院主門探玄師擔任監督一職而召開的。當然在這背後鯓就如前敘述過的鯓

是含有安撫髾灣人心鯓同化髾灣佛教的目的。由於中學林創校之初鯓是為培育髾灣僧侶、齋友的人

材鯓故被稱為坊主（和尚）學校鯓此校到了昭和8年（紀元1933年）鯓送出了十四屆二百多位畢業生

於社會鯓在社會教育上的地位鯓是有其一席之地。在學校的經營上鯓是曹洞宗撐握大權鯓可說是曹洞

宗的在髾事業鯓但學生則不限於是曹洞宗鯓如畢業生中有僧籍者鯓則有屬於真宗、臨濟者鯓就是在家

人也是各宗的信徒鯓而且畢業生中有半數留學於日本。 25 如此鯓中學林的創校初衷鯓是在培育髾灣佛

教宗教人材鯓但在昭和 10年（紀元 1935年）4月改為五年制普通高等學校鯓校名也改為「髾北中

學」。之後鯓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鯓髾北中學組織董事會鯓成立財團法人鯓改名為「泰北中學」鯓即

是髾北市的泰北中學。 26 這所改為普通高等學校的中學林鯓當時佛教界人士還抱有鯓希望它能成為一

所有特色的高等佛教學校鯓使佛教信仰能普遍化鯓但結果似是令人失望。尋其原因鯓根源生說是鯓來

髾日本各宗派的和尚們鯓民族的觀念強鯓承受日本治髾當初從軍佈教師的佈教型態鯓只是以對日本移

民為佈教範圍 27 的緣故。如果依據根源生的說法鯓當初以教育髾灣人僧侶齋友為目的的中學林鯓很有

可能髾灣人的僧侶學生逐漸減少也說不一定。事實上鯓當時的髾灣人僧侶就學情況鯓除了在髾灣之

外鯓中國廈門的閩南佛學院和日本駒澤大學鯓也是他們求學的理想去處。

走筆至此鯓需要再補充一點。日治時代日本來髾的宗派中鯓以教育髾灣人僧侶為目的學校鯓除了

曹洞宗的髾灣佛教中學林外鯓尚有臨濟宗的鎮南學林。談到鎮南學林鯓它原叫鎮南學寮鯓創立於大正

4年（紀元1915年）鯓而在大正7年（紀元1918年）盹著髾灣佛教道友會的成立鯓改名為鎮南學林鯓

當時林長是為長谷慈圓。不過此學林鯓僅送出三屆畢業生鯓即因道友會經濟困難鯓遂於大正 11年

（紀元 1922年）廢校鯓但其學生則合併於髾灣佛教中學林 28 之後鯓如達虛師文所說臨濟寺昭和 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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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宗報》第487號鯓頁1鯓大正6年4月1日。《曹洞宗海外開教傳道史》頁72鯓作大正4年創校是錯誤的。曹洞宗宗務廳鯓昭和

55年11月10日。

22.《宗報》第480號鯓頁92-94鯓大正5年12月5日。

23.《宗報》第528號鯓頁12宗令第5號鯓大正7年12月15日。

24. 髾灣日日新報鯓明治42年3月19日鯓雜報。

25. 根源生〈髾灣佛教教育—並中學林存在意義〉（《南瀛佛教》卷11之12鯓頁11-13鯓昭和8年12月1日。）

26.《南瀛佛教》卷11之5鯓頁53鯓昭和8年5月1日。

一峰師〈心源老和尚鬖髾灣佛教中學林〉（《髾灣佛教》卷19之1鯓頁19鯓民國54年〔1965年〕7月8日）。

27. 同注25。

28. 拙文〈日本曹洞宗鬖髾灣佛教僧侶的互動〉（《中華佛學學報》第十一期鯓頁129鯓注39鯓中華佛學研究所鯓民國87年〔1998年〕

7月）。



（紀元1934年）4月15日創辦了專修道場但情況似不是很好。 29

以上就日治時代髾灣佛教教育作一回顧鯓此中或許有遺珠之憾鯓遺漏之處鯓尚請讀者賜教為禱。

但從明治45年（紀元1912年）靈泉寺在曹洞宗髾灣別院監督下鯓創辦愛國講習會以來至第二次世界

大戰結束鯓日本戰敗鯓撤出髾灣為止鯓將近四十年的歲月中鯓髾灣佛教界自身或鬖日本來髾宗派合

作鯓從事佛教教育鯓其中較有持續性的機構鯓當是南瀛佛教會所主辦的講習會及髾灣佛教中學林鯓此

外屬偶爾性、短暫性的講習會或佛學院較多。此中鯓值得注目的鯓是開元寺內鯓自從昭和6年（紀元

1931年）林秋梧（証峰師）學成回國鯓直到高執德（証光師）的時代為止鯓對住眾常年實施講學一

事鯓如此鯓持續性地教育住眾鯓究竟對該寺派的發展及當今的佛教界有何影響呢？是可探討的課題。

完稿于2001年2月21日鳳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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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南瀛佛教》卷12之5鯓頁37鯓昭和9年5月1日。





戰後臺灣佛教教育略論

闞正宗

一、前言

臺灣佛教界的僧伽教育在日據時代已受到日本佛教菁英的影響，某一程度上認為教育是提升僧侶

素質的有效方式，像是日據時代的僧侶辦學較顯著的，有苗栗大湖法雲寺的覺力法師及臺南開元寺的

得圓法師。隨著1945年日本戰敗離臺，因為民生凋敝，寺院自顧不暇，有心於僧伽教育者並不多。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臺灣光復，在積極推動臺灣佛教會成立的真常法師（1900-1946）

之呼籲奔走下，同年12月31日佛教界在臺北市龍山寺舉行首次的「臺灣省佛教組織籌備會」。在僧伽

教育方面，真常法師的構想是籌組董事會創辦僧教育機構，佛學院定名為「中央佛學院」，院址擬設

於其祖庭苗栗大湖法雲寺，可惜翌年1月30日真常法師病逝於臺中而未及實行。同年2月臺灣佛教界

又在龍山寺舉行最後籌備會決議，2月25日舉行全省代表大會，並選出理監事，同時召開第一次理監

事聯席會，雖然會中也呼應真常法師所提的僧伽教育，但是卻一直未見實際辦學行動。1947年1月在

臺北善導寺舉行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設教育組主任一名，決議創設佛教研究機關，定名為「臺灣佛

教院」，預定同年4月成立，首屆招生30名，可惜也一直未見實現。在主客觀因素的限制之下，一直

要到1948年4月間才有臺中慎齋堂「女眾學園」的成立，以及同年底之臺南開元寺證光法師的「延平

佛學院」與中壢圓光寺妙果法師的「臺灣佛學院」的開辦。

但很可惜的是，這三所佛教教育機構的壽命都不長。當然經濟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也有來

自政治不當的干擾，使得佛學院的運作更加雪上加霜；這要一直持續到國民黨政府遷臺後的第二年，

干擾才比較緩和。而臺灣佛教界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中開辦僧伽教育，可謂備嘗艱辛，在前二十年的錯

誤摸索與嘗試後，隨著臺灣經濟的起飛，及四眾弟子不斷的投入，終於走出一條自己的路；雖然其中

還存在許多的問題，但是總算達到提升僧侶素質的初衷了。

二、戰後二十年間的佛教教育機構

1965年底中國佛教會公布了所謂的「工作簡報」，被收錄的佛學院包括了從戰後到1965年的6月

之前的佛學教育機構，這些佛學院分別是：新竹靈隱佛學院、臺南竹溪寺佛學院、中壢圓光寺佛學

院、臺北中國佛教三藏學院、臺北中國佛教研究院、新竹福嚴精舍佛學院、汐止彌勒內院佛學院、臺

中佛學院、臺中靈山寺佛學院、臺南開元寺佛學院、新竹壹同寺女眾佛學院、嘉義天龍寺佛學院、屏

東東山寺佛學院、臺中南普陀佛學院、臺北市龍雲佛學院、基隆佛學院、臺北臨濟寺戒光佛學院、高

雄壽山佛學院、臺南龍湖岩佛學院、臺中慈明佛學院等二十所。

這些佛學院其實有一些早就停辦了，例如新竹靈隱佛學院在1961年春後就停辦了；又如中壢圓

光寺佛學院，應該指的是妙果法師創辦、慈航法師主其事的「臺灣佛學院」，但該佛學院在1949年6

月1日就解散了；又如福嚴精舍佛學院，指的是「福嚴學舍」僧教育機構，但該男眾僧教育機構也在

1964年3月以後就停辦了，真正福嚴佛學院的創辦是1969年10月；又如新竹壹同寺女眾佛學院也只

辦了一屆，在1960年7月就結束了。

所以中佛會的工作簡報或許可以說是曾經創辦的佛學院的名單，很多早已消失了；這二十所佛學

院當中瞰前還在運作的僅有新竹福嚴佛學院、臺南開元禪學院、臺中南普陀佛學院、高雄壽山佛學院

（後併入佛光山東方佛教學院）、臺中慈明佛學院（後併入霧峰中華佛教院）幾所；不過這些佛學院有

的是幾經停頓之後又再開辦的，並不一定是當初的主事者。在光復後短短二十年中，平均每年一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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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院誕生，但也迅速地消失，主要原因還是與經濟及招生問題脫離不了關係。

三、早年僧教育的重要代表人物

戰後臺僧教育界重要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六位，分別是：慈航法師、無上法師、印順法師、白聖法

師、智性與聖印法師師徒，他們是臺灣佛教教育最早的奠基者。

1. 慈航法師

慈航法師（1895-1954）於1948年10月應中壢圓光寺妙果法師（1884-1963）之邀，前來主持「臺

灣佛學院」，在當時轟動整個臺灣佛教界；同年11月2日開學時共錄取了學生60名。在前六個月為試

辦期間；由於大陸情勢逆轉，一些年青學僧（也包括部分長老）無處可去，故前來投靠慈航法師；由

於人數不斷增加使得佛學院經濟上無法負荷，而造成六個月後妙果法師不再續辦。

慈航法師在臺灣佛學院即將停辦期間還四處奔波，與基隆月眉山靈泉寺商請設立「靈泉佛學

院」，在苗栗獅頭山商辦「獅山佛學院」，以安置大陸來臺僧侶，但後來都在以經濟為主的因素下結

束。原本有意收留慈航法師一行人繼續辦學的新竹靈隱寺無上法師，卻因慈航法師一行人受「匪諜事

件」之誣而使辦學停頓。慈航法師一行人出獄後落腳在汐止，為玄光（1903-1997）、達心（1898-1956）

兩位尼師所收容，並在其協助之下於1950年9月底創建彌勒內院。一時大陸來臺年青僧侶終獲依靠，

並有了正式學習的管道；這可說是戰後臺灣僧侶辦學運動中很重要的一個關鍵點。之後隨著印順法師

及其學生演培、續明等法師的來臺，局面才更向前推展。

2. 無上法師

新竹靈隱寺的無上法師（1918-1966）一直對僧教育充滿熱情。在原本由慈航法師主持的臺灣佛

學院停辦後，無上法師曾想在靈隱寺續辦，但因政治因素而未能實現。其後印順法師的學生大醒法師

（1899-1952）移居新竹香山養病時，無上法師商請大醒法師開辦「臺灣佛教講習會」獲允，於1951年

秋正式開課，這是無上法師辦學之始，也是臺灣僧教育史上的一個重要指標。但同年冬大醒法師腦溢

血，使得講習會陷入困境，無上法師乃商請李子寬邀請時在香港的演培法師（1917-1996）來臺接

辦；1952年春演培法師乃來臺主持講習會。1956年講習會第一屆學僧共12人畢業；這三年的課程算

是相對圓滿的僧教育，也是戰後臺灣佛教界的一個里程碑，有著重要的瞁範作用。

三年的講習會下來，無上法師取得了實際的辦學經驗，也才有 1957年底靈隱男眾佛學院的開

辦。那時印順法師已來臺，早在 1952年 9月就在青草湖創建福嚴精舍；由於同位於青草湖的地緣關

係，使得靈隱佛學院創辦時以印順法師為導師，並獲與印順法師共住的續明法師（1919-1966）的支

援而出任佛學院院長。靈隱佛學院三年結束，續明法師卸任，但仍任副院長兼教師，並獲仁俊及通妙

法師的支援；只可惜因為時局的不靖，第二屆靈隱佛學院只辦了不到一年就告終了。但以無上法師創

辦臺灣佛教講習會、靈隱佛學院前後達六、七年而言，無上法師是臺灣佛教早期僧教育重要的奠基人

物之一。

3. 印順法師

印順法師是於1952年7月15日前後，參加了在日本舉行的第二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後駐錫臺島

的。1953年9月在新竹青草湖壹同寺後面創建落成了福嚴精舍；福嚴精舍的創建，印順法師原就是希

望與學僧同修共住，故初期福嚴精舍雖沒有學院之名卻有學院之實。由於福嚴精舍知名的法師眾多，

相臨的壹同寺就有女眾前去福嚴旁聽，才有後來1957年9月以印順法師為院長的壹同寺女眾佛學院的

成立。壹同女眾佛學院也只辦了一屆三年，至1960年9月結束；而在四十多年後的今天（2002年），

壹同寺女眾佛學院又再度開辦了。

於前文所述、在1960年冬首屆靈隱佛學院畢業的男眾學僧，於院長續明法師的帶領下來到福嚴

精舍，以「福嚴學舍」之名。作為銜接靈隱佛學院畢業學僧的僧教育，及至後來的福嚴佛學院都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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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法師有著極密切的關係。在臺灣僧教育界，一直以來，福嚴佛學院就為臺灣教界所讚頌。

4. 白聖法師

白聖法師（1904-1989）是在戰後臺灣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歷任多屆中佛會理事長，對推動教

務改革及戒法的弘傳有顯著的貢獻，且在早期臺灣佛教教育也頗見佳績。

他於1957年創辦「中國佛教三藏學院」於臺北十普寺；1959年創辦「中國佛學研究院」於臺北

臨濟寺，以銜接三藏學院的僧教育；1964年再與賢頓法師（1903-1986）合辦「戒光佛學院」於臺北

臨濟寺。其中三藏學院前後辦了六年、研究院辦了四年，造就不少佛教傑出人才；後來由於白聖法師

海內外的法務煩忙無暇兼故而停辦。

5. 智性礅聖印法師

智性法師（1884-1964）於1955年晉山臺中寶覺寺後，同年九月就創辦「臺中佛學書院」，並延聘

白聖法師為院長；不久白聖法師以無法配合而辭去。智性法師於是找到了其弟子聖印法師（1930-

1996）前來襄助。聖印法師早年曾畢業於靈隱寺的佛教講習會，後又親近印順法師，對僧教育有一定

的認識。「臺中佛教書院」約辦了兩屆。智性法師圓寂後，聖印法師在臺中慈明寺另創辦了「慈明佛

學院」，招收女眾，前後共三屆；1974年移至霧峰萬佛寺，翌年改名為「中華佛教學院」。雖然1999

年的九二一大地震佛學院整個傾毀，但佛學院還是在艱困的環境中辦學，瞰前正在重建階段。

以上這些早期臺灣僧教育的代表人物，都對臺灣的僧教育界有很大的貢獻，沒有他們的付出，臺

灣的僧教育之路將會走得更艱苦。雖然大部分的法師已往生，但他們的影響力還在，如聖印法師的門

下弟子，還戮力地在續辦僧教育。而瞰前健在的、一向為人所敬重且尊其為「導師」的印順法師，依

其理念而開辦的佛學院，除了瞰前還在運作的福嚴佛學院外，還有數所。

四、戰後僧侶辦學運動的蓬勃發展

除了前述在1965年底中佛會的年度工作簡報中所列舉的、尚在運作或已停止運作的二十所佛學

院之外，在光復後的二十年間所創辦的佛學院至少應超過三十所，中佛會年度簡報中未曾列舉的至少

還有十所以上，例如臺南開元寺證光法師的延平佛學院（1947）、新竹靈隱寺無上法師的臺灣佛教講

習會（1951）、汐止靜修禪院達心尼師的靜修尼眾佛學院（1950年）、臺中靈山寺德真尼師的靈山（女

眾）學苑（1958）、基隆十方大覺寺靈源法師的大覺學佛院、臺中南普陀寺國強法師的南普陀佛學院

（1963）、樹林海明寺悟明法師的海明佛學院（1965）等等。

而由光復後至 2002年止，所有曾經創辦過的佛學院，不論是停招、更名、遷移或停招又復招

者，其總數超過九十所以上。以公元為紀元，臺灣戰後佛學院開辦的狀況是：50年代（1947-1949）

約為4所；60年代（1950-1959）約14所左右；70年代（1960-1969）約19所左右；80年代（1970-

1979）約22所左右；90年代（1980-1989）約25所左右；1990年至今（2002年）約7所。

很明顯地，我們看到了臺灣佛教的辦學運動中，佛學院數量自光復伊始是逐年遞增，而高峰期是

80及 90年代，這跟臺灣的經濟起飛很有關係。而由於佛教的蓬勃發展，僧侶出家的比例也大有提

升，故佛學院的創辦密度自然也就提高。

在戰後雖曾有這麼多佛學院的創辦，但大多已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完成了它們的階段性任務；

而尚在運作中的佛學院，比較知名且尚在運作的，依創辦年代排序是：新竹福嚴佛學院（1961）、臺

中南普陀佛學院（1963）、樹林海明佛學院（1965）、霧峰中華佛教學院（其前身為於1965年設立之

臺中慈明佛學院，後於1974年改名為中華佛教學院）、高雄佛光山東方佛學院（1965前身為高雄壽山

佛學院）、阿蓮淨覺佛學院（1967）、高雄佛光山叢林學院（1973）、臺北華嚴專宗學院（1975）、嘉義

香光尼眾佛學院（1981）、中壢圓光佛學院（1981）、臺北中華佛研所（1985）、臺北法光佛研所

（1989）、高雄元亨佛學院（1990）、桃園佛教弘誓學院（1992）、臺中慈光禪學院（1996）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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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臺灣戰後五十餘年來，有識之士因為有感於自清末以來之僧侶素質時為人所詬病，故對於僧侶教

育持以高度重視，前仆後繼地投入這條艱辛的道路中奉獻己力；雖然於光復初期、特別是在1949年

前後，僧教育受到政治不當的干擾，但是僧教育的工作卻未曾一日間斷，不僅提升了僧侶的素質，也

促成佛教在臺灣的興盛。

回首來時路，戰後僧侶的辦學運動是——「遍地荊棘，在黑暗中摸索，在錯誤中學習」，雖然經

過了五十餘年而有了豐富的經驗，但瞰前佛學院的教育中還存在著若干的問題，例如：師資的聘請、

課程的安排，以及招生的管道，都還有改善及提升的空間。為了使僧教育的資源更豐沛，佛學院或佛

研所很需要一個彼此對話及合作的機制；此一機制若獲建立，則將是臺灣的佛教與僧教育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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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佛山女子佛學院
Chien Fo Shan Girl Buddhist School

清淨、莊嚴、淡泊

地址：718砟南縣關廟鄉松腳村旺萊路466巷1號

1, Lane 466, Uang-lai Road, Sung-chiao Village

Tainan County, Taiwan 718, R. O. C.

電話：06-595-8106~9 轉佛學院

傳真：06-595-8610

網址：http://www.chien-fo-shan.com.tw

電子郵件：buda68@ms33.hinet.net

院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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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級別

專修班、高級班、中級班、預科班。

（請參閱招生項中之入學班次及資格。）

b.學制

(1)平均學習年限：各類班級平均學習年限均為

二年。

(2)採半年一學期制。

c.專業團體會員資格或認證

中國佛教會；隸屬千佛山菩提寺。

d.特色

採小班制教學。伽藍學校化磣教育生活化。

a.創立時跜　1982年。

b.獲准立案機關　中國佛教會。

c.創立宗旨

在增礓僧伽的知解砮行修的條件磣培育弘法

利生的人才；尤其是接引未出家的發心笀磣能夠

提昇願心磣出家辦道磣畢生投入如來家業的宏願

笀行列。

d.教育理念

(1)培養獨立負責、莊嚴德養、慈悲心性的弘法

僧才。

(2)以自治的方式完成獨立人格磣具備自立、自

動、自發的莊嚴修養。

(3)以輔導的方式磣促使精礓修學磣深入經藏磣

而達解行並重的目的。

e.創立沿革

1982年磣佛學院創辦人白雲禪師有鑑於教

界的比丘尼人數砮日俱增磣但當時的尼眾普遍地

呈現了知識不多、水準參差不齊的現象；然而考

量到現實環境之所需磣不論是從事於伽藍的住

持磣或笀是信眾的接引磣其人選幾乎都以比丘尼

為最直接、最方便；因此決定成立女子佛學院。

校史

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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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為女子佛學院磣當然是為了培養尼眾人

才磣其成立之宗旨在於提供尼眾修學佛法、調理

氣質的環境磣希望能藉此造就其教學兼長的弘法

砮住持能力磣並能領導現有以及未來的女眾群體

健全知見、提高水準磣以屹立於日益礓步的時代

中。

本佛學院的教授師磣是以絕大多數的比丘尼

為主磣少數優婆夷為輔。教授師多來自各大學磣

至於具有佛學背景笀則來自佛陀學術研究院磣均

具備世出世間的高等教育素養。

佛學院的經濟磣完全由千佛山菩提寺常住負

擔磣無論食住醫藥教材文具等磣均予以最有力的

支持；務期幫助學生們安心修學、清靜辦道磣於

各各不同班次所規定之年限中磣圓滿品學兼優的

目標磣達到修養莊嚴的境地。

f. 創辦人—白雲禪師

白雲禪師簡介

臨濟宗嫡傳四十代天岳山第九代。

現任：天岳山梵音禪寺方丈和尚、千佛山菩提

寺方丈和尚、浮丘山古嚴禪寺方丈和

尚、白雲廣播公司創辦人暨董事長、中

華佛弟子協會常務理事、佛弟子慈善基

金會董事長。

白雲禪師祖籍北平磣出生於1915年（民國4

年）4月 4日之文殊菩薩聖誕日。系出臨濟宗磣

為浮丘山虛因禪師之嫡傳弟子磣法號夢殊磣字寬

一。七歲披剃；二十一歲畢業於國立湖南大學中

文系磣同年受具足戒於歸元寺磣依止立明法師為

得戒師；二十四歲主浮丘山務磣二十八歲獲本山

——天岳山長老法師推舉磣出掌天岳山方丈職。

白雲禪師性喜雲水生涯磣頭陀行腳磣遍訪潛

隱善德磣足跡遍及大江南北磣塞外邊陲地區磣學

因明於西藏絳央寺。承繼臨濟宗天童下磣為平陽

堂天岳山嫡傳四十代孫；兼承溈仰宗廣修法師傳

法磣是為「大」字輩十九代孫。 1939年冬磣獲

能海法師獨授梵密磣具足四大法而成就金剛薩

埵磣並獲賜號曼殊伽陀阿嵐跋笀那。後於泰北磣

得印度苦行僧讖托那庫瑪法師習古梵密之精要磣

圓具無上曼陀羅磣並賜號曼殊伽陀摩帝剎怛波

耶。

1948 年來砟磣雲水山居磣自在清淨；至

1964年秋磣始駐砷關仔嶺火山碧雲寺磣出任碧

雲寺導師； 1971年底出主彰化大城鄉古嚴禪寺

住持磣 1973年秋應聘砟南縣關廟鄉菩提寺磣任

第二任住持。翌年磣遵師囑咐開立千佛山磣廣衍

法派磣隨緣建設叢林道場磣使得教下子孫綿衍流

長磣燈燈相續。往後隨著時機成熟而成立北中南

三個講堂磣創辦佛印月刊、千佛山雜誌等弘法刊

物磣建立千佛山佛學教育機構磣弘演佛陀無上妙

法磣培育圓滿心性的人天師範；逐一成立中華佛

弟子協會、財團法人佛弟子慈善基金會以及白雲

廣播公司磣落實「施砮受」之互益磣致力於慈善

公益磣上求佛道磣下化眾生。

禪師精通十大學派、戒行莊嚴磣迄今八十年

之僧伽歲月中磣無時無刻不以禪為生死之道本磣

數十年如一日磣不曾遷易磣不敢稍有懈怠。由於

自幼依止禪德磣沾滋濡沐磣三代單傳磣責任重

大磣所以白雲禪師向來自學嚴謹磣刻苦參方磣秉

持清淨、莊嚴、淡泊為生活精神規範磣並堅守不

攀緣、不依附、重修養、嚴律己的禪笀風範。不

論身處何境磣均力行禪門無念、無相、無住之妙

法磣並立下隨緣化度的心願磣矢志為佛法盡形壽

獻身命。時時不忘鯪擔如來家業之誓願磣勤勉地

營運規劃千佛山系各項志業及道場磣盡心盡力於

發展佛教多邊的綜合事業磣以期幫助更多的眾

28

臺
灣
佛
學
院
所
教
育
年
鑑
創
刊
號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創辦人

暨第一任院長　白雲禪師



生。百忙中並完成著作六十餘種磣內容博大精

深磣為後學提供了探究如來法義的敲門磚。

禪師以虔誠的心意行利他的作為磣以殉道的

精神做佛教的事業。為教盡心磣為法忘我磣願繼

承佛陀的遺志磣發揚佛陀真實的教義；願發揮中

國佛教的特色磣宣導中國僧伽的修學精神；願瞺

舞穧會人心的善良磣促礓殘酷和邪惡笀的覺醒；

願以無緣慈同體悲磣為有情眾生的禪悅法喜而努

力；願佛光普照世間磣人人共享淨樂磣人人得證

菩提。宣教弘法磣總不忘闡揚家風——不管人家

對不對磣自己一定要對；做對了是應該的磣做錯

了趕緊懺悔。為教為法磣禪師他老人家一直盡心

盡力做能做之事。

一般人總以西方淨土為生死依皈磣而白雲禪

師則願生生世世作一比丘磣來去苦難的娑婆世

界磣隨緣度眾。

g.歷任院長

第一任院長：白雲禪師。

第二任（現任）院長：若勍法師。

若勍法師簡介

若勍法師磣生於 1954年。 1977年文化大學英

文系畢。 1978年至 1982年曾任淨覺育幼院穧

工。 1982年至 1987年間任佛光出版穧助理編

輯。 1987年 8月投禮白雲禪師出家磣 1989年

任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教務主任磣 1995年起擔

任佛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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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佛山女子佛學院

現任院長　若勍法師

教學大樓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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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機構組織

創辦人為佛學院永久導師。院長1人；教務主任1人；訓導主任1人；總務1人。

教務主任

院務會議──院長 訓導主任

總務

如有重大事情須呈報導師裁決。

b.機構章程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組織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為了培養尼眾人才磣提供尼眾修學佛法、調理氣質的環境磣希望能藉此造就其教學兼長

的弘法砮住持能力磣並能領導現有以及未來的女眾群體健全知見、提高水準磣以屹立於

日益礓步的時代中磣而有女子佛學院磣也就是「千佛山女子佛學院」（以下簡稱「本

院」）。

第 二 條：以增礓僧伽的知解砮行修的條件磣培育弘法利生的人才；尤其是接引未出家的發心笀磣

能夠提昇願心磣出家辦道磣畢生投入如來家業的宏願笀行列磣是為創立的宗旨。

第 三 條：教育理念

一、培養獨立負責、莊嚴德養、慈悲心性的弘法僧才。

二、以自治的方式完成獨立人格磣具備自立、自動、自發的莊嚴修養。

三、以輔導的方式磣促使精礓修學磣深入經藏磣而達解行並重的目的。

第 四 條：創辦人上白下雲老禪師為第一任院長磣恭聘為永久導師。

第 五 條：本院佛學課程聘請之教師必須由出家人專任磣在家居士僅能擔任世俗技藝方面的課程。

第二章　組織與職掌

第 六 條：本院設院務會議為最高裁決機構磣本院全體教授師為院務會議之當然成員。

第 七 條：院務會議掌理院務磣其職掌如左：

一、教育方針、教學課程礓度之擬定。

二、院長、教務主任、訓導主任之監督。

三、任課教授師之審核。

四、章程之修訂。

五、年度收支預決算之審定。

六、其他院務重要事項之決策砮審理。

第 八 條：本院設置院長一人磣教務主任一人磣訓導主任一人磣總務一人磣由院務會議聘請之。

第 九 條：院長乃院務會議之當然召集人磣對外代表本院磣對內主持行政業務磣遇有重大事件之裁

決須召集院務會議決定之。

第 十 條：教務主任負責教務、教學等事項磣並於每學期末召開教務會議磣並執行教務會議所議定

之事項磣如課程安排磣師資聘請……等等。

第十一條：訓導主任負責本院學生生活輔導管理磣規矩、禮儀、生活規範之教授。

第十二條：本院依院務及行政需要磣可設相關行政部門磣以利院務之推行。各處室名稱、職掌及人

事聘任辦法另定之。

第三章　會議

第十三條：本院院務會議每年至少開會兩次磣以元月、七月間召開為原則磣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由院長召集會議並任主席磣須有過半數教授師出席始得開會磣對於議案之表決磣由

組織章程



a.教師

(1)現有教師人數：15人。

(2)國籍分布：全部中華民國籍。

(3)性別：男2人磣女13人。

(4)年資：1~5年5人；6~10年2人；11~15年2

人；16~20年5人；20年以上1人。

(5)學歷：博士 2人；大專 10人；高中（職）3

人。

(6)教師皆以出家眾為主磣部份穧會技能、語文

方面課程依所需而聘請在家居士擔任。

(7)師資簡介

本院共聘請十多位法師磣負責佛學課程。以

下僅列出七位老師的簡介。

教職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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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教授師過半數同意後交由各負責部門執行之。然遇重要事項之決議時磣應有三分之

二以上教授師出席磣出席教授師過半數同意後磣須將決議結果呈報千佛山聯合志業機構

負責人後行之。

第十四條：本院教務會議於每學期期末召開一次磣由教務主任召集之磣檢討本學期教學之得失及下

學期課程之安排、師資之聘請等事宜。

第四章　經費與會計

第十五條：本院辦學經費之來源如左：

一、千佛山聯合志業機構。

二、其他收入。

第十六條：本院以每年元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磣為會計年度磣每年元月底以前磣院務會議應審

定並決議左列事項磣以為徵信磣並利院務之推展。

一、上年度經費收支決算。

二、本年度經費收支預算。

三、財產清冊（含年度捐助人名冊）。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七條：本院辦學之施行細則磣由院務會議另定之。

第十八條：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磣得隨時修訂之。

第十九條：本章程於院務會議通過後並呈報導師閱後施行磣修訂時亦同。

姓名 性別 年資 學歷 經歷

釋白雲 僧 27 湖南大學文學學士 同創辦人簡介所述

釋若磐 尼 19 銘傳商專畢業
現任千佛山菩提寺當家

曾任千佛山雜誌穧主編

釋若知 尼 19 師大國文系畢業
現任千佛山菩提寺教授師

曾任千佛山雜誌穧主編

釋若學 尼 18 英國牛津大學哲學博士
現任千佛山菩提寺專任教授師

慈濟大學宗教研究所助理教授

釋如念 尼 17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佛學博士
現任千佛山菩提寺專任教授師

南華大學語文中心主任

釋若勍 尼 16 文化大學英文系畢業
現任千佛山女子佛學院院長

千佛山雜誌穧主編

現任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書法老師；曾獲國際書法

駱聯富 男 5 省立屏東師範學校畢業 展優選、中日全日本書道會特選等等；1994年入

中國當代藝術界名人錄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師資簡介



b.行政人員　人數：3人。女性。年資為6∼10

年。學歷為大專2人、高中（職）1人。

c.學生　至 90學年度（2001年度）已招收至第

十七屆。

(1)現有全修生人數：33人。

90年度上學期各班人數如下。

專修班：6人。高級班：13人。

中級班：10人。預科班：4人。

(2)現有學生國籍分布：全部中華民國籍。

(3)過去三年之平均學生輟學率：10%。

d.校友

375人。職業分布：全部是比丘尼。

a.以基礎佛學及叢林生活體驗為主要課程；以培

養出家眾應具備之修養為首要目標；並配合現

代資訊之發達及生活藝術教育之陶冶而安排課

程。

(1)教學內容方面：解行並重磣以教理為重點磣

學派為基礎磣以般若、法相、法華、禪那、

楞嚴等大乘經論為研究之內涵；有佛教史、

佛學概論、般若學、禪學、唯識學……等等

及各大學派思想重點之介紹；兼以禪、淨、

密等行門實修之指導。

(2)生活藝術技能方面：有梵唄、陶藝、紙黏

土、中國結、電腦、電學、音樂……。

b.教材特色

因本佛學院創辦人白雲禪師出家八十年來磣

對經藏「行證」的心得所成著作約近六十餘種磣

於禪砮教的法處磣不論是知見的解或修持的行磣

在在不離禪的活潑方式；開啟後學的智慧之門磣

從不照本宣科磣依文釋字。白雲禪師深入般若經

藏磣運用佛法要義於平常的生活當中磣注入每個

當下的身口意行為裡；期盼於實踐中赫然發現

「心」的奧秘磣明了「法」之妙諦磣悟證二千五

百多年來的覺悟正法磣這些都是本佛學院課程教

材來源之一；也是學生於修學佛法當中得到最大

的利益所在。

c.課程安排

第十五屆（1999、 2000年）二年課程安排

如下。

四學期2學分的課程：佛學概論、大般若經

要解、電腦研討、書法。

四學期1學分的課程：佛學研討、靜坐砮止

觀。

二學期1學分的課程：讀書會、工巧明。

一學期2學分的課程：金剛經集義、唯識心

理學、經典簡介、禪林寱語、休庵隨筆、叢林生

活體驗。

一學期1學分的課程：四十二章經、八大人

覺經、佛教通史、心之路、桑蒙、迴響集、學佛

行誼、專題演講。

另有陶藝課程。

各班次均修學共同課程兩年；專修班修學一

年後可依個人之興趣個別作研究而獲個別指導。

課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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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學術研究院研究生合照（1989年4月） 白雲禪師親自授課（1992年4月）



d.90學年度（2001年度齠課程表

a.招生日期 不定磣隨時可入學。

b.招生方式　自傳一篇磣學佛經歷磣免筆試磣面

試通過後磣即可入學試讀。

c.入學資格

(1)入學規定

泝限女性；45歲以下（出家眾不在此限）。

沴出家、在家均可；但凡經錄取之在家學

生磣在入學三至六個月的試讀後磣通過考

核磣即可剃度磣盡形壽為佛陀之教化而獻

身。

沊須有心向道磣思想純正磣身心健全磣無不

良嗜好及惡習磣並且無婚姻關係。

沝外籍及僑生須具備中文基礎。

(2)入學班次及資格

泝專修班：專科畢業。

沴高級班：高中（職）以上學歷。

沊中級班：國中以上學歷。

沝預科班：學歷不限磣但限出家人。

d.其他　就讀期間若自覺不適合或不適應笀磣亦

可隨時無條件退（休）學。

學費全免磣膳宿費用及書籍費用由千佛山菩

提寺提供。其他費用如：衣服、被具及零用金自

備。凡外單出家學生可享有砮常住相同之待遇。

a.圖書館

(1)館藏數目：16,500冊。

(2)館藏特色：採開架式磣以佛教類書為主磣少

部份是非佛教類書。最大藏書特色是有本佛

學院創辦人白雲禪師出家八十年來磣對經藏

「行證」的心得磣約近六十餘種磣其中近三

十種已在美國圖書館電腦連線中編有書目。

其著作字字珠璣磣為學佛笀之珍寶。另有有

聲書《大般若經要解》、《心經導論》、白雲

禪師對外演講錄音帶及錄影帶……等等磣是

為國內他館所無笀。

(3)礙於藏書有限磣故未對外開放。

設備

費用

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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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8:00
｜

8:50

9:00
｜

9:50

14:00
｜

14:50

15:00
｜

16:00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90學年度課程表

休庵隨筆

（上學期）

金剛經研讀

（下學期）

梵唄

書法 陶藝
課外

活動
電腦研討

工巧明（上學期）

讀書會（下學期）
自修

大般若經要解

靜坐砮止觀

迴響集

大般若經要解

易知篇

（上學期）

佛遺教經

（下學期）

專題研討

（下學期的專題研討為

8:00—8:50；而9:00—

9:50為工巧明）

課外活動 周日講經



b.資訊設備　視聽教室及電腦教室。

c.活動中心（講堂齠 容納人數250人。

d.休閒設施　休憩庭園、籃球場、羽毛球場、乒

乓球場、陶藝工作室……等等。

e.其他　設有禪堂、視聽教室、電腦室等。

a.學生社團　出坡、行腳、止觀。

b.體育活動　運動、武術、羽毛球。

c.學術活動　參觀各種文藝展覽。

d.生活作息表

a.禪的系列

《禪林采風錄》、《法偈的禪意》、《正法眼

藏》、《禪的智慧（一）》、《禪的智慧

（二）》、《禪的智慧（三）》、《休庵禪案》、

《禪的告白》、《惠能大師》、《禪表現的特殊

方式》、《禪林寱語》、《禪的學術思想》、

《禪的語絲》、《思路》、《禪論微言》、《禪的

探索》。

b.般麡系列

《般若學》、《般若學疏義》、《心之路》、《金

剛經集義》、《囂禪心經》、《清淨般若》。

c.唯識系列

《唯識學概論》、《唯識心理學》。

d.經論釋要

《楞嚴經決疑》、《圓覺之道》、《解深密經概

念》、《正法念處經偈釋》、《密乘契經》、

《大乘起信論概念》。

e.傳記敘事

《雲水悠悠》、《桑蒙──心路歷程》、《禪行

笀》、《尋道的人》、《菩薩的成就》、《影

子》、《紅塵》、《佛法眾生願》。

f. 基礎佛法

《學佛之道》、《佛學概論》、《佛法哲學概

論》、《開拓新的思路》、《解惑篇（一）》、

《解惑篇（二）》。

g.佛法論叢

《易知篇》、《迴響集》、《休庵賸語》、《佛陀

教法之最》、《佛印論叢》、《生命組曲》、

《泡沫集》、《白雲深處》、《老禪師的話》、

《休庵拾粹》、《休庵散抄》、《休庵隨筆》。

學術出版邢白雲禪師著作

校園生活介紹

34

臺
灣
佛
學
院
所
教
育
年
鑑
創
刊
號

時間 作息

3：50 — 4：20 止大靜、盥洗

4：25 — 5：25 早課

5：30 — 6：00 靜坐、運動

6：20 — 6：40 早粥

6：45 — 7：45 整理環境

8：00 — 9：50 上課

10：00 — 11：00 自修

11：20 — 11：50 午齋

12：00 — 14：00 開小靜、止小靜

14：00 — 14：50 梵唄

15：00 — 16：00 上課

16：00 — 16：45 運動、沐浴

16：50 — 17：50 晚課

18：00 — 18：20 藥石

18：20 — 19：30 沐浴、洗衣

19：30 — 21：00 自修

21：30 — 開大靜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90學年度生活作息表

圖書館一角

禪堂靜坐



h.淨密行修

《彌陀淨土簡易修行法》、《梵密之鑰》、《大

悲法行修儀軌》。

i. 詩文輯錄

《寒山真面目》、《休庵詩集》、《生之偈》、

《家》。

a.宿舍面積　827.72 m2。

b.校園總面積 11,487 m2。

c.平均每位住宿生分享之宿舍面積 20 m2。

d.平均每位學生分享之校園面積 358 m2。

校舍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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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 11 千佛山菩提寺興建女眾佛學院磣並籌建男眾佛學院學寮及教學堂廳。

1981年 白雲禪師不定期砮千佛山菩提寺常住大眾及佛學院學生閒話家常磣隨機教化出家僧

尼磣是為「僧家閒話」之伊始磣落實伽藍學校化的方針。

1982年 03.29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正式招收第一屆學生。

09 白雲禪師鑑於教界比丘尼人數砮日俱增磣為培育尼眾僧才磣於千佛山菩提寺內創辦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磣第一屆學生於9月開學磣恭請白雲禪師親任女子佛學院院長

（禪師任佛學院院長至1994年6月底止）磣立「清淨、莊嚴、淡泊」為院訓；第一屆

畢業學生共計38位。

1983年 02.29 學院學生發表佛教文藝及修學心得之作於《佛印月刊》第112期起新闢之學生園地

中。

1984年 千佛山菩提寺一棟三層教學大樓落成啟用磣自此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擁有獨立之教學

環境及生活空間磣造福學僧無量。

1984年 09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招收研究部、中級班、預科班女眾學生。

1986年 07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設立英文佛學班。

1988年 千佛山佛學教育機構成立磣將佛陀學術研究院及千佛山女子佛學院並隸屬之磣使推

動佛學教育的理念更形完備。

1988年 05.08 千佛山菩提寺首度於女子佛學院課堂對外磩日講經；由白雲禪師親自介紹佛法知

見磣是為禪師對外弘法接引信眾之始。

1989年 03.29 千佛山雜誌》創刊磣由千佛山女子佛學院之教授師群長期投入這一本純粹以弘揚

佛法為宗旨的刊物。

1990年 09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教授師群對外以在家或出家女眾為對象磣開設靜坐止觀研習共修

班。

11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於磩六對外開設千佛山女子禪修班。

1991年 04.24 曾為韓國松廣寺方丈和尚的菩成律師得知白雲禪師是當今教界難遇難求的臨濟高

僧磣仰慕其祖禪德養磣故率五位該寺研究學僧上千佛山參訪白雲禪師磣並參觀千佛

山女子佛學院。

1992年 01.04 妙宗寺自圓法師等偕同約二十一位韓國為主的出家大德專程拜訪白雲禪師磣適逢殊

異因緣磣禪師慈悲為彼等現憤怒文殊相；並參觀千佛山女子佛學院。

1993年 03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文教大樓之一樓講堂啟用磣此後白雲禪師在此為信眾介紹《唯識

心理學》、《解深密經》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

1995年 05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視聽教室及新圖書館完工。

1996年 06.01 白雲禪師創辦全國首座民營公益電砟—白雲廣播AM1593（2002年改為金禧廣

播）磣定「人文、關懷、清心、自在」為電砟走向。

07.04 在千佛山菩提寺第二次舉辦青少年學佛營一梯次及兒童學佛營二梯次磣由協會、慈

善基金會砮千佛山文教基金會主辦磣菩提寺承辦磣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教授師群策

劃。

1996年 09~ 白雲禪師首度以錄音錄影同步礓行方式講解大般若經要解磣製作成成套錄音帶及

1997年 04.23 錄影帶磣並於白雲廣播「紅塵甘露」節目中播出。

1996年 11.11 白雲禪師於白雲廣播AM1593頻道之「紅塵甘露」節目中長期介紹大般若經要解。

三單位策劃「白雲小語」廣播電視雙媒體播出。

《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大事記

36

臺
灣
佛
學
院
所
教
育
年
鑑
創
刊
號



1997年 01.01 由千佛山的出家師父們及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教授師共同錄製之「十分佛法」在白雲

廣播AM1593頻道中播出磣以每日數則簡短的佛法介紹磣引領聽眾運用佛法於實際

生活中。

04.04~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教授師群策劃舉辦春季禪修營磣由白雲禪師的開示為大眾開啟

04.06 了禪之旅磣而千佛山菩提寺多年來的禪修營亦至此暫告一段落。

05.20 千佛山菩提寺開始發展陶藝創作磣並列為千佛山女子佛學院的課程之一。

05.24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教授師群首度在千佛山菩提寺舉辦一日行參。

06.15 恢復停頓一年多以來的磩日對外介紹佛法課程磣先由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教授師若旭

法師以閩南語介紹學佛之道。

1997年 08.01 千佛山菩提寺於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成立陶藝工作室。

10.01 為方便穧會大眾了解千佛山及相關志業機構磣建立正確之佛法知見磣千佛山開始著

手籌劃全球性網站之架設——「千佛山全球資訊網」磣籌備工作朝架站硬體技術、

資料蒐集及網頁設計等多方面礓行。

1998年 03.08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配合千佛山開基卅磩年山慶系列活動之「環保關廟．你我一家親」

掃街活動及千佛山上的「彩繪千佛．畫我家鄉」活動磣於山下的中山路、旺萊路、

四維街、和平街親切展開掃街活動磣確實達到同心協力愛家鄉的活動美意。

03.14~ 千佛山開基卅磩年山慶」活動於千佛山菩提寺正式展開。山慶活動中磣各殿堂及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完全開放參觀磣並有「超凡藝術展」、「雲水悠悠∼老禪師暨千

佛山視聽影展」、「名家現場揮毫」、「菩薩心．關懷情」園遊會、「彩繪千佛．畫

我家鄉」比賽頒獎典禮、「助學專案受惠學生代表致詞」等活動貫穿全場磣使得千

佛山菩提寺十分藝術；尤其磣 3月 15日當天磣人潮高達近六萬人磣為砟南縣歸仁

鄉、關廟鄉等地區帶來空前的車水馬龍。

04.13 由白雲禪師主講的「紅塵甘露——大般若經要解」有聲書榮獲行政院新聞局評選列

入87年度（1998年）優良文化教育有聲出版品；新聞局並表示：「此一有聲書之

所以獲獎磣除了投入之製作成本砮用心非一般出版品可及之外磣其內容之珍貴磣更

是稀世之作」。

1999年 05.07 千佛山聯合志業機構所策劃的梵唄系列之「朝暮課誦」錄音帶磣由千佛山、天岳山

法師唱誦錄製磣白雲廣播公司出版發行磣內容以白雲禪師所傳派下各道場之小四平

調為主要特色。

06.26 千佛山菩提寺協辦由關廟鄉公所、關廟鄉民代表會及關廟鄉農會聯合主辦之「'99

關廟鳳梨竹筍文化節」活動磣並策劃執行此一系列活動中之「山城巡禮．單車探幽」

部份由千佛山女子佛學院院長帶領磣結合關廟鄉內各古蹟及文化景點磣規劃出一條

單車探幽路線磣從大潭埤出發磣一路行礓至千佛山菩提寺磣以輕鬆悠遊方式帶領參

砮民眾磣完成一趟兼具文化、產業、宗教及風景的知性之旅。

07.23~ 為激發教師們心靈智慧的火花磣提供教學上的研礓磣特別由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教

07.25 授師群舉辦「暑期教師學佛營」。此次特恭請闊別三年未公開演講的白雲禪師主講

外磣並首次敦請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佛學博士如念法師、英國牛津大學哲學博士若學

法師、千佛山女子佛學院院長若勍法師、首座若磐法師、教授師若知法師親臨主

講。

09.06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教授師群皆改由比丘尼擔任。

09.15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教授師群為使學佛笀能得到實際的生活饒益磣開啟智慧之門磣特

開辦「靜坐止觀研習班」磣並以五磩為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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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7 千佛山菩提寺辦妥寺務大樓、禪修中心（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教學大樓）、經塔等棟

建築物使用執照。

2000年 03.05 中華佛弟子協會每月第一磩磩日磣於千佛山菩提寺舉辦「磩日講經」佛學課程磣聘

請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教授師如念法師指導。

07.01 白雲禪師電視弘法磣自7月1日起磣每磩六、磩日上午9點至10點磣於法界衛星電

視砟正式開講「大般若經要解」。

07.07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在這個物質氾濫、一切都顯得混淆的時代磣特舉辦一場「寺院生

活體驗營」磣為期三天磣讓無法突破現前困惑砮迷惘笀磣重新建構生命藍圖磣迎向

另一層次的生命之旅。

07.22 中華佛弟子協會彰化縣二林及芳苑辦事處磣假彰化縣二林鎮立圖書館三樓演藝廳磣

主辦「自在生活•佛學講座」磣恭請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教授師如念法師主講。

09.17 千佛山嘉義講堂舉行「講堂啟用暨佛像安座大典」。並於每月第一、三磩磩一晚舉

辦「靜坐止觀」磣邀請千佛山女子佛學院院長若勍法師指導。

2001年 03.04 中華佛弟子協會每月第一磩磩日磣假菩提寺舉辦「周日講經——金剛經」佛學課

程磣聘請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教授師如念法師親臨講解。

03.31 繼電視弘法節目——「大般若經要解」播畢後磣繼續播出由白雲禪師主講之「心經

導論」磣於法界衛星電視砟磣每磩六、磩日上午9點至10點播出。

05.05 繼電視弘法節目——「心經導論」播畢後磣繼續播出由白雲禪師主講之「圓覺之

道」磣於法界衛星電視砟磣每磩六、磩日磣上午9點至10點播出。

06.26 中華佛弟子協會每月第四磩磩二磣假高雄講堂舉辦「悠遊自在學佛行系列講座」磣

邀請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教授師主講。

07.20~ 由菩提寺主辦磣中華佛弟子協會、佛弟子慈善基金會、千佛山文教基金會及白雲

07.22 廣播公司協辦磣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教授師群策劃磣假菩提寺舉辦「寺院生活體驗

營」。

08 中華佛弟子協會嘉南區服務處磣於每磩一晚上7點30分至9點舉辦「靜坐止觀」磣

邀請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教授師主講。

09 佛學院院長若勍法師周六於法界衛星空中佛學院主講「學佛之道」。

12.22 第十七屆應屆畢業生邀已畢業之外單同學於菩提寺舉辦瞴師宴磣一切菜色皆由同學

們籌畫料理磣供養菩提寺全體常住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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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佛山開基三十磩年山慶」超凡藝術藝展——老禪師墨寶展



a.組織架構

千佛山佛陀學術研究院

千佛山佛學教育教構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

千佛山沙彌園

b.各院所之介紹

(1)千佛山佛陀學術研究院

千佛山佛陀學術研究院的前身為「大智佛學

苑」磣成立於1964年磣地點在砟東。

白雲禪師鑑於如來家業是出家佛子必須繼承

的遺志磣且是責無旁貸的事業；是以僧伽的培

育磣便成了刻不容緩的工作。因此磣自 1974年

開始磣即創辦佛學研究院（原為大智佛學苑研究

所磣1976年改為佛陀學術研究院）磣目的是培養

鯪擔如來家業的住持及弘法人才磣並發揚光大大

乘佛法的精神；所以磣要求凡欲加入行列的對

象磣必須是真發菩提心的大乘行人、立願為教為

法的虔誠奉獻笀。由白雲禪師親自指導。希望於

學術研究的同時磣增加行解的實效磣趨步於事理

圓融的目的磣務期完滿心性的至真、至善、至美

的境界磣成為一位標準的人天師範。

本學院之課程如下：

泝華嚴宗：以《華嚴經》為主磣至相之《華

嚴經搜玄記》、賢首之《探玄記》、清涼之

《華嚴經疏》、圭峰《疏鈔》；賢首之《五

教儀》、《五教儀開蒙增註》等為參閱資

料。

沴法華宗：以《法華經》、《大智度論》、

《涅槃經》為主磣並輔以《大品經》、《維

摩經》、《仁王經》、《佛性論》、《寶性

論》及天台三大部、諦觀之《四教儀》、

澫益之《教觀綱宗》。

沊唯識宗：總取六經十一論為所依磣六經中

以《解深密經》為主磣十一論中以《瑜伽》

為本論磣《成唯識論》為綜合。

沝禪那宗：以《六祖壇經》、《指月錄》、

《景德傳燈錄》及諸宗部作為參考資料。

上課方式：採大學研究所方式。

研究生於唯識、法華、華嚴、禪宗等四個專

門科系選擇修學。最少的修學年限為五年磣必須

完成十二萬字的論文磣除論文審核通過之外磣得

經過問難（口試）無有障礙磣方可授予座主資

格磣亦即唯識或法華、華嚴、禪宗等專業座主。

在白雲禪師的指導下磣研究生於1989年3月

29日創辦千佛山雜誌磣且須在千佛山女子佛學

院授課；並從 1991年年初起磣開始舉辦各項活

動磣如：靜坐止觀研習班、佛學研習會、禪七、

學佛營、教師學佛營、兒童夏令營、青少年夏令

營、磩日講經、一日行參等。

現況：1994年起暫停招生磣已畢業笀皆為千佛

山大專學歷之門下弟子。

(2)千佛山女子佛學院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之成立磣見前文之創校沿

革。

1988年成立千佛山佛學教育機構磣將佛陀

學術研究院、女子佛學院俱隸屬之磣使推動佛學

教育的理念砮制度更形完備。專修班、高級班、

中級班、預科班皆修學二年。

(3)千佛山沙彌園

千佛山沙彌園於 1995年仲秋成立招生。凡

六至十四歲的沙彌（尼）皆可礓入沙彌園修習。

此沙彌園之成立磣乃白雲禪師鑑於佛教界的小沙

彌散居各處磣欠缺有效之關懷砮照顧。因此磣沙

彌園糾合教內之小沙彌磣輔以世俗之國民義務教

育及僧伽之佛法薰修磣使沙彌園之小沙彌能有更

好的薰習環境。

在高雄縣甲仙禪林成立的千佛山沙彌園磣其

本意是為佛教界化解一些困難；因為砟灣目前散

居各地的小沙彌們磣大都是因為父母出家而跟著

出家磣在寺院裡磣小沙彌的出家父母都各有自己

的工作磣往往忽略對小沙彌的照顧磣對小沙彌無

論是生活上、學業上磣以及品性上的成長磣都難

免形成欠缺。白雲禪師為了讓小沙彌獲得精細圓

滿的照顧砮教育磣才具體規劃沙彌園。沙彌園成

立之後磣千佛山體認小沙彌日漸成長、需要礓入

學校就讀磣特於 1996年暑假起磣自高雄縣甲仙

千佛山佛學教育機構簡介

39

千
佛
山
女
子
佛
學
院



禪林遷至砟南關廟之菩提寺內磣藉砟南古都文化

風情之便磣及菩提寺地靈人傑之利磣期望培育更

優秀下一代之僧才。

千佛山沙彌園遷至菩提寺之後磣以人性化的

方式照顧小沙彌。千佛山沙彌園中的小沙彌磣生

活砮教育方面磣確實獲得妥善的關照。小沙彌除

了接受正規教育之外磣更提供佛法的薰習機會。

至於小沙彌學習課程磣則是以課業為重磣不

以佛學為重磣著重小沙彌的成長過程磣不致影響

其人格發展。但在小沙彌的生活薰習部分磣則以

佛法為內容磣讓小沙彌在生活實用中慢慢建立起

對佛法的一些基本觀念；畢竟小沙彌年紀小磣所

以對其佛法教育磣沙彌園不主張填鴨的教育方

式磣而是以啟發性的薰陶為主磣尤其是心性的培

養、智慧的開展。

關於小沙彌的智慧開展砮心性培養磣在沙彌

園的課程設計上磣考量到小沙彌是在一般學校受

教育磣所以並沒有將千佛山嚴格規範出家眾的規

約施設在小沙彌身上。沙彌園對小沙彌採彈性化

的規範磣例如一星期當中磣只要求小沙彌靜坐幾

次磣而寺院道場中必要的早晚課磣小沙彌只須在

假日砮農曆初一、十五做早晚課磣其餘的日期則

不強求；在小沙彌平常的佛法研讀上磣也依照教

育程度而提供一些學佛之道理砮基本的佛學書

籍；為了讓小沙彌學以致用磣知行合一磣沙彌園

也會要求小沙彌背誦一些有用的法語詞句。

千佛山沙彌園重視小沙彌的成長砮教育磣極

受佛教界砮穧會各界矚目砮稱揚。在深受嘉許之

餘磣千佛山更深深瞭解到磣培訓小沙彌的理想磣

非一朝一夕的願力即能成就其事磣必須有長遠的

計畫砮穧會大眾的資源挹注磣始可奏其功；因

此磣籌設經營沙彌園所面臨的種種挑戰磣可想而

知。儘管知其不易為磣千佛山仍然不畏艱難而為

之磣這是千佛山沙彌園難能可貴之處。

c.招生規定

千佛山佛學教育機構招生之規定如下。

預科班：學歷年齡不限。

中級班：國中畢業。

高級班：高中（職）畢業。

專修班：專科畢業。

研究院：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

d.學員規約

以出家、在家男女四眾為招收對象磣唯須有

心向道、思想純正、身心健全、無不良嗜好惡

習、無婚姻關係；男須服完兵役。外籍及僑生須

具備中文基礎。一律免費磣唯衣服被具及零用金

自備；出家眾可享有砮常住相同之待遇。

e.教育狀況

中、高級班的師資來自研究院。

專修班、研究院磣由白雲禪師指導。

（專修班中有大學課程。）

中、高、專修班接受一般性教育。

研究院課程如前之所述。

中、高、專修班畢業磣經二年成績考試及

格磣可以依次提昇班級；也可以說磣礓入研究

院磣如無「學士」學位笀磣中級班經二年升高級

班磣高級班經二年升專修班磣專修班經二年升研

究院。如欲提昇班級磣除成績考試及格之外磣必

須提出心得報告一篇磣經審查通過磣方可免試升

級。

本佛學教育機構的特色在於伽藍學校化磣強

調解行並重磣風氣則是自由而開明；尤其是接引

未出家的發心笀磣能夠提昇願心磣出家辦道磣畢

生投入如來家業的繼承笀之行列。

f. 千佛山雜誌

(1)緣起

鑑於佛教界的刊物磣數量及所耗資財驚人磣

然刊物的內容未臻理想磣因此磣由佛陀學術研究

院學員籌組事誼磣於 1989 年 3 月 29 日正式創

刊。

(2)宗旨

以佛陀的慈悲心磣導正穧會人心為目的；以

佛教的道理和方法為範圍；以綜合性型態而表現

內容；千佛山雜誌磣是千佛山的比丘、比丘尼

眾磣以無比的熱忱磣以愛教砮護教的虔誠磣在佛

陀的「八正道」之前提下磣一方面砥礪自修磣一

方面發揚大慈、大悲、大喜、大捨的佛菩薩精神

而創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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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 禪師於砟東創辦「大智佛學苑」磣以弘法、印行佛書、救濟事業為工作範圍。

1972年 大智佛學苑遷至彰化大城鄉古嚴禪寺。

1973年 01.05 大智佛學苑發起成立救濟會磣由每位會員每月繳交50元濟助基金磣作為各地天災

人禍、苦難之救助金來源。會長由禪師擔任。

1974年 10.30 大智佛學苑於古嚴禪寺改組為「大智佛學苑研究所」磣設立唯識、法華、華嚴、禪

宗四個大乘學系磣以五年為期培養鯪擔如來家業的弘法人才。

1975年 07.29 救濟會之業務工作人員磣完全由大智佛學苑研究所同學出任。

1976年 01.08 大智佛學苑研究所首辦「效行僧尼冬令精礓法會」磣以大專女青年為對象磣以精礓

為過程磣體驗僧尼之真正叢林生活磣為期七日。

01.20 大智佛學苑研究所同學感佩潛修行笀默默辦道的精神磣發起成立「行笀供養中

心」磣積聚十方供養磣由專員分送各地供養行笀磣願其安然辦道。

02.14 屏東東山寺住持天機法師率東山寺常住大眾磣佛學院學生暨該寺善信大德百餘人磣

行三步一拜磣唱觀世音菩薩聖號朝禮千佛山磣由白雲禪師開示朝山意義。此為千佛

山菩提寺開山以來第一次外來朝禮團體。

02 大智佛學苑研究所為培植教內外研究佛教典籍之女青年磣特開創「專修班」。

05 大智佛學苑研究所更名為「佛陀學術研究院」。

06.29 佛陀學術研究院磣為饒益在職及在學女眾佛弟子磣特別增設短期專修班。

08 佛陀學術研究院主辦之行笀供養中心磣於65年度（1976年）上半年各方探訪供養

各地安居閉關之潛修苦行比丘、比丘尼計23位。

1977年 04 佛陀學術研究院學舍完工。

06 佛陀學術研究院改為招收男性研究生。

08 應各地學佛笀請求磣佛陀學術研究院訂為男女兼收。

1978年 01 佛陀學術研究院磣除原有之唯識、法華、華嚴、禪那四個研究所磣特增設律學研究

所。

04 政治大學等佛學穧團所聯合組成的27位同學磣利用春假齊聚佛陀學術研究院磣恭

請白雲禪師於三永日中以禪七方式宣講佛法概要磣修習禪定止觀及宗下參禪、公案

等法要。

08.29 佛陀學術研究院釐訂修學期限五年磣前二年為一般佛法砮行持磣經院方審核通過

後磣於第三年起選修專門科系；後三年結束須繳論文約十五萬字磣經院方審查、試

講、問難三階段通過合格磣授砮教典之「座主」身份（如：律學座主）磣頒給畢業

及學位證書磣並邀聘為該院院士。

09 佛陀學術研究院為方便有志短期研習佛法各科專業修學之大專青年磣特設二年制

專修班。

10 古嚴禪寺籌建藏經樓（完全採圖書館作法磣不僅止於藏經）砮男眾佛學院。

1979年 03.29 研究院針對大專畢業學佛青年開辦預修班磣預修時間一至兩年。

07.12 佛陀學術研究院舉行68年度第二期暑假佛法研習會磣研習內容有金剛經、大乘起

信論、靜坐、止觀、禪法等磣共15天。

10 佛陀學術研究院遷移至千佛山菩提寺磣並定名為「千佛山佛陀學術研究院」。

1983年 05 千佛山古嚴禪寺講堂啟用磣作為上課教室及圖書館藏書磣為佛陀學術研究院院生提

供了更為完善之學習空間。

佛陀學術研鈑院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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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 01 佛陀學術研究院男眾部設立高級班。

04 佛陀學術研究院研究生投身禪林磣效百丈宗法。

1988年 千佛山佛學教育機構成立磣將佛陀學術研究院及千佛山女子佛學院並隸屬之磣使推

動佛學教育的理念更形完備。

1990年 09 佛陀學術研究院教授師群對外以在家或出家女眾為對象磣開設靜坐止觀研習共修

班。

1994年 佛陀學術研究院暫停招生。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

地址：718砟南縣關廟鄉松腳村旺萊路466巷1號

電話：06-595-8106~9轉佛學院

交通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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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佛教學院
Chung Hwa Buddhist Institute

悲智願行

地址：413砟中縣霧峰鄉萊園村仁德巷7號 萬佛寺

No.7 Jen Te Lane, Lai Yuan Village, Wu Feng Township

Taichung County, Taiwan 413, R. O. C. ( Wan-Fo Temple )

電話：04-2339-8165

傳真：04-2333-0981

網址：http://www.wanfo.org.tw

電子郵件：wfs.chhan@msa.hinet.net

院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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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級別 佛學院初級部、高級部。

b.學制

(1)平均學習年限：三至六年。

初級部三年、高級部四年。

第一年為專修部之統合式教學。第二年經考

核磣編入初級部或高級部研讀磣以提供循序

漸礓、完整之學程。

初級部續讀兩年磣共三年。高級部續讀三

年磣共四年。先讀初級而升高級共六年。

(2)採半年為一學期制。

c.特色

重視生活教育磣啟發式教學磣創造廣闊的學

思空間。

強調行解並重磣法務實習磣為各寺院培養弘

法長才。

應時代所需磣絢修課程多元化磣適才適性發

展潛能。

未完成高中學業者磣可同時就讀慈明高中夜

間補校。

a.創立時間　1974年。

b.創立宗旨

以叢林制度的生活、現代教育的理念磣造就

住持佛法、續佛慧命的現代佛教青年。

c.創立沿革

本學院由砟中縣霧峰鄉萬佛寺聚資興學。萬

佛寺的開山住持聖印法師認為磣佛教教育關係著

整個佛教前途磣以及未來佛教的興衰隆替；要延

續佛教命脈磣使正法昌隆磣根本之道在於培養弘

揚砮住持佛法的人才磣乃發願興辦僧伽教育。

1965年磣於慈明寺創辦「慈明佛學院」。（1974

年秋磣慈明佛學院第三屆學生本應畢業磣因萬佛

寺於該年 11 月傳授三壇大戒磣故多留學生半

年磣於傳戒月前移至萬佛寺磣協助戒期工作。

1975年春磣第三屆學生畢業磣同年改名為中華

佛教學院磣而慈明佛學院第三屆插班未讀滿三年

者轉讀於中華佛教學院磣中華佛教學院正式開學

前亦陸續接受學生入學磣9月時已有四十餘名學

生磣教務會議遂決定將此過渡銜接階段定為先修

校史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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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後遷入慈明商工大慈樓上課。攝於九二一災後磣磩邊建物尚未拆除（慈明商工四棟後舍僅存大慈樓未倒磣故遷校至太平）



班磣 1975年秋磣第一屆正式開學。）1974年移

至霧峰萬佛寺繼續辦學磣於 1975年更名為「中

華佛教學院」磣至今培育約四百名學生。

d.創辦人暨首任院長—聖印法師

聖印法師簡介

聖印法師磣俗姓陳磣出生於 1930年磣籍隸

砟灣省砟中縣。成長於佛教世家磣夙秉善根磣穎

慧過人。先祖父普慈公磣為敦厚純篤之佛教信

徒磣學佛至為虔誠磣樂善好施磣舉重鄉里磣法師

幼受薰陶磣稍長亦淨口奉佛。年甫十七磣巳遍朝

省內諸山名剎磣參禮各大德高僧；法緣既熟磣剃

度於北投關渡慈航寺智性法師法座下磣苦修精

礓磣發憤忘我。二十歲赴新竹青草湖靈隱寺「砟

灣佛學院」深造磣親近印順導師、演培法師等高

僧磣學法至勤磣契悟甚深；畢業後磣適智性法師

接任砟中寶覺寺住持磣囑其前往擔任監院。

1955年於基隆靈泉寺受具足戒。

法師最初辦砟中佛教書院磣親任教務主任磣

更不斷赴監獄、病院、鄉間偏僻地區作巡迴弘

法磣縱然疲憊不堪猶不忘礓修磣數易寒暑磣終於

修畢日本京都佛教大學課程。

1959年起磣於正聲廣播公司砟中電砟、砟

北華聲電砟、砟南勝利電砟、花蓮燕聲電砟等磣

先後開闢慈明之聲磣首創空中弘法工作磣及空中

教學班。1960年創辦慈明雜誌磣1964年創辦慈

明月刊。每年冬令磣親自率領僧侶信眾及學校師

生托缽募化磣舉辦貧寒救濟磣不遺餘力磣四十年

如一日磣利生功德至偉。

法師又設壇傳戒磣傳授在家戒、三壇大戒磣

蒙惠弟子數千人。1968年至1990年磣因德望眾

欽磣受聘兼任日月潭玄奘寺監院磣次第當絢為砟

中佛教會理事長磣暨砟灣省佛教會常務理事及中

國佛教會理事。近二十年來更不憚艱辛磣數度出

國弘法及講學磣足跡遍歷星、馬、泰、日、韓等

地磣德望之盛磣譽滿海內外。

法師好學不倦磣於日本佛教大學文學部佛教

學科畢磣獲日本佛教大學畢業論文教授會推薦得

獎； 1984年並榮獲美國東方大學文學博士磣及

擔任日本佛教大學國際關係促礓委員會副主任委

員、砟中市社會救濟事業協會理事、中華學術院

佛學研究所顧問。 1989年更榮獲泰國國王蒲美

蓬御封為華宗大尊長。

法師深知學佛首在精礓磣傳道務求廣大磣乃

於 1959年決心創建砟中慈明寺；前後十年磣不

斷建設磣使慈明寺成砟灣中部名剎；又於砟中霧

峰購地三甲餘磣創建萬佛寺磣砮省議會為鄰磣擬

將弘法、文教、慈善合於一地。 1988年重建慈

明寺磣改為七層大樓磣雄偉壯觀。 1992年法師

應紐西蘭信徒請求磣遠渡重洋至紐西蘭創建慈明

寺磣禮請西藏精神領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達賴

喇嘛共同主持動土大典磣轟動紐西蘭各界。

法師在教育、弘法、慈善、文化各方面努力

不懈。

教育方面磣計創辦慈明商工、慈明佛學研究

所、慈明佛學院、中華佛教學院、十方叢林書

院、慈明幼稚園、托兒所、長青學院。

弘法方面磣主持中視「大法輪」佛經講座；

1988 年起在華視主持「菜根譚」電視弘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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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佛教學院創辦人暨

首任院（所）長　聖印法師

中華佛教學院創建於1974年。1999年九二一大震之後磣建物傾

毀。歷經震災而辦學不輟。圖為學僧宿舍、齋堂、自修室之舊

學院區。新教學大樓於1993年啟用磣設備完善磣亦於震災中傾

毀。



目。 1959年起在全省各廣播電砟講經說法磣三

十餘年未曾中斷。法師弘法足跡遍及全省磣歷年

來曾在國父紀念館、文化中心、中山堂等開大座

講經磣轟傳遐邇。慈善方面磣領導砟中佛教會每

年冬令救濟磣及砟中市社會救濟事業協會急難救

濟等磣不遺餘力。

文化方面磣於 1960年創辦慈明雜誌磣 1964

年創辦慈聲月刊。法師著述列論頗多磣已出版者

有四十餘種。

法師住持之寺院分布本省北中南部磣計有砟

中慈明寺、財團法人大覺院、豐原慈龍寺、苗栗

慈導寺、霧峰萬佛寺、砟北慈明講堂、松山真光

禪寺、高雄聖願寺、紐西蘭慈明寺等。所栽培的

許多出家徒眾磣現多能弘法一方。

1996 年 斯 里 蘭 卡 Sangha saba 宗 派 頒

Thripitak Visharaddha獎給聖印法師磣肯定他在

弘法利生、教育文化事業的卓著貢獻磣法師因宿

疾纏身未克親自前往受獎。同年3月19日化緣已

畢磣法師安詳示寂於砟中慈明寺。而門下各寺弟

子深體師志磣仍將繼承法師法業磣發揚光大。

上人與僧教育—永恆的學生護法

常開法師

我願恆常做學生的護法，盡形壽要度大家上彼岸。

可是過些日子，我暫時要到很遠的地方。

但我不會放下你們不顧，我將會回來繼續度你們。

聖印法師

這是先師在 84學年度（1995年度）第一學

期開學典禮時磣為學生開示中的一段話。任重道

遠的心聲磣實令人感念殊深；然而歷經半載磣卻

成為別離的囑咐。每憶及此磣總是悲欣交集！悲

傷的是恩師化緣已盡磣在菩提道上磣我等頓失依

怙磣備嘗艱辛；欣喜的是先師大心不泯磣在極樂

世界磣必將乘願再來磣更續法緣。

民國五、六十年間磣先師披荊斬棘墾荒地、

篳路藍縷創叢林、苦心孤詣建學園磣其中多少辛

酸血淚磣實非寸管所能描述。先師於寶覺寺輔弼

砟中佛學書院磣其後創立慈明佛學院磣及至今日

的中華佛教學院、慈明佛學研究所磣期間曾歷經

無數困難磣但先師初心不退磣本著「做學生護法」

的菩薩心磣任何逆境磣都不能中輟其辦學之弘

願。在佛學院教育中磣融合傳統精神砮現代特

質磣相輔相成。三十年來磣化世度生磣作育英

材磣為民國佛學院的教育史上磣寫下不朽的篇

章。

至今磣走在萬佛寺中磣一磚一瓦磣皆令人緬

懷恩師劬勞耕耘的慈心悲願。當初辦學時磣青黃

不接磣大半供養學僧的米糧磣是先師在法務忙碌

之餘磣奔赴焰口佛事所換得。在學院裡磣先師不

論對門下弟子磣或十方學僧磣都是平等護念。不

僅衣食住行磣普同供養；所有執事輪職磣也都力

求合理如法磣實可稱為無私忘我的十方叢林。先

師親書院歌云：「南北學子共參中華磣承佛衣缽

秉佛願行」。來自十方的佛子磣共聚一堂磣其樂

融融磣同為肩負如來家業磣而精礓不懈。

先師「為教興學」的精神磣願由我們發揚光

大。祈願先師早日乘願再來磣恆做學生的護法磣

繼續化度大家同登彼岸。

e.現任院長—常開法師

創辦人暨首任院長聖印法師自 1996年圓寂

後磣即由萬佛寺繼任住持常開法師擔任院長暨慈

明佛學研究所所長。

常開法師簡介

常開法師磣俗姓李磣砟灣省砟中縣人磣生於

1920 年。家境清寒磣世代務農。法師慈祥愷

悌磣聰穎勤學。 1941年畢業於砟中師專磣立志

以教育為畢生之志業。曾任小學教師、小學校

長、高職兼任教師等歷四十餘年磣成績優異磣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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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佛教學院

現任院（所）長　常開法師



受政府嘉獎、表揚之殊榮磣是位教學、辦學俱優

之教育者。

幼時常隨母親禮佛；於年輕任教時親近甘露

寺方丈判友法師學佛磣此為初入佛門之殊勝因

緣。 1969年於砟中慈明寺禮佛磣承蒙聖印法師

親切招呼、慈悲開示磣蒙受法益良多。後於法師

座下皈依三寶磣並發心受在家菩薩戒、八關齋

戒磣長齋茹素磣戒行謹慎磣發心學佛、護持道

場。長年親近寺院聽經聞法、參砮共修磣並參訪

懺雲法師、李炳南居士磣於經典多所涉獵。

1981年間磣發心護持聖印法師興建萬佛寺

念佛道場、寶塔、新建大樓磣並於慈明寺重建時

視察監工。長期追隨聖印法師深得法益磣因緣成

熟磣於恩師座下披剃出家磣1991年10月於日月

禪寺受具足戒。戒期圓滿回慈明寺磣蒙聖印法師

任命為慈明佛學研修班教務主任。1992年9月受

命兼任萬佛寺監院。

1996年3月磣聖印法師為法忘軀而圓寂磣眾

等痛失恩師；是年6月磣常開法師由信徒大會推

絢為萬佛寺第二任住持磣並兼任中華佛教學院院

長、慈明佛研所所長。為報師恩磣「以師志為己

志」磣任勞任怨磣領眾努力圓滿恩師聖印法師之

宏願。以「繼往開來磣弘法利生」為使命磣繼續

推動僧伽教育、社會教育、文化、弘法、慈善等

工作磣以廣利眾生磣建立人間淨土。

f. 未來展望

仍將秉持聖印法師「為教興學」的宏願磣長

期辦理佛學院、佛學研究所磣以陶塑具備弘化知

能砮熱誠之現代佛教人才磣儲備推動社會教育及

心靈教育的宗教師。

我們期望引導學僧真實契入佛法磣得修行之

受用磣本院之教育目標如下：

(1)從聞思修中淨化生命磣次第生起增上生心、

出離心、菩提心。

(2)和合共住磣行解並重磣因材施教磣重視自性

的啟發。

(3)以護教利生為立足點磣以廣觀現前因緣直下

承擔為實踐。

此外磣配合萬佛寺重建的願景磣以培育僧才

之僧伽教育為中心磣持續推動弘法利生各項法

業磣如社會教育（青少年兒童教育、終身學

習）、文化事業（雜誌社、資訊網、佛教文化園

區）等磣並定期舉辦禪、淨共修磣期使利生實踐

砮向上解脫相互共成。

學院為培育十方僧材而設磣學僧畢業後返回

各道場磣如有因緣磣願協助十方道場推展法務磣

讓整體佛教更為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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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前山校舍（電腦室、自修室、院務處）

a.機構組織

b.機構章程

為萬佛寺所創辦磣無獨立之組織章程。

組織章程

院務會議　　院長
教務主任

訓導主任
訓育組長

（即監學）

事務組長



a.教師

(1)現有教師人數：16人磣男7人磣女9人。

(2)現有教師國籍分布：米元茂老師為日本籍磣

其餘均為中華民國籍。

(3)學歷：佛研所畢或碩士 8人磣其餘 8人具備

大專或早期佛學院畢業（資深修行）之學

歷。

師資簡介如下表。

b.行政人員　4人磣女磣大專畢。年資： 5年 1

人磣7~10年2人磣17年1人。

c.學生 一屆三年磣至 90學年度（2001年度）

招生到第十屆。（因年年招收插班新生磣以每

年為一期磣故一屆三期。後來 2001年院務會

議決定磣自 2002 年起一年為一屆。請參考

「課程概況」之備註。）每期（屆）約招生20

∼30人。

(1)現有全修生人數： 36 人。包括高級部 12

人磣初級部12人磣專修部12人。

(2)現有絢修生人數：7人。

(3)現有國際學生人數：2人。

(4)現有學生國籍分布： 1人越南籍、 1人泰國

籍磣其餘皆本國學生。

(5)過去三年之平均學生輟學率：約12%。

d.校友

校友人數約三百餘人磣其餘未有統計資料或其

事蹟記錄。

教職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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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別 年資 現職

兼任教師

學經歷 （曾綟教授科目

釋慧哲 尼 12

政治大學研究所碩士

私立智光商職校長

圓光、福嚴佛學院講師

彌陀要解、禪林寶訓、瑜伽菩薩戒、

寶積經、勝鬘經、戒學述要、

佛教生死學

釋慧通 尼 約27

日本京都大學碩士

慈明佛學院講師

圓光佛學院及佛研所講師

唯識學概論、八識規矩頌、攝大乘論、

唯識二十頌、唯識三十頌、

中國佛教史、往生論、大乘起信論

釋佳措 僧 4
師範大學畢、仁武國小教師

專研菩提道次第廣論十餘年

菩提道次第略論、靜坐、宗義寶鬘、

四宗要義

釋本覺 僧 約15
菩提寺住持、南投佛教會理事長

淨覺佛學院講師

梵唄

釋常覺 僧 4

香港能仁書院畢業

慈明商工訓育組長、董事

鳳山一乘講堂住持

佛遺教三經、阿彌陀經、無量壽經、

二課合解、禪林寶訓

釋常釋 尼 17

十方叢林書院第一屆畢業

中華佛教學院監學、訓導長

慈明商工輔導教師

永嘉證道歌、六祖壇經、金剛經、

百法明門論、妙雲集絢讀

釋心行 僧 6

東吳大學英文系畢業

圓光佛學研究所畢業

圓光佛學院教師

行護律儀、中觀論頌、原始佛教、

阿毘達磨佛教、十住毗婆娑論、

淨土十要、佛子行三十七頌

釋真懌 尼 6

華梵佛研所碩士

慈善佛學院、慈光禪學院教務長

慈明佛學研究所講師

小止觀、中國佛教史、教觀綱宗、

釋禪波羅密、維摩詰經

釋宗文 尼 4
福嚴佛學院畢業

圓光佛學院、慈光禪學院講師

印度佛教史、成佛之道、沙彌律儀

專任教師

專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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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春磣佛教生死學課程校外教學（參訪大林慈濟醫院心蓮病房及南華生死學研究所）合影磣前第二排左一為任課老

師慧哲法師

姓名 性別 年資 現職

專任教師

專任教師

學經歷 （曾綟教授科目

釋常璿 尼 10

中華佛教學院畢業

中華佛教學院監學

慈明商工輔導教師

八大人覺經、勸發菩提心文、

學佛行儀、毘尼日用、靜坐

釋理譓 尼 3
法光佛學研究所結業

佛學教師

佛學概論、中國佛教史、妙雲集絢讀、

大乘三系概說

釋大愚 尼 新聘
南華哲學研究所肆業

人乘佛刊編輯、寶山禪寺佛學院教師

佛教文學欣賞砮創作

釋常涵 尼 1
逢甲大學畢業、中華佛教學院畢業

慈明商工補校教師

文書處理、網路概論

徐聖澤 男 1
逢甲大學畢

曾任國小教師。智海書畫坊負責人

書法

楊建國 男 5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

南開工專專任講師

高級國文、文學賞析

米元茂 男 1

日本金澤經濟大學畢業

英國 International Study Centre畢業

砟中縣公民大學日語講師

高級日文、初級日文

劉完利 女 4
淡江大學外文系畢業

慈明商工英文教師

高級英文、初級英文

兼任教師

兼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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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理 念（課程安排重點綟 教 學 目 標

專修部 著重於基礎佛學砮僧團生活的認知磣引導在生活中實踐佛法。
1. 能掌握名相大意、作科判。

2. 培養主動發問、研討的學風。

初級部 著重大乘經論的導讀磣穩固佛學基礎。

1. 能使用工具書、閱讀原典。

2. 能歸納、整理修學心得。

3. 加強說砮寫的能力。

高級部 加深對教義的理解及佛學體系的掌握。
1. 能撰寫論文報告。

2. 培養說法能力。

走過九二一磣順利畢業了磣第八屆（第二期）畢業生砮師長合影（中立者為常釋法師）

中華佛教學院課程與教學

課程目的 課程施設原則 課程大綱

專修部

（一年）

1. 生活教育

2. 培養宗教情操

3. 奠定學佛基礎

1. 建立對僧團生活的正確認知磣養成積極、自覺的生

活態度。

2. 從生活中自我觀照磣從聞思修中自我淨化、提昇。

基礎佛學、律儀、

警策、語文、

梵唄、人生哲學

初級部

1. 陶冶道心、正見及處眾

能力。

2. 建立穩固的佛學基礎。

1. 確立學佛者之正信、正見及奉獻精神磣能和合如法

安住於僧團。

2. 明曉修學之次第磣從經論的聞思修中長養菩提心。

大乘經論導讀、

律儀、教史、

語文、梵唄

高級部

1. 深入佛法的體驗磣健全

僧格。

2. 奠定弘化、義學研究的

基礎。

1. 引導解行並重磣如說修行磣陶冶學德、人格。

2. 對佛法體系、宗派思想能有廣博的認識、正確的理

解。

3. 拓展思想領域砮人文關懷磣養具弘法熱誠。

經、律、論、

宗派教理、

中印佛教思想史、

人文哲學、語文、

梵唄

課程的安排磣三班各有獨立的課程磣也有兩班合上或三班合上的共同科目等。上課方式大部份以

講授為主磣偶爾採用即席演講、辯論、視聽教學、研討等方式。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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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年

（一年級）

專修蝘課程

高級蝘課程 初級蝘課程

高級蝘課程 初級蝘課程

成佛之道

印度佛教史

寶積經

百法明門論

小止觀

禪林寶訓

高 / 初級國文（二絢一）

佛教文絢（絢）

高 / 初級英文（絢）

高 / 初級日文（絢）

人生哲學

書法 / 電腦（二絢一）

班會 / 專題演講

靜坐

梵唄

88年

（二年級）

寶積經（上學期）

般若心經（下學期）

維摩詰經、菩提道次第略論

大乘不共法、阿毗達磨佛教

唯識三十頌、天台四教儀

班會 / 研修、專題演講

高 / 初級日文（絢）

高 / 初級英文（絢）

佛教文絢（絢）

高 / 初級國文（二絢一）

書法 / 電腦（二絢一）

梵唄

寶積經（上學期）

般若心經（下學期）

無量壽經、菩提道次第略論

大乘不共法、性空學探源

八識規矩頌、佛學研討

四十二章經（上學期）

沙彌律儀（僧）/ 菩薩學處（俗）（下學期）

班會 / 研修、專題演講

高 / 初級日文（絢）

高 / 初級英文（絢）

佛教文絢（絢）

高 / 初級國文（二絢一）

書法 / 電腦（二絢一）

梵唄

第八屆第三期課程內容（1998-2000年）

89年

（三年級）

金剛經、十住毗婆沙論

菩提道次第略論、宗義寶鬘

唯識二十頌、中國佛教史

佛教生死學、讀書會培訓

高 / 初級日文（絢）

高 / 初級英文（絢）

高 / 初級國文（二絢一）

書法 / 電腦（二絢一）

佛學講座 / 梵唄

靜坐 / 班會

金剛經、十住毗婆沙論

菩提道次第略論、宗義寶鬘

緇門崇行錄（上學期）

二課合解（上學期）

佛說阿彌陀經（下學期）

佛教生死學、讀書會（下學期）

高 / 初級日文（絢）

高 / 初級英文（絢）

高 / 初級國文（二絢一）

書法 / 電腦（二絢一）

佛學講座 / 梵唄、靜坐 / 班會

中華佛教學院課程概況

中華佛教學院的屆別磣從 1975 年起算三年為一屆磣即第一屆為 1975~1978 年磣第二屆為

1978~1981年……。然而每年皆招收新生磣依此種算法磣則一屆的起訖延長至六年（如1977年9月入

學為第一屆第三期磣要到1981年7月畢業才圓滿一屆）；又88學年（1999年度）起磣高級部改為四

年、初級部三年磣則屆別容易混淆。因此院務會議決定：88、89學年入學者仍為第九屆磣自2001年

9月起為第十屆磣此後每年為一屆。

第八屆第三期課程內容如下。（備註：三年為一屆磣第一年編為專修班磣第二年以後依學力分

高、初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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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供學生更好的學習規劃磣建立完整的學程磣自88學年起延長高級部之學程為四年（即專修

班一年磣高級部三年）。

88年

（一年級）

專修蝘課程

高級蝘課程 初級蝘課程

高級蝘課程 初級蝘課程

勸發菩提心文（上學期）

八大人覺經（下學期）

四十二章經（上學期）

沙彌律儀（僧）（下學期）

菩薩學處（俗）

佛學研討（上學期）

般若心經（下學期）

無量壽經

菩提道次第略論

唯識學概論

佛法概論

高 / 初級國文（二絢一）

高 / 初級日文（絢）

高 / 初級英文（絢）

佛教文絢（絢）

書法/電腦（二絢一）

專題演講、梵唄

班會 / 研修

89年

（二年級）

金剛經、唯識二十頌

菩提道次第略論、宗義寶鬘

印度佛教史、中國佛教史

佛教生死學、讀書會種子培訓

高 / 初級日文（絢）

高 / 初級英文（絢）

高 / 初級國文（二絢一）

書法 / 電腦（二絢一）

佛學講座 / 梵唄

靜坐 / 班會

金剛經、學佛三要

菩提道次第略論、宗義寶鬘

印度佛教史、佛教生死學

二課合解（上學期）、彌陀經（下學期）

緇門崇行錄（上學期）

讀書會（下學期）

高 / 初級日文（絢）

高 / 初級英文（絢）

高 / 初級國文（二絢一）

書法 / 電腦（二絢一）

佛學講座 / 梵唄、靜坐 / 班會

第九屆第一期課程內容（1999-2001年）

90年

（三年級）

六祖壇經、戒學述要

菩提道次第略論、四宗要義

大乘起信論、大乘三系概論

淨土十要（上學期）、佛子行三十七頌（下學期）

/ 小止觀（二絢一）

靜坐（道次第思惟修）

佛教文學創作砮欣賞 / 日文（二絢一）

文學賞析 / 英文（二絢一）

書法 / 電腦（二絢一）

梵唄、佛學講座

班會 / 共修

六祖壇經、佛遺教經（上學期）、

十善業道經（下學期）

戒學述要、行護律儀（上學期）、

禪林寶訓（下學期）

菩提道次第略論、成佛之道

淨土十要（上學期）、

佛子行三十七頌（下學期）/ 小止觀（二絢一）

靜坐（道次第思惟修）

佛教文學創作砮欣賞 / 日文（二絢一）

文學賞析 / 英文（二絢一）

書法 / 電腦（二絢一）

梵唄、佛學講座

班會 / 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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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佛教學院 初級部　九十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表

時螄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科目 六祖壇經 成佛之道
戒學述要

行護律儀
靜坐

淨土十要（絀）

小止觀（Ｂ）

英文（絀）

文學賞析（Ｂ）

8:00
｜

10:00

科目
班會

共修

書法（絀）

電腦（Ｂ）

菩提道

次第略論

梵唄

佛遺教經

佛教文學（絀）

日文（Ｂ）
佛學講座

14:00
｜

16:00

功課 出坡 實習 研討 實習 出坡 大掃除
16:00
｜

17:00

功課 懺摩 靜坐
20:00
｜

20:30

功課

戒學述要、梵唄單磩上課。

行護律儀、佛遺教經雙磩上課。

標註 A、B者為絢修課程磣二絢一。

20:30
｜

21:30

備註

功課
10:00
｜

11:00

靜坐

自修

自修

中華佛教學院 專修班　九十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表

時螄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科目 六祖壇經 成佛之道
戒學述要

學佛行儀
靜坐 小止觀

英文（絀）

文學賞析（Ｂ）

8:00
｜

10:00

科目
班會

共修

書法（絀）

電腦（Ｂ）
百法明門論

梵唄

佛遺教經

佛教文學（絀）

日文（Ｂ）
佛學講座

14:00
｜

16:00

功課 出坡 實習 研討 實習 出坡 大掃除
16:00
｜

17:00

功課 懺摩 靜坐
20:00
｜

20:30

功課

戒學述要、梵唄單磩上課。

學佛行儀、佛遺教經雙磩上課。

標註 A、B者為絢修課程磣二絢一。

20:30
｜

21:30

備註

功課
10:00
｜

11:00

靜坐

自修

自修



a.招生日期 每年 4月發出通啟磣至 8月中旬招

生考試完畢、寄發錄取通知止。

b.招生方式　

透過教內媒體宣傳磣並寄發海報至各寺院磣

由學生或師長主動報名磣經由筆試及口試後確定

其入學資格。

c.報考資格　恭敬三寶、身心健全、有志學佛之

40歲以下尼眾及未婚女青年。

d.考試科目　國文、佛學常識、口試。

e.考試日期　約在每年6月至7月之間。

f. 報名手續　

繳交二吋半身照片乙張、600字自傳、身分

證影本磣連同報名表寄回本學院磣俾安排考試事

宜。

g.課程內容　

佛法概論、菩提道次第略論、阿含經、般若

經、中觀學、唯識學、淨土經典、天台止觀、戒

律學、八宗綱要、中印佛教史、妙雲集、佛教生

死學、佛學研究方法、梵唄磣及佛教文絢、國

文、英文、日文、書法、文書處理、網路概論等

絢修課程。

新生入學時繳交一萬二千元磣由學院代辦棉

被、制服、制式用具、書籍等開銷。其後學費全

免、膳宿費用全免；書籍費用除結緣書籍外磣由

學生自備。

成績優良者瞺勵、輔導其申請教內所提供之

獎助學金磣如信澈、文殊、華嚴蓮社、慈濟、慧

炬等。

獎助學金

費用

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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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佛教學院 高級部　九十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表

時螄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科目 六祖壇經 大乘起信論
戒學述要

四宗要義
靜坐

淨土十要（絀）

小止觀（Ｂ）

英文（絀）

文學賞析（Ｂ）

8:00
｜

10:00

科目
班會

共修

書法（絀）

電腦（Ｂ）

菩提道

次第略論

梵唄

大乘三系

概說

佛教文學（絀）

日文（Ｂ）
佛學講座

14:00
｜

16:00

功課 出坡 實習 研討 實習 出坡 大掃除
16:00
｜

17:00

功課 懺摩 靜坐
20:00
｜

20:30

功課

戒學述要、梵唄單磩上課。

四宗要義、大乘三系概說雙磩上課。

20:30
｜

21:30

備註

功課
10:00
｜

11:00

靜坐

自修

自修



a.圖書館

(1)館藏數目：藏經、工具書及世學、佛學書籍

總藏量約一萬餘冊磣雜誌五十種磣錄音帶、

錄影帶、CD約數百盒。

(2)檢索設施：圖書館專用電腦一部。

(3)於九二一大震中磣圖書館毀損磣館藏全數救

出；目前圖書館正整頓中。工具書及佛學書

籍先闢圖書室開放磣以便學生查詢借閱。

b.資訊設備

公共區域：

(1)電腦室有電腦 12部供教學使用磣亦可連結

網路。

(2)會議室兼簡報、視聽室磣設有大螢幕放映

機、幻燈機、投影機。

c.活動中心 慧燈館磣可容納人數約一百五十人。

d.休閒設施　周邊空間遼闊磣鄰近玉蘭谷及省議

會後山公園磣自然風景隨處可得。

e.其他　

大殿、齋堂、禪堂、教室三間磣研討室一間。

學院設址於懷聖樓（原慈明商工教學大

樓）磣教室、研討室、圖書館、殿堂、禪堂、電

腦室、視聽教學設備等磣一應俱全；氣候溫和、

環境清幽磣學風寬弘淳樸。

a.體育活動

每天早課後約十分鐘早操磣其餘或經行、附

近爬山磣或學生自行運動磣如打羽球……等。

b.學術活動

(1)高級部畢業論文發表會：自 88學年起磣於

院內舉辦高級部學生畢業論文發表會。

(2)佛學專題講座：每學期聘請法師、學者於院

內作專題演講。

(3)不定期參加院外舉辦之佛學學術研討會。

c.福利

一切供養利和同均。另外磣學期中常住清明

法會學生一律參加磣並給予花采；寒假開始的結

業式磣常住會發給每位學生新年采金。又磣如果

外來學僧寒、暑假留在萬佛寺輪執磣常住比照住

眾每個月發給單金磣開學後仍繼續發給磣以保障

其經濟生活；直到學僧返回原常住磣自動放棄此

項福利為止。（學院仍瞺勵學僧返回原常住為優

先。）

d.其他　共修、出坡、讀書會、法務實習。

慈明雜誌社每季出版慈明季刊磣學生可參砮

撰稿、編輯。另有高級部論文清單如下。

a.宿舍面積　823.69 m2。

b.校園總面積　13,847 m2。

c.平均每住宿生分享之宿舍面積　25.74 m2。

d.平均每學生分享之校園面積　432.72 m2。

校舍面積

學術出版

校園生活介紹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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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中華佛教學院高級蝘歷屆學生畢業論文題目

釋印真 探討《舍利佛阿毘雲》〈道品〉中一支道之修習

釋普行「心淨則國土淨」之探究

釋自化 南嶽大師《立誓願文》之末法思想初探

釋自定 業力說之初探

釋振融《中論》〈觀時品〉三世觀初探

釋融弘 生死砮解脫之探究

釋常勵 從彌勒三經看彌勒菩薩及其淨土

釋演律 從依法攝僧看戒律之精神

釋演毓 中國佛教早期懺罪思想

釋演住 福報、正見砮聞思修

釋印澈 淺談菩薩之大悲心

釋自開 慧思大師「法華三昧」初探

釋演定 忍辱波羅蜜

釋煜慧 試述行者之自我教育的修行觀

釋演傳 般舟三昧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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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 籌備將慈明佛學院移至萬佛寺辦學磣並改制為中華佛教學院磣其先修班開始招生。

1975年 春磣慈明佛學院第三屆畢業。

秋磣慈明佛學院改名為中華佛教學院磣正式招生第一屆學生。創辦人聖印法師任院

長磣常光法師為教務主任兼訓導主任。

1978年 中華佛教學院第一屆畢業磣中級部12人磣初級部37人。

1980年 香港洗塵法師於萬佛寺和聖印法師合辦十方叢林書院女眾部磣聖印法師為董事長磣

洗塵法師任院長。

1981年 中華佛教學院第二屆畢業磣中級部10人磣初級部22人。

1984年 中華佛教學院第三屆畢業磣高級部9人磣中級部10人磣初級部12人。

十方叢林書院女眾部舉行畢業典禮磣洗塵法師病篤磣仍回砟舉行畢業典禮磣書院亦

告結束。畢業生8人。

韓國三藏學院禮請院長聖印法師擔任導師磣並砮中華佛教學院締結姊妹院。

1987年 中華佛教學院第四屆畢業磣高級部25人磣初級部15人。

1989年 成立圖書室。

1990年 中華佛教學院第五屆畢業磣高級部20人磣初級部22人。

萬佛寺傳授三壇大戒磣學院停課五磩為法務實習。

1991年 學院改制為大學部四年（第四年回原常住實習磣故在學期間仍為三年）、高中部三

年。

慈明佛學研究所成立。

1992年 本年度增設專修班磣入學新生統一編入專修班磣第二年經考核編入大學部或高中部

就讀。

中華佛教學院教室遷往後山新建大樓磣二樓（地面一樓）為學院部三間教室及教務

處磣三樓為慈明佛學研究所教室及圖書館磣四樓為慧燈講堂及老師休息室八間。

1993年 世界僧伽會於萬佛寺召開磣學院學生躬逢其盛磣並於課後擔任服務。

萬佛寺獲贈韓國石雕地藏王菩薩立像磣院長聖印法師率中華佛教學院師生至韓國參

訪交流。

中華佛教學院大事記

1997年佛誕節磣院長常開法師、副主持常上法師率學院學生參

加遊行

圖書館一角：學院學生正查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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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學制名稱改回原來之高級部和初級部（一年級仍為專修班）。

1994年 佛學院圖書室合併到佛研所圖書館。

萬佛寺傳授三壇大戒磣學院停課五磩為法務實習。

1995年 院長聖印法師赴紐西蘭慈明寺主持落成典禮磣佛學院及佛研所師生隨行出國磣並展

開為期十二天的畢業旅行。

1996年 03.19 中華佛教學院創辦人兼院長聖印法師圓寂。

09 常開法師繼任萬佛寺住持磣兼任佛學院院長及佛研所所長。

1997年 接辦創辦人聖印法師於1961年創辦的慈明雜誌（季刊）磣由學院部負責編輯。

於上、下學期開設夜間「閩南語漢學基礎課程」磣供學生絢修。

1998年 中國佛教會假萬佛寺辦理「87年度全國寺院團體負責人講習會」磣中華佛教學院擔

任協辦。

07 辦理第一屆中小學教師生命教育研習營。

1999年 08 辦理第二屆中小學教師生命教育研習營。

09.21 集集大震磣萬佛寺震毀磣寺眾及學生在省諮議會草地搭帳棚居住磣並協助賑災磣供

應園區災民飯食及搬運、發放救災物資。

10.05 商借省諮議會新建二層樓建築物磣佈置成三間教室、辦公室及教師休息室各一間磣

恢復辦學。學生在克難環境中仍繼續求學磣並發心支援賑災及搶救三寶物等工作。

12月下旬磣將原慈明商工實習工廠整修為大殿完工磣結束帳棚的課誦。

2000年 1月初磣遷入慈明商工大慈樓安住及辦學磣結束百餘日帳棚生活。

07 第八屆第二期畢業典禮及高級部論文發表會磣畢業生高級部12人、初級部4人。

秋磣承辦二梯次慈明中學「災後生命教育學生成長營」。

11 協辦「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宗教團體說明會。

2001年 03 承辦慈明中學「校園安心講座」。

04~06 承辦二梯次慈明中學「生命教育ＥＱ成長營」。

07 第八屆第三期學生畢業磣高級部5人磣初級部6人。



中華佛教學院

地址：413砟中縣霧峰鄉萊園村仁德巷7號　萬佛寺

電話：04-2333-8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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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亨佛學院、元亨佛學研究所
Yuan-Heng Buddha College & Yuan-Heng Buddha Graduate School

信願行證
四智圓證
三學勤修

地址：804高雄市瞺山區元亨街7號

No.7 Yuan-Heng Street, Kushan District

Kaohsiung, Taiwan 804, R. O. C.

電話：07-533-0186

傳真：07-551-2138

網址：http://www.yhm.org.tw

電子郵件：zk269@ya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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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級別

初級佛學院；佛學研究所。

b.學制

(1)平均學習年限：三年（院所均同）。

(2)採半年一學期制。

c.特色

不分宗派廣攝法筵磣師資健全磣皆為學有專

長並經驗豐富之碩德。

A.元亨佛學院

a.創立時間　1990年9月。

b.創立宗旨　

培育僧才並發揚佛教教育磣教理的闡揚砮道

心的涵養並重。

c.創立沿革

院長菩妙法師秉持太虛大師曾云之理念：

「弘揚佛法本在僧」磣深感「興辦僧學以培養僧材」

乃勢在必行的莊嚴使命。

元亨佛學院之創辦緣起 院長菩妙法師撰

恩蒙諸佛菩薩慈悲加被磣各界信施瞈力護

持磣歷盡艱辛磣可謂披荊斬棘磣篳路藍縷磣終於

克服萬難磣完成佛殿之艱鉅工程。方能使發心念

佛修持淨法者磣得以在清淨道場中安心辦道。凡

此一切均當感激諸方因緣之結合所成就。

大雄寶殿竣工磣方便接引十方善信同登淨

域磣得以共話無生。然而磣雖有硬體建設為弘法

利生、紹隆正法、續佛慧命、淨化人間；但所謂

「人能弘道磣非道弘人」磣太虛大師亦云：「佛法

弘揚本在僧」磣秉此聖哲先訓磣深感興辦僧學以

培養僧才磣乃勢在必行之莊嚴使命。故當吾晉山

之初磣即同時發願創辦佛學院磣以培育繼起之僧

材磣俾使僧青年能在正統佛學教育機構中培養及

鍛鍊僧伽應有之精神。冀望陶冶出德學兼備之僧

眾磣藉以提昇僧團素質磣以資上行下化、普利群

校史

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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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亨佛學院」位於「元亨寺」北面「智慧樓」



生磣促成佛日增輝之佛門現代化使命。

學院的創辦磣乃祈望修學中諸學僧能在良好

環境裡接受佛法薰陶、滋潤法身慧命、蘊育優越

學德磣於弘法利生第一線上磣擔起「弘法是家

務磣利生為事業」的僧伽使命磣完成自利利他的

菩薩行願。是為創辦之所期盼。

d.元亨佛學院簡介 副院長會寬法師撰

元亨佛學院是由菩妙法師於 1990年創辦。

為應運時代的脈動磣法師投注了許多心力於佛門

教育事業磣期能培養僧格健全的弘法人才磣用以

淨化人心磣並令正法久住。

學院的教育方針磣不僅注重教理的闡揚磣更

著重道心的涵養、僧德的培養。在教理上磣期盼

能使學生明瞭佛教的發展和起源磣深入原始佛

教磣探取佛陀出現於世、慈悲的本懷磣礓而掌握

佛教的流變砮特色磣發揮佛陀的精神磣以達自利

利他的境地。

又因佛法的教育異於一般社會教育磣不僅是

知識的傳授磣更應是一門實踐的學問；為兼顧個

人的修持和未來之弘法大業磣在課程的安排上趨

向於多元化和活潑性；除法義教授外磣更藉著師

生間的互動來開啟覺性。

在生活教育方向上磣雖規矩嚴謹磣卻不流於

刻板磣朝向人性化的管理磣期勉學生能夠培養自

動自發學習的能力和自我省察的工夫；但祈同學

在大眾薰修中收攝身心、陶養德性磣以礓趣菩提

大道。

學院在全體師生、常住師父和護法大德的耕

耘灌溉下磣已展現出枝繁葉茂的生機。畢業的校

友也都能在自己的職事上磣投入弘法利生的行

列。使苦難的眾生能在甘露法雨的滋潤之下真正

地離苦得樂磣是我們最大的期許。歡迎有志菩提

大道者加入我們的園地。

e.元亨佛學院、元亨佛學研究所創辦人蓁暨元亨

佛學院現任院長—菩妙法師

菩妙法師簡介 毓定法師 撰

菩妙法師磣俗姓劉磣名雄磣高雄縣人磣生於

1921年。十六歲依砟南竹溪寺一淨法師剃度磣

法名悟全。 1955 年於砟中寶覺寺受具足戒。

1964年榮任元亨寺住持。曾任高雄市佛教分會

理事長磣積極推動會務磣並為籌設永久的佛教會

館奔走捐募磣不遺餘力。

在菩妙法師的推動下磣元亨寺以「慈仁」名

義磣先後成立念佛會、婦女會、慈善會及文教基

金會磣創辦佛學院磣並舉辦夜間佛學班、磩日兒

童班、夏令營等社會教育工作；且經常配合政府

推動各項公益慈善事業磣慷慨解囊磣救助貧民磣

造福人群磣改善社會風俗磣淨化人心磣成果卓

越磣並因而榮獲政府獎勵磣且當選為好人好事代

表。

法師具戒德莊嚴磣是一位凡事慈悲的淨土行

者磣淡泊名利磣生活簡樸磣處事平實磣待人接物

老實誠懇。一生行持精礓念佛磣親砮僧俗四眾念

佛禮佛磣隨緣度化磣誠為菩薩應機示教的體現。

法師但望大眾培養道心磣養成念佛的風氣磣每以

自性所發「念佛之心磣聽佛之聲磣心聲相依磣堅

持長久」的念佛觀磣來勉勵弟子。以一心念佛磣

往生極樂為修持依歸。

f. 歷任院長、副院長

第一任院長：演培法師（第一至七屆）。

第二任院長：菩妙法師（第七屆至現任）。

副院長：會寬法師

演培法師簡介 淨珠法師 撰

菩妙法師於1965年8月至元亨寺晉山時磣曾

發三心願：（一）成立念佛會磣（二）興建大

殿磣（三）成立僧才培養之教育機構。菩妙法師

於元亨寺成立念佛會組織及興建大雄寶殿之後磣

即積極籌辦推行其第三大願磣因而創立了元亨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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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亨佛學院、元亨佛學研

究所創辦人磣暨元亨佛學

院現任院長　菩妙法師



學院。於創立之初磣為使所辦的佛學院能夠培養

正知正見之弘法人才磣特砮吳老擇教授商討磣禮

請駐砷在新加坡福慧講堂之演培法師為院長；希

望借助其豐富之辦學經驗磣及其所領悟之佛理法

要磣來引導學院師生體解佛法奧義。是以 1990

年磣得獲演培法師慨然答允擔任元亨佛學院首任

院長；直至 1996年底圓寂止磣擔任本佛學院院

長共歷七屆之久。

院長演培法師深刻體悟佛理磣且弘法世界各

國磣其樂說無礙為眾所周知；而興辦僧伽教育亦

是院長之專才。演培法師於 1941年秋（時齡二

十五歲）第一次奉太虛大師之命磣至合江法王寺

辦「法王佛學院」磣當時則懇請印順導師為學院

最高導師。接著又至華西佛學院、蓮宗佛學院、

杭州武林佛學院、上海佛學院、廈門南普陀寺大

覺講舍等磣擔任院務及教學之職。乃至於 1952

年磣從香港隻身至砟灣磣亦是應聘於新竹靈隱寺

所辦之佛教講習會磣主持教務。其後磣演培法師

駐砷於新加坡弘法磣然在當時所成立之太虛佛學

院、福嚴佛學院、華文佛教學院等之創辦人磣亦

皆以誠敬之心磣甚至專程前往星洲磣禮請其為院

長。由此可見其辦學之豐富經驗、教學之認真態

度、佛理之精闢解說磣是太虛大師以下（例如印

順、印海……等法師）所共同讚賞砮景仰者。

由於演培法師有一弟子淨明法師常住元亨

寺磣故演培法師砮元亨寺關係深厚；未辦學前磣

即經常應菩妙法師之請磣至寺講經說法。 1984

年大雄寶殿落成時磣蒞臨為佛菩薩開光說法；

1986 年蒞寺傳授三壇大戒並擔任戒壇三師和

尚。以此可見演培法師砮元亨寺、元亨佛學院法

情之深。

院長演培法師雖已往生磣然在其精神感召之

下磣全院師生皆能秉其治學、求學之精神磣於內

充實法益、堅定道心；於外領導僧俗、弘法利

生磣當不愧對院長教導之厚恩矣。

會寬法師簡介 高絮助居士 撰

會寬法師磣砟灣省高雄縣人磣 1951年生於

高雄縣梓官鄉。生長於農村磣自幼養成勤儉樸

實、刻苦耐勞的精神。

受菩妙法師之德威感召磣 1963年於砟南市

開元寺剃度磣精礓學佛。並追隨菩妙法師至元亨

寺晉山磣並受具足戒。畢業於南普陀佛學院、福

嚴佛學院、太虛佛學院等；親近演培法師、廣化

法師、常覺法師磣研讀藏經磣鑽研佛法多年。協

助菩妙法師擴建本寺道場磣歷經二十年寒暑磣千

辛萬苦完成目前之建設。不僅協助菩妙法師舉辦

朝山法會、齋僧、傳戒、弘法利生之任務磣亦經

常應各地之敦聘舉辦定期之佛七、講經、傳授八

關齋戒等歷經二十載。出版錄音帶、印經書砮大

家結緣磣誓願弘揚佛法磣廣度無邊之眾生。

其教學理念磣旨在為佛教培育弘法人才磣健

全僧格磣使堪作眾生典範磣而能傳續法脈磣推動

太虛大師之人間佛教。

B.元亨佛學研究所

a.創立時間　女眾研究所創立於1993年9月；男

眾研究所創立於1999年9月。

b.創立宗旨　以北傳經、律、論研讀為主磣兼習

南傳聖典磣培養研究南北傳佛教之人才。

c.創立沿革

1989年5月磣菩妙法師於楊德勝居士所提供

之砟北市天母別墅磣創辦「妙林巴利佛教研究所

1」；師生所需之一切費用均由高雄市瞺山區元

亨寺菩妙法師負責磣所長則由吳老擇教授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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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妙林巴利佛教研究所修業年限三年磣課程砮師資分別為：巴利語、巴利文法（達和法師）；佛學英文、佛學研究之方法論（高明

道）；尼柯耶聖典（楊郁文）；日文文法（高老師）；印度哲學、中國佛教史（吳老擇）。

元亨佛學院第一任院長

演培法師



1991年吳老擇所長設立元亨國際佛教基金

會磣將妙林巴利佛教研究所遷至斯里蘭卡首都可

倫坡磣有部分研究生報名考取就讀克倫尼亞大學

研究所及大學部。至 1993 年斯里蘭卡道場關

閉磣學生則留學於其他國家磣妙林巴利佛教研究

所於此暫時結束。

1995年將妙林巴利佛教研究所改稱元亨佛

學研究所磣並遷址於高雄市瞺山區元亨寺磣以北

傳經、律、論研讀為主磣兼習南傳聖典磣繼續培

養研究南北傳佛教之人才。

元亨佛學研究所女眾部之成立緣起

吳老擇所長 撰

元亨佛學研究所女眾部之成立磣比男眾部早

了八年；係由十二年前（1989年）之妙林巴利

研究所延續而來的。當時筆者由於翻譯南傳大藏

經之積累磣而心身憔悴磣未盡所能；畏有誤人子

弟磣於未足兩年磣即全部遷移斯里蘭卡以期有

成。但二年未足未致妥當磣不達心肯意肯磣又撤

退歸國。而後成立「元亨佛學院高級部」磣學生

皆由學院畢業生經升等考試及格者。1999年9月

成立男眾部後磣即改為元亨佛學研究所。

由於位居農、工地區之南砟灣磣人文樸實而

擇善固執；又佛學高手之師資難求磣及設備草

創磣住宿、教室、圖書等磣皆不盡理想。幸「原

屬臨濟磣今奉淨宗」之元亨寺開山住持菩妙法師

心量廣大磣能納所內師生從事不同於淨宗的其他

領域之研究；此是菩妙法師於佛法中之希有、未

曾有事也。

砟灣目前之佛教教育磣皆崇重中國傳統佛

教磣認為非此不足以發揮中國佛教文化之特性砮

價值。因此有意無意之中蔽塞了學生的活潑思考

能力磣並封殺了學生的國際感覺等現象。其結果

美其名為研究磣事實上卻不遵守研究規則和研究

方法；並且在此研而不究的狀態下磣還要加上些

神秘主義之修行證悟的妙論。如此的佛教社會要

達到國際佛教之研究水準磣怕一百年後亦難為實

現。

元亨佛學研究所男眾部之成立緣起

吳老擇所長 撰

砟灣的比丘僧越來越減少磣雖偶然有些年輕

力壯的青年來出家磣卻偏重內修磣而輕視聞思經

教之義解。雖或幸而對佛法有所理解者磣亦是街

頭巷尾所流傳的通俗佛教磣甚難有助於佛法正確

的內修；至於要對外弘法磣更是談何容易？

成立元亨佛學研究所男眾部磣是為培植僧眾

之僧格磣敦促其實踐聞思修之行解合一；並期能

成就佛門龍象磣以實現「正法久住」人間的任

務。此為本所成立男眾部的動機和意旨。

e.元亨佛學研究所創辦人—

菩妙法師（見前文其簡介）

f. 元亨佛學研究所所長—吳老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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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組織

元亨寺慈仁文教基金會

元亨佛學院

院長 教務主任

總務主任

監學法師

圖書館

庶務處

副院長

所長元亨佛學研究所

元亨佛學研究所所長

吳老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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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別 年資 現職 學經歷 教授科目

釋菩妙 僧 11 院長 靜坐調合篇

釋會寬 僧 11 副院長 南普陀、太虛佛學院畢業 遺教三經、唯識、梵唄、論文指導

釋宏印 僧 11

專任教師

中觀學

釋能淨 尼 11 淡江大學中文系 禪林寶訓

釋悟莊 尼 11 京都佛教大學文學博士 淨土學

釋上定 尼 11 正覺、太虛、福嚴佛學院 八宗綱要

教務主任釋淨珠 尼 11 大學、福嚴佛學院
唯識學、佛學概論、印度佛教史、

中國禪宗史

釋禪慧 尼 11
香港能仁大學

壽山東方佛學院

教觀綱宗

圖書館

專任教師
釋晁慧 尼 11 福嚴佛學院

學佛三要

釋忠定 尼 6 銘傳商專、元亨佛學院 般若學

釋持德 尼 4 高職、元亨佛學院研究部 俱舍論、日文

釋紹任 尼 3 元亨佛學院研究部 部派佛教

釋法慧 尼 3
砟南家專會統

元亨佛學院研究部

犍度、沙彌律儀

專任教師釋德本 尼 3 大學、元亨佛學院研究部 成佛之道

關老師 男 11 大學 大乘起信論、中國佛教史、佛教文選

鄭老師 男 9 東京木材工學碩士 日文

簡老師 男 9 高師國文研究所博士 國文

李老師 男 3 國文研究所博士 國文

汪老師 男 11 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 論文指導

曾老師 男 3 世新大學傳播系 電腦

李老師 男 1 文化大學 電腦

董老師 女 6 文藻外國語文英文系 英文

張老師 女 5 砟南師院初教系 書法

釋觀慧 尼 11 華嚴專宗佛學研究所碩士 成佛之道

釋吉祥 僧 1 斯里蘭卡佛教大學碩士 阿含經、佛學英文

兼任教師

元亨寺文教基金會

執行長

訓導主任

專任教師

專任教師

專任教師

兼任教師

元亨佛學院、元亨佛學研究所師資簡介

a.教師　現有教師25人。釋吉祥法師為尼泊爾籍；其他均為中華民國籍。

(1)元亨佛學院暨元亨佛學研究所89學年度（2000年度）師資簡介

教職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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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研究所女眾部畢業生在大雄寶殿前砮師長合影

姓名 性別 年資 現職 學歷 教授科目 國籍

L.P.N. Perera 男 1 巴利聖典
斯里蘭卡

Dr. Suman.napāra 男 1 巴利阿毘達磨論

吳老擇 男 11 博士
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師砮論書、

原始佛教聖典集成、俱舍論

中華民國鍾榮富 英文

李守愛 女 7 碩士 日文

黃文佳 男 2 大學 古典日文
兼任教授

所長

兼任教師

(2)元亨佛學研究所師資簡介

姓名 性別 年資 現職 學歷

釋原定 男 3 男眾研究所總務主任 高中、福嚴佛學院

釋晁慧 尼 11 圖書館館長 高職、福嚴佛學院

釋容慧 尼 4 女眾佛學院總務主任 高工、圓光佛學院

釋融觀 尼 1 教務助理 高職、圓光佛學研究所

釋法慧 尼 3 元亨寺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專科、元亨佛學研究所

釋毓定 尼 3 編輯、文宣 專科、元亨佛學院

釋均定 尼 1 庶務 大學

b.行政人員　現有職員人數5人。均為中華民國籍。

元亨佛學院、元亨佛學研究所89學年度行政人員簡介



c.學生　至90學年度（2001年度）磣佛學院招生

至第12屆磣研究所招生至第7屆。每屆招生磣

學院約15∼55人磣研究所約5人。

(1)元亨佛學院

現有學生人數：29位。

現有國際學生人數：6位。

現有學生國籍分布：中華民國、馬來西亞、

新加坡、菲律賓、香港、越南。

過去三年之平均學生輟學率：20%。

(2)元亨佛學研究所

現有全修生人數：男眾部 4 位、女眾部 8

位。

現有選修生人數：4位。

現有國際學生人數：5位。

現有學生國籍分布：中華民國、馬來西亞、

新加坡、菲律賓、香港。

過去三年之平均學生輟學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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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數 第1屆 第2屆 第3屆 第4屆 第5屆 第6屆 第7屆 第8屆 第9屆 第10屆 第11屆 總計

入學人數 38 31 33 52 34 43 20 35 22 17 12 337

畢業人數 35 20 22 40 27 38 15 19 8 11 235

(2)年齡層

35-40歲 14 5 10 2 9 9 4 10 4 2 1 70

40歲以上 18 14 10 12 3 3 60

20-35歲 6 12 12 33 22 32 15 23 18 11 7 191

20以下 0 2 1 2 4 1 10

(3)程度

大學 2 1 1 1 1 2 1 2 2 13

專科 4 2 4 5 8 8 3 8 8 3 1 54

高中 4 7 7 9 5 12 6 5 2 1 3 61

高職 12 9 9 20 16 16 9 19 8 9 4 131

國中 16 12 12 9 5 4 2 3 3 2 2 70

(4)區域

砟中以北 9 7 9 16 12 15 4 15 5 6 1 99

砟中以南 29 17 20 24 21 17 14 18 15 8 6 189

離島 1 1 1 1 1 5

僑生

馬來西亞 3 1 3 2 9

新加坡 2 1 4 2 1 10

菲律賓 2 2

印尼 1 1 1 2 5

香港 2 1 2 1 6

夏威夷 2 2

越南 2 1 3

元亨佛學院歷屆學生人數統計

d.教職生人數比為1：10。

e.校友

校友人數：研究生22位、學院150位。

校友職業分布：住持、當家、知客、教師、學生。



a.教育方針

b.元亨佛學院歷屆課程表蓰79~89學年度蓱

課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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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針

元亨佛學研究所 教理門

原始佛教經典

部派佛教論典

大乘佛教初期教典

英、日、巴利文

論文發表

日文翻譯工作

三藏為主

佛教藝術

論文發表

世學

中、西語文

寺務處理

二堂課誦、梵唄

佛三：收攝身心

戶外教學

教理門

實踐門

元亨佛學院

編號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1 經藏 遺教三經 法句經

2 律藏 沙彌律儀

3 學佛三要

4 往生論註

5 成佛之道

6 古德嘉言

7 初級佛學

8 印順學導讀

9 教史 中國哲學史

10 佛教藝術

11 梵唄

12 書法

13 國文

14 英文

計：14科

論藏

應用

語文

元亨佛學院79學年度課程一覽表

編號 一年級 二年級

1

2

經藏

律藏

遺教三經／四十二章經

沙彌律儀

法句經（上學期）

僧伽日知錄

3

教史

學佛三要 唯識學／百法明門論

4 五蘊論 成佛之道

5 佛法概論

6 十善業道經（上學期） 印順學導讀

7 古德嘉言 古德嘉言（下學期）

8 往生論註

9 八宗綱要

10 安樂集

11 印度佛教思想史

12 佛教藝術

13 梵唄

14 書法

15 國文

16 英文

17 日文

計：14科 計：16科

元亨佛學院80學年度課程一覽表

論藏

應用

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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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1 經藏 遺教三經 阿含經

2 律藏 沙彌律儀 律學選要

3 佛學選讀 攝阿毘達磨

4 百法明門論 成佛之道 成佛之道（下學期）

5 佛法概論 中觀論

6 學佛三要 大乘起信論

7 八識規矩頌 往生論註

8 八宗綱要 安樂集

9 古德嘉言

10 勸發菩提心文（下學期）

11 中國佛教史

12 印度佛教史（上學期）

13 佛教藝術 佛教藝術砮文化 演講

14 梵唄 梵唄（上學期） 論文

15 書法

計：13科 計：17科

16 國文 國文（下學期）

17 英文

18 日文 佛學日文

計：12科

元亨佛學院81學年度課程一覽表

論藏

教史

應用

語文

編號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1 經藏 遺教三經 阿含經

2 律藏 沙彌律儀 律學選要

3 古德嘉言

4 成佛之道 唯識學概論

5 佛法概論 佛教文選

6 學佛三要 中論

7 初級佛學 八識規矩頌 往生論註

8 五蘊論 安樂集

9 八宗綱要 勸發菩提心文

10 大乘起信論

11 印度佛教思想史

12 中國佛教史

13 佛教藝術 佛教藝術砮文化

14 梵唄 演講

15 書法

16 國文

17 英文 佛學英文

18

19

日文

巴利文

佛學日文

計：13科 計：17科 計：15科

元亨佛學院82學年度課程一覽表

論藏

教史

應用

語文

編號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1 四十二章經 阿含經

2 八大人覺經

3 律藏 沙彌律儀 僧伽日知錄 律學選要

4 佛法概論 成佛之道

5 佛學選讀 唯識二十頌

6 學佛三要 八識規矩頌 唯識學概論

7 五蘊論 八宗綱要 淨土思想

8 大乘起信論

9 安樂集

10 古德嘉言 勸發菩提心文

11 印度佛教思想史

12 中國佛教史

13 佛教藝術 應用文

14 梵唄 演講

15 書法

16 國文

計：14科

國學

計：16科

史記

計：16科

17 英文

18 日文

元亨佛學院83學年度課程一覽表

經藏

論藏

教史

應用

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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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1 四十二章經 阿含經

2 寶積經

3 沙彌律儀 律學 律學選要

4 緇門崇行錄 僧伽日知錄

5 佛法概論 教觀綱宗

6 佛學選讀 俱舍論

7 學佛三要 八識規矩頌 唯識學概論

8 五蘊論 百法名門論 安樂集

9 八宗綱要

10 中觀思想

11 大乘起信論

12 教史 中國佛教史

13 佛教藝術 論文

14 梵唄 演講

15 書法

16 國文 孟子 史記

17 英文

18 日文

計：13科 計：16科

佛學日文

計：16科

元亨佛學院84學年度課程一覽表

經藏

律藏

論藏

應用

語文

編號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1 遺教三經 阿含經

2 般若經

3 沙彌律儀 戒學述要 律學

4 僧伽日知錄

5 五蘊論 八識規矩頌 唯識學概論

6 佛學選讀 八宗綱要 俱舍論

7 佛法概論 教觀綱宗

8 成佛之道 大乘起信論 淨土思想

9 中國佛教史

10 印度佛教思想史

11 佛教藝術 論文

12 梵唄 演講

13 書法

14 國文

15 英文

16 日文 佛學日文

計：14科 計：14科 計：14科

元亨佛學院85學年度課程一覽表

經藏

律藏

論藏

教史

語文

應用

編號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1 經藏 遺教三經 阿含經

2 律藏 沙彌律儀 禪林寶訓

3 成佛之道 部派佛教

4 學佛三要 俱舍論

5 佛在人間 中觀思想

6 百法明門論 八識規矩頌 唯識思想

7 調和篇

8 教觀綱宗 淨土思想

9 八宗綱要

10 大乘起信論

11 教史 中國佛教史 印度佛教思想史

12 佛教藝術 論文

13 梵唄 演講

佛學日文

14 書法

15 國文

16 英文

17 日文

計：14科 計：16科 計：15科

元亨佛學院86學年度課程一覽表

論藏

應用

語文

編號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1 經藏 遺教三經 阿含經

2 沙彌律儀 犍度

3 戒學述要

4 成佛之道 俱舍論

5 學佛三要 部派佛教 佛學選讀

6 佛在人間 八宗綱要 唯識三十頌

7 百法明門論 唯識思想

8 八識規矩頌 淨土思想

9 中觀思想

10 佛法概論

11 大乘起信論

12 中國禪宗史

13 中國佛教史 印度佛教思想史

14 梵唄

15 佛教藝術 論文

16 演講

17 書法

18

19

20

國文

英文

日文

計：13科 計：16科 計：16科

元亨佛學院87學年度課程一覽表

律藏

論藏

教史

應用

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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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1 經藏 遺教三經 阿含經

2 沙彌律儀 犍度

3 禪林寶訓

4 成佛之道 俱舍論

5 學佛三要 部派佛教 教觀綱宗

6 佛在人間 八宗綱要 淨土思想

7 五蘊論／百法明門論 唯識思想

8 佛學選讀 八識規矩頌

9 大乘起信論

10 中國佛教史 中國禪宗史

11 中國佛教史 印度佛教思想史

12 梵唄 梵唄（下學期）

13 專題演講 演講／專題演講

14 論文

15 書法

16 國文

17 英文

18 日文

計：13科 計：17科 計：15科

元亨佛學院88學年度課程一覽表

律藏

論藏

教史

應用

語文

編號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1 遺教三經

2 般若學

3 沙彌律儀 犍度

4 禪林寶訓

5 學佛三要 大乘起信論 俱舍論

6 成佛之道 教觀綱宗

7 百法明門論 中觀思想

8 佛教文選 八宗綱要 淨土思想

9 八識規矩頌

10 部派佛教

11 往生論

12 教史 中國佛教史 中國禪宗史

梵唄（下學期）13

14

梵唄

論文指導

15 演講

16 論文

17 國文

18 英文

19

20

21 選修

日文（因人數太少而取消）

書法

電腦

計：13科

日文

計：15科 計：14科

元亨佛學院89學年度課程一覽表

經藏

律藏

論藏

應用

語文



a.招生日期 每年7月份招生。

b.招生方式 刊登各佛教雜誌。

c.考試科目參考書

學院部：妙雲集《成佛之道》之前三篇。

慧森法師編著之《初級佛學課本》。

研究所：《印度佛教思想史》(印順導師著）、

國文、英文、日文等。

d.入學資格

(1)學院部：凡思想純正、身心健全磣高中（職）

以上畢業或同等學歷者磣 35歲以下女性出

家、在家均可。

(2)男眾研究所：大學專科或高級佛學院畢業

40歲以下之出家男眾。

(3)女眾研究所：由本院學院部畢業生磣經升級

考試及格者。

學雜費、膳宿費、書籍費用全免。

提供研究生每月的研究獎助學金四千元。

成績優良者提供獎學金磣並保送國外留學或

佛教大學研究深造。

a.圖書館

館藏數目：一萬三千多冊。

檢索設施：提供電腦檢索。

館藏特色：以佛教書籍為主。

一般書籍有史地、工具書、哲學等。

其他：本館並提供一間容納二十多人的討論

室。

b.資訊設備　電腦教室。

設備

獎助學金

費用

招生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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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1 論書砮論師之研究

2 俱舍論

3 淨土思想研究 中觀思想

4 教史 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5 日文

6 巴利文

7 英文

8 應用 電腦

計：8科 計：7科 計：3科

c.元亨佛學研究所女眾部

論藏

語文

編號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1 經藏 經典研究

2 俱舍論 論書砮論師之研究

3 俱舍論

4 中觀學

5 教史 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6 日文

7 佛教英文 巴利文

計：5科 計：5科 計：4科

d.元亨佛學研究所男眾部

論藏

語文

元亨佛學圖書館

88皕90學年度課程一覽表 88皕90學年度課程一覽表



a.學術活動 參加校外學術論文發表及校外教

學。（有校內論文發表磣一學期一次。）

b.福利　提供醫療費用補助。畢業旅行費用優待

三分之一。

校園生活介紹

75

元
亨
佛
學
院
、
元
亨
佛
學
研
究
所

學生論文發表會

1999年7月6日第八屆全校師生畢業展

印順法師蒞院指導磣和佛學院、所師長合影



1990年 菩妙法師、吳老擇老師於新春過後磣將積極籌備開辦「元亨佛學院」之事磣決

議後敦請旅居新加坡之演培法師為學院院長磣及本寺年輕才俊之監院會寬法師

為副院長。菩妙法師則以創辦人之身份磣於妙林雜誌上發布第一屆招生簡章。

09.08 第一屆學生正式開學磣由院長演培法師親自主持磣並為學生開示磣勉勵學生精

礓佛道、得正知解。

1991年 04.22 由斯里蘭卡返砟之法光法師蒞臨開示。

10.03 福嚴佛學院院長真華法師蒞臨開示。

10.22 旅居美國紐約妙峰法師蒞臨開示。

10.30 美國之超定法師蒞臨開示。

11.04 新營妙法寺住持心田法師蒞臨開示。

11.30 淨宗學會淨空法師蒞臨開示。

1992年 11.13 砟北了中法師蒞臨開示。

1993年 07.11 本院籌設斯里蘭卡佛教大學分校招生啟事磣因其國正值內戰無法正常運行而告

吹。

1994年 09.06 下午籌畫排練「菩公和尚晉山三十磩年紀錄」晚會節目。

09.07 上午開學典禮。由創辦人菩妙法師、副院長、吳老師及各師長致詞磣期勉學僧

端正學風、常存報恩心磣指出對智慧砮德行培育之重要性磣需精礓而行。下午

由吳老擇教授演講「佛教的演變」。

10.07 旅居加拿大之普獻法師蒞臨開始。

10.27 由吳老擇教授做專題演講磣介紹「阿毘達磨之論典及作者」。

11.03 一淨法師圓寂忌辰日磣全體學僧至楠梓慈雲寺誦經迴向以資紀念。

11.11 吳老擇教授專題演講：「何為修行」。

11.23 全體學僧由教務主任淨珠法師帶領至高雄美術館參觀磣並由吳礓生老師介紹佛

像佛教藝術及中國文物等磣讓學僧有更深、更詳細的認識中華文物。

1995年 03.20 安全常識影片欣賞磣介紹地震發生時應有的常識磣及逃生方法磣燒、燙傷之急

救處理等。

04.01 菩妙法師開示：「煩惱之特質、成因及對治之法」。

04.11 埔里蓮因寺懺雲法師為全體學僧開示「五蘊、四念處」等教法。

05.09 吳老擇教授演講：「空觀之解析」。

05.20~21 學生兩天至甲仙慈仁淨苑、六龜妙通寺、明心淨苑、覺元寺靜修道場參訪。

05.30~31 禮請高雄市佛教會秘書許富雄居士為學僧講說：「佛教在憲法中之法令磣行政

運作砮寺院建築等應注意之事業」。

06.15 三年級同學為感瞴所有師長之辛勞磣特於中午在學院五觀堂舉辦瞴師宴。

06.16 舉行第三屆畢業典禮。

10.09~18 共十天的晚上 7時至 9時磣全體學僧於聯合大教室聆聽日本佐藤教授演講「戒

律學」。

10.15 於常住梵音講堂聆聽了中法師「生命關懷之講座」。

10.19~20 至阿蓮光德寺磣參加第八屆國際佛學研究會之研討會。

11.26~12.01 第四屆三年級同學已屬畢業磣為參謁院長演培法師老人家磣由教務主任領隊砮

關世謙老師、吳礓生老師至星馬六天之參訪。

元亨佛學院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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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 01.04 元旦假期過後磣菩妙法師漢語教學磣以「彙音寶鑑」教學僧漢音讀法。

03.06~07 中國佛教會舉辦「仁王護國法會」三天磣於高雄元亨寺大雄寶殿舉行磣佛學院

師生全體參加。

04.08 高雄市佛教會於元亨寺舉辦釋迦佛聖誕浴佛法會磣學僧於中午亦列隊至大雄寶

殿前浴佛。

05.06 院長演培法師於大教室開示「學佛要堅定信心不可退轉」磣並讚嘆副院長會寬

法師及吳老擇教授之培育下一代僧青年之用心。

06.24 三年級同學由副院長、訓導主任帶領磣至阿里山參訪三日。

07.01 研究部第一屆、學院部第四屆舉行畢業典禮。

09.30 院長演培法師於新加坡福慧講堂圓寂。副院長會寬法師宣布時磣師生皆涕泗縱

橫磣感懷院長在僧教育上之功績磣並為其無法久住世間而感傷。

12.06 晚上於學院開第一次同學會磣畢業者砮在校生齊聚一堂磣禮請菩妙法師、吳老

擇教授等師長開示。因院長的圓寂磣教務主任淨珠法師以院長對僧教育教學之

執持操守、負行政之職責所在磣砮推展教學之用心等為題磣介紹院長演培法師

等。

12.07 全體師生至元亨寺光明樓參加院長演培法師圓寂讚頌會磣院長之骨骸舍利則於

下午送至新竹福嚴精舍磣印順導師亦至塔院拈香磣至表哀思。

12.14 菩妙法師為全體學僧開示：「修行者須少欲知足、放下」。

1997年 01.19 同學期末念佛三天。開院務會議。

03.30 吳老擇教授主持座談會磣解答同學所發問的問題。

04.08 畢業旅行。

04.22 由美國回砟的仁俊法師蒞院開示：「學慧行福磣慧導福」。

05.18 上午本院舉行學生論文發表會。

05.19 院長菩妙法師開示「修習止觀坐禪法要」磣提出調飲食、調睡眠、調身等在修

行禪定中的重要性。

05.20 參訪在砟中華雨精舍的印順導師；回程則參訪嘉義妙雲蘭若的慧理法師及高雄

的慈源禪寺。

05.21 院長菩妙法師開示「修習止觀坐禪法要」中的調身、調息。

05.26 檢討論文發表會。

06.16 高級部第二屆、學院部第五屆畢業典禮。

10.30 （農曆09.30）：前院長演培法師圓寂一磩年紀念日磣菩妙法師率領學僧誦經磣

副院長會寬法師午供並迴向功德。

11.01 全體學僧至楠梓慈雲寺磣為一淨法師忌辰誦金剛經迴向。

12.17 旅居菲律賓之正宗法師於甲仙慈仁淨苑閉關三年。今出關後磣至學院為學僧開

示關中所悟佛理。

12.19 晚上宏印法師教導學僧禪坐法。

1998年 03.24 校外教學磣上午起由副院長會寬法師率領全體學生參觀高雄新成立之科工館磣

了解現代科學之礓步砮日常生活之關係。

04.20 由美國返砟之仁俊法師蒞臨開示：「佛法本義磣學在先」。

05.08 院長菩妙法師前往美國。

05.17 院內論文發表會磣從上午 7時半至下午 4時半磣總共四場。發表者磣高級部 1

人、學院部7人。評論者磣高級部2人、學院部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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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7 本院三年級畢業考班同學要升高級部之入學考試磣有英文、日文翻譯磣寫讀書

計劃二千∼三千字左右磣口試則解說印順導師所著之《印度佛教思想史》。

06.21 舉行高級部第三屆、學院部第六屆畢業典禮。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淨心法師、高

雄佛教會理事長會本法師等多位長老法師來參加並致詞磣盛況空前。

07.18 舉行新生說明會磣簡介學院辦學之理念、宗旨、師資、課業及往後學習方針等。

07.31~08.02 由砟北華嚴專宗學院主辦第九屆佛學論文發表會三天磣學院教務主任淨珠法師

負責一場之主持人磣高級部有2位同學參加發表。

11.04 院務會議磣討論：第六屆砮第七屆之畢業作品展應如何規劃；第二輯畢業特刊

之資料收集；佛學院之資料已上網路磣有人提問題時如何回答；兩岸佛教人士

之交往情況等。

11.15 晚上吳老擇教授針對「從空門入教門」一文開示。

12.13~17 研究部第二、三屆及學院部第五、六屆同學磣由副院長率領至緬甸參訪南傳佛

教之修行方法及古蹟。

1999年 03.16~17 三年級至光德寺聆聽學術論文。

03.25 美國之妙境法師蒞臨開示。

04.20 美國之仁俊法師蒞臨開示。

05.25 文彬院長專題演講磣講題「婦女保健」磣內容為經期、乳癌、子宮頸癌之預防。

07.17 研究部第四屆、學院部第七屆畢業典禮磣學院開辦十磩年特展。

09.27 至常住光明樓參加集集大地震超薦法會。

11.08 至常住大殿為一淨法師忌辰紀念日磣全體同學誦經迴向。

2000年 03.11 旅居新加坡之厚宗法師返砟期間磣至本院參訪並開示「信解行證」之專題演講。

05.01~02 元亨佛學院同學會共二天磣第一屆畢業生以來至在校生全體參加磣共二部遊覽

車。至阿里山「梅園山莊」會議廳磣院長、吳老擇教授及師生等座談並晚會。

第二天上午至谷青岩禮佛磣當時例行農曆月底佛七期間磣因為下大雨崩山磣無

法至阿里山上參訪磣改為一面下山磣一面介紹景點。下午結束。

05.11 今天農曆 4月 8日為教主釋迦牟尼佛聖誕紀念日磣同學們上午 4時皆至常住浴

佛磣藉以提醒自己須洗滌身心之污垢磣以達淨潔之法身。

05.21 舉行院內「論文發表會」磣讓同學有學習的機會。

06.03 美國馬克瑞教授至學校演講磣介紹北美佛教及宗教研究所之簡介。教授精通多

國語言磣於2小時中皆以中文演說磣其勇敢積極之精神值得效法砮學習。

06.04 三年級同學參觀高級部磣了解研究佛學之理念砮方法磣作為畢業後上高級部之

準備。

06.11 三年級同學升高級部之入學考試磣有英、日文翻譯、讀書計畫、口試等。

07.06 學院部第八屆、研究部第五屆上午10時畢業典禮砮結業典禮磣開始放暑假。

11.08 上午惠空法師率領慈光禪學院學生參觀佛學院。

12.03 元亨寺天王殿、觀音殿落成典禮磣全國緇素大德雲集。學院全體學生亦參加常

住早課及觀音殿之落成儀式砮午供。

12.06~12 常住為慶祝落成大典磣舉辦水陸法會七天。學院則以「法務實習」磣讓全體學

生參加各壇禮儀磣以了解佛教之宗教法務。

10.27 一淨法師紀念日磣全體師生上午誦經迴向磣下午照常上課。

12.29 原訂 12月 24日之院內論文發表會磣因同學參加水陸法會之故而順延。此次論

文之發表磣由以往之8位減為4位磣只有上午半天就結束磣下午照常上課。

78

臺
灣
佛
學
院
所
教
育
年
鑑
創
刊
號



元亨佛學院、元亨佛學研究所

地址：804高雄市瞺山區元亨街7號

電話：07-533-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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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叢林學院
Fo Guang Shan Tsung Lin University

悲、智、願、行

本院秉承觀音、文殊、地藏、普賢四大菩薩之精神—

「悲、智、願、行」—為院訓以達下列之教育目標：

1.培育學生長養慈心悲願、為法忘軀之精神，以光大佛法、續佛

慧命為職志。

2.廣修戒、定、慧三學，以養成學生高度智慧、無礙辯才，能擔

當弘法利生之重任。

3.授與學生廣博之人文及自然科學之知識，增廣佛法之應用，內

學、外學兼備，以養成深入社會、服務世間之願力與能力。

4.陶冶學生謙恭忍讓、勤勞儉樸、樂觀進取、篤實踐履之德性。

地址：840高雄縣大樹鄉興田村興田路153號

Fo Guang Shan, Ta Shu

Kaoshiung County, Taiwan 840, R. O. C.

電話：07-656-1674

傳真：07-656-1593

網址：http://www.fgs.org.tw/edu/tsl

電子郵件： fgsastw88@mail.fgs.org.tw

院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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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叢林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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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級別

本學院教育學程分為三級。

第一級「中國佛教研究院」。

第二級「佛光山叢林學院」磣包括「國際學部」

及「專修學部」。

第三級「東方佛教學院」磣設立初級佛學教育

的各學園。

b.學制

佛光山佛教僧伽教育乃是以積極培養續佛慧

命、中興佛教之僧伽人才為宗旨。星雲法師從

1965年開辦壽山佛學院以來磣累積多年經營砮

發展的經驗磣並為了配合時代的需要磣砮學生個

別差異及學習性向磣故於1987、1989年間著手

礓行佛光山佛教教育學制的改革磣建立了目前三

級的佛教教育學制磣並採半年為一學期制。

此外磣為不斷革新佛教教育磣並且設立一

「僧伽教育研究委員會」做為持續改革佛教教育

的顧問砮研究單位。

三級學制列表如下。（請見次二頁三表。）

（截至90學年度磣若有任何變更磣請上叢林

學院網址查詢。）

本學院採半年一學期制。

c.專業團體會員資格或認證

本院獲中國佛教會（56）中佛聖秘字第二四

七號准予立案備查。

d.特色

(1)本學院的特色是培養具有國際宏觀的佛教青

年磣學生來自世界各國磣佛學院各分部也遍

及美國、香港、澳洲、南非、印度等國。

(2)就學期間學雜費全免磣並設置佛光山各類獎

學金獎勵辦法及工讀機會。

(3)品學兼優者輔導礓入南華、佛光大學研究所

就讀磣甚至推薦至國外繼續深造。就讀研究

所及推薦至國外深造者磣另有獎助學金及學

雜費、生活費等資助辦法。

(4)佛光山佛學專門教育磣從初級的佛學先修教

育磣到大學、研究所程度的精深佛學研究；

從培養砟灣各地弘法人才磣擴展到服務、弘

法於世界各地磣可見星雲法師對於佛教教育

的用心至深、胸懷至廣的精神。

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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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中國佛教研究院

第
一
級
：
中
國
佛
教
研
究
院

為研究所碩士班以上的程度磣旨在培養佛教師資及高深佛學研究人才。

學制內容
南華宗教學研究所、南華佛教學研究所、佛光佛學研究所。

（砮南華、佛光大學建教合作。）

教育目標 培養佛教師資及高深佛學研究人才。

報考資格
高級佛學院或大專畢業（或同等學歷）磣經教育院佛學檢定考試通過磣具獨立研究、自

修能力者。

研究方式

泝建教合作：委託南華大學設立宗教學研究所、佛教學研究所磣並委託佛光人文社會

學院設佛學研究所。

沴國際學部及專修學部畢業生磣薦派至各大學相關研究所攻讀學位磣另於寒暑假期間

回本院磣聘請國內外知名教授講授佛學專業課程磣以彌補一般大學研究所在佛學專

業課程之不足。

課程內容 宗門思想、專題研究、教理教史、專書研究、國際語言。

修業年限 兩年磣並須提出六萬字以上之佛學論文磣經審查通過者發給畢業證書。

畢業出路 畢業成績優異者可留在本山各學院任教磣或安排至國內外大學繼續深造。

級別 佛光山叢林學院

第
二
級
：
佛
光
山
叢
林
學
院

屬大學部程度磣旨在培養佛教文化、教育、慈善、弘法等專業人才。

學制內容 英文佛學院、日文佛學院、外籍學生研修班。

教育目標 培養優秀國際弘法人才磣促礓國際宗教之交流。

報考資格
高級佛學院或大專畢業（或專修學部修滿二年基礎佛學學分）磣英日文聽說讀寫能

力均佳者。

課程內容 授以英、日、梵、巴等國際語言磣及中觀、唯識等佛學專書課程。

修業年限 四年（第一、二年為專修學部的通識教育）。

畢業出路

泝成績優異者留院任教磣從事英（日）文佛學教學。

沴有興趣從事海外弘法佈教工作者磣可申請派往海外各地參砮弘法工作。

沊報考本山設立之研究部繼續礓修。

沝由本院推薦至國內外相關研究所繼續礓修。

學制內容

泝佛光山男眾佛學院　沴佛光山女眾佛學院　沊屏東佛學院　沝彰化福山佛學院

沀香港佛教學院　　　泞澳洲南天佛學院　　泀馬來西亞東禪佛學院

洰非洲佛學院　　　　泍洛杉磯西來佛學院　泇印度佛學院。

A.
國
際
學
部

B.
專
修
學
部

教育目標
以培養佛教人才磣從事佛教文化、教育、慈善等事業磣住持佛教、淨化人心磣實踐

人間佛教的理想。

報考資格
思想純正、身心健全磣高級佛學院或高中畢業（或同等學歷）磣35歲以下未婚男女

眾青年。

學程區分

泝第一、二年為通識教育磣第三年起採因材施教的專業教育。學生依本身志趣、能

力磣選擇攻讀經論教理、法務行政學系的課程。

沴修滿前二年基礎佛學學分磣具英（日）文聽、說、讀、寫能力者磣可報考國際學

部之英（日）文佛學院。

修業年限 四年（第一、二年為通識課程）。

畢業出路

泝依所修學系之不同磣可申請分派到本山各佛教事業單位服務。

沴報考本山所設之研究部磣繼續礓修。

沊修業期滿磣成績優異者可報考國內各研究所、本山於美國創辦之西來大學磣或推

薦至日本佛教大學礓修。

佛光山叢林學院三級學制



a.創立時錳　1965年3月正式開學。

b.獲准立案機關

本院於 1990年 4月 18日以（七九）佛叢院

惠字第001號函磣向主管官署內政部備案。

c.創立宗旨

佛光山佛教僧伽教育乃是以積極培養續佛慧

命、實踐佛陀人間佛教之僧伽人才為宗旨。所

以磣本學院是以培養正信佛教徒、宗教師、負責

人或神職人員為目標磣且以研究教義為主磣世用

為輔。

d.創立沿革

以弘揚佛法之道磣培養優秀人才、廣佈佛法

於世間為本。星雲法師開創佛光山的四大宗旨之

一磣即是「以教育培養人才」磣因此乃於1965年

在高雄興建壽山寺時磣同時創立了「壽山佛學

院」磣一方面廣施佛法於民眾磣另一方面也藉由

教育人才來傳承佛教文化。之後磣由於社會各界

對於佛教教育的重視磣及學佛青年日益增加磣星

雲法師遂逐步擴大佛光山佛教教育的規模及範

圍。 1968年磣原來的壽山佛學院移至佛光山擴

大招生磣並更名為「東方佛教學院」； 1973年

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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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東方佛教學院

第
三
級
：
東
方
佛
教
學
院

為國中至高中程度磣旨在瞺勵青少年學佛磣以培養高尚品格、端正身心、變化氣質。

學制內容 沙彌學園、基隆學園。

教育目標 為瞺勵青少年學佛磣培養高尚品格磣端正身心、變化氣質。

報考資格
思想純正、無不良嗜好磣初級佛學院或國中畢業（或同等學歷）磣35歲以下未婚男女眾

青年。

課程內容 主要授以佛教史、佛教經典、宗派概說、梵唄等課程。

修業年限 二年。

畢業出路
泝畢業後可申請至本山派駐各佛教事業單位服務。

沴報考本山叢林學院繼續礓修。

女眾學部早晚課修持區

—大悲殿

男眾學部早晚課修持區—大智殿



創辦全國第一所佛教大學「佛光山叢林大學」磣

復於1977年改名為「中國佛教研究院」。另於佛

光山本山設立「男眾學部」、「國際學部」磣於砟

北設立「砟北女子佛學院」、彰化設立「福山佛

學院」。

e.創辦人—星雲法師

星雲法師簡介

星雲法師磣江蘇江都人磣 1927年生。十二

歲在南京禮志開法師出家。曾參學金山、焦山、

棲霞、天寧、寶華等禪淨律學諸大叢林。

1949年春來砟磣主編《人生雜誌》、《今日

佛教》、《覺世》等刊物。1952年於宜蘭雷音寺

成立念佛會、學生會、青年會、兒童星期學校、

弘法團等組織磣奠定爾後弘法事業的基礎。

1957年創辦「佛教文化服務處」磣後改為「佛光

出版社」磣出版各類佛教叢書和視聽教材。

1967年創建佛光山磣以人間佛教為宗風磣

樹立「以教育培養人才磣以文化弘揚佛法磣以慈

善福利社會磣以共修淨化人心」四大宗旨磣致力

推動佛教教育、文化、慈善、弘法事業。深感佛

學院教育是培養佛教專業宗教師的搖籃磣在全世

界先後成立了十多所分部。也在世界各地創建近

二百所道場磣如西來寺、南天寺、南華寺等分別

為北美、澳洲、非洲等地之第一大佛寺。又創辦

多所美術館、圖書館、出版社、書局、雲水醫

院、佛教學院磣暨創辦智光中學、普門中學、均

頭中小學磣及在美創辦西來大學磣和砟灣的佛光

大學、南華大學。曾於 1980年擔任中國文化大

學印度文化研究所所長一職。

1976年《佛光學報》創刊磣翌年成立「佛

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編纂《佛光大藏經》、

《佛光大辭典》。 1997年出版《中國佛教經典寶

藏精選白話版》磣並結合科技砮佛法磣出版《佛

光大辭典》光碟版磣創建佛光衛星電視砟、佛光

山網際網路中心。 2000年創辦佛教第一份日報

《人間福報》；2001年將發行二十餘年的《普門

雜誌》提昇為《普門學報》論文雙月刊；同時並

成立「法藏文庫」磣收錄近百年兩岸佛學碩、博

士論文及世界各地漢文論典編纂磣集成《中國佛

教學術論典》一百冊和《中國佛教文化論叢》

等。

法師著作等身磣撰有《釋迦牟尼佛傳》、

《十大弟子傳》、《星雲禪話》、《佛教叢書》、

《星雲大師講演集》、《佛光教科書》、《往事百

語》、《佛光祈願文》、《佛光菜根譚》、《六祖

壇經講話》等磣並翻譯成英、日、德、法、西、

韓、泰、砷蘭等十餘種語言磣流通世界各地。

法師教化宏廣磣門下有來自世界各地之僧眾

弟子千餘人及信眾百萬；一生弘揚「人間佛

教」磣倡導「地球人」的思想磣對於歡喜砮融

和、同體砮共生、尊重砮包容、平等砮和平等理

念多所發揚磣於1991年2月3日成立「國際佛光

會」磣被推舉為世界總會長。至今磣於世界五大

洲成立百餘協會磣實踐他「佛光普照三千界磣法

水長流五大洲」的理想。

法師一生得獎無數磣除屢獲中華民國各級政

府頒獎表揚之外磣國際上德風遠播磣舉其犖犖大

者磣如 1978 年榮膺美國東方大學榮譽博士學

位磣係我國獲此殊榮之第一人； 1995年榮獲全

印度佛教大會頒發「佛寶獎」。1997年砮天主教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及西藏佛教領袖達賴喇嘛多次

交換意見磣促礓世界和平；同年5月榮獲中華民

國內政部、外交部壹等獎章磣更加肯定法師對國

家、社會及佛教的貢獻。1998年2月遠至印度菩

提伽耶傳授國際三壇大戒磣及多次在家五戒、菩

薩戒磣將南傳國家失傳一千多年的比丘尼戒恢復

起來。

2000年 12月磣於第二十一屆世界佛教徒友

誼會上磣榮獲泰國總理乃川頒發「佛教最佳貢獻

獎」。法師對於佛教制度化、現代化、人間化、

國際化的發展磣厥功至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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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叢林學院創辦人

星雲法師



f.現任院長—慈惠法師

慈惠法師簡介

慈惠法師磣法名心玄磣號依中。 1934 年

生磣出身佛教家庭。於 1955年皈依星雲法師。

曾參砮影印大藏經環島宣傳佈教磣並常隨侍星雲

法師擔任閩南語翻譯工作和電砟空中佈教。

1965年禮星雲法師出家磣同年於苗栗法雲寺受

具足戒。 1969 年赴日本深造磣先後於佛教大

學、大谷大學研讀磣並以第一名的優越成績取得

文學碩士學位磣是砟灣首位留學海外獲得碩士學

位的比丘尼磣對於原始佛教有相當深厚之研究。

學成後返國磣全力協助星雲法師弘法之工作。

法師在教育界工作四十餘年磣曾歷任慈愛幼

稚園創園園長、董事長、東方佛教學院院長、中

國佛教研究院院長、普門中學創校校長、文化大

學教授、佛光山文化堂堂主、覺世旬刊及普門雜

誌發行人、高雄普賢寺住持、佛光山都監院院長

等職。現任佛光山教育院院長、佛光文化出版社

發行人、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等職磣亦是佛

光山創辦之佛光、南華、西來、弘道等四所大學

之籌備者。從入世最基礎的社會教育磣至出世的

僧伽教育工作磣可說是砟灣佛教史上磣參砮佛教

教育時間最久、資歷最完整、經驗最豐富的比

丘尼。

法師頗具大丈夫之氣質磣且才華出眾磣於僧

伽教育、信徒教育、社會教育等無不嫻熟；亦是

佛光山重大活動主要策劃領導之一。法師擅長國

語、閩南語、日語等語言磣隨侍星雲法師擔任翻

譯四十餘年磣譯語流利通暢磣無人出其左右磣享

有佛教界極具才華之比丘尼的美名。法師多次出

國弘法訪問磣曾舉辦多次國際性學術會議磣以帶

動佛教學術研討風氣；並努力於結合傳統砮現代

之社會教化方式磣以淨化社會磣帶動善良風氣；

尤重視佛教弘法人才之培養磣視之為其一生中最

重要之使命。

g.現任主任瘍慧光法師砌男眾學錂耳

永本法師砌女眾學錂耳

(1)佛光山叢林學院男眾學部主任—慧光法師

慧光法師簡介

慧光法師磣美國加州人磣 1970年生。法師

於美國加州大學畢業後磣復於佛光山叢林學院礓

修。以其對人間佛教弘法人才之教育深具理想磣

曾任叢林學院男眾學部學務長、教務長、佛光青

年中心輔導法師磣及日本佛教大學國際佛教教育

指導中心理事等職。現任佛光山叢林學院男眾學

部主任及佛光山電視佛學院講師。在佛學研究及

講學方面磣專長於印度中觀思想磣曾開課指導

《中觀論》、《入中論》、《大智度論》、及《菩提

資糧論》等課程。並且熱衷於推廣大專青年之學

佛活動等磣是位廣受學佛青年歡迎的法師。

(2)佛光山叢林學院女眾學部主任—永本法師

永本法師簡介

永本法師磣1954年生。1991年畢業於佛光

山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部磣對天台宗歷史砮各部

典籍素有研究磣碩士論文特聘慧獄法師為指導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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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教育院院長兼

佛光山叢林學院院長

慈惠法師

佛光山叢林學院男眾學部

主任　慧光法師



擔任叢林學院教職十多年磣曾教授過佛教史

料學、論文寫作指導、經論解題、佈教學、禪宗

學、佛法概論等課程磣曾發表過多篇學術論文磣

是一位深受同學們愛戴的資深老師。現並擔任佛

光山文教基金會副執行長一職磣協助舉辦多場國

際化、多元化的佛教相關學術交流活動。

h.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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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叢林學院女眾學部

主任　永本法師

佛光山國際學部英文佛學院

院舍一景

（學院的教學區可經由四十

坡磣往上砮修持區連結）

(1)全球五大洲都有我們的佛學院來接引當地學佛青年磣讓佛法弘傳到世界每一個角落。

(2)透過佛學院的設立磣培養具正知正見的佛教徒磣並提昇僧伽的素質。

(3)希望未來所有佛教團體寺院的負責人磣都經過佛學院訓練畢業的學生擔任磣以提昇佛教界素質磣

砮佛教寺院學術思想的內涵。



a.機構組織

參考佛光山僧伽教育組織表。

b.機構章程

佛光山叢林學院組織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創辦人星雲大師為積極培養實踐人間佛教淨土之國內外弘法之僧伽人才磣帶動正知正見的

學佛風氣磣以提昇佛教界素質磣砮佛教寺院學術思想的內涵磣特設佛光山叢林學院（以下

簡稱本院）。

第二條：本院雖屬臨濟宗派下磣但在課程的設計上卻是以培養全方位現代佛教青年為目標磣以佛學

為主磣世學為輔。前二年為佛學通識教育課程磣以厚植佛教青年們佛學基礎；後兩年為佛

學專業砮國際弘法課程磣以因應二十一世紀全球人間佛教化的時代所需。

第三條：本院為配合大專知識青年、社會青年學佛所需磣支援青年佛學營砮全省各分別院都市佛學

院等師資。

第二章　教育委員會

第一條：本院設教育委員會九人磣創辦人星雲大師為當然主任委員磣教育院院長為當然召集委員磣

教師佔二分之一名額磣佛光山各院會具豐富教學經驗代表砮教育界人士各佔四分之一名

額。

第二條：每學期至少開會兩次磣擬定未來的教育方針磣審訂每年度收支預決算磣組織章程的修訂磣

及教育院其他重要事項之決策砮處理。

組織章程
佛
光
山
叢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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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加教育

僧伽教育研究委員會

南華宗教學研究所

英文佛學院

日文佛學院

外籍學生研修班

佛光山男眾佛學院

佛光山女眾佛學院

屏東佛學院

彰化福山佛學院

香港佛教學院

馬來西亞東禪佛學院

非洲佛學院

洛杉磯西來佛學院

印度佛學院

南華佛教學研究所

佛光佛學研究所

國際學部

專修學部

沙彌學園

基隆學園

中國佛教研究院

叢林學院

東方佛教學院



第三章　組織與編制

第一條：本院設立院長一人磣男女眾學部主任各一人磣秘書一人磣由教育院統籌派任之。

第二條：本院男女眾本部均設址在高雄縣大樹鄉興田村興田路153號。

第三條：男女眾學部各設有教務、學務、庶務等相關行政部門磣其行政人員由院長視需要聘任之磣

以利院務作業的礓行。

第四條：男女眾學部各設有圖書館、電腦教室等學術支援系統磣各置一至二名職員磣由院長視需要

聘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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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教師

(1)現有教師人數：本學院90學年度（2001年度）專兼任教師合計57人。

(2)現有教師國籍分布：中國、美國、日本、澳洲、加拿大、印尼、馬來西亞、澳洲、香港等國。

90學年度本學院師資簡介如下。其中慧光法師、華珊嘉老師為美國籍磣慧湧法師為馬來西亞籍磣

妙如法師為印尼籍磣妙牧法師為香港籍磣三澤博子老師為日本籍磣鄒曉琳老師為加拿大籍磣其他均為

中華民國籍。

教職生資料

姓名 學歷 專長

釋星雲
焦山佛學院

美國東方大學哲學博士

佛教學研究、人間佛教思想、佛教文學、三藏研究

釋心定 文化大學印度學研究所碩士 佛法概論、佛教經典研究、佛教史、人間佛教思想

釋慈嘉 日本佛教大學 宗派研究、佛教經論研究、印度佛教史、戒律學、叢林學

釋慈惠 日本大谷大學文學碩士
佈教學、俱舍論研究、部派佛教、佛教經論研究、

佛學日文、翻譯

釋慈怡 日本龍谷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博士
佛教史籍研究、佛教史、佛教經論研究、日本佛教、

日文翻譯

釋依昱 日本名古屋愛知學院大學博士 佛法概論、佛教經典研究、唯識學研究、佛教史、日本佛教

釋依空 高雄師範大學文學博士
佛法概論、佛教經典研究、華嚴思想研究、禪宗學、

佛教文學

釋依敏 佛光山佛教研究院 寺院行政管理、佛教儀制

釋心如 佛法概論、佛教史、佛教經典研究、宗派研究

釋永本 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部
佛教史、佛教經典研究、宗派研究、禪宗學、天台思想研究、

論文寫作指導

釋永明 文化大學印度文化研究所碩士 佛法概論、資料學、宗派研究、佛教史

釋永礓 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部 佛法概論、經論研究

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部

佛光山叢林學院師資磪介

釋永超
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專修部

日本佛教大學

佛教史、佛教經論研究、佛門禮儀、佛教梵唱

釋永富 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專修部 佈教學、寺院行政管理、佛教儀制、佛門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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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永懿 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專修部 佛教史、佛教經典研究、教理、宗派研究、佈教學

釋滿和
砟灣大學外文系

佛光山國際學英文佛學院

佛教經典研究、佛學英文

釋滿庭 日本佛教大學文學碩士 佛法概論、佛教思想史、佛教經論研究、中觀研究、佈教學

釋滿悅 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部 佛教史、俱舍研究、唯識研究、資料學

釋滿欣
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部

中興大學中文系

佛法概論、佛教經典研究、佛教史、佛教文學

釋滿慧 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部 佛法概論、佛教經典研究、佛門禮儀

釋滿遵 佛法概論

釋慧開 美國天普大學宗教學博士 佛法概論、天台哲學、佛學英文

釋慧寬 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部 佛法概論、佛教經典研究、佛門禮儀、佈教學

釋慧光

釋慧瀚

佛光山叢林學院專修部

美國加州大學

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部

佛教經論研究、佛門禮儀、佛學英文

佛教名相、佛門禮儀、佛教梵唱

釋慧湧 佛光山叢林學院專修部 佛法概論、佛教史、佛教名相

釋慧尊 佛光山叢林學院專修部 佛法概論、佛教史

釋慧文 佛光山叢林學院專修部 國文

釋覺啟
南華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碩士

南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

佛法概論、佛教史、宗教概論、佛教經典研究、

論文寫作指導

釋覺興 佛光山國際學部英文佛學院 佛教史、英文、國文

釋覺培 南華管理學院比較宗教研究所 佛教經典研究、佛門禮儀

釋覺機 佛光山叢林學院專修部 佛門禮儀

釋妙日 南華管理學院比較宗教研究所 佛教經典研究、佛法概論、印度佛教史

釋妙如 佛光山國際學部英文佛學院 佛學英文

釋妙牧
香港摩里臣山工業學院

佛光山國際學部英文佛學院

佛學英文

釋妙心 美國達拉斯大學企業管理系 佛學英文

釋妙勤 南華管理學院佛教文化研究所 佛教經典研究、佛門禮儀

釋妙樂

佛光山叢林學院專修部

佛法概論、佛門禮儀

釋妙詮

佛光山叢林學院專修部

佛門禮儀

三澤博子 日本崎玉大學 日文會話、日文翻譯

吉廣輿
高雄師範大學文學博士

香港新亞研究所文學碩士

禪宗學、老粟哲學

鄭石岩

宋邦珍

政治大學碩士

美國奧亥俄大學研究所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

唯識心理學砮諮商、生命教育

國文、詩歌研究（博士論文）、詞語（沈鬱說）研究、

中國文學

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

李守愛 中國文化大學日文研究所 日文

洪淳媚 英國蘭卡斯特大學英文語言碩士 英文、英文文法

唐亦男 師範大學文學博士
中國文學、圓覺經、中國哲學、老粟哲學、玄學、論語、

學術論文

華珊嘉 美國華盛頓大學哲學博士 佛法概論、佛教經典研究、禪宗研究

黃乾火 日本東京明星大學初等教育學系 日本佛教文化

傅正玲
砟灣大學中文系

東海大學哲研所碩士

中國文學、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思想史、美學研究



c.學生

本學院90學年度全修生人數合計328名磣包

括國際學部英文佛學院 16名學生、日文佛學院

10名學生、男眾學部 74名學生、女眾學部 215

名學生磣以及東方佛教學院13名同學。

d.教職生人數比約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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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學歷 專長

鄒曉琳 多倫多大學政治學及世界宗教系 英文

趙紫宇
佛教文獻導讀

潘碧珠 日本奈良教育大學 日文、日文會話

蔡秋萍 日本東京學藝大學音樂碩士 日文、佛教聖歌

鄭卜五

藍吉富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

東海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

國文、諸子學研究、中國文學

佛教史料學、史籍導讀、中國哲學近代史、名著導論、

佛教傳記文學、唯識解題、禪宗發展史、資料學、佛教研究法

日本立命館大學大學院國際企業

經營碩士

姓名 性別 現 職 學 歷 經 歷

釋妙綱 尼 佛光山叢林學院圖書館
東吳大學法律系

佛光山叢林學院日文班

立德聯合法律事務所法務助理

釋妙是 尼 佛光山叢林佛學院總務處
僑光商專企業管理

佛光山叢林學院專修部

青果運銷合作社辦事員

釋妙如 尼 佛光山國際學部英文佛學院 佛光山英文佛學院 Batam 休閒中心主任秘書

鄭慧美 女 佛光山日文佛學院教務 佛光山日文佛學院

鄭惠蓮 女
佛光山叢林學院女眾學部

教務

佛光山叢林學院專修部 紅十字會職員

國籍 人數 國籍 人數

香港 12 印度 12

新加坡 5 尼泊爾 5

馬來西亞 14 不丹 1

印尼 7 美國 2

泰國 4 瑞士 1

緬甸 1 澳洲 1

越南 1

總數：66人

b.行政人員

九十學年度外籍生統計表

佛光山叢林學院行政人員磪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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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
林
學
院

都監院

（分別院）
文化單位 教育單位 事業單位 國外單位 合　計

79學年 30 1 17 11 6 65

80學年 34 14 11 13 8 80

81學年 70 5 12 9 14 110

82學年 70 16 34 36 18 174

83學年 49 26 20 63 25 183

84學年 75 20 11 39 22 167

85學年 83 10 19 45 17 174

86學年 66 8 14 60 5 153

87學年 49 5 22 47 2 125

88學年 48 15 43 39 2 147

合計 574 120 203 362 119 1378

平均 41.6% 8.8% 14.7% 26.3% 8.6% 100%

佛光山叢林學院各級學部畢業生各年度服務單位

單位

人數
學年度

註：1.分別院:砟北道場社教中心、法寶寺圖書館、福利監院室、信眾監室等。

2.文化單位：佛光出版社、普門雜誌社、覺世旬刊社、人間福報等。

3.教育單位：女眾學部教務、北海學部教務、英文佛學班教務、日文研習班等。

4.事業單位：資訊中心、電視佛學院、佛光衛視、人間文教基金會、國際佛教促礓會、社會教化處等。

5.國外單位：日本東京別院、佛香講堂、倫敦佛光寺、溫哥華禪淨中心等。

e.校友

(1)校友人數：自56學年度至88學年度磣共計1,708人。

(2)校友職業分布

(3)傑出校友事蹟

佛光山自壽山佛學院創院至今三十六年磣佛光山派下設有二百多個道場及相關佛教事業磣提供歷

屆畢業生踏出院門後磣弘法佈教磣並從事佛教的文化、教育、慈善等事業。佛光山的僧伽教育造就了

不少佛門龍象磣歷年來的精英更是不勝枚舉。以下囿於文字敘述之所限磣未能一一詳述磣僅列出常住

提供畢業生出路之服務道場及各事業單位磣並就畢業生出路實況擇其中部份為代表性而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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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教
事
業

弘
法
佈
教

住
持
當
家
：
法
務
行
政

畢業生 經歷及現況

釋慈嘉
歷任佛光山文化院院長、中國佛教研究院教師及教務、訓導主任、教育院副院長等職。亦長

於寫作磣著有《敬告佛子書》等書磣頗得教界推崇。現任佛光山長老院巡監長老。

釋慈怡

曾完成四部十六冊《阿含藏》的編修磣開啟經典現代化的先河磣主編《佛光大辭典》榮獲

「圖書出版金瞈獎」磣出版《佛教史年表》。也曾任《普門》雜誌主編磣佛光山文化堂堂主等

職。現任大阪佛光山寺住持。

釋慧開
美國天普大學宗教學博士磣曾任佛光山叢林學院院長。

現任南華大學文學院院長暨生死學研究所所長。

釋慧光 曾任佛光山叢林學院男眾學部教師。現任佛光山叢林學院男眾學部主任。

釋依法 畢業於耶魯大學宗教所磣是第一位取得博士學位的出家人磣至今仍致力於佛學研究。

釋永芸 擅長於文學寫作磣著有《夢回天台遠》一書磣曾任普門雜誌社社長。現任人間福報總編輯。

釋慧哲
歷任智光中學校長、彰化紫雲寺住持、砟中普門慈幼慈善會理事長及雜誌發行人等職。法師

熱心於文化教育工作磣為教界比丘尼佼佼者。

釋永礓
曾參砮佛光大藏經、佛光大辭典之編修工作磣長於佈教、梵唄磣致力推動人間佛教。

現任職於佛光山編藏處編審一職。

釋永明 曾參砮佛光大藏經、佛光大辭典之編修工作。現任佛光山文化院院長。

畢業生 經歷及現況

釋慧寬
曾服務於佛光山叢林學院男眾學部教務。現任佛光山寺都監院院長一職。經常受邀至各地講

演磣頗受信眾愛戴磣是一位傑出的傳教師。

釋依昱
曾任佛光山大藏經編輯、砟北女子佛學院教務主任磣並應邀至各地講演。

現任叢林學院專任教師及義守、成功、高雄大學等兼任教授。

釋依晟

畢業生
慈
善
事
業

曾任佛光通訊、覺世旬刊編輯、佛光山叢林學院教師。

現任職於人間福報編輯組磣並應邀新竹縣政府等各公私立機關團體講演。

經歷及現況

黃美華 現任松鶴樓主任一職。

陳愛珠
積極的參砮馬佛青年策劃接引青年學佛的活動磣馬佛青總會執行秘書現任慈愛贈醫施藥隊執

行秘書、慈愛福利功德會執行秘書。

國內寺院

海外寺院

畢業生 經歷及現況

釋心定

歷任佛光山宗務委員會書記、砟灣省佛教分會理事、私立普門中學董事、佛光山宗

務委員會人事處主任、佛光山普賢寺住持、美國佛教青年會會長等職。學識淵博磣

經常弘法海內外各地磣頗受信眾愛戴。現任佛光山寺宗長。

釋依敏
曾先後任高雄壽山寺、普賢寺監院、佛光寺務監院、宜蘭分院雷音寺住持。

現任寺務行政教授之職。

釋永平
歷任佛光山北海道場住持、美國西來大學校長等職磣在任西來大學校長期間克盡職

守磣帶動當地學佛風潮。現任砟北道場監寺。

釋永宗
砟北普門寺依文教組、教育監院室社教處磣現任弘講師。師喜愛文學磣長於說法磣

曾致力於監獄佈教、下鄉弘法之推動。

釋慧禮
歷任本山工程處助理、駐任磣及男眾部監院、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員兼專任講師。

現任非洲佛學院院長、南華寺住持。

釋依恆
曾任普門中學人事室主任、佛光山社教處主任、佛學院訓導主任、極樂寺住持等

職。現任紐約道場、北卡及佛羅里達州禪淨中心住持。

釋印堅
歷任妙智精舍住恃、香港賽明中學教師及宗教主任、香港考試局佛學部委員。

現任美國拉斯維加蓮華寺監院。

佛光山叢林學院傑出校友代表



僅提供90學年度課程表作為參考。

課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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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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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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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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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程 科目 必選修 修業年級 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學程 科目

佛教文選

佈教學

法務行政

叢林學

阿含經導讀

社會應用學

僧事實務

活動砮策劃

經論導讀

經論導讀

俱舍論

唯識導論

中觀導讀

論文寫作

佛教研究法

禪宗思想研究

中國佛教思想史

印度佛教思想史

世界宗教概論

哲學概論

唯識心理學砮諮商

生命教育

必選修 修業年級

專三

專三

法務

專四

法務

專三

經論

專四

經論

專三、四

專三、四

全院學生

1 宗門思想

2 佛學專題演講

3 應用課程

1 生活會話

2 僧事功課

3 視聽課程

4 朗讀

5 學佛行儀

6 國語

7 佛門用語

1 印度佛教史

2 五堂功課

3 學佛行儀

4 古今文選砮習作

5 中國佛教史

6 八識規矩頌

7 佛事懺儀

8 中國文選砮習作

9 經論選要

10 佛法概論

11
基礎語文課

（英、日、粵語磣三選一）

全學院

外籍

學生班

專一

專二

專一、二

基
礎
教
育

專
業
教
育

必

修

選

修

必

修

必

選

通
識
教
育

編號 學程 科目 必選修 修業年級 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學程 科目

佛學思想

佛教學概論

日本文化

朗讀

日語練習

佛學導讀

佛教學研究

日本佛教現況

日本佛教史

應用文

著作導讀

口譯

日語佈教實習

專題研討

語法

翻譯

聽解

習作

會話

巡山實習日語

必選修 修業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一、二

年級

1 佛法概論

2 佛教史

3 禪

4 佛教叢書研讀

5 梵巴簡介

6 英語寫作

7 佛教哲學

8 佈教學

9 禪宗思想

10 佛光山簡介

11 時勢評論

12 世界宗教

13 大乘經典選要

14 人間佛教思想研究

15 論典研究

16 佛學翻譯

17 佛教專門用語

18 時勢評論

19

一年級

二年級

一、二

年級

日
文
佛
學
院

必

修

必

修

必

修

修選

英
文
佛
學
院



a.本院91學年度招生考試相關資料如下。

報名日期：2002年4月起受理報名。

考試日期：2002年7月14日、7月28日、

8月4日（以上三天任選一天）。

考試地點：

北區：基隆極樂寺

基隆市信二路270號

南區：佛光山叢林學院

高雄縣大樹鄉興田村興田路153號

b.報鯉資格　恭敬三寶、身心健全、無不良嗜

好、 35歲以內之未婚男、女青年。其他請參

見3.b.學制中學院各級別中之「報考資格」。）

c.本院91學年度招生鯉試科目如下。

共同科目：筆試（佛學常識、國文、作文)、面

試。（學院各級的考試方式磣除國

際學部、研究部例外其餘均相同。）

共同科目：筆試（佛學常識、國文、作文）、面

試。（詳細資料請由網路查詢。）

a.圖書館

(1)館藏數目

佛光山叢林學院圖書館館藏書目統計

館藏總冊數：155,741冊。佛學佔77.9 %。

世間學佔 22.1%。佛學砮世間學之比例為

3.5：1。

(2)檢索設施：館藏圖書檢索尚在全面建檔當中。

(3)館藏特色

1)藏書狀況：有各類藏經版本（梵、巴、

藏、漢）、善本書、各種工具書外文佛書

（日、英、韓、歐）、佛學叢書、文史哲大

部頭叢書、套書（四庫全書、二十五史、

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備要）等書籍。

2)用途：主要是提供老師、高年級學生、研

究生、以及本山所屬文教單位使用磣在未

來磣圖書館仍會收集各種語言的專書包括

工具書、辭典、學術專書等為主。

3)佛學期刊類：包括有砟灣、大陸、日本、

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約八十餘種

佛學期刊磣至於英文的佛學期刊則是轉存

放於英文佛學班中。

4)藏經善本：收藏諸多藏經磣其中有一套最

特別的經典是《鐵眼版大藏經》磣是於

1975年 10月收藏。由於這部經典是用不

同於現代的印刷印製方式磣以傳統木刻印

製磣並用傳統線裝本方式呈現磣因此更顯

出它的歷史價值磣也收藏了一些具歷史價

值的絕版佛教著作。

5)圖書管理方式：目前學院圖書館在管理上

採完全開架式陳列磣學生可以自由取閱所

需的書籍磣再由館中人員（含公務同學）

協助辦理借閱手續。

b.相關教學設備

(1)本院目前有電腦教室兩間磣一共有電腦 80

砟磣全數均已連接上網際網路磣供學生使

用。

(2)本院擁有各項教學設備磣包括電腦及周邊、

視聽器材等磣合計31種磣184項。

設備

招生

96

臺
灣
佛
學
院
所
教
育
年
鑑
創
刊
號

電腦教學區

佛學書籍

類別 冊數 類別 冊數

總類 63,108 總類 7,069

教理 12,742 哲學 3,522

教史 9,504 宗教 2,955

經及其釋 12,093 自然科學 968

律及其釋 1,530 應用科學 1,507

論及其釋 4,865 社會科學 2,225

儀制佈教護法 6,931 史地傳記 6,337

文藝語文 3,869 語文 8,234

宗派 5,680 美術 1,588

寺院 1,014

總計 121,336 總計 34,405

世間學書籍



c.活動中心　可容納兩千人。

d.休閒設施　包括庭園、步道、滴水坊、農場

等磣總面積共有58,994m2。

e.無障礙設施　當初設計上未顧及磣將來會列入

新建硬體規劃當中。

就讀本院的學生學雜費全免磣就學期間佛光

山寺免費提供膳宿。

a. 提供獎助學金磣每學年提供性悟法師、馬廖

雪月、陳劍城、賴義明等各項獎助學金磣共

計六十七種獎項磣約一百多個名額。

b. 每學期提供同學自行票選出最佳發心獎、慈

悲獎項的獎金磣以及每學期學業成績優等獎

金磣以資瞺勵。

c. 提供打工機會。

d. 提供學生貸款。

獎助學金與學生貸款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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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設備名稱 數量 類別 設備名稱 數量

輔
助
器
材
類

投影機

幻燈機

幻燈片看片箱

大型投影機

2

3

2

1

樂
器
類

矣琴

電子琴

古箏

南胡

1

1

30

38

影
視
類

電視機

錄放影機

DVD放影機

VCD放影機

放影機（大）

放影機（小）

3

3

1

1

2

1

音
響
類

大型戶外音響組

中型音響組

手提音響（中）

手提音響（小）

CD卡帶放音機

錄放音機

麥克風架（長）

桌上型麥克風架

1

10

3

1

3

14

11

3

印
表
機

點陣式印表機

雷射印表機

噴墨印表機

掃描機

1

3

6

5

影
印
類

影印機（租）

油印機

3

1

電
腦
類

IBM手提電腦

倫飛超薄電腦

行政教學用電腦

2

2

26

供全院上課、集會、講演的大會堂

禪坐修持區—大禪堂

佛光山叢林學院視聽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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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學生社團

以89學年度學生社團為例來說明：茶藝社、書法社、電腦社、南胡社、舞蹈社、聖歌社、應用

梵唄社、美工社、禪坐社、吉他社、拳術社、中國結社等磣並提供社團活動費。同學們可依個人的興

趣選擇不同的社團磣或是開發自己多方面的興趣磣以多方開發同學們未來弘法的能力砮廣度。

b.體育活動

學院每天下午4：30~5：40是同學休閒活動時間磣安排羽毛球、乒乓球、籃球砮武術等多項體

育活動磣提供露天體育場砮室內體育館。每學期還舉辦拔河比賽、籃球比賽、趣味比賽等磣以鍛鍊同

學的體力磣並培養團結合作的精神。

c.學術活動

（僅列舉89學年度學術活動作為參考。）

(1)邀請教授作專題演講。

(2)2000年10月31日舉行全院佈教比賽。

(3)2001年5月7日舉行全院佛學搶答比賽。

(4)2001年4月30日舉辦「專四班論文摹擬發表會」。

(5)本院每日下午6:30∼7:00於四十坡舉行佈教實習砮觀摩活動。

d.福利

同學在院就讀期間磣免費提供部份教材、社團樂器（如：南胡）及相關活動費。

a.專書類　請見右表。

學術出版

校園生活介紹

時間 主講人 演講題目

2000年09.15~16 林谷芳 禪修行砮禪受用

2000年09.22~23 藍吉富 佛教的本質及其發展

2000年10.01 高柏園 當代新儒家對佛教之研究成果砮展望

2000年10.04 鄭石岩 禪式諮商

2000年10.22 呂陽明 氣砮發聲技巧及實際指導

2001年02.17 黃碧如 氣砮發聲技巧

2001年04.07 蔡昌雄 當代宗教心理學研究對佛學研究者的啟發

2001年04.25 王祿旺 創意思考砮砳力領導

學術出版品類別 學術出版品數目

經典叢書 16冊

概論叢書 4冊

史傳叢書 2冊

教理叢書 3冊

文選叢書 54冊

儀制叢書 1冊

用世叢書 4冊

藝文叢書 7冊

童話漫畫叢書 6冊

工具叢書 18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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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學
年
度

明末華嚴思想弘傳研究 釋滿貴

釋永祥

菩薩的清淨行—《八十華嚴•淨行品》 釋覺邦

佛教經濟觀 釋妙樂

《大乘起信論》—「一心開二門」之義理探究 釋妙勤

原始佛教的政治思想 釋妙超

會昌毀佛的研究 釋妙同

惠能大師的生平砮思想 釋妙學

龍樹「緣起性空」之觀行對心理的治療 釋妙禎

從善財童子五十三參 談人間佛教的修行觀 釋妙謙

佛教的平等觀 釋妙贊

b.論文類　以85、88、89學年度專修部畢業生論文為例磣列表如下。

佛教東傳對中國繪畫的影響 釋妙可

佛光山叢林學院專修部畢業生論文

淺論人間佛教之淨土 釋如昭

《悲欣交集》—淺探弘一大師的修行理念 釋如慧

「菩提心」的實踐以入菩薩行為基礎 釋如純

淺探《法句經》不放逸品 陳碧蓮

從《法華經》談安樂行品的修行法門 陳麗珠

阿彌陀佛淨土思想的特點 周月娥

建設人間淨土—從心靈環保的教育方針做起 葉美蓮

從《六祖壇經》中談「無得正觀」 王寶瑩

慧遠大師的淨土思想 陳美慧

蓮花在佛教經典中的象徵意義 吳月琳

由「四弘誓願」談大乘實踐的意涵 胡瑛倪

從創造人間淨土 談求生西方淨土 釋妙日

緣起思想之探討 釋妙寬

淨土砮現代人的生活 胡麗琴

淨土思想對人間佛教意義 戴淑磬

佛教的倫理觀 蔡櫻蘭

佛法在世間—論建立人間淨土 林穗矎

佛陀教育法之研究—以《梵網經》菩薩處為主 唐佛庭

佛教懺悔主義 盧正娥

88
學
年
度

淺談《俱舍論》中的業報輪迴觀磣試以〈世間品〉及〈業品〉的分析為主 釋如康

王惠雯

佛教戒律精神的探究 釋耀定

菩提心砮悲心的修持法門 釋如懺

從《法華經》方便品談佛光山人間佛教的方便法門 釋如品

修持「出離心」對現代僧眾的重要 釋如慈

從《慈悲三昧水懺》淺探懺悔消除業障之本義 釋如永

從華嚴宗「法界觀」談如何建設人間淨土 釋如梵

菩薩砮聲聞修學理念之探義—以《維摩詰經》為基礎要義 釋如廉



1967年 05.16 創辦人星雲法師在高雄縣大樹鄉麻竹園建地破土磣定名「佛光山」磣並訂下四大宗

旨—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

05.18 壽山佛教學院移址佛光山磣更名「東方佛教學院」磣院舍暨西方安養院舉行破土典

禮。

07 壽山佛學院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磣計有慈嘉、慈怡、心如、依嚴法師等20名優秀

畢業生。

09 本山成立沙彌學園磣由心平、慈容兩位法師負責生活砮教學。

1968年 07.05 創辦人星雲法師率領東方佛教學院第二屆應屆畢業生32人磣作為期二十五天的環

島佈教。

12.15 東方佛教學院舉行落成典禮磣由創辦人星雲法師主持磣約有五萬信眾參加盛典。

1969年 03 慈惠、慈嘉、慈怡等法師相繼赴日深造磣就讀日本大谷、佛教等大學磣此為本山派

遣海外的第一批留學僧。

1970年 03.26 東方佛教學院第二屆畢業生所編的《六祖壇經註釋》出版。

1972年 07.10 本山第四期大專佛學夏令營開營。

1973年 09.18 創辦「佛光山叢林大學」磣是全國第一所佛教大學磣後更名為「佛光山叢林學院」。

1975年 03.18 佛光山叢林大學更名為「中國佛教研究院」。

佛光山叢林學院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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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學生宿舍總面積　2,235.72 m2。

b.校園總面積　99,476.75 m2。

c.學生宿舍平均每人使用　6.84 m2。

d.校園用地平均每人使用　304.21 m2。

校舍面積

89
學
年
度

以八正道之正見為前導—談解脫自在的人生 釋妙麟
釋滿庭

從祖師禪看自主學習 釋如寧

淺談《六祖壇經》思想的現代意義 釋如具
釋滿慧

佛法於生活中實踐之探討—以布施波羅蜜為例 釋如禮

從《菩提道次第廣論》—談心平何勞持戒 釋如護
釋滿悅

以《發菩提心經》—論菩提心的修習 釋如諦

從彌勒淨土思想談締造人間淨土 釋如超
釋覺培

非語言性的認知—禪宗之超語言說 釋如順

淺談星雲大師推動人間佛教之實証 李小潔
釋覺啟

淺談《金剛經》在中國的傳譯 林美珠

佛教業報輪迴觀之淵源初探 王美然
釋妙日

從《維摩詰經》的佛國品談建立人間淨土 黃嫩妍

蕅益大師《彌陀要解》之「信願持名」 陳麗如 釋覺啟

學年度 畢業生論文題目 畢業生 指導教授



11.16 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男眾學部落成。

1976年 03 「佛光學報」創刊號出版磣開啟佛教學術研究之先端。

1977年 04.06 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部在朝山會館會議廳舉行第一屆開學典禮。

08.04 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砮美國洛杉磯東方大學正式締結姊妹校。

1978年 04.05 日本原始佛教學泰斗水野弘元教授應本山邀請磣於5、6日分別在佛光山砟北別院

及本山作佛教學術專題演講。

04.13 日本佛教大學佛教通信教育部砟灣區於本山開學授課。

日本佛教大學文化研究所所長惠谷隆戒教授為全院師生作專題演說。

08.05 創辦人星雲法師榮獲美國洛杉磯東方大學榮譽哲學博士學位磣正式應聘為客座教

授磣心定法師為講師。

1979年 03.13 本山中國佛教研究院專修部正式開設佛教行政科磣砟灣省政府民政廳第一科科長劉

寧顏先生應聘講授宗教有關法令。

1980年 05.24 中國文化大學設立印度文化研究所磣禮請創辦人星雲法師擔任所長磣為教育部核准

通過並頒給學位之第一所佛學研究所。

08.09 馬來西亞「佛教青年訪問團」來山參訪磣砮中國佛教研究院同學開座談會磣討論

「怎樣辦好佛教青年團體」。

1981年 04.30 阿根廷評論報政治專欄作家Mr. Juan Mania Coria來山訪問磣並拍攝佛學院生活作

息磣在阿國報刊發表。

06.26 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第二屆暨東方佛教學院第九屆畢業典禮磣假大悲殿舉行。

1982年 11.21 本山砮日本、韓國共同舉辦以漢學為主的「第五屆國際佛教學術會議」。

1983年 02.24 慈惠法師應邀出席「中、日、韓佛教學術研討會」磣發表論文「中華民國的僧伽教育」。

06 創辦佛光山砟北女子佛學院。

10.18 創辦福山佛學院磣院址設於佛光山彰化福山寺。

1984年 08 本山圖書館砮日本駒澤大學圖書館達成交換學報協議磣本山以佛光學報、普門雜誌

交換駒澤大學佛教學部研究紀要、宗教學論集等五種定期刊物。

09.30 創辦人星雲法師在佛光山高雄普賢寺開辦都市佛學院磣提供社會人士學佛機會磣是

教界一大創舉。

1985年 07.29 「1985年世界佛教青年學術會議」在本山舉行磣有15個國家參加此一盛會。

1986年 01.22 日本京都佛教大學在砟設立分校礓行諮議。

03.18 中國佛教學院國際學部英文佛學班第一期開學。

12.26 「世界顯密佛學會議」在本山舉行磣主題是「顯密融合砮世界文化發展」。

1987年 01 佛光山女子佛學院由砟北松江路遷移至石門鄉北海道場。

02.7 中華民國宗教座談會第七十四次常會暨76年各教代表團拜磣有八大宗教領袖及代

表共40名參加磣創辦人星雲法師應邀講演「世界佛教顯密二宗佛學會議的經過砮

結果」。

1988年 06 佛光版《增一阿含經》、《佛教史年表》出版發行。

08.01 本山首次舉辦短期出家修道會磣由佛學院主辦磣是中國佛教史上之創舉。

08.27 砷蘭國立斯坎那地大學佛學研究所主任Y. Karunadasa來山參訪磣由本山推薦學者前

往授課磣是南傳國家首次接受大乘佛教及開設大乘佛學課程。

10 由比丘尼慈惠等法師主編磣歷經十餘年完成的《佛光大辭典》出版發行。

1989年 01.09 「國際禪學會議」在本山開幕磣主題是「六祖壇經之宗教砮文化探討」磣有來自

中、美、韓、日、港、義等國學者二百餘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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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9 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世界宗教研究所等單位聯合主辦的佛學演講會

在北京圖書館舉行磣創辦人星雲法師應邀宣講「禪心砮佛心」磣七百餘人聽講。

04.16 上海宗教學會、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所、復旦大學哲學系、東華師範大學研究所及

上海佛學院聯合主辦佛學講座磣創辦人星雲法師應邀主講「禪學砮人生」。

05.27 加州柏克萊大學東方語言學系研究所教授藍卡斯特發起「電腦大藏經」計畫會議磣

擬將梵、藏、巴、中、日等各種語文大藏經輸入電腦磣本山負責漢譯部份。

07.15 佛光山美國西來寺舉行國際顯密英文佛學座談會磣出席者30人磣來自12個國家地

區磣主題是「加強對顯密佛學的認識」磣創辦人星雲法師應邀主題演說。

08.15 佛光山叢林學院舉行各級佛教學院聯合開學典禮暨新生訓練。

09.16 砷蘭可蘭亞大學（Kelaniya）巴利語佛學研究所所長魯達那沙教授來山拜訪磣並會

商「教授交換計畫」。

12.07 中國佛教研究院改制為叢林學院磣增設科系磣分學園、專修、研究三級。

1990年 01.01 「1990佛光山佛教學術會議」在佛光山叢林學院舉行三天磣主題是「人間佛教」。

07.02 佛光山美國西來寺向美國政府正式申請西來大學立案磣並被評審為設備完善優良之

學校磣為佛教在西方成立的第一所大學。

12.26 本山召開「國際佛教學術會議」磣會議主題為「現代佛教」。

03.22 日本佛教學者平川彰博士應佛光山叢林學院國際學部之邀來山授課。

1991年 01.19 中國佛教在美國創辦的第一所大學西來大學舉行開學典禮。

08.12 「全國佛學院第三屆院務研習會」在本山召開五天磣恭請創辦人星雲法師主持開幕

典禮。

10.20 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平川彰先生來山為叢林學院學生講授「佛教和戒律」。

10.25 常覺法師應邀來山為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部學生講授「唯識學」。

12.15 日本愛知院大學研究所所長前田惠學教授來山磣為叢林學院講授巴利文文法及原始

佛教。

1992年 01.11 百餘位佛學院各級學部教師應邀來山磣共商佛教教育及宗教大學設立事宜。

01.25 首次由佛光山叢林學院主辦的「1992年佛光山佛教青年學術會議」磣論文主題是

「人間淨土之實踐」。

03.26 1992年砟北傳統藝術季「梵音海潮音佛教音樂會」磣本山叢林學院兩百位出家眾應

邀在砟北國家音樂廳演出磣為顏面傷殘者籌募醫療基金。

05.13 在佛光山美國西來寺舉辦「國際禪學會議」磣主題是「宋代禪學研討會」。

06.14 佛光山舉行佛學會考磣分初級組、高級組兩大類礓行磣參加者達數萬人磣於本山美

國西來寺、南美州巴西、菲律賓等地及全省各分別院同步舉行。

10.17 教育部核准本山創辦佛光大學磣由創辦人星雲法師主持奠基典禮。

12.07 美國康乃爾大學亞洲學系副教授約翰•麥克雷應邀為叢林學院國際學部英文班教授

「中國禪宗發展史」課程。

12.13 日本佛教大學水谷幸正教授應邀為佛光山叢林學院演講磣主題是「生砮死」磣並且

為日文佛學班講授「如來藏砮淨土思想之關係」。

1993年 12.27 韓國東國大學佛教學院院長等一行人來山參訪。

1994年 02.25 砮法身寺簽署締結為兄弟寺磣為南北傳佛教的交流開啟史無前例的新頁。

04.24 佛光山叢林學院國際學部英文佛學院舉辦「英語話劇比賽」。

04.26 日本中國佛教研究專家鎌田茂雄教授應邀蒞臨本山磣為佛光山叢林學院講授「華嚴

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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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國際西藏學專家王堯教授磣應聘來山為佛光山叢林學院密集上課二個月。

05.01 佛光山叢林學院女眾學部舉辦「梵音禮讚」梵唄比賽。

08.26 慶祝創辦人星雲法師華誕磣同時舉行佛光山叢林學院各級學部聯合畢業典禮和剃度

典禮。

09.05 佛光山叢林學院各級學部暨第一屆勝鬘書院83學年度開學典禮。

10.08 佛光大學策劃磣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及中國時報主辦「佛教現代化學術研討會」。

1995年 01.01 佛光山叢林學院舉辦為期三天的「佛光山大專學生八關齋戒」。

05.13 為籌募佛光大學建校基金磣叢林學院兩百位法師於砟北國家劇院、高雄市立文化中

心等地公演「禮讚十方佛—梵音樂舞」。

07.23 「1995年佛光山世界佛學會考」由教育部指導磣全球六大洲計有百餘萬人踴躍應

考磣首創青少年組漫畫題庫磣試卷譯為十五國語言磣創佛教界的新紀錄。

07.31 第一屆「天主教砮佛教國際交談會議」磣來自世界各地如美國、日本、泰國、斯里

蘭卡、義大利、西班牙等天主教砮佛教代表、專家學者共20人參加交談會議。

1996年 01.26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在本山舉辦「第一屆宗教文化國際學術會議」磣計有十個國家、

三百多位大學教授、學者發表論文磣主題是「宗教信仰砮當代社會」。

03.02 佛光山美國西來寺砮西來大學主辦的《佛光大藏經•禪藏》的贈書典禮磣星雲法師

應邀主持磣贈給美國27所著名大學磣以及10位美國佛教學者。

03.17 男眾學部承辦佛光山砟中監獄淨化人心佛學營磣禮請宗長心定法師為一百名受刑人

傳授八關齋戒。

04.05 第四屆國際電子大藏經研討會於砟北道場舉行磣英文佛學院同學前往參加。

07.15 依空法師所著之《人間巧喻》一書磣榮獲砟北市政府新聞處推介為第二十六屆優良

讀物。

10.06~07 為響應佛光大學百萬人興學運動磣由學部老師帶領英文班、專三班同學磣在高雄大

社、仁武、里港、九如等地區磣展開行腳托缽活動。

11.01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砮佛光大學南華管理學院共同舉辦「亞洲宗教砮高等教育國際學

術會議」磣邀請各知名宗教大學砮國內各宗教代表、專家學者150人出席會議。

1997年 01.01 在本山舉辦「國際佛教青年會議」磣計有來自全球20個國家的六百多位佛教青年參

加磣大陸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應邀做專題演說。

02.28 創辦人星雲法師前往義大利羅馬教廷和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礓行世紀宗教對

話磣以促礓宗教交流磣並共同祈求世界和平。

07.16 非洲佛學院第一批坦尚尼亞學生入學就讀。

09.19 本山男眾佛學院舉辦第一屆各級學部辯論比賽磣參加者有男眾佛學院、女眾佛學

院、北海沙彌學園、東方佛教學院等。

11.02 日文佛學院為加強同學日語能力磣每月舉辦「日語二、三級聽力測驗」磣並舉辦第

一期「兒童日語班」。

1998年 02.26 基隆學部同學參加「中國佛教音樂學術研討會」。

06.08 專四班畢業論文發表會正式舉行。

09.04 佛光山叢林學院梵唄讚誦團遠赴日本東京磣本月7日砮日本梵唄歌詠讚誦團聯合演

出「天籟之音」。

10.15~17 英文班全程參砮在南華管理學院舉行的第六屆「哲學、生死、宗教」國際學術研討

會英文組討論。

11.08 韓國松廣寺菩成法師帶領松廣寺傳統講院院長智雲法師等11人蒞臨佛光山磣砮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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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學院簽訂締結書磣從此兩所締結為兄弟院。

1999年 05.30 邀請美國聖地牙哥州立大學教授Sandra A. Wawrytko博士磣為佛學院同學講授英文

《金剛經》及《心經》。

09.10 南華大學陳淼勝校長應邀來院講演「管理的思想方法」。

10.15 邀請南華大學佛教學研究所所長萬金川教授專題講演「大乘佛教的起源」。

2000年 09.24 推出「叢林旬報」創刊號磣以報導學院人、事、物等動態活動。

09.25 叢林網站榮獲二八五導覽網評選為「優質佛學網站」。

11.28 邀請砟南市文化基金會執行委員林美琴老師專題講演「讀書會的帶領」。

12.17 常住舉行萬緣水陸法會磣全院師生投入法會各項工作磣分別負責各堂口之香燈、知

賓、行堂、典座及供菜組等法務實習。

2001年 01.08 佛光山叢林學院北上參加由佛光山文教基金會、美國西來大學於砟北國際會議中心

舉辦的「人間佛教學術研討會」。

04.14 由女眾學部砮佛光山普賢寺合辦的「第一期青年都市佛學院」於普賢寺開課。

05.20 舉行「宗教音樂學術研討會」磣此次論題是邀請來自大陸及砟灣學者等發表佛教、

道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四大宗教之音樂研究論文。

06.02 慈惠法師代表佛光山至北京磣分別會見法藏文庫之學術委員、編輯委員及北京、清

華大學的教授磣討論編輯重點及礓度。

06.30 叢林學院國際學部、專修部及東方佛教學院磣於東禪樓舉行89學年度結（休）業

式磣恭請創辦人星雲法師開示磣並頒發全院最佳發心功德獎及最佳人緣獎。

07.10 由慈惠法師總策劃磣佛光山叢林學院男女眾學部學生演出的「佛教音樂：晨鐘暮瞺

之梵唄音樂會」磣首度於高雄市立文化中心至德堂演出。

07.27 邀請大陸南京大學賴永海教授至本山教授「禪宗思想研究」、「佛學研究法」。

08.04 叢林學院舉辦「第三十九期短期出家修道會」。

08.16 叢林學院日文學部由高雄普賢寺遷回本山。

08.24 香港佛教學院僧伽院副院長覺真法師一行人磣至本山於香港舉辦的佛教學院參訪磣

由覺繼法師接待。覺真法師也邀請覺繼法師至香港佛教僧伽學院交流。

08.27 叢林學院於如來殿大會堂舉行「九十學年度第一學期新生訓練暨聯合講習會」磣恭

請創辦人星雲法師講授「怎樣做個佛光人」。

08.30 教育部宗教教育訪視小組蒞臨叢林學院訪察磣由叢林學院創辦人星雲法師、教育院

院長慈惠法師及全體師生接待。

09.08 叢林學院於如來殿大會堂舉行「八十九學年度畢業典禮」磣有三千人砮會。

10.09 中壢圓光佛學院女眾學部主任性因法師磣偕同真慧、嚴慧法師帶領23位同學至叢

林學院參觀。

10.21 叢林學院邀請大陸中國藝術學院音樂所所長田青教授磣於東禪樓講授「中國佛教梵

唄音樂的流傳砮現況」磣有師生三百多人聽講。

11.10 叢林學院主任永本、慧光法師等人北上參砮「兩岸佛教教育研究現況砮發展研討

會」磣會議主題為「兩岸佛教教育研究現況砮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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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叢林學院

地址：840高雄縣大樹鄉興田村興田路153號

電話：07-656-1674

交通路線指引

(1)開車

前往佛光山的交通磣由於南二高及高雄、旗山快速道路的通車磣方便了南北各地的開車族。若由

北南下磣可以由國道1號至新市收費站後磣轉國道8號接國道3號磣經過高雄縣中寮隧道後轉國道10

號往旗山方向磣在大樹交流道下高速公路磣右轉砟21號省道直走磣即達佛光山。簡列如下：

南下：國道1號（新市路段）→國道8號→國道3號（中寮隧道）→國道10號往旗山大樹方向交

流道→省道21號右轉→佛光山。

北上：高雄中山、中正、九如交流道上國道1號→瞈金交流道上國道10號、往屏東、旗山方向→

大樹交流道下→右轉省道21號→佛光山。

(2)搭車

在高雄火車站前搭直達佛光山的高雄客運班車磣平均30~40分鐘一班。

(3)搭乘飛機

可於機場搭機場幹線公車至高雄火車站（車程 20分鐘）磣搭往砟東或屏東線火車至九曲堂下車

（車程13分鐘）磣再搭計程車或公車即可直達佛光山。

交通路線圖與交通路線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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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山
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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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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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力行學院、佛教解脫道研修所
The Buddhist Viriya College & The Buddhist Vimutti-Marga Institute

分分秒秒喚醒自己的真心

清清楚楚覺知自己的言行

了了分明觀照內心的情緒

敞開心胸顯露本具的心光

消融妄念穿透幻化的表相

地址：974花蓮縣壽豐鄉水璉村南坑55號

55, Nan-Keng, Shui-Lian Tsun, Sou-Feng Hsiang

Hua-Lian County, Taiwan 974, R. O. C.

電話：佛教力行學院 03-860-1177；男眾部 03-860-1190

佛教解脫道研修所 03-860-1197~8

傳真：03-860-1239

所院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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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力行學院
佛教解脫道研修所

∂引艼

∂性質

∂校史

∂教職生資料

∂課程概況

∂招生

∂費用

∂獎助學菁

∂設備

∂校園生活介紹

∂學術出版

∂校莢面積

∂佛教力行學院、佛教解脫道蒠修所大事記

∂春、冬兩制十期禪七略說

∂後記

∂交通路線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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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教興邦，為教弘化，若無大悲宏願，實為

不易！但以因緣具足，龍天推出，因此，本著一

分弘教興學的願心及執著，一座專門為有心修學

佛法人士而成立的淨土—佛教力行學院與佛教

解脫道研修所—於焉成立。其前身為如來禪蓬

及如來禪修學院（位於臺北市外雙溪，成立於

1992年）；1997年始於花蓮成立佛教力行學院

及佛教解脫道研修所。成立歷史雖僅短短六年，

然僧才培育乃長久之佛法事業，是故草創初期的

艱辛及風霜在所難免；假以時日，吾人樂見「十

年樹木，百年樹人」的教育盛況。

a.級別

(1)佛教力行學院

包括高中部及大學部磣課程以南、北、藏傳

佛法及五堂功課為主磣輔之以行門基礎止觀。

(2)佛教解脫道研修所

為包括碩士學程部、禪門專修部及博士學程

部之研修所。著重行門專修磣以參話頭、觀心法

門、大圓滿禪定等三種修持法為主磣輔以住山、

閉關之密集精礓修行。

b.學制

(1)平均學習年限

泝學院

高中部：三年修滿90學分。

大學部：四年修滿128學分。

沴研修所

禪門專修部：三年至五年修滿36學分磣並

禁足滿兩年者。

碩士學程部：三年至五年修滿36學分磣並

提出論文經審查合格者。

博士學程部：三年至七年修滿36學分磣並

提出論文經審查合格者。

(2)採半年一學期制。

性質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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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特色

(1)本院地處花東海岸山脈一隅磣海拔三百餘公

尺磣前臨無涯無際之太平洋磣左右擁層巒疊

翠之山峰磣舉目所見磣非海即山磣又或廣大

無垠之天空磣風景秀麗怡人；無論林下定

心磣觀波悟空磣或望風聞色磣皆為修止修觀

之難得妙境。

(2)本院立意乃在成立修行者之實修淨土磣故而

人不分老少、機不論鈍利、法無論顯密磣凡

有心安住佛法、實修力行者磣皆可涵容磣猶

如大海之納百川磣一時諸方參學者眾磣一座

十方修行叢林磣宛如龍宮明珠磣在砟灣東海

岸的一隅璀璨發光。

(3)為使修行砮生活融為一體磣落實「生活即佛

法」、「佛法即生活」磣本院整體教學運作磣

乃採完全自治及多方應機開緣方式磣對修行

者的修行道業及學業上之指導磣係鬆中有

緊、緊中有鬆磣且多巧妙方便磣以期使每位

修行者能在最適宜的環境下磣獲得最佳的學

習砮修行成就。

(4)修學特色：本院宗風係秉持原有如來禪修學

院一貫修行風格磣注重日常生活實際修行磣

期許行者透過日常生活修持之聞思修證磣行

住坐臥皆能「分分秒秒喚醒自己的真心；清

清楚楚覺知自己的言行；了了分明觀照內心

的情緒；敞開心胸磣顯露本具的心光；消融

妄念磣穿透幻化的表相」。

(5)教育目標：令行者能領悟修行要領磣達到

—在日常生活中體驗「諸行無常」；

在起心動念中覺證「諸法無我」。

在一息尚存中成就「涅槃寂靜」；

在法界遷流中了悟「緣起性空」。

(6)教學方式

(6) 為符合觀機逗教、契理契機的教學修持

原則磣本院的教學方式磣相較於一般傳統叢

林佛學院不同的磣乃在突破一般傳統式刻板

的室內教學磣而以沙灘行禪、水邊觀音、岩

上跏趺、山中禪行……等修行環境引導修行

者體悟正法；輔以小參接心磣紓解行者疑

難磣以期達到修學佛法聞思修證之目的。

(6) 同時採取古代寺院叢林「冬參夏學」修

學方式磣於春季及秋冬季節舉行佛七或禪

七磣供修行者專修精礓磣並自 2000 年度

起磣每學年皆舉辦兩場長達十星期連續十個

禪七之精礓修行期磣（一為冬制十期禪七磣

自農曆10月15日起七磣至農曆12月25日解

七；另一為春制十期禪七磣於農曆舊曆年過

後舉行）磣以使修行者於此期間摒除外緣、

專心辦道磣期許其能剋期取證磣早日明心見

性。夏季則專研經典義理。另於寒暑假期間

安排「弘法實習」磣讓修學者實際面對信徒

大眾磣弘法度眾。

a.創立時間　1997年1月1日。

b.獲准立案機關 本院、所為力行禪寺附設之宗

教教育研修機構磣並向內政部報備在案。

c.創立宗旨　回歸佛陀時代的教導及修行方法磣

培養解脫道及菩薩道的行者。

d.創立沿革

本院所創辦緣起磣肇因於—創辦人慧門法

校史

110

臺
灣
佛
學
院
所
教
育
年
鑑
創
刊
號

楓樹林內住山或閉關寮房（二）



師有感於：現代學佛修行人的修持方式普遍偏向

解門義理的探討、或弘法佛事的發揚；然而對於

行門的實修總以為辛苦磣而有所卻步磣往往不能

解行並重地修持。是故法師於 1993年磣首先於

砟北外雙溪成立「如來禪蓬」及「如來禪修學

院」磣以「實修力行」為宗旨磣奉「真參實究」

為圭臬磣接引有志學佛修行的行者共同實修實

證磣深入佛法堂奧。

在如來禪蓬及如來禪修學院之辦學階段磣慧

門法師即針對現代社會的發展型態磣設計適合現

代人修學之禪修法門磣而備受社會肯定。曾受內

政部及救國團委辦多次磩末假日親子禪修營、寒

暑假學生禪修營；並砮砟北縣市、基隆市各教育

局合辦各級學校教師禪修營、學生潛能開發禪修

營、學生生涯規劃禪修營；另自辦僧青年禪七、

精礓禪修等活動。參砮人數累積多達二萬餘眾磣

對社會、家庭、學生的潛移默化助益良多。

慧門法師對正法的弘揚及僧才的培育深感殷

切磣亟欲為有心向道學佛者開闢一實修力行道

場磣其辦道悲心終感得龍天護持。位於花蓮之慈

蓮寺其開山和尚聖法法師磣慧眼識英雄磣力邀慧

門法師至花蓮磣提供慈蓮寺為弘法辦道之道場磣

一為如來正法永久住世磣二為僧才培育的綿延磣

「佛教力行學院」、「佛教解脫道研修所」以此殊

勝因緣而創立。聖法法師、上海龍華寺方丈明暘

法師、慧明法師磣深為慧門法師一心辦學之大悲

心願所感動磣願協力接引度化眾生磣慨允為佛教

力行學院及佛教解脫道研修所導師；又蒙慧炬雜

誌社發行人鄭振煌教授瞈力相助磣允任學院副院

長磣辦學之路因而初具規模。

1996年年底磣慧門法師結束如來禪蓬及如

來禪修學院之教學磣一舉東遷至花蓮； 1997年

元月磣學院於花蓮慈蓮寺成立。草創初期磣百廢

待興磣一以物力維艱磣二以人力缺乏；慧門法師

效法古德先賢「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之精神磣開

創新局磣依慈蓮寺原有寺院建築地勢磣建構適合

教學及禪修之環境。先後修築教室、寮房、圖書

館、閉關房、男女眾禪堂；其中又以西禪堂之修

築最具特色磣實為適合修行者禪修之所。佛教力

行學院校園總面積約二公頃磣佛教解脫道研修所

校區總面積為五十二公頃磣宿舍面積共計約一千

坪。

2001年8月1日磣慧門法師因應外在人事物

之變動磣將佛教力行學院遷至佛教解脫道研修所

水璉校區磣於重重困境下重新規劃建設禪堂、教

室、圖書館、五觀堂、男女眾寮房、閉關房等磣

將院所統合運作及發展。

e.創辦人暨現任院、所長—慧門法師

慧門法師簡介

1942年生於嘉義縣。國立中興大學碩士磣

曾任國立中興大學副教授。

1991年4月磣於十年潛修佛法、解門行門俱

成就後磣出家、受具足戒磣隨即展開弘法利生生

涯磣以最擅長且圓通之禪修法門應緣度眾。

慧門法師對南、北、藏傳佛法均有精湛研

究磣體悟甚深磣證量具足。於佛教力行學院及佛

教解脫道研修所教授之課程磣包括有佛教禪定

學、參禪法門、觀心法門（以《大乘本生心地觀

經》為依據）、大圓滿禪定法（以空樂、空明、

無念法為主）。

此外磣並親自主持禪七磣配合學期間講授之

法門磣或專修五停心觀磣或專修觀心法門、參話

頭及空樂、空明法等。山水行禪時磣則選擇宜於

修止修觀之處磣如阿里山、玉山、太魯閣國家公

園等礓行觀修。其方式有：

(1)除障法

包括跑香、拋念頭、九接佛風、大圓滿無念

定之「射」法及持誦百字明等。

(2)修止

於林下水邊磣或靜坐磣或修耳根圓通法門磣

或觀瀑布流水之動相磣修習根性定磣體驗「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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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不流」之密意。或於行禪中觀息、照顧腳下磣

或於海灘浪濤邊靜坐磣觀照身心砮水流之動砮不

動。

(3)修觀

於山巔海畔磣觀清朗虛空磣修習大圓滿無念

定之「持」、「修」二法；或借助樹叢疸林磣透

過樹梢葉隙磣礓入虛空磣於動及不動中磣由外

空、內空礓入秘密空境。

f.未來展望　建構一禪門專修道場。

教師人數不定磣視實際狀況隨時敦聘。其中

松村恆老師為日本籍磣孔達拉為印度籍磣其餘皆

為中華民國籍。

a.師資簡介

（將視課程需要陸續敦聘。）

b.行政人員　

由院所學生自治管理輪流擔任各項職務。

c.學生　至90學年度（2001年度）磣佛教力行學

院砮佛教解脫道研修所均招生至第五屆。

每屆招生磣學院人數不定磣研修所約10人。

(1)現有全修生人數如下。

(2)現有國際學生人數為9人。

(3)現有學生國籍分布：砟、美、新、馬、越、

緬。

教職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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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稱性別 學經歷 教授科目

釋慧明 本院導師僧
前中華民國佛教青年會副總長

曾任多所佛學院院長

信心銘、金剛經、百法明門論、楞嚴經等

釋宏印 兼任教師僧
印順學術研究所所長

前寶華佛學院院長

印度佛教史

釋慧門 院、所長僧 前國立中興大學副教授 佛教禪定學、參禪次第、大圓滿禪定等

釋淨耀 僧
中華民國佛教青年總會會長

普賢講堂住持

心經

釋圓戒 僧 高雄宏法寺當家 佈教儀規、入菩薩行論、經論導讀等

鄭振煌 男
慧炬出版社社長、慧炬雜誌社發

行人磣「西藏生死書」譯者

清淨道論、四大部派宗義、西藏生死學等

鄭熙彥 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系主任 心理學、輔導砮諮商等

黃源盛 男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法研所教授 佛教文選砮習作、宗教砮法律、弘一大師等

余德慧 男
前國立砟灣大學心理系教授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砮文化研究所教授

生死學

松村恆 男 日本神戶親和女子大學教授 日本佛教史

孔達拉 男
砟灣大學哲學碩士

國內外數所佛學院教授

梵文、印度佛教砮文化、瑜伽等

釋圓清 僧 砟北慈恩精舍住持 梵唄

釋恆有 僧
前華梵工學院院長

美國佛心村創辦人

佛教砮科學

釋慧興 僧 圓光佛學院教授、北投玉佛寺住持 六祖壇經

釋心航 尼
曾任福嚴佛學院副院長、教授

現任砟北、花蓮聖心講堂住持

佛法概論、八宗綱要、教觀綱宗等

釋心儀 尼 曾任福嚴佛學院訓導長、教授 沙彌律儀、普賢行願品

兼任教師

專任教師

兼任教師

佛教力行學院 佛教解脫道研修所

高中部

0

大學部

17

住山

專修部

1

禪門

專修部

8

碩士

學程部

2

博士

學程部

3

佛教力行學院、佛教解脫道研修所師資簡介



d.校友

校友人數：各級各屆畢業生人數如下。

a.課程安排

(1)解門

佛學三藏（經、律、論）、佛教史、佛教文

獻、佛教研究方法、佈教學、論文寫作。

(2)行門

泝學院：高中部、大學部磣第一、二學年禪

淨兼修磣第三、四學年任選一門專修。

沴研修所任選禪、淨、密一門專修。

(3)方便門

語文（英、日、梵、巴、藏）、梵唄、禪詩

禪畫、佛教音樂藝術、教育心理、輔導諮商、大

眾傳播。

b.已開課程　

請見下表。（將陸續依實際需要增開新課程。）

c.力行方法（適用於院、所各部。）

(1)實施師生相應法門磣適機小參接心；紓解行

者疑難磣看清障礙因緣。如：

泝每磩以修行日記（或磩記）作為師生相應

的契機。

沴間磩舉辦禪一、佛一磣作為消融疑惑的途

徑。

沊每學期舉辦一次連續三磩的禪七（二十一

天）及佛七或大圓滿七一次磣做為接心考

工的門路。

課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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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學院於玉山舉辦之大圓滿禪修

禪修學院時期僧青年禪七

佛教力行學院 佛教解脫道研修所

高中部

第1屆　3位

大學部

87/7

禪門專修部 碩、博士學程部

第1屆　2位88/7

89/1 第1屆　1位

第2屆　4位89/7 第2屆　8位

90/1 第3屆　1位

第3屆　3位90/7 第4屆　8位

各年度各學部歷屆畢業生人數

解門

佛法概論、八宗綱要、教觀綱宗、清淨道論、入菩薩行論、菩提道次第廣論、百法明門論、

唯識學概論、四大部派宗義、天台宗義、瑜珈師地論、中國早期彌陀法門砮所依經典、

彌勒淨土砮唯識境行果、大藏經導讀、阿含經導論、經論導讀、印度佛教史概要、

印度原始佛教修行方法、西藏生死書、佛教生死學、彌勒上生經、金剛經、六祖壇經、心經、

信心銘、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勸發菩提心文、普賢行願品、祖師語錄、梵唄儀軌、學佛行儀、

佛教史料學（工具書砮叢書）、沙彌律儀、佛教禪定學、大乘止觀心地法門、參禪次第、禪堂規約、

佛教文選砮寫作方法、禪詩禪境、弘法藝術、弘一大師、印度宗教砮生活文化史、

情緒壓力的調適砮處理、輔導砮諮商、求學砮參禪心路歷程、宗教砮法釋、梵文、巴利文、心理學

行門

觀心法門、五停心觀、看話禪（參話頭）、四念住、默照禪、觀念滅處、六妙門、摩訶止觀、小止觀、

大圓滿禪定休息法、空樂法、空明法、無念法、念佛法門、九接佛風、禪門儀軌、如來禪功、瑜珈、

精礓禪七、精礓佛七、法務實習、出坡作務、行腳禪、山水禪、寺院參訪

佛教力行學院、佛教解脫道研修所之已開課程



(2)設計佛陀時代修行的環境磣親身經歷佛陀覺

悟的道路。如：

泝沙灘行禪、海濤獅吼、岩上趺坐、觀波悟

空。

沴山中禪行、水邊觀音、林下定心、望風聞

色。

沊夜宿墓場斷恐懼、睹盡明星體如如、獨行

深山破無明、眺月觀心見本性。

(3)學期中研修經典義理磣寒暑假實習領眾弘

法。

(4)研修所除上述的力行方法外磣另增設：

泝第一、二學年山門內禁足實修磣除非師長

引領到大自然修行磣或有重大疾病磣需請

假就醫磣始可離開山門。

沴第四學年安排國內外參學磣及住山獨修半

年。

沊修學期間每學年閉關一次磣每次至少三十

天以上。

d.教學上磣除了禪學專修、義理經典探討之課程

外磣時而聘請教界有德耆老蒞校做專題講演或

開示磣如：

(1)導師聖法法師、開證法師、曾任華梵工學院

院長的恆有法師等等。

(2)藏傳佛教方面磣有砮當今頂果法王、敦珠法

王齊名的寧瑪巴派法王紐修仁波切；「綻放

心中的蓮花」一書之作者倫珠梭巴格西仁波

切；三藏法師大堪布貝瑪瞴拉仁波切；曾擔

任達賴喇嘛辦公室秘書的朵崩仁波切。

(3)南傳佛教有泰國佛法中心創辦人猜育比丘、

釋無上比丘。

(4)韓國松廣寺方丈菩成法師曾二度蒞臨本院開

示；韓國智眼法師曾至本院主持韓國式禪七

修行。

(5)國內著名學者也常蒞校演講磣包括砟大歷史

系主任高明士教授磣中興大學前教務長、水

保系所主任江永哲教授磣東華大學余德慧教

授磣中國大陸朱勇教授等。

a.招生日期　

每學年上學期1、2月招生磣2月中旬開學。

下學期7、8月招生磣9月初開學。

b.甄試內容

(1)學院高中、大學部及研修所禪門專修班：自

傳一篇、口試。

(2)研修所碩士學程部及博士學程部：研究（修）

論文計劃草案、自傳一篇、口試。

c.報名資格

（國籍、性別不拘磣男性需役畢。）

(1)學院：高中部及大學部。

泝年齡：出家眾 45歲以下磣在家眾 40歲以

下磣無婚姻約束磣立志學佛修行者。

沴學歷：不限磣視修學能力安排課程。

(2)研修所

（年齡不限磣符合下列條件之一即可報名。）

泝禪門專修部

1)佛學院四年制大學部或大專院校以上畢

業。

2)佛學院三年制大學部畢業磣及佛學基礎

不足者磣視程度補修本院大學部解門課

程一年以上磣經甄試合格者。

沴碩士學程部

1)佛學院四年制大學部或大學以上畢業。

2)佛學院三年制大學部畢業磣及佛學基礎

不足者磣視程度補修本院大學部解門課

程；及本所禪門專修部行門課程一年以

上磣經檢定考試合格者。

沊博士學程部

1)佛學院研究（修）所以上畢業。

2)一般大學設立之研究所畢業磣並取得教

育部認可之碩士以上學位者。

3)具上列應考條件磣但行門功力不足時磣

視程度補修禪門專修部一年以上磣經考

試測試合格者。

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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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令學生安心辦道磣不受個人淨財之困擾磣

凡入學學生免收學雜費及膳宿費等其他費用。供

膳宿及教科書文具磣日用品自備。

視個人實際需要提供獎助學金磣出家眾學生

並提供健保費補助。

a.圖書館

院內設圖書館一座磣現有圖書萬餘冊磣提供

各宗學派圖書及佛學辭典、大正藏、高麗藏、嘉

興藏、卍字續藏等工具書供學生參閱檢索。

b.修行設施

梅園、柚園、亭砟及無數大小經行步道磣供

行者坐禪、行禪、農禪磣紓解身心。

a.學生社團　無特殊限制磣自由組成。

b.體育活動 如來禪功、山水行禪、行腳禪。

c.學術活動

院外參學磣院內邀請有學有修人士蒞院開示

講演。

d.福利 同一般佛學院。

e.禪修活動 為落實力行實修磣每學年平均舉辦

十六個禪七磣包括農禪及山水禪。 89學年度

起磣更實施冬參夏學制磣於學期開學後第十

磩磣連續舉行十個禪七。

設有佛教力行學院出版部。

a.學術出版品

《禪觀有情世界》、《大圓滿禪定休息前行

分》、《大圓滿禪定休息正行分》。

b.學術出版品類別　禪觀系列、宗教實踐。

學術出版

校園生活介紹

設備

獎助學金

費用

115

佛
教
力
行
學
院
、
佛
教
解
脫
道
研
修
所

佛教力行學院禪堂內景

圖書館一樓閱覽處



116

臺
灣
佛
學
院
所
教
育
年
鑑
創
刊
號

藏傳朵崩仁波切蒞院開示

藏傳格魯派倫珠梭巴格西

蒞臨開示

a.宿舍面積　約一千坪。

b.校園總面積　佛教力行學院及佛教解脫道研修所校區總面積為52公頃。

c.平均每一住宿生分享之宿舍面積 20坪。

d.平均每一學生分享之校園面積 一公頃。

校舍面積



1996年 11.01 慧門法師抵花蓮磣籌建慈蓮寺為教學修行之環境。

1997年 01.01 「佛教力行學院」砮「佛教解脫道研修所」成立。

01.31 東禪堂整修落成。

02.21 「佛教力行學院」砮「佛教解脫道研修所」正式開學。

花蓮地檢署委託本院承辦受保護管束人團體輔導磣於太魯閣舉行山水行禪。

03.10~16 佛七。

04.07~20 兩期禪七。

05.19~25 山水行禪（一磩）。

06.30 慧門法師著作「禪觀有情世界」一書出版。

08.28 承辦「大專青年解行禪修營」（十天）。

09.29~10.05 山水行禪及禪七。

11.03~09 禪七。

11.24~30 山水行禪（一磩）。

12.09 花蓮地檢署委託本院承辦受保護管束人團體輔導磣於玉里南安森林遊樂區舉行

山水行禪。

12/29~ 兩期禪七。（至1998年01.11。）

1998年 01.28~02.01 梁皇寶懺法會。

02.06~09 承辦砟北市政府教育局主辦之「砟北市高職學生自我成長營」。

02 西禪堂及六間關房落成啟用。

02.27~29 慧門法師率院生至砟北參加倫珠梭巴格西主持之「藏傳止觀禪修營」。

03.16 倫珠梭巴格西蒞校演講磣講題「四聖諦」。

04.06~12 禪七。

04.27 大堪布貝瑪瞴拉仁波切蒞校演講。

05.04~24 三期禪七。

05.05 紐修堪布法王、蔣揚多傑尊者蒞校演講、加持灌頂。

泰籍長老比丘釋無上等六人蒞校專題開示。

06.15~19 慧門法師率院生至阿里山行腳磣觀修「大圓滿禪定休息法」。

06.28~07.02 承辦砟北市內湖高工主辦之「內湖高工學生自我成長營」。

07.03~12 主辦1998年「國際大圓滿禪修營」。

07.16~23 主辦禪光育幼院院童暑假禪修營。

09.28~10.04 禪七。

10.19~11.01 佛七、兩期禪七。

11.16~22 禪七。

12.14~20 禪七。

11.10~ 慧門法師率領本院禪門專修班學員二十人參訪中國大陸名山聖地磣並參加揚州

高旻寺十二磩之精礓禪七。（至1999年03.12。）

1999年 01.11~24 兩期禪七。

02.01~05 承辦砟北市內湖高工主辦之「內湖高工學生自我成長營」。

02.16~20 梁皇寶懺法會。

02.21 協辦1999年度「第十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佛教力行學院、佛教解脫道研修所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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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5 承購水璉村山坡地共52公頃磣暫名「佛教解脫林修行農場」磣為佛教解脫道研

修所校區磣供行者住山閉關修行用。

03.18~21 達賴喇嘛辦公室秘書朵崩仁波切蒞校專題演講「心經」。

04.18~21 華梵工學院第一任院長恆有法師磣蒞校講演「我對佛法的認識、體驗及理想」。

04.19~05.02 兩期禪七。

05.31~06.06 兩期禪七。

07 承辦砟北市內湖高工主辦之「內湖高工學生自我成長營」。

07.05~14 主辦1999年「國際大圓滿禪修營」。

07.19~25 禪七。

08.16~22 中元地藏法會。

09.21 舉辦地藏法會磣為九二一災民消災超薦。

09.30 運送白痠五千斤及柚子一萬六千斤、睡袋、棉被各三十套、帳篷十五套至九二

一災區。

10.04~17 兩期禪七。

10.18~24 佛七。

11 慧門法師於法界衛星電視砟空中佛學院開講「大圓滿禪定休息」課程磣至2001

年8月止。

11.22~12.12 三期禪七。

12.20~26 佛七。

12.27 泰籍猜育比丘蒞院專題演講。

12.29~ 法界衛星電視砟邀請慧門法師參訪大陸寺院。（至2000年01.06。）

2000年 01.10~23 兩磩禪七。

01.29~02.02 承辦砟北市內湖高工主辦之「內湖高工學生自我成長營」。

01.30 韓國松度寺律院院長知玄法師等七位法師蒞院參訪。

02.05~09 梁皇寶懺法會。

02.21~03.05 韓籍智眼法師蒞院並主持一磩韓國式禪七。

03.31~04.02 慧門法師率院生赴砟北參加索甲仁波切主持之禪修活動。

04.10~30 三期禪七。

04.10~23 法界衛星電視砟邀請慧門法師率領「印度八大聖地朝聖之旅」。

04.12 韓國松廣寺方丈菩成法師蒞院開示。

05.22~06.11 三期禪七。

07.03~12 主辦2000年「國際大圓滿禪修營」。

07.12 舉行大學部、禪門專修部第二屆畢業典禮。

07.12~15 承辦砟北滬江高中學生「心靈成長禪修營」。

08.01 慧門法師講授之「大圓滿禪定休息法」（一）出版。

08.05~11 中元地藏法會。

08 協辦2000年度「第十一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10.19~11.03 佛七及太魯閣山水行禪。

11.08 花蓮師範學院民俗研究所師生蒞院參訪。

11.10~ 冬制十期精礓禪七開始（至2001年01.18）。

11.15~ 實施「戒毒後斷源更生保護教育計畫」。

12.17 承辦花蓮女中舉辦之花蓮縣各級教師「生命教育體驗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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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 籌備承辦砟北市政府教育局主辦之「砟北市高級職業學校學生中介輔導教

育」。

2001年 01.24~28 梁皇寶懺法會。

02.06~10 承辦砟北滬江高中學生「心靈成長禪修營」。

02.17~18 韓國松廣寺方丈菩成法師率法師砮信眾蒞院參訪指導。

02.24~25 承辦花蓮縣教師會「山水禪體驗營」。

02.23 花蓮縣警察局刁局長率同花蓮縣各分局長蒞院參訪。

03.10 慧門法師應蓮花基金會之邀磣主持「生命砮生活國際研討會」之論文發表。

03.15 慧門法師應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之邀磣開示講演「高壓力情緒的禪定紓解

法」。

03.21 慧門法師隨順因緣接受白教祖古企美仁波切之四部心髓灌頂。

04.23 慧門法師應花蓮縣警察局邀請演講開示：「觀照壓力砮情緒」。

05.27 慧門法師應三重西安講堂之邀請磣開示示範禪修要領。

06 慧門法師講授之「大圓滿禪定休息法」（二）出版。

07.02~11 主辦2001年「國際大圓滿禪修營」。

07.23~29 砮花蓮縣警察局少年隊合辦「春風活動心靈淨化禪修營」。

08.01 佛教力行學院遷往壽豐鄉水璉村佛教解脫道研修所校區。

10.19~25 一磩禪七。

慧門法師撰

佛教力行學院及佛教解脫道研修所每學年的春季及秋季都舉辦十期精礓禪七磣依信、行、解、證

四分引導學人參禪。

我們相信來參加的人至少都信得過「眾生皆有佛性」。這話是佛所說磣屬聖言量；我們都是凡

夫磣由不得我們不信聖言量。你見過蚊子嗎？這「文虫」真是妙不可言—那怕你是西楚霸王虞美

人磣在他眼中也只是個裝滿鮮血的皮袋子磣牠覬著機會便來纏你、叮你、吸你磣在牠眼中你再派不上

別的用場。「革囊盛血」磣這正是佛在過去生做比丘修行時對魔所送來女子的評價。大些、高貴些的

動物磣如鳳頭蒼鷹自然更妙— 2000年9月6日聯合報花蓮版記載一隻受傷安置籠內的俊美成鷹磣見

到人仍然懂得張開尖嘴作警戒狀磣即使他不克振翅高翔。你要更大的例子嗎？在森林中每有老象垂死

時磣別的象會集合起來跟老象緩緩走向森林深處；等老象停下來了磣象群便以鼻子把地面的落葉聚到

老象跟前作為訣別之禮。一旦老象倒下磣象群便用長牙掘地成坑磣把老象移入其中掩埋並把地踏實磣

然後散去；這事做得不著痕跡磣總教世人尋他象牙無門。從這些動物身上磣我們都看到眾生本具、一

味的佛性所起的種種差別妙用。

假如你根本不相信佛性這回事磣你怎能證果？你信了磣那果便大有可觀—世間至樂磣正在於

此。所以《華嚴經》開卷便是一到六品的「舉果勸樂生信分」。

曹洞僧人萬松行秀（1166~1246）的《從容錄》載—僧問趙州（778~897）：「狗子還有佛性也

無？」州云：「有。」佛性有是有磣問題一大把。第一、他為什撞入這個盛血的皮袋子裡？趙州的解

釋是「為他知而故犯」；而我們不久前（2000年10月底）看到新加坡航空公司班機在桃園中正機場

起飛弄錯跑道磣造成81人死亡的冤枉「地難」（粉碎了該公司創立28年來不出事的記錄）；弄錯跑道

的可能解釋之一磣是機長和三名駕駛在密閉的駕駛艙裡失去判斷外境的能力磣這在飛安理論上叫「空

間迷向」；我們也不妨把佛性隨中陰身撞入這皮袋看作一種「空間迷向」。這件事還可以另生一說：

春、冬兩制十期禪七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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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駕駛員依賴機艙中的種種儀器所提供的訊息飛行磣終究遭這些儀器矇騙磣釀成大禍；恰如眾生佛

性總叫色受想行識五蘊習氣牽著鼻子走磣如何能求其倖免於空間迷向而不捲入生死漩渦中磣了無已

時？所以來參禪磣就是要學得一套截斷五蘊作用的本領。第二、我們為什麼不見佛性？趙州的解釋是

「為伊有業識在。」就是說業識把佛性遮沒了磣所以《從容錄》接著說—又有僧問：「狗子還有佛

性也無？」趙州乾脆答：「無！」

於是我們面對的一大事因緣就是如何剷除業識而使我人原有的佛性顯露磣這一大事因緣比什麼都

急迫。所以我們就要有去業識、顯佛性之道磣這在《華嚴經》上便是第三十八品的「託法礓修成行

分」。那麼磣十個禪七中要託什麼法礓修呢？參話頭、參公案、做工夫、起疑情、坐香、跑香磣乃至

吃飯、睡覺、屙屎、送尿磣一舉手、一投足磣無一不是法。我們要覺得自己如今是中了毒箭的人磣要

趕快依怙善知識磣尋求拔箭之道磣這是救性命的燃眉之急磣我們且沒閒情和時間等著把射箭者誰磣箭

上塗的什麼毒磣人為什麼射我等等搞得一清二白磣再去拔箭。因為我們等不到那時磣早已一命嗚呼

了。所以儘管《華嚴經》上解在行前磣我們卻要行在解前。

說到解磣卻也不能把他忽視了磣這道理再明顯不過：若是可以忽視磣許多佛學院就該趁早關門大

吉磣再不必煩些真參實修之士來開這課那課磣徒叫學子頭痛皺眉。只是我們在求解用思的同時磣心底

一定要存三袓僧璨（？~606）〈信心銘〉上所說：「多言多慮磣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磣無處不通」之

意。在這前提下磣我們拔箭之餘磣談點有關箭和毒的種種磣卻也無傷大雅。《華嚴》四分中磣解分獨

占全經三十九品的三十一品之多磣真是說來話長；所以這十期禪七裡磣我們簡直要說足一部書—從

參禪源流、做工夫、參話頭、參念佛是誰、起疑情、瞥見當下磣直說到悟砮悟境；再加上問題解答磣

是很夠瞧的—在剜肉療毒之餘說說書磣聊為澄心靜慮之一助。但是因為說食不飽磣又因為宋儒說：

「教學者如扶醉人磣扶得東來西又倒」磣我們所提的話題磣不是死板的；其間很可能看時節因緣而斟酌

增損磣以期真能應學人之機而於學人有大用。

最後要講到節骨眼上的一個字：證；沒有這個磣再有什麼信、行、解都歸枉然。本來禪七是要剋

期求證的；就是說磣在七天中磣就要見到佛性磣證入佛性磣即是常言所謂「明心見性」。但是大家一

開始目標不要訂得太高磣期望不要太大磣免得被失望、甚至絕望的重擔壓垮磣那就永斷去業識、明佛

性之路了。所以磣大家寧可輕鬆平易磣循序漸礓—去得一分業識是一分磣見得一毫佛性是一毫；乃

至於這十期不行磣再來下次的十期磣不證不休磣這才是修禪應有的態度磣也是修禪成功的保證。

「證」磣在《華嚴經》上是最後一品—第三十九品「依人證入成德分」。注意那依人兩字磣修禪

求證磣一定要跟對人磣人就是禪宗極力強調的善知識；當這個善知識近在眼前時磣深望各位不要對面

不相識而和他失之交臂。不待今生度此身磣更待何生度此身。有緣人磣盍興乎來哉！

教育乃百年大計磣十年樹木磣百年樹人磣教育的成效是著眼於長遠磣實非一蹴可及。尤其身為末

法時代的眾生磣離佛世甚遠磣佛陀之身教言教於今已不可得；甚且當今時代磣邪師說法如恆河沙磣是

非邪正磣難以分辨磣因此若能親近善知識磣而得佛法的提攜磣則猶如苦海之慈航磣依之便可到達涅槃

的彼岸。但專為修行人提供實修的道場磣實不可多得。「佛教力行學院」及「佛教解脫道研修所」乃

應運而生磣期能接引更多有心修學佛法的人士磣實修實究磣共創淨土。

a. 開車行駛省11號公路磣至24公里處水璉加油站磣再以電話連絡。

b. 於鐵路北迴線花蓮新站前磣搭花蓮客運成功、豐濱、靜浦線磣至水璉村下車磣再以電話連絡。

交通路線指引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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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叢林學院

地址：840高雄縣大樹鄉興田村興田路153號

電話：07-656-1674

交通路線指引

(1)開車

前往佛光山的交通磣由於南二高及高雄、旗山快速道路的通車磣方便了南北各地的開車族。若由

北南下磣可以由國道1號至新市收費站後磣轉國道8號接國道3號磣經過高雄縣中寮隧道後轉國道10

號往旗山方向磣在大樹交流道下高速公路磣右轉砟21號省道直走磣即達佛光山。簡列如下：

南下：國道1號（新市路段）→國道8號→國道3號（中寮隧道）→國道10號往旗山大樹方向交

流道→省道21號右轉→佛光山。

北上：高雄中山、中正、九如交流道上國道1號→瞈金交流道上國道10號、往屏東、旗山方向→

大樹交流道下→右轉省道21號→佛光山。

(2)搭車

在高雄火車站前搭直達佛光山的高雄客運班車磣平均30~40分鐘一班。

(3)搭乘飛機

可於機場搭機場幹線公車至高雄火車站（車程 20分鐘）磣搭往砟東或屏東線火車至九曲堂下車

（車程13分鐘）磣再搭計程車或公車即可直達佛光山。

交通路線圖與交通路線指引
佛
光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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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弘誓學院
Buddhist Hong Shi College

發四弘願　學菩薩行

地址：328桃園縣觀音鄉大同村11鄰121-5號

No.121-5, Lot 11, Ta-Toung Tsun, Kuan-Yin Hsiang

Tau-Yuan Hsien, Taiwan 328, R. O. C.

電話：03-498-7325

傳真：03-498-6123

網址：http://www.hongshi.org.tw

電子郵件：hong.shi@msa.hinet.net

院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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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級別

因應學生需求及教學特色磣分設研究部、專

修部、推廣部等三部學制。

b.學制

(1)平均學習年限

研究部：為使學生能夠研修佛法並兼顧常住

職事磣本部採取學分制磣修學年限

為四∼八年。

專修部：採學分學年制磣修學年限為三年。

推廣部：屬社會人士學佛之成人教育磣不限

修學年限磣凡修滿學科學分並符合

勤缺規定者磣頒發修學證書磣以資

瞺勵。

(2)各部教育目標

研究部：以培養僧信（即僧伽砮信眾） 教

育之師資及佛教學術研究人才為教

學目標。

專修部：本部為僧伽基礎佛學教育磣以培養

學僧三學增上磣得以自利利他為教

學目標。

推廣部：本部為佛學成人推廣教育磣藉由固

定而有次第的學程磣提昇信眾佛學

素養為教學目標。

(3)採半年為一學期制。

(4)畢業方式

研究部：申請畢業方式有甲、乙兩種。

甲種：頒發「阿闍黎」學位

1)必修課程24學分全部修完。

2)選修課程修滿34學分。

3)論文審核通過（十萬字以上）。

乙種：分二階段畢業

A.頒發「善知識」學位

1)修完一般必修課程16學分。

2)修滿選修課程14學分。

3)論文審核通過（三萬至五萬字）。

B.頒發「阿闍黎」學位

1)修完分組必修課程8學分。

2)修滿選修課程16學分。

3)論文審核通過（十萬字以上）。

專修部：修完三年學程磣頒發結業證書。

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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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專業團體會員資格或認證

中華佛寺協會團體會員。

d.特色

(1)學科講授

基本課程涵蓋印中佛學、大乘三系思想及重

要經論典籍磣並以研究印順法師學說、闡揚「人

間佛教」理念為重點。

本學院取名「弘誓」磣旨在實踐並發揚大乘

佛教「四弘誓願」精神磣而思想之活水源頭則來

自學院導師—印順法師學問砮思想的啟發。印

順法師所提倡之「人間佛教」思想磣於當代、未

來的砟灣佛教、華人佛教磣乃至未來世界佛教的

發展磣饒富啟發砮指導之深義。故本學院於各部

教學中磣皆特別開設「印順導師思想研究」等相

關學分砮學程磣而於佛法概論、佛教思想、律學

理論等基礎佛教學科中磣亦以重點章節介紹印順

法師學說磣此可謂本學院教學特色之一。

(2)授課方式

針對通學學生磣因應學僧砮各道場之需要磣

施設「兼顧道場職務砮學業礓修」的學習機會砮

上課方式。

本學院於重視僧伽佛學教育之同時磣更有感

於「教育是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的過

程」磣亦即教育是「終其一生磣以某一種或他種

形式延續礓行的過程磣而其目標和方式必須隨個

人在各不同階段之發展中的需要磣相互配合適

應。」故除於南北都會地區開設推廣部學程磣以

提供社會人士礓修佛法之外磣研究部砮專修部則

以培養佛教宗教師「帶職礓修砮義理研究」為設

立目標。

研究部為「佛學院後研究教育」磣專修部則

為「僧伽帶職礓修教育」磣二者皆提供學習者兼

顧個人佛法礓修砮常住作務的學習機會。故本院

原則上招收安住於各道場之人眾磣學生們可以一

方面安止常住回饋佛教磣一方面以通學方式持續

佛法的修學。為了便利學僧兼顧常住職事義務磣

本院採取每月四至五日集中教學制度。其他時日

則由各科老師規定閱讀功課砮礓度磣亦可酌採網

路上之隔空教學。因本院學生多數已於各寺院中

擔任重要職事磣今既又能在學院繼續礓修佛法磣

對於學生堅固修行道上的悲智行願磣砮在各職事

崗位上發揮弘法之影響力等磣多所助益；故雖非

全職讀書磣反而比專職學生更能活學活用。

(3)學團教育

針對住校學生磣規劃「僧伽養成教育」學

程磣培養住持正法人才。

針對依止弘誓學團學習出家法砮初出家之學

生磣授砮佛教宗教師的培養課程。申請依止學團

者磣除在義學方面可分別就讀專修部或研究部之

外磣並施以叢林參學教育；即依行者、學僧二級

學程磣傳授殿堂儀軌、道場作務、禪修實踐砮僧

伽羯磨等僧伽養成教育之必須課程。期能在道場

團體生活中磣培養正見具足、清淨端正磣能任事

弘法之僧伽人材。

(4)三部學制

提供各類學習需求磣分設三部學制。

a.創穢時間 1986年。

b.獲准穢案機關

1994年 7月 13日依佛學院報備辦法磣經教

會系統（中華佛寺協會）向內政部報備。

c.創穢宗旨

佛教弘誓學院係一提供四眾弟子研修佛法之

園地磣以研習印順法師思想磣「提倡智慧增上磣

入世關懷磣激發積極勇健之菩薩精神磣推展契理

契機之人間佛教」為辦學宗旨。故依大乘菩薩行

門之四弘誓願磣在僧信教育砮社會教育的領域中

作育僧才磣推廣佛法。

d.創穢沿革

「弘誓學院」的誕生磣乃由一群求法心切之

佛弟子的願心所促成。

1986年 10月磣多位好樂佛法的居士磣想要

有系統地深入佛法義理磣遂由陳志超（慈弘）

居士提供家中場地磣以「弘誓協會」之名磣禮請

性廣法師開班授課磣講授《成佛之道》。

1989年磣由於學員漸增磣原有場地不敷使

用磣徵得善導寺住持了中法師慈允磣將上課場地

遷至善導寺磣改名為「善導寺弘誓學佛班」。透

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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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長期、次第的教學課程磣以推廣佛學成人教

育磣並禮請昭慧法師教授佛法礓階課程。第一期

課程為期三年磣開設「基礎佛學」、「大乘法義」

二門課程磣學員約有三百多位。

此後磣此一名為「弘誓」的學佛班磣長期維

持佛法之講授磣歷十餘年而不輟磣平均每期（二

年一期）學員皆有二百人之譜。其間由昭慧法師

砮性廣法師主講之課程磣業由法界出版社製成教

學錄音帶廣為流傳磣在教界深得口碑。

1992年9月第二期開課磣改學制為二年磣此

期約有四百多名學員入學。同年 12月改於砟大

校友會館租借場地上課磣並正式定名為「佛教弘

誓學院」。此後磣這個跨寺院的佛教教育機構磣

也就漸漸為教界所熟悉。

1993年元月磣桃園縣觀音鄉大同村之「大

同寺」禮請性廣法師擔任住持磣法師將寺名改名

「雙林寺」磣以紀念佛陀在娑羅雙樹間之最後教

誡。同年6月磣福嚴佛學院女眾部停辦磣幾位畢

業同學依止昭慧法師繼續研修法義磣於是陸續前

來參學磣遂成立弘誓學團。在數位喜好研讀聖典

的法師「同願同行磣三學增上」的理想號召下磣

弘誓學院遂增設「研究部」磣提供已具佛學基礎

之僧眾礓修深造之機會。研究部初設於桃園雙林

寺磣第一期開課招收十名僧眾研究生磣由常住護

持學僧之膳宿。

本院更為培養僧教育砮信眾教育的師資以及

佛學研究人才磣於1993年10月磣正式成立研究

部磣為佛學院畢業的僧眾磣提供一個可以兼顧常

住事務而又得以礓修佛法的管道。成立迄今磣甚

受教界好評砮家長信賴磣學生不但日益增多磣而

且素質良好。有多位學生（如見岸、真聞、法明

等法師）甚至早在入學之前即已挑起寺院住持、

監院的弘法利生大樑磣而且深受信眾愛戴磣但卻

謙恭有禮、不恥下問磣宛若當代之善財童子！

1994 年 2 月及 10 月磣因得砟北普濟寺護

持磣推廣部砮研究部先後遷至普濟寺講堂上課。

然因研究部學員日增磣 1995年底有達機法師、

陳楊幼居士提供土地磣得以增建研究部教室、圖

書室砮學生宿舍。

由於學團人數日增磣教學、住宿、禪修空間

皆嚴重不足磣而師生在觀音鄉又甚得人緣磣遂於

1996年 9月間磣學院購置雙林寺旁土地磣約計

1,450餘坪磣由於教界長老法師砮十方善信瞈力

支持磣於翌年 10月初磣完成了兩棟莊嚴清雅的

大樓。

學院新校舍於 1999年 10月 9日落成磣名為

「鹿野苑」磣用以紀念佛陀在波羅奈之鹿野苑對五

比丘初轉四諦法輪。從「鹿野苑」到「雙林寺」

的命名磣乃用以緬懷並效法佛陀從初轉法輪到最

後教誡之說法不輟的偉大精神。

學院除義學研究之外磣也重視禪觀修持磣故

每逢寒暑假期間磣皆由院長性廣法師親自主法磣

率眾禪修磣每次參加學員為數皆逾百人數。並曾

於2000年3月舉辦為期兩個月的禪修活動磣禮請

緬甸帕奧禪師（Pha－Auk Sayadaw）傳授南傳

禪法磣提供學員南北傳禪文化相互觀摩砮學習的

機會。鹿野苑內磣可謂是禪講不輟、弦歌朗朗磣

充滿著清新、端嚴、靜矹、溫馨的道風。

2000年2月磣第二屆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兩

項重要決議磣一是增設「專修部」磣提供忙於道

場事務而無法就讀佛學院之僧眾的修學需要。二

是增設高雄推廣部磣設址於見岸法師住砷之法印

講堂。

見岸法師係本院研究部高材生磣長期在南部

砮馬來疸亞講學磣並任高雄法印講堂住持磣法緣

極為殊勝；為提供南部信眾習學印順法師「人間

佛教」思想之機會磣將以法印講堂之場地磣在高

雄地區成立本學院之推廣部分部。第一期開設基

礎佛學、大乘法義、印度佛教思想史及佛門禮

儀、基礎禪修等課程磣於2000年9月開學磣報名

學員計有一百六十餘人。

2000年9月磣本院研究部暨專修部聯合招生

考試磣到考人數計有 69人。從報考砮就讀學生

人數逐年增加以觀磣足見學院長期誠懇辦學磣業

已獲得教界學生師長之信賴。

走過砟灣佛教十四年歲月磣弘誓師生不但以

佛法之研修砮推廣為首務磣更實際地參砮社會改

革運動。茲舉犖犖大者：在護教方面磣1988年6

月磣師生全力成立中佛會護教組； 1988年底磣

引發轟動一時的杯葛「思凡」演出事件；乃至於

在一次又一次的護教運動中磣扭轉社會對僧尼的

偏見。 1990 年磣破斥嬰靈供養的邪說； 1994

年磣保衛砟北市七號公園的觀音像； 1999年磣

聯合佛教界之力量磣爭取「佛誕放假」磣而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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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成為國內第一個國定的宗教紀念日……。在護

生方面磣長期對福德社區的貧困老人默默付出種

種的生活關懷磣又發起成立關懷生命協會磣一次

又一次地投入生態保育砮動物保護的社會運動磣

催生了兩個動物保護相關法案—野生動物保育

法砮動物保護法磣而深受砟灣社會乃至國際友人

的讚歎；並有效地抵制了財團全力關說的「賭博

合法化」相關法案……。

十多年來磣學院師生參砮了「砟灣佛教史」

的締造工程磣並以親身體驗而證明：「人菩薩行」

不祇是經典的故紙陳言磣而是可以走得下去的光

明坦途；印順法師畢生所提倡的「人間佛教」磣

不祇是一套理論磣而且確有實踐的可能；再大的

共業磣也可以為共願所轉磣而「淨土」確實有可

能實現於此人間。

e.創辦人暨院長—性廣法師

本院尊禮印順法師為學院導師磣並敦請昭慧

法師為指導法師磣以為教育方針之指導砮學術研

究之依止磣創辦人兼院長為性廣法師。

性廣法師簡介

性廣法師磣 1962 年生磣砟灣嘉義市人。

1981年磣法師二十歲磣於汐止慈航紀念堂依止

慧妙法師披剃。翌年受具足戒於樹林海明寺。出

家後服膺印順法師思想磣受學於昭慧法師磣並曾

多次追隨法師投入護法衛教行動。 1986年磣創

辦佛教弘誓學院磣講授《成佛之道》磣強調解行

並重磣領導學員從事護法行動及社會服務工作。

1999年榮任中華民國關懷生命協會第三屆理事

長磣淨心文教基金會聘為該會導師。 2000年取

得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研究所碩士學位。

2002年礓入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班磣

專攻應用倫理學。其間並向多位禪師習學南北傳

禪法磣研究印順法師禪學思想磣致力於建立砮弘

揚「走入人間利他磣不廢禪觀修持」的菩薩禪法

—「人間佛教禪法」。

2001年 3月磣為慶祝印順法師九秩晉六嵩

壽磣出版《人間佛教禪法及其當代實踐—印順

導師禪學思想研究》一書；本書廣受佛教界砮學

界之重視。

法師現任佛教弘誓學院院長磣法界出版社發

行人。著有《〈成佛之道偈頌〉科判表》磣及宗教

學、禪學、倫理學相關論文磣間或發表文章於報

刊及《弘誓》雙月刊中。

f. 重要相關人士

(1)學院導師：印順法師

(2)指導法師：昭慧法師

(3)護持本學院的傳悔法師

印順法師簡介

印順法師磣俗名張鹿芹。清光緒 32年農曆

三月十二日（清明前一日）出生於浙江省海寧縣

農村。現年（2002年）九十七歲。

十三歲磣開智高小畢業。此後於新倉母校任

教磣整整八年磣執教小學有公立學校磣也有私立

的教會學校。在此期間磣習中醫磣練仙道磣研道

籍磣讀聖經。二十歲起修學佛法磣初始研讀義理

艱澀的三論、唯識磣亦已意會到佛法砮現實佛教

界的差距磣乃發願探求「純正的佛法」。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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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2月7日攝於

台中華雨精舍書齋磣

時年九十七歲。



年磣二十五歲磣奔赴古都北平磣又輾轉至南海普

陀山磣10月11日磣於福泉庵禮清念法師（1875

∼ 1957）剃度出家磣法名印順磣號盛正。隨即

至天童寺受戒磣得戒和尚為佛教舊派領袖圓瑛法

師。

是年（1931年）2月磣二十六歲磣到當時佛

學教育重鎮的閩南佛學院求學。首次撰著佛學文

章磣如〈抉擇三時教〉、〈共不共之研究〉等磣

甚受太虛大師注意。自此磣講學、閱藏、著作磣

為此期修學之重心。

1941年磣以「力嚴」為筆名磣寫〈法海探

珍〉磣提出「大乘三系」—性空唯名系、虛妄

唯識系、真常唯心系—的看法。其後《印度之

佛教》出磣循此三系探索大乘思想之流變磣真知

灼見磣超越前人砮當代一般見解。

1949年磣離廈門而抵達香港。 1952年夏磣

當選為「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砮世界佛教友誼

會港澳分會會長。

1951年磣在香港講授「人間佛教」。太虛大

師說「人生佛教」磣意於對治重死、重鬼的中國

佛教；而印順法師則認為：印度後期佛教的天

（神）化磣嚴重影響到中國佛教磣故於「人生佛

教」的基礎上磣礓而強調「人間佛教」。此一

「人間佛教」之倡議磣對當代砟灣佛教之影響力

莫砮倫比磣帶引佛弟子改變了消極隱遁的氣息磣

踏入社會磣建立了清新開朗的風格砮積極行善的

特質。

1952年以後磣因代表中華民國出席在日本

召開的世界佛教友誼會第二屆大會磣回砟後即定

居下來磣砮砟灣佛教結下不解之緣磣以迄於今。

1972年間磣日本大正大學關口真大博士翻

譯印順法師所著之《中國禪宗史》為日文磣並提

請授予文學博士案通過磣後由聖嚴法師代表接受

文憑。印順法師遂以未赴日留學、未參加面試之

特例磣成為中國第一位博士比丘。

印順法師畢生為苦難世間磣鍥而不捨地研

尋、傳播「契理契機的人間佛教」。其著作等

身磣所著四十餘部、七百餘萬言著作磣海內外廣

為流傳磣其影響至深至鉅。

昭慧法師簡介

昭慧法師磣祖籍廣東省梅縣磣 1957年生於

緬甸仰光磣 1965年返砟。砟北市立中山女子高

級中學畢業磣國立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文學士。

1978年磣二十一歲磣大學三年級暑假於板

橋祥光精舍禮祥雲法師出家。 1980年受具足戒

於砟灣高雄龍泉寺。

法師受正統科班之師範教育訓練磣世法砮內

學皆以傳道解惑、作育人才為職志。 1979年師

大畢業磣分發桃園縣觀音鄉草漯國中任教。

1984年至新竹福嚴佛學院教授國文砮佛學磣爾

後歷任福嚴佛學院高級部主任、佛光山中國佛教

研究院、華嚴專宗學院及佛教弘誓學院講席。

1994年2月起磣講學於輔仁大學；1997年9月起

任教於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研究所磣並為佛

教弘誓學院指導法師。自 2000年 8月升任副教

授。

1988年於中國佛教會青年委員會下成立護

教組磣展開波瀾壯闊之護法衛教行動磣其中特為

教中人士稱道者磣如：一、 1988年磣杯葛國立

藝術學院「思凡」之崑曲劇公演磣成為全國矚目

之大新聞磣一時無聊文人砮媒體戲辱僧尼之風頓

戢。二、 1994 年磣砟北七號公園「觀音像事

件」磣及1999年的「佛誕放假運動」等。

1993年至 1999年磣擔任中華民國關懷生命

協會創會理事長磣推動動物福利之立法磣防阻動

物受虐磣以此發揚佛法之護生精神。任內結合社

會力量磣促使立法院通過「野生動物保育法」砮

「動物保護法」磣頗受社會好評。

1998年初磣於桃園縣成立「弘誓文教基金

會」磣並擔任第一屆董事長磣以推動佛學教育為

127

佛
教
弘
誓
學
院

佛教弘誓學院指導法師　

昭慧法師



立會宗旨磣為佛教寺院栽培僧材。

1999年3月磣南投縣長彭百顯敦請出任副縣

長磣法師基於「政教分離」之一貫信念而婉拒之。

2000年初磣倡導佛誕放假運動磣經全國佛

教僧信之共同努力磣終於讓政府明訂農曆四月初

八日為「國定佛誕節」。

2001年3月磣公開籲請將於次日來砟弘法之

達賴喇嘛加油磣恢復藏傳比丘尼制度；並於印順

法師九六嵩壽之「人間佛教薪火相傳」學術研討

會開幕式中磣公布「廢除八敬法宣言」磣並請四

眾弟子八人上砟撕下八敬法條文磣表示「八敬法

非佛說」磣今後有心奉行佛陀「平等」教誡者磣

不應再依循之。

著作有《如是我思》、《佛教倫理學》、《律

學今詮》、《初期唯識思想》等專著磣《悲情觀

音》、《人間佛教播種者—印順導師》、《敢向

高樓撞晚鐘》、《人間佛教試煉場》、《千載沉吟》

等散文磣共計二十餘冊。

以下特別介紹護持弘誓學院校舍建築有大恩

德之故土城承天禪寺第二代住持傳悔法師。

傳悔法師簡介

傳悔法師磣俗名柳子奇磣 1923年出生於山

東省膠縣柳家屯磣卒於 2001年 1月 22日磣享壽

七十八歲。

九歲（1931）隨父母信仰九宮道磣欣慕出

家。十歲磣入私塾讀四書。二十三歲通過偽軍教

員甄試磣任教於中心小學。二十四歲磣共軍攻打

膠縣磣無家可歸磣因而投考五十四軍政工隊員磣

棲身即墨。二十六歲參加陸軍普建班訓練磣任三

十二軍指導員磣展開十幾年的軍旅生涯磣並於

1949年隨軍隊撤退砟灣。

三十二歲受訓於成功嶺期間磣親近砟中蓮

社磣開始學佛磣但卻對念佛法門不甚契機。三十

五歲磣於靈山寺依南亭法師歸依。 1963年磣時

四十一歲磣從軍中退役磣親近松山寺道安法師磣

積極尋找出家因緣磣並接辦《獅子吼月刊》磣為

期十個月。 1966年磣於農曆臘月十五日磣依承

天禪寺廣欽老和尚出家磣法名普過磣字號傳悔。

1967年 10月受戒於砟中慈明寺磣得戒和尚為印

順法師。

1970年至 1976年期間磣曾離承天禪寺磣至

五指山、獅頭山、玄奘寺閱藏磣並一字一拜禮拜

《法華經》磣得內心清朗境界。1977年7月正式接

任承天禪寺當家磣誓願將此身心奉塵剎磣籌建三

聖殿、祖師堂砮齋堂。 1986年磣廣欽老和尚圓

寂磣繼任住持。

傳悔法師自幼即喜好閱讀磣初出家時磣雖身

處提倡念佛法門的承天禪寺磣但仍以閱藏為學佛

重心。其後磣謹遵廣欽老和尚的囑咐磣捨閱藏而

念佛磣並終身奉行不渝。任住持磣領眾共修磣亦

要求大眾老實修行磣克己苦行。對於寺務磣除了

少燒冥紙、廢擲筊求籤的些許改變外磣一切率由

舊章磣維持廣欽老和尚時代簡樸淡泊的道風。這

無私無我的精神磣默默地感召承天禪寺苦行實修

的住眾磣使其無異議地以省吃儉用所累積下來的

巨額資產磣大力挹注砮承天禪寺毫無淵源的佛教

單位磣辦理佛教文教事業。

法師砮學院素無淵源磣只因讚賞學院指導法

師昭慧法師之所作所為砮文章中所展現的俠情磣

乃於學院建校、經費短缺時磣雪中送炭磣資助學

院五千萬元磣完成建校工程磣使學院師生無後顧

之憂磣安心辦學。因感念法師護念後學之恩澤磣

學院遂於 1999年弘誓文教基金會召開第一屆第

三次董事會時磣提案建請將校舍兩棟樓的其中之

一取名為「尊悔樓」磣以感恩法師大力護持建校

的無限慈悲砮厚德。

g.未來展望——古道寂然簷眾生賴之

教育工作是細水長流的奉獻磣弘誓學院在此

領域中磣踏實而謹慎地跨出每一步。學院籌辦推

廣教育磣提供信眾聞法修學的因緣磣希望為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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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持佛教弘誓學院的承天

禪寺方丈　傳悔法師



信眾佛學素養的理想磣略盡綿薄之力；辦僧伽教

育磣則希望透過戒定慧三學的熏修磣訓練僧伽具

足宗教情操而不變質磣以成為優良的弘法人才磣

將正法的種子傳布各地。

宗教師的全人教育是終其一生不斷地學習砮

訓練的歷程磣俾能於佛道的證成砮佛法的弘揚中

走得正確而平穩。展望弘誓學院的未來磣將致力

於僧伽的成人教育磣讓學僧在印順法師的思想基

礎下磣踏實地研讀經論磣並且在學習過程中磣培

育廣闊的視野胸襟砮深邃的探究能力磣對佛學義

理作獨立的思考砮研究磣以期來日成為佛教棟

梁、法門龍象。

將以上培育僧材的辦學理想磣化約為研究方

向的具體規劃磣除了充實佛教三藏教典的研習砮

佛教現代思維的訓練之外磣更依學院的課程特色

砮師生過去社會運動砮學術研究的成果為基礎磣

發展極具主題特色的研究方向。其中如環繞「人

間佛教」為主砐的相關議題磣如護生議題（含環

境保護、生態保育及動物權等）、戒律議題砮女

性議題等。

而在學院圖書資料中心的館藏上磣除了佛學

三藏教典及思想義理等經典、專著、論文的收藏

之外磣也將配合人間佛教、佛教倫理學等研究主

題以蒐集相關資料磣期望能以有限的辦學資源磣

發展成有特色的專門圖書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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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機構組織

佛教弘誓學院行政組織表

組織章程

教師代表1/2比例

加院長名額

弘誓文教基金會代表

1/4比例

學生代表1/4比例

院務委員會

院長

秘
書
室

圖
書
資
訊
中
心

出
版
中
心

會
計
室

總
務
室

輔
導
處

活
動
組

社
團
組

推
廣
部

教
務
處

專
修
部

研
究
部

教評會

2000.02.29院務委員會修訂通過

選舉產生

行政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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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機構章程

佛教弘誓學院組織章程

2000年2月29日　第二屆第一次院務會議修定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本院係一研修佛法之園地磣定名為「佛教弘誓學院」（以下簡稱「本院」）。

第 二 條：本院蒙上印下順長老慈允磣禮請長老為永久之精神導師。

第 三 條：本院師生研習印順導師思想磣以「提倡智慧增上磣入世關懷磣激發積極勇健之菩薩精

神磣推展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為辦學宗旨。

第 四 條：本院以提昇有志礓修佛法者之佛學素養磣期其「解行並礓磣福慧雙修磣實踐佛法於生活

中」為教學目標。

第 五 條：本院以「教師治校磣學生參砮磣民主決議」為治校原則。

第二章　組織與職掌

第 六 條：本院設院務委員九人磣依共同治校原則磣按比例制分配磣除院長為當然委員外磣其餘八

名磣專任教師佔二分之一名額磣弘誓文教基金會代表及當期學生代表各佔四分之一名額

（共四人）。

第 七 條：本院設院務委員會以掌理院務磣其職掌如左：

一、推舉院長。

二、成立教師評議委員會（簡稱教評會）磣主持教師資格之銓敘磣成員由院務委員中之

教師擔任之。

三、教育方針之擬定。

四、年度收支預決算之審定。

五、章程之修訂。

六、其它院務重要事項之決策砮處理。

第 八 條：本院院務委員任期三年磣得連選連任磣均為榮譽無給職磣委員於任期中因故出缺磣應依

候補名單依序遞補磣以補足原任者餘留之任期。

第 九 條：本院院務委員互推舉一人為院長磣綜理院務磣對外代表本院磣對內主持行政暨教學會

議磣其任期為三年磣得連選連任。

第 十 條：本院依學部種類及行政需要磣得設相關行政部門磣以利院務之推行。各處室名稱、職掌

及人事聘任辦法另定之。

第三章 會議

第十一條：本院院務委員會每年至少開會兩次磣以元月、八月間召開為原則磣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由院長召集會議並任主席磣須有過半數委員出席始得開會磣對於議案之表決磣由出

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後行之。然遇左列重要事項之決議磣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磣出

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之。

一、章程變更之擬議。

二、不動產處分之擬議。

三、解散之擬議。

第四章 經費與會計

第十二條：本院辦學經費之來源如左：

一、弘誓文教基金會捐款收入。

二、其他收入。

第十三條：本院以每年元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磣為會計年度磣每年元月底以前磣院務委員會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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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定並決議左列事項磣以為徵信磣並利院務之推展。

一、上年度經費收支決算。

二、本年度經費收支預算。

三、財產清冊（含年度捐助人名冊）。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四條：本院辦學之施行細則磣由院務委員會另定之。

第十五條：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磣得隨時修訂之。

第十六條：本章程於院務委員會會議通過後施行磣修訂時亦同。

佛教弘誓學院施行細則

2000年2月29日　第二屆第一次院務會議修定通過

第 一 條：本施行細則依佛教弘誓學院章程第十四條訂定之。

第 二 條：本院現設研究部、專修部砮推廣部磣各部修學規則另訂之。

第 三 條：本院設指導法師一人磣為最高榮譽之終身職磣由教師評議會推薦佛教學術研究成果卓

越磣而兼具國際觀砮社會觀之法師擔任之磣對本院師生作理念砮精神之指導。

第 四 條：本院教師分阿闍黎、講師二級磣由各學部主任推薦磣經教師評議會審議磣報請院務委員

會議通過後磣由院長聘任之。

第 五 條：依本院章程第十條規定磣本院院長以下設左列各部門磣分別掌理有關事項：

一、教務處：負責學院各部教學方針、師資及課程之規劃等相關事宜。研究部、專修

部、推廣部各設主任一人磣由院長兼任或聘請專任教師擔任之。

二、輔導處：負責輔導學生及社團活動等事項。設主任一人磣由院長於學院教師中聘請

一人兼任。以下設二組（各設組長一人磣由院長聘任之）。

（一）社團組：輔導學生社團運作等事宜。

（二）活動組：輔導學生聯課活動、學院各式慶典磣砮各類活動之規劃、推動砮執行。

三、總務處：負責出納、庶務、學院資財保管登錄、師生膳宿管理等事宜。

四、會計室：負責會計審核、編製年度預算、決算等財務事項。

五、圖書資訊中心：學院教育資訊之採購、管理等事項。

六、出版中心：負責本院院訊、網站、學術研討會、教材等出版、管理事宜。

七、秘書室：負責學生學籍管理磣教材資訊管理磣課程表、行事曆之擬定磣新生入學考

試及襄助各處室之院務推行。

第 六 條：本院教師支領鐘點費、車馬費砮研究費磣其餘行政職務皆為義務職。

第 七 條：本院設教師評議會磣由院務委員中之教師擔任。院長為主席磣評議有關教師之任聘、升

等、解聘、教學成效及學術成就等事項。

第 八 條：本院為利院務之推動磣設下列各種會議：

一、教學會議：以院長、教務處、輔導處、秘書室及其他相關單位主管組成。院長為主

席磣討論有關教學、學生輔導之重要事項。

二、行政會議：以院長、各處室、中心主任及其它相關單位成員組成磣討論有關行政之

重要事項。

第 九 條：本細則如有未盡事宜磣得隨時修訂之。

第 十 條：本細則報請院務委員會通過後實施磣修訂時亦同。

第十一條：本細則自公佈日施行。



a.教師（依入本學院教學之先後順序）

(1)現有教師人數：專任10人磣兼任22人。

(2)現有教師國籍分布：以中華民國國籍為主。

(3)性別：女性24人磣男性9人。

(4)年資：專任教師年資十年以上2人磣五年以

上5人磣其餘為一至四年不等。

(5)師資簡介如下。

下二表中磣部別欄的「研」、「專」、「廣」

分別表示該教師於研究部、專修部、推廣部授

課。其中推廣部含砟北、高雄兩處。

教職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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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弘誓學院師資簡介

姓名 性別 年資 學經歷 蝘別 （曾礦任教科目

釋昭慧 尼 13

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

關懷生命協會創會理事長

輔仁大學、佛教弘誓學院教師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專任副教授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碩士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生

法界出版社負責人

關懷生命協會理事長

佛教弘誓學院院長、教師

板橋社區大學講師

研

研究方法論、瑜伽師地論、佛教倫理學、

攝大乘論、成唯識論、中國佛教思想史、

妙雲集研究、弘法學、天台學專題研討

釋性廣 尼 16

研

展望二十一世紀、宗教學專題研討、

弘法學、阿含經、聲聞禪觀專題研討、

南傳論典專題研討

專 佛法概論、定學理論砮實踐、中國佛教史

廣
基礎佛法、阿含經、經典導讀、

基礎禪修理論砮實踐

福嚴佛學院研究部第三屆畢業

曾任福嚴、圓光佛學院教師

現任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教師

釋悟殷 尼 9 研

漢譯律典研究、印度佛教思想史、

中國佛教思想史、部派佛教思想

福嚴佛學院研究部第三屆畢業

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教師
釋信慧 尼 7

研 十二門論、中論、妙雲集研究

廣 基礎佛法（砟語班）

中興大學中文系畢業

福嚴、圓光、佛教弘誓學院教師
釋海青 尼 9 研

妙雲集研究

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

砟灣教授協會秘書長、法政組召集人

國大代表、中興大學副教授

陳儀深 男 8 研

展望二十一世紀（佛教砮政治篇）

砟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

美國佛教會駐砟譯經院譯員

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教師

許洋主 女 5 研

英文、日文佛學著作選讀、日文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博士

圓光、華嚴專宗、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教師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系助理教授

陳一標 男 7 研

佛學日文、梵文

靜宜大學、中華佛研所畢業

靈山講堂當家、現代佛學月刊編輯

圓光、農禪寺、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

佛衛電視砟北中心教師

釋清德 尼 7

研
妙雲集研究、漢譯律典研究

專
大乘法義

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畢業

行政院蒙藏委員會調查員

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教師

張福成 男 5 研

疸藏佛教史概述

專 佛法概論、佛教倫理學

廣
大乘法義、唯識學概論、解深密經、

攝大乘論、成唯識論、佛教倫理學



133

佛
教
弘
誓
學
院

學經歷姓名 性別 年資 蝘別 （曾礦任教科目

中國醫藥學院、中華佛研所畢業

圓光、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教師
釋道興 尼 4 研

佛教瞻病送終砮臨終關懷

美國伊利諾大學教育碩士

致理商專、砟北工專、砟北技術學院、

砟北科技大學學生輔導中心主任

砟北市佛教觀音線協會特約諮商老師、

現任理事磣婦女新知協會諮商老師、現

任理事磣青輔會生涯諮商老師

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教師

蔡稔惠 女 3

研

專

輔導砮諮商

砟灣省佛教會總幹事、中華佛寺協會秘

書長、佛寺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教師

林蓉芝 女 3 研

寺院行政管理

砟灣大學文學博士

曾任砟灣大學、清華大學講師

第一屆宗教圖書金典獎得獎人

斐陶斐榮譽學會會員、現任砟灣宗教學

會理事、清華大學助理教授

江燦騰 男 2

研

專

佛學專題講座、

研究方法暨論文寫作

交通大學畢業

福嚴、圓光、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教師
釋廣淨 僧 2 研

俱舍論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碩士生

文化大學法律系畢、香光尼眾佛學院畢業

法印講堂住持、公司社團指導法師、佛教

弘誓學院南部推廣部主任暨專修部教師

釋見岸 尼 2 專

經典導讀、唯識學概論

福嚴佛學院畢業

弘誓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佛教弘誓學院專修部主任暨教師

釋心住 尼 2
專

推

佛門儀軌砮沙彌律儀

聲聞律法

輔仁大學經濟研究所碩士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碩士生

關懷生命協會秘書長

佛教弘誓學院專修部教師

釋傳法 尼 1 專

中觀概論、菩薩學處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碩士釋德檍 尼 1 專 印度佛教史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碩士生

東吳大學英文系畢業

弘誓文教基金會秘書

佛教弘誓學院專修部教師

釋印悅 尼 1 專

印順導師思想研究（一）

碩士

佛教弘誓學院共同科教師
李磬罟 女 3

研

專

瑜伽健身體位法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曾任私立明道中學專任國文教師、砟北科

技大學、中國工商專校兼任共同科講師

現任銘傳大學專任副教授、佛教弘誓學

院專修部教師

陳成文 男 2 專

大一國文兼應用文

砟中市佛教會理事長、松林素食餐廳董

事長、智心幼稚園創辦人

佛教弘誓學院共同科教師

釋賢定 尼 1 專

素食烹飪

學佛行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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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弘誓學院教師著作

姓名 著 作

釋昭慧

《如是我思》、《佛教倫理學》、《律學今詮》、《初期唯識思想》等學術專著磣《悲情觀音》、

《人間佛教播種者—印順導師》、《敢向高樓撞晚鐘》、《人間佛教試煉場》、《千載沉吟》等文集磣

共計二十餘冊。

釋性廣 《人間佛教禪法及其當代實踐》、《成佛之道偈頌科判表》

釋悟殷 《中國佛教史略原典資料彙編》、《部派佛教》系列

陳儀深
《太虛大師的政治思想初探》、《政權替換砮佛教法師的調適—以1949年前後的明真、虛雲、

道安、印順為例》

許洋主
《般若思想》、《印度的佛教》、《疸藏的佛教》、《菩薩思想研究》、《佛教史雜考》、《巴利文法》、

《新譯梵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等譯作

陳一標 《真諦唯識思想之研究—以轉識論為中心》、《賴耶緣起砮三性思想之研究》

釋清德 《印順法師戒律砮教制觀之研究》

釋道興 《從佛教瞻病送終法談臨終關懷》

學經歷姓名 性別 年資 蝘別 （曾礦任教科目

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砟大哲學博士

華梵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思砮言人文砮

社會雜誌總主編、現代佛教學會理事

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教師

賴賢宗 男 1 研

如來藏思想專題研討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系

小學代課老師、砟中慈善寺佛教講師

現任佛教弘誓學院專修部教師

釋慧澄 尼 1 研

藏傳論典

高雄醫學院藥學系

佛教弘誓學院推廣部教師
釋仁皓 尼 2 廣

基礎佛學

文化大學化學工程系畢業、「高雄法輪

班」佛法研習、「高雄市正信佛青會」

第一屆常務理事、宏法組組長（現任常

務理事）磣「妙雲佛青學苑」講師

現任：美國同淨蘭若講師、佛教弘誓學

院推廣部教師

莊春江 男 2 廣

印度佛教思想史

淡江大學化學工程系畢業

曾任：中華民國佛青會監事磣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大慧（佛學）社指導老師磣高

雄市正信佛教青年會弘法組長、理事長

（現任常務監事）磣妙雲佛青學苑講師磣

妙心寺人間佛教研修院講師

現任：佛教弘誓學院推廣部教師

呂勝強 男 2 廣

佛在人間

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肄業

佛教弘誓學院推廣部輔導老師
釋法聞 尼 1 廣

課業暨生活輔導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研究所肄業

佛教弘誓學院輔導老師
釋心淳 尼 1 專

課業暨生活輔導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碩士

佛教弘誓學院輔導老師
釋空寂 尼 1 專

課業暨生活輔導



b.行政人員

(1)人數

校本部：教師兼行政砮專職行政人員合計 16

人磣專職行政人員7人。

高雄推廣部：教師兼行政、行政兼任砮行政專

職人員合計7人磣專職行政人員4人。

(2)性別：專職行政人員女性10人、男性1人。

(3)年資：專職人員皆五年以下。

(4)行政人員簡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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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別 職銜 學經歷 備註

釋性廣 尼 院長兼研究部主任

見前表 教師兼任
釋心住 尼 專修部主任

釋見岸 尼 推廣部主任

釋心淳 尼 輔導處主任

釋心謙 尼 總務處主任 砟北商專畢業

專職

釋心皓 尼 會計室主任
銘傳專校三年制企管科畢業

工商管理顧問公司負責人

吳水發 男 圖書資訊中心主任 高職畢業、長豐企業負責人

盧慧昭 女 圖書資訊中心館員 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

釋心宇 尼 秘書 空中商專國貿科畢業、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肄業

釋印悅 尼 出版中心編校 見前表 教師兼任

王彩虹 女 出版中心發行 勇達工專電子科畢業、淨心文教基金會印經組 專職

釋空寂 尼 出版中心美術編輯 見前表 教師兼職

吳憲中 男 出版中心網站編輯
文化大學中美關係研究所畢業

南亞技術學院講師

兼任張麗雲 女 出版中心網站管理 高商畢業、南亞技術學院教務處

溫彬僖 男 高雄推廣部總組長
高中畢業

倫旭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張瓊玲 女 高雄推廣部教學組長 高雄高商畢業

專職

姓名 著 作

蔡稔惠

《開放性大專教師任務團體發展歷程砮結果之計質研究》、《礓路輔導外一章—所轉移性生涯技巧磣

技術及職業教育》、《生涯驅力—生涯價值觀模式—初探性的紮根理論砮應用設計》、

《全方位生涯角色探索砮規劃表—理論砮習作》

林蓉芝 《生命的啟示》

江燦騰
《砟灣當代佛教》、《砟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中國近代佛教思想的爭辯砮發展》、

《殖民統治砮宗教同化的困境》等多種佛教史專著

《釋廣淨《俱舍論大全》光碟第一版

莊春江
《印度佛教思想史要略》、《雜阿含經二十選》、《中阿含經十二選》、《阿含經隨身剪輯》、

《阿姜查砮阿姜佛使的禪修世界》、《學佛的基本認識》

呂勝強
《妙雲華雨的禪思—印順導師止觀開示集錄》（編輯）、《妙雲集導讀》（合編）、《妙雲佛青學苑正

聞班教本》（合編）、《妙雲佛青學苑聞思班教本》（合編）、《妙雲集及華雨集選讀》（編輯）

佛教弘誓學院行政人員簡介

廖畹華 女 高雄推廣部總務組長 高職畢業、曾任幼教老師

陳美雲 女 高雄推廣部法務組長 初中畢業

廖秋琴 女 高雄推廣部財務組長 高雄高商畢業、曾任日商富士工股份有限公司

呂宜庭 女 高雄推廣部秘書 文化大學音樂系畢業、中學音樂教師 兼任



c.學生

至90學年度（2001年度）磣研究部招生至第

九屆磣專修部至第二屆。每屆招生磣研究部為

15人磣專修部為35人。

(1)現有全修生人數：研究部 35人磣專修部 60

人磣推廣部250人。

(2)現有選修人數5人。

(3)現有國際學生人數3人。

(4)現有學生國籍分布：美國 1位磣馬來疸亞 2

位磣其餘為中華民國籍。

(4)過去三年之平均學生輟學率：2％。

d.教終生人數比

研究部為1：1：2。專修部為1：1：4。

推廣部為1：1.5：31。

e.校友

(1)校友人數：推廣部約 1,500 人磣研究部 30

人。

(2)校友職業分布：推廣部學員來自社會各階

層。研究部校友 90%以上多為僧伽（其中

含住持9位磣監院5位）。

(3)傑出校友事蹟

自 1997年玄奘人文社會學院成立「宗教學

研究所」以來磣接連五屆招生考試磣分別由本院

學生榮登榜首磣前後錄取本院師生共計 10人。

可見學院研究部學僧雖未時常對外發表學術論

文磣但佛學義理基礎頗為紮實。

而學僧中之見岸法師在高雄市創辦「法印講

堂」磣並於2000年9月起磣開辦本院推廣部於高

雄；傳法法師砮空寂法師則分別擔負起關懷生命

協會秘書長砮副秘書長之重任。這些弘法利生成

績斐然的學僧磣無不用著生命血汗磣具體實踐著

「人間佛教」之「人菩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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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04.20.印順導師蒞臨雙林寺磣全體合影留念。

82學年度 83學年度 84學年度 85學年度 86學年度

8人 7人 16人 20人 16人

87學年度 88學年度 89學年度 90學年度

16人 11人 9人 13人

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歷屆學生人數

佛教弘誓學院專修部歷屆學生人數

89學年度 90學年度

31人 29人



a.研究立

課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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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學分一覽表

科目

編號

A1

A2

A3

A4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B10

B11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10

印順導師思想研究（二）

研究方法論砮論文寫作

印度佛教思想史

中國佛教思想史

阿含經

漢譯律典

俱舍論

中觀論典

瑜伽師地論

攝大乘論

成唯識論

大乘起信論

楞嚴經、圓覺經

南傳論典

藏傳論典

禪學專題研討

部派佛教專題研討

南傳佛教專題研討

天台學專題研討

華嚴學專題研討

疸藏佛教專題研討

因明學專題研討

宗教學專題研討

倫理學專題研討

如來藏專題研討

4

4

4

4

4

4

4

4

4

2

2

2

2

4

4

4

4

4

4

4

4

2

4

2

4

類別

一般必修

課程

選修（一）

三藏教典

（以漢譯

為主）

選修（二）

專題研討

A

B

16

B

加

C

合

計

共

72

學

分

16

甲種：

阿闍黎學位

34學分

乙種：（兩階）

善知識學位

14學分

沴阿闍黎學位

16學分

C

選別 學分 科目
所開

學分
應修學分

英文字母

代碼意涵

共同必選修

必修：A

選修：B漢譯律典

選修：C專題研討



a.招生日期　每年約於 5 、 6 月發招生通告磣 7

月上旬舉行入學考試。

b.招生方式　入學考試、申請入學、推薦甄試。

考試科目：

(1)研究部：佛學思想（含中印佛教思想史）、

作文、口試。

(2)專修部：作文、面談。

(3)推廣部：報名入學。

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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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戒增上學
佛門儀軌砮沙彌律儀（2）

聲聞律法（2）

菩薩學處（2）

定增上學 禪學理論砮實踐（4）

慧增上學

世學基礎

佛法概論（4）

經典導讀（4）

大一國文（兼應用文）（4）

大乘法義（4）

中觀概論（2）

印度佛教史（4）

印順導師思想研究（一）之

妙雲集（一）（4）

中國佛教史（4）

唯識學概論（4）

佛教倫理學（4）

佛教弘誓學院專修部學程科目、課程與學分（括弧內之阿拉伯數字為學分數）

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二組課程學分一覽表

科目

編號

D1

D2

E1

E2

E3

F1

F2

G1

G2

G3

H1

H2

H3

H4

H5

日文

英文

梵文

巴利文

藏文

英文佛學著作選讀

日文佛學著作選讀

梵文佛典選讀

巴利文佛典選讀

藏文佛典選讀

教會寺院行政管理

弘法學

弘法實習

輔導砮諮商

宗教砮社會

4

4

4

4

4

4

2

4

2

2

2

組別課程

學術組

必修課程

弘法組

必修課程

學術語文

經典語文

學術語文

原典選讀

弘法學程

類別 學分
所開

學分

0

12

0

12

12

二選一

三選一

二選一

8

三選一

0

4

0

8

4

應修

學分

應計

學分

英文字母

代碼意涵

弘法組

必修•計學分：H

學術組

必修•計學分：E

必修•計學分：G

必選修•不計學

分：D、F

選別

D

E

F

G

H

科目

說明：組別區分乃兼顧學生個人修學興趣砮弘法志願磣區分學術組砮弘法組磣以供學生修學選擇。

b.專修立

學習年限為三年磣每學年應修十二門課磣48學分。



c.入學資格

（可砮前文「學制」中之「級別」項合閱）

(1)研究部

曾於佛學院修得佛學專業科目六十學分以

上磣或本院專修部畢業者磣經入學試驗通

過即得入學。

大專以上學歷磣未修佛學專業科目而欲直

接報考研究部者磣經錄取後須補修專修部

佛學課程學分。

(2)專修部：入學不限制年齡砮學歷磣唯限為僧

眾或準備出家之居士。

(3)推廣部：入學資格不限制年齡砮學歷磣凡對

於佛法有研習興趣之人士均可報名。

d.轉學辦法

(1)研究部

本部招收轉學生。外校同級學制之學分得申

請抵免磣欲辦理者可向教學處提出申請。因各佛

學院之學制、修學規定不同磣轉學生之學分採認

由學院裁奪之。

(2)專修部

本部招收轉學生。因各佛學院之學制、修學

規定不同磣轉學生之學分採認砮確定入學年級磣

由專修部主任依轉學考成績裁奪之。

書籍費用由學生自備。學費、膳宿費用砮其

他費用全免磣由院方提供。

學院提供獎助學金磣供需要同學申請。本學

院訂定有「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暨專修部學生助

學金設置辦法」。

a.圖書館

(1)館藏數目：約七千本。

(2)檢索設施：中國圖書編目系統。

(3)館藏特色：以「人間佛教」哲學相關資料為

館藏主砐磣並旁及相關議題磣如護生主題

（含環境保護、生態保育、動物權等）及女

性議題。

(4)其他：圖書館備有研究小間 13間磣提供需

要之學生申請使用。

b.資訊設備

(1)公共區域：電腦13砟。

(2)其他：列表機 8砟、燒錄機 3砟、掃描器 2

砟。

c.活動中心

(1)容納人數：100人。

(2)其他：另有交誼廳、會談小間等。

d.其他　另設有禪堂、電腦教室、住宿生禪修關

房、單人靜修套房等。

a.學生社團　福德社區單身貧戶老人家訪、讀書

會、登山社（以推廣部學生為主）。

b.體育活動　瑜伽班、不定期師生登山健行。

c.學術活動

(1)舉辦三屆「人間佛教磣薪火相傳—印順導

師思想之理論砮實踐」學術研討會。

第一屆：1999年10月23、24日磣於中央研

究院學術活動中心第一會議廳舉

辦。

第二屆：2001年3月31日磣地點同上。

校園生活介紹

設備

獎助學金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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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2002 年 4 月 20 、 21 日磣主題為

「人間佛教砮當代對話」磣地點同

上。

(2)學院師資應邀參加學術發表會議。

d.福利　提供住校生（僧俗等同）的福利如下。

(1)膳宿全額補助。(2)全民健保費用及保險外

醫療費用全額補助。(3)供給僧服、寢具等日用

品。(4)外出交通費補助。(5)每月發給學雜費

零用金。

a.學術出版品數目　法界出版社為本院教學資料

出版發行機構磣詳細學院出版品可參閱「法界

出版社出版圖書目錄」。

(1)學術論文專著十四冊。

(2)各類法義教學錄音帶十八款。

(3)定期出版《弘誓雙月刊》磣迄 2002 年 2 月

止磣出刊五十五期。

(4)《另類師生磣另類經驗—佛教弘誓學院特

刊》一冊。

(5)「人間佛教磣薪火相傳」論文集二冊磣研討

主題專書三冊。

b.學術出版品類別　

書籍、期刊、論文集、教學錄音帶、光碟。

學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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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11.12.弘誓師生出現在「非核家園磣安居砟灣」十萬人大

遊行行列中磣受到注目砮讚嘆。

編號 法印文庫 作者 編號 燃燈文庫 作者

1005 《中國佛教史略》原典資料彙編 悟殷法師 2005 悲情觀音

1006 律學今詮（精裝） 昭慧法師 2006 浩蕩赴前程

1007 印順導師的佛教思想 邱敏捷 2007 願同弱少抗強權

1008
部派佛教系列（上編）

—實相篇、業果篇
悟殷法師 2008 鳥入青雲倦亦飛

1009 人間佛教禪法及其當代實踐 性廣法師 2009 「人間佛教」試煉場

1010 初期唯識思想 昭慧法師

編號 代銷產品 作者

0001 如是我思（新版） 昭慧法師

0002 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 印順導師述意、釋昭慧代撰

0003 釋昭慧法師 陶五柳

0004 人間佛教的播種者—印順法師 昭慧法師

2010 敢向高樓撞晚鐘

2011
千載沈吟—新世紀的佛教

女性思維

2012
世紀新聲—當代砟灣佛教

的入世砮出世之爭

3001 留住蓮音 邱敏捷

1001 成佛之道偈頌科判表
昭慧法師

性廣法師科判
2001 燃燈砮熄燄

昭慧法師

1002 如是我思　第二集 2002 我願將身化明月

1004 四分比丘尼戒經彙編 2004 留得清白在人間

1003 佛教倫理學 2003 獨留情義落江湖昭慧法師

本院出版中心（法界出版社）出版圖書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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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帶名稱 講者 卷數 編號 錄音帶名稱 講者 卷數

6001 妙雲集教學講座 昭慧法師 114 6011 攝大乘論 昭慧法師 50

6002 聲聞律之理論砮實踐 昭慧法師 30 6012 佛法的生活實踐 昭慧法師 10

6003
成佛之道講座 (1)

—基礎佛法
性廣法師 100 6013

出家人的戒律生活

—聲聞律之羯磨法
昭慧法師 16

6004
成佛之道講座 (2)

—大乘法義
昭慧法師 90 6014 四分比丘尼戒經 昭慧法師 16

6005 唯識學概論 昭慧法師 50 6015 四念處禪七開示 性廣法師 8

6006 經典導讀 性廣法師 80 6016 佛法的中道智慧 昭慧法師 8

6007 初期唯識思想 昭慧法師 6 6017 四分比丘尼戒經述要 昭慧法師 19

6008 佛教早期思想 性廣法師 6 6018
人間佛教禪法

—基礎禪觀課程
性廣法師 8

6009 佛教的社會關懷 昭慧法師 2

6010 阿含導讀

編號 VCD名稱 內容

V001 第二屆「人間佛教．薪火相傳」學術研討會實況錄影 VCD共7片

性廣法師 75

1997.03.24.學團師生參加於疸華飯店舉行之「比丘尼的砟灣經驗」座談會磣會後合影。



弘誓學院園區名為「鹿野苑」磣以紀念佛陀

初轉法輪、初創僧團之恩德磣並期許師生能在健

全僧團中成長茁壯磣大轉法輪磣報三寶恩。

校舍主要建築有二：依功能區隔磣第一棟名

為「法印樓」磣取其「依三法印實證佛法」及

「效法印順法師」之深意；規劃為禪堂、辦公

室、客堂、教室、會議室砮圖書室。第二棟「尊

悔樓」磣因尊崇並緬念傳悔法師之護助建校、獎

掖後學而命名磣規劃為師生寮房、客房砮齋堂。

其餘並有活動屋一間磣組合屋兩棟磣以為專

修部一、三年級學生教室砮宿舍用途。

a.宿舍面積　約1,197 m2。

b.校園稻面積　約5,972 m2。

c.平均每一住宿生分享之宿舍面積　約40 m2。

d.平均每一學生分享之校園面積　70.3 m2。

校舍及其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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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10.09.校舍落成典禮圓滿磣諸山長老砮貴賓於禪堂合影。



1986年 12.10 性廣法師率眾成立「佛教弘誓協會」磣並開班講授《成佛之道》磣並帶領學員參砮社

會慈善服務活動。是為佛教弘誓學院前身。

1987年∼1988年 由昭慧法師（後擔任學院指導法師）帶領師生成立「護教組」磣並投入多次護法衛

教行動。（見前文「校史」之創立沿革。）

1989年 01 昭慧法師率領弘誓師生發起「杯葛思凡」行動。

10 昭慧法師主編之《杯葛思凡專輯》出版。

11 由於學員漸增磣弘誓協會原有場地不敷使用磣蒙善導寺住持了中法師慈允磣將上課

場地遷至善導寺磣改名為「善導寺弘誓學佛班」磣以推廣佛學成人教育磣並禮請昭

慧法師教授佛法礓階課程。第一期課程為期三年磣學員計三百餘人。

1990年 05.11 昭慧法師砮諸佛學院代表赴立法院磣為宗教教育納入體制而請願。

1991年 11.09 學院出版中心開幕磣命名「法界出版社」。

1992年 02.11 昭慧法師譴責砟灣之「挫魚」風氣磣學院師生發起「反挫魚運動」磣促使行政院長

郝柏村下令禁止挫魚營業。

02.22 善導寺弘誓學佛班師生為玄奘大學籌備處舉行「擊槌興學」書畫義賣展。

10 弘誓學佛班第二期改學制為二年磣開設「學佛行儀」、「佛法概論」、「經典導

讀」、「唯識學概論」等四門課程磣本期約有四百多名學員入學。

1993年 01.13 由學員周松根砮周林美珠伉儷發心提供場地磣弘誓會館砮法界出版社遂於本日正式

遷至砟北市八德路。

學院師生抗議砟南「鹿耳門天后宮文化季」舉辦「抓春雞」戲謔動物之活動磣終使

主辦單位取消剩餘之活動天數。

01.14 善導別苑師生遷入觀音鄉雙林寺磣追隨昭慧法師之學眾從此居有定所。

01.16 學院師生參砮籌備之「中華民國關懷生命協會」正式成立磣昭慧法師當選為創會首

任理事長。

09.26 昭慧、性廣法師至南投向印順法師報告弘誓籌設研究部事宜磣得印順法師之勉勵及

建議。

11.08 研究部舉行第一屆開學典禮。本屆學生以雙林寺參學眾為主磣並未對外公開招生。

1994年 01 「善導寺弘誓學佛班」正式改制為「佛教弘誓學院」。原學佛班化歸為「推廣部」磣

加上原有之「研究部」磣學院此階段分為僧、信教育共二部學制。並得砟北普濟寺

護持磣提供寺中講堂作為推廣部上課場地。

02∼03 昭慧法師率領學院師生投入「護觀音」運動磣為期七天磣終於成功留下砟北市七號

公園內之觀音像。

10.27 民間版「野生動物保育法」於立法院三讀通過磣關懷生命協會等諸多生態保育團體

為保護野生動物及其棲息地磣經年餘之奮鬥磣至此畫下圓滿句點。

1995年 01.08 為宣導野生動物保育觀念磣並推動訂定「動物關懷日」磣學院師生參砮「生態保

育、動物保護攜手同行」活動。

04.10 410教育改造大會於國父紀念館廣場舉行磣昭慧法師擔任副總領隊磣弘誓師生踴躍

參加設攤位及遊行活動。

12 由於研究部學員日增磣雙林寺舊有宅院不敷使用磣故增建研究部圖書室及校舍鐵屋

於雙林寺對街。1996年5月19日（浴佛節）落成啟用。

1996年 09.19 由於學團人數日增磣教學、住宿、禪修空間皆嚴重不足磣學院遂增購雙林寺旁土

佛教弘誓學院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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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磣約計一千四百五十餘坪磣並籌劃建築校舍事宜。

1997年 02.02 昭慧法師率學眾抵砟中華雨精舍向印順法師辭歲。法師期勉學眾：要從佛法中得到

法喜。他瞺勵學眾們多讀書磣學以致用磣並以自己的經驗現身說法：「讀一遍就不

如講一遍磣講一遍就不如寫一遍。」

03.05 學院推廣部得慧日講堂方丈如虛法師之護念磣第四期第一學年下學期於砟北慧日講

堂首次上課。

03.24 學團師生參加於疸華飯店舉行之「『比丘尼的砟灣經驗』—達賴喇嘛『參考比丘

尼制度』之回應」座談會磣分別由悟因、恆清、昭慧三位法師講述砟灣比丘尼的僧

團制度、學術成就砮社會關懷磣江燦騰教授講述砟灣比丘尼之總體表現。該次座談

會由香光尼僧團主辦。達賴喇嘛因行程已滿磣無法蒞會磣故派澳籍女弟子心明、心

海兩位比丘尼法師砮會。

03.28∼ 學團師生在砟北火車站展開一連三天「呼籲人道處理口蹄疫病豬、呼籲支持動物保

03.30 護法」聯署活動。每日長達十五小時磣聯署民眾踴躍磣三天下來磣計有近十萬人參

加聯署。

05.11 舉行弘誓學院校舍建築動土典禮暨雙林寺浴佛法會。

06.21 建校委員會執委會第二次會議磣成立「弘誓文教基金會」磣選出性廣法師等十一位

董事磣並推舉昭慧法師出任創會第一屆董事長。

11.03∼ 疸藏慈仁格疸至砟北弘誓會館磣砮昭慧法師核對《四分比丘尼戒經》之漢、藏譯

11.04 本磣由法音法師擔任翻譯。11月7∼8日格疸至雙林寺磣賡續譯事；澳洲心海、心

明二位比丘尼於8日上午來寺磣向格疸陳述疸方藏傳比丘尼之處境。

1998年 07.07 昭慧法師參加法瞺山主辦之「兩岸佛學教育認識及發展交流座談會」磣並擔任其中

一場次之引言人。學院由學僧見岸法師負責規劃磣製作學院相關教學活動資料砮海

報磣參加「佛學院博覽會」活動。

08.13 承天寺傳悔法師護念僧學磣致贈新砟幣五千萬元建校基金磣由昭慧法師代表受贈。

傳悔法師慈悲表示：長期以來關注昭慧法師在佛教界之作為砮文章磣故以護持表示

肯定砮支持之意。法師之虔敬念佛、敬順師（廣欽老和尚）教磣承天寺道風之質樸

刻苦磣深深啟發了兩度參訪之弘誓師生。

10.13 經過關懷生命協會將近四年之奮鬥磣動物保護法終於在立法院獲得三讀通過磣此中

最受人囑目的第十條「反賭馬條款」磣係協會最為堅持的條目磣而砟灣也因此成為

世界上第一個依民主立法程序磣制止賭博性動物搏鬥砮競賽的國家。

12.26 桃園縣觀音鄉鄉長郭榮宗伉儷造訪昭慧法師；法師建議鄉長：觀音鄉以「觀音」為

名磣不妨發起農曆二月十九日之觀音誕為「慈悲日」磣辦理各類慈善義賣活動磣並

瞺勵民眾捐獻濟貧救苦之善款。鄉長欣然同意磣並願於其行政裁量權限範圍內磣改

訂於觀音誕舉行鄉運。

1999年 01.09 弘誓文教基金會董事會決議：為感念印順法師思想為學院教學之活水源頭磣於校舍

落成之同步磣於砟北市召開「人間佛教磣薪火相傳」研討會磣研討範圍以「印順法

師思想之理論砮實踐」為主。

01.24 昭慧法師發起「爭取佛誕放假」運動。

06.22 上午十時磣立法院順利通過將佛誕訂為國定紀念日之提案。

09.21 凌晨磣砟灣發生百年來最嚴重的「集集大地震」磣學院師生響應賑災及捐血活動。

弘誓文教基金會亦捐出賑災基金二百萬元。

10.09 本學院新校舍落成暨佛陀聖像開光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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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為慶祝學院新校舍落成磣於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舉行「人間佛教磣薪火相傳—

10.24 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砮實踐」研討會磣為期兩日。現場之討論相當熱烈而精采。第

二日之座談會中磣印順法師弟子慧理法師談述導師平日生活及待人接物之風範磣及

其對女眾之慈悲護念磣座中大眾為之動容磣場面溫馨感人。

10.30 弘一大師德學會議第三日。上午九時磣昭慧法師發表論文「佛教砮女性—解構佛

門男性沙文主義」磣砮會討論頗為熱烈。大陸梵文學家韓廷傑教授指出：1986年磣

砷蘭應國內女眾之要求磣擬恢復比丘尼制度磣故擬派二十位女眾至成都受比丘尼

戒。後無故取消之。翌年韓教授訪砷磣問明原委磣砷蘭佛教當局答道：「我砷蘭佛

教之兩項偉大勝利磣一為聲聞消滅大乘磣二為比丘消滅比丘尼。如果從大乘佛教恢

復比丘尼制度磣豈不是走回頭路了嗎？」韓教授此一補充說明磣充分證明昭慧法師

之推測：南傳佛教比丘尼之消失磣是比丘們的責任。

12.19 砟灣哲學學會舉行兩場座談會磣第一場是由昭慧法師所策畫的「人間佛教之理論砮

實踐—印順法師思想」磣由性廣法師擔任主席磣楊惠南、江燦騰、昭慧法師砮陳

儀深分別就「人間佛教」之主題磣談哲學面、史學面、女性主義砮政教關係之子

題。佛學研究於砟灣哲學界向來只具「邊陲」地位磣此番砟哲會主事者選定「佛學」

範疇做為座談主題磣殊屬難能可貴。

2000年 02.29 弘誓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增設專修部磣提供各道場僧眾以通學方式磣兼顧常住砮學業

之修學管道。

03.19 舉辦第三屆緬甸帕奧禪修營磣為期兩個月磣提供學眾觀摩學習南傳禪法之機會磣本

次參加學員約計百人。

2001年 01.01 昭慧、性廣二法師至華雨精舍磣探望自港歸來的慧瑩長老尼磣並向印順法師報告學

團將舉辦「人間佛教薪火相傳」研討會磣以法供養為法師祝壽。

01.11 學院校舍落成壹磩年紀念特刊《另類師生磣另類經驗》出刊。

01.31 下午磣昭慧、性廣法師率學眾及法印講堂住持見岸法師等磣至華雨精舍向印順法師

拜年。法師勉勵學眾：「我年輕時就一身病磣現在身體仍然不好磣但沒有病磣只是

一天天老化。信佛磣要信佛法磣不能光只是信佛。不是把佛供起來拜而已磣如果這

樣磣會離佛法越來越遠。發心學菩薩磣行菩薩道磣不一定要有高遠的理想磣只要一

步一步堅定地往前走磣就會有大功德。功德大磣力量也就漸漸增強了。有些人過去

生中就曾發過心磣因此今生一發心磣就有很大的功德磣有很大的力量；有些人今生

才開始發心磣因此力量比較小。」

03.30 弘誓文教基金會召開記者會磣主題：1.為來砟的達賴喇嘛「加油！」磣期能恢復藏

傳比丘尼制度。2.為印順法師九六嵩壽秩慶磣將於3/31舉辦「人間佛教薪火相傳」

學術研討會磣研討會中磣宣告廢除「佛門不平等條約—八敬法」。

03.31 印順法師九秩晉六嵩壽秩慶磣弘誓文教基金會舉辦「人間佛教薪火相傳—印順導

師思想之理論砮實踐學術研討會」磣參加者達五百人。

09.11 高雄推廣部完成招生磣並於本磩開始上課。共計新生52人磣舊生151人報名上課。

10 學院正式推出「弘誓網站」磣刊載弘誓學院、法界出版社砮昭慧法師等相關資訊砮

文論磣網址為：www.hongshi.org.tw磣由吳憲中砮張麗雲伉儷負責管理維護事宜。

10.01 學院出版中心「法界出版社」搬遷至砟北市寶清街新址。

佛
教
弘
誓
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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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弘誓學院

地址：328桃園縣觀音鄉大同村11鄰121-5號

電話：03-498-7325

交通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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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客運

大同站

中壢新屋平鎮交流道

佛教弘﹐學險

→

→

新
富
路

← 往新坡

雙林寺

← 往新屋 ← 往新屋（114 號公路）

約　　　5.5 公　　　里

約
　
　
5

公
　
　
里

↑

往
新
坡

↑

↑

↑

↑

往
台
北

往
楊
梅

↓

（112 號公路）往中壢 →

往中壢 →

高

速

公

路

開車：中山高速公路開至「中壢、新屋、平鎮」交流道下磣轉114號公路磣往新屋方

向（但未到新屋）磣行駛約5.5公里磣右轉桃83縣道（新富路）磣往新坡方向磣

行駛約5公里。

公車：中壢火車站前桃園客運「往觀音」線磣於大同站下車磣左轉桃83公路（新富

路）磣行走約8分鐘。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
Fa-kuang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地址：105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60巷20號

20, Lane 60, Kwang-Fu N. Road

Taipei, Taiwan 105, R. O. C.

電話：02-2578-3623     02-2577-7920

傳真：02-2577-6609

網址：http://fakuang.org.tw

電子郵件： fakuang@ms49.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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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級別　招收碩士班學程研究生之佛教文化研修

教育機構。

b.學制

(1)學習年限：正式研究生三年、選修生六年；

一年分二學期。

(2)本所研究生必須修畢必修課程及修滿 36學

分，通過碩士論文後發給畢業證書；修業期

限屆滿修畢規定學分，未通過碩士論文考試

者，得發給結業證書。

c.特色

1.師資陣容堅強。

2.解行並重。

3.培養研究生獨立的研究能力。

4.佛學語文之訓練。

5.施予課餘指導。

6.輔導與資助研究生畢業後繼續研究或就業。

7.圖書設備完善。

8.研究環境優良。

a.創立時間 1989年 9月 21日研究所大廈落成

暨開學典禮。

b.獲准立案機關 1990年 2月 15日教育部臺北

(79)社字第6508號函核准設置「法光佛教文化

中心」。

c.創立宗旨 為因應多元社會的快速發展，提升

解行並備的佛學研究及佛教弘化人才素質。

d.創立沿革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的成立，來自於創辦人

如學禪師培育佛教教育人才的弘願。如學禪師出

生望族，早年畢業於新竹高女；出家後赴日研修

佛法，就讀於日本曹洞宗大本山創辦的東京駒澤

大學，親近澤木興道大禪師修習道元禪法。畢業

返臺後，主持南投碧山巖寺，其後創辦臺北法光

寺、五股智光禪寺、美國法光寺。法師有感於社

會文明的快速發展，佛教界需要有高素質的弘化

人才方可勝任，於1989年9月創立法光佛教文化

研究所，禮請當代佛學大師印順法師擔任本所導

師，聘請美國威斯康辛佛學博士恆清法師擔任首

任所長。

校史

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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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創辦人—如學禪師

如學禪師簡介

如學禪師，字道宗，俗姓張， 1913年 2月

17日誕生於新竹望族，自幼聰明伶俐，秉賦超

凡，高女時代便喜閱經書，善解佛法。

1932年 19歲，在舊制新竹高女畢業後，毅

然發心出家，赴青草湖一同堂（今壹同寺）投玄

深禪師剃染。後來東渡日本，在駒澤大學深造。

禪師除傳曹洞正宗開臺第一代祖師覺力禪師之般

若禪外，又傳日本澤木興道禪師之道元禪。

1940年從日本學成返臺，任教於基隆月眉

山靈泉寺。

1944年住持南投碧山巖寺，創辦碧山佛學

院。 1959年八七水災，殿宇遭山洪沖塌，應臺

北信眾懇請，遂北上創建臺北法光寺。 1961年

新殿落成，次年開設法光佛學講習班，附設定期

佛學講座及禪修會， 1967年增設法光英日語補

習班。

1966年南投碧山巖寺重建落成， 1969年於

碧山巖寺創辦「南光女眾佛學院」。1984年五股

智光禪寺落成，傳授在家菩薩戒，次年於智光禪

寺創辦如學幼稚園。並在洛杉磯開創美國法光

寺。1987年設立法光文教基金會，1989年創辦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

法師興辦教育之精神，乃發自百年樹人之弘

願，期望能夠從此培育出更多更高級的佛教人

才，以因應新世紀所需要的教內新人才。 1992

年元月 30日法師捨報示寂。世壽八十春，僧臘

六十夏，戒臘五十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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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於1989年9月21日舉行開學暨法光新廈啟用典禮。參加典禮的來賓及佛研所師生合影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

創辦人　如學禪師



f. 歷任所長—恆清法師、禪光法師、蕭金松教授

(1)首任所長縮恆清法師

恆清法師簡介

恆清法師， 1943年生，臺灣臺南縣人。東

吳大學英文系畢業，美國羅得島大學教育學碩

士。 1975年依止宣化法師剃度出家。其後，進

入威斯康辛大學就讀， 1984年以《永明延壽禪

師禪淨思想的融合》獲得博士學位，是我國第一

位留美的佛學博士比丘尼。

法師出家前曾任教於東吳大學英文系，博士

畢業後回臺，執教於臺灣大學哲學系，是國內第一

位任教於國立大學的比丘尼。1989年至1992年，

受聘為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第一任所長。1994年

成立「臺大佛學研究中心」，建立系統化的佛學文

獻資料庫（網址為：http://ccbs.ntu.edu.tw）。其後且

至美籌募經費，並在獲得「北美印順導師基金會」

與「中華佛學研究所」全力支持贊助後，於1998

年成立「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簡稱CBETA，網址為：

http:// ccbs.ntu.edu.tw/cbeta）；該會目前已經完成大

正藏1~55冊及第85冊電子化之作業。現任該協會

常務委員。著有：《菩提道上的善女人》、《佛性

思想》等。

(2)螃二任所長縮禪光法師

禪光法師簡介

臺灣省高雄縣人，1941年生。 16歲於南投

碧山巖寺依止如學禪師出家。 1961 年受具足

戒。 1975年於九龍珠海書院外文系畢業， 1977

年隻身赴美於萬佛城法界大學研習， 1978年奉

本所創辦人如學禪師指示，在洛杉磯成立美國法

光寺，擔任住持至今。並於如學禪師圓寂後出任

法光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迄今。

(3)現任所長縮蕭金松教授

1943年生，臺灣省嘉義縣人。政治大學邊

政學系畢業，邊政研究所碩士。曾任蒙藏委員會

秘書、科長，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系所講師、副教

授、所長、系主任等職。現任法光佛教文化研究

所所長，政治大學兼任副教授，講授藏文及現觀

莊嚴論等課程。著有《西藏文法典「松居巴」與

「大金局巴」譯註及研究》（1981）、《宗教對西

藏社會的影響》（1984）、《清代駐藏大臣》

（1996）、《藏族格言詩水木火風四論譯註》

（2000）等書。

g.未來展望

1.造就佛學專才，以便在佛教思想及精神上發

揮引導的功能。

2.培訓佛學院及佛教大學之師資。

3.訓練佛教事業之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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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任所長　恆清法師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

第二任所長　禪光法師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

現任所長　蕭金松教授



a.機構組織

(1)董事會組織

泝財團法人法光文教基金會

沴董事長：禪光法師

沊護法會理事長：負責經費籌募事宜

沝名譽理事長：黃烈火居士

沀理事長：楊德勝居士

泞護法委員：負責推動經費之籌募工作

(2)所務組織

泝導師：印順法師。

創辦人：如學禪師。

所長：蕭金松教授。

沴本所設四小組統籌所務之推展。

1)教學組

負責教師之聘請、研究生之招考、課程

安排等事宜。

2)學術研究組

負責每年定期舉辦本所研究生佛學論文

研討會。

籌劃與國外大學及佛學研究機構進行學

術交流。

3)實踐組

領導實際修行，以加強本所研究生對佛

法之體驗。

4)出版組

負責出版本所師生有關佛學之論文及著

作等。本所已出版《法光學壇》（共 6

期）、《法光雜誌》（1~148期），藉以

推動研究佛學之風氣，提高佛學學術水

準。

b.機構章程　

機構章程內容分列於董事會組織、所務組織

中，不另列載。

a.教師

現任教師人數：高明道老師為專任教師，其他

15人均為兼任教師。

現任教師國籍：高明道老師為德國籍，其他均

為中華民國籍。

男性14人，女性2人。

年資：十一年有 8人（自法光創校至今），三

年有4人，二年有3人，一年有1人。

學歷：博士7人，博士候選人3人，碩士6人。

b.行政人員

專職 5人，兼職 7人。男性 2人，女性 10人。

學歷：高中、大專以上。

c.學生

至90學年度（2001年度）招生至第13屆。

每屆招生正式生約 5~10人。選修生人數不定。

自 89學年度起開始招收博碩士後及所外在學博

碩士研究生選讀本所之課程。

現有全修生13人，選修生52人。

內含外國學生5人（韓國、香港、越南、旅

居印度藏人）。

休學率20%。

d.教職生人數比

90學年度教職生人數比為8.5 : 9.5 : 39（兼

任教職員及選讀生均以二人折算一人。）

教職生資料組織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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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康乃爾大學麥克瑞教授於 1991年 12月 20日蒞所參觀，洽

談兩校之間的學術交流與合作計畫。

（左麥克瑞教授、中冉雲華教授、右恆清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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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師資簡介

（依任教先後為序，目前開課者，詳見本年度課程表。）

姓名 性別 學歷 現職及經歷 （曾粟任教科目

冉雲華 男 印度國際大學佛學博士

加拿大邁克思特大學教授

兼宗教系主任

本所專任教授

中國佛教史、印度佛教史、

中國佛學專題研討、中國佛教

思想問題、禪學與禪宗、

禪學、敦煌學、部派佛教

釋恒清 尼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佛學博士
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本所首任所長

佛學資料與研究方法、

如來藏思想、佛學英文、梵文

傅偉勳 男 美國伊利諾大學哲學博士 美國天普大學教授 華嚴思想、法華思想

鐮田茂雄 男 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 華嚴思想

鄭學禮 男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哲學博士 夏威夷大學教授 中西哲學問題討論

楊惠南 男 臺大哲學研究所碩士 臺大哲學系教授 三論宗要義、天台思想

蔣義斌 男 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 臺北大學歷史系教授 儒佛關係史、中國佛教史

釋惠敏 僧 日本東京大學哲學博士 國立藝術學院教授兼教務長 唯識思想

熊　琬 男 政治大學文學博士 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 唯識思想

曹志成 男 文化大學哲學博士 本所副教授
唯識思想、二諦與三性、

佛教緣起思想專題

蕭金松 男 政治大學法學碩士
政治大學兼任副教授

本所現任所長

藏文、現觀莊嚴論、道次第、

西藏佛教史

林崇安 男 美國萊斯大學理學博士 中央大學教授

漢藏佛學專題、印藏佛學專題、

因明學、宗義、

印度佛教宗派思想、

瑜伽師地論研讀阿含經與攝事分

陳玉蛟

（釋如石）
男 中央大學大氣物理碩士 曾任中華佛研所副研究員 入中論

陳儀深 男 政治大學政治學博士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研究員

政教關係專題研討

高明道 男
中國文化大學碩士

臺灣師大國文研究所博士班
本所專任副研究員

佛學資料與研究方法、英文佛

學資料選讀、最近歐美佛學研

究、佛教文獻學、語文版本

學、佛學英文、目錄學概論、

注釋學概論、語言學概論、翻

譯學概論、版本斠讎、佛典斠

釋研究、印度佛教史、巴利

語、巴利故事選讀、勝天王般

若經專題研究

萬金川 男 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 中央大學教授
明句論、中觀哲學、俱舍研

究、梵文佛典選讀、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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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進杉 男 政大法學碩士
故宮博物院

本所教師

藏文佛典導讀、

書法寫經

劉嘉誠 男 臺大哲學研究所博士班
本所及華嚴專宗研究所

教師

中觀學

釋智學 女
日本東京大學印度哲學佛教

學博士
大仁技術學院助理教授

禪宗專題、

五代的宗教與文化

劉國威 男
美國哈佛大學梵文及印度研

究博士
本所教師

印藏佛教宗義、

喜瑪拉雅地區的佛教

呂凱文 男 輔仁大學哲學博士 本所教師 比較宗教學

見悲青增 男 色拉寺格西 本所交換學生 藏傳因明概論

許明銀 男
政治大學法學碩士、

東京大學印度哲學研究所二年
輔仁大學助理教授

西藏佛教史、西藏佛典選讀、

日文佛典選讀

楊郁文 男 高雄醫學院醫學學士
中華佛研所研究員

國內研究阿含經權威

阿含經的研究

釋達和 尼 日本駒澤大學文學博士 巴利文專家 巴利佛典選讀

釋性空 僧 捷克布拉格大學主修哲學 捷克人 巴利佛典選讀、巴利文

釋法海 僧 倫敦大學醫學博士 澳洲人 佛學英文

達安伯 男 夏威夷大學佛學博士 佛學英文

柯嘉豪 男 美國史丹佛大學博士 中央院究院史語所 佛學英文

許洋主 女 臺大歷史研究所碩士 本所教師
佛學日文論著選讀、

梵文金剛經研究

陳先智 男 日本東京教育大學文學博士 中國文化大學日文系教授 佛學日文

張福成 男 政治大學法學碩士 專業藏文翻譯 藏文、西藏佛教史

季旭昇 男 臺灣師大文學博士 臺灣師大國文系副教授 古漢語研究、古文字研究

汪　娟 女 中國文化大學博士 銘傳大學副教授 中國佛教史

李安德 男 芝加哥皇家大學心理學博士 輔仁大學教授 超個人宗教心理學

黃俊威 男 臺灣大學哲學博士 華梵大學副教授 印度佛教專題研究

陳慶英 男 北京中央民族學院藏學所碩士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西藏佛教史

陳宗元 男
日本九州大學印度哲學博士課

程修畢
任教元智大學 印度思想史

吳老擇 男 日本大正大學博士課程修畢

日本大正大學講師

元亨佛研究所所長及主任

教授

佛學日文「西藏人的思維方

法」、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佛教聖典選讀、俱舍論、一切

有部為主的論師與論書的研究

賴鵬舉 男 臺北醫學院醫學士 本所及圓光佛研所教師
佛教臨終學、

犍陀羅佛教與大乘的起源

果碩仁波切 男 西藏拉然巴格西 曾任色拉寺及下密院堪布 顯密地道次第

周潤年 男 北京中央民族學院碩士
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教授

藏學研究學院副院長

西藏佛教文化專題

蔡耀明 男
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佛學研

究所博士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

究所助理教授

佛教般若學

姓名 性別 學歷 現職及經歷 （曾粟任教科目



e.校友

凡入本所就學者皆為當然校友，其中修畢學

分通過論文考試畢業者 13人，修畢學分結業者

129人。分布於士農工商各行業。

畢業出路：本所擬按研究生之興趣與意願，

資助研究生畢業後出國深造或輔導在國內推展佛

教弘法事業。截至 2001年止已有第二屆研究生

智學法師，榮獲日本東京大學印度學哲學研究所

博士學位，自運法師榮獲英國牛津大學東方研究

系梵文巴利文組博士學位，第三屆研究生黃繹勳

榮獲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宗教系博士學位。此外尚

有多人正在攻讀學位中。選修生校友中獲國內博

士學位者亦有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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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8月中日佛教之交流—日本著名學者鐮田茂雄教授暑

期應聘客座講授「華嚴思想」

學年別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合計

男（僧） 0 1 2 1 0 1 1 0 1 1 0 2 2 12

男（俗） 7 7 5 14 9 5 4 7 6 5 0 3 6 78

男合計 7 8 7 15 9 6 5 7 7 6 0 5 8 90

女（僧） 5 5 4 2 8 3 2 3 5 2 4 2 7 52

女（俗） 7 11 7 5 14 6 8 2 5 4 5 11 10 95

女合計 12 16 11 7 22 9 10 5 10 6 9 13 17 147

總人數 19 24 18 22 31 15 15 12 17 12 9 18 25 237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生男女僧俗人數統計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正式研究生、選讀研究生人數統計

學年別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合計

正式生 10 11 6 7 3 5 5 0 2 2 4 4 5 64

選讀生 9 13 12 15 28 10 10 12 15 10 5 14 20 173

合計 19 24 18 22 31 15 15 12 17 12 9 18 25 237

備註： 89 學年開始增收博碩士後及博碩士在學研究生選讀生。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生正讀、選讀時學歷程度統計

學年別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合計

博士 0 0 0 1 2 1 0 0 0 0 0 0 0 4

碩士 1 4 3 2 2 2 1 1 4 2 0 9 7 31

博士班 0 0 0 1 0 0 0 0 1 1 0 1 0 4

碩士班 1 0 2 1 1 2 0 0 0 3 0 2 8 20

大學 13 20 7 16 23 7 12 7 4 3 7 5 6 130

專科 2 0 4 1 1 0 1 3 4 3 2 1 4 26

佛學院

合計

2 0 2 0 2 3 1 1 4 0 0 0 0 15

19 24 18 22 31 15 15 12 17 12 9 18 25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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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學分數

必修課程

及學分

選修

課程

阿含經研究、研究資料與論文寫作、古漢語或古文字學。 12

經典語文：梵文、藏文、巴利文，三者選一。 4

佛學外語：英文、日文，二者選一。

（經典語文及佛學外語，均為二年，第一年 0 學分，已具相當程度得通過甄試免修第一

年，未開設語文第二年時，得以相關課程代替。）

4

各組佛教史：中國佛教史、印度佛教史、西藏佛教史，三選一。

文獻學概論、語言學概論、目錄學概論、翻譯學概論、佛典斠釋研究、版本斠讎、

中西哲學問題討論、宗教心理學、比較宗教學。

共同

科目

中國佛學組

三論宗哲學、禪學與禪思、天台思想、華嚴思想、法華思想、儒佛關係史、

敦煌學、中國佛教思想問題、中國早期禪學文獻解讀、佛教圖像整合研究、

佛教臨終學、唐代的華嚴學與龍門擂鼓臺的造像、中國早期的淨土學、

佛教圖像整合研究。

印度佛學組

印度佛教宗派思想、部派佛教、中觀哲學、唯識思想、如來藏思想、

因明學、明句論、俱舍論、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一切有部為主的論師與論

書的研究、印度思想史、二諦與三性、佛教緣起思想專題。

西藏佛學組

西藏佛典選讀、漢藏佛學專題、印藏佛學專題、藏文現觀莊嚴論選讀、

道次第（藏文）、宗義、入中論、阿含經與攝事分（漢藏文對讀）、

瑜伽師地論研讀（漢藏文對讀）、西藏佛教文化專題、喜瑪拉雅地區的佛教、

印藏佛教宗義。

分組科目

4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課程架構

a.課程架構

畢業學分：本所研究生必須修畢必修課程及修滿36學分。

研究組別分為三組：

印度佛學組、中國佛學組、西藏佛學組。

研究生可依志願選組。

課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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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八十九學年度緹2000年度蓐課程表

c.九十學年度課程表

課程名稱 任課教師 學期 / 學分 上課時間

梵文（一） 釋恒清 2/0 週一 / 8：10~11：00

巴利語入門 2/3 週一、三、五 / 14：10~15：00

巴利故事研究 2/2 週一 / 15：10~17：00

日文（一） 陳先智 2/0 週一 / 15：10~17：00

藏文（一） 張福成 2/0 週二 / 8：10~10：00

俱舍論 吳老擇 2/2 週二 / 8：10~12：00（隔週上課）

西藏佛教史 許明銀 2/2 週二 / 14：10~16：00

最近歐美佛學研究 2/2 週三 / 8：10~10：00

語言學概論 1/2 週三 / 10：10~12：00（上學期）

文獻學概論 1/2 週三 / 10：10~12：00（下學期）

古文字研究 季旭昇 2/2 週三 / 16：10~18：00

佛法與佛學的研究 高明道 2/2 週三 / 19：10~21：00

瑜伽師地論藏漢對讀 林崇安 2/2 週四 / 8：10~10：00

藏文現觀莊嚴論選讀 蕭金松 2/2 週四 / 10：10~12：00

中國佛教史 汪娟 2/2 週四 / 14：10~16：00

阿含經研究 楊郁文 2/3 週五 / 8：10~12：00

日文（二） 陳先智 2/2 週五 / 8：10~10：00

印度佛教史 高明道 2/2 週五 / 15：10~17：00

犍陀羅佛教與大乘的起源 賴鵬舉 1/2 週五 / 15：00~17：00（上學期）

高明道

高明道

課程名稱 任課教師 學期 / 學分 上課時間

梵文（一） 釋恒清 2/0 週一 / 8:10~11:00

巴利語入門 2/3 週一、三、五 / 14:10~15:00

巴利中部契經選讀 2/2 週一 / 15:10~17:00

日文（一） 陳先智 2/0 週一 / 15:10~17:00

藏文（一） 張福成 2/0 週二 / 8:10~10:00

俱舍論 吳老擇 2/2 週二 / 8:10~12:00（隔週上課）

西藏佛教史 許明銀 2/2 週二 / 14:10~16:00

最近歐美佛學研究 2/2 週三 / 8:10~10:00

目錄學概論 1/2 週三 / 10:10~12:00（上學期）

版本斠讎學 1/2 週三 / 10:10~12:00（下學期）

印藏佛教宗義 劉國威 1/2 週三 / 15:10~17:00（上學期）

佛學資料與論文寫作 高明道 2/2 週三 / 19:10~21:00

喜瑪拉雅地區的佛教 劉國威 1/2 週四 / 8:10~10:00（下學期）

藏文現觀莊嚴論選讀 蕭金松 2/2 週四 / 10:10~12:00

中國佛教史 汪娟 2/2 週四 / 14:10~16:00

阿含經研究 楊郁文 2/3 週五 / 8:10~12:00

日文（二） 陳先智 2/2 週五 / 8:10~10:00

印度佛教史 高明道 2/2 週五 / 15:10~17:00

高明道

高明道



a.招生日期 每年6月第三個星期之星期六、日

二天。

b.招生方式及入學資格

(1)每年暑期招考大專及大學部佛學邯畢業生。

(2)甄選博碩士後及博碩士班在學研究生選課。

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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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91學年度招生簡章

一 、宗旨

為造就佛教文化學術專才，以便在佛教思想及精神上發揮引導的功能。

培訓佛學院及佛教大學之師資。訓練佛教文化事業人才。

二 、報考資格

1.大學或專科畢業。　　　　　　　　　　　　 2.佛學院大學部畢業。

3.正讀研究生36歲以下，選讀研究生不限。 4.正讀生男性限役畢（選讀生不限）。

三 、考試科目

1.普通科目：泝國文沴英文。　 2.專門科目：泝中印佛學沴中國佛教史。　3.口試。

四 、報名時間

1.通訊報名：即日起受理。 2.親自報名：2002年6月3日至6月18日。

五 、報名及考試地點：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60巷20號4樓

電話：(02)2578-3623 2577-7920 傳真：(02)2577-6609

六 、報名手續

1.填寫報名表。　　　　　　　　2.繳學歷證明書及畢業成績單影印本。

3.繳交兩吋半身正面近照3張。　 4.繳交報名費600元。

5.繳600字左右之自傳。

七 、研究生分類及名額

正讀研究生(full-time) 5-10名，選讀研究生 (part-time) 若干名。

八 、研究組別：1.中國佛學組　2.印度佛學組　3.西藏佛學組。

九 、考試日期：2002年6月22、23日（星期六、日）兩天。

十 、錄取通知：考試後二週內，於本所正式放榜，並個別通知。

十一、研究期限：正讀研究生以三年為限，選讀研究生以六年為限。學分修滿論文審查通過口試及

格，發給畢業證書或學科證明。

十二、在學待遇

1.正讀研究生：每月發給研究獎助金，提供免費膳宿。

2.選讀研究生：需繳學分費（每學期每學分捌佰元）。

十三、畢業出路

1.資助出國進修。　2.推荐至佛學院授課。　3.推荐至佛教文化事業或機構任職。

4.聘為本所研究人員。

十四、入學考試參考書目（為方便考生，本所代售下列書籍）

1.《中國佛教史》 鎌田茂雄著 關世謙譯 新文豐

2.《中國佛教史概說》 野上俊靜著 釋聖嚴譯 商務

3.《中國佛教思想概論》 呂澂著 天華

4.《印度佛學思想概論》 呂澂著 天華

5.《印度佛教思想史》 印順導師著 重閣

6.《佛法概論》（妙雲集） 印順導師著 重閣

7.《佛陀的啟示》 Walpola Rahula 慧炬



a.正式研究生免學費，免費提供膳宿。

b.選讀研究生需繳學分費，清寒者得申請免繳。

a.正式研究生按月發給研究獎助學金新臺幣五千

元，並得申請所外其他獎學金。

b.畢業或結業研究生出國進修攻讀博碩士學位

者，可申請「法光留學獎學金」及「如學留學

獎學金」。前者對外開放，後者只接受本所校

友申請，十二年來受獎人數計 99人次，累計

發給獎學金額382,100美元。

「法光留學獎學金申請辦法」如下。獎助學金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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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甄選博碩士後及博碩士班在學研究生選課簡章

一、宗旨

為充分利用本所教學資源，擴大佛教文化研究人才培訓，歡迎已獲國內外博碩士學位社會人士及

肄業中的所外研究生，申請選讀本所佛學語文及佛教文化專題課程。

二、選修年限：一年以上，最多以六年為限。

三、申請時間、地點及方式：即日起至2002年7月3日截止，一律通訊報名。

地址：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60巷20號

電話：(02)2578-3623

四、申請手續

1.填寫申請表，並貼兩吋近照一張。

2.繳交最高學歷證明書及成績單影印本各一份。

3.博、碩士班肄業生另附就讀系所推荐函及研究計畫。

4.繳交六百字簡歷自傳（含申請就讀本所之動機）。

5.繳交審查費壹仟元（請買郵局匯票或銀行支票）。

五、錄取通知

2002年7月5日於本所公告，並寄發初審錄取通知。

六、選課及收費辦法

1.按選修課程每週上課時數，每學期酌繳學分費（每學期每學分八百元）。

2.限於教室容量，各項課程選修人數必要時得予限制，不得異議。

七、上課與作業

選修課程應按時上課，並依規定繳交作業。

八、學科成績證明：選修成績及格（70分為及格），由本所發給學科成績證明書。



a.圖書館

(1)館藏數目：16,000冊中外文佛教文化圖書。

(2)檢索設施：榮樺圖書軟体，公共區域備有3

臺電腦提供查尋。

(3)館藏特色：本所圖書館設備完善。現有中、

日、英、梵、巴、藏等語文之佛學專書、工

具書、雜誌、期刊及文、史、哲叢書，藏書

豐富。備有電腦、傳真機、影印機、閱覽

室、研究桌等。每年並設有專款添購圖書，

希望以後能為社會提供佛學資料方面諮詢服

務，成為質量俱優的圖書館。

b.資訊裶備

本所備有 13臺電腦及其相關周邊設備，液

晶投影機、傳統投影機、幻燈機、錄音機、照相

機、影印機等多臺。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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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留學獎學金申請辦法

緣起：法光佛研所首任所長恒清法師，以僧尼之身份，隻身前往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進修獲得佛學博士

學位。其間但憑法師於校方所申請之獎學金支付所需之開銷，課業繁重之餘尚需擔付生活之壓

力，倍覺艱辛。法師親自體驗留學生活之困境。因此特地發起設立「法光留學獎學金」。今法

光文教基金會為秉承法光佛研所創辦人如學禪師之遺志，致力於栽培解行並重，品學兼優的佛

教師資人才，故繼續辦理此項獎學金，以嘉惠更多的學子。

宗旨：資助在國外攻讀佛學碩士、博士之留學生。以免因昂貴學費而輟學，助其順利完成學業。

資格：(1)正在國外大學攻讀佛學碩士、博士之留學生。

(2)已取得入學許可證明之佛學碩士、博士之新生。

名額：數名（視年度預算增減名額）。

金額：博士生美金參仟元，碩士生美金貳仟元（視申請者財力酌予增減）。

辦法：(1)填寫申請表及年度收支預算表。

(2)需繳交中文佛學論文乙篇，約一萬字左右。

(3)在校生需附在學證明書及成績單。

(4)新生需附入學許可證明書。

(5)博士最多可獲三次，碩士二次的獎助。

(6)自傳一份。

(7)郵寄或親自申請均可。

(8)請勿一稿數投，一經錄取版權即歸本會所有，未經錄取者，恕不退件。

申請日期：每年申請一次，6月30日截止。

公佈日期：8月30日前。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法光文教基金會

地　　址：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60巷20號

電　　話：(02)2578-3623、2577-7920 傳真：(02)2577-6609

圖書館



c.宿觼

研究生宿舍完備。1~2人一房，備衣櫥、書

架、書桌，寢具齊全，採光優良，空間寬敞，提

供最好之研究環境是本所特色之一。

d.活動中心

一樓有可容納150人之大型演講廳，經常舉

辦學術演講及專題研討會。

二樓有可容納150人打坐之禪堂，經常舉辦

各項禪修活動。

e.休閒裶施

地下室備有餐廳、交誼廳、桌球室。庭院可

打羽毛球等。

a.學生社團　成立讀書會，分「阿含經研究」、

「藏語會話」、「現觀七十義研究」三組進行。

b.體褬活動 登山、郊遊、國內外旅行、桌球比

賽、羽毛球比賽。

c.學蜾活動

每年定期舉辦研究生佛學研討會，並邀請國

內研究生進行學術交流。參加佛學論文發表會。

不定期舉辦特定專題佛學講座及座談會。

d.課外活動

(1)本所設有禪堂，鼓勵研究生禪修。每學期舉

辦禪修活動。

(2)全所師生定期訪謁印順導師，參訪諸山長

老、道場及各佛學院所。

設有法光出版社、法光雜誌社。

a.「法光出版社」已先後出版下列出版品。

1.《佛教的思想與文化：印順導師八秩晉六壽

慶論文集》（1991年4月）。

2.《如學禪師紀念論文集》（1993年3月）。

3.《如學禪師永懷集》（1993年3月）。

4.《法光學壇》（創刊號）（1996年）

5.《法光學壇》（1-5期）（1997-2001年）

b.「法光雜誌社」按月出版一期《法光》，為對

開之報紙型刊物，每期四版一大張，第一版刊

登所內外佛教活動訊息及短評專欄，第二、三

版刊載短篇佛學論述，第四版經常刊出教界人

物專訪。迄2001年底已出到第148期，完全免

費贈閱，函索即寄。

學術出版

校園生活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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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

法光佛研所師生晉謁導師印順法師 1997年9月5皕7日法光佛研所主辦第八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a.校園菔蔟 800 m2（包括法光寺支援空間）。

b.校觼菔蔟　2,200 m2。

c.平均每一研究生分享之校園菔蔟　20 m2。

d.平均每一研究生分享之校觼菔蔟 55 m2。

（研究生人數，選讀生以二人折算一人，合計

本所目前在學人數40人。）

每學年舉辦二期，每期各三個月：3~5月，

10~12月。最近二年開設課程如下表。

佛學推廣教育

校舍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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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口試日期 研究生 論 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001 1994.06.10 黃繹勳 「觀心與成佛」—永明延壽《觀心玄樞》第二問的研究 釋恆清

002 1994.07.06 釋德祖 見月讀體律師之戒律思想初探 藍吉富

003 1994.08.31 曹志成
《空有之諍的研究》—

以清辨對瑜伽行派三性思想之批判為解釋線索
萬金川

004 1995.03.25 釋真觀 梵藏《淨明句論—第十九品觀時》譯註 萬金川

005 1995.07.24 黃俊梅 《須摩提菩薩經》研究 高明道

006 1997.02.20 釋繼彥 《普門品經》探究 高明道

007 1997.06.20 釋天禪 宗密《圓覺經道場修證儀》之研究 釋恆清

008 1997.08.19 釋會晟 《思擇炎》Ⅳ•〈入聲聞之真實〉之基礎研究 萬金川

009 1998.08.28 釋清聖 明成祖佛教政策之研究 蔣武雄

010 1998.10.02 釋傳德
《雜阿含經•因緣相應》初探—

以藏本《瑜伽師地論•攝事分〈緣起〉》初頌為彙編之依據
林崇安

011 1998.10.02 柯春玉 《雜阿含經•陰相應》初探—藏本《瑜伽師地論》為彙編之依據 林崇安

012 1998.12.14 釋果定 臨終與助念之探討 釋慧嚴

013 1999.07.23 釋心儀 《嘎雅山頂經》之文獻研究 高明道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歷屆畢業研究生論文目錄

c.歷屆畢業研究生論文

八十九學年度開設推廣教育課程

課程名稱 任課教師 上課時間（19:00-21:00粟

佛學英文 李儀老師 週一

中觀學 劉嘉誠老師 週二

書法寫經 胡進杉老師 週三

佛教般若學 蔡耀明老師 週四

佛教發展史 高明道老師 週五

課程名稱 任課教師 上課時間（19:00-21:00粟

佛教般若學 蔡耀明老師 週一

藏傳因明概論 見悲青增法師 週二

書法寫經 胡進杉老師 週三

現觀莊嚴論 蕭金松老師 週四

唯識學 熊琬老師 週五

九十學年度開設推廣教育課程



1989年 07.15~16 78學年（第一屆）招生入學考試。

09.21 法光佛教研究所落成暨開學典禮，由創辦人如學禪師、所長恒清法師共同主持，

參加典禮的緇素來賓將近千人。

10.12 教育部核准設立「法光文教基金會」。

11.24 舉辦學術演講活動，由鄭學禮教授主講：「中國佛學與東亞社會」。

11.25 舉辦學術演講活動，由冉雲華教授主講：「佛教與現代生活」。

11.26 舉辦學術演講活動，由楊惠南教授主講：「信仰與土地」。

12.01 設置「法光留學獎學金」。

12.02 日本曹洞宗緇素訪問法光寺及法光佛研所。

1990年 01.13 參加第一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的國外學者17人連袂訪問法光佛研所。

02.13 成立「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護法會」。

04.22 顯明法師與沈家楨居士蒞所訪問。

06.10 主辦「佛教辦大學的現實與理想」座談會。

07~08 聘請現任美國天普大學傅偉勳教授講授「從原始佛教到大乘佛學」密集課程。

07.10 成立「法光佛典翻譯中心」。

10.17 華梵工學院于傑民院長及陳珍漢教務長蒞所參觀，針對教育推廣與恆清法師交換

意見。

12.20 美國康乃爾大學麥克瑞教授蒞所參觀，洽談兩校之間學術交流與合作計劃。

12.26 日本著名學者鐮田茂雄教授蒞所參觀並答應暑期來所開「中國華嚴史」課程。

1991年 01.01 香港學者霍韜晦教授蒞所參觀。

01.07 法光佛研所與輔大建立學術合作，包括交換師資及互相承認學分。

04.02 出版《佛教的思想與文化》一書，恭作印順導師八秩晉六賀禮。

05.27 加拿大 Calgary 大學宗教學教授暨亞細亞研究會會長Leslie Kawamura教授蒞所參

觀。

07.09 傅偉勳教授暑期佛學講座「佛教思想與現代思潮」精彩十四講。

09 法光佛研所首開「敦煌佛典」課程，由冉雲華教授授課。

09.07~09 法光佛研所主辦第二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09.19 「國際佛教婦女協會」創始人兼會長Karma Lekshe Tsomo 蒞所參訪

10.19 開證法師率護僧會一行蒞所參觀。

10.10 法光佛研所西藏佛學組指導老師歐陽無畏先生圓寂於榮總。

12.11 朱秉欣神父、周聯華牧師蒞所參觀。

12.23 美國加州大學Madawala Seelawimala教授蒞所參觀，並拜會所長盼與法光進行學

術合作。

12.28 法光佛研所所屬之「法光寶塔」舉行落成開光典禮。

1992年 01.26 「身心靈整體健康新知」研習會假法光佛研所舉行。

01.30 法光佛研所創辦人如學禪師圓寂。

02.18 在美國法光寺設立「如學獎學金」。

03.15 為法光寺開山住持及法光佛研所創辦人如學禪師舉行追思荼毗大典。

04.15 吳汝鈞教授蒞所專題演講。

05.01 ICRT電臺以「宗教教育問題」專訪所長恆清法師。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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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3 與佛青基金會合辦「關懷臺灣佛教」演講會。

05.24 與佛青基金會合辦「臺灣佛教的過去現在未來」座談會。

05.26~27 為報答創辦人辦學育才、廣利群生志行德業，特舉辦感恩佛學講座。

06.01 威斯康辛大學博士，現任新加坡大學教授古正美蒞所演講。

06.10 舉辦第三次「宗教對談」，暢談「宗教之婦女觀」。

06.13~14 現代佛教學會假法光舉行學術研討會。

06.16 墨西哥Leonardo教授蒞所訪問。

07.10~14 法光舉辦第一屆「大專青年佛學夏令營」，主題「佛性思想」。

07.25 美港臺諸位法師相偕蒞所訪問。

08.02~10 法光佛研所研究生一行十人參訪韓國各古寺名剎。

08~09 本學期法光佛研所成立八組讀書會。

09.17~19 為迎接新的學期開始，由禪光法師帶領舉行禪坐共修三天。

10.22 特邀旅美 IOWA大學著名佛教學者巴宙教授蒞所演講。

舉行 81學年研討座談會，邀請惠敏法師、巴宙教授、蔣義斌教授、熊琬教授主

講，並與本所學生進行面對面的討論。

11.01 本所研究生黃繹勳獲得加拿大佛教會佛學論文首獎。

11.20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Dr. Robert M. Gimello教授蒞法光參訪並以「研究華嚴的原則

與方法」為題發表演說。

11.23 十方禪林佛學院學員蒞法光參訪。

12.13 邀袞卻格西蒞臨法光演講，主題為「談死亡、中陰身、和來世」。

12.20 邀袞卻格西蒞所第二次演講，主題為「何謂金剛乘」。

1993年 02 法光續辦第二期讀書會。

04 法光第二屆學生釋智學考取日本交流學會獎學金，準備赴東京大學攻讀。

03.09 法光出版社出版「懷思錄」追思如學禪師。

03.10 印度菩提伽耶寺住持Gnana Jagat尊者蒞所參觀。

04 所長恆清法師代表臺灣出席在美國成立的「國際電子佛典聯合會」。

06.10 法光佛研所與「世界宗教研究院」合作提供「論文撰寫獎助學金」。

08.19 美國智慧文化出版社負責人Dr. Ribush蒞所訪問，由高明道老師陪同參觀法光佛

研所。

09.01 恆清法師請辭法光佛研所所長，由基金會董事長禪光法師暫代所長職務。

09.15 監察院陳履安院長蒞臨法光佛研所，期勉學子具足見地、修證、行願。

10.02 法光佛研所首度推出佛學推廣教育課程，本期開設「佛教藝術概論」、「中國佛

教的傳播與高僧」、「藏傳佛教」三門，前二者分別由李玉、蔣義斌教授授

課，後者則邀藏傳各教派仁波切及學者專家作系列演講。

10.18 印度德里大學佛學研究系教授Dr. Sharma蒞所參觀，歡迎同學赴印留學。

1994年 02.26 為使所內同學對佛學解行並重，所長禪光法師帶領同學舉辦禪三共修會。

04.28 陝西師範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趙吉惠教授等一行五人蒞所參觀。

04 大陸著名藏學者王堯教授應政大之聘來臺短期講學三個月，前來本所講授「藏傳

佛教專題」課程為期十週。

05.27 維吉尼亞大學宗教研究系教授P. Groner教授蒞所訪問，與師生交流佛學研究經

驗。

06.15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哲學與宗教研究學系教授Rita M Gross教授蒞所訪問，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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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宗教學」為題作專題演講。

07.26 香港浸會學院哲學系高級講師吳汝鈞教授蒞所演講「佛教的體用問題」。

07.27 吳汝鈞教授的第二場演講，題目：「西谷啟治的空的存有論」。

11 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教師委員會一行廿餘人，在總秘書開捨法師及團長林麗芳

居士的帶領下，蒞所參觀。

11.04 許明銀老師主持法光佛研所師生座談會，介紹大陸藏傳佛教現況。

11.12 法光佛研所師生赴臺中法雨精舍訪謁印順導師。

1995年 01.17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副總幹事胡坦教授、四川省民族研究所長周錫銀教授蒞所訪

問。

02.16 為實踐解行並重的辦學宗旨，舉行新學期的期前共修活動。

10 續開佛學推廣教育課程，本期開設「臺灣佛教三百年史」、「巴利文」、「佛學日

文」、「藏文」四門，分別邀請江燦騰、蔡奇林、楊德輝、胡進杉四位老師授

課。每期三個半月。

06.04 法光佛研所舉辦「佛教修行系統與身心科學」研討座談會，共計五場，邀請林崇

安、許明銀、釋昭慧、王溢嘉及翁昌黎等五位專家學者，分別從阿含經、藏傳佛

教、顯教、心理學及認知科學等方面，探討修行與身體、心靈等問題。

06 所長禪光法師為使佛研所之教務工作更能順暢運作，敦請師大國文系王開府教授

為教務長發心協助法光教務規畫。

07.01 臺灣師大李安德教授蒞所演講「超個人心理學與宗教心理學」。

07.03 輔仁大學宗教研究所陸達誠所長等一行三人蒞所訪問，與法光佛研所所長禪光法

師簽訂學術合作同意書，開放雙方之學生校際選課及館藏圖書之借閱。

07.05~07 由臺灣內觀中心、中華慧炬佛學會及法光佛研所聯合主辦的「創造生命的高峰

—佛陀的內觀法門」演講會，由葛印卡大師用三個晚上的時間，講解內觀法門

的三大支柱：(1)道德的訓練，(2)心意的控制，(3)心靈的淨化。

10.01 法光佛研所訂定「集體研究申請贊助辦法」，接受大小型研究計畫申請。

1996年 03.02 法光佛學推廣教育課程，本期開出「華嚴經研讀」、「梵文」、「巴利文」、「藏

文」、「佛學日文」等五門課程，分別由莊崑木、陳一標、蔡奇林、胡進杉、楊

德輝等五位老師授課。

04.24 印度伊迦埔里•達摩吉里（Dhammagiri, Igatpuri）內觀研究所所長潘特博士（Dr.

Ravindra Panth）蒞所參訪，贈送印度文阿含藏一套給法光圖書館。

06.16 法光佛學推廣教育課程結業典禮，由王開府教授致詞並頒發結業證書，並請高明

道老師以「法門無量誓願學」為題，舉行專題演講。

07.13~16 法光佛研所舉辦「『佛學、心理與教育』教師夏令營」，為期四天。

10.01 法光佛學推廣教育課程，本期開設「梵文二」、「佛學英文」、「藏文」、「雜阿

含經導讀」、「大智度論」、「巴利文」等六門課程，分別由萬金川、劉顯親、胡

進杉、陳清惠、莊崑木、蔡奇林等六位老師授課。

09.01 敦聘許明銀教授為法光佛研所教務長。

09.15 法光佛研所八十五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共修活動，由教務長許明銀教授與蔡奇林老

師共同主持新舊生聯合座談會。

10.01 臺南神學院神學研究所師生一行七十餘人，在所長郭榮敏牧師帶領下，蒞臨法光

佛研所參觀訪問。

11.24 法光佛研所舉辦「宗教教育座談會」，由教務長許明銀教授主持，邀請輔大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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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所長陸達誠神父、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育幹事張德謙牧師、釋清如法

師、曹志成老師等各宗教人士會談。

1997年 02.03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創辦人如學禪師圓寂五週年紀念法會，在臺北法光寺舉行。

09.05~07 法光佛研所主辦第八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10.01 法光佛學推廣教育開課，本期開設「中觀」、「藏文」、「唯識論典導讀」、「清

淨道論」、「巴利文」、「佛學日文」，分別由劉松勇、胡進杉、陳清惠、護法比

丘、楊德輝等五位老師授課。

1998年 02.22 享譽西方佛學界的西藏黃教高僧倫珠梭巴格西教授蒞所參觀，並以「菩提心—

藏傳佛法心要」為題演講。

04.08 由所長禪光法師帶領法光師生一同前往臺中法雨精舍向導師祝壽。

07.13~15 舉辦第二屆大專青年佛學夏令營，主題為「解脫道與菩薩行」。

07.19~14 法光主辦「北京大學、社科院宗教所遊學交流團」赴中國大陸參訪。

1999年 07.05~07 代辦美國法光女眾佛學院第一屆招生。

07.09~11 舉辦暑期「法光佛教文化研習營」三天活動，主題為「佛教與文學」。

09.12~14 舉行開學前三天共修活動。

09.15 美國聖格精舍住持師法法師蒞所參觀。

11.02 大陸青年佛教學者龔雋蒞所參觀，並接受法光雜誌的訪問。

2000年 01.01 聘蕭金松教授擔任本所所長。

02.01 創辦人如學禪師圓寂八周年紀念法會。

03.04 佛教文化系列演講之一：邀林崇安教授主講「生活中的禪修」。

04.01 佛教文化系列演講之二：邀藍吉富教授主講「從提婆達多問題談起—兼論佛教

史研究與佛教信仰的衝突現象」。

04 敦聘格魯派高僧前色拉寺堪布果碩仁波切蒞所授課，講授「顯密地道次第」課

程。

04.08 佛教文化系列演講之三：邀楊惠南教授主講「臺灣佛教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04.20 代辦美國法光女眾佛學院第二屆招生。

04.29 佛教文化系列演講之四：邀游祥洲教授主講「煩惱免疫學」。

05.06 佛教文化系列演講之五：邀賴信川教授主講「漫談中國梵唄的發展」。

05.07 邀尼泊爾藏僧珠脫仁波切蒞所演講「談轉念」。

05.20 佛教文化系列演講之六：邀李玉教授主講「慈航普渡論觀音」。

05.09 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旦增彭措．阿底夏，偕格西丹增協饒等人來所訪

問，參觀本所圖書館及相關設施，交換學術交流意見，決定選派藏僧來所就讀。

06.03 佛教文化系列演講之七：邀毛繼增教授主講「西藏佛教音樂」。

06.17 佛教文化系列演講之八：邀胡進杉教授主講「佛教與書法」。

06.30 為提供資源與社會共享，開放多元入學管道，接受博碩士後及在學博碩士研究生

申請選修本所課程。

07.07 核定89學年度甄選「博碩士後及在學博碩士生選讀本所相關課程」名單，錄取7

名。

08.21 發放89年度法光留學獎學金，計有8人獲獎。

09.13~14 董事長禪光法師指導本所研究生禪修。

09.20 接受兩名旅印藏僧來所就讀，成為本所正式研究生。

10.01 佛學教育推廣課程開始上課。本學期開設「佛學英文」、「中觀學」、「書法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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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佛教般若學」、「佛教發展史」五門課程。每期3個月，晚上上課。

10.07 佛法與人生系列演講之一：邀蕭武桐教授主講「生活的智慧——平常心是道」。

10.21 佛法與人生系列演講之二：邀鄭源和博士主講「開悟的前題與人生的意義」。

11.04 佛法與人生系列演講之三：邀高明道教授等人主講「佛教的社會關懷—圓滿教

育經驗談」。

11.10 耶喜喇嘛二世（宇色仁波切）之師格登卻佩格西等一行蒞所參觀。

11.18 佛法與人生系列演講之四：邀惠敏法師主講「佛法與情緒管理」。

11.23 美國哈佛大學梵文與印度研究學系系主任范德康教授等一行4人蒞所參觀，與本

所師生座談近2小時，談印度、尼泊爾、西藏學的發展趨勢。

12.09~10 協辦「公元二千年兩岸藏學會議」，在政大公企中心會議廳舉行兩天。

12.16 佛法與人生系列演講之五：邀昭慧法師主講「紅塵人間好修行」。

12.30 佛法與人生系列演講之六：邀法光寺住持禪得法師以閩南語主講「為什麼要皈依

三寶」。

2001年 01.06 佛法與人生系列演講之七：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所長盧惠馨教授主講「現

代佛教『信徒』的探討」。

01.20 創辦人如學禪師圓寂九周年紀念法會。

04.14~15 本所師生一行，赴南投訪謁導師印順法師。並參訪佛教弘誓學院、福嚴佛學研究

所，及祥光寺、碧山嚴寺、白馬山菩提講堂等佛教道場，遊覽阿里山。

04.28 本所第二屆畢業研究生智學法師，榮獲日本東京大學印度學哲學研究所博士學

位，蒞所演講：「所知所見所聞—留學點滴」。

05.05 智學法師第二場演講：「話說『永明延壽』—兼談中國佛教研究」。

06.01 邀中華佛學研究所等十一所佛學院所負責人或代表蒞所，就教育部擬議開放「宗

教研修學院」設置事宜研商共識。

07.03 第二次邀集十一所彿學院所負責人或代表蒞所，繼續研商有關宗教研修學院建議

事項，凝聚四項共識意見，函請教育部專案小組參考。

07.06~08 舉辦「大專暑期禪修營」，邀請中華康堤禪修會導師鄭源和博士全程指導，有90

名學員參加。

07.10 本所第三屆研究生黃繹勳於今年五月份獲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宗教系博士學位，目

前擔任美國威廉與瑪莉大學宗教系助理教授，回所訪問。

09.05 本所第二屆研究生自運法師於今年四月份獲牛津大學東方研究系梵文巴利文組博

士學位，並獲牛津大學聖希爾達斯學院授予榮譽研究員資格，回所訪問。

09.12 舉辦「動態內觀禪」禪修活動，邀請林崇安教授指導，全體師生參加。

10.01 90學年佛學推廣教育課程開課，本期開設「佛教般若學」、「藏傳因明概論」、

「書法寫經」、「現觀莊嚴論」、「唯識學」等五門課程。

10.04 福嚴佛學院、佛學研究所師生一行40餘人，在院長厚觀法師帶領下，蒞所訪問，

交流座談。

11.13 參加「兩岸佛學教育研究現況與發展研討會」的大陸學者宗舜法師等一行11人蒞

所參觀，進行學術交流。

12.22~23 紀念創辦人如學禪師圓寂十週年，舉辦「青年學者佛學講座」，邀請黃柏棋、呂

凱文、李玉珍、王惠雯、賴賢宗、劉國威等六位青年博士，舉行一連六場的密集

學術演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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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

地址：105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60巷20號

電話：02-2578-3623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附近公車路線

光復北路（監理處站、榮民服務處站、博仁醫院站）：204,  254,  266,  278,  282,  288,  0東

八德路（光復路口站、美仁里站）：202,  203,  205,  257,  276,  288,  605

南京東路（寧安街口站）：46,  69,  54,  306,  307,  311紅,  277,  279,  604,  基隆—三重南京線

最近之捷運站：板南線國父紀念館站，下車約走十分鐘。轉搭公車僅二站。

交通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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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雲佛學院
Fayun Buddhist  Inst i tute

戒定慧學
慈悲喜捨

地址：364苗栗縣大湖鄉富興村16鄰法雲寺11號 法雲禪寺

11, Fuxing, Dahu Village

Miaoli County, Taiwan 364, R. O. C. (Fayun Temple)

電話：037-991-045

傳真：037-994-409

院 訓

法
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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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級別　尼眾佛學院初級班。

b.學制

(1)平均學習年限：三年。

(2)採半年一學期制。

a.創立時間　1968年3月22日開學。

b.獲准立案機關　中國佛教會。

c.創立宗旨與目標

本院以培養德學兼優之佛教人才為宗旨磣教

育三無漏學磣俾能循道律己磣弘法利生為目標。

d.創立沿革

1965年磣法雲禪寺第三任住持妙然法師為

報答開山住持覺力法師、開山第二任住持妙果法

師創寺弘法之功德磣舉辦護國千佛三壇大戒磣海

內外戒子熱誠參加戒會。會後磣青年戒子及寺內

僧青年有志向學者多人；奈因當時國內佛學院甚

少而未果。妙然法師為造就德學兼優、能鯪擔如

來家業弘揚佛法之僧青年磣積極向中國佛教會申

請辦學；獲准後磣於是假法雲禪寺開山堂創辦第

一屆法雲佛學院。自任創辦人磣聘請當時任教於

砟北陽明山文化學院（文大前身）之曉雲法師為

導師磣並聘請砟北淨光寺住持慈觀法師為院長、

砟中佛教會館達和法師為教務主任、豐原慈雲寺

住持慈星法師為訓導主任磣及對佛學有深究之法

師擔任教職磣於 1968年 3月 22日正式開學磣以

戒定慧三學為教育方針。第一屆法雲佛學院學生

於1970年12月20日舉行畢業典禮；之後磣因緣

不具足磣未能續辦。

1986年磣妙然法師視續辦佛學院之機緣已

成熟磣再向中國佛教會申請續辦第二屆法雲佛學

院磣蒙核准磣並親自擔任院長之職磣於1986年9

月下旬正式開學；第二、三屆皆親自督導佛學院

教育。

第四屆時磣徒達碧法師自日本留學回國磣奉

命任院長之職磣負責學院教育工作磣至第五屆於

1998年7月畢業。第五屆學生畢業後磣因常住諸

多法務待理磣佛學院暫停招生；但仍於一年之間

校史

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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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佛學、繪畫、書法三門課程磣讓信眾上山選

課磣參加者甚為踴躍。

1999年9月後磣達碧法師為整頓寺院、舉辦

三壇大戒、編輯、出版砮興辦推廣教育等種種繁

忙法務磣而暫停招生。將來機緣成熟時磣再續辦

第六屆磣以培養佛教人才。

e.創辦人—妙然法師

妙然法師簡介

曾任：沙鹿鹿苑院住持、砟中復興托兒所創辦

人兼所長、砟中佛學院創辦人、大甲永

光寺開山住持、砟北蓮雲禪苑開山住

持、砟中佛教會館住持、苗栗縣法雲禪

寺住持、法雲佛學院創辦人兼院長、道

秀慈善基金會創辦人。

法雲佛學院創辦人妙然法師磣法名騰舟磣字

妙然。 1908年（民國前 4年）2月初 7日磣誕生

於砟中縣大甲鎮。俗姓周磣名紅。父吉公磣母陳

太君。周府業農兼商磣均為覺力法師在家皈依弟

子磣虔誠奉佛茹素；以此因緣磣法師於母胎中即

素食磣一生未沾葷味。自幼隨家人禮佛誦經磣善

根深厚磣聰慧異於常人。年十三歲磣隨其母至法

雲禪寺皈依三寶磣禮覺力法師為師。因宿世善根

成熟磣遂於 1922年磣十五歲時磣發出家心磣仍

依覺力法師為剃度師。法師嘉其夙慧超群磣非池

中物磣必是佛門法器磣乃意培育。出家後磣隨侍

法師座下磣聽經聞法磣修習禪行磣並就讀於香山

一善寺法師創辦之佛教特別講習會磣及法雲佛學

院研究社磣奠定其一生建寺弘法砮興辦教育、慈

善等事業之悲智宏願。

妙然法師深體佛陀度生悲懷、砮出家使命磣

除精研教典外磣尤重禪觀戒行磣道業學業成就磣

深得師友讚許。故於香山求學期間磣即承覺力法

師慈命磣每月至后里三角地方開示佛法磣指導當

地女眾青年學佛。 1932年應沙鹿望族陳時全居

士之敦聘磣任沙鹿鹿苑院住持磣領導陳府親族學

佛。 1940年創建永光寺磣領眾修學磣並兼任砟

中慎齋堂佛學講座講師。法緣殊勝磣信眾恭敬讚

歎。

1952年應聘出任砟中佛教會館住持磣法師

於是收回被佔之館舍磣加以整修磣使成弘法道

場磣恢復佛門淨地磣創辦托兒所磣培養民族幼

苗磣深獲街坊稱許。 1954年起磣佛教會館每年

春、秋二季法會磣禮請南亭法師講經說法磣信眾

因得學修並礓。 1958年創辦「砟中佛學院」以

培育佛教弘法人才磣並禮聘南亭法師為永久導

師。南亭法師曾於會館閉華嚴關磣法師除善盡護

關責任外磣經常領眾請示佛法。 1958年又創建

砟北蓮雲禪苑磣作為北部弘法道場磣舉辦弘法活

動、佛學講座、醫療義診等攝化工作磣藉以接引

信眾學佛。

1960年磣法雲禪寺第二任住持妙果法師以

年事漸高磣乃召集改組會議磣商得寺眾砮當時之

管理人林增璋、劉群芳居士等同意磣聘請妙然法

師為第三任住持。法師接任法雲禪寺住持以來磣

寺務法務之推礓磣秉覺力法師遺志砮妙果法師之

意旨磣審慎處理磣一面砮管理人林增璋、劉群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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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會商改善。當時之法雲禪寺磣房舍頗為破

舊磣經濟亦甚困難磣交通又不方便磣發展至為不

易磣妙然法師為中興祖庭磣不辭其勞磣以其虔誠

表現磣深得信眾支持磣先後以木造改建講堂、開

山堂、齋堂等處。

1963年磣妙然法師為紀念開山祖師覺力法

師砮妙果法師弘傳砟灣曹洞宗本山之功德磣擬弘

傳戒法磣傳授三壇大戒磣商得砟北大同公司主人

林灶居士伉儷之發心贊助磣開闢環山道路磣以

利交通。 1965年磣禮請證蓮、南亭、道安三位

法師為三師磣於法雲禪寺傳授三壇大戒磣四眾雲

集磣盛況空前。同時妙然法師補行晉山典禮磣並

聘請達礓、如玄二位法師為監院磣共同負責寺

務。

1968年創辦「法雲佛學院」磣禮請曉雲法師

為導師磣慈觀法師為院長磣培育時代所需青年僧

才磣自亦經常開示法要磣嘉勉學子。

1973年再次禮請明常、南亭、道安三位法

師為三師磣假砟中佛教會館磣傳授三壇大戒磣提

昇僧團素質磣戒會殊勝圓滿。 1978年磣為獎助

清寒學子磣救濟貧病磣創辦妙然道秀慈善基金

會磣對社會貢獻力量磣深得各界之讚揚。 1981

年起磣以法雲禪寺木造房舍年久腐蝕磣白蟻充

斥磣得砟中永豐造紙公司主人何永居士伉儷等護

法善信之支持磣以矣筋水泥全面改建磣重建寺

容磣至 1986 年重建落成磣巍峨殿堂磣美崙美

奐磣成為北部名剎莊嚴道場。同時禮請覺光、成

一、聖印三位法師為三師磣傳授在家菩薩戒磣倡

導在家學佛芳規砮倫理道德。同年續辦第二屆

「法雲佛學院」磣直至第五屆。

1990年磣法師數十年來磣除奉獻佛教弘法

緣務外磣對社會慈善公益事業亦不遺餘力磣善導

社會磣淨化人心磣點燃人間智慧明燈磣實至名

歸磣當選全國好人好事代表。 1995年假砟中佛

教會館創辦定期之中、西醫療義診磣以解除病患

痛苦磣民眾稱善。

綜觀妙然法師一生磣秉持「不為自己求安

樂磣但願眾生得離苦」之菩薩悲願磣全副精神奉

獻於佛教法務砮社會慈善公益事業磣不遺餘力磣

並抱持為善最樂之宿志磣頗受僧信兩界所尊重。

1996年元旦圓寂於法雲禪寺。

f. 導師—曉雲法師

曉雲法師簡介

曾任：中國文化學院研究所教授、佛教文化研

究所所長。

現任：蓮華學佛園創辦人、華梵佛學研究所創

辦人、華梵大學創辦人、原泉出版社創

辦人。

曉雲法師磣 1912年（民國元年）出生於廣

東南海磣俗姓游。自幼樂文詞、嗜丹青磣曾求學

於廣東文理學院、南中美術學院、印度泰戈爾大

學。法師早歲即獻身教育磣年二十二即任教於香

港著名教會高級女子中學。抗戰勝利後磣法師應

聘執教於廣西龍州國立華僑第三中學一年磣即從

龍州出鎮南關磣經南洋群島到印度巡禮佛國。

1948 年先抵達著名之先地尼克坦泰戈爾大學

（即國際大學）。前後四年餘磣致力佛教藝術之觀

摩研究；除師事名教授難陀婆羅藪老教授（藝術

學院院長）外磣同時任教該大學藝術學院磣講授

「中國繪畫史」課程。親赴印度佛教藝術勝地阿

姜塔觀摩磣臨摹佛教壁畫。於此期間並遍參佛

蹟。 1951 年回到僑居地香港。 1955 年寰宇周

行磣經三年時日磣歷亞、美、歐三大洲共二十餘

國磣除參訪各國文教人士磣舉行雲門畫展十餘次

之外磣並應邀演講禪宗砮中國藝術等專題。

回港後磣依止天台尊宿倓虛法師磣圓成出家

志願。後即創辦慧海中學磣慧泉、慧人慈善教

育。此外創辦佛教文化藝術協會磣全心推展佛教

文教事業。並以終生不建寺、不濫收徒眾、不任

住持為本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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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年香港動亂磣法師應中國文化大學

（前為學院）張創辦人其昀先生之聘回國任教磣

分別於哲學、藝術研究所講授佛教哲學、佛教藝

術兩門課程。並兼任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磣指導

碩士、博士之佛學論文九篇。於任教文化大學之

餘磣任法雲佛學院導師磣並創立蓮華學佛園、華

梵佛學研究所。二十年來不斷籌畫創辦一所大專

學院磣推展社會教育。法師有願必成磣已於

1987年 7月 18日獲教育部核准創校。 1990年創

辦「華梵工學院」磣今已改制為「華梵大學」。

法師頌云：「五明佛世界磣覺之教育興；工

巧明於世磣福國厚生情。」期以人文思想砮科技

整合磣使致力研修科技青年磣亦能吸收宗教、倫

理道德以陶冶性情磣培養德智兼備之工科人才磣

俾為社會人類貢獻更大之力量。

g.歷任院長

慈觀法師：第一屆院長

妙然法師：第二、三屆院長（見「創辦人」)

達碧法師：第四、五屆院長

慈觀法師簡介

現任：砟北淨光寺住持、蓮華學佛園教師。

慈觀法師磣基隆市人磣俗名周鶯。曾畢業

於女子高中磣二十歲時於基隆市寶明寺皈依佛

門；嘗於汐止靜修院親近慈航老法師磣承傳佛門

真詮聖諦磣多所徹悟磣嗣得許埤及許王緞兩位大

德贈送土地兩千餘坪。遂於 1958年動工磣創建

淨光寺磣歷時二載磣至 1960年初步完成磣擇於

1961年6月舉行開光大典。

慈觀法師磣聰慧過人磣敏學不懈磣鑑於弘法

必先弘教磣所謂事在人為磣蓋欲求佛法光揚宇

宙磣實有賴濟濟之僧材；乃於 1963年東渡日本

留學磣畢業於東京東洋大學大學院。至 1968年

學成歸來磣隨即應聘任苗栗法雲佛學院院長磣立

願畢生為佛教教育而盡瘁。目前任教於蓮華學佛

園磣繼為佛教培養僧才。

達碧法師簡介

曾任：蓮華學佛園教師、華梵工學院講師。

現任：法雲禪寺住持。

達碧（又名達宗）法師磣譜名今岸磣筆名碧

峰磣俗姓游。 1946年生磣籍隸新竹縣楊梅鎮員

本里人氏。幼隨母虔禮觀世音菩薩磣 1962年皈

依妙然法師磣自後愈勤研讀佛經。 1963年磣砟

省遭逢大水災磣物傷遍地磣恁多流沛離失者磣而

深體悟人世幻化無常。發願後磣 1963年磣投禮

法雲禪寺住持妙然法師座下磣披剃出家。自後於

寺中研習佛儀。 1965 年於本寺舉行三壇大戒

時磣依證蓮法師得具足戒。受戒後即於寺中朝暮

課誦磣勤習漢文砮佛理。

1968年春磣就學于妙然恩師所創辦的「法

雲佛學院」磣並親近了曉雲法師砮慈觀院長磣蒙

其等教誨磣除研習內典外磣亦兼研佛畫藝術。

1970年法雲佛學院畢業後磣隨即入曉雲法師在

永明寺創辦之「蓮華學佛園」砮爾後之「華梵佛

學研究所」等學府就讀磣研究天台、般若砮藝術

等文教磣前後歷十年。

1981年負笈東瀛磣就學東京駒澤大學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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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卒業後再入大正大學大學院磣研究中印般

若思想。1989年3月回國返寺磣隨及加入佛門杏

壇行列磣於「法雲佛學院」、及1990年由曉雲法

師創辦之「華梵工學院」任教。1992年7月起任

法雲佛學院第四屆院長磣直至第五屆。

1993年5月磣蒙恩師付囑磣繼任住持之職磣

並賜縮版《乾隆大藏經》一部磣作為法燈相傳信

物砮長養慧命資糧。

1996年元月1日恩師圓寂磣師肩負起中興之

責磣再得寺眾推選為第四任住持；且於1997年4

月舉行晉山典禮之後磣更致力於佛教教育人才之

培養磣砮慈善事業之推展。今將籌編「法雲禪寺

傳承史」等一系列闡釋法雲文化傳世書籍出版。

h.未來展望

若未來機緣成熟磣續辦第六屆佛學院時磣配

合時代資訊潮流及現有鄉村佈教所之佛學課程磣

造就多方面之弘法人才。

175

法
雲
佛
學
院

a.機構組織

b.機構章程

法雲佛學院章程

第 一 條：本院定名為法雲佛學院。

第 二 條：本院以培養德學兼優之佛教人才為宗旨磣教育三無漏學磣俾能循道律己磣弘法利生為目

標。

第 三 條：本院院址設於苗栗縣大湖鄉富興村法雲禪寺。

第 四 條：本院由法雲禪寺創辦磣經費一概由本院籌備。（開辦後如必要時磣可聘請成立院董

會）。

第 五 條：本院擬定修學階段分初級班。（高級班、研究班各級班。）

第 六 條：本院禮聘德學長老一人（必要時可增）指導並監督全院教育及人事事宜。

第 七 條：本院設院長一人磣綜理全院院務磣設副院長一人襄助院長處理院務。

第 八 條：本院設教務、訓導、總務等三處磣各設主任一人磣其職權如下：

教務處：掌管教育方針磣新生考選、課程編排磣學生成績考查等事宜。

訓導處：掌管學生生活、操行考核、課外指導、體育、康樂、衛生等事宜。

總務處：掌管文書、庶務、出納、教具設備等事宜。

第 九 條：本院設三種會議：

一、院務會議：以導師、院長、副院長、各設主任及全體教職員組織之討論全院重大事

宜。

二、教導會議：以導師、院長、副院長、教務、訓導主任及全體教員組織之討論教務及

訓導事宜。

三、學生研究指導委員會：由全體任課教員選出一人為委員而組織之磣規劃並指導學生

研究事宜。

第 十 條：本院教導實施磣均根據學則及訓導規約辦理磣其章則另定之。

第十一條：本章程未盡事宜磣悉遵法令辦理。

第十二條：本章程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施行磣修改時亦同。

組篰章程

創辦人 導師
院長

副院長

教務處

訓導處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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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雲佛學院學則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本院學則依據本院章程第十條之規定而訂定之。

第 二 條：本院有關教導實施應辦各項手續除遵照現行教育法令規定外磣悉依本學則辦理。

第二章　編制及課程

第 三 條：本院分設二班：

一、初級班：三年中完成基本佛學常識磣及普通中學、初中部主要科目等課程。

（二、高級班：三年完成高級佛學常識磣及普通中學高中部主要科目等課程。）

第 四 條：本院教科書磣除佛學課程另行編選外磣均採用教育部編輯或審定者。

第 五 條：本院各科教學磣除英文、日文科以外磣均以國語為教學用語。

第三章　學生收錄

第 六 條：本院新生入學資格：

一、初級班：小學畢業或肄業及同等學力者。

（二、高級班：初中畢業或肄業及同等學力者。）

第 七 條：本院插班生磣須經考核及格磣或持有原學校之轉學證明書及成績單者。

第 八 條：學生入學報到時磣須交國民身分證及保證書。

第 九 條：學生於每學期之開始磣應於規定日期內往訓導處報到磣並至教務處註冊。

第四章　成績考查

第 十 條：本院除新生入學考試外磣分別四種考試：

一、臨時測驗：由任課教員臨時測驗之磣每學期每科至少三次。

二、期中考試：由任課教員定日舉行之磣每學期二次。

三、期末考試：每學期結束時磣由教務處編排日程舉行。

四、畢業考試：各級班修業期滿磣由教務處辦理之。

第十一條：學生學業成績之考核及計算方法：

一、日常考查成績：以臨時測驗及參酌各科日常聽講筆記、口頭問答、讀書札記、練習

作業等成績評定之。

二、期中考試成績：以各科期中考試成績平均之。

三、學期成績：各科以日常考查成績佔五分之二磣期中考試成績佔五分之一磣期考成績

佔五分之二計算之。

四、畢業成績：一、二、三學年之總成績為百分之六十磣畢業考試為百分之四十計算。

第十二條：本院學業成績等次磣以學期總平均成績八十分以上為優等磣六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者為

良等磣不滿六十分為劣等。

第十三條：本院學生補考辦法：

一、學期成績不及格者（未滿六十分）磣或學生因故請假經核准者得補考一次。

二、學期考試未經准假磣或擅自不考者不得補考磣其成績以零分記錄。

三、補考成績及格者一概以六十分計算磣不及格者以實得分數計之。

四、補考日期由教務處通知舉行之。

第十四條：學生操行成績之評定如下：

一、觀察日常生活中行、住、坐、臥、言語等威儀磣服務精神磣待人接物磣學習態度磣

及各方面表現而評定之。

二、據其缺課及曠課時數評定之。（細則參酌訓導規約另定之）。

三、參酌生活磩記及訓導規約評定之。



a.教師

過去教師每屆至少約12人以上。

教師均為國內高僧大德及資深佛學研究者磣或

大學講師、高中教師等。

學歷：博士、碩士、學士、專科、佛學院畢

業。

教師國籍：米約翰老師為美國籍磣其餘均為中

華民國籍。

師資簡介：每三年為一屆。

第一屆（1968年3月至1970年12月）

第二屆（1986年9月至1989年7月)

第三屆（1989年9月至1992年7月）

第四屆（1992年9月至1995年7月)

第五屆（1995年9月至1998年7月)

教職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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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休學及退學

第十五條：學生因病或其他理由請求休學者磣須由監護人或保證人之書面證明具函申請磣經院長核

准後方為有效磣休學期限不得超過一學期。（請假細則訓導規約另訂之）。

第十六條：學生因故請求退學磣須由其家長或監護人及保證人書面證明具函申請磣經院長核准並依

據第十七條之規則辦清手續方准予退學離院。

第十七條：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磣勒令退學磣由本院通知其家長或監護及保證人限期辦理離院手

續：

一、一學期內不及格之科目磣佔所修學科目總數之二分之一者。

二、一學期內所修習科目磣有零分記錄在二科以上者。

三、一學期內曠課時、日達上課總日數之四分之一者。

第十八條：學生因操行過劣磣違反本院其他規約磣而勒令退學或記過辦法根據本院訓導規約處理

之。

第十九條：本院學生故意行惡磣被開除或自行退學者磣須補貼在學期間膳食費磣每學期一仟捌佰元

整。（讀一個月仍以一學期計算之。）

第六章　畢業

第二十條：本院學生於修業期滿磣應受畢業考試磣除畢業考試最後一學期科目外磣並須加考試以前

各學期主要科目磣由教務處酌定之。

第廿一條：畢業成績及格者發給畢業證書。

第七章　附則

第廿二條：本學則經本院院務會議通過後施行磣修正時亦同。

法雲佛學院第一屆師生於大湖法寶寺合影（前排右三為創辦人

妙然法師、右四為院長慈觀法師、左二為達道法師）

1970年第一屆畢業典禮　妙然法師頒獎予達碧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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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別 學經歷 曾教授科目
任教

屆別

釋妙然 尼
苗栗法雲禪寺住持、砟中佛教會館住持、

法雲佛學院創辦人及第二、三屆院長

金剛經大義、楞嚴要略
1~5

釋曉雲 尼

廣東文理學院、南中美術學院、印度泰戈

爾大學畢業

中國文化學院研究所教授、佛教文化研究

所所長、蓮華學佛園創辦人、華梵工學院

創辦人、法雲佛學院導師

阿含經導讀、小止觀、禪藏、六妙門、

般若禪、佛教小史、禪詩禪心、

佛教文藝、文藝、美術 1,3,4

釋慈觀 尼

日本東洋大學大學院畢業

砟北淨光寺住持

法雲佛學院第一屆院長、專任老師

四十二章經、百法明門論、佛遺教經、

彌陀經、五蘊論、俱舍論、八識規矩頌、

書法

1

釋達和 尼
曾任砟中佛學院教師

法雲佛學院教務主任

成佛之道、戒律學綱要、

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英文
1

釋慈星 尼 豐原慈雲寺住持、法雲佛學院訓導主任 生活儀軌砮靜坐 1

釋達音 尼 北投覺光寺住持、法雲佛學院專任老師 楞嚴經 1

釋達周 尼
砟南慎齋堂住持

法雲佛學院專任老師

四十二章經、大乘起信論、成佛之道、

戒律學、論語
1~2

釋達道 尼 苗栗法寶寺住持、法雲佛學院專任老師 百丈叢林清規、日文 1

釋達觀 尼 新竹智觀精舍住持
學生生活規儀

1

釋妙觀 尼 新竹智觀精舍監院 1

釋真芳 尼 高雄壽山佛學院畢業 成佛之道、緇門崇行錄 1

釋心航 尼 澎湖海天佛剎住持 英文、佛教音樂 1

黎少達 男 北平中國大學畢業、砟中嶺東商專教授 國文、古文觀止 1

林達文 男 高中教師 佛學概論、八宗綱要、中國歷史 1

釋明光 僧
交通大學研究所畢業

砟北大雄精舍住持

楞嚴經大義、原始佛教經典、

法華經砮人生、法海探玄、菩薩學處、

叢林清規砮生活律儀、佛教音樂

2~4

釋達宏 尼 香雲精舍住持 佛學砮學佛 2

釋達碧 尼

蓮華學佛園專科畢業

日本駒澤大學畢業

日本大正大學大學院畢業

華梵工學院講師

法雲佛學院專任老師、第四、五屆院長

無量壽經、三論玄義、八宗綱要、

八識規矩頌、中國佛學思想概論、

印度佛學思想概論、大乘起信論、

唯識百法、禪林寶訓、唯識概要、

溈山警策、初級日語會話

2~5

釋達芬 尼 蓮華學佛園專科畢業
小止觀、初級佛學、禪林寶訓、中級佛學、

六妙門、沙彌律儀、四十二章經
2~5

釋達度 尼 華嚴專宗佛學院畢業 初級佛學、緇門崇行錄 2

釋真彬 尼
華梵佛學研究所畢業

蓮華學佛園教師

大寶積經、天台四教儀、天台教學史、

百法明門論、小止觀
2~5

釋真淳 尼 砟中佛學院畢業 梵唄 2

釋如立 尼
蓮華學佛園專科畢業、砟北市立師專幼礓

班畢業、沙鹿善德寺住持

佛遺教經、勸發菩提心文、教觀綱宗、

成佛之道
2~4

關世謙 男 華北學院畢業、佛學院教師

八宗綱要、魏晉南北朝佛教史、

中國佛教史、教觀綱宗、佛教文學、

竹窗隨筆

2~5

法雲佛學院師資簡介



b.行政人員蓰由教師兼職) 3或4人。女眾。碩

士、佛研所畢業或專科畢業。

c.學生　每三年招生一次磣至 1998年止招生至

第五屆。以往入學之學生概況如下。

(1)全修生每屆有時三十多人、有時二十多人。

(2)選修生每屆約十幾人。旁聽生約十幾人。

(3)學生國籍為砟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

(4)過去學生每三年之平均學生輟學率約 20%

或15%。

d.校友

(1)校友人數

全修生、選修生、旁聽生約二百多人。

(2)校友職業分布：佛教教育界、佛教寺院、一

般教育界、就讀佛研所、就讀大學等。

(3)傑出校友：現任住持、監院數人磣擔任佛學

院教師數人磣擔任一般補習班講師1人磣就

讀國內外大學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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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雲佛學院第三屆畢業典禮

師生留影紀念

前排中為創辦人兼院長妙然法

師、前排右為如玄法師

周瑜芬

姓名

女

性別

美國美利根大學畢業

學經歷

英語、音樂

曾教授科目

2

任教

屆別

釋見弘 僧 大專畢業 大般若經、釋禪波羅蜜、戒律學 3~5

釋心諦 僧 國立藝專畢業
坐禪三昧經、阿含經導讀、阿含經論、

大般若經、藏文
3~5

熊慎業 男 大學畢業 書法、繪畫 3~4

蘇碧芳 女 大學畢業、高中教師 國文 3~4

瞴幸良 女 大學畢業 英語會話 3~4

鄭碧香 女 國立技術學院畢業 英語會話 3~4

釋心平 僧 苗栗獅頭山開善寺住持 六祖壇經、繪畫 4~5

何修仁 男 中央大學研究所畢業、聯合工專講師 中國文學 4~5

宋君慧 女 大學畢業 英語會話 4

釋傳平 僧 東吳大學畢業 戒律學 5

釋威因 僧 醫學院畢業 佛遺教三經 5

釋果富 僧 大專畢業 十善業道經、稻矎經 5

郭峻因 男 交通大學研究所畢業、聯合工專副教授 英文、電腦 5

瞴赫暄 男 佛學院教師 繪畫 5

米約翰 男 補習班教師 英文 5

吳季如 男 國立藝專畢業
中國文學、易經、古文觀止、國文、

藝文析賞、書法
2~5



第一屆

第一學年：四十二章經、楞嚴經、佛遺教

經、佛教戒律學、沙彌律儀、佛教論典學、百法

明門論、五蘊論、止觀、八宗綱要、成佛之道、

中國佛教史、佛教文選、佛學概論、佛教文藝、

中國歷史、國文、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英文、日

文、書法、美術。

第二學年：楞嚴經、彌陀經、戒律學綱要、

俱舍論、五蘊論、止觀、八宗綱要、成佛之道、

佛學概論、八識規矩頌、中國佛教史、印度佛教

史、禪藏、佛教文選、學佛行儀、清規、中國歷

史、宋明理學、中國文學、國文、中國文化基本

教材、文藝、英文、日文、書法。

第三學年：楞嚴經、金剛經大義、俱舍論、

六妙門、佛教小史、成佛之道、八識規矩頌、清

規、中國佛教史概說、論語、國文、英文、日

文。

第二屆

第一學年：法華經砮人生、四十二章經、沙

彌律儀、百法明門論、八宗綱要、佛學砮學佛、

初級佛學、小止觀、緇門崇行錄、梵唄、四書、

國文、英文、日文、書法。

第二學年：佛遺教經、楞嚴要略、楞嚴大

義、法華經砮人生、八宗綱要、天台四教儀、初

級佛學、佛教音樂、國文、英文、書法。

第三學年：楞嚴大義、天台四教儀、中級佛

學、勸發菩提心文、八宗綱要、學佛行儀、佛教

音樂、梵唄、國文、書法。

第三屆

第一學年：原始佛教經典選讀、戒律學、三

論玄義、小止觀、成佛之道、禪林寶訓、中國佛

教史、國文、佛教音樂、日語會話、書法。

第二學年：大般若經、百法明門論、般若

禪、禪師禪心、小止觀、印度佛學思想概論、叢

林清規砮生活律儀、教觀綱宗、中級佛學、魏晉

南北朝佛教史、成佛之道、國文、藏文、英語會

話、日語會話、書法。

第三學年：大般若經、坐禪三昧經、寶積

經、六妙門、中國佛教思想概論、八宗綱要、教

觀綱宗、中級佛學、魏晉南北朝佛教史、國文、

英語會話、日語會話、繪畫、書法。

第四屆

第一學年：大般若經、阿含經導讀、天台四

教儀、大乘起信論、八宗綱要、成佛之道、初級

佛學、魏晉南北朝佛教史、國文、英文、日語會

話、書法。

第二學年：大般若經、阿含經導讀、天台四

教儀、唯識百法、教觀綱宗、中級佛學、魏晉南

北朝佛教史、國文、英文、日語會話、書法。

第三學年：大般若經、大寶積經、阿含經導

讀、六祖壇經、教觀綱宗、中級佛學、魏南北朝

佛教史、印度佛學思想概論、中國文學、英文、

日語會話、書法。

課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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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 1月 18日妙然法師（前

排中）、曉雲法師（前排左）、

如玄法師（前排右）砮佛學院

師生合影留念



第五屆

第一學年：大般若經、阿含經導讀、六祖壇

經、小止觀、八宗綱要、初級佛學、中國佛學思

想概論、魏晉南北朝佛教史、竹窗隨筆、中國文

學、藝文析賞、英文、日語會話、繪畫、書法。

第二學年：大般若經、無量壽經、遺教三

經、十善業道經、稻矎經、戒律學、阿含經論、

小止觀、八宗綱要、八識規矩頌、天台教學史、

大乘起信論、魏晉南北朝佛教史、竹窗隨筆、中

國文學、易經、英文、日語會話、繪畫、書法。

第三學年：大般若經、三論玄義、觀教綱

宗、六妙門、天台教學史、大乘起信論、佛教文

學、中國文學、英文、繪畫、書法。

每三年招生一次。自 1998年 7月起停止招

生。日後視機緣成熟時再招生。

a.招生日期　每屆畢業之前。

b.招生方式　刊登報章雜誌。

考試科目為佛學概論、中印佛教史。

c.入學資格　思想純正、身心健全、品行純潔磣

初中、高中、高職畢業者磣 30 歲止磣限女

性磣出家、在家均可。

a.學費、膳宿費用 全免。

b.書籍費用 教科書學院分發磣參考書若圖書室

不足分配閱讀時磣學生自己請購。

c.其他日常用品、生活必需品由學生自備。

成績優良學生得申請國內多種獎學金。

a.圖書館（含三個圖書室）

館藏數目：約數千冊。

館藏特色：採一般砮佛學分類。

b.活動中心　容納人數約六、七十人。

a.體育活動　體操、太極拳、八段磬。

b.學術活動　有時出外觀摩學術研討磣或參觀書

法藝術展覽。

校園生活介紹

設備

獎助學窠

費用

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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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總統登輝先生蒞臨

法雲禪寺磣砮本寺住

持妙然法師暨寺眾、

法雲佛學院全體師生

合影留念

a.宿舍面積　約七、八十坪。

b.校園面積　約二、三百坪。

校舍面積



1968年 02.29 由法雲佛學院創辦人妙然法師召開第一次教務會議磣說明創辦籌備經過砮討

論施教方針、課程編排、授課時間、砮訓導規約等事項。出席者有：導師曉

雲法師、院長慈觀法師、教務主任達和法師、慈聲、如玄、慈因、真芳等法

師磣及林達文老師等。

03.22 由創辦人妙然法師主持法雲佛學院第一屆第一學期新生入學開學典禮磣正科

生砮旁聽生共三十多人；後來陸續增加至四十多人。

1969年 09.26∼10.04 因颱風「艾爾西」砮「砣勞西」來襲磣學院因係木造房舍磣故受損甚鉅。

1970年 本學院教務主任達和法師至日本東京駒澤大學留學。

12.20 上午由創辦人妙然法師、院長慈觀法師共同主持法雲佛學院第一屆畢業典

禮。畢業生有部分回常住、或隨即追隨曉雲法師至陽明山導師自所創辦之蓮

華學佛園就讀者多人。本學院續辦因緣未具足磣故停止招生。

1986年 06.20 法雲禪寺大殿、開山堂（佛學院）、禪堂、齋堂重建落成。

1989年 03.28 達碧法師自日本東京大正大學大學院畢業回國磣隨即加入學院教育工作。

07.24 創辦人妙然法師主持法雲佛學院第二屆畢業典禮。

1990年 02.07 日本東京大正大學校長真野龍海博士蒞寺訪問並參觀學院。

11.16 法雲佛學院創辦人妙然法師當選全國好人好事代表。11月30日李總統登輝先

生蒞寺造訪磣並砮學院師生晤談甚歡。

1992年 07.19 上午磣由創辦人妙然法師主持法雲佛學院第三屆畢業典禮磣並命達碧法師擔

任第四屆佛學院院長之職。

1993年 印順法師蒞寺普照並參觀學院砮開示。

1995年 06.25 上午磣創辦人妙然法師主持法雲佛學院第四屆畢業典禮磣同時舉行師生書畫

聯展。

1996年 01.01 法雲佛學院創辦人妙然法師於法雲禪寺圓寂磣1月24日舉行追思讚頌大典。

1997年 04.18 法雲佛學院院長達碧法師晉山為法雲禪寺第四任住持磣並舉行法雲佛學院師

生書畫聯展。

07.23∼26 法雲禪寺舉辦第一屆福慧兒童夏令營磣所有策劃及指導均由法雲佛學院全體

師生負責磣參加兒童一百多位磣均法喜充滿。

1998年 06 月底磣於法雲禪寺講堂舉行法雲佛學院師生書畫聯展。

07.02 上午磣達碧法師主持法雲佛學院第五屆畢業典禮。第五屆畢業後磣因常住諸

多法務待理磣暫停招生。

09 月初開始磣一年之間磣法雲佛學院改為開放僧眾、信眾上山選課磣學院開佛

學、書法、繪畫三門課程磣僧眾、信眾踴躍參加。

1999年 07.01 今日起一個月內磣於法雲禪寺講堂舉行法雲佛學院師生書畫聯展。

法雲佛學院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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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雲佛學院

地址：364苗栗縣大湖鄉富興村16鄰法雲寺11號　法雲禪寺

電話：037-99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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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
The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立足中華　放眼世界
專精佛學　護持正法
解行互資　悲智雙運
實用為先　利他為重

地址：208台北縣金山鄉三界村半嶺14-5號

14-5, Banling, Sanjie Village, Jinshan

Taipei County, Taiwan 208, R. O. C.

電話：02-2498-7171

傳真：02-2408-2492

網址：http://www.chibs.edu.tw

電子郵件信箱：chibs@chibs.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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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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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級別 佛學研究所。

b.學制　有全修生、選修生、選課生磣另有推廣

部學生、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班藏僧。

(1)平均學習年限砮修業規定

泝全修生

全修研究生修業年限為三年磣須修滿四十學

分（包括畢業論文四學分）。研究生操行成績及

格磣且其提出之畢業論文經審查通過、口試及格

者始能畢業（未提論文者為結業）磣由本所發給

畢（結）業生証書。

沴選修生砮選課生：自 1991年起磣每年酌

收選修生磣1998年起開始招收選課生。

首期以二年為限磣選修及格（70 分以上）

結業後磣可續申請兩次磣最長以六年計磣由本所

發給學科成績證明。學生於規定年限內修滿全部

學分且於入學後第六年以內提出論文磣其論文經

審查通過且口試及格者准予畢業。

沊推廣部不限修學年限。

(2)採半年一學期制。

c.特色

本所是向教育部立案的研究單位磣一直本著

研究、教學、出版三者並重立場從事辦學磣希望

能為國際佛學研究之重鎮。本所師生來自不同國

籍磣從事不同佛學領域之研究磣具備多元性砮國

際性。有意願、能力留學國外之研究生磣本所均

提供優厚之獎助學金。本所佛學網資室在佛學資

訊上享譽國際磣為世界之先驅。本所師生比例為

1： 2磣遠勝一般大學之研究所。本所研究生必

須修學三年磣修滿 36 學分磣各種語文不計學

分磣但必須修兩種以上佛學語文及現代語文；此

較一般大學研究生修業兩年、僅修 28 學分為

多磣是故本所更重視研究生之品質。且於學制、

學術、教育、出版均建立有完全之規章制度。本

所於 1996 年起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納為

「專題研究計畫」及「研究獎勵費」之補助對

象。

d.本所成就　　

建立佛學教育學制、建立國際佛學學術地

位、籌辦完成法瞺人文社會學院（1998年6月教

育部核准成立）。並加強國際交流砮語言訓練磣

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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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瞺山教育園區已啟用之建築　包括有（左起）男眾部寮房、小三合一（教育行政大樓、國際會議廳、圖書資訊館）及教職員宿舍



以推動佛學教育國際化磣培養深具國際弘觀之弘

化僧才。且籌辦法瞺山僧伽大學佛學院磣期能以

漢傳佛教的理論及實踐磣培養德學兼備、解行並

重、具有高尚宗教情操的僧才。並推動佛教教育

文化工作磣落實社會關懷。

a.創襐時間　1985年秋天磣聖嚴法師於北投中

華佛教文化館創立。

b.獲准襐案機關　教育部民國76年（1987年）7

月1日台(76)高29340號函同意備查成立。

c.創襐宗旨　發揚中華文化磣培植高水準的佛教

教育及弘化人才磣提倡國際性的佛教學術研

究。

d.創校沿革

1965年磣前教育部長暨中國文化學院創辦

人張其昀博士倡議成立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

此佛學研究所為中華佛學研究所的前身。 1975

年磣聖嚴法師獲得日本立正大學文學博士學位。

1978年磣聖嚴法師因剃度恩師東初法師圓寂磣

自美返台接掌中華佛教文化館；法師並應聘為中

國文化學院哲學研究所教授暨中華學術院佛學研

究所所長。

1981年起磣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開始招

考研究生磣每年錄取新生五至十名。課程的安排

朝向慎重、嚴謹而精緻的目標為原則磣參照日本

各佛教大學研究所課程磣謹慎訂定課程計劃。

1984年磣由於中國文化學院改制為大學磣教育

方針改變磣佛學研究所停止招生。

1985年磣法師創辦了中華佛學研究所磣並

兼任所長。1987年7月獲教育部核准正式立案磣

8月舉行成立大會。已發行八期的《華岡佛學學

報》磣於第九期起正式更名為《中華佛學學報》

創刊號。 1992 年磣方甯書教授為代理所長。

1996年迄今磣則由李志夫教授擔任所長。歷任

副所長有成一法師、李志夫、吳寬教授等；惠敏

法師為現任副所長。

2001年磣法瞺山佛教教育園區第一期工程

初步建設完成磣中華佛學研究所乃搬遷至金山現

址磣砮甫開辦的法瞺山僧伽大學佛學院師生共同

在此學習砮成長。法瞺山之「大學院教育」至此

已有具體開展。在十方參砮者的護持砮所有教育

工作者的用心經營下磣本所之佛學研究及其人才

培育磣正砮法瞺山建設共同踏實地逐步發展。期

待在本所師生的持續努力下磣能夠融合南傳、藏

傳佛教磣達到資訊化、國際化磣俾使中華佛學研

究所成為中國佛教培植高深佛教人才之教育中

心。

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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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第一屆開學典禮磣於文化大學敬業堂舉

行 (1981.09.19)
中華佛學研究所成立大會 (1987.08.22)



e.創辦人—聖嚴法師

聖嚴法師簡介

聖嚴法師磣 1930年出生於江蘇省南通縣的

農村磣經歷長江水患及戰亂磣於貧苦的環境中成

長。 1943 年（十三歲）於南通縣狼山出家。

1949年磣因政局動亂而脫下僧袍磣換上軍裝磣

隨政府軍來砟磣至 1960 年（三十歲）正式退

伍。 1959年依止東初法師剃度磣再披袈裟。曾

於高雄美濃閉關六年。後有感於學術研究有助於

佛教整體形象之提昇磣發願苦讀磣 1969年（三

十九歲）赴日留學磣在經費極度拮据的情況下磣

於 1975 年取得日本東京立正大學文學博士學

位。歷任文化大學及東吳大學教授、中華學術院

佛學研究所所長、中華佛學研究所創辦人磣指導

禪宗、天台、賢首、唯識、中觀、律學等課程。

近年來又籌辦法瞺大學、法瞺山僧伽大學磣致力

於佛學教育不遺餘力。

1989年創辦法瞺山磣以「提昇人的品質磣

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磣推動二十一世紀的「心

五四運動」磣獲得各界的肯定。1993年以推動環

保、珍惜資源、促礓和平、淨化人心磣獲頒「第

三屆中華民國社會運動和風獎—傑出社會運動

領袖獎」； 1996年獲第一屆中國傑人獎； 2000

年獲89年度行政院文化獎。

法師擁有深厚紮實的學術背景磣著作等身磣

是一位學養極深的佛教學者。更重視修行的實

踐磣傳承了禪宗臨濟及曹洞兩大宗派的法脈磣數

十年往來於東西方社會教授禪法磣也是國際知名

的禪師。並以其宏觀之國際視野磣而屢屢受邀參

砮國際間的重大宗教活動或會議。 1997年出席

於教廷舉辦的「第十一屆世界宗教領袖會」；

1998年於紐約砮藏傳佛教宗教領袖達賴喇嘛展

開智慧對話； 2000年以漢傳佛教領袖身分磣出

席於聯合國舉行之「千禧年世界宗教砮精神領袖

和平會議」及其宗教領袖高峰會議磣並於開幕式

中發表演說。 2002年參加於紐約舉行的「世界

經濟論壇會議」磣受邀為該年會中「宗教領袖會

議」的佛教精神領袖磣提出：多元化世界所應認

知的「神聖定義」磣應以「求同存異」為原則磣

尋求宗教之間具共通性的價值。而針對 2001年

紐約911事件後凸顯的基本教義派問題磣法師更

建言：全體人類應協助貧窮及封閉的族群接受現

代化的教育和資訊磣並且和他們做朋友磣以文化

交流砮互動磣促使基本教義派重新詮釋他們的聖

典聖訓。

聖嚴法師的教育理念

法師未曾接受正統基礎的學校教育磣但因個

人堅強的毅力及對提昇佛教教育水準的悲願磣以

短短六年的時間即獲取日本立正大學碩士及博士

學位；在苦學成功的同時磣法師更因其親身行過

之艱辛步履的體驗磣盡形壽奉獻於「培育高水準

的佛教教育、弘化人才磣並健全佛教的完善教育

體制」為其奮鬥目標。

法師年輕時即立志磣終其一生奉獻於振興佛

教磣希望推動「人間佛教」磣使佛教智慧融入現

代人生活中磣幫助人們除憂解困。並發願維繫漢

傳佛教慧命磣期能竭盡綿力磣從國外引礓新的學

術成果、研究風氣、教育制度及教學方法等磣藉

此使我國佛教也能趕上國際佛教的潮流。

法師以法瞺山中華佛學研究所的創建為起

點磣朝著建立層次分明的教育體制跨出穩建踏實

的步伐。法師也深深體悟到國內教界師資人才需

求之殷切磣砮從事佛教教育文化事業的必要性磣

以「發揚中華文化磣培植高水準的佛教教育及弘

化人才磣提倡國際性的佛教學術研究」作為本所

辦學之宗旨磣為其辦理佛教教育的理想而樹立宏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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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瞺山中華佛學研究所創辦人兼第一任所長　聖嚴法師



f. 歷任所長、副所長

(1)第一任所長　聖嚴法師（1981~1992）；副

所長為成一法師（1981~1984）及李志夫教

授（1985~1992）。

(2)第二任所長　方甯書教授（1992~1996）（為

代理所長）；副所長為吳寬教授（1992~

1994）。

(3)現任所長　李志夫教授（1996~）；副所長

為惠敏法師（1994~）。

方甯書教授簡介

方甯書磣號盈虛磣 1931 年生磣杭州淳安

人。法名聖文磣為東初法師的在家入室弟子。淳

安中學、陸軍官校、政幹學校及中興大學畢業。

曾歷任之教育工作有：教官、講師、副教授、研

究員、研究教授、中華佛學研究所代理所長、所

長磣及法瞺大學籌委會副主任委員。文化工作方

面磣歷任蘇俄問題研究月刊、佛教文化雜誌主

編、中華日報佛學專刊編審委員。現任中華佛學

研究所常務董事、中華佛教文化館執行董事磣及

砟安精神專科醫院高級顧問。

出版著作有《歸鳥之歌》、《唯物辯證法評

論集》、《般若心經研究資料選編》、《也是詩—

佛門偈語》等。平生自我期許：「不論作什麼和

不作什麼磣都在護持聖嚴法師、護持佛教。」

李志夫教授簡介

李志夫教授磣四川省奉節縣人磣 1929 年

生磣字祖章；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畢業磣印度大

學宗教哲研所碩士。曾主辦成立文化大學印度文

化研究所磣曾任《中華百科全書》宗教欄主編、

法瞺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處主任磣及文化大學講

師、副教授、教授、文化大學印度研究所暨中華

佛學研究所副所長等。現任中華佛學研究所專任

研究員兼所長磣兼任文化大學哲研所教授。

學術研究領域以印度思想文化史、天台學、

唯識學為主。譯有《印度哲學導論》、《印度通

史》；著有《理則學導論》、《楞嚴校譯》等十

二種；發表學術論文五十餘篇。其中《法華玄義

研究》、《摩訶止觀研究》曾獲國科會之補助及

獎助磣並已編著出版；《印度思想文化史》曾獲

新聞局獎助。正受國科會獎助研究者有《成唯識

論研究》、《攝大乘論研究》。《瑜伽師地論研究》

在文大博士班授課時已指導歷年來博士生完成初

稿磣真正之「研究」尚有所待。《法華文句研究》

已約請天台學者陳英善博士接手。是則磣若天台

及法相兩宗各三大部研究編著完成磣其理論砮實

踐皆備磣對於後學將有莫大之助益。

以「佛學的根源在印度」磣為更了解佛陀的

思想淵源磣故留學印度；為政府遷台後早期留學

印度的中國學生。著重中印佛教思想史的研究磣

是台灣學術界少數研究印度文化砮宗教哲學的學

者之一。

g.未來展望 本所未來計劃如下。

(1)擴大本所現有之編制砮功能。(2)充實圖

書、充實研究人員之質量。(3)開設博士班課

程磣提昇教育素質。(4)開設英語授課學分班磣

以便利外國學生來台研究佛學。(5)現有中國、

西藏、印度及佛學資訊組四個組磣將擴大成為多

元化的研究中心磣從事各種專案及整合性之研

究。

190

臺
灣
佛
學
院
所
教
育
年
鑑
創
刊
號

法瞺山中華佛學研究

所第二任所長

方甯書教授

法瞺山中華佛學研究所

現任所長　李志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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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教師

本所所延聘之各類師資磣不僅有國內學有專

長的佛學學者磣並有來自日本、美國、印度、西

藏、緬甸、西德的教授學者磣或為專任、兼任研

究人員磣或為本所客座教授磣為本所帶來寬廣而

深刻的國際視野砮專業領域。而更為難得、殊勝

的磣乃在於歷屆畢業生中磣經由海外深造磣於學

成後歸來磣回到母所服務磣匯聚成國內研究所少

見之壯觀陣容。

(1)現有教師人數

泝專任師資暨研究人員：11人。

沴兼任師資暨研究人員：13人。

沊歷年來的客座教授（及其國籍）有：穆克

紀（印度籍）；維習安（德國籍）；玉城康四

郎、土田龍太郎 (Toda, Ryutaro)、水谷幸正

(Mizutani, Kosho)、牧田諦亮 (Makita, Tairyo)、

久留宮圓秀 (Kurumiya, Yenshu)、鎌田茂雄

(Kamata, Shigeo)、竺沙雅章 (Chikusa, Masaaki)、

佐藤達玄 (Sado, Tatsugen)、三友健容 (Mitomo,

Kenyo)（以上為日本籍）；旅居加拿大之冉雲華

（加拿大）；納尼莎拉法師（斯里蘭卡）；法雲

明 (Steward McFarlane)（英國）；以及戒行法師

(Ven. Ashin Silacara)（緬甸籍）；詹密羅 (Robert

M. Gimello)、葛瑞格 (Peter Gregory)、馬克瑞

(John McRae)、霍普金斯 (Jeffrey Hopkins)、任

博克 (Brook Ziporyn)（以上為美國籍）、楊曾文

（中國籍）等教授。

除此之外磣研究人員中磣巴博為美國人磣性

空法師、罏瑞克為捷克人磣高明道、馬德偉為德

國人磣其餘均為中華民國籍。

歷屆師資簡介如下。（年資欄數字有灰影者

表示為現任。）

教職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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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學年度畢結業生砮師長、家屬合影（200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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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師資簡介

姓名 性別 年資 職稱 學歷 （曾）任教科目

釋聖嚴 僧 24
創辦人

研究員

日本立正大學文學博士 中觀、唯識學、禪學、淨土學、

部派佛教、比較宗教學、中國禪宗史、

大乘起信論、宗教學專題

李志夫 男 24
現任所長

研究員

印度大學宗教哲研所碩士 俱舍論、異部宗輪論、佛學研究方法、

部派佛教、中國佛教思想史研究、

成唯識論、攝大乘論研究、

瑜伽師地論專題研究

冉雲華 男
印度國際大學哲學博士

加拿大麥克馬斯特教授

禪學、敦煌佛典、中國佛教禮懺文獻的研

究、中國佛教齋懺禮儀典籍研究

楊郁文 男 19 高雄醫學院醫學士 阿含經研究

穆克紀 男 10

德國哥廷根大學哲學博士 印度佛教史、梵文佛典導讀、

巴利文佛典導讀、巴利文法砮文學、

巴利初階、俱舍論、中部導讀、

巴利語言及語音學、梵文佛典、梵文佛典

（俱舍論）、巴利佛典選讀（巴三）

陳英善 女 15

文化大學哲學博士 天台學、華嚴學、法華文句之研究、

天台思想、天台止觀之研究、華嚴思想、

法華玄義之研究、唐宋天台學、

菩薩願行砮淨佛國土、禪宗思想、禪宗、

禪學研究、天台理論砮實際、

華嚴法界觀、天台判教論、華嚴判教論、

法華專題、摩訶止觀

釋如石

（陳玉蛟）
僧 8

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碩士 藏文、藏文佛典導讀、西藏佛教

巴博

（A. W.

Barber）

男 2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哲學博士 英文、英文佛典導讀、巴利文佛典導讀、

梵文佛典導讀、翻譯方法論

曹仕邦 男 14 澳洲國立大學博士 方法學、中國佛教史、中文佛教史籍解題

釋慧嚴 尼 10

日本佛教大學博士 西藏宗論的研究（日文二）、日文佛學、

西藏佛教史、台灣佛教史、淨土思想研

究、台灣佛教史概說、砟灣宗教砮中國文

化（日文二）、彌陀淨土學概論、

日文佛學名著選讀（砮禪思想有關者）

杜正民 男 13

美國馬里蘭大學畢業

中華佛學研究所結業

英文(一)、如來藏、佛學英文、資訊時代

中的佛教文獻、佛學網路數位資源砮應

用、佛教詮釋方法學、佛學數位博物館的

製作—玄奘西域行、佛學知識管理實務

維習安

Christian

Wittern
男 3

副研究員暨

佛學網路資

訊室顧問

德國哥廷根大學哲學博士、

德國漢堡大學電腦全文資料

庫講師、從事哥廷根大學及

日花園大學研發電子佛典、

漢字資料庫

佛教教育觀砮西方教育觀、

佛教數位博物館

副研究員

研究員

＊年資加陰影者為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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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觀慧 尼 6
美國加州舊金山整體學院

宗教哲學博士

施郁芬 女 1
美國愛鯪華大學教育科技

學系博士

資訊砮教育科技（一）

罏瑞克 男 2 研究助理
捷克布拉格大學印度學系

碩士

巴利初階

釋達和 尼 8 日本駒澤大學文學碩士 巴利文

釋恆清 尼 2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哲學博士 梵文、

佛學數位博物館的製作—玄奘西域行

葉阿月 女 2
日本東京大學印度哲學研

究室博士課程修了

梵文佛典導讀

林崇安 男 5
美國萊斯大學物理學博士 宗義、藏文佛典導讀、漢藏佛典對讀研究

（俱舍論砮攝事分）、漢藏佛典之研究

藍吉富 男 10

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佛教史料學、宋代佛教史專題研究、當代

佛學名著選讀、宋元佛教史專題研究、

印度佛教史專題研究

釋惠敏 僧 10

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結業

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

瑜伽行派專題研究、中觀思想導論、

中觀學、瑜伽行梵典研究（梵二）、

梵文（一）、唯識思想砮文獻、梵本菩薩

地戒品研究、瑜伽行梵典研究—阿賴耶

識砮大乘莊嚴經修行品（梵二）、

求法品（梵二）

梅迺文 女 1

砟灣大學哲學系畢業

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結

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哲

學博士

社會科學砮宗教研究法、西方佛教學、

巴利文導讀、宗教研究方法學

許明銀 男 8
政大邊政研究所碩士

日本東京大學印度哲學研究

日文佛典導讀

鄧克銘 男 4

砟灣大學法律系畢業

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結業

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

華嚴文獻選讀、般若經論研究、

隋唐佛學研究、禪宗專題研究、

中國哲學專題研究、中國思想專題研究、

宋代禪宗專題研究、明代思想專題研究、

明清思想專題研究

萬金川 男 5
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

中觀梵典研究月稱的無我觀、明句論之研

究、梵本淨明句論研究、中觀梵典明句論

序分之研究、明句論第十三品及第十八品

蕭金松 男 5
政大邊政研究所碩士 藏文（一）、藏文佛典選讀、現觀莊嚴論

導讀（藏二）

高明道 男 13

師範大學博士班候選人 佛學研究方法、佛教文獻學、經論導讀、

版本目錄學、論文寫作指導、

維摩詰經研究、英文（一）、

經典專題研究、佛教文獻專題研究、

經典研究砮論文寫作、釋典研究、

釋典漫談、遊戲藏海、經論導讀

姓名 性別 年資 職稱 學歷 （曾）任教科目

副研究員

兼任研究員

兼任

副研究員

兼任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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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布
男 10

印度瓦拉納西大學碩士 智者入門、俱舍論箋註、入菩薩行論、

入中論、中觀莊嚴論注釋、

入菩薩行論智慧品（以上為藏二）

鄭振煌 男 11
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 英文佛學、英文佛學（二）、佛學英文、

佛學翻譯

陳又新 男 11
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藏文佛典導讀、西藏佛教史、

藏傳佛教因明概論

曾德明 男 3
國立技術學院纖維系畢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藏文（一）

宗玉媺 女 1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梵文（一）

廖本聖 男 8
淡江大學化研所碩士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藏文（一）、菩提道次第廣論（藏二）

任博克 男 4
美國密西根大學亞洲語言

文學博士

西方佛教學、西方現代學者對中國佛教的

專題研究

釋性空 僧 2
捷克布拉格大學碩士 德文、阿毗達磨論專題研究、巴利文、

梵文、阿毗達磨佛教、南傳阿毗達磨

林煌洲 男 5

印度普那大學博士 業論、印度文化史、印度哲學史、

印度教砮大乘佛教比較研究、

婆羅門教哲學砮初期佛教哲學比較研究、業論

釋惠空 僧 1
師大國文系畢業

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結業

俱舍論

釋明性 僧 3
薩迦佛學院修學五年 因明學、菩提道燈釋、入中論、

菩提道燈難處釋

藍碧珠 女 15
日本琦玉大學文化科學研

究科碩士

日文（一）

釋厚觀 僧 1

淡江大學機械工程系畢

業、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

所結業、日本東京大學博

士課程修了

大智度論

釋齎因 僧 3
文化大學園藝系學士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梵文（一）

釋大航 僧 2 日本大正大學文學碩士 天台禪觀、天台止觀、因明學

郭瓊瑤 女 6
日本名古屋大學印度哲學

研究科博士課程修了

日文佛學名著選讀、日文佛學論文選讀、

印度學．佛學日文（二）

釋果徹 尼 7
東吳大學中文系學士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梵文（一）

陳美華 女 2 美國天普大學宗教系博士 佛學方法論—歷史文本篇

蔡耀明 男 2
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佛學

研究所博士

大般若經第四會、第五會

釋見弘 尼 1
日本九州大學文學博士 中觀梵典研究—入菩提行論細疏．智慧

的完成（梵二）

涂玉盞 女 1 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 善導的淨土教學

楊德輝 男 10
日文輔導

教師

成功大學機械系畢業 日文輔導

姓名 性別 年資 職稱 學歷 （曾）任教科目

兼任

助理研究員

助理研究員

兼任

副研究員



b.蹀員

c.學生

中華佛學研究所自華岡時期招生至今已歷二

十一年磣至 90 學年度（2001 年度）已招生 20

屆。共計招收全修研究生182位；已修完應修學

分者有144位磣其中畢業生有71位。目前學生包

括有全修生、選修生、選課生、佛學教育推廣中

心的學生、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班藏僧。

90 學年度在學學生約有 50 名（全修生 30

名、選修生14名、選課生6名）。

(1)現有國際學生人數：全修生有3人；選修生

有3人。

(2)現有學生國籍分布：全修生的國籍為中華民

國籍27人、馬來西亞籍2人、泰國籍1人。

選修生的國籍為中華民國籍 14人磣美國、

越南、馬來西亞、泰國籍各1人。

(3)過去三年之平均全修生輟學率：0.625﹪。

此外磣本所為保障同學權益磣並輔導協助學

生解決學業、生活、獎懲等問題磣特比照大學法

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設置「學生申訴評議委員

會」磣並訂定有設置辦法。

d.教職生人數比為23：26：40。（選修生、選

課生每人以0.5人計。）

e.校友

(1)校友人數：至 90學年度止磣修完應修學分

之學生有145人磣其中有71人已完成畢業論

文。校友依僧俗四眾分類磣則有：比丘 17

位、比丘尼53位、優婆塞31人、優婆夷44

人。若以僧俗二眾分磣則有法師 70位、白

衣75人。

(2)校友職業分布

留在國內的畢、結業生磣多半於公私立大

學、佛學院所任教、研究磣或擔任弘法佈道、教

育行政、文化出版、自修專學、開發事業、新聞

界、電子佛典相關開發等工作。

畢、結業的校友中磣已取得日本、美國大學

博士學位者計有3人。至2002年止磣歷屆畢、結

業生留學繼續深造人數為：日本 10人、美國 6

人、英國4人、德國4人、印度2人、澳洲3人、

鯪蘭1人。

(3)傑出校友事蹟：請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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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數資料統計表

90學年度

師
資
狀
況

專
任

學歷別

人數

學歷別

人數

專任支援人力

合計人數：

26

博士

5

博士

7

碩士

3

碩士

6

學士

2

學士

1

其他

其他

合計

10

合計

14

職員

13

助教
研究

人員

2

技術

人員

9

技工

0

工友 警衛 司機

2

其他

兼
任

90學年度學員數

全修生 選修生 選課生

88學年度（三年級） 10 1 0

89學年度（二年級） 8 5 2

90學年度（一年級） 12 8 4

姓名 經歷及現況

釋果祥 曾任聖嚴法師祕書、農禪寺監院、台東信行寺輔導師。現任聖嚴法師隨行英語、砟語翻譯。

梅迺文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博士。曾任本所專任教師、淡水工商管理學院教師。現旅居美國。

釋惠敏
日本東京大學博士。曾任國立藝術學院學務長。現任國立砟北藝術大學教務長、西蓮淨苑住持、本所

副所長、法瞺山僧伽大學佛學院副院長。

釋惠空 曾任台中慈善寺住持。現任台中慈光禪寺及台北文殊院住持、慈光禪學院院長及研究所所長。

釋厚觀
日本東京大學博士候選人。現任財團法人印順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福嚴佛學院院長、教師及中華佛學

研究所兼任教師。

林孟穎 曾任法瞺山護法會專任講師。現任中華佛學研究所推廣教育教師。

鄧克銘
日本東京大學博士。曾任檢察官、本所教師。現任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專任副教授、中華

佛研所兼任副研究員。

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傑出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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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經歷及現況

陳宗元
日本九州大學博士肄。任輔大宗教系、元智大學講師；法光佛研所兼任教師。現任華嚴專宗佛學院研

究所講師、法瞺山推廣教育講師。曾任中華佛學研究所校友會會長。

釋清德
曾任教於圓光佛學院；曾教授〈妙雲集〉研讀班於佛教衛星電視台台北服務中心。現任教於佛教弘誓

學院、法瞺山僧伽大學佛學院、農禪寺。

郭瓊瑤
日本名古屋大學博士候選人。現任南華管理學院佛教文化研究所專任教師、中華佛研所日文教師及兼

任助理研究員。

杜正民
曾任中華佛研所英文教師。現任中華佛研所專任副研究員、圖書資訊館館長、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總幹

事、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總幹事。

釋齎因
曾任中華佛研所梵文教師；曾參訪東南亞各道場。現為福嚴佛學院教務長、法瞺山僧伽大學佛學院教

師。

釋淨照 曾參訪東南亞各佛教道場。現為福嚴佛學院、農禪寺及安和分院佛學、法瞺山僧伽大學佛學院教師。

釋祥智 泰國法身寺國際交流負責人。

釋祥代 就讀政治大學哲學研究所；「國際法身修行中心」台北分院負責人。

釋正道 曾任韓國禪院寺住持。現任大韓佛教曹溪宗宗務院企劃室企劃局長。

廖本聖
淡江大學化研所畢。曾任南華管理學院講師。現任中華佛研所藏文教師、助理研究員及漢藏佛教文化

交流研究班總幹事。

另有 15位校友目前正攻讀國內外博士班：釋開智、釋天常、曾德明、莊國彬、宗玉媺、釋證

融、林純瑜、釋純因、釋自拙、高正哲、關則富、黃國清、越建東、釋德範、周柔含等。

本所於 90學年度以前之課程包含中國佛學、印度佛學、西藏佛學等三大類。重視梵文、巴利

文、藏文等佛典語言磣以培養研讀原典能力。加強英、日文等現代語言的學習磣以便利用國外各類研

究資料磣並迎上國際佛學研究潮流。91學年度開始磣增闢「佛學資訊組」。

課外及假期：瞺勵學生參加禪七及佛七的修持及團體參學、訪問、座談、旅遊等各種課外活動磣

並參砮佛學夏令營之籌辦及國內、外學術會議磣吸取推動實務之經驗。

a.課程架構

本所研究生必須修滿36學分（一年級語文及二年級英、日磣不計學分）、畢業論文4學分磣總計

40學分。研究生自一年級開始分為二類主修（佛學主修、佛學資訊組）。研究生可依興趣自由選組從

事專門研究。選擇「佛學主修」者磣自二年級開始分為三組（中國佛學組、印度佛學組、西藏佛學

組）。主修「佛學資訊組」者磣須另選一組（中國／印度／西藏佛學組）為輔。

課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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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學分數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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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修
課
程
︵
歷
年
所
開
設
的
科
目
︶

共
同
科
目

佛學方法論、中文佛教史籍解題、佛學知識管理實務、資訊時代中的佛教文獻、

資訊砮教育科技、論文寫作指導、佛教文獻學、版本目錄學、語言學概論、經典專題研究、

遊戲藏海、當代佛學名著導讀、經論導讀、翻譯方法論、社會科學砮宗教研究法、

中西比較哲學研究、中印佛學比較研究。

分
組
科
目

中國佛學組

天台思想、天台止觀、摩訶止觀、天台判教論、法華思想、法華玄義、法華專題、

法華文句之研究、天台理論砮實際、華嚴思想、華嚴法界觀、華嚴判教論、

淨土思想研究、彌陀淨土學、菩薩願行砮佛國淨土、善導的淨土教學、禪宗思想、

禪宗專題研究、禪學、宋代禪宗專題研究、成唯識論、肇論、

中國佛教禮懺文獻研究、台灣佛教史、隋唐佛學研究、宋元佛教史專題研究、

中國佛教史專題研究。

印度佛學組

印度文化史、印度哲學史、上座部、異部宗輪論、部派佛教、南傳阿毗達磨、

大般若經、中觀梵典研究、月稱的無我觀、瑜伽行梵典研究、瑜伽師地論專題研究、

唯識思想砮文獻、唯識梵典研究、聲聞地、如來藏、巴利初階、巴利文導讀、

巴利佛典選讀、巴利語言及語音學、巴利文法砮文獻、梵文佛典導讀、

攝阿毗達磨義、因明學、明句論、俱舍論、大智度論、印度教砮大乘教的比較研究、

婆羅門教哲學砮初期佛教哲學比較研究。

西藏佛學組

西藏佛典選讀、現觀莊嚴論注釋、入菩薩行論．智慧品、《菩提道次第廣論》、

藏傳佛教因明概論、入中論、藏文佛典選讀、西藏佛教、宗義、西藏宗論的研究、

智者入門、俱舍論箋註、漢藏佛典對讀研究、菩提道燈難處釋。

宗教學專題、印度佛教史專題研究、佛教史料學。 6

經典語文：梵文、藏文、巴利文磣三者選一。 4

佛學外語：英文、日文磣二者選一。

（經典語文及佛學外語磣均為二年磣第一年0學分磣已具相當程度得通過甄試免修第一年。）
0

各組佛教史：中國佛教史、西藏佛教史磣二選一。 4

此中磣為了因應資訊時代需求磣同時運用資訊科技的媒體砮工具磣以有效管理資料文獻磣改礓佛

教的教學、研究、服務、行政等各個層面磣並充分展現資訊科技的多元特性磣「佛學資訊組」在課程

規劃上磣除了將三年的學程分為基本課程、基礎課程、礓階課程、專案研究外磣並將朝「佛學資訊研

究」、「佛學資訊應用」砮「佛學教育科技」等方向發展。透過整合性的知識學習砮資源共享磣佛學

資訊組將成為「結合佛學研究砮資訊科學等領域的教學資源磣提供電腦科技運用在佛學研究砮教學」

的一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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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佛學研究所90學年課程統計表

類別 科別 科目 老師 學分 選修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三上 三下 備註

必修

共同

必選修

通識

中國

佛學組

印度

佛學組

西藏

佛學組

語言

佛教史

宗教學專題 釋聖嚴等 2 √

佛教史料學 藍吉富 2 √

佛教史專題研究 釋見弘等 2 √

論文計畫審核 各指導老師 0 √ √ √

佛學英文(一) 鄭振煌 0 √ √

佛學日文(一) 藍碧珠 0 √ √

梵文(一) 釋果徹 0 √ √

藏文(一) 廖本聖 0 √ √

佛學翻譯(二) 鄭振煌 0 √ √

佛學日文(二) 郭瓊瑤 0 √ √

梵文(二)
釋惠敏

釋見弘
4 √ √ √ √

三選一

必修
巴利初階(二) 罏瑞克 2 √ √

藏文(二)
覺嵋桑度、

廖本聖
4 √ √ √ √

中國佛教史 曹仕邦 4 √ √

西藏佛教史 陳又新 2 √

二選一

必修

佛學研究法 陳美華 4 ＊ √ √ √ √ √ √

經論導讀 高明道 4 ＊ √ √ √ √ √ √

中文佛教史籍解題 曹仕邦 2 ＊ √ √ √ √ √ √

佛學知識管理實務 杜正民 2 ＊ √ √ √ √ √ √

法華專題 2 ＊ √ √ √ √

摩訶止觀 2 ＊ √ √ √ √ √ √

善導的淨土教學 :玉盞 4 ＊ √ √ √ √ √ √

中國禪宗專題研究

西方現代學者對中國佛教

的專題研究

楊曾文

任博克

2

2

＊

＊

√

√

√

√

√

√

√

√

√

√

√

√

瑜伽行梵典研究 釋惠敏 4 ＊ √ √ √ √

中觀梵典研究 釋見弘 4 ＊ √ √ √ √

巴利初階 罏瑞克 4 ＊ √ √ √ √

大般若經 蔡耀明 2 ＊ √ √ √ √ √ √

印度哲學專題 林煌洲 2 ＊ √ √ √ √ √ √

入菩薩行論 覺嵋桑度 4 ＊ √ √ √ √

菩提道次第廣論 廖本聖 4 ＊ √ √ √ √

藏傳佛教因明概論 陳又新 2 ＊ √ √ √ √ √ √

痻表選修磣其他為必修。√ 表該年級選修或必修。

佛學英

文、日文

二選一

必修

陳英善



c.中華佛學研究所佛學教跽推廣中心簡介

中心在 1993 年成立磣並於 1994 年正式開

辦磣由財團法人法瞺山文教基金會主辦磣本所承

辦；是為有心深入法義的社會大眾所規劃的佛學

教育推廣單位。推廣中心的師資群有中華佛研所

的研究人員磣及國內重要佛教學者。教學內容並

不強調宗派信仰或是個人權威磣而是以學術性、

系統性、客觀性、宏觀性學習。教育方法在於深

入淺出磣瞺勵師生的互動。而教學內容也涵蓋南

傳、漢傳、藏傳佛教。

課程分為二組：可以自由選擇課程；或可選

擇應用佛學組磣學員必須修滿 18門課程磣才能

結業。課程結業之時磣其佛學素養約砮大學佛學

系學生相當。

至 2002年磣已先後開辦的課程有：藏文、

梵文、佛學英文、佛學日文、原始佛教、阿毘達

摩、佛學語言、佛學概論、佛教史、佛教美術

史、唯識學、中觀學、淨土宗、禪宗、佛教研究

法磣及生死學、臨終關懷、法華經研究、楞嚴經

研究、佛教文化概論、日本佛教概論等課程。

目前上課及辦公場地在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124之6號7樓B。（洽詢電話：02-2773-1264磣

網址查詢：www.chibs.edu.tw）。部分課程則借

慧日講堂及法瞺山安和分院場地礓行。老師也經

常舉行戶外教學磣並曾帶隊至日本寺院及印度聖

地參訪。

d.所踧選修　本所訂定有「所際選修辦法」磣砮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及福嚴佛學院簽定「所際

選修協定書」磣以使在彼此院所內就讀之成績

優異學生磣得經由校方推薦磣互相申請選修所

開設之課程。

e.減免學分　本所訂定有「碩士學位以上研究生

減免學分辦法」。凡在國內外公私立大學獲有

碩士以上學位者磣於考入本所後得減免學分。

減免學分不得多於本所規定之總修學分三分之

一。論文不得抵減；但本所「論文研究方法」

課程根據第二條磣得予減免。

本所招生班別分為三種：全修生、選修生、

選課生。（研究期限請見本所前文之「學制」）

a.招生日期 約在每年6月。

b.全修生及選修生之入學資格與招生方式

(1)學歷

泝大學畢業。（此點選修生則為大學畢業或

修畢大學三年級以上課程者。）

沴專科學校畢業：須曾就讀高級佛學院或相

關工作經驗磣三年制專科應二年以上磣二

年制或五年制專科應三年以上磣並取得合

法證明。

沊高等考試及格者。

沝高中畢業後在高級佛學院修學三年畢業之

出家眾。

(2)年齡：全修生應為年齡 35歲以下。男生須

役畢。年齡 36、 37歲者若能提出佛學研究

論著且經本所審查通過磣亦可報名。選修生

則需50歲以下。

(3)報名手續

泝填寫報名表磣並繳交兩吋近照二張。

沴繳交學歷證明書影印本一份。

沊繳交大專修業成績單正本一份。

沝繳交報名費磣全修生八百元整磣選修生六

百元整。（請購買郵政匯票磣抬頭請寫：

財團法人中華佛學研究所。）

沀繳交六百字左右簡歷自傳（請以A4紙張

橫寫或打字後列印出）。

泞男生須繳交退伍令影本一份。

泀繳交三個月公立醫院體檢證明（含X光胸

部檢查）。

(4)2002年招生考試報名時間、地點及方式

通信報名：自2002年6月1日至12日止磣索

取報名表者磣請附掛號回郵信封磣並寫明收

件人姓名、地址。或可親自報名：自 2002

年 6月 13日至 14日止磣於本所教務組（聯

絡電話為 02-2498-7171 轉2372。)

(5)91年考試日期及地點為：全修生於2002年6

月29日至30日（星期六、日）、選修生則於

6月29日（星期六）磣在本所舉行。

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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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錄取名額及通知：全修生錄取名額約 10∼

15人。選修生錄取名額約5∼10人。

以上錄取名額多寡視實際整體考試成績而

定。

(8)對選修生提供之優待辦法：凡選修成績平均

達 85分以上者磣如參加本所下年度招生考

試磣可優先錄取磣但須合乎招生考試資格

者。凡參加招生考試而錄取之選修生磣其先

前所選修成績列為正式學分。

c.選課生之申請資格與招生方式

為充分善用本所教學資源、培植所外高級佛

學研究人才磣本所特別訂定「中華佛學研究所所

外博士、碩士佛學研究人士選課辦法」。

(1)申請資格：凡中華民國國民磣符合下列資格

者磣均得申請選修本所佛學語文砮佛學專題

課程。

泝已獲博士學位磣且對佛學研究有興趣者。

沴已獲碩士學位磣碩士論文為研究佛學者。

沊博、碩士班肄業磣且在佛學相關領域工作三

年以上經驗者磣或曾選修佛學相關課程者。

(2)招生方式

泝申請手續

1)填寫申請表磣請貼兩吋近照一張。

2)繳交最高學歷證明書影印本一份。

3)繳交最高學歷修業成績單正本一份。

4)具碩士學位者磣繳交碩士論文；具博士

學位者磣繳交佛學論文一篇以上。碩士

班肄業者磣繳交相關工作證明及佛學論

文一篇以上。

5)繳交審查費一千元整。（請購買郵政匯票磣

抬頭請寫：財團法人中華佛學研究所。）

6)繳交簡歷自傳。（內含申請就讀本所的

動機、目的及自己的研究方向）。

7)繳交三個月內公立醫院體檢證明（含X

光胸部檢查）。

沴 91年申請選課時間、地點及方式：一律

採通信申請方式。申請時間自2002年6月

12日至 6月 25日止磣請將相關資料以掛

號信函磣寄至同上地址。申請表備索磣請

附回郵信封。

沊面談：申請日截止後五日舉行。

沝錄取名額及通知：選課生錄取名額約5∼

10人。錄取通知單於申請日期截止後十

日內通知。

d.外籍生及僑生申請入學辦法與入學測腄

(1)申請入學辦法：申請時間為每年3月1日至5

月底以前。應繳交證明文件磣並需參加入學

考試（考試科目同本所選修生考試）。研究

期限同本所全修生。詳情請洽本所教務組。

(2)入學測驗

泝測驗不及格者可申請為選讀生磣可選一年

級三分之一課程。

沴選讀一年後再經測驗及格後為正式生磣其

所選課程考試及格則列為正式成績。

e.贐生輔導 每年度一或二次磣時間大約在每年

3、 4月。採通訊報名方式磣詳情請洽本所教

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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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考試粡口試

學科考試

（佔總成績70%）

口試（佔總成績30%）

考試項目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加倍計分）

四組必考

印度佛學組、中國佛學

組、西藏佛學組必考

資訊組必考

考試科目

國文

英文

佛學概論

中印佛教史

電腦概論

考生應考科目

全修生 選修生

√

√ √

√ √

√

√

√ √

(6)考試科目

（其中英文成績排名須達全部到考考生之前 80%磣否則不予錄取。）



a.學費

(1)全修生：學費全免。另本所簽署學術交流學

校之外籍生磣依約辦理。

(2)選修生：為培植佛教學術人才磣瞺勵向學磣

對於選修生收取學分費（如 91學年度為：

以每小時七百元計)。修畢該課程後悉數奉

還磣否則不退還該科學分費。

(3)選課生：各項課程之選修磣應依每磩所選課

程時數磣以每小時新砟幣五百元計（例如：

若該課程每磩 2 小時磣則每學期一千元

整）。

b.膳宿費用

全修生磣或選修生若為外籍生或僑生者磣本

所均供其免費住宿。並供所有學生免費用膳。

c.書籍費、水、電、電話費、健保費自行負擔。

a.全修生每月均發給全修生新台幣五千元獎助

金磣以三年為限；中途退學者磣需繳還研究

費；若不能如期繳交作業報告者亦停發；若在

學期間工作磣每月所得超過獎助學金五千元以

上者磣則停發獎助學金。

b.另有醫療補助金及專款獎學金。

c.中華佛學研究所留學獎助辦法

本辦法之目的是為「發揚佛教磣獎勵本所優

秀研究生出國深造磣以及有計畫地培植佛教弘揚

佛法人才」而訂定。獎助方式有：(1)推薦砮本

所建立合作關係之國外大學研究所研究。(2)研

究生自行申請國外大學、研究所礓行之研究者。

凡符合本辦法之申請資格者磣每年申請獎助

一次。獎助最高參考金額依各留學地區之不同而

有差別磣約在兩千美元至七千美元之間。獎助期

限為(1)攻讀碩士學位者以二年為期限。(2)攻讀

博士學位者以三年為期限磣第四年可特別申請。

每學年發放留學獎學金約 US$111,000磣折

合NT$3,885,000（以匯率 1：35 計）。

獎助學窠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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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參贐書目

中華佛學研究所入學參考書目 2002.05

考試科目 參考書目 作者（譯者） 出版社 售價

專
業
科
目

共
同
科
目

佛法概論 NT$    130

成佛之道 170

中印佛教史

國文

英文

電腦概論

1.印度佛教史概說
佐佐木教悟等著

達和法師譯
佛光 180

2.中國佛教史概說
野上俊靜等著

聖嚴法師譯
商務 210

3.印度佛教思想史 印順法師著 正聞 220

4.印度佛學思想概論（上、下）
呂澂著 天華

550

5.中國佛學思想概論（上、下） 550

1.電腦概論：現在砮未來 金子葳、洪秀朋譯 儒林

2.計算機概論—邁向未來 毛慶禎編譯 諅峰

What the Buddha Taught

（佛陀的啟示）
Walpola Rahula 慧炬 250

備註：此中第一、二本書出題範圍佔70%磣第三、四、五本書出題範圍佔30%。

古文觀止（唐文（韓愈文選）、宋文（歐陽修文選）為主。）

四書（以大學、中庸為主；論語、孟子次之。）

佛學概論 印順法師著 正聞

註：除國文、電腦概論二科外磣本所代為流通上列書籍。欲購書籍者磣請以現金袋或匯票（抬頭請寫：財團法

人中華佛學研究所）（需另加郵資：外縣市80元磣台北縣70元。）寄至本所教務組收。



d.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生國內進修獎助辦法

為瞺勵本所畢業之研究生繼續於國內各大專

院校攻讀博、碩士學位磣特訂定本辦法。申請資

格為(1)已通過本所畢業論文口試者。(2)正在國

內各大學修學博、碩士學位者。(3)提出相關之

佛教學術論文一篇。原則上每年獎勵 4 名至 7

名磣每名新台幣二萬至四萬元。申請獎助所提出

之論文須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此項相關資料磣請參見法瞺山僧伽大學佛學

院之「設備」項。

本所不定期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至本所擔任

密集講座或演講；同時也約聘國內外各個研究領

域中學有專長之佛學學者四十多位為本所之通訊

研究員及《中華佛學學報》撰稿、編審委員。

a.專任研究人員專闟蜚文發表會

本所每學年舉辦一次專任研究人員專題論文

發表會磣砮會人員除本所師生外亦邀請校外人士

參加。

b.大專佛學研習營

本所學生主辦的夏令營磣自 1995年改為以

研究營或研習會方式呈現磣第一屆主題為「佛學

研究砮學佛」磣第二屆主題為「南、北傳佛教的

解脫觀」﹔第三屆主題為「中華佛學論文研習

會」；第四屆則舉辦「佛學砮資訊作品研討

會」；第五屆主題為「佛教砮砟灣宗教現象」。

c.學術交流

本所經常砮國內各大學及佛學院所聯合主辦

佛學研討會。

(1)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國內各佛學院、所輪流主辦召開佛學論文聯

合發表會。本所於1995年及2000年輪值主辦第

六屆及第十一屆。

學術活動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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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砮會學者及貴賓合影 (2002.01.18~20)

中華佛研所在文化館辦學的16年期間磣悉心照顧佛研所師生磣

而為中華佛研所同學們所敬愛的大師伯錠心法師（右）、二師伯

鑑心法師（左）（文化館住持）磣於中華佛研所舊址所在地北投

「中華佛教文化館」前合影



(2)兩岸學術交流

1998年主辦「兩岸佛學教育交流座談暨博

覽會」、「佛教文學砮藝術學術研討會」、「佛教

砮東方文化—紀念佛教傳入中國二千年海峽兩

岸」佛教學術會議（砮大陸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

宗教研究所聯合主辦磣於北京召開）。

2001年舉辦「兩岸佛學教育研究現況砮發

展」研討會。

(3)校外參訪。

(4)國際學術交流

1990年舉辦第一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

1992年舉辦第二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

1994年承辦佛教砮中國文化國際學術會議。

1997年舉辦第三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

1999年協辦第五屆電子佛典推礓協議會。

2002年舉辦第四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

(5)國際友校合作

本所砮數所國外大學建立姊妹關係磣礓行留

學生、出版物之交換以及研究人員之互訪。砮本

所已簽定學術交流同意書的學校目前共有九所：

日本佛教大學 (Bukkyo University)、日本立正大

學佛教學部 (Rissho University, Faculty of

Buddhist Studies)、日本駒澤大學佛教學部

(Komazawa University, Dept. of Buddhist

Studies)、日本花園大學 (Hanazono University)、

美國密西根大學 (University of Michigan)、俄羅

斯聖彼得堡大學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 of

Saint-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泰國法身中心

(Dharmakaya foundation)、大陸中山大學人文學

院宗教研究所、南京大學中國哲學砮宗教文化研

究所。另有維吉尼亞大學宗教研究所(Uninersity

of Virginia,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亦正

在洽談辦理中。

a.中華佛學學報：

至2001年9月已出版至第十四期。

b.中華佛學研究：

至2002年3月已出版至第六期。

c.中華佛學研究所佛學論叢。

d 中華佛學研究所研究人員論著。

e.每年獎助博士、碩士論文、社會人士著述等佛

教學術研究。

以上之相關資料磣可參見《中華佛學學報第

十四期》（2001 年磣砟北：中華佛學研究所）

之：附錄二「中華佛學學報第一至十三期總目

錄」；附錄三「中華佛學研究第一至五期總目

錄」；附錄四及附錄五：「各期論文分類統計表」

砮「各期作者統計表」；附錄六「中華佛學研究

所77~90年．佛教博碩士學術論文甄選得獎名單

統計」；附錄七「中華佛學研究所學術研究出版

成果統計」(p481~518)。或可參見《耕耘播種

—中華佛學研究所廿磩年特刊》（2001年磣台

北：中華佛學研究所）中之「中華佛學研究所論

叢」(p154)、「專任研究人員之著作」(p149-

153)。

學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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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ETA 電子佛典光碟：獲得日本大藏出版社株式會社授權

CBETA輸入及公開磣並由中華電子佛典協會承辦磣北美印順導

師基金會、菩提文教基金會、西蓮教育基金會主辦磣而由中華

佛研所協辦之《大正藏》冊 1~55及冊 85光碟磣已於 2002年正

式出版發行

本所之學報等出版品



1978年 10.12 華岡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創辦人張其昀先生敦聘聖嚴法師為所長磣成一法師為

副所長磣李志夫教授為主任祕書磣前所長周邦道先生為名譽所長。《華岡佛學學

報》復刊。10月26日舉行新舊任所長交接典禮。

1979年 03.24 假中國文化學院大忠館敬業堂召開研究員會議磣由所長聖嚴法師主持。

1981年 02.28 本所假華嚴蓮社舉行臨時理事會磣會中決議於70年度招收研究生。

08.03 華岡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磣開始招收第一屆研究生。9月1日開學。

1982年 04.08 所長聖嚴法師及副所長成一法師應美國佛羅里達州州立大學之邀磣代表中國文化

學院校長潘維和博士赴美訪問。

09.01~05 印度宗教家Chinayananda來台訪問磣蒞臨本所參觀。

1984年 03.24 《禪門三柱》作者卡普樂禪師蒞臨訪問。

07.12 中國文化學院改制磣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停止招生。

1985年 08 聖嚴法師於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磣創立「中華佛學研究所」磣繼續招生。聖嚴法

師以創辦人兼第一任所長磣並敦請李志夫教授任副所長。

1987年 03.02 向教育部提出立案申請。

07.01 中華佛學研究所獲教育部核准立案磣《華岡佛學學報》更名為《中華佛學學

報》。8月22日舉辦成立大會。

1989年 04 於台北縣金山鄉購置三十甲土地磣命名為「法瞺山」。

10.15 中華佛學研究所砮日本佛教大學締結為姊妹校磣簽署學術交流合約書。

1990年 01.12 中華佛學研究所於中央圖書館磣舉辦第一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磣以「佛教倫

理砮現代社會」為會議主題磣並以「佛教傳統砮現代社會」為永久會議主題。

07.05 本所砮泰國法身寺雙方互派留學僧作學習磣簽署學術交流協定書。

11.14 中華佛學研究所砮美國密西根大學佛教文學研究所磣於密大簽署學術合作同意

書磣由創辦人聖嚴法師砮該所所長Prof. Luis Gomez代表簽署。

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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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期間增加的第七十一篇畢業論文為周柔含所撰寫之《「四善根」探源》磣指導老師為楊郁文老師。

此外磣法瞺文化公司發行之人生月刊、法瞺雜誌等刊物磣亦為本所之特約發表園地。

f.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生論文：至2001年12月止磣共計71篇。

關於其詳細內容磣請參見《耕耘播種—中華佛學研究所廿磩年特刊》中之「畢業生論文資料表」

(p155-6。)1

本所原商借設在砟北市北投區光明路276號之「財團法人中華佛教文化館」磣是1986年由平房改

建而成之五層、六百坪的大樓磣鄰近並建有兩百坪房舍供師生住宿之用。自 1985年秋天起磣直至

2001年9月搬遷至法瞺山現址前磣本所於該地教學砮研究凡歷經了十六年。金山現址則是屬於法瞺山

以大學院教育為主體的第一期工程第一工區建築群。目前正式啟用的有：男眾部寮房、小三合一（規

劃有教育行政大樓、國際會議廳、圖書資訊館）、教職員宿舍。（關於其詳細內容請參見本年鑑「法

瞺山僧伽大學佛學院」之「校舍面積」項。）

校舍面積



1991年 01.12 中華佛學研究所砮日本立正大學佛教學部簽署學術交流同意書磣由聖嚴法師砮立

正大學佛教學部部長三友健容代表簽署。

07.13 本所向台北縣政府提出「開發許可」申請磣擬將位於台北縣金山鄉覓得之校地命

名為法瞺山磣以為遷建之用。

1992年 01.01 教育部核准自本日起由方甯書教授代理所長之職。

07.18~21 主辦「第二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磣會議主題為「傳統戒律砮現代世界」。

08.04~11 創辦人聖嚴法師、李志夫教授、方甯書教授以及法瞺山遷建工程委員會所組成的

「日本友好訪問團」至日本訪問八天磣拜訪砮本所簽約的立正大學、佛教大學磣

以及其他佛教學術機構砮宗教修行團體。

09 本所董事會決議磣由聖嚴法師為代表人磣以專案向教育部申請設立法瞺人文社會

學院。

1993年 08.30 本所遷建工程於法瞺山舉行動土典禮。

09.21 成立法瞺人文社會學院籌備委員會。

09.22 成立法瞺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處。

10.28 日本佛教大學校長高橋弘次先生等一行4人至本所續簽學術交流合議書。

1994年 03.17 日本駒澤大學佛教學部部長田中良昭教授偕同吉津宜英教授蒞臨磣締結砮簽署學

術交流同意書。

04.20 本所第一次專任研究人員討論會磣由楊郁文、曹仕邦老師主講。

07.23~25 舉行由中國文化復興總會主辦磣本所承辦的「佛教砮中國文化國際學術會議」。

1995年 08.25~27 主辦「第六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磣計有31篇論文發表。

1996年 04.29 教育部高教司周融融視察會同行政院參事汪雅康組長等3人蒞所視察。

07.01 方甯書所長請辭磣轉任董事會常務董事；李志夫教授接任所長磣仍兼法瞺人文社

會學院籌備處主任。

09.30 教育部主辦本校建校環境影響評估現場勘查暨聽證會。

11.18 申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及「研究獎勵」案磣國科會黃榮村處長率員視

察並了解研究概況磣作為列入獎助單位之參考。

12.24 接獲國科會公函磣本所申請之「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及「研究獎勵」案通過審

核；此外磣本所並獲該會列為補助及獎助單位。

1997年 03 創刊《中華佛學研究》磣提供青年學者學術發表的園地。

07.09~21 於國家圖書館舉辦「第三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磣會議主題為「人間淨土砮現代

社會」磣共發表46篇論文。

07.23 國科會通過本所所長李志夫教授「《摩訶止觀》研究專案」。

10.01 李志夫所長卸任兼法瞺大學籌備處主任磣由國家圖書館前館長曾濟群教授接任首

任校長。

1998年 02.15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正式成立磣由副所長惠敏法師擔任主任委員磣資訊室主任

杜正民老師擔任總幹事。

04.11~12 主辦佛教文學砮藝術學術研討會磣由現代佛教學會承辦磣在台灣大學思亮館舉

行。

04.17 本所研究員兼所長李志夫教授、副研究員陳英善老師分別以《法華玄義研究》及

《華嚴無盡法界緣起論》磣榮獲國科會研究獎勵甲等獎。

07.07~09 舉行由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贊助、本所主辦之「兩岸佛學教育交流座談暨博

覽會」磣海峽兩岸共有二十多所佛學院所參砮此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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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7 第三屆第九次董事會議決議：提撥新砟幣二億元予法瞺人文社會學院磣作為其辦

學基金。

09.01 中華佛學研究所專輯CD正式版發行。

09.06~08 由本所砮大陸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聯合主辦、法瞺人文社會學院協辦

的兩岸首次佛學會議在北京召開。主題為：「北傳佛教和東方文化—紀念佛教

傳入中國兩千年」。

1999年 01.04~07 李志夫所長至深圳參加「文化砮社會國際學術會議」；並於7~9日至廣州中山大

學哲研所專題演講並簽訂學術交流草約。

04.30 熱心居士捐贈南傳佛典緬文巴利貝葉經65冊磣由圖書館列為珍貴的特藏資料。

05.10 副研究員陳英善老師以《天台性具思想》一書磣獲國科會甲種研究獎。

05.29 砮大陸中山大學宗教文化研究所及南京大學的中國哲學砮宗教文化研究所簽署學

術交流協定書。

06.09~13 杜正民老師、維習安顧問磣出席由美國University of Virginia, Charlottesville舉辦

的「一九九九電腦砮人文國際會議」。

07.27 正式承接台灣大學佛學研究中心製作之「佛學網路資料庫」。

08.23~28 杜正民老師砮維習安顧問代表出席由瑞士洛桑大學 (University of Lausanne) 舉辦

的「第十二屆國際佛學會議」。

10.16 由本所主辦及法瞺山各單位協辦之「法瞺山淨土專題研討會」磣於北投華僑會館

舉行磣共發表論文6篇及一場「念佛砮祈福」法會。

10.29 創辦人聖嚴法師砮國立砟灣大學陳維昭校長簽定「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經

營合作契約。

10.30 第三屆兩岸佛教教育交流訪問團磣大陸代表聖輝法師及各佛學院代表等蒞所參

訪。

11.03 日本佛教大學中井真孝校長 (Shinko Nakai, Ph.D.) 砮梅田巧總務長蒞所關懷台灣

震災。

2000年 01.10 法國遠東學院賈桂琳博士 (Dr. Jacqueline Filliozat) 及緬甸學者倪彼特先生 (Mr.

Peter Nyunt) 應本所邀請磣協助處理南傳貝葉經之整理及編目。

03.01 圖書館新系統軟體「天圖圖書館資訊管理系統UNIX版」正式啟用磣並開放網路

服務。

05.06 本所砮砟灣大學合作的「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砟大辦公室啟用茶會。

05.08 本所榮獲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所辦理的「第三屆從事兩岸文教交流績優團體」藝文

類績優團體獎。

06.23~29 杜正民老師參加英國大英圖書館舉辦的「2000年電子文化地圖會議」。

07.05 李志夫所長《攝大乘論》研究（I-I）磣通過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案。

07.21~26 網資室顧問維習安老師應邀至英國格拉斯哥參加「電腦砮人文國際會議」並發表

論文。

07.25 印度駐砟協會谷南吉會長暨夫人蒞所參訪磣由李志夫所長親自接待。

08.26~27 主辦第十一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磣共發表32篇論文磣分兩天礓行磣並邀請大陸

中山大學、南京大學及中國佛學院三所研究所的6位研究生參砮發表論文。

10.02~8 副所長惠敏法師及杜正民老師代表本所磣出席俄國聖彼得堡大學東方學院舉辦的

國際學術會議磣並砮該校東方學系簽訂學術交流協定書。

10.04 大陸華南師範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龔雋教授蒞所作為期兩個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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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16 杜正民老師砮維習安顧問參加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太平洋鄰里協會合辦的

「PNC 2000數位典藏砮TEI研討會」。

12.05~08 副所長惠敏法師、杜正民老師及維習安顧問磣參加韓國高麗大藏經研究所於韓國

東國大學舉辦的國際佛學會議及高麗藏成果發表。

2001年 01.15~20 顧問維習安、杜正民老師參加於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舉行的2001 PNC

Annual Conference & Joint Meetings。

03.07 俄國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研究所 Kychanov 所長及索羅寧副教授來所訪問。

04.06 教育部宗教教育專案小組蒞所磣計有恆清法師、李豐楙、林端、林本炫、蔡彥

仁、林鴻信、顧忠華、徐會文共 8位教授至本所訪視。並砮本所師生舉行座談

會磣察訪相關宗教研修學院成立之可行性。

06.05 服務於本所十年的印度籍教授穆克紀 (Biswadeb Mukherjee)於本年7月退休；臨別

舉行演講會磣講題為 “Gotama becomes the Buddha — Analysis of the Nikaya

Tradition”（喬達摩成佛—尼柯耶傳統的分析）。

06.13~20 杜正民主任至美國紐約大學參加「電腦砮人文國際會議」並發表論文砮展示說

明；並至「北美印順基金會」報告中華電子佛典協會今年礓度、成果砮財務等業

務。

06.20 本所89學年度獲國科會人文組甲種研究獎勵費者磣計有：李志夫所長的《摩訶止

觀之研究》及楊郁文老師的《由人間佛法透視緣起、我、無我、空》二書。

8.24~9.02 本所副所長惠敏法師及網資室主任杜正民老師磣由國科會贊助玄奘西域行 (The

World of Xuanzang and Silk Road) 專案前往新疆絲路搜集資料、拜訪學者及討論

授權等相關問題。

09 本所遷移至金山現址。

09.30 於法瞺山舉行「法瞺山啟用—僧伽大學佛學院創校暨開學、中華佛學研究所90

學年度開學暨畢結業、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班始業及第十二屆佛教學術徵文頒

獎」聯合典禮。

11.9~16 由陸委會砮本所共同主辦「兩岸佛學教育研究現況砮發展研討會」磣計有8位大陸

學者砮會磣共發表論文15篇。

12~ 發行「中華佛學研究所專輯2002」及「緬甸貝葉聖典初版」光碟專輯。

2002年 01 於中央研究院舉辦「第四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磣本次大會主題是「佛教砮二十

一世紀」磣討論佛教在二十一世紀中應重視的修行問題、社會關懷及資訊科技的

運用砮結合。共有35篇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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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性質

a.級別 係由行政院蒙藏委員會砮法瞺山中華佛

學研究所及僧伽大學佛學院合作而興辦之「漢

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班」磣用以培訓「西藏駐

台弘法喇嘛」學習中文及漢傳佛教。

b.學制　

平均學習年限為一年。採半年一學期制。修

業期滿成績及格者由主辦單位核發修業證明。

c.特色

(1)學生特色：甄選入學之藏僧磣均具良好佛學

素養磣其中有格西、仁波切（轉世者）、堪

布、阿闍黎等。

(2)課程特色：除了語言課程（漢語及英語）的

學習之外磣尚有許多佛學課程磣並安排口譯

人員協助翻譯磣期使藏僧能夠礓一步了解漢

傳佛教的內容及弘化情形。並安排來賓演講

及戶外教學的課程磣使藏僧能夠更加了解台

灣風俗民情。而藏僧的專題報告皆以中文發

表磣並對法瞺山僧伽大學佛學院及中華佛學

研究所同學開放參加磣不但可以增加藏僧以

中文演說的機會磣更可以幫助前述同學了解

藏傳佛法的內涵磣以達到漢藏佛教文化交流

之目的。

B.沿革

a.創班時間 90年9月。

b.合作機關 行政院蒙藏委員會。

c.創襐宗旨 促礓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磣使漢藏佛

教發展更具多元化。

d.重要相關人士　班主任為聖嚴法師磣副主任為

惠敏法師、果光法師磣總幹事為廖本聖老師磣

前置作業的助理為蔡明珠磣上學期的助理為劉

慧雯磣下學期的助理為林子芸。

e.未來展望　甄選具有一定程度佛學素養和修行

的西藏佛教僧侶參砮課程磣使其未來能使用漢

語弘揚佛教磣裨益漢藏佛教相互交流。

C.機構組織

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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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研

究班學生砮師長合影

(2002.09.30)

班主任 諮詢委員

（包括蒙藏委員會長官）課程委員會

副主任

總幹事

助理 學務教務

副主任



D.教職生資料

a.教師與蹀員

現有教師人數12人。職員1人。繼獻法師為

馬來西亞籍磣其他均為中華民國籍。

師資簡介如下。

b.現有學生9人。均為國際學生磣其國籍分布為

尼泊爾、印度、不丹。

c.教職生人數比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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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稱 性別 學歷 經歷 課程名稱

釋果醒 教師 僧

泰國法身寺學習南傳禪

法一年

曾任法瞺山監院、總務及禪坐會輔導師、協

助指導禪七四十餘次及49天禪七2次磣現任

法瞺山僧眾男眾部教育工作。

禪宗

釋果樸 教師 尼
中華佛研究所畢業 漢文藏經

特色

梁淑美 教師 女

淡江中文系畢業

中華佛學研究所結業

出版社、雜誌社主編磣

藏語、英語口譯、筆譯

現任法瞺山佛學推廣中心講師、

兒童美語教師及藏文教學工作。

華嚴學介紹

杜正民 教師 男
美國馬里蘭大學畢業

中華佛學研究所結業

現任中華佛研所專任副研究員及圖書

資訊館館長、中佛電子佛典協會總幹事、佛

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總幹事。

中國佛教思

想史

潘信慧
教師及

口譯人員
女

於北印度達蘭莎拉學習

西藏佛法及藏語五年

西藏文化保護部附設文化學院中文教師

現任大乘法脈聯合會台灣台中中心漢藏翻

譯員。

佛教名相

對讀、

初級漢語

釋果祥 教師 尼
東吳大學英文系畢業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聖嚴法師國語、英語、台語口譯磣現任聖嚴

法師英文秘書及翻譯。

中國佛教

僧團

釋繼獻 教師 尼
馬來西亞佛學院高級班

畢業

現就讀於中華佛研所

釋果瀚 教師 僧

中國海事專科學校 法瞺山總務組長、維那師、禪坐會副輔導

師、資訊中心輔導師

現任法瞺山總務院監院

周邦信 教師 男

畢業於國立台北工專

電機科

電腦軟體設計、法瞺山資訊中心軟體專員、

軟體組長磣現任中華佛學研究所之佛學網路

資訊室資訊專員、資訊組長。

電腦應用

基礎

張春芬 教師 女
淡江大學中文系畢業 公務員二十年、

外籍學生的華語教學

漢語

劉嘉琳
教師口譯

人員
女

輔仁大學英文系畢業、

曾在印度達蘭莎拉學習

藏語二年

經續法林工作人員六年、勝樂金剛中心口譯

人員、現任自由口譯人員

初級漢語

廖本聖
教師及

總幹事
男

淡江大學化研所碩士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現任中華佛學研究所專任助理研究員及藏文

老師、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班總幹事、達

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口譯人員。

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班師資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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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4:10

4:40~5:00

5:00~6:30

6:30~7:00

7:10~7:50

9:50~10:10

8:00~9:50

10:10~11:50

1

3

2

4

一

起板

運動、經行

早課及自修

早齋

出坡

奶茶時間

12:05~12:35 午齋

12:35~13:45 午休

17:05~17:35 藥石

17:35~18:20 淨身

18:20~18:55 晚課

19:05~19:55 課業輔導

20:05~21:50 自修

10:00 安板

二 三 四 五 六

禪宗

果醒法師

初級漢語

潘信慧老師

漢語

張春芬老師

漢文藏經特色

果樸法師

中國佛教思想史

杜正民老師

佛教名相對讀

潘信慧老師

中國佛教僧團

果祥、繼獻、

果瀚法師

初級漢語

洪玉軒老師

漢語

張春芬老師

校外教學活動

（約每月一次）14:00~14:50

15:00~15:50

5

6

自修

淨土

涂玉盞老師16:00~16:50 7

華嚴學介紹

梁淑美老師

自修

西藏佛教砮文化

午茶時間

藏僧學員

佛教現況及

認識台灣

專題演講

電腦應用基礎

周邦信老師

杜正民老師

惠敏法師

課業輔導

漢藏班九十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作息表

E.課程概況

a.語言課程　有初級漢語、礓階漢語、漢語視聽及實用基礎英語等。

b.佛學課程　有禪宗、淨土、漢文藏經特色、華嚴學介紹、中國佛教思想史、佛教名相對讀、中國佛

教僧團及電腦應用基礎等。

c.課程作息表



F.招生

a.招生日期　90年4月16日簡章推薦表備索磣5

月1日至31日受理推薦磣6月15日寄發初審結

果磣8月15日甄試。

b.招生方式祴推薦手皞踓

(1)填寫推薦表並繳交兩吋近照二張。

(2)繳交學歷證明書影本一份。

(3)繳交六百字左右簡歷自傳。

(4)繳交三個月內公立醫院體檢證明。

(5)一律採通信推薦。

c.入學資格祴招生對象踓 畢業於佛學院或具同

等學歷者之藏僧、20~40歲磣具備初級漢語或

初級英語能力者磣由藏傳佛教團體推薦者。

d.預計錄取名額　10~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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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主講人 主題 主講人

叮嚀 強巴加措格西 新竹北埔文化之旅 法青會

台灣民間信仰 鄭志明老師 故宮之旅-元代文物展 胡礓杉先生

古蹟之美—孔廟及保安宮 許育鳴先生 台灣基礎教育砮圓滿教育 鄭惠凱老師

台灣佛教現況

藍吉富老師

八至十世紀中印度的密法及其南傳 賴鵬舉老師

日本佛教 台灣傳統節日砮風俗 黃式胥先生

圖書館使用和介紹：國家圖書館 西藏歷史的介紹 才嘉先生

台灣新興宗教 鄭志明老師 鶯歌捏陶之旅

d.專闟演講祴佛教現況及認釜台灣踓與校外教學

e.師長時間與專闟報告祴西藏佛教與文化踓

主題 主講者 主題 主講者

佛研所創辦人時間 聖嚴法師 道次第 洛桑滇增堪布

西藏僧伽的教育學習 蔣措喇嘛 吉美滾登的傳記 多傑夏巴喇嘛

西藏佛教在台灣的發展 鄭振煌老師 密勒日巴尊者的傳記 依喜拉杰喇嘛

素食美食 陳秀英 密咒 旺千成列仁波切

南傳佛教的傳播 鄭振煌老師 改變人心的方法 烏金札西喇嘛

佛研所所長時間 李志夫老師 岡波巴的故事 給寧彭措喇嘛

伏藏 普仁欽瞴巴堪布 辯經 賞林格西

漢藏班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作息表

時間

10:10~11:50

8:10~9:50

14:10~14:50

15:00~15:50

16:00~16:50

19:05~19:55

20:05~20:50

1

5

3

4

2

6

7

一

初級漢語 漢語

劉嘉琳老師 張春芬老師

二 三 四 五 六

漢語視聽課程

張春芬老師

自修

課業輔導

佛教名相對讀

潘信慧老師

課業輔導

自修

基礎實用英語

劉慧雯老師

自修

課業輔導

電腦

應用基礎

周邦信老師

午茶時間

（藏僧專題報告、

來賓專題演講、

戶外教學活動及

班會）

課業輔導

自修

基礎實用英語

劉慧雯老師

自修

課業輔導

漢文藏經特色

果樸法師

中國佛教思想史

杜正民老師

漢語視聽課程

張春芬老師

育樂

祁崇溥老師

自修

課業輔導

校外教學活動

（約兩個月一次）

（本表只列出課程時間部分之資料磣其他作息砮上學期同。）



e.甄試方式　

考試內容為藏文作文及口試。評分比則依學

習意願及潛力、學習動機、生活適應能力、修學

背景砮經歷、佛學程度、書面審核及在台記錄、

未來計畫、語文程度及整體印象等九個項目來評

分。

G.校園生活介紹

除語言課程及佛學課程之外磣另邀請來賓至

校演講磣並有校外教學課程之安排。課程作息時

間大致和法瞺山僧團相同磣亦有早坐、早課、出

坡、晚坐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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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班大事記

2000年 11.07 蒙藏委員會（MTAC）藏事處徐科長榮松先生賜電本所 (CHIBS)磣就長期停留國

內弘揚藏傳佛教的西藏僧侶磣提供其學習華語文暨以華語弘揚西藏佛法的訓練計

畫磣商討合作事宜。

11.13 經本所討論評估後磣派員前往MTAC拜會當任處長鍾月豐女士暨徐科長。

12.13 此合作案在11月份經過相關人員初步晤談達成共識後磣向本所創辦人聖嚴師父報

告請示磣贊成此合作構想。

12.20 由MTAC、CHIBS及法瞺山僧伽大學佛學院（簡稱「僧大」）合作之「合作培訓

計畫」正式定名為「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班」(Chinese-Tibetan Buddhism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

2001年 02.02 MTAC發「參加意願調查表」給國內各藏傳佛教（學）團體磣調查參加「漢藏佛

教文化交流研究班」的意願。

03 於7日及20日舉行「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班」協調會議。

04.17 簡章、推薦表備索。

05 1日開始受理推薦。30日舉行第一次課程會議。

06.18 MTAC提議所有受推薦者均給予甄試面談機會。

07.04 第一次學務會議。

07.09 第一次甄試面談。應考人數 16人。完成課程、生活問卷統計。 7/18放榜。共錄

取9位藏僧磣背景涵蓋寧瑪 (Nyima)、薩迦 (Sakya)、噶舉 (Kagyu)、格魯 (Gelug)

等四個教派。

08.01 寄、收電腦課程問卷。

08.15 確定所有課程內容及師資磣並排定課表及學期行事曆。

08.27 第一次輔導員講習。9月3日舉行第二次輔導員講習。

09.30 開學典禮磣蒙藏委員會長官蒞臨致詞。

10 為藏僧辦理一年期居留證。漢藏班教室、共修間及藏僧寮房佈置。

11.06 召開第一次輔導員會議。

12 完成藏僧問卷調查及統計。漢藏班財務及教務會議。報告經費預算及核銷磣並針

對藏僧問卷調查之結果礓行討論磣作為下學期排課之參考依據。

請參考本年鑑「法瞺山僧伽大學佛學院」之「交通路線圖及交通路線指引」。

交通路線圖





法鼓山僧伽大學佛學院
Buddhist Seminary of Dharma Drum Sangha University

悲——以慈悲關懷人

智——以智慧處理事

和——以和樂同生活

敬——以尊敬相對待

地址：208台北縣金山鄉三界村7鄰半嶺14-5號

14-5, Banling, Lin 7, Sanjie Village, Jinshan

Taipei County, Taiwan 208, R. O. C.

電話：02-2498-7171

傳真：02-2408-2084

網址：http://sanghau.ddm.org.tw

電子郵件： seb@dd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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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僧伽大學佛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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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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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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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級別

為四年制之佛教僧伽大學。

b.學制

(1)學習年限

四年。（詳見後文之「課程概況」。）

(2)採學期學年制。

c.特色

(1)精緻教育

以辦研究所的精神及品質磣創辦菁英型的佛

學院。

(2)整體教育

在制度、設備、師資、學生教育礓階上磣砮

法瞺大學、中華佛學研究所、法瞺山僧團磣以及

推廣教育、法瞺山獎助學金設施、禪修及文教體

系等緊密地連結磣並有機會參砮學習本山定期舉

辦的國際學術會議磣及廣泛的交流等活動。

(3)環境教育

坐落於金山鄉之法瞺山磣清幽寧靜磣擁有兼

具傳統及現代建築特色之校園磣及藏書豐富、期

刊齊全的佛教圖書資訊館；並有法瞺山網群社

區、電子佛典、數位佛學圖書館暨博物館、禪修

中心、國際學術會議廳等設施。

(4)學程願景

學生在學程修至第三年之前磣必須準備擇期

剃度磣成為僧團的一員。第四年可依止法瞺山僧

團實習磣畢業後可分發於法瞺山禪修及文教體系

中擔任適當的工作；並有投考中華佛學研究所、

或獎勵出國深造等的機會。

a.創襐時間 2001年9月30日。

b.獲准襐案機關

已報請內政部核備。

校史

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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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創襐宗旨

以佛教之戒、定、慧三學為基礎磣依聞、

思、修三慧之方法磣培養弘揚佛法、利益眾生之

僧才。

d.教育目標

(1)以漢傳佛教的理論及實踐磣培養德學兼備、

解行並重、具有高尚宗教情操、並能帶動社

會淨化的僧才。

(2)造就因應時代潮流需要的佛教僧才磣推動佛

教教育文化工作磣落實社會之關懷。

(3)加強國際交流砮語言訓練磣推動佛學教育國

際化磣培養深具國際宏觀之弘化僧才。

e.創襐沿革

聖嚴法師在1999年3月2日所召開的第一次

籌備會議中磣勉勵籌備小組的成員磣不要只站在

法瞺山或砟灣的立場磣而應以廣大的心胸、前瞻

性遠見磣朝未來五十年、一百年的方向思考；並

以整體佛教為考量磣朝向砟灣是未來世界佛教中

心的目標規劃。若真能一貫地秉持此等理念辦

學磣則相信必定能如當初的印度那爛陀大學一

般磣吸引一流的出家人來校就讀磣並能邀請到具

有教育理念的優秀師資加入陣容。

其實磣早在聖嚴法師的師父東初法師在世之

時磣即有呼籲教界成立佛教大學之芻議；而聖嚴

法師也曾在 1961年於《人生》、《覺世》等刊

物磣為創辦佛教大學請命磣希望「以佛教的力量

創辦佛教的教育機構」、「以佛教的教育來培植

佛教的人才」。

聖嚴法師有感於：「社會一般的大學課程磣

只能教人如何做一個有作有為的在家人磣卻沒有

教人如何去做一個如理如法的出家人」磣因此磣

積極建設一套「結合佛教義理的學習磣並能注重

生活實踐砮宗教意志的磨鍊」之僧伽高等教育制

度磣可說是勢在必行。

在中華佛學研究所辦學二十年及法瞺大學籌

辦多年之後磣具足眾多因緣下磣僧伽大學終於隨

著時代及眾生的需要磣應運而生。

經過兩年多緊鑼密瞺的籌備磣建校的宗旨、

目標及硬軟體環境愈臻明確。確立了僧伽大學的

設立磣是為了培育能夠「洞悉新時代的要求、足

以代表漢傳佛教的精神砮內涵、並在國際宗教界

和學術界佔有一席地位」的僧眾人才。讓二十一

世紀的僧眾更具深廣的氣度砮宏觀磣以漢傳佛教

為基礎磣吸收南傳、藏傳佛教之優點磣開創出佛

教的新紀元。僧伽大學的成立磣是邁向此宏大願

景的第一步磣讓有心於以弘法利生為志業的學

僧磣能在此奠定下紮實的基礎。

f. 創辦人暨院長—聖嚴法師

聖嚴法師簡介

聖嚴法師為當今漢傳佛教在國際間最具代表

性的法師之一。曾於美濃閉關六年磣後有感於學

術之研究有助於佛教整體形像之提昇磣發願苦

讀磣而於 1975年取得日本東京立正大學文學博

士。歷任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所長、文化大學

及東吳大學教授磣指導禪宗、台賢、唯識、中觀

等課程。

法師創辦之中華佛學研究所磣二十年來成果

斐然磣已是海內外知名的佛學研究機構磣培養出

的優秀畢業生遍布世界。近年來又籌辦法瞺大

學磣致力於佛學教育不遺餘力。

聖嚴法師不僅是一位學養極深的佛教學者磣

更重視修行的實踐磣傳承了禪宗及曹洞兩大宗

派磣數十年往來於東西方社會教授禪法磣也是國

際知名的禪師。

1989 年創辦之法瞺山磣以「提昇人的品

質磣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磣推動「心靈環

保」磣備受社會各界的肯定、中國佛教界的推

崇磣同時也受到國際宗教界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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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暨院長　聖嚴法師



惠敏法師簡介

惠敏法師磣1954年生於砟南市。1975年砟

北醫學院藥學系畢業磣並取得藥師證書。 1979

年依止西蓮淨苑智諭法師披剃出家。 1985年中

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結業。 1986年取得日本交

流協會的公費留日獎學金磣負笈東瀛磣就讀於國

立東京大學文學院磣親炙高崎直道、江島惠教教

授磣專攻印度佛學磣並於六年之內連獲日本東京

大學印度哲學碩士、文學博士學位磣再為我國僧

侶素質之提高磣增光不少。 1992年秋返砟後磣

出任國立藝術學院副教授及學務長（1 9 9 4 -

1997）磣現任國立砟北藝術大學教授及教務長、

中華佛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暨副所長、法瞺山僧

伽大學佛學院副院長兼教務長、中華電子佛典協

會主任委員、西蓮淨苑住持等職。

果光法師簡介

果光法師磣1959年生於砟中市。1991年獲美國

俄亥俄州立大學農業經濟博士學位。 1995年於

聖嚴法師座下披剃。曾任法瞺文化叢書主編、法

瞺山創辦人聖嚴法師機要秘書磣現任法瞺山僧團

教育院監院、僧伽大學佛學院副院長兼女眾學務

長。法師對於教學是認真而不呆板磣威儀而不失

幽默。在她開朗的風格薰陶下磣均能輔導學生建

立起光明而積極的人生觀。

g.未來展望

配合國家教育發展目標磣因應教育部「開放

宗教研修機構納入教育體系、定位為『宗教研修

院』並授予正式學位」之政策磣本校將依照相關

之教育法規磣申請改制成為「宗教研修院」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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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長　惠敏法師

法瞺山僧伽大學佛學院

副院長　果光法師

籌備期間於2000年3月15日舉行

「佛學院辦學經驗交流座談會」磣

由聖嚴法師擔任主席磣惠敏法師

主持磣砮會貴賓有普獻、大航、

厚賢、厚觀、宗實、能淨、悟

因、賢度、見晉法師等砟灣各佛

學院主管代表磣以及果品、果

廣、果竣法師等法瞺山僧團法師

代表；會中就佛學院教育提供了

寶貴的經驗及建議。



學部課程磣並朝世界性之綜合大學發展；其中將

設漢傳、藏傳、南傳以及世界佛教整合性的學

院磣以縱貫傳統及現代佛教磣開拓佛教新氣象。

並期望能於未來磣達成敦促佛教界之僧眾礓入大

學就讀之風氣磣以提昇僧眾素質磣助益於佛法之

推廣。並且希望能：開放大陸、藏傳及南傳佛教

僧侶礓入本校磣使砮砟灣僧侶互相學習交流磣以

開創印度那爛陀大學再現之景象。並開拓國際視

野磣礓行且促礓國際佛教學術團體之學術交流磣

使本校成為世界佛學研究重鎮磣並將漢傳佛教推

上國際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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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眾學務長

男眾學務助理 女眾學務助理

總務助理

教務長助理

女眾學務長

顧問 秘書室 文書

人事

財務

法鼓山僧伽大學佛學院組織架構

2001年9月12日九十學年度新生講習時磣聖嚴法師砮僧大師生及漢藏文化交流研究班的喇嘛們合影。

a.機構組織

組織章程



a.教師

現有教師人數為 20人。均為中華民國籍。男

眾 10人；女眾 10人。年資均為一年。其學歷

為：博士 3人、碩士 10人、學士 2人、大專 2

人、高中3人。

教職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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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齎因

釋果瀚

釋天襄

釋清德

釋果燈

釋果禪

釋果見 尼
教務處註冊

暨課務組組長
美國紐約州雪城大學圖館碩士 課業輔導

杜正民

方怡蓉

周柔含

周邦信

陳世佳

黃怡琪

男

女

女

男

男

女

兼任講師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師大英語系碩士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砟北工專電機科畢業

新莊高中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佛學英文（男眾）

佛學英文（女眾）

佛學日文（上）

電腦概論

體育課（男眾）

體育課（女眾）

僧

僧

尼

尼

尼

尼

兼任講師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法瞺山僧團寺務院監院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研究所碩士

法瞺山僧團梵唄師資

阿含經選讀（男眾）

梵唄砮佛事（男眾）

阿含經選讀、佛學日文（下）

佛法概論（女眾）

印度佛教史

梵唄砮佛事（女眾）

姓名 性別 現職 學經歷 任教科目

釋聖嚴 僧 院長 日本立正大學文學博士 高僧行誼、創辦人時間

釋惠敏 僧 副院長暨教務長 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
思考砮表達方法

禪定學概論

釋果光 尼
副院長暨

女眾學務長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農業經濟博士

禪修實習／半日禪（女眾）

身心輔導（女眾）

校內外服務／弘化實習（女眾）

釋果建 僧 男眾學務長 政治大學學士

沙彌律儀／毘尼日用（男眾）

身心輔導（男眾）

校內外服務／弘化實習（男眾）

釋果醒

釋果徹

釋淨照

僧

尼

僧

專任講師
法瞺山僧團弘講師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中華佛學研究所結業

禪修實習／半日禪（男眾）

沙彌律儀／毘尼日用（女眾）

佛法概論（男眾）

法鼓山僧伽大學佛學院師資簡介

2001 年 9 月 30 日僧大

創校日磣全體師生砮

學僧家長合影。



b.行政人員

11人。 2位專職人員磣 9位常住法師領執。男

眾5人；女眾6人。年資均為一年。

其學歷為：博士 3人、碩士 3人、學士 4人、

專科1人。

c.學生

90學年度招生第一屆磣共有全修生實際報到註

冊人數：22人。均為中華民國籍。

申請休學 6人磣自動退學轉入僧團 1人。學生

輟學率為5%。

d.教職生人數比為2:1:2。

學制上採取四個學年的學期學分制磣設有必

修、選修及必選修的課程彈性磣學僧可視自己的

興趣及能力來搭配選課磣且必須達到基本的修業

學分數磣才能及格畢業；一方面瞺勵學僧對自己

的學習自主負責磣另一方面則促使學僧慎重的看

待每個學習的機會磣如此方不致產生時間一到就

算完成學業的錯誤認知。

目前第一屆以招收全修生為對象磣未來還將

逐步開放實施選修及寒暑期密集修業的方案。

至於課程的內容磣區分為慧業及福業二大修行資

糧磣其中之慧業又分為：以理論為基礎的解門、

砮實踐為要的行門；二者猶若人之雙足、鳥之兩

翼磣莫可偏廢。

解門囊括了佛學及世學。佛學方面磣縱向是

依戒、定、慧三學所開展出來的主題磣橫向則是

由淺入深、自基礎概論至專題研討的次第磣整體

涵蓋了律學、禪定學及禪學、教史、大乘三系、

中國佛教專題、漢藏及南北傳佛教的比較、佛教

砮現代社會、國際弘傳等。

世學方面磣則有作為學術和弘法基本工具的

語文訓練磣由英日語到梵、巴、藏語文磣乃至翻

譯的技巧實務磣作一系列完整而能觸類旁通、相

輔相成的培訓。此外磣尚有電腦概論、資訊檢索

及文獻研究方法、思考表達砮弘講技巧、行政管

理實務、論文的習作、成人教育、學程願景等。

行門可以說是解門的生活實踐磣更是在日常活動

中調身調心及養成出家生活六和敬心態相當重要

的一部分。內容包括禪修實習課程、戶外禪、一

日至七日的精礓修行、梵唄佛事、磩會、誦戒、

課業輔導及學生輔導課程磣以及砮寺院生活共通

的早晚殿、早晚坐、過堂、出坡等要項。除修行

活動外磣寒暑假尚規劃學僧到法瞺山體系內相關

單位實習磣以了解實務運作並適應學院外的寺院

道場生活。

福業的設計磣目的則在於落實法瞺山的「心」

五四運動、並培養出大乘菩薩道積極奉獻的精

神。校內服務可體驗生活的禪法、涵養健全僧

格磣發揮團隊互助合作的精神；校外服務則砮社

區及社會脈動相結合磣落實對社會大眾的關懷砮

普化教育磣在砮外界的互動中磣鍛鍊出領眾的能

力及實踐弘護之使命。

課程架構：

課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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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僧們正在上縫紉課。聖嚴法師在「高僧行誼」課堂中曾說

過：「初出家要先學會三年婆娘」磣指的就是出家人必須學會縫

縫補補、洗洗煮煮。

四年修業

德業 身心及僧格之陶冶鍛鍊

福業

弘化實習 培養弘化能力及練習

活動之規劃執行

校內外服務 校區內服務及

校區外之社區服務

慧業

戒學

解門 定學

慧學

行門 佛法的修持砮生活實踐



a.報考資格

(1)高中（職）、大專、研究所以上或同等學歷

之在家眾及出家男眾。

(2)未婚、身心健全磣且有出家之意願者（已出

家之男眾不在此限）。

(3)具有佛學基礎程度、擅長語文表達能力者。

(4)男眾37歲以下役畢、女眾35歲以內。

b.報名方式及日期

(1)一律通信報名磣報名簡章及報名表等資料備

索磣可函索或至法瞺山、農禪寺及各地分院

親自領取。報名日期自2002年3月1日起至

5月31日止（以郵戳為憑）。

(2)報名收件處：同校址磣請註明「法瞺山僧伽

大學佛學院教務處註冊組」收。

招生

223

法
﹊
山
僧
伽
大
學
佛
學
﹊

四年制課程主題分析詳表

年級

主題

分類

一 二 三 四

慧
　
業

福
　
業

解
　
門

戒

定

慧

世
　
學

沙彌律儀／毘尼日用

高僧行誼
戒學概論砮菩薩戒 四分戒 專題：僧制砮清規

禪定學概論 禪宗概論 中國禪宗思想史 專題：禪宗語錄

成佛之道（I）

阿含選讀

成佛之道（II）

部派佛教概論

中國佛教史 印度佛教史 日韓佛教史、西藏佛教史南傳佛教史

中觀學

唯識學

如來藏學

專題：台賢思想

專題：禪砮淨土

專題：世界佛教之比較

專題：佛教砮現代社會

電腦應用
資訊檢索及

文獻研究方法
論文方法及習作

思考砮表達方法 弘法的技巧及實務（I）
弘法的技巧及實務（II）

成人教育概論

寺院經營管理及實務（I）寺院經營管理及實務（II）

學程願景

禪修實習（I）

精礓修行

禪修實習（II）

精礓修行

禪修實習（III）

精礓修行

禪修實習（IV）

精礓修行

梵唄砮佛事（I）

早晚殿、過堂、早晚坐

出坡（生活作務）

自修

磩會／誦戒

落實法瞺山「心」五四運動、鍛鍊領眾之能力及實踐弘護之使命。

落實法瞺山「心」五四運動、涵養健全之僧格、體驗生活禪法、培養團隊之精神、社區關懷及服

務。

梵唄砮佛事（II）

語文：英、日
語文：梵文

翻譯技巧及實務（I）

語文：藏文、巴利文

翻譯技巧及實務（II）

弘化實習

行
　
門

校內外服務



c.考試項目

(1)筆試：國文、英文、佛法概論（以聖嚴法師

之《佛教入門》及印順法師之《佛法概論》

為主）。

(2)面試。

d.考生輔導

2002年4月13日（星期日）。

e.考試時間

2002年6月22、23日（星期六、日）。

學雜費全免磣本校提供膳宿、制服、臥具、

一般醫療照顧、教科書。

每月發放固定零用金新砟幣五百元給學僧。

a.圖書資訊館

位於法瞺山佛教教育園區的圖書館磣為配合

圖書資訊化磣於2001年10月砮中華佛研所網路

資訊室合併磣並更名為圖書資訊館磣服務對象亦

擴大至法瞺山僧伽大學佛學院之全體師生。

(1)樓層簡介

圖書資訊館共分五個樓層磣總面積 842.5

坪；提供120個閱覽席位、檢索電腦49部及網路

接點近百處。一樓為採編辦公室（面積 37.2

坪）磣可容納一萬零五百冊書磣二樓主要為參考

書及藏經區（面積262.6坪）；三樓為佛學書庫

及期刊區（面積209.3坪）；四樓為世學書庫及

多媒體視聽區（面積241.9坪）；五樓為網路資

訊辦公室（面積91.5坪）磣不對外開放。

圖書資訊館為便利研究討論砮因應資訊傳播

型態之多元化磣特別於三、四樓設置了研究小

間、研討室和大、小團體視聽室、媒體小間等磣

分別介紹如下表。

設備

獎助學金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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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大樓的男眾佛堂

研究小間
共6間、8個席位磣凡本校專任教師、兼任教師、研究人員及研究生經指導教授核可者磣

均得依規定申請借用研究小間磣並以礓行畢業論文寫作之研究生為優先。

研討室
為便於本校教職員生利用本館館藏礓行教學、學術研討或課業討論及會議礓行磣特設立研

討室1間磣可供12人使用。凡園區讀者有教學及學術上之需要磣皆可依規定辦理使用。

大團體視聽室
本室有40個席位磣提供各類媒體資料的播放磣適合演講、簡介、影片研討、學術發表會等

教學及活動。

小團體視聽室
本室採木質地板裝潢磣可席地而坐磣並備有20套蒲團、方墊席位磣且有大型電視1台磣可

播放各類媒體視聽資料。

媒體小間 共6間磣每間約可容納2至4人磣可播放錄影帶及DVD磣適合小組教學砮討論。

隨選視聽區
本區有16部電腦及25個席位磣提供電腦播放各類媒體資料及網路隨選視聽資源磣適合個

人或雙人使用。

傳統視聽區 本區有16台電視機組及20個席位磣可播放錄音帶及錄影帶磣適合個人或雙人使用。

有線頻道區
本區有3台電視及12個席位磣可同時播放三種各類知識頻道磣如：公共電視、新聞網、

Discovery……等。



(2)館藏概況

圖書資訊館收藏以佛學及佛學相關主題之資

料為主。目前圖書約有28,500冊磣其中中文圖書

約 15,200 冊磣日文圖書 4,500 冊磣其他語文

（英、梵、巴、藏、德、法等）約3,600冊。另有

砟灣、大陸、日文、西文現期期刊340種磣多媒

體視聽資料（錄音帶、錄影帶、各類光碟資料）

約 4,00卷（片）磣貝葉特藏 400多冊。（統計日

期：90年9月）

(3)檢索設施

圖書資訊館為加強服務讀者查詢資料之便

利磣提供不同功能的檢索電腦共 49部磣以及在

本館各樓層兩側窗檯閱覽桌下設置網路接點磣可

供讀者使用筆記型電腦自行上網。

(4)館藏特色

泝大藏經

圖書資訊館典藏有 43套不同版本、文字及

內容的大藏經磣分別為中文 22 套、外文 21 套

（外文含英、日、韓、梵、巴、藏文等）。

沴貝葉

圖書資訊館所收藏的貝葉為緬甸寫本磣涵蓋

的年代最早是西元 1724 年磣最晚是西元 1930

年磣典藏中有59函是十八世紀的寫本磣127函屬

十九世紀磣另有 51函是二十世紀初的寫本。內

容上磣典藏涉及佛教律、經、論等各層面以及歷

史、語法等重要學科。已知文獻中磣以屬於律藏

的數量最多磣計127部；經藏的文獻僅66部；出

自論藏的則有 67部。另尚有故事集、洋溢宗教

情操的詩集、佛學論著、多種砷蘭佛教史磣和豐

富而往往未見他錄的巴緬逐詞對照譯本磣以及多

達49部的語法書砮辭典。

沊敦煌特區

本館收藏敦煌寶藏一套磣另將有關敦煌之相

關書籍磣闢成一區。

(5)網路資訊室簡介

1998 年 3 月成立了「佛學網路資訊室」

Buddhist Studies Information Network Center（簡

稱「網資室」）磣以因應 21世紀電子化資訊時代

之網路蓬勃發展、文獻資料數位化的急劇成長磣

及資訊共享等新世紀趨勢。

網資室工作內容有：

泝中華電子佛典協會——藏經電子化工作。

沴佛學資料庫的建制——佛學資料的應用。

沊佛研所的網頁設計——國際性的資料庫。

沝佛研所電子資訊化——配合時代的轉型。

目前礓行中的作業有：

泝佛教當代研究文獻全文資料庫。

沴佛學學報全文數位資料庫建置。

沊佛學書目資料庫。

沝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的建置。

沀砟灣佛教文獻數位化資料庫。

泞佛學網路佛典語言教學。

泀佛學網路資源。

洰佛學教學課程的研究砮建置。

泍佛學專題研究資料庫的建置。

泇研發砮提供學術應用技術。

沰培訓新生代砮經驗的傳承。

泹未來願景：網路資源是知識的擴充站磣可

以無止境的成長磣因此本資料庫亦將隨著

時間砮資源及能力的成長而擴置。

(6)圖書資訊館之未來展望

為使本館能成為國內佛學研究的總館磣未來

藏書目標約在二十萬至二十五萬冊之間磣將持續

蒐集來自世界各地各類有關佛教經典的學術研

究、論文著作、光碟、影音帶等；並砮國內外各

大圖書館及資訊網站連線磣提供多元的圖書資訊

服務。期望將來能成為國際間研究佛教三藏的總

館重鎮。

結合網路資訊室、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

（DBLM）、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等單

位磣建構成教學、研究、行政三環結合的知識神

經網路磣是圖書館的目標。未來的發展方向磣在

典藏方面磣會朝完整化、資訊化努力；在服務方

面磣則會以積極主動的態度磣逐步地為法瞺山教

育園區、整個法瞺山體系磣乃至未來對於佛教

界磣主動提供完整的佛學相關資訊服務磣為佛法

的研究砮發展帶來新機。

b.資訊設備

電腦多媒體網路教室、多功能語言教室、佛

學資訊研究室。

c.活動中心

作為聆聽演講、開會及簡報用途可容納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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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海會廳磣並設有男眾學僧活動室、女眾學僧

活動室磣各約可容納 30人磣將來完成之國際會

議廳可容納200人。另設有階梯教室。

d.無障礙設施

設有殘障廁所、無障礙步道砮坡道。

e.其他

男、女眾學僧分別設有各自的佛（禪）堂供

學僧精礓用功磣及心理輔導室提供心理諮商砮師

長談心的環境。將來完成之法瞺山教育園區磣將

有容納 1,800人之大殿、 300人之禪堂及個人閉

關房。

a.體育活動

課程中教授太極拳磣讓學僧得以藉此課程運

動以鍛鍊體硯。

b.學術活動

於校內不定期參加國內教界所舉辦之佛學學

術會議及演講磣九十學年度（2001年度）已參

加由「中華佛研所」及「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

會」聯合主辦的「兩岸佛學教育研究現況砮發展

研討會」、中華佛研所主辦的「第四屆中華國際

佛學會議」、弘誓文教基金會所舉辦的「第三屆

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砮實踐—人間佛教砮當代

對話學術研討會」、索甲仁波切來砟弘法演講；

在校內亦共襄盛舉中華佛學研究所論文發表會磣

同時學院中教務處亦不定期舉辦各式專題講座、

演講磣讓學僧增廣見聞。

c.校外教學

校方舉辦校外教學使學僧得以有機會參訪其

他道場及參砮宗教活動磣藉此機會激發學僧宗教

情操並激勵道心。九十學年度至金光明寺瞻仰佛

指舍利磣並順道參訪西蓮淨苑。

校園生活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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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堂供養 禪一活動

護送佛指舍利前來砟灣供民眾瞻仰禮拜的

佛指舍利大陸護法團磣其佛指舍利迎歸團

團員一行57人於2002年3月26日來訪磣包

括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一誠、淨慧法師磣

及陝西、安徽、河北、江西、雲南等各地

的佛教界法師大德。



教務處下設學術出版組磣每月定期出版《法

瞺山僧伽大學佛學院通訊》磣以電子版及書面同

時出版磣並將全文上載本校網站磣發行對象目前

以法瞺山體系各單位為主。

a.宿舍面積

b.校園介紹（砮中華佛學研究所共用校舍）

本校目前砮中華佛學研究所同位於法瞺山以

大學院教育為主體的第一期工程第一工區建築

群磣此一建築群包括有男眾部寮房、小三合一

（規劃有教育行政大樓、國際會議廳、圖書資訊

館等）、教職員宿舍。

(1)男眾部寮房

為地下一層地上四層建築物磣樓地板面積共

2,530坪磣為供男眾法師及僧伽大學男眾部學僧

居住的生活空間。整棟大樓設有佛堂、執事辦公

室、會議室、圖書室、資訊室以及供給149人使

用的住宿空間。設計理念除在生活機能及空間上

的便利性之外磣並特別營造一份有利於修行的生

活環境。

(2)小三合一

面積約 4,287坪磣為地下一層地上六層樓的

建築物磣規劃有教育行政大樓、國際會議廳、圖

書資訊館等。

泝圖書資訊館（請參考前文「設備」項下之

介紹）。

沴教育行政大樓

可說是法瞺山教育體系的神經中樞磣為僧伽

大學及中華佛研所的行政暨教學區磣並作為各項

教育、學術、文化活動的弘講場所磣及金山資訊

網路中心之用磣凡出版、編輯、影音製作及各型

大小教室、研究室、辦公室、會議室等空間磣皆

一應俱全磣並砮國際會議廳及圖資館相聯結磣使

行政、教學、研究砮學術交流的空間一氣呵成。

沊國際會議廳

用於舉辦國內或國際性各種主題、各種層次

的佛學會議磣以倡導及提昇國內外佛學研究風氣

並促礓國際學術交流磣亦可用於舉辦各型重要會

議及學術演講活動磣透過多種語言同步翻譯磣可

擴大參砮會議的廣度及深度。

(3)教職員宿舍

為地下一層地上八層的建築物磣總樓地板面

積約2,761坪磣主要作為中華佛學研究所、僧伽

大學教職員及研究生宿舍。目前法瞺山僧團女眾

部寮房尚未完成磣僧伽大學女眾部的師生暫住於

教職員宿舍。宿舍內設有餐廳、廚房、教誼廳、

洗衣房以及供給150人使用的住宿空間磣此外另

有8戶供有家眷教職員使用之住宅磣並特別規劃

有貴賓宿舍磣以作為召開國際性學術會議時磣接

待貴賓住宿及飲食服務之用。

校舍面積與校園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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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學年度

機構基地（指建築物之地基）

運動場面積（以露天者為限）

24,851 m2

無

其他（花圃、空地、道路） 17,568 m2

所屬宗教團體（寺廟）面積 254 m2

平均每一學生分享之校園面積 601.7 m2

普通教室 1,928 m2

專業教室 1,070 m2

行政大樓及辦公室 1,119 m2

學員活動中心總面積

體育館總面積

教職員宿舍總面積

教師研究室
總面積

505 m2

無

9,113 m2

381 m2

間數 15間

圖書資訊館
總面積 2,785 m2

閱覽席位 120位

學員宿舍

總面積 718 m2

寢室間數 28間

平均每一住宿生

分享之宿舍面積
10~15 m2

校
地

校
舍
面
積

房舍土地面積統計表



1999年 03.02 舉行第一次佛學院籌備會議磣會中主要討論佛學院的目標磣運作方式等磣並有僧伽

大學的提出構想。

05.23 舉行第二次佛學院籌備會議磣會中討論到目標、招生對象、流程等。

06.04 果品、果巖、果廣、果在法師至輔大訪問副校長詹德隆神父磣主要內容為神職人員

的培養。

06.07 果廣、果在、果毅法師至聖母聖心修女會訪問磣主要內容為修女之養成、及生活方

式等。

06.13 舉行第三次佛學院籌備會議磣討論佛學院地點等問題。

07.29 聖嚴法師指示佛學院地點設在法瞺山磣男女眾各一班磣採四年制及課程設計、人才

用途的大方向。

09.08 佛學院籌備負責人果竣法師召開會議磣討論佛學院課程及特色。

09.11 舉行佛學院規劃及課程會議磣會中惠敏法師提出其對佛學院推廣及課程規劃的構

思。

10.02 舉行佛學院規劃書之建構會議磣由果竣法師擔任主席磣果東法師等僧團法師及大葉

大學學務長張基郁、龍華科技大學學務長陳寶祺、詹場、李昌根等人出席磣詹場並

依此會議完成了「法瞺山佛學院規劃書」。

10.08 果竣、果霽法師至屏東青龍寺戒場磣訪問正在擔任開堂和尚的福嚴佛學院前院長大

航法師磣請教其佛學院辦學經驗。

10.13 果竣、果見、果霽法師至新竹福嚴佛學院訪問其院長厚觀法師磣就整體辦學及課程

規劃向其請益。

10.14 聖嚴法師對佛學院之課程原則做出指示。

11.04 舉行佛學院籌備會議磣討論聖嚴法師於10月14日之指示及彙整磣研議各佛學院的

題目。

11.05 果竣、果品、果醒、果徹法師等12位至達賴基金會訪問強巴加措格西磣就藏傳之

僧教育礓行請益。

11.06 果竣、果醒、果肇法師等9位至圓光佛學院參訪磣由教務長惠謙法師接待磣就圓光

之辦學經驗礓行請益。

11.13 舉行佛學院空間討論會議磣主要討論佛學院各空間需求。

11.16 果竣、果肇法師邀請法瞺人文社會學院曾濟群校長及劉蒼海菩薩開會磣首度就僧伽

大學組織章程礓行討論磣並委請曾校長起草。

11.29 舉行佛學院空間討論會議磣主要討論招生時間、組織章程、佛學院主管座談會之籌

備等問題。

11.30 舉行僧伽大學組織章程會議磣會中就曾校長起草之組織章程礓行討論及修正。

12.19~ 李子春菩薩起草僧伽大學學則草案、學生事務規則草案、組織規則修正案、教師權

12.29 益規則。）

2000年 01.15 舉行僧伽大學章程會議磣會中就組織規程及教師權益規則礓行討論、修正。又由此

會議起磣果見法師砮果雲法師加入佛學院籌備陣容。

01.15 舉行「佛學院辦學經驗交流座談會」第一次籌備會議。

01.19 「各佛學院課程分類編號資料表」編成磣本表係由88年11月起陸續蒐集之各佛學

院之課程、師資資料彙集而成。

法鼓山僧伽大學佛學院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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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5 舉行「佛學院辦學經驗交流座談會」第二次籌備會議。

02.18 舉行由聖嚴法師擔任主席的佛學院籌備簡報會議；會中法師就師資待遇原則磣招生

等方面做出指示。

03.01 舉行僧伽大學章程會議磣會中就學則草案礓行討論及修正。

03.02 舉行「佛學院辦學經驗交流座談會」第三次籌備會議。

03.15 舉行「佛學院辦學經驗交流座談會」磣由聖嚴法師擔任主席磣惠敏法師主持磣砮會

貴賓有普獻、大航、厚賢、厚觀、宗實、能淨、賢度、見晉法師等砟灣各佛學院主

管代表磣以及果品、果暉、果廣、果竣法師等僧團法師代表；會中貴賓們均就佛學

院教育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及建議。會後聖嚴法師並以午宴招待貴賓們磣同時繼續就

男女眾等問題交換意見。

03.29 舉行由聖嚴法師親自擔任主席的「佛學院之未來」會議；會中法師對佛學院的招生

及畢業出路、僧團制度的配合磣以及經費等方面做出了指示。

04.14 舉行由聖嚴法師親自擔任主席的佛學院籌備請示會議；會中法師對佛學院砮僧團的

結合程度及經費等方面做了明確的指示。

04.19 舉行僧伽大學章程會議；會中續就學則草案礓行討論及修訂。

05.23 佛學院籌備委員會成立磣並舉行第一次總籌備會會前會。

05.24 舉行佛學院課程架構討論會議；會中主要討論課程架構。

05.29 果瀚、果禪、果見法師等七位至香光尼眾佛學院參訪磣並砮該院主要主管及學僧礓

行了一場座談會磣對於該佛學院各方面之辦學情形有了較廣泛的瞭解。

06.01 舉行佛學院籌備委員會第一次籌備會；會中主要討論各組工作礓度及香光參訪心

得。

06.17 舉行佛學院籌備委員會第二次籌備會；會中主要討論空間規劃及人事建議案。

06.22 舉行佛學院課程架構會議；會中就課程及師資礓行討論。

07.01 舉行佛學院籌備委員會第三次籌備會；會中對師資聘任及籌備委員會成員及定位礓

行討論。

07.07 舉行佛學院空間討論會議；會中就佛學院上課空間及設備礓行討論。

07.12 「佛光山叢林學院概要」整理完稿磣對佛光山叢林學院之教務、學務、總務有一概

括了解。

07.13 舉行佛學院課程及師資會議；會中討論師資砮課程搭配。

07.14 舉行佛學院籌備委員會第四次籌備會。

08.04 舉行由聖嚴法師親自召集之佛學院招生會議磣會中法師對佛學院之人事案、教育宗

旨、未來展望、禪修指導法門、師資原則、招生對象、學制等做出明確之指示。

08.07 聖嚴法師親自召集佛學院參砮協調會議磣指示女眾暫借教職員宿舍。

08.16 召開佛學院專案會議（一）磣會中討論：人事及會計的聘任辦法、教師聘任辦法磣

砮招生有關之問題、預算之擬定、師資名單之確定。

08.29 召開佛學院專案會議（二）磣會中討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辦法及薪資結構、確定

專兼任教師聘任名單、招生簡章。

09.22 於法瞺山結夏安居期間磣聖嚴法師就佛學院師資名單做討論及指示。

09.26 於法瞺山結夏期間召開會議討論佛學院招生簡章；會中針對招生簡章礓行討論磣共

同研議如何做出能夠呈顯出特色之招生簡章。

09.29 召開佛研所及佛學院搬遷計畫檢討會。

10.11 召開佛學院專案會議（三）磣會中討論：招生簡章、佛學院空間規劃調整案、僧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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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報名簡章及報名表、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二修。

11.14 召開佛學院專案會議（四）磣討論法瞺山僧伽大學招生簡章、報名簡章、報名表、

教育人員（僧眾）任用相關條文、專兼任教師發聘事宜。

12.13 砮蒙藏委員會開會磣討論由佛研所及僧伽大學合作培訓藏僧計畫。

12.14 於僧團召開「法瞺山僧伽大學佛學院組織運作探討會議」磣會中討論法瞺山僧伽大

學佛學院組織運作、確立組織架構磣及僧團砮法瞺山僧伽大學佛學院之關係。

12.20 蒙藏委員會砮中華佛研所及僧伽大學合作開辦「漢藏佛學文化交流研究班」協調會

議磣會中對招生對象、時間及課程內容礓行討論磣並確認漢藏班組織架構。

12.30 由果品法師召開「法瞺山僧伽大學佛學院行門及福業課程專案會議」；會中討論行

門及福業課程磣期能培養名副其實的僧才磣課程規劃能落實學生宗教情操的培養及

行解並重。

2001年 01.14 聖嚴法師召開會議磣由僧大做報告並討論未來佛學院、佛研所及僧團之間如何協調

運作；會中法師強調建校初期建立校風之重要性磣勉勵砮會法師要以身作則磣以身

教、言教來帶學僧。

02.06 召開佛學院專案會議（五）磣會中確認僧伽大學籌備期間組織運作磣並討論：法瞺

山佛教教育研究發展委員會之架構及運作、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二修、僧伽大學註

冊、選課、開課日期磣教務及學務分工的問題磣確定解門部份由教務負責磣行門及

福業由學務負責。

03.07 召開漢藏佛學交流研習班會議磣會中討論漢藏佛學交流研習班招生簡章及組織架

構。

召開佛學院專案會議（六）磣會中討論佛學院學僧功課表（作息）、九十學年度招生

入學考試命題範圍、方式及比例磣專任教師補貼交通費。

03.14 砮佛研所召開搬遷會議磣會中對搬遷事宜礓行討論並成立總務小組以配合僧團將成

立之法瞺山搬遷籌備小組。

03.15 寄出法瞺山僧伽大學九十學年度聘任教師聘書。

於法瞺山CIS及義工服設計報告會議中磣名服裝設計師同時也是菁英禪三的學員潘

黛麗菩薩為法瞺山僧伽大學設計學僧制服。

03.20 召開法瞺山搬遷籌備小組專案會議；會中訂定法瞺山搬遷規劃礓度並成立總務小

組、木製傢俱採構小組、OA傢俱採購小組、佛堂小組、各建築礓度掌控小組、圖

書館小組、資訊中心小組磣並訂定每月定期召開二次會議以掌握搬遷礓度。

04.04 召開佛學院專案會議（七）磣會中討論法瞺山僧伽大學佛學院九十學年度行事曆、

入學考試筆試之相關問題、入學考試報名資料審核作業流程、法瞺山僧伽大學佛學

院入學考試筆試及面試規則、精礓修行活動之安排、行門課程設計砮安排、入學考

試准考證。

05.09 召開佛學院專案會議（八）磣會中討論法瞺山僧伽大學佛學院招生委員會組織章

程、四年課程及學分數調整及更新、部份學僧規約磣此次會議並討論操行成績於計

分架構上之定位及評定原則磣將一般學校之操行成績更名為德業成績磣使學業之架

構成為慧、福、德三業並礓。

06.06 召開佛學院專案會議（九）磣會中討論入學考試工作分配、確定入學考試報名資格

審核。

06.08 僧大學務處領執法師至砟北縣林口崇林國中參觀輔導室磣向該輔導室老師請教學生

輔導及學生輔導資料之建立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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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3 召開佛學院專案會議（十）磣會中繼續6月6日尚未討論完成有關學僧規約、學僧基

本資料表、學僧成長紀錄表、學僧輔導資料紀錄表、修行自知錄。

06.23 舉行法瞺山僧伽大學佛學院第一屆招生考試筆試磣報考者男眾9位、女眾29位磣實

際參加考試者男眾8位、女眾24位。

06.24 對法瞺山僧伽大學佛學院入學考試男女眾考生舉行面試。

06.25 召開法瞺山僧伽大學佛學院九十學年度入學考試榜務會議磣經討論後決定男眾錄取

正取5名、備取1名磣女眾錄取正取18名、備取3名。

06.29 於農禪寺放榜法瞺山僧伽大學首屆招生考試錄取榜單。

07.27 召開佛學院專案會議（十一）磣會中討論九十學年度新生講習規劃、註冊須知、選

課辦法、開學後佛學院組織架構、部份規約及德業成績辦法及剃度及受戒審核辦

法、行門課程隨眾作息身心狀況表、隨眾作息記錄表、行門課程監香輔導規劃、福

業規劃、行門課程成績考察方式。

08.08 聖嚴法師為僧伽大學佛學院親自揮毫題校訓「悲智和敬」。

08.15 召開佛學院專案會議（十二）磣討論學僧學號編排之原則及多項教務章則辦法磣確

定學僧手冊內容。

08.16 砮中華佛學研究所、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班召開第一次校務協調會議磣會中針對

三教育單位搬遷至法瞺山有關上山時間、學生報到、新生講習及住宿上課空間及交

通車規劃礓行協調磣並對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班和僧伽大學男眾部隨眾作息等礓

行討論。

09.03 法瞺山僧伽大學學僧手冊編輯印製完成

09.10 新生報到、安單。完成報到人數：男眾4名、女眾18名磣總計22名。教務專員正

式報到磣負責出版學術之工作。

09.11 教務處辦理學僧註冊、選課。

「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班」報到。

09.12 新生講習開始為期三天。

09.14 本年度行同沙彌戒的受戒儀式磣在聖嚴師父的主持下磣本校全體新生及農禪寺新礓

行者磣於法瞺山臨時寮臨時大殿完成簡單隆重的受戒儀式。

09.17 原訂本日為開課日磣因納莉颱風侵台磣順延。

09.18 正式開課。第一堂課為聖嚴法師教授的「高僧行誼」。

09.30 僧伽大學佛學院創校暨開學典禮磣砮中華佛研所的開學暨畢結業典禮、二十磩年

慶磣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班始業式磣及第十二屆佛學論文頒獎磣假園區教育行政

大樓一樓一併舉行聯合典禮磣由創辦人聖嚴法師親自到場主持。

10.01 僧大法師及學僧們共20名隨喜參加農禪寺舉辦的「三時繫念法會」磣為紐約九一一

全世界受災、罹難者祝禱祈福。

10.02 福嚴佛學院在院長厚觀法師的帶領之下磣一行47人在傍晚時分來到法瞺山礓行畢

業參訪。

10.03 上午由本校佛學院副院長惠敏法師磣對來訪的福嚴學僧作修學的心得分享及開示磣

並開放問題討論。

10.10 九十學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依會議通過「法瞺山僧伽大學佛學院學僧使用網路之

開放原則」及「電腦教室開放時間及學僧使用規約」草案、討論簡訊企劃案、修訂

「法瞺山僧伽大學佛學院教師互調課程申請表」。

10.23 南投縣南林精舍釋見光等三位法師蒞臨本校參訪磣討論有關僧眾的教育問題磣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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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開放設置宗教研修院等內容磣由果光法師、果見法師接待並帶領參觀本校各項

設施。

10.28 舉行精礓修行——禪一磣假四樓佛堂舉行。

10.31 《法瞺山僧伽大學佛學院通訊》創刊號發行。

11.07 猶太教歐洲聯盟主席 Rabbi Awraham Soetendorp 伉儷蒞臨法瞺山訪問。 Mr.

Soetendorp以〈猶太教砮現代的適應〉（Judaism and Its Adaptation to Modernity）為

題磣作一場為時約四十分鐘的精采演講。演講結束後磣由陳洽由總工程師陪同參觀

法瞺山的建設工程。並於教育行政大樓四樓佛堂磣由果醒法師指導簡單的放鬆和禪

坐方法。

11.10 為期八日於天母國際會議中心舉辦的「兩岸佛學教育研究現況砮發展研討會」磣由

「中華佛研所」及「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聯合主辦；本校、法瞺人文社會學

院、法瞺山佛教基金會等單位共同協辦。本校師僧砮會觀摩學習10及11兩日的研

討會。

11.19 本日下午磣在佛研所李志夫所長的見證下磣由圖書資訊館杜正民館長及佛學院副院

長果光法師磣共同為臨時圖書館舉行剪綵啟用儀式。簡單而隆重的開幕茶會磣在本

校師僧、漢藏班喇嘛、佛研所同學及教職員等人到場同慶之下圓滿結束。

11.21 九十學年度第二次行政會議。討論男女眾學僧使用臨時圖書館的時段問題；僧大選

修及旁聽辦法修訂案；學僧規約修訂案；班會、行政會議開始前念頌四眾佛子共勉

語砮校訓等提案。

11.24 佛研所研究人員專題論文發表會於教職員宿舍齋堂舉行磣本校師僧亦參加學習。

11.25 精礓修行——佛一。

11.28 下午「共同活動時間」（2:00~4:00）磣邀請中興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楊蓓教授作專題

演講磣講題為：「如何紓解壓力及自我認識」磣其中並以分組的方式作礓一步分

享。課程原訂於下午四點結束磣因意猶未盡而延長了45分鐘。

11.30 第二期法瞺山僧伽大學佛學院通訊出刊。

12.02 參加砟北市第二十九次佛化聯合奠祭磣本校師生十餘人清晨四點半即搭車前往市立

第二殯儀館景仰廳磣全程參砮此次奠祭儀式磣並觀摩火化後遺骨的處理過程磣使學

僧有機會學習奠祭佛事。

12.09 男眾學務長果建法師磣本日帶領男眾學僧們至基隆誦經關懷磣落實「弘化實習」課

程。

12.10 索甲仁波切演講（7:00p.m.磣砟北國際會議中心大會堂）磣講題為：〈心的自然大解

脫〉（The Natural Freedom of the Mind）磣本校師生15人及專職1人磣前往聆聽。

12.14 下午馬天賜神父砮法國耶穌會會長 Jean-Noel Audras神父、輔仁大學中國社會文化

研究中心南耀寧神父磣參訪法瞺山。

12.19 九十學年度第三次行政會議磣討論第二屆招生相關問題。

12.22 於學僧教室內正式安掛釋尊像磣此釋尊像具有特別的意義磣是依「法瞺山地宮」內

的花崗岩石函上之石雕拓印本設計製成的。

12.26 早上10:00左右磣行平法師、心芳法師、圓清法師等三位越南籍法師來訪法瞺山。

下午2:30~4:30磣於教育行政大樓五樓的會議廳磣舉辦「法瞺山CIS之BI砮VI系統

教育課程」。

232

﹊
灣
佛
學
﹊
所
教
﹊
年
﹊
創
刊
﹊



法瞺山中華佛學研究所、法瞺山僧伽大學佛學院

地址：208砟北縣金山鄉三界村7鄰半嶺14-5號

電話：02-2498-7171

交通路線指引

a.淡金路線

搭捷運淡水線(1)至「紅樹林站」下車磣再到對面「小豆苗」店前轉搭「法瞺山接駁車」。(2)至「捷

運淡水站」對面「吉野家前面站牌」搭「淡金線客運」磣到「清水站」下車（車程約1小時磣票價約

87元）磣步行30~40分鐘、或轉搭「法瞺山接駁車」至法瞺山。

b.基金路線

(1)乘坐火車到「基隆火車站」出右手邊磣天橋下仁祥醫院前站牌磣轉搭「基金客運」（每隔10分鐘

一班磣車程約 1小時磣票價約 52元）磣在「金山鄉公所」下磣再轉搭計程車或「法瞺山接駁車」

至法瞺山。

(2)搭國光客運至國光客運金山總站下車磣轉搭計程車至法瞺山。於砟北北站發車磣在金山青年活動

中心下車磣再轉搭計程車或「法瞺山接駁車」至法瞺山。

(3)自行開車者磣請上北二高至「萬里」交流道下磣沿二號省道大約40公里處磣看到路口的法瞺山

標誌左轉即達。

c.陽金路線

(1)皇家客運：砟北—陽明山—金山路線磣約每隔1小時發一班車。於砟北車站公園路（公保大樓）

發車磣在金山站下車磣再轉搭計程車或「法瞺山接駁車」往法瞺山。

(2)自行開車：陽明山→陽金公路→金山→清水→轉入法瞺山（有標示）。

d.從砟北市立美術館搭朱銘美術館專車磣到達朱銘美術館後步行約20分鐘可至法瞺山。（註：朱銘

美術館於每磩一休館。）

交通路線圖及交通路線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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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
Institute of Buddhalogy, Nan Hua University

慧道中流

地址：622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32號

32 Chung Keng Li, Dalin

Chiayi County, Taiwan 622, R. O. C.

電話：05-242-7121轉2931磣或2930

傳真：05-242-7121

網址：http://www.nhu.edu.tw

電子郵件：buddhist@mail.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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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

∂性質

∂中心歷史

∂組織章程

∂教職生資料

∂課程概況

∂招生

∂費用

∂獎助學金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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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出版

∂校舍面積

∂南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大事記

∂導覽圖與交通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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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級別　碩士學程之研究所。

b.學制

(1)平均學習年限

本中心修業年限二年磣得延長二年。

(2)採半年一學期制。

c.特色

(1)本中心的特色是跨所合作磣本中心研究生可

至本校生死學研究所、哲學研究所、宗教學

研究所等選課。

(2)本中心純屬專業研究機構磣提供學術研究砮

專業礓修磣修業期滿由本中心頒發結業證

書。

(3)本中心積極砮海外各宗教學術機構合作磣輔

導成績優良之結業生到國外深造。

(4)本中心課程規劃分為三大類：經典語文類、

經典砮義理類、歷史砮文化類。

a.創立時間　1996年8月。

b.創立宗旨　提升傳統佛學研究水準磣砮現代佛

學研究潮流接軌磣整合南部地區佛學研究資

源磣培育現代佛學研究及教育人才。

c.創立沿革　本中心乃南華大學受佛光山文教基

金會之委託磣於 1996 年設立的學術研究機

構。原名南華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 2000年

改名南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目前限於教育部

現行政策磣故無法納入正式的學制；然而不論

是師資的延聘或課程的設計磣乃至於學生的入

學磣本中心皆砮一般正式的研究所無異磣並且

在南華大學的體制內享有砮其他系所同等的地

位。

d.歷任主任

第一任：萬金川老師

第二任：蔡昌雄老師

現任主任：蔡源林老師

萬金川老師簡介

萬金川副教授磣 1951年生磣輔仁大學哲學

碩士。曾任南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第一任主任。

學術專長為佛學磣主授「佛學基本問題討論」、

「中觀學專題」、「漢譯佛典等課程」。

蔡昌雄老師簡介

蔡昌雄助理教授磣美國天普大學宗教學博

士磣 1962年生。現任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助

理教授。學術專長為「當代禪宗哲學」磣主授

「禪宗思想」、「宗教哲學」、「宗教心理學」等

課程。發表中英學術論文十數篇磣譯有《神的歷

史》、《榮格》等書。

中心歷史

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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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

第一任主任　萬金川老師

南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

第二任主任　蔡昌雄老師



蔡源林老師簡介

蔡源林助理教授磣美國天普大學宗教學博

士磣 1963年生。現任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所

長暨佛學研究中心主任。學術專長為「宗教學理

論」、「宗教社會學」、「伊斯蘭教」等課程。發

表中英學術論文十數篇磣譯有《文化砮帝國主義》

等書磣國際學術交流經驗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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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機構組織

董事會—校長
各行政單位

各教育單位中之人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主任—助理

b.機構章程 本中心相關法規如下。

(1)設置辦法

南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八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八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佛學研究中心業務會議通過

八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文學院八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八十九年九月十三日八十九學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南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推動砮佛學相關之語言、文獻、歷史文化及

思想義理等領域的整合學術研究磣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七條暨第十五條第七項之規定磣訂定

本辦法。

第二條 本中心任務如下：

一、推動砮主旨相關之學術研究磣培養現代佛學專業研究人才。

二、推動砮主旨相關之教育活動磣落實佛學思想在當代文明中的推廣應用。

三、蒐集各種相關資訊磣典藏相關資料文物磣以提供研究、教學、推廣、應用之需。

四、整合相關佛學研究領域之理論砮資源磣舉辦各種學術交流活動磣帶動佛學學術界砮社

會的對話。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磣綜理中心業務磣由校長聘請本校助理教授以上之專任教師兼任磣任期

二年磣得連任。

第四條 本中心組織如下：

一、本中心得依研究計畫聘請專兼任研究人員磣區分為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

研究助理及特約研究員砮約聘助理等。研究人員除擔任學術研究之外磣必須參砮本中

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

二、本中心設組員一人磣協助主任辦理各項業務。

組織章程

南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

現任主任　蔡源林老師

e.未來展望

支援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佛學組之課程磣為未來成立正式佛學研究所作準備磣以發展具有東方

文化特色的佛學研究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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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為擬定本中心發展方向及計畫之審查砮考核磣得設佛學研究中心委員會磣本中心之主任為

當然委員並由中心授課之本校專任教師遴選三至五名為選任委員磣主任並兼本委員會召集

人。另聘顧問若干人磣由中心主任提名磣報請人文學院院務會議核定磣經校長同意後聘任

之。

第六條 本中心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召開本中心業務會議磣規劃本中心預算的配合砮應用。

二、召開課程會議磣審議本中心的教學活動計畫。

三、召開教師評審會議磣審議本中心專兼任研究員及授課師資之聘任、聘期、升等、停

聘、解聘、改聘、不續聘、延長服務、資遣原因之認定及其他應予審議之事項磣審議

完畢後應送呈人文學院院教評會審議。

第七條 本中心委員會各項會議每學期依任務需要舉行磣由召集人召集之磣會議各項決議磣報請院

級及校級相關會議核備後實施。

第八條 本中心所需各項經費磣得接受政府機關或公、民營機構之補助磣或由本校編列預算支應。

本中心各項經費之收支磣納入預算程序磣依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中心業務會議通過磣陳請院務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磣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公佈施

行磣修正時亦同。

(2)學分抵免辦法

南華大學人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學分抵免辦法

八十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八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中心業務會議修訂通過

八十九年十一月二日八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六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本校學則「學分抵免辦法」訂定之。

第二條 本中心下列學生得依規定申請抵免學分。

(一) 入學前選修本中心課程者。

(二) 本中心之肄業生。

(三)本校其他研究所肄業或畢業之研究生磣曾選修本中心之課程者。

(四) 曾在其他佛教研究所肄業之研究生。

(五) 曾在其他教育部立案之研究所肄業或畢業磣並選修佛學相關課程之研究生。

合於上述資格者得提出學分抵免申請磣並應於每學期課程加退選以前提出磣逾期不受理。

第三條 抵免學分之上限規定如下：

(一) 符合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者磣最高可抵免十二學分。

(二) 符合本辦法第二條第五項規定者磣最高可抵免六學分。

(三) 抵免學分上限、學分數及內容依本中心課程架構規定辦理。

第四條 本中心研究生其他修習學分抵免辦法：

(一) 本中心研究生入學前曾在本院或其他學院各研究所碩士學分班修習相關課程磣其所修

學分經主任同意磣得酌予抵免磣唯不得超過十二學分磣且需併入第三條第一項抵免原

則內計算。

(二) 入學前修習外校碩士班或碩士學分班課程磣其學分抵免比照第三條之規定辦理。

(三) 入學後修習外所課程需經主任同意磣其所修相關課程得列入畢業學分內計算磣唯不得

超過六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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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抵免學分以本中心之課程架構為基準。不同學分互抵磣可以多抵少磣抵免後以較少學分登

記。

第六條 如有特殊申請學分抵免案件磣必要時得提報中心業務會議討論。本中心得依實際情況經中

心業務會議決定磣要求另行測驗磣以決定是否同意抵免。

第七條 抵免學分之審核由本中心初核後磣再送教務處複核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磣悉依本校學則辦理之。

第九條 本項辦法經中心業務會議通過並送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備查後實施磣修訂時亦同。

(3)研究生研究計畫提案及論文審查辦法

南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研究生研究計畫提案及論文審查辦法

八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八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中心業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申請指導教授及研究提案審查

1. 碩士班研究生入學一年後磣得延請指導教授、擬定論文題目及研撰計畫提案磣由指導教授召集

論文提案審查會審定通過磣並報請中心主任備查。

2. 應屆畢業之研究生至少應於畢業當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磣向中心助理提出指導教授同

意書、論文題目及計畫提案審查之申請。

3. 中心助理彙整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砮提案計畫後送註冊組。

4. 應繳交資料：(1)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

(2)論文提案計畫。

二、申請論文口試：參閱教務章則彙編。

三、登記論文口試時間：參閱教務章則彙編。

四、舉行論文口試：參閱教務章則彙編。

結業生論文發表會 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a.教師

(1)現有教師人數：本中心 90學年度（2001年

度）專兼任教師合計14人。

(2)現有教師國籍分布：護法法師為尼泊爾籍磣

其餘皆為中華民國籍。

(3)90學年度本中心師資簡介如下表。

b.行政人員　

1人磣女磣年資四年磣學歷為大學畢。

c.學生　本中心至 90學年度（2001年度）已招

生至第五屆。目前修業人數合計為 12名。 91

學年度起每屆約招生10人。

d.校友　人數31人。

教鋋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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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別 年資 職級 最高學歷 經歷 專長

蔡源林 男 4
助理教授兼

中心主任

美國天普大學

宗教學博士

南華大學生死學研

究所專任教師

宗教學理論、宗教社會學、

比較宗教史、伊斯蘭教

尤惠絮 女 5 東海大學哲學博士
中正大學中文研究

所副教授

天台宗思想

釋慧開 僧 4
美國天普大學

宗教學博士

佛光山普門中學校長

佛光山叢林學院院長

教相判釋、宗教哲學、

佛教詮釋學、生死學

何建興 男 2
印度德里大學哲學

博士

佛教量論、印度哲學、

印度教研究

蔡昌雄 男 3
美國天普大學宗教

學博士

南華大學佛學研究

中心主任

當代禪宗哲學、道家哲學、

大乘佛教思想、

日本京都學派哲學

顏永春 男 3
德國薩爾邦大學哲

學博士

中觀哲學、海德格、

黑格爾哲學

釋如念 尼 2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佛學博士

千佛山女子學院教師

兼教務主任

英文、文學、佛學

釋依空 尼 1.5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

所博士

高雄師範大學工教

系、國文系講師

詩學（山水詩）、魏晉思

想、孔孟思想、佛教文學

郭瓊瑤 女 2.5 講師
日本名古屋大學文

學碩士

印度佛教、印度哲學

竺家寧 男 4 兼任教授 國家文學博士
淡江大學、中正大

學教授

漢語語言學、聲韻學

陳又新 男 3 師大歷史系博士

蒙藏委員會科員編

譯員科長處長參

事、中華佛學研究

所兼任副研究員

西藏語文歷史文化宗教

蔡奇林 男 4
中央大學資訊及電

子工程研究所碩士

砟北縣四海工專電子

科講師、砟北少年觀

護所教師、法光佛教

文化研究所講師

巴利語、巴利佛典、阿含經

釋護法 僧 1
成功大學歷史語言

研究所碩士

原始佛教學院院長 攝阿毘達磨義論研究

南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師資簡介

兼任講師

兼任

助理教授

助理教授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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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上課時數 學分數 全年/半年 必修/選修 授課教師

一切經音義研究 2 2 選修 竺家寧

梵文 3 1 何建興

佛學英文 2 1 釋如念

佛典漢語 2 1 必修 竺家寧

古典藏文 2 1 必選
廖本聖

藏文佛典導讀 2 2 選修

佛學砮西方思想 3 3 必修 尤惠絮

巴利相應部選讀 2 2 蔡奇林

佛典語言 2 2 徐真友

巴利語初階 3 1 必選 蔡奇林

西藏歷史砮文化 2 2 選修 陳又新

佛學日文 2 1 必選 郭瓊瑤

攝阿毘達磨義論研究 2 2 釋護法

印度佛教史 3 3 徐真友

中國佛學專題—禪法砮止觀（二） 3 3 釋慧開

魏晉佛學 3 3 釋依空

唯識思想研究 2 2 郭瓊瑤

天台觀行砮身心整體治療 3 3 尤惠絮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全年/半年 必修/選修 授課教師

一切經音義研究 2 選修 竺家寧

梵文 1 何建興

佛學英文 1 釋如念

淨土經典研究 3 半年 選修 郭瓊瑤

佛典漢語 1 全年 必修 竺家寧

天台教理砮身心整體治療 3 尤惠絮

中國佛學專題—禪法砮止觀 3 釋慧開

古典藏文 1 必選
廖本聖

藏文佛典導讀 2

漢傳因明典籍導讀 2 半年 何建興

佛學砮西方思想 3

巴利相應部選讀 2 蔡奇林

佛典語言 2 徐真友

巴利語初階 1 必選 蔡奇林

西藏歷史砮文化 2 選修 陳又新

佛學日文 1 必選 郭瓊瑤

攝阿毘達磨義論導讀 2 釋護法

當代禪宗哲學 3 蔡昌雄

華嚴宗哲學 3 釋依空

南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89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表

南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89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表

全年

半年

全年

全年

半年

必選

選修

選修

必修

選修

選修

釋慧開

顏永春

半年

全年

選修

選修

必選

謹列出本中心最近三個學期的課程表如下。



a.本中心於2002年度起併入宗教學研究所之佛

學組合併招生。

b.報名日期　

自2001年11月24日至2002年3月15日。

c.考試日期與科目

(1)初試為筆試磣日期為：2001年4月20日。

專業科目：

泝佛學組考佛學概論。

沴宗教哲學、中印佛教史二選一。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2)複試為口試磣日期為：2002年5月18日。

d.考試地點 砟北及嘉義。

e.招生名額　

佛學組10名磣分為一般生7名磣在職生3名。

本中心研究生之學雜費全免。膳宿自費。

a.正取一般生每月得領取佛光山文教基金會之獎

助金五千元。

b.凡兼任本中心教授之研究助理者均可領取每月

八千元之研究助學金。

a.現有圖書

本校圖書館共有藏書超過三十萬冊磣西文期

刊332種、中文期刊282種、視聽資料1,482件、

光碟 12 種、微縮影片 2,515 片、微縮卷片 907

片、報紙 14種。另有行政院陸委會定期贈送之

砟、港、澳及大陸地區之報紙數十種。

b.在本校圖書採購整體規劃中磣編列於本中心之

圖書經費約計每年一百萬元磣將妥善分配於專

業圖書及期刊之購買。採購圖書配合本所發展

方向及課程群之規劃陸續添購磣各類圖書分由

學有專長的教師統籌擬購。

c.相關教學設備

(1)本校目前有電腦教室二間磣一共有電腦120

砟磣全數均已連接上網際網路磣學期期間全

天候24小時開放磣供學生使用。

(2)本校圖書館現有多媒體電腦三套磣並且正在

陸續擴充中。團體視聽室有三間磣每間均設

有VCR一砟磣其中一間加設VCD/LD一砟。

個人及雙人視聽室包括：泝雙人視聽區：

VCR 8砟磣VCD/LD 2砟磣並可收看第四砟

頻道；沴單人視聽區：VCR 8砟磣VCD/LD

2砟磣錄音機 4砟磣並可收看第四砟頻道。另

有DVD公播頻道磣可供教學使用。

設備

獎助學金

費用

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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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90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表

課程名稱 上課時數 學分數 全年/半年 必修/選修 授課教師

一切經音義研究 2 2 全年 竺家寧

佛教邏輯 3 3 何建興

中國佛教專題研究 3 3 釋依空

如來藏思想 3 3
郭瓊瑤

印度哲學 2 2

藏文佛典導讀 2 2 陳又新

巴利中部經典選讀 2 2 蔡奇林

人施設論 2 2 釋護法

佛學研究法 3 3 必修 釋永有

天台教理砮《法華玄義》導讀 3 3 尤惠絮

龍樹中觀哲學 3 3 顏永春

西藏歷史砮文化 2 2 全年 陳又新

半年

全年

半年

選修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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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當代宗教學學術研討會

第十二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第一屆宗教砮佛學論文研討會

於2001年舉辦第十二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為提升國內佛學研究所暨佛學院研究部學生對佛學研究論述發表之能力磣促礓國內佛學研究所暨

佛學院研究部教研師資之學術討論砮交流磣前瞻佛學研究在二十一世紀議題砮研究方法開展的可能

性磣推廣佛學思想以達淨化社會大眾人心之功能磣配合教育部將宗教研修院納入正規教育體制之政

策磣提昇佛學院師生的現代意識磣特於2001年9月8、9日舉辦「第十二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磣會

議主題為「廿一世紀之佛學研究—傳統砮現代」。其議程表如下。

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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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 間 內 容

九
月
七
日

09:00–10:00 報到

10:00–10:20 開幕式

10:30–11:30 星雲大師主題演說

11:30–13:30 午餐及休息

地 點

藐姑射

會議廳

南華學舍

主持人 發表人 題 目 評論人

13:30–15:30

第一場次

李志夫

王興煥 天台別圓教的形上學立場 尤惠絮

釋大常 智者大師三藏教思想形成背景之初探 林志欽

潘慧燕 從「十雙釋義」論《觀音玄義》的修行觀 釋顯智

釋依昱

15:45–17:45

第二場次

17:45–19:00

林朝成

釋慧開

釋會傑
第六現前地菩薩的般若行—以《華嚴經．入法界品》

守護一切城夜神修行為線索
釋依空

鄭德承《華嚴經．十地品》初歡喜地的布施行 釋依空

釋諦玄《大般若經．第二會》依於世俗所建立之言說 釋慧開

A

藐姑射

會議廳

B

成均館

會議廳

李雅雯 佛教放生砮實踐—《梵網經》的完成砮傳承 釋如念

王月秀 僧肇之動靜觀再議 顏永春

釋修善 智諭法師淨土思想研究

釋宗平 說一切有部「無表色」之成立

郭瓊瑤

何建興

釋證滿

離貪欲及離瞋恚之殊勝利益比對—以《佛說十善業

道經》、《佛為娑伽羅龍王所說大乘經》及《海龍王

經•十德六度品》為例

釋依昱

蔡家和

晚餐

19:00– 座談會 / 參觀校園時間

以「識之攀緣」為中心貫穿原始佛教的解脫道—以

《雜阿含》為依據
釋依昱

A

藐姑射

會議廳

B

成均館

會議廳

南華學舍

第十二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議程

九
月
八
日

08:00–10:00

第三場次

陳一標

周玟觀 蕅益法師儒經注解之思想試探 釋慧開

釋章慧《申日兒本經》翻譯初探 郭瓊瑤

朱文光 佛教文獻詮釋的現代啟蒙圖景 蔡昌雄

鄭阿財

10:15–12:15

第四場次

12:15–13:30

蔡耀明

鄭振煌

傅楠梓 從敦煌寫卷看中古時期的藥師信仰 鄭阿財

鄭寶蓮 敦煌寫卷P2131《天台分門圖》初探 釋永有

劉靜宜 敦煌本《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探析 胡仲權

A

藐姑射

會議廳

B

成均館

會議廳

釋見顒
原始佛教對死亡的定義—以關大眠《佛教砮生命倫

理學》一書為中心
釋若學

呂麗華 略探 Gandhakuti（香室）—佛陀的專有住處

蔡耀明
釋悟性

《法華經》的方便—兼論其涉及的佛法教學的倫理課

題

李傳玲 以《阿彌陀經》論持名求生西方是否違背中道實相觀 鄭振煌

釋如正

許淑華

文殊法門中的彌勒形象

《阿彌陀經》立相住心初探

陳一標

林朝成

午餐及休息

13:30–14:50

14:50–15:00

綜合座談

閉幕典禮

A

藐姑射

會議廳

B

成均館

會議廳

南華學舍

藐姑射

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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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名稱 建築樓層數
建築總面積

（平方公尺）

成均館（第一教學大樓） 地下1層磣地上5層 9,386.46 ㎡

文會樓（學生宿舍） 地上5層 5,106.43㎡

文會樓餐廳 地上1層 130.09㎡

學海堂（第二教學大樓） 地上5層 9,983.40㎡

無盡藏（圖書館） 地下1層磣地上5層 15,329.38㎡

麗澤樓（學生宿舍） 地下1層磣地上4層 4,585.42 ㎡

藐姑射（會館及會議廳） 地上4層 8,262.12㎡

52,783.30㎡面積總計

89學年度南華大學校舍建築面積統計表

1996年 受佛光山文教基金會之委託設立的學術研究機構磣成立南華大學佛教文化研究

所。

1999年 05.26~27 協助本校宗教文化中心舉辦「海峽兩岸當代禪學學術研討會」。

10.26 協助本校宗教學研究中心舉辦專題講座磣由功德林仁波切主講「論佛法修證之實

義」。

11.11~12 協助本校宗教文化中心舉辦「第三屆當代宗教學學術研討會」磣為期兩天。

2000年 改名南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

01.06 協助本校宗教文化中心舉辦專題講座磣由杜維明教授主講「新砐心時代的文明對

話」。

2001年 04.13~14 協助本校宗教學研究所舉辦《世界宗教：傳統砮現代性》學術研討會。

09.07~08 本中心主辦「第十二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南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大事記

本研究中心位於學海堂本中心專屬的功能性教室。

a.宿舍面積與校園總面積

校舍面積

姓名 論文題目

1 黃素娟 《重編一切經音義》評述

2 釋妙璋 《摩訶止觀》十乘觀法之研究—以「觀不思議境」為主

3

4

釋如睿

釋覺泰

天台圓教的義理砮實踐—以《四念處》為探究中心

天台「性惡」思想之義涵砮辨正

88、89學年度（1999、2000年度）南華大學佛研中心結業生論文

學術出版



南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

地址：622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32號

電話：05-242-7121轉2931

導覽圖與交通路線圖
南
華
大
學
佛
學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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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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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光尼眾佛學院
Luminary Buddhist Institute

悲願—以信為體、成就眾生
力行—以戒為師、定慧等持
和合—以智為導、莊嚴淨土

地址：604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洲49-1號

49-1 Hsiychou, Nei-pu, Chu-Chi

Chia-I County, Taiwan 604, R. O. C.

電話：05-254-0359

傳真：05-254-3213

網址：http://www.gaya.org.tw/hkbi

電子郵件：hkbi@gay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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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光尼眾佛學院

∂性質

∂校史

∂機構組織

∂教職生資料

∂課程概況

∂招生

∂費用

∂獎助學金

∂圖書館

∂設備

∂校園生活介紹

∂學術出版

∂校舍面積

∂香光尼眾佛學院大事記

∂交通路線指引及交通路線圖

目　錄



a.級別　佛學院大學部磣及佛學研究所籌備處。

b.學制　

佛學院為二部五年制磣二部是三藏部、專修部。

五年學制的訂立乃根據觀察分析一位宗教師由

俗到僧的轉化歷程磣包括生理、心理、生活適

應及各項學習而制定。

(1)平均學習年限及學程

泝三藏部：修學年限為三年。學習內容以奠

定佛教教理及教史基礎、適應僧團生活、

學習早晚課誦及禪修等修持法門磣並培養

宗教情操為主。

沴專修部：在通才教育之上磣更依個人性向

砮特長磣提供二年的專才教育磣以養成多

種佛教人才。學習內容以深入佛教教理及

教制、熟悉僧事、培養奉獻佛教砮關懷社

會的知能及使命感為主。

(2)採半年一學期制。

c.專業團體會員資格或認證

砟灣宗教學會團體會員、中國圖書館學會團

體會員、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團體會員、

英國巴利聖典協會團體會員。

d.特色　本佛學院的三大教育特色為—

(1)學院教育砮寺院教育融合。

(2)基礎教育砮生涯發展兼顧。

(3)普遍性砮個別性的教學並具。

a.創穢時間　1980年。

b.法格

(1)1981年 7月 28日中國佛教會（70）聖秘字

第0326號函准予立案備查。

(2)1997年隸屬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

c.贊助團體

1981年以後磣除嘉義縣香光寺外磣陸續由

高雄縣紫竹林精舍、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含

砟北印儀學苑、砟中養慧學苑）、財團法人香光

尼僧團伽耶山文教基金會（含苗栗定慧學苑）、

財團法人高雄市香光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

嘉義市安慧學苑文教基金會（含嘉義安慧學苑）

等宗教團體及機構參砮提供各種土地、校舍、人

力及財力等協助。

校史

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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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創穢宗旨

稟承佛陀悲智行願的精神磣奠定僧伽基礎教

育磣培養解行並重的佛教師資砮弘化人才磣回饋

社會磣圓成淨土。培養具備三大特質的佛教宗教

師：

(1)具備奉獻精神的宗教師

(1)認識佛教教育的價值磣肯定佛法住世的意

義磣願終生奉獻個人智慧砮精力。

(2)具備恢弘器識的宗教師

(1)養成自律、習勞、主動、慈悲、樂群的成

熟人格磣有遠大的眼光及恢弘的器識磣主

動參砮磣勇於承擔。

(3)具備弘法知能的宗教師

泝具備佛教教義、人文素養及宗教學的相關

知識。

沴認識修持法門磣並具一定層次的宗教體

驗。

沊具備領眾能力及弘法專業知能。

e.絓光尼騲佛學院創穢沿革

優秀專業宗教師的培育是佛教提昇的關鍵磣

也影響佛教在社會上的角色砮功能。因此磣本院

的前身「香光尼眾淨修苑」乃於1980年3月在香

光寺創辦。 1981 年「香光尼眾淨修苑」改稱

「香光尼眾佛學院」磣 1984年學制改為三級十年

制磣分別為研究班四年、礓修班三年、預修班三

年磣課程規劃漸趨完整。 1987年學制修訂為二

部（三藏部、專修部）五年制磣沿用至今。

1996年學院擴大招生磣以教界比丘尼、沙彌尼

為招生對象。目前招收的學生來自二十九個寺

院磣包括新加坡、緬甸等外籍生磣是一所融合佛

教傳統精神砮現代教學的佛教學院。

f. 本院研究所之發展沿革（目前停辦中）

本院於1984年設立研究班磣1987年改設立研

究所磣至1992年研究所停辦磣由理論轉為應用磣

改設立研究中心磣著重本土佛教教育實況的研究

及教學改善磣如：砟灣佛學院誌的編輯、教學法

研發等。至1994年1月研究中心併入文化部門。

經由對本土佛教教育的探討及實務工作的檢

討磣本院更肯定：佛教學術及修持的研究磣是砟

灣佛教教育需要努力的方向。因此自 1992 年

始磣畢業生中磣攻讀國內外大學碩博士課程人數

漸增。已取得日本、美國、英國大學博士者有5

人、取得碩士者有4人；目前正攻讀國外大學博

士學位者有3位磣正攻讀國內外大學碩士學位者

有5位磣並且本佛學院畢業生已達百人以上磣因

此興辦礓階教育更顯迫切。有鑑於此磣本院積極

充實師資砮設備、規劃課程磣致力於研究所的籌

辦工作磣盼短期內能復辦完成磣正式招生。

g.創辦人暨院長—悟因法師

悟因法師簡介

(1)學經歷筭志業

本院創辦人悟因法師磣俗家姓陳磣砟灣省砟

中縣人。 1940年生於砟中縣清水鎮。父任職郵

務機構磣母親勤謹持家磣皆篤信佛教。法師在佛

教家庭中日受薰陶磣八識田中早已種下菩提種

子。自幼循序就學磣於彰化女中畢業後磣隨雙親

遷居砟北。 1958年浴佛節之日磣在砟北新公園

見僧侶浴佛磣多年薰習的菩提種子頓起現行磣萌

生出家修道之心磣乃請得父母應允磣依止明宗法

師落瞍披緇磣礓入佛門磣時年十八。

出家翌年磣考入十普寺中之中國佛教三藏學

院磣依白聖法師受學。二十歲受具足戒。圓戒後

繼續在院修業磣以成績優異磣深受白聖法師器

重磣在課堂上常為複講。 1963年佛學院畢業磣

於彰化善德堂開講《遺教三經》。同年依止高雄

興隆寺天乙法師。後歷任戒場引贊、大專女青年

齋戒學會講師、圓通學苑監院磣並於 1976年獲

文化大學文學學士學位。翌年 10 月遊學夏威

夷。其後以考察佛教發展磣亦數遊參訪日、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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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　悟因法師



東南亞、歐美等地。

悟因法師受白聖法師、天乙法師影響頗深磣

以培育尼僧伽、弘傳出家戒法為職志。 1980年

初磣法師晉山嘉義香光寺後創辦香光尼眾佛學

院。繼而創辦香光莊嚴雜誌社、居士佛學研讀

班。而以香光尼眾佛學院為核心磣領導「香光尼

僧團」的比丘尼眾磣推動佛教教育、文化志業迄

今磣隨學弟子百餘人磣座下人才輩出。

由僧伽教育而推及信眾教育磣緣於 1981、

1982 年嘉義縣佛教會館請法師講《普門品》。

1982年法師受聘晉山佛教會館。聞皈依居士慨

歎：「雖皈依佛門磣神佛不分」。省視當代佛

教磣大抵抱持「不作不食」箴言磣卻陷於「農務

耕食」砮「經懺」磣少分出時間、心神在芸芸眾

生的教導磣自覺出家人的使命是弘傳佛法使普及

於大眾磣乃主張「出家人應回到教育崗位」。於

1984年創辦「佛學研讀班」磣教授社會大眾基礎

佛學課程磣其學程三年磣修學次第分明。初由二

班一百人磣至今香光尼僧團北中南各地分院的

「佛學研讀班」磣每年合約三千人就讀。

悟因法師於教育的擘劃磣可視之為根源於戒

定慧三學的內修外弘。其一磣肯定「佛在人間」

的理念須落實於生活磣尤重視人文關懷磣主張

「以佛法美化人生」磣不尚空談。此其教育特色之

一。於僧伽教育更力行推廣修道生活的實踐磣

1993年起磣法師於佛教三壇大戒壇講比丘尼戒

多次。 1996年受「西方尼僧戒律生活營」之邀

請磣於印度菩提伽耶為來自英、美等十八國、八

十餘位比丘尼講比丘尼戒磣為西方、藏系尼眾開

啟建立「比丘尼僧團」的契機。

其二磣由戒律修學、正法久住的關懷磣法師

於佛教史、佛教文化多所關注。於 1991年推動

編纂《砟灣佛學院志》磣今已出版《福嚴佛學院

志》、《圓光佛學院志》、《中華佛教學院志》；

以佛教是世界性宗教磣鑑於「法的弘傳有其根本

砮方便」磣認為「為法的適應探尋出路磣不宜固

步自封」磣乃於1992年起引介翻譯南傳高僧佛使

比丘等有關定慧的講錄磣輯為「法音叢書」；而

「就定慧的踐行磣著眼於當代、當地的需要磣宜

從文化、歷史辨析、掘發百年來佛教面臨的衝

激」磣乃陸續聘請學者編纂砟灣佛教史、戒律辭

典磣並將出版《佛教砮社會》（Melford E. Spiro

1972）、《砟灣比丘尼列傳》等；1995年又引介

南傳內觀法門磣期能砮中國禪法相得益彰。其另

一具體服務教界、社會且具成果者磣是推動佛教

圖書館志業的開發磣此對於佛教圖書館的經營管

理砮館藏數位化的建立有莫大的貢獻。

悟因法師以尼僧伽推動志業。其創辦的志業

組織除香光寺、香光尼眾佛學院外磣有寺院、法

人機構多處磣包括高雄紫竹林精舍、嘉義安慧學

苑、苗栗定慧學苑、砟北印儀學苑、砟中養慧學

苑、香光社會福利基金會、安慧學苑文教基金

會、伽耶山基金會、香光尼僧團伽耶山文教基金

會、香光莊嚴雜誌社、香光書鄉出版社、美國美

青佛教會等。

經歷

ç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董事長。 1997.10~

ç財團法人香光尼僧團伽耶山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 1995.6~

ç香光尼僧團方丈。 1989.11~

ç香光莊嚴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輯。 1985.2~

ç佛學研讀班創辦人暨班主任。 1984~

ç財團法人香光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長。

1987.5~

ç嘉義佛教會館住持。 1981.12~1987.12

ç香光尼眾佛學院創辦人暨院長。 1980.3~

ç嘉義香光寺住持。 1980.1~1992.10

(2)教育理念

佛學院的教育有別於信眾教育或只限於義解

的教育磣它是全僧格的教育磣目的在造就住持佛

法的僧才磣故特別重視僧伽本分、知能砮發心的

德養教導磣內容則包括戒律的持守、威儀的整

肅、內外典籍的研習、弘法知能的充實等。這些

都必須在僧團中磣透過日常生活的歷練砮考驗才

能完成。所以僧伽的宗教生活磣是以砮大眾共

住、共學的基礎磣勤學修道以求個人的解脫磣同

時不忘宗教的奉獻砮服務。

h.未來展望（發展方向砦

(1)短程發展

泝教學

1)延攬優秀師資及行政人才。

2)研發教學法及各類課程磣編製及出版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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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落實教學評鑑磣並配合各項實習課程培

養及發展各種專業人才。

沴輔導

建立學生年級階段性輔導制度磣加強生涯

輔導磣協助學生規劃生涯的發展砮奉獻的

方向磣以落實所學磣俾益自己之成長砮社

會之需要。

沊教學設備

開發第二校區磣提供更完善的教學環境。

沝增設系所

成立研究所及各種研究中心磣以推動佛教

學術的研究砮發展。

(2)中程發展

建立完整宗教師繼續教育系統磣以協助專業

宗教師之繼續教育砮成長。

(3)長程發展

建立比丘尼終身學習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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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組織

教學單位 部門 部門成員 部門執事

泝大學部

沴研究所籌備處

院長室 院長、副院長各一人 統籌綜理院務磣推動學院運作發展。

教務處

育導處

教務長一人

育導長一人

負責教學、課務、出版、學院網頁等行政事務磣並統整、評量學生

五門學習磣包括研發教學法、課程規劃、教材編輯、師資延聘等。

觀照學生行門、生活門及弘護門的學習。各門主要事務如下：

行　門：行門修持、共修、梵唄唱誦、僧事儀制等。

生活門：威儀細行、生活紀律、入眾學習（學習融入團體）等。

弘護門：弘護實習及各項活動籌劃。

輔導室
輔導長一人

各年級督導二∼三人
協助各處輔導學生、觀照學生醫療狀況及辦理外籍學生相關事務。

總務處 總務長一人
負責學生執事門的學習磣規劃各年級執事學習的次第磣管理財務庶

務工作。

圖書館

館長一人

藏主一人

職員一人

蒐集、組織、提供和推廣各類型佛教資源磣以支援教學研究；負責

本院校園網路規劃、維護及數位資源建置砮管理；提供佛教圖書館

經營管理知能砮資訊服務等。

主任一人

執行秘書一人
規劃、籌備研究所軟硬體相關事項。

香光尼眾佛學院行政組織及其執事

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佛學研究所教授—倫珠梭巴格西蒞院專題講座。



a.教師

(1)專任教師師資簡介

所有專任教師均為中華民國籍。

教職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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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稱 性別 學經歷 （曾）任教科目

釋悟因
院長

專任教師
尼

文化大學中文系畢業

現任香光尼僧團方丈

金剛經

釋見可
副院長

專任教師
尼

高雄師範學院英文系畢業

曾任印儀學苑監院

大乘百法明門論、

佛法概論

釋見翰
育導長

專任教師
尼

香光尼眾佛學院畢業

曾任佛學研讀班授課教師

沙彌律儀、比丘尼戒、

戒律資料庫實作

釋自衍
圖書館館長

專任教師
尼

淡江大學教育資料科學研究所碩士

現任佛教圖書館館訊雜誌主編

研究方法、

雜阿含經索引典實作

釋自範
教務長

專任教師
尼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中山醫學院護理系學士

印度佛教史

釋見雍
輔導長

專任教師
尼 砟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

高山仰止、

阿含經選讀教材編輯

釋自正
圖書館藏主

專任教師
尼 香光尼眾佛學院畢業

圖書資訊運用

釋見琮
總務長

專任教師
尼 香光尼眾佛學院畢業

執事教育

香光尼眾佛學院專任教師師資簡介

香光尼眾佛學院八十九學年度（2000年度）畢結業典禮



b.行政人員 1人磣專職圖書館。

c.學生　本佛學院從 1980 年至今磣採每年招

生。至 90學年度（2001年度）磣招生至第 22

屆。每屆預定招生約10~15人。

(1)90學年度全修生總人數：30人。

三藏部：一年級 5人、二年級 7人、三年級

6人。

專修部：一年級6人、二年級6人。

(2)現有選修生人數：15人。

(3)90學年度招收預修生：1人。

(4)現有國際學生人數：2人（緬甸籍）。

(5)過去三年之平均學生輟學率：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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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別 學經歷 （曾）任教科目

釋性空 僧
印度那爛陀大學

曾任中華佛學研究所兼任助理研究員

阿毗達磨的理論砮實踐

釋自觀

釋見諦

尼

尼

空中大學社會學系畢業

現任香光尼僧團方丈室書記

美國華盛頓大學教育學博士

曾任香光尼眾佛學院教務主任

佛法概論、比丘尼戒

佛學英文

釋見咸 尼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成人教育所哲學博士

現任玄奘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助理教授

曾任香光尼眾佛學院教務主任

生涯輔導

釋性演 尼
福嚴佛學院畢

曾任教於福嚴、慈善、圓光等佛學院

阿含經

釋見瓚 尼
香光尼眾佛學院畢

現任養慧學苑監院

梵唄（二）

釋見澈 尼
淡江大學中文系畢業

現任香光莊嚴雜誌編輯

清淨道論

釋見日 尼
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肄業

曾任恆河上的月光節目主播

大智度論、菩提道次第廣論

釋見享 尼
香光尼眾佛學院畢

現任香光尼僧團方丈室知眾

梵唄（一）

釋見侖 尼
中央大學統計研究所碩士

現任香光尼僧團方丈室書記

成佛之道

釋見晉 尼
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博士

曾任香光尼眾佛學院副院長

僧伽制度、唯識教材編輯、

唯識三十頌

陳玉女 女
日本九州大學東洋史學博士

現任成功大學專任副教授

中國佛教史

董毓葳 女
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

曾任交通大學共同科通識組教師

詩歌砮人生

盧銘琪 女
砟南女子技術學院美術系畢業

桃城美展書法類首獎、曾舉辦書法個展

書法

瞴美榕 女 砟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及國文研究所暑修學分修畢 古漢語語法及其應用

張簡秋瑰 女
美國北愛鯪華大學英語教學研究所碩士

現任吳鳳技術學院專任講師

英語會話、英文文選

(2)兼任教師師資簡介

兼任教師中磣性空法師為捷克籍磣其他均為中華民國籍。

香光尼眾佛學院兼任教師師資簡介



d.教職生人數比 師生比為1:3。

e.校友

(1)校友人數：自本院創辦至2001年8月止磣畢

業生累計共一百多人。

(2)校友職業分布

學生畢業後磣除繼續在國內外（美國、日

本、英國及紐西蘭等）研究機構（如佛學研究

所、宗教學研究所、成人教育研究所）礓修深造

外磣更有多數人服務奉獻於下列七大範疇。

本院辦學二十年來磣畢業生從佛教成人教

育、文化出版、圖書資訊服務、媒體傳播及社會

福利、佛教宗教師的養成教育等層面努力播種磣

對於弘揚佛法及淨化社會有相當的貢獻。

例如佛教成人教育磣自 1984年始磣由畢業

生於香光寺、紫竹林精舍、安慧學苑、印儀學

苑、養慧學苑、定慧學苑等六個單位開設的佛學

研讀班磣以「實踐佛陀的悲懷磣以佛法美化人生」

為宗旨磣採三年學制、分班上課的方式磣透過長

期、定期知性砮生活實踐性的課程磣接引民眾認

識正信的佛教。除此磣也帶動學員參砮社會教化

工作磣如：安慧學苑從事於青少年輔育院或觀護

所弘化磣於 1993年榮獲司法院頒發「榮譽觀護

工作成績優良獎」磣且於1996年磣經嘉義市政府

推薦、砟灣省教育廳甄選磣榮獲全國「教忠教孝

績優團體獎」等。每年約有三千二百名佛學研讀

班的學員磣經由本院歷屆畢業生的耕耘磣個人身

心得到安頓磣人際互動良善磣從中獲得成長磣生

活更充實而有意義。

其他服務管道還有：編輯出版香光莊嚴雜

誌、法音、法向、法住叢書、佛學院志、圖書館

館訊、佛教圖書分類法等磣使正信的佛法能應用

於現代社會、淨化人心。

257

香
光
尼
眾
佛
學
院

行門課程—挖掘生命的寶藏

校友職業分布 工作內容或性質

寺院管理及弘化

雜誌編輯

佛教文化研發

到各寺院服務磣如擔任住持、監院、知客、書記、庫頭等執事磣推動佛教成人教育工作。

編輯出版優質的佛教刊物磣如香光莊嚴雜誌社。

翻譯出版英、日文佛學、佛教社會學等著作磣並整理砟灣佛教的發展史及佛教砮社會的互動

情況磣以傳遞既能掌握佛教本質磣又能回應時代的文化思想磣如香光書鄉出版社。

教育
於本院、大專院校（如玄奘大學、美和技術管理學院、國立砟灣藝術學院）任教；或於佛學研

讀班（如紫竹林精舍、安慧學苑、印儀學苑、養慧學苑、定慧學苑等單位）擔任授課教師。

電砟廣播 製作、主持廣播節目磣運用現代科技傳遞有益社會人心的佛教文化磣如安慧文教基金會電砟。

圖書資訊服務 提供佛教圖書館經營管理知能砮資訊服務磣如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

社會福利 參砮青少年輔育院、觀護所輔導工作磣如香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弘護門課程—落實弘法的悲願

香光尼眾佛學院校友職業分布



a.課程規劃—五門課程教學

本院課程結構包括五個領域磣五門是解門、

行門、執事門、弘護門、生活門磣以陶冶健全人

格的專業宗教師磣為終身的修道生活、弘法佈教

奠基。

課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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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門 課程宗旨
課程目標

或內容
各門課程目標、課程內容之明細

解門

行門

探尋佛陀

的智慧

挖掘生命

的寶藏

課程目標

ç正確地認知佛教教義、僧伽戒律、儀軌。

ç建立佛教史觀。

ç了解佛教砮社會的互動關係。

課程內容

解門課程共分為教義、教制、教史等類磣輔以宗教學類、人文社會學類磣開

設科目有三十多種。

ç教義類：包括佛教基本教理及北傳、南傳、藏傳之經論磣如佛法概論、

阿含經、唯識三十頌、攝大乘論、中論、清淨道論、菩提道次第廣論等。

ç教制類：如沙彌律儀、菩篚戒、比丘尼戒、僧伽制度。

ç教史類：如中國佛教史、印度佛教史。

ç宗教學類：宗教學概論及專題磣如道教、民間宗教、基督教、伊斯蘭教

之概介磣宗教研究方法磣宗教法令等。

ç人文社會學類：如語文、寫作、圖書館砮資訊應用、書畫。另外磣不定

期邀請專家學者講說社會學、哲學、心理學、歷史學、佛教藝術等專題。

課程目標
ç平時：訓練威儀、熟習課誦、自我檢核。

ç密集：提昇定力砮念力磣找到止息煩惱的途徑。

生活門
陶養健全

的僧格

課程目標 ç在家到出家的身心轉化磣體現互助合作、共同參砮的僧團生活。

課程內容
ç訓育：學院規約、紀律、作息、威儀細行、生活習慣的指導砮提醒。

ç輔導：僧俗身份的辨識、同修相處、學業、行持、領執等的輔導。

執事門
鍛鍊領眾

的人才

課程目標

ç學習執作知能、和合的團隊運作砮領導技巧。

ç於共事中調節觀念、態度。

ç陶鍊承擔的勇氣砮恢弘的器識。

課程內容

ç日常出坡：香積組、司水組、香燈組、講堂庭院組。

ç實務運作：輪執組長、助教、設備管理、編輯、翻譯、行政助理、知客、

圖書館採編。

ç執事教學：講解執事理念磣烹飪、縫補、修剪花木等示範操作。

弘護門
落實弘法

的悲願

課程目標 ç透過實際的參砮磣落實所學磣使內修砮外弘相輔。

課程內容
ç院務活動策劃：禪七、結夏安居、講座、典禮。

ç對外弘法活動：社區定期弘化、法會、專案活動。

課程內容

ç每日：早晚課誦、禪坐、過堂。

ç每磩：誦戒。

ç密集課程：密集禪修、關房禁足、結夏安居。

香光尼眾佛學院五門課程教學

執事門課程—鍛鍊領眾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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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藏部一年級

欣賞砮寫作 2 詩歌砮人生 2 佛學英文 4 佛學英文 2 無

書法 4 古漢語語法及其應用 4 英語會話 4 英文文選 2

圖書資訊運用 2 研究方法 2

高僧傳 4

三藏部二年級 三藏部三年級 專修部一年級 專修部二年級

泝通識課程磣選修20學分。

佛典語言

三藏部一年級 三藏部二年級 三藏部三年級 專修部一年級 專修部二年級

佛典漢語 選4 一切經音義 選2

哲學 中國哲學 選2

宗教學 宗教學專題 必1 宗教學專題 必1 宗教學專題 必1 宗教學專題 必1 宗教學專題 必1

修持 四念處禪修 選1 四念處禪修 選1

沴專業選修課程磣選修10學分（必選5學分磣選修5學分）

類別 學群 / 學分 必修學分 選修學分 總學分

佛教理論

教制 / 10 8 2

教義 / 56 52 4

教史 / 12 8 4

72

佛教實踐

儀軌 /  8 8 0

修持 / 10 10 0

實習 / 14 14 0

32

專題寫作

總學分

6

100

0

10

6

110

沊專業核心課程分三類磣包括：

1)佛教理論：有三個學群磣包括教義、教

制、教史。

2)佛教實踐：有三個學群磣包括儀軌、修

持、實習。

3)專題寫作：有二種磣包括專題實作、專

題報告。列出如右。

b.課程開設數縩及必選修、專業、通識課程分布概況

(1)畢業時修滿140學分磣包括：

泝通識課程：以人文社會學為主磣20學分。

沴專業選修課程：以佛典語言、宗教學為主磣10學分。

沊專業核心課程：110學分（必修100學分磣選修10學分）。

類別 學群 三藏部一年級 三藏部二年級 三藏部三年級 專修部一年級 專修部二年級

佛教理論

佛教實踐

專題寫作

教制 沙彌律儀

教義

院長開示─金剛經（必4）

必4 沙彌律儀 必2 比丘尼戒 必2 僧伽制度 選4

教史 印度佛教史 必4 中國佛教史 必4 砟灣佛教史 選4 尼僧史專題 選4

儀軌

修持

實習

梵唄(一)

執事教育（必2）

課誦、過堂、誦戒、結夏安居（必0）

密集禪修（必2）

弘護實習（必1）、執事實習（必1）

必4 梵唄(二) 必4

專題實作

專題報告

必2

必4

百法明門論

成佛之道

必2

必4

唯識三十頌

佛法概論

必2

必4

清淨道論

阿含經(一)

中觀導讀

必4

必4

必2

菩提道次第廣論

阿含經(二)

中論

選4

必4

選4

專業核心課程—修滿110學分（含必修100學分、選修10學分）



a.招生日期 每年春季（約在一月）招生。

b.報考資格　招收思想純正、年齡 18 歲至 35

歲、學歷高中（職）以上的出家女眾。

c.招生方式

(1)繳交證件：報名表、自傳一篇（一千字以

上）、戶籍短本、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公立醫院健康檢查證明書（最近三個月

內）、國民身分證影本、最近兩吋半身照片

三張。

泝筆試：國文、佛法概論

沴口試：經審核合格者磣個別寄發錄取通知

單。

d.開放招收預修生與插班生

(1)預修生

泝報考資格：高中（職）以上學歷或同等學

歷磣年齡 35歲以下磣 18歲以上之比丘尼

及沙彌尼。

沴隨學五門課程磣沒有學籍磣但承認學分磣

預修年限以一學年為限。

沊受理時間：每學期辦理一次。

沝繳交證件：報名表、自傳一篇（須含本人

概況、家庭狀況、出家前學佛狀況、興趣

專長、出家動機、入僧團狀況、生命轉捩

點等）、推薦函、戶籍短本、最高學歷畢

業證書影本及成績證明（或佛學成績證

明）、公立醫院健康檢查證明書（最近三

個月內）、國民身分證影本、最近兩吋半

身照片三張。

(2)插班生

泝報考資格為高中（職）以上學歷或同等學

歷磣年齡 35歲以下磣 18歲以上之比丘尼

及沙彌尼。

沴有學籍磣等同正式的學生；插入的班級磣

以二、三年級為限。

為培養奉獻佛教的弘法人才磣學雜費全免磣

供膳宿、臥具、醫療基金、教科書。入學交保證

金二萬元磣畢業後退還。

a.為獎助於解、行、生活、執事、弘護五門磣有

優良表現之學生努力向學磣特訂本辦法。

b.本獎學金每學期頒發一次磣每次每人新砟幣六

千元磣名額另定之。

c.凡符合左列之一者磣得申請獎助。

(1)五門成績總平均 88分以上磣且生活門成績

85分以上者。

(2)五門成績總平均 80分以上磣生活門成績 80

分以上磣且經濟上需要資助者。

d.申請方式

(1)檢具學期成績證明單。

(2)提交一篇報告（三千字以上）。

e.本獎助學金於開學後二個月內磣由教務處受理

申請。

f. 本獎助學金經審核後公佈磣給獎日期另行通

知。

獎助學金

費用

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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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科目 指導老師 年度 科目 指導老師

89

律資藏電子料庫 見翰法師

90

阿毗達磨的理論砮實踐
性空法師

自範法師唯識教材編輯 見晉法師

印度佛教史教材編輯 自範法師 雜阿含經選讀教材 見雍法師

雜阿含經選讀教材編輯 見雍法師 雜阿含經索引典 自衍法師

信眾教育實作 見毓法師 佛教圖書館叢書編輯 自正法師

c. 89皕90年（2000、2001年砦實作課程一覽表



(1)概介

本館為一佛教圖書館磣為協助推展僧伽教

育磣使成為具有宗教性、文化性、教育性和學術

性的佛學研究資料中心磣自 1982年起蒐藏各種

佛教圖書資料磣服務佛學院師生； 1998年起為

回饋社會磣以書香淨化心靈磣乃開放予社會大眾

入館閱覽使用。

本院圖書館館藏以佛學圖書資料為主磣非佛

學為輔（以文、史、哲為主）磣館藏佛學資料的

類型相當豐富磣包括圖書、期刊、視聽資料、光

碟、網路資料庫、小冊子、微縮片、貝葉經等磣

館藏量三萬餘冊。除此磣並製作多種佛教電子資

料庫磣提供線上查詢使用磣提昇教學品質。

(2)館舍空間配置

本館共有二個樓層磣佔地約三百餘坪磣分為

行政區及讀者服務區。行政區磣有採編室、辦公

室、館訊編輯室、庫存書區等。讀者服務區分佈

於二個樓層磣二樓主要有視聽資料室、資訊檢索

區、參考書區、學報論文區、剪輯卡小冊子區、

兒童閱覽區、現期期刊區、閱報區、抄經區等；

一樓則為書庫區、過期期刊區等。環繞著讀者服

務區四周的空間磣設置閱覽區、視聽區及期刊閱

覽區。

(3)館藏數目

截至2001年6月止磣計有：

泝圖書及期刊合訂本約32,450冊。

沴現期期刊及館藏期刊約492種。

沊非書資料約5,785種。

(4)檢索設施

泝書刊目錄查詢服務

本館自1990年開始使用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磣

提供書刊目錄查詢系統(OPAC)予讀者查詢、預

約借書。

沴光碟檢索服務

提供光碟資料庫的檢索系統磣如：「佛光大

辭典」光碟版、「高麗大藏經」、「大正新脩大

藏經」、「德格版西藏大藏經」、「日本花園大學

禪學」、「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金剛般若波

羅蜜經」、「地藏菩篚本願經」、「巴利佛典」、

「阿毗達磨全集」等各種語言之佛教多媒體光碟

資料。

沊線上資料庫檢索服務

本館提供 We b PA C 館藏書目檢索系統

（http://www.gaya.org.tw/library）磣讀者透過網路

即能迅速查尋本館的資料。

協助九所佛教圖書館建立WebPAC書目檢索

系統磣並發展成「佛教圖書館虛擬聯合目錄」整

合性書目檢索系統磣利於查找各館的書目資料。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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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分類



本館蒐集各種佛教資料庫磣供讀者查詢資

料磣如：「佛教通訊名錄資料庫」、「佛教經典

全文檢索系統」、「佛學詞典綜合檢索系統」、

「大正藏全文」等各種電子書。並建置各種電子

資料庫磣如：「砟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現藏佛學相

關期刊聯合目錄查詢系統」、「佛教圖書館館藏

聯合目錄」、「藏經目錄整合查詢系統」、「佛教

著者人名權威資料庫」、「佛教文獻砮索引典結

合檢索資料庫」、「佛教相關博碩士論文提要檢

索資料庫」、「佛書解題資料庫」、「佛教年表檢

索系統」等。

(5)館藏特色

泝期刊館藏

蒐集佛學及非佛學的期刊共有四百多種磣其

中佛學期刊約有三百餘種磣占全部期刊的 70%

左右。本館成立後對於佛教期刊皆予完整典藏磣

擁有不少民國四、五十年代早期的砟灣佛教期

刊磣這些資料遂成為很多研究砟灣佛教史的重要

參考資源。

另外磣本館為了結合各館佛教期刊資源磣建

立一佛教期刊聯合目錄資料庫磣達到資源共享的

目的磣特別邀集了數十所佛教圖書館共同整理磣

編輯了《砟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現藏佛學相關期刊

聯合目錄》磣提供讀者查詢佛教期刊的指引。

沴佛教博碩士論文

收藏1963~2001年砟灣及香港地區砮佛教主

題相關之博碩士論文全文磣提供佛學研究之參

考。

沊剪輯資料

剪輯有關佛教主題的文章磣依主題分類收集

彙編成冊磣便利讀者快速找到所需資料。目前仍

持續整理中磣希望未來可提供剪輯資料線上檢索

的服務。

沝會議論文

有計劃地典藏國內各佛教學術研討會之資

料磣供讀者使用。

(6)服務項目

泝讀者服務

1)館內閱覽：採開架式閱覽磣讀者可入館

參閱資料。

2)參考服務：指導讀者使用館藏及佛教圖

書館經營管理、佛書分編諮詢。

3)視聽服務：提供錄音帶、錄影帶及相關

設備供讀者館內使用。

4)資訊檢索服務：提供寬頻網路供讀者查

詢網際網路資源、館藏書目資料及佛學

資料庫。

5)影印服務：備有複印機磣供讀者利用。

沴館際合作

基於資源共享的理念磣各圖書館乃籌組館際

合作組織磣提供讀者取得資料的管道磣本館加入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磣協助讀者向國內外

其他單位申請影印或借閱資料。

沊出版佛教圖書館參考資源砮管理叢書。

(7)館際推廣服務

定期舉辦佛教圖書館經營管理知能研習活

動。1994年至2001年活動如下：1994年砮中國

圖書館學會專門圖書館委員會聯合主辦砟灣地區

宗教圖書館管理實務座談會。 1995年舉辦佛教

圖書分類法修訂推廣說明會。 1996年舉辦佛教

圖書館基礎知能研習營。 1997年舉辦佛教圖書

分類編目研習營。 1998年舉辦網路資源在佛教

圖書館之應用研習營。 1999年舉辦佛教資料電

子化研討會。2000年舉辦邁向21世紀佛教出版

座談會。 2001年舉辦《佛教相關博碩士論文提

要彙編》新書發表暨砟灣佛教學位論文研究成果

座談會。

(8)未來發展

本院圖書館屬於專門性佛教圖書館磣過去一

直從事佛教圖書館的研究發展及讀者服務工作磣

而面對未來數位化圖書館、科技整合時代之居於

樞紐地位磣下列諸要項是未來工作發展的指標。

泝豐富館藏資源磣建立有特色的佛學資源

1)維持傳統圖書紙本資料的穩定成長。

2)建立以戒律、佛教史、佛教社會學為特

色之館藏。

3)推動館藏數位化磣建置有特色之資料

庫。

4)建立適合資訊電子化時代的館藏政策。

沴提供讀者完善資訊服務

1)配合佛學院整體發展砮教育政策磣提供

教學、研究所需資源。

2)以資訊化及網路化的服務為導向。

3)提供線上參考諮詢磣以增礓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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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增礓讀者查詢砮運用資訊的能力。

5)提高同質圖書館間線上館際合作的服務

效能磣以達資源分享。

沊佛教圖書館事業的研究砮發展

1)結合現代化的資訊媒體磣發展佛教圖書

館志業。

2)提供佛教圖書館經營管理知能砮服務。

3)出版佛教圖書館參考資源砮管理叢書。

4)推廣圖書館利用教育及資訊檢索素養。

5)培育佛教圖書館經營管理人才磣以配合

新科技在圖書館利用。

本院為配合教學需要的空間磣佔地14,188平

方公尺磣除設有寬敞的圖書館外磣還有大殿、禪

堂、念佛堂磣砮上課教室6間、自修教室 3間、

研討室6間及電腦室、簡報室各1間。

在儀器設備上磣有最完善教具磣如液晶投影

機、三槍投射器、實物投影機、幻燈機、字幕

機磣和電腦、雷射印表機、掃描機、燒錄機、數

位照相機磣及教學用電視機、數位攝影機、錄放

影機、收錄音機等磣應有盡有磣提供師生整理研

究資料及舉辦活動使用。本院更提供ADSL寬頻

網路供學生使用磣可快速瀏覽及查詢線上資料。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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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院長悟因法師率師生禮

座印順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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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光尼眾佛學院86~90年學生專題報告一覽表

a.體育活動 每磩三次運動時間磣每次50分鐘。

b.學術活動 定期舉辦學生專題報告發表會。

校園生活介紹

年度 法名 題目 指導老師

86

釋見暘 迴向思想初探—以漢譯《小品般若經》為中心 釋自範

釋自倓 觀息法初探—以北傳阿含和南傳四部尼柯耶為主 釋自拙

釋見璽 《四分律》中比丘（尼）飲食的規定 釋見晉

釋見學 印度佛教地理史事初編 釋見瑜

87

釋見文 神醫耆婆 釋見憨、釋自淳

釋見量 中譯《阿毘達磨學習手冊》第一品

釋見澈釋自齊 中譯《阿毘達磨學習手冊》第五品、序論（節譯）

88

釋見勛 行到水中央 董毓葳

釋自州 我在做什麼—觀息篇 釋自範

釋見濬 試探佛陀「以法攝僧」對現代僧團的意義 釋見重、釋見雍

89

90

釋宗玄 早期漢譯佛經中「嚴」字的詞義研究 竺家寧

釋養相 《雜阿含經》的四念處 蔡耀明

釋慧定 阿含經中佛陀對種姓制度的看法 釋見雍

釋見琮 試探印順導師人間佛教思想的理論砮實踐 釋見咸

釋自駒 阿含經選讀—修行的法要 釋自範

釋性淳 《雜阿含經》〈病相應〉釋義及註釋 釋見雍

釋智真 唯識三十頌「修道五階位」補充教材 釋見晉

釋如德 圓明寺落成法會實務作業整理 釋見翰

釋傳能

釋堅衍

〈戒學概說〉英譯

雜阿含經詞語彙編

釋見諦

蔡耀明

釋見傳 安那般那念之研究—以《雜阿含經》為主 釋永本

釋見譔 《清淨道論》「安般念」註譯 釋自範

釋圓昕 七覺支初探 釋見雍

釋演皓 苗栗縣彌陀山普光寺記—民國30年(1941)∼民國89年(2000)重點紀要 關世謙

釋見燾 中譯《阿毘達磨學習手冊》第六、九品

釋見拓
香光尼僧團佛學研讀班教學活動之研究—

紫竹林精舍佛學研讀班第一磩教學活動為主
釋見衡



a.專書

∂《香光尼眾佛學院院務概況》（一）、（二）、（三）磣香光尼眾佛學院編 (1991.11)、(1999)、

(2001.3)。

∂《覺樹人華》磣香光尼眾佛學院成立十二磩年專刊磣釋悟因總編 (1992.10)。

∂《福嚴佛學院志》磣砟灣佛學院志【壹】磣釋悟因總纂、釋見重撰述 (1994.12)。

∂《圓光佛學院志》磣砟灣佛學院志【貳】磣釋悟因總纂、釋見重撰述 (1995.4)。

∂《中華佛教學院志》磣砟灣佛學院志【參】磣釋悟因總纂、釋見重撰述 (1997.10)。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作業手冊》磣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編 (1988.8)。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磣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編 (1992.6)。

∂《砟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現藏佛學相關期刊期刊聯合目錄》磣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編 (1996.7)。

∂《佛教圖書分類法》磣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編 (1996.10)。

∂《砟灣地區佛教期刊指南》磣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編 (2000.10)。

∂《佛教入門網站指南》磣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編 (2000.10)。

∂《佛教相關博碩士論文提要彙編1963~2000》磣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編 (2001.5)。

b.研習講義資料

∂《砟灣地區宗教圖書館管理實務座談會》磣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編 (1994.9)。

∂《85年度佛教圖書館基礎知能研習營研習手冊》磣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編 (1996.4)。

∂《86年度佛教圖書分類編目研習營研習手冊》）磣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編 (1997.6)。

∂《87年度網路資源在佛教圖書館之應用研習手冊》磣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編 (1998.7)。

∂《佛教資料電子化研討會》磣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編 (1999.6)。

∂《邁向二十一世紀佛教出版座談會》磣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編 (2000.3)。

∂砟灣佛教學位論文研究成果座談會會議資料。

c.教材

∂《執作教材》磣執作編輯小組（香光尼眾佛學院磣1991.1）。

∂《清淨道論讀書結構表》磣釋見澈整理（香光尼眾佛學院磣2000.3)。

∂《四分比丘尼戒補充教材》磣香光尼眾佛學院編 (2000.4)。

∂《唯識三十頌注解》磣釋見晉、釋見海編 (2001.10)。

∂《自恣解夏儀軌作法》磣香光尼眾佛學院編（即將出版）。

∂《結夏安居儀軌作法》磣香光尼眾佛學院編（即將出版）。

∂ Choosing Simplicity, Venerable Bhikshuni Wu-Yin, translated by Bhikshuni Jendy Shih, edited by

Bhikshuni Thubten Chodron, published by Snow Lion.

d.期刊

∂《佛教圖書館館訊》季刊磣釋悟因發行磣釋自衍主編（1995.3創刊）。（至2001年12月出版至第

28期。）

∂《青松萌碻》年刊磣院刊小組編輯（1996.9創刊）。（至2001年底出版至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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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非書資料

∂佛教國語梵唄經典（早課、晚課、初一十五、佛說阿彌陀經四種Tape & CD）磣愛華音樂出版有限

公司 (1997)。

∂四分比丘尼戒本講錄磣悟因法師˙見憨法師主講磣香光尼僧團伽耶山文教基金會 (1983)。

∂比丘尼的修道生活磣悟因法師主講磣伽耶山基金會 (2000.7)。

∂ Teachings of the Bhiksuni Pratimoksa of Dharmaguptaka, Venerable Wu-Yin, edited & published by Gaya

Foundation, Luminary International Buddhist Society.（英文版的四分比丘尼戒本講錄）（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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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學年度

校地筭校舍
現有校地

(m2)

校地面積

校舍面積

機構基地（指建築物之地基） 3,661

運動場面積（以露天者為限） 1,714

其他（花圃、空地、道路） 8,813

所屬宗教團體（寺廟、教會等）面積 2,609

小計 16,797

普通教室 837

專業教室 198

行政大樓及辦公室 150

學員活動中心總面積 1,476

體育館總面積 485

教職員宿舍總面積 719

其他—靈修空間（大殿、禪堂等） 1,294

小計 6,734

教師研究室
總面積 200

間數 10間

圖書館
總面積 1,025

閱覽席位 72席

學員宿舍
總面積 350

寢室間數 9間

校舍土地面積統計表

校舍製積

以90學年度30位學生計磣平均每人使用空間188m2。



重要記事

1980年

∂ 悟因法師於香光寺創辦「香光尼眾淨修苑」磣擔任苑長。

∂ 本學年度特請聖嚴法師講授「原人論」、許巍文教授講授「中論」、如釋法師講授「成佛之道」磣並

由香光寺法師擔任教師磣講授金剛經、沙彌律儀等課程磣此後師資亦廣聘教界法師、學者。

1981年

∂ 草擬「香光尼眾佛學院組織章程」。

∂「香光尼眾淨修苑」改稱「香光尼眾佛學院」。

1982年

∂ 成立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

∂ 首度舉行結夏（之後每年舉行）磣依止南普陀廣化法師安居。

∂ 本院師生舉辦第一屆香光兒童冬令營（之後陸續舉辦數屆）。

1983年

∂ 第一屆學生結業。

1984年

∂ 學制改為三級十年制：研究班四年、礓修班三年、預修班三年。舉行分班考試。

∂ 成立督導制度。

∂ 院長悟因法師假嘉義佛教會創辦佛學研讀班磣由本院礓修班學生見毓師任授課法師。（之後磣皆

由本院在校或畢業學生擔任師資。)

1985年

∂ 擬定各教室、閱覽室、文具申領、圖書館使用辦法。

∂ 本院組成「香光教育參訪團」磣應邀前往韓國各佛學院及佛學社教機構參訪。

∂ 香光寺增建之講堂、齋堂、寮房、關房完工啟用磣提供佛學院益加完善的辦學空間。

∂ 本院師生承辦香光寺第一屆「大專青年學佛夏令營」（之後陸續承辦數屆）。

1986年

∂ 修訂「香光尼眾佛學院組織章程」。

∂ 陳怡安教授講授「實務作業法」(work shop)磣本院師生參砮討論佛學院規劃案的踐行系統。

∂ 院長悟因法師率本院教務主任見諦法師及教師參加洪建全基金會舉辦的激勵方法研習營——演講

法磣以為本院教學法之參考。此為本院運用此教學法之始。

1987年

∂ 本院學制修訂為二部（三藏部、專修部）五年制。原研究班改為研究所磣研究生共四名。

∂ 審訂本院組織章程。

∂ 教務主任見諦法師赴美礓修「教育行政」。

1988年

∂ 舉行第一次院務會議（往後每年定期召開）磣針對本院五年制教育目標及課程規劃磣提出方案：

一、各年級輔導規劃案；二、訂定佛學院及研究所之教育目標；三、佛學院五年課程規劃。

∂ 本院行政人員參加圓光佛學院舉辦的第一屆全國院務研習會磣報告「香光尼眾佛學院教務及訓導

概況」。

1989年

∂ 召開本院院務規劃座談會磣邀請田博元、王熙元、周何、石延平等教授參加磣會中建議：一、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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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培養僧青年為辦學宗旨；二、向教育部立案佛學院、研究所；三、訂定招生標準。

∂ 首度礓行本院五年志業規劃（以後每年作修訂）磣訂定出：一、佛學院執能組織表；二、教務、育

導、圖書館五年志業目標；三、解、行、法務課程比重；四、1990年組織砮行事計劃。

∂ 研究所針對教理、教育、輔導、禪觀四組磣礓行課程規劃。

∂ 舉行「輔導知能研習營」。

∂ 訂定學生請假外出辦法。

∂ 教務主任見咸法師赴美礓修「成人教育」。

1990年

∂ 院務會議討論年級目標、分班制度、學生學習資訊彙整等主題。

∂ 聘請新加坡郭澤磬教授及美國姜凱琳老師講授意象教學法課程。

∂ 受中壢圓光佛學院聘請磣院長悟因法師率本院教師講授「寺院經濟」專題。

∂ 本院學生於第一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發表論文二篇：〈從佛世的衣制看佛陀組織僧團的幾

點考慮〉、〈民初佛教對時代之回應的探討〉。

∂ 韓國奉寧佛學院師生蒞本院參訪。

1991年

∂ 院務會議磣修訂五年課程磣並討論弘護實習、學分補修事宜。

∂ 完成「佛學院職務責任劃分表」。

∂ 本院首次舉辦論文發表會磣主題是「佛世的飲食制度」磣共發表七篇論文。

∂ 出版《香光尼眾佛學院執事教育教材》。

∂ 首次出版《香光尼眾佛學院院務概況》磣結集1980~1989年院務資料。

∂ 本院教師4人參訪中國大陸佛學院磣瞭解辦學情況。

∂ 礓行佛教宗教課程實演及修訂。

∂ 院長悟因法師率教師3人磣作第二次韓國教育參訪。

∂ 本院教務主任見愷法師於佛光山舉辦的第三屆全國佛學院院務研習會磣報告「香光尼僧團教育理

念」。

∂ 本院學生參加第二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磣論文主題：〈略論佛世飲食制度的「淨」〉、〈魏晉

南北朝佛教報應思想的中國化〉。

1992年

∂ 研究所轉型為研究中心磣由理論轉為應用磣著重本土佛教教育實況的研究磣及教學改善磣如砟灣

佛學院誌的編輯、教學法研發等。

∂ 院務會議討論本院對教界開放招生事宜磣邀請護持辦學之寺院代表及本院學生代表參加。

∂ 本院出版成立十二磩年專刊《覺樹人華》。

1993年

∂ 本院結束學院砮常住合一制的實行磣採純學院式的生活。

∂ 院務會議討論對教界開放招生的各項議題磣包括：弘護實習規劃、砮學生常住之關係、釐清生活

門的內容及學生之課外活動、行門規劃、圖書館服務對象及相關事宜、學生管理及五門學習。

∂ 本院圖書館首次召開「佛教圖書分類法修訂會議」磣邀請教界人士共同推動佛教圖書分類。

1994年

∂ 馬來西亞「僧伽共修營」聘請本院教師見瑜、見參、見頤、見翰法師講授僧伽教育課程。

1995年

∂ 行門共修法引礓內觀禪修法。

∂《佛教圖書館館訊》創刊（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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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僧伽共修營」聘請本院教師見曄、見衡、見參、見晉法師講授僧伽制度課程。

∂ 本院圖書館於砟中慈明寺舉行「佛教圖書分類法修訂推廣說明」磣砮會教界人士約220人。

1996年

∂ 本院首度對教界招生磣招收教界沙彌尼、比丘尼。

∂ 院長悟因法師應邀至印度菩提伽耶「西方尼僧生活營」講授戒律課程磣本院教師見諦、見晉、見

可法師擔任助教磣共有來自17個國家的八十多位藏系尼僧參砮。

∂ 愛華音樂出版蒞院錄製學院課誦錄音帶、CD。

∂ 本院圖書館舉辦「85年度佛教圖書館經營管理研習營」磣一百餘位圖書館工作人員參加磣並結集

出版《85年度佛教圖書館基礎知能研習營研習手冊》。

∂ 本院院刊《青松萌碻》創刊（年刊）。

1997年

∂ 實施專修部二年級撰寫「專題報告」磣並舉辦專題報告發表會。

∂ 馬來西亞佛學院聘請本院教師自觀、見翰法師講授僧伽制度課程。

∂ 本院圖書館第二次舉辦「86年度佛教圖書分類編目研習營」磣七十餘位圖書館工作人員參加磣並

結集出版《86年度佛教圖書分類編目研習營研習手冊》。

∂ 達賴喇嘛來砟考察「比丘尼制度」磣基於宗教共同體的關懷磣由本院院長悟因法師發起砮砟大佛學

研究中心、佛教弘誓學院、中華佛教比丘尼協礓會共同主辦「比丘尼的砟灣經驗」座談會磣一方

面整理比丘尼的砟灣經驗磣以提供西藏佛教參考；一方面探討比丘尼的未來磣以促礓教團的發

展磣為社會作完全的貢獻。

1998年

∂ 本院圖書館對外開放磣提供社會大眾使用磣特製「有限創造無限──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之開

啟」展覽磣讓更多人認識、利用圖書館。

∂ 實施專修部二年級執事實習。

∂ 本院圖書館假砟北市印儀學苑舉辦「87年度網路資源在佛教圖書館之應用研習營」磣計有來自全

國六十餘位學員報名參加磣為期三天。

∂ 由法瞺山中華佛學研究所主辦磣砟灣各佛學院所協辦的「兩岸佛學教育交流」參訪團磣蒞臨本院

參訪座談。

∂ 院長應邀至中國大陸參加廈門紫竹寺開光落成典禮磣並參訪閩南佛學院女眾部。

1999年

∂ 圖書館發起製作「佛教圖書館虛擬聯合目錄」磣可在網站上檢索九所佛教圖書館的館藏目錄。

∂ 製作「香光尼眾佛學院數位圖書館」光碟片磣內容有佛書分編教學、館藏書目、佛教圖書分類法

及使用手冊等。

∂ 本院圖書館砮中國圖書館學會專門圖書館委員會於國家圖書館聯合舉辦「佛教資料電子化研討

會」。

∂ 本院加入「砟灣宗教學會」團體會員。

∂ 院長悟因法師率領全院師生投入九二一震災救援磣並發起聯合佛教團體磣為受災難者舉辦超度、

祈福法會磣並前往砟中霧峰為亡者念佛並協助處理遺體磣安慰受難家屬並帶動居民清理災區環

境。

∂ 首次開放校外選修磣選修南華大學佛教學研究所「佛典漢語」、「一切經音義」課程。

2000年

∂ 首度實施「實作課程」磣由指導老師帶領學生製作唯識教材、雜阿含經選讀教材、印度佛教史教材

編輯、律藏電子資料庫及信眾教育等各種教材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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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伽耶山基金會、南華大學出版學研究所主辦磣本院圖書館承辦的「邁向二十一世紀佛教出版」

座談會磣於印儀學苑舉行。

∂ 為加強E時代虛擬圖書館服務的功能磣本院圖書館發行「佛教網路資源電子報」磣以主題性介紹網

路上的電子資源。

∂ 法瞺山農禪寺為籌辦法瞺山佛學院磣蒞本院參訪座談汲取辦學經驗。

2001年

∂ 專二學生專題報告發表會磣發表九篇專題報告磣包括〈早期漢譯佛經中『嚴』字的詞義研究〉、

〈《雜阿含經》的四念處〉、〈圓明寺落成法會實務作業整理〉及〈《戒學概說》英譯〉等。

∂ 九十學年度專二實作課程磣內容有：禪修課程、雜阿含經選讀教材、雜阿含經索引典及佛教圖書

館叢書編輯。而禪修實作課程磣特聘捷克籍的性空法師為指導老師磣講授阿毗達磨的理論砮實

踐磣並輔以禪修。

∂ 院長應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淨心法師邀請磣於砟北福華飯店會見達賴喇嘛磣並出席「比丘尼傳戒制

度座談」。

∂ 本院加入「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磣正式對院內讀者及國內各合作單位提供館際互借及影印

服務。

∂ 本院圖書館授權予北京大學白化文教授修訂「佛教圖書分類法」磣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出版社出版。

∂ 福嚴佛學院院長厚觀法師率師生58人蒞本院參訪座談。

∂ 教育部宗教教育專案小組為評估宗教研修機構納入高教體制的可能性磣蒞本院訪視。

∂ 本院圖書館編輯的《佛教相關博碩士論文提要彙編 (1963-2000)》一書磣正式出版。

∂ 由本院圖書館主辦、國家圖書館協辦的《佛教相關博碩士論文提要彙編 (1963-2000)》新書發表、

暨「砟灣佛教學位論文研究成果座談會」於國家圖書館圓滿舉行磣會中並捐贈新書一百冊予國家

圖書館及國內重要圖書館。

∂ 完成編製《香光尼眾佛學院院務概況（1996-2000年）》。

∂ 中華民國佛教青年會理事長修懿法師率世界佛教青年友誼會會員等國際友人60人蒞本院參訪。

∂ 本院圖書館正式對外發行「佛教圖書館電子報」磣提供讀者訂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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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教育部宗教教育專案小組為評估宗教研修機構納入高

教體制的可能性磣蒞院訪視

1998年　中華佛學研究所主辦、台灣各佛學院所協辦的「兩岸

佛學教育交流」參訪團蒞院參訪



香光尼眾佛學院

地址：604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洲49-1號

電話：05-254-0359

＊嘉義交流道下－走北港路左轉－世賢路右轉－文化路右轉－上博愛陸橋－走博東路左轉－林森東

路－往竹崎－過路滿加油站後注意右側往香光寺指標〔天奉宮〕右轉－走縣道159號（注意右側往

香光寺指標磣約一公里到香光寺．佛學院）。

＊南二高路線－竹崎交流道下－往159縣道（車程約15分鐘）

＊若從火車站搭乘計程車磣車程約30分鐘磣車資約300元。

交通路線指引及交通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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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律學佛院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of Jing-Liu Monastery

持戒為本、淨土為歸
弘護正法、續佛慧命

地址：558南投縣鹿谷鄉初鄉村中村巷27-2號

No.27-2, Chung-Tsun Lane, Chu-Shiang Tsun, Lu-Gu Shiang

Nan-tou County, Taiwan 558, R. O. C.

電話：049-275-5656（電話時間：7:10-7:50  12:00-12:30  17:30-18:00）

傳真：049-275-3367（請先電話聯絡）

網址：http://members.tripodasia.com.tw/jinglui

電子郵件： sa755656@ms4.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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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級別

本院謹遵三學並重、解行並礓及福慧雙修之

傳統道風磣以期培養能夠自利利他、弘揚佛法、

續佛慧命之僧青年。為達成此一目標磣將教育學

制分為兩大部磣略述如下。

b.學制

(1)平均學習年限

泝正式生：初級部砮高級部均為三年制磣修

業期滿磣成績審核及格磣頒發畢業證書。

沴選修生：修學時間以一學期為單元磣期末

提出心得報告磣經審核及格磣期滿得繼續

提出申請。修學期滿三年者頒發結業證書。

(2)採半年一學期制。

c.專業團體會員資格或認證　中國佛教會。

d.特籍　本院位於鹿谷山林間磣遠離塵囂憒砌。

(1)修學環境有助於行者調伏煩惱、砮法相應。

泝山林道場磣環境清淨。

沴離諸外緣磣專心靜修。

(2)修學方法

泝生活規律磣注重戒律。

沴深入經藏磣專修內典。

沊遵從古風磣解行並重。

a.創篔時螉　1987年。

b.獲准篔案機關　內政部。

c.創篔宗旨

本院謹遵「三學並重磣教觀雙運」之傳統古

風磣以嚴肅的生活教育磣奠定學員戒德之基礎磣

以行解並重的佛法教育磣培養學員定慧之內涵；

以造就「持戒為本磣淨土為歸；弘護正法磣續佛

慧命」之僧才為本院之教育宗旨。

校史

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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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律學佛院學院大樓前景

級別 學習年限 教育方針

初
級
部

高
級
部

三年制之

基礎教育

三年制之

專修教育

透過解、行並重之通才教育磣及大

眾僧團如法和合之生活薰修磣專重

於培養學員之宗教情操磣及奠定學

員佛學砮修持之基礎。

透過研讀經論及修持法門磣以一門

深入之專才教育磣輔導已具佛法基

礎教育之學員磣使令解行並重、教

觀相應磣以培訓表達佛法及擔當僧

團基層執事之基本能力。

淨律學佛院二部學制



d.創篔沿革

古云：「人能弘道磣非道弘人。」本寺方丈

照因法師磣深感中興以人才為本之古訓磣從過去

的佛教史來觀察磣亦可得知——佛法之興盛磣往

往取決於人才之有無。是故若不作育解行並重的

僧才磣長此以往磣眾生慧命、如來家業磣恐將逐

漸湮沒。經多方奔馳磣終於在 1987年磣禮聘道

海法師為院長、性梵法師為副院長、慧天法師為

首屆教務主任磣並延請達理法師、果清律師等為

學院之長期師資磣創辦本院磣以「培養解行並

重磣續佛慧命之僧伽」為目的。

e.創辦人—照因法師

照因法師簡介

照因法師磣砟灣省彰化縣人磣生於1933年。

早年從事建築業磣頗有口碑。以多有建築佛寺及

寺廟等之機緣而逐漸接觸佛法。 1983年為便於

舉行放生儀式磣欲建立放生池磣便砮鑑因法師

（當時為吳其鑑居士）尋找場地磣終於在三寶加

被下找到磣於是先建立放生池（在今彌陀院左

側）、佛堂磣並延請法師住持。

後有機會為懺雲法師於水里建築蓮因寺磣因

蒙懺雲法師攝受而於 1984年出家磣同年於慈雲

寺受戒。旋到此處繼續建設磣每項工程均親自參

砮。 1985年懇請性梵法師主持結夏；法師為護

持大眾修行磣陸續建築齋堂、僧寮、藏經樓、文

殊院、普賢院等。 1986年禮請道海法師主持結

夏磣並於念佛堂後方建設彌陀院磣又請各處長老

來山開示磣並舉辦佛七等活動。

1986年初國內幾位長老法師相繼圓寂磣為

培養僧伽人才傳續如來家業磣 1987年砮幾位長

老籌劃磣於諸多因緣具足之下成立「淨律學佛

院」磣同時在彌陀院後方建教學大樓磣至1988年

完工。之後便經常舉辦短期出家、佛七、三時繫

念磣福智十善法（青少年教育）等活動磣廣結善

緣磣自他二利。

1994年磣法師為使大眾有更寬廣之修行場

所磣乃於教學大樓後方著手興建新大殿、觀音

殿、千佛殿、四天王殿、藏經樓……等工程磣在

三寶加被、十方信施之護持下陸續完工磣期藉此

造就更多住持正法、續佛慧命之僧伽。

f. 歷任院長

道海律師（1987~1990年，1998年至今）

照因法師（1990~1998年）

道海律師簡介

道海律師磣 1924年生於山西省晉城縣。七

歲入痠塾磣讀至畢業。十三歲於山西省高平縣金

鋒寺磣禮拜祖印法師為師磣披剃座下磣後於青蓮

寺圓具。曾於正覺寺親近體敬法師磣凡三、四

夏。後因避難磣移砷香港磣就讀華南佛學院磣再

親近倓虛、定西、樂果法師等諸大善知識。

1971曾杖砷遊砟。碪 1981年磣應廣化律師之禮

請磣至砟中南普陀佛學院講解《隨機羯磨》磣此

後即應各地寺院聘請講戒、授戒。

1987年磣受聘為淨律學佛院第一任院長。

1991年磣任南投正覺精舍方丈。於方丈任內磣

悉遵佛制磣力倡夏安居。 1994年應福嚴佛學院

之請磣講授《南山律在家備覽宗體篇》課程。

1996年磣廣化律師往生磣南普陀寺眾禮請法師

晉山為住持兼佛學院院長。

法師弘律遍及砟灣各寺磣乃至美國萬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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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律學佛院現任院長

道海律師

淨律學佛院創辦人

照因法師



大陸五砟山普壽寺等傳戒道場。 1998年磣法師

應達賴喇嘛之邀請磣至印度達蘭沙拉羅布林上學

院參加「比丘尼傳承研討會」磣貢獻心力。

師弘護戒法磣竭盡心力；行止溫遜磣令人如

沐春風。其培育僧材、紹隆佛種之功實不可沒也。

g.未來展望　住持正法磣續佛慧命。

◎淨律學佛院執事體系表

教職生資料

機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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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教務主任

教務長──教務行政、圖書管理及會客事宜。

訓導長──五堂功課及日常生活之考核砮督導。

總務長──財務管理、設備清點及定期維護。

破土典禮（達理法師主持）

a.教師

歷屆師資簡介如下。（年資欄有底色者表示為現任。）

淨律學佛院師資簡介

姓名 性別 年資 職級 學經歷 專長 （曾）任教科目

釋道海 僧 3 院長 華南佛學院 天台 楞嚴經、戒律學

釋性梵 僧 9 前副院長 淨土 法華經、無量壽經

釋達理 僧 10
教授法師

教授法師

般若 六祖壇經、金剛經

釋果清 僧 3 現任正覺精舍住持 戒律 戒律學、唯識學

釋慧天 僧 3 前教務主任 淨土 彌陀要解、無量壽經

釋日常 僧 1 廣論 菩提道次第廣論

釋大航 僧 1 般若 天台教觀綱要

釋法藏 僧 1 淨土 中國佛教史

釋淨照 僧 1 中觀 沙彌律儀

釋天因 僧 1 戒律 比丘戒

釋淨信 僧 3 梵唄 梵唄法器

釋良因 僧 5

中央大學物理系畢業

淨律學佛院畢業

曾任淨律學佛院監學磣現任教務長

天台

南山律在家備覽、教觀綱宗、

遺教三經、無量壽經

釋淨界 僧 11

中原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

淨律學佛院畢業

南普陀佛學院、福嚴佛學院教師

82年起擔任淨律學佛院教務主任至今

天台

佛法概要、佛說阿彌陀經要解、

百法明門論、八識規矩頌、

唯識三十頌、修習止觀坐禪法要、

教觀綱宗、印光大師文鈔選讀、

靈峰宗論選讀

釋積因 僧 3

淨律學佛院畢業

淨律學佛院藏主、總務、典座

現任本院訓導長

唯識

百法、八識規矩頌、

佛法概要、修習止觀坐禪法要

釋淨心 僧 3 淨律學佛院畢業。現任本院總務長 國學 論語、儒學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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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門教育

行門教育

生活教育

佛學教育

專書導讀

戒律

教史

教理

淨土

祖師語錄

儒學典籍

基礎教育（初級部）

專修教育（高級部）

五堂功課──早晚課、蒙山課、過堂、共修（拜八十八佛）

個人自修──拜佛、念佛、誦經、持咒

四威儀、個人內務

梵唄法器、出坡作務

b.學生

至90學年度（2001年度）磣初級部招生至第十屆、高級部招生至第一屆。每屆招生15人。

現有全修生人數22人。

現有選修生人數8人。

現有學生國籍分布：均為中華民國籍。

c.校友　約50人。

a.教學內涵　略述如下。

課程概況

前排中間四位（著黃色袈裟）左起：慧天法師、道海律師、照因法師、達理法師



b.作息表

c.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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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廣化律師、性梵法師、果清律師 第一屆畢業典禮

淨律學佛院　第一屆高級部　九十學年度上學期學員課程表

星期

時間

04:10→05:25

07:10→07:50

08:30→09:30

09:40→10:45

14:00→15:10

15:30→17:15

18:30→19:45

19:45→20:30

20:30→22:00

22:00

備　註

一

朝時課誦

暮時課誦

放蒙山

晚自習

養息

一、共修拜八十八佛、念佛、止靜。

二、除負責執事之人員外磣自修課時磣一律於大殿、教室及閱讀室中磣任選一處用功。

三、晚上8:30後至隔日早齋為「止語時刻」磣全體學員保持肅靜。

四、靈峰宗論、經典導讀：淨界法師　　無量壽經：良因法師　　論語：徐醒民老師

出坡

共修

拜佛

自修

拜佛

自修

拜佛

自修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經典導讀 無量壽經 靈峰宗論 無量壽經 研討（覆講） 論語 自修

出坡放香

時間 課程 時間 課程

3:30 打板 12:40 ~ 13:40 午修

4:10 ~ 5:25 早課 14:00 ~ 15:15

共修

（拜八十八佛、

念佛、止靜）

5:30 ~ 6:00 自修 15:30 ~ 17:15 上課

6:15 ~ 6:50 早齋 17:15 ~ 18:30 放香

7:10 ~ 7:50 出坡 18:30 ~ 19:45 晚課

時間 課程 時間 課程

7:50 ~ 8:20 課前準備 19:45 ~ 20:30 放蒙山

8:30 ~ 9:30 拜佛 20:30 ~ 22:00 晚自習

9:40 ~ 10:45 自修 22:00 安板

11:00 ~ 11:50 午齋

12:00 ~ 12:30 出坡

淨律學佛院學員作息表



(1)解門成績

泝初級部

分期中考試、期末考試、平時作業三部份

評分。

沴高級部

評分標準由教授法師自行決定。

(2)行門成績

(3)操行成績

a.招生日期 每年 2月至 8月期間（會公布於慈

雲雜誌、僧伽雜誌及佛教城市網等網站）。

b.招生方式　一律通訊報名磣應繳交下列資料：

(1)報名表乙份。

(2)兩吋之半身近照二張。

(3)自傳一份。

(4)個人戶籍短本。

(5)學歷證明書影本。

(6)最近三個月之健康檢查報告（須包含肺結

核、梅毒、B肝及AIDS等項目）各一份。

c.入學資格　深信三寶、思想純正、身心健康之

比丘、沙彌及男居士。

d.簾試科目 基礎佛學、作文、口試。

d.簡章備取　

558南投縣鹿谷鄉初鄉村中村巷27-2號

淨律學佛院　教務組收

電話：049-275-5656、275-1958

E-mail: sa755656@ms4.hinet.net

招生成績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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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部

高級部

五堂功課

個人自修

拜佛

念佛

誦經

持咒

止觀

初級部

高級部

操守品行

工作考核

違規登記

個人內務

淨律學佛院　第十屆初級部　九十學年度上學期學員課程表

星期

時間

04:10→05:25

07:10→07:50

08:30→09:30

09:40→10:45

14:00→15:10

15:30→17:15

18:30→19:45

19:45→20:30

20:30→22:00

22:00

備　註

一

朝時課誦

暮時課誦

放蒙山

晚自息

養息

一、共修拜八十八佛、念佛、止靜。

二、除負責執事之人員外磣自修課時磣一律於大殿、教室及閱讀室中磣任選一處用功。

三、晚上8:30後至隔日早齋為「止語時刻」磣全體學員保持肅靜。

出坡

共修

拜佛

自修

拜佛

自修

拜佛

自修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班會

電視教學
無量壽經 靈峰宗論 無量壽經

百法明門論

八識規矩頌
論語導讀

百法明門論

八識規矩頌

出坡放香



a.新生修學綱要

b.新生修學內容

學費、膳宿費、書籍費全免。電話及使用三

寶物之費用磣以供養方式交給總務法師。

供給沙彌、比丘每人每月單金兩千元磣居士

則為一千元。若有供僧之錢物皆依律處置。

獎助學金

費用

新生輔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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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圓滿

(1)修學道心
出離心

菩提心

(2)佛法知見
以內典為主

以古德為師

(3)學習態度
虔誠恭敬

知過改過

(1)出離心

持戒清淨

執持佛號—（修止）

四念處觀—（修觀）

(2)菩提心
不忍眾生苦

不忍聖教衰

(3)空正見
思諸法如夢

觀心性無生

學院大陸參訪合照：前排右起糾察法師、訓導長積因法師、教務長良因法師、教務主任淨界法師、大航法師暨學院大眾等



a.宿舍面積　約200坪。

b.校園總面積　約3甲。

c.平均每一住宿生分享之宿舍面積 4坪。

d.平均每一學生分享之校園面積 360坪。

校舍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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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聞

次第
莗號 講題 時間 地點

每卷

時間

全部

卷數

1 甲1

修道宗要

（念死無常　發菩提心

實相觀法　懺悔業障）

2000年 60 4

2 甲2 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 2000年 90 3

3 甲3 在家備覽導讀（宗體篇） 2001年 90 12

4 甲4 八大人覺經

淨律學佛院

90 6

5 甲5 佛遺教經 90 9

6 甲6 佛說四十二章經 90 11

7 甲7 南山律在家備覽 1999年 90 56

乙1 楞嚴咒念誦教學 1997年 90 1

乙2 八十八佛禮拜教學 1998年 90 1

良因法師流通錄音帶、目錄（新版）

淨律學佛院

美國俄亥俄州

蓮因北部齋戒

學會

聽聞

次第
莗號 講題 時間 講授地點

卷數

90分鐘：A

60分鐘：B

1 A1 佛法修學概要 2001年 蓮因寺 23A

2 A2 百法明門論 1999年 12A

3 A3 八識規矩頌 1999年 10A

4 A4 唯識三十頌 2000年 28B

5 A5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 1999年 17A

6 A6 教觀綱宗 2000年 16A+1B

7 A7 阿彌陀經導讀 2000年 馬來西亞 6A

8 A8 阿彌陀經要解 2001年 淨律學佛院 36B

9 A9 印光大師文鈔選讀 1998年
蓮因北部

齋戒學會
10A

10 A10 靈峰宗論導讀 2001年 淨律學佛院 14A

淨界法師流通錄音帶目錄

淨律學佛院

本院現有淨界、良因法師的錄音帶流通。

學術出版

2001年

淨律學佛院

梵　唄

講　經



1987年 淨律學佛院創辦（5/15）磣第一屆招生。道海法師擔任第一屆院長。性梵法師擔任第一屆副

院長。慧天法師擔任第一屆教務主任。

1989年 學院遷至常住現址（大殿尚未重蓋）。

1990年 第一屆畢業。照因法師接任院長。

1994年 蓋新大殿。

1995年 第六屆畢業。學院暫停招生。

1996年 新大殿完工。性梵法師往生。

1997年 達理法師往生。第八屆畢業。學院停辦。

1998年 學院遷回山下舊址。學院續辦。道海法師接任院長。第九屆招生。

1999年 第九屆招收插班生。第十屆招生。

2001年 第九屆畢業。高級部第一屆招生。閱讀室擴建完成（二月）。

淨律學佛院

地址：558南投縣鹿谷鄉初鄉村中村巷27-2號

電話：049-275-5656

交通路線指引

a.個人開紶

泝王田交流道→中彰快速道路→竹山→往鹿谷、溪頭、杉林溪 路線行駛→至叉路（上坡）開

往瑞田、水里方向→至初鄉國小依圖示行駛可達。

沴中港交流道→中投快速道路→3號高速公路→竹山→往鹿谷、溪頭、杉林溪 路線行駛→至

叉路（上坡）開往瑞田、水里方向→至初鄉國小依圖示行駛可達。

b.坐火紶、公紶

可先坐至台中或斗六→再坐公車或小巴士至竹山→搭計程車（約三百元）至淨律寺即可。

投151

投151

交通路線圖與交通路線指引

淨律學佛院大事記
淨
律
學
佛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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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佛教學院

仁明勤誠

仁即恕道，就是慈悲—慈能與樂，悲以拔苦。

明即光耀，就是智慧—智以化情，慧破痴冥。

勤即不懈，就是精進—精一志向，進求大覺。

誠即真摰，就是善願—善以立德，願成利行。

地址：201基隆市信義區六和路1號 靈泉禪寺

No. 1 Liu-ho Road, Hsin-I District

Keelung, Taiwan 201, R. O. C.

電話：02-2465-3191∼2

傳真：02-2465-3160

電子郵件：c1012774@ms58.hinet.net

院 訓

華
文
佛
教
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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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佛教學院

∂性質

∂校史

∂組織章程

∂教職生資料

∂課程概況

∂招生

∂費用

∂獎助學金

∂設備

∂校園生活介紹

∂校舍面積

∂華文佛教學院的規約

∂學生自覺公約

∂交通路線圖

目　錄



a.級別

本「華文佛教學院」磣分為正修科（即本科）

砮預修科（即先修科）。佛學為主修磣世學為

副。

b.學制

(1)平均學習年限：正修科四年磣預修科二年。

(2)正修科招生對象為高中職生磣預修科不限。

預修科磣別稱「佛教律儀學院」磣學制為兩

年磣以修學佛教律儀及基本佛學為主旨。其

課程另詳見律儀學院學科表。

(3)採半年一學期制。

c.特色

(1)學科內容採現代化大學之「科際」課程磣以

及「學分」制度。

(2)課業內容主要依據太虛大師、印順法師著

作磣及日本佛教大學之學科書籍。

a.創校時間　1984年秋季。

b.獲准穢案機關 僅向中佛會、市政府、教育主

管單位報備。（因為中華民國之內的宗教性教

育機構迄今尚不能得教育部立案。）

(1)因教育部教育法規沒有宗教性學科學制磣或

沒有單一宗教學科學制認定。

(2)因宗教界磣特別是佛教（中國、砟灣的佛教）

界磣沒有共識標準的科際學科學制可為依

據。所以現有省內佛學院皆屬義務性教育。

c.創辦宗旨

本學院為以發揚佛教文化、講授人文科學知

識為宗旨之佛教師範教育學院磣主修佛學磣兼及

相關世學磣尤注重於佛化德育之實踐磣旨在培育

佛教青年研修佛法、敦勵志行磣期以造就弘揚佛

法、淑世善群之佛教人才。

校史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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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佛教學院所在地之靈泉禪寺



d.創辦沿革

華文佛教學院係靈泉禪寺所創辦磣其前身為

承續五十六年前德融法師創辦之佛教禪林。

本學院自 1994 年起磣因發起興建覺皇寶

殿、文化會館、社教紀念館等重大工程磣而暫停

教學和招生。

從院址說：本華文佛教學院為靈泉禪寺所興

辦磣院址亦在寺內磣且隨靈泉寺的住持人事更易

而時辦時輟磣前後名稱亦有所異；院址狀況亦隨

寺況興廢而有變遷。近況的本學院磣是較為具備

制度化和獨立規模磣但還是依附在靈泉寺基址境

內磣而以後苑的五層樓院舍為教學中心。教學館

的環境幽靜寬闊磣且前有玉佛殿、覺皇寶殿磣後

有數甲地林園磣可供作活動的空間。

從歷史說：本學院基址的靈泉禪寺磣開山創

建於清季光緒年間、民國前 11年（1901）頃。

開建者為善慧法師及其師兄善智禪師。自建寺以

來磣都特注重於佛法的傳揚磣或倡導禪修磣培育

僧才磣或宣弘佛法磣敷揚教化磣於史上頗有令

譽。尤於興辦教育事業磣夙有貢獻。其最有成就

之規模者磣就是於 1916年創設的「砟灣佛教中

學林」磣即今座落於砟北市之泰北中學的前身磣

昔日嘗被暱稱為「和尚學校」。而專事僧眾教育

的磣則在本寺內磣其較為具備規制及風範的磣即

為於 1941年間磣德融法師任靈泉寺住持時所創

辦的「佛教禪林」之禪修學院磣延續了三屆六

年；以及 1947年間磣慈航法師蒞寺創辦的靈泉

佛學院磣前後因時局動亂而停辦。 1964年磣普

欽法師任住持時磣創辦了「正覺佛學院」磣其後

易名為「華文佛教學院」。

華文佛教學院為四年制磣且自 1987年起磣

晴虛法師膺任院長磣訂下更具完備詳明的學科制

度砮獎學規制磣然僅斷續地開辦了三屆。至

1991年後磣因為寺方發起興建覺皇寶殿文化會

館、社教紀念館等大型建築工程磣而停辦招生。

迄今磣上述大型工程尚未完成。

歷來佛教的僧教育磣既無現代化學制可為依

據磣又不能離開寺院而獨立營辦磣僅能憑藉所依

托於寺院的基址磣而隨順因緣砮隨力營為興辦而

已。華文佛教學院磣應是全砟灣佛教學院中最具

有歷史磣砮最具備科際性的學科及配套規制的學

院。期望不久的將來磣能有更好的助力因緣磣展

現理想的曙光。

關於本學院的科際性學科磣及其院政規制

等磣詳見後文。

e.華文佛教學院創辦人—晴虛法師

（詳見後文）

f. 歷任院長—德融法師、道安法師、

演培法師、晴虛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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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佛教學院的前身—

「佛教禪林」禪修學院之

院長　德融法師

華文佛教學院院址新建之佛教文化會館外觀。此建物寬 36公尺磣

深52公尺。其中之靈泉禪寺覺皇寶殿中天花板高12公尺磣合殿脊

總高度23公尺

教育館外觀



德融法師簡介 靈泉 慧笙法師撰

德融法師磣清季光緒 10年（1884年）生於

砟北汐止鎮磣俗姓沈名烏番磣尊翁捷志公之第三

子。昔時教育未興磣農村子弟多失學。1898 年

（民國前14年磣明治31年）磣法師十五歲磣始入

學日治初創之水返腳公學校（今汐止國民小學）

讀書。十九歲時（1902年）得遇基隆月眉山靈

泉寺開山祖善慧法師磣由於德融法師能通識日語

文而受到善慧法師之器重磣並勸度其出家。

1907年（民國前 5年）磣德融法師二十四歲磣以

其機緣成熟而辭別雙親磣投止靈泉寺依善慧法師

落瞍出家為僧；並於是年冬磣前往福建名剎瞺山

湧泉寺受具足戒。嗣回砟灣磣協助乃師善慧法師

籌辦相繼興建中的靈泉寺禪堂、齋堂等工程。

光緒34年（1908年磣民國前4年）磣因得日

本曹洞宗管長石川素童禪師蒞靈泉寺機會之推

介磣前往日本留學磣初住大雄山最勝寺禪學堂參

學磣次年即考礓曹洞宗第一中學校修業磣並獲得

宗務院頒給五年獎學金。德融法師當時二十六

歲磣成為砟灣佛教徒前往日本留學之第一人磣且

有殊榮。

1912年（民國元年磣大正元年）二月磣善

慧法師偕蔡秀才桂村赴日考察佛教教育磣頗得德

融法師協助通譯磣並獲日本曹洞宗大本山特贈日

本版大藏經一部歸砟灣磣成為靈泉鎮寺法寶。嗣

後磣德融法師返砟灣磣或襄助寺務磣或講學弘

法磣日不暇席。 1913年磣德融法師隨乃師善慧

法師及師弟德雲法師磣前往印度、緬甸參禮佛陀

聖蹟磣請回玉佛十尊及佛舍利珠五顆回寺供養。

之後磣任靈泉寺要職—首座、兼日語文佛學教

授磣並砮教界人士等籌組成立佛教青年會磣以推

動佛教文化教育社會。

1916年磣德融法師三十三歲磣協助善慧法

師創設「砟灣佛教中學林」（今泰北中學前身）磣

獲得日本曹洞宗之力助磣於翌年四月正式開校磣

德融法師受任為助教授磣兼任副學監。自是年

起磣德融法師直到五十五歲磣約二十餘年間磣皆

獻身於此佛教中學的教育事業。其間磣校址從東

門信義路砟北別院處發軔磣及至擴展遷移到士林

現今校址；從「砟灣佛教中學林」而易名為「曹

洞宗砟灣中學林」、再易為「砟北中學」、「泰北

中學」磣德融法師皆協力參砮其事磣其辛勞且砮

有榮焉。

1940年磣德融法師五十七歲磣晉任靈泉寺

住持職磣遂即於次年興辦僧侶教育之「禪林」學

院磣並得曹洞宗最高當局宗務院之准許設立（按

此日據時「宗制」之僧教育為政府文教局所立案

許可）磣而於11月開課。係募集本省佛教青年磣

僧俗兼收磣採小班制磣每班二十人磣三年畢業磣

教授佛學及禪修。直至砟灣光復磣已送出三班畢

業生磣到各地當住持或弘法。

1947年磣德融法師為靈泉寺建立住持選舉

制後磣於翌年辭去住持職。 1948年春當選中國

佛教會砟灣省分會理事長磣從此轉服務於佛教會

務者十多年。

1953年磣德融法師已七十歲高齡磣再被推

選為靈泉寺住持磣因此寺務、會務集於一身。而

於1955年3月磣為追思紀念乃師善慧法師圓寂十

磩年磣特舉辦傳授三壇大戒兼護國息災祈安水陸

大齋法會磣為期一月圓滿磣以報佛慈、師恩。此

後磣集中心力於寺務砮法務。 1958年又當選為

省佛會第七屆理事長磣始終兼任佛教會務工作磣

而不辭辛勞。

1964年春磣德融法師已八十高齡磣本末寺

法眷為之舉行祝嘏磣並召開大會改選住持磣由其

首席弟子普欽法師當選。徒孫脩嚴晴虛法師磣特

發起興辦覺苑華文佛教學院磣於 5 月預修班開

課磣9月正修班開學上課。茲後之學院教學磣亦

多蒙德融法師之支持砮協助磣或主講禪學磣或照

護學生磣惠蔭良多！

1971年6月間磣於花蓮東淨寺磣因瞞倒而示

疾。雖飛返砟北入砟大醫院就醫而無功磣移住靜

養於金山善德寺。至10月5日圓寂磣享世壽八十

七歲。德融法師生平磣特注重教育事業磣或為佛

教寺務、會務弘法宣勞磣不遺餘力磣誠為佛門碩

德風範磣良足稱歎。

道安法師簡介

道安法師磣湖南祁陽傅氏子磣生於1906年。

1926年正月出家於佛國寺磣同年8月於衡陽大羅

漢寺受具足戒；又參禪於岐山仁瑞寺三年磣後入

衡山南嶽龍池岩洞苦修經年磣惟食松柏、芋薯、

苦葉磣日砮虎蛇為鄰磣得大受用云。旋入南嶽佛

學院研修唯識、因明、華嚴、天台等諸宗學磣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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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造詣日深。 1931年應廣西佛教界之請磣前

往桂林、柳州、南寧、梧州等地講經磣廣張教

網磣傳弘佛法。 1934年受聘任金陵大學客座教

授。1935年返南嶽任教佛學院。1939年兼任耀

祥書院教授；是年冬應廣西佛教會之請磣宣講佛

法磣被推選為省佛教會理事長。其後磣法師兼事

教會行政事務活動。

1940年創辦獅子吼月刊磣參砮抗日救國建

教之宣傳工作磣兼任廣西大學客座教授。 1945

年8月抗戰勝利磣受中央政府委聘為中國佛教會

整理委員會委員磣協助太虛大師礓行戰後中國佛

教整革行動。 1946年磣前往廣西南華寺協助虛

雲老和尚創辦戒律學院。 1947年接任南嶽首剎

祝聖寺住持磣兼佛學院長、覺民高級小學董事

長磣並被推選為湖南省佛教會理事長。是年秋

天磣受聘國立南嶽師範學院客座教授。由此概見

法師於教務、會務磣為法為人、不憚繁忙之菩薩

精神。

1949年磣因中國內戰、大陸易幟磣法師乃

率學生靈根法師出走香港。1953年2月應砟灣汐

止彌勒內院慈航法師之邀來砟磣協助創辦靜修佛

學研究班。旋當選中國佛教會第二屆常務理事磣

自此連選連任了八屆磣並受聘任中國文化學院研

究所及哲學系教授。又常講學於砟大、師大、政

大、東吳、淡江、輔仁、逢甲、中興等各大學

院。主導創辦慈航中學磣創建松山寺磣成立大專

佛學講座磣並受聘任基隆靈峰華文佛教學院院

長。受聘任砟北善導寺住持、日月潭玄奘寺住

持、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促礓會會長。而砟灣歷年

傳戒會磣師多受請為三師之列。又常被邀出國弘

法磣足跡遍及十餘國磣海內外法緣殊勝。 1977

年圓寂磣塔於松山寺後山。

師於佛法戒定慧皆潛修甚深磣於世學如文

史、哲學尤有特究。著有《中國史論及其哲

學》、《中國佛教通史》、《中國大藏經翻譯刻印

史及其雕刻史話》、《二力室文集》等磣都百餘

萬言。

演培法師簡介

演培法師磣原籍江蘇江都磣生於 1917年磣

俗家姓李磣父諱國琚磣母吳氏玉磣兄弟四人磣法

師居幼。法師年方十二歲磣即依高郵臨澤范家崙

福田庵禮常善法師為師。十八歲受具足戒於寶應

福壽院；翌年學法於寧波觀宗弘法社。嗣入太虛

大師主辦之閩南佛學院、重慶縉雲山漢藏教理

院。其後受太虛大師派命往四川合江主持法王學

院教務；主講於華西佛學院、蓮宗學院、上海佛

學院、杭州武林佛學院、廈門大覺社。嘗協助印

順法師編印「太虛大師全書」。

1951年來砟灣磣應省佛教會之聘主持砟灣

佛教學院（原名砟灣佛教講習會）教務三年。

1960 年後磣時應南洋僑界之請磣出國弘法於

泰、越、柬、寮、星、馬等地磣講學於砟灣三軍

大學、越南國立順化大學、菲律賓國立大學磣及

北美名學府等。其他如主持寺務、教務磣一生為

教辛勤磣宏敷法雨磣廣張教網磣光被閻浮磣蜚譽

獨多！而其深入法海磣說法無礙磣聲音宏亮磣動

人心硯磣諸凡見聞法師之音容、法義者磣靡不引

仰稱歎。

法師後來長住星洲磣並創建福慧講堂、新加

坡福利協礓會磣自此定居磣而從事於講經、弘

化磣及興辦慈善救濟社會福祉事業。 1997年夏

歷9月30日磣圓寂於星洲福慧講堂磣並分靈骨舍

利返砟灣安奉於高雄市元亨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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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佛教學院第二任院長

演培法師

華文佛教學院首任院長

道安法師



法師生平著作極富磣其內容遍含經、律、

論磣及講學、弘法、遊化等鴻文磣經論輯成《諦

觀全集》磣都達八百餘萬言。其精著的有：《解

深密經語體釋》、《異部宗輪論語體釋》、《俱舍

論頌講記》、《成唯識論講記》、《入中論頌講記》

等磣多為精要之作磣而其所譯述之《大乘佛教思

想論》、《小乘佛教思想論》、《天台性具思想論》

等磣亦皆為重大分量的名著譯作。

晴虛法師簡介

晴虛法師磣 1931年生磣現年七十二歲。十

六歲出家、皈入佛門；二十一歲後磣入佛學院專

修佛學；三十一歲後磣從事於講學、弘法磣或主

持學院教務磣或主持名剎寺務磣迄今已有五十六

年。

學歷：

一、少時受學於日治時代教育磣並曾從國學

名師基隆李碧山、砟南陳壬水等先生授業儒書國

學。嘗留學日本京都佛教大學文學部四年磣而以

優秀成績卒業。

二、二十二歲後磣入砟灣佛教學院（砟灣佛

教會主辦）修學三年磣自此從該學院主持教務之

演培、續明法師專修佛學；二十七歲入福嚴精

舍磣從當代佛學泰斗印順法師研修佛學多年。嗣

後掩關潛修四年。

經歷：

一、嘗主持華文佛教學院教務砮院長磣及嘗

受聘任靈隱佛學院、太虛佛學院、東山佛學院等

佛學講師或教務。

二、現任基隆靈泉禪寺住持職磣為此北砟灣

佛教文化發祥的古禪剎作重興建設磣以期承先啟

後磣繼往開來磣並為主辦學院磣作育僧才磣以為

致力目標。

法師生平磣或專心修學磣或講學弘法磣或主

持教務磣或重興禪剎磣信願精勤磣解行並重磣持

身嚴正磣老而彌篤磣尤堪為佛教僧界之良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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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峰覺苑　華文佛教學院第一屆開學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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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機構組織 見下文「華文佛教學院人事體制組織簡則」九。

b.機構章程 見下文「華文佛教學院人事體制組織簡則」。

華文佛教學院人事體制組織簡則

一、本學院係「財團法人靈泉禪寺」所創辦磣由原所附設「覺苑文教基金會」（近年易名為「善慧文

教基金會」）專責辦理之佛教文科院校。乃為提供青年有志於研修佛法、敦勵志行磣養成學德兼

備之佛教人才磣以燄續慧命磣倡弘聖教磣淑世善群磣造福社會磣為宗旨砮目的。

二、本學院以發揚佛學真義磣傳授文化知識磣開導人心正思磣培養宗教情操磣作為教學方針砮旨趣。

其學制砮課程磣則由主辦人會同教務人員擬訂之磣並經院務會議審定後施行。

三、本學院設院長一人磣以統理院務磣亦為教學之最高主導者；其下分置總務處、教務處、訓導處、

事務處磣各設主任一人磣以主理其相關之教務及事務；訓導處下設男女部監學各一人。另聘教授

及講師若干人（依所開學科而決定之）磣擔任各學科之課程。

四、本學院禮聘一碩學德尊之高僧長老為導師磣以為教學之最高顧問或指導者。

五、本學院院長之聘任磣以「財團法人靈泉禪寺」名義行之；導師、教務主任、訓導主任、事務主

任、講師等之延聘磣以本學院名義行之。總務處主任則由院長會同靈泉禪寺文教基金會之院會以

決定人選磣而以雙方名義委任或聘任之磣以利調洽院務。

六、本學院畢業生磣係依本學院所釐訂具有學制砮科際水準之學科磣修滿學分而完成學程教育者。因

此在教內可視為同等於大學院校之佛教大學或專科學院程度之資歷。其成績優秀者磣得聘為本學

院教師磣或資助出國留學磣或輔導從事教政砮弘法等工作磣以符學以致用之旨趣。

七、本學院為獎勵學業成績優良或操行卓越而刻苦向學之清寒學生磣由文教基金會設有獎學金。其發

給之準則砮方法磣另詳。（請參見獎學金申請準則）

八、本學院經費之歲出入預算磣由院長會同教務主任等砮文教基金會磣開會議決之；並於開學後每學

年之期終時磣由總務主任結算具報基金會備查。

九、本學院之人事組織系統磣如下表示：

十、本學院之組織簡則磣旨在健全院務人事砮教學體制磣裨利教學事務之推行。倘簡則有未盡事宜磣

得由召開教務會議修訂之磣經院會通過後施行。

財團法人靈泉禪寺覺苑文教基金會　訂定

組織章程

院長

副院長

導師

學　生

事務處

教授師

講　師

覺
苑
文
教
基
金
會

財
團
法
人
靈
泉
禪
寺

總務處

教務處

訓導處

中華民國77年7月10日



a.教師　師資簡介如下。

教職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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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

班級 科目

釋印順 導師 僧

日本大正大學文學博士

漢藏教理院講師

中國文化學院教授

佛學研究指導

釋晴虛
院長兼

教務長
僧

砟灣佛教學院

福嚴精舍佛學研修部

日本京都佛教大學文學部畢業

華文佛教學院創辦人

正修科

（本科）

中印佛教史、佛教概論、

佛典導讀

釋慈觀

釋修觀

副院長 尼

尼

日本東洋大學碩士

日本立正大學佛學研究所碩士

法相唯識學

佛學

釋惠空 僧
師範大學國文系

中華佛學研究所

律學

釋道融
女部監學

兼講師
尼

淡江文理學院

中華佛學研究所

唯識學

釋慧通 尼
砟灣太虛佛學院

日本京都佛教大學碩士

佛教史

呂 冠 男 保定軍校、參謀 歷史、地理

釋淨珠 尼
太虛佛學院

日本京都佛教大學史學系

佛學

釋祥弘
事務主任

兼教師
尼

砟灣太虛佛學院

日本京都佛教大學史學系

先修科

（預修科）

佛學

釋性忍
男部監學

兼教師
僧 砟灣圓光佛學院

律儀

釋祥慈 尼
砟灣太虛佛學院

日本京都佛教大學福祉學系

日語文

釋紹嚴 尼 師範大學國文系 國學入門

釋法振

釋性瑩

僧

尼

前河南藝專、淡水政工幹校

慧日正聞學社主任

共修科 梵唄

佛學

方英寬 男
曾任文化大學教授

現任實踐家專教授

正修科

（本科）

社會學

楊生元 男

中興大學畢業

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

現任基隆女中總務主任

中國文化史、文學

陳傳浩
文書主任

兼教師
男 基隆區獅子會第二會長

倫理學、（日文）

林貴美 女
政治大學國文系

現任基隆女中教師

先修科

（預修科）

國文

吳居徹 男 曾任砟北工專教授 共修科 佛教歌曲

講師

教務兼講師

教師

講師

教師

華文佛教學院師資簡介

講師

姓名 職稱 性別 學歷

陳傳浩 文書 男 中學

馬素珠 財務 女 大學

b.行政人員　3人。



c.學生

(1)全修生人數：每屆約30多人至40多人。

(2)選修生人數：每屆約20人。

(3)國際學生人數：每屆約3人。

(4)學生國籍分布：中華民國、新加坡、馬來西

亞、泰國。

(5)學生輟學率：流動性大磣是大問題。

(6)凡本學院畢業生磣可逕昇入本院研修科為研

究生磣亦可得獲獎助出國留學之優待；或接

受輔導辦理文化慈善事業磣及從事服務寺政

等工作磣以造福佛教社會。

a.學制課程

本學院依大學規制訂定學制課程磣正修科為

四學年磣其必修科目為律學、禪學、唯識學、性

空學、華嚴學、天台學、文史國學、哲學、宗教

學、倫理學、法學、文化史、外語文等。

b.學業採學分制

正修科四學年磣依學制訂定前三學年共六學

期磣每一學期有8學科磣28個學分；第四學年上

下學期各 4 學科共 24 個學分磣加畢業論文 8 學

分。四學年之學科成績合計為200學分。須當修

滿182學分以上磣方為及格而發給畢業證書。

課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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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佛教學院第三屆開學典禮紀念　（1988.09.06）

學生謁見印順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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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文
佛
教
學
院

華文佛教學院正修科學科表

學年 科目 學分 學年 學年 學分 學分學年科目 科目 科目學分

第
一
學
年
度

第
三
學
年
度

佛教概論 4

第
二
學
年
度

第
四
學
年
度

佛學概論 4

律學 2 禪學 2

瑜伽唯識學 4 般若空慧學 4

佛教史 4 佛教史 4

經典導讀 4 經典導讀 4

佛教古今文選* 2 佛教古今文選 * 2

文學 4 哲學 4

中國文化史 2 東洋文化史 2

外語文 * 4 外語文 * 4

烹飪營養學 2 衛生保健學 2

佛法概論 4 佛乘宗論 4

華嚴宗學 4 法華宗學 4

佛教史籍學 2 淨土宗學 2

佛教地誌學 2 因明理則學 * 2

僧寺制度史 * 2 宗教藝術史 * 2

倫理學 4 法學 4

經濟學 * 2 宗教比較學 * 2

西洋文化史 2 宗教行政學 * 2

外語文 * 4

花藝栽植學 2 畢業論文（下學期） 8

第
一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年
度

華文佛教學正修科各學年度之學科重心

佛學

瑜伽唯識學課計有(1)瑜伽唯識學概論、(2)解深密經、(3)唯識三十頌、(4)攝大乘論、(5)八識

規矩頌磣及諸經論弘傳史等。

佛典導讀則以(1)四阿含經、(2)本緣經、(3)俱舍論、(4)異部宗輪論等為主課。

世學 (1)文學（兼及六書、國學）、(2)中國文化史磣及(3)日語文等課磣輔以(4)烹飪營養學等藝科。

課外活動

的輔課
佛七儀軌

佛學

般若性空學課計有(1)般若空慧學概論、(2)般若心經及大般若經（選品）、(3)十二門論、

(4)中觀論、(5)入中論磣及諸經論傳弘史等。

佛典導讀則以(1)寶積經、(2)阿含經、(3)成實論、(4)三論玄義等為主課。

世學 (1)哲學、(2)東洋文化史磣及(3)日、英語文等課磣輔以(4)衛生保健等學科。

課外活動

的輔課
禪七儀軌

(2)正修科各學年度之學科重心

第
三
學
年
度

第
四
學
年
度

佛學

華嚴宗學磣及關於佛教史籍、地誌學、僧寺制度史等學科。

華嚴學課計有(1)華嚴學史論、(2)華嚴經義旨述要、(3)金獅子章、(4)華嚴教判論。

佛典導讀則以(1)楞伽經、(2)寶性論、(3)大乘起信論等為主課。

世學
(1)倫理學、(2)經濟學、(3)西洋文化史、(4)英、日語文等課磣輔以(5)花藝栽植學等藝科磣以

調節生活。

課外活動

的輔課
傳戒儀軌

第四學年度之課程磣必修科謹訂四學科。而以指導撰寫論文為主課。

佛學
主要為法華宗學、佛乘宗論磣及淨土宗學、宗教行政等學科。

法華學課計有(1)法華（天台）宗史論、(2)法華經義旨述要、(3)金剛錍論、(4)天台教判論。

世學 (1)法學、(2)理則學、(3)宗教美術史等學科磣均訂為選修課。

課外活動

的輔課
講經儀軌磣及畢業旅行。

c.學科內容　

依正修科（本科）砮預修科（先修科）之區分作不同課程的編排。

(1)正修科學科表（科目欄的＊代表該科為選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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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

科目

時刻

一

（三）

二

（四）

三

（五）

四

（六）

五

（日）

六

（一）

日

（二）

視聽教學

日語文

視聽教學

自修

閱藏：

佛本緣經、

寶積部

諦觀集、

高僧尼傳

上

午

下

午

7:30–8:20

佛教概論
唯識學

（三十頌）
佛教概論 佛教史

文化史

倫理學

唯識學

（解深密經）

8:30–9:20

9:30–10:20

讚誦儀軌

班會
佛教史 倫理學

國學文選

（漢學教材）
文學 律學

營養學

出坡

例假

烹飪學

出坡

自修（雨）

出坡（晴）

2:00–2:50

3:00–3:50

4:00–5:00

華文佛教學院先修科（律儀學院）學科表

學年 科目 學分 學年 科目 學分

第
一
學
年
度

佛教概論 4

第
二
學
年
度

佛學概論 4

律學述要（附受戒儀） 4 禪學述要（附坐禪儀） 4

學佛行儀 2 佛理要略 2

印度佛教史 4 中國佛教史 4

瑜伽唯識學 4 般若空慧學 4

佛經導讀 2 佛經導讀 2

國學入門（六書及音韻學） * 4 國學入門（六經及諸子學） * 4

外語文 * 4 外語文 * 4

素食營養學 2 裁縫學 2

書法、作文 2 會計記賬法、作文 2

靈峰覺苑秋令時間

華文佛教學院　正修科　第一學年上學期課程表（1988.09.06）

上面所列舉的學科表磣係以（一）銜接國家教育規制之大學（文科）課程為訂定學科準則。（二）

就讀學生須具有高等中學畢業為符合錄取條件。（三）如此一則可不違礙國家義務教育之法規磣一則

可配合升上研究所之教育學程體制磣或迎合國際佛教學府—大學或大學院（研究所）之教育規制。

以此學階之規制為佛教學院之「本科」磣則可以提高佛教學院水準之共識。而其下之不及此者磣可另

辦附屬之先修科。圖如下表。

依據太虛大師學制理念磣律儀學院學程為兩年磣作為初入學生先修基礎之預科。

(3)先修科（預修科）學科表（科目欄的＊代表該科為選修科目）

(4)正修科課程表



a.招生日期　

依據國家學年規例。（現在停止招生中。)

b.招生方式　

填表報名磣入學考試包括自傳、卷試、口試。

c.報考資格　

高中職畢業者磣或中級佛學院畢業具同等學

歷磣有深造佛學、文史之能力磣而無不良嗜好或

習慣磣年齡在35歲以內之青年磣僧俗兼收。

a.學費　

本學院係由財團法人靈泉禪寺所主辦磣純為培

育佛教青年人才磣不收學費。

b.膳宿費用

凡正科生磣在修業期間之食宿磣概由院方供

給。

c.書籍費用

凡正科生磣在修業期間之課本磣概由院方供

給。惟參考書及文具自備。

本學院設有獎助學金。學業成績及操行優良

者磣酌予獎學金磣以資勗勉。本學院所設文教基

金會之「獎學金申請準則」詳文如下。

獎學金申請準則

茲為獎勵學生精勤修學磣特依本學院主辦者

財團法人靈泉禪寺覺苑文教基金會設定獎學準

則磣發給獎學金。凡就讀本學院之學生磣成績操

行優等或清寒勤學者磣可依規定檢具學業證明磣

向本基金會申請發給獎學金。

一、在一學年中學業成績總平均80分以上者。

二、在一學年中操行甲等者。

三、清寒之學生磣亦須勤勉向學磣而學業成績年

總平均70分以上者。

四、獎學金之申請磣須經由教務處、訓導處之認

許磣並甄別其種類磣開給予成績或操行等之

證明。

五、辦理申請獎助學金磣須由學生填具「獎學金

申請書」磣並註明申請種類磣附帶有關學業

證明磣呈送總務處轉致本文教基金會審核。

六、凡欲申請獎助學金者磣除應依規定檢具學業

證明磣並須經由本文教基金會審議通過磣而

頒給之。

獎助學金

費用

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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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

科目

時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視聽教學

日語文

視聽教學

自修

自修
上

午

下

午

7:30–8:20

唯識學 佛經導讀 佛教概論
唯識學

（百法明門）
佛教概論 佛教史

8:30–9:20

9:30–10:20

律學 律儀
梵唄

班會
佛教史 國學入門 國文

例假

營養學

勞作

習字

勞作

烹飪學

勞作

習字

勞作

2:00–2:50

3:00–3:50

4:00–5:00

靈峰覺苑秋令時間

華文佛教學院　先修科　第一學年上學期課程表（1988.09.06）

(5)先修科課程表



a.圖書館

本學院設在靈泉禪寺後苑磣右側五層建物為

院址；上層為圖書室。

(1)館藏數目：備有五部大藏經及叢書磣約

計六千多冊。

(2)檢索設施及館藏特色：尚在策劃中。

b.活動中心

本學院設在靈泉禪寺內後苑磣有玉佛殿、崇

德堂、懷恩堂、文物紀念館等磣寺內及後苑基址

三公頃餘磣建物亦達千坪以上磣皆可作為活動場

所空間。

a.體育活動

早晨 7時前後約 1小時磣作「達摩十二手」

體操活動；午後5時前後約 1小時磣作出坡活動

（雨天則室內整理）。

b.作息時間表

a.宿舍面積

在本苑五層建物內之二、三層磣約五百餘坪。

b.校園總面積 約六千餘坪。

校舍面積

校園生活介紹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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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佛教學院院址新建之社教館女生寮

秋令跧冬令 春令跧夏令

4:10 起頭板 起床（洗刷）4:40起頭板 起床（洗刷）

4:40 ~ 5:30 朝課（禪坐）5:10 ~ 6:00 朝課（禪坐）

5:40 晨操 6:10 晨操

6:00 早餐 6:30 早餐

6:30 清潔 7:00 清潔

7:30 ~ 10:30 上課 7:30 ~ 10:30 上課

11:40 午餐 11:40 午餐

12:00 午息 12:00 午息

2:00 ~ 4:00 上課 1:30 ~ 3:30 上課

4:00 ~ 5:00 出坡（勞作）3:30 ~ 4:30 出坡（勞作）

6:00 晚餐 5:30 藥石

7:00 ~ 8:20 自修 6:40 ~ 8:00 自修

8:30 ~ 9:00 暮課 8:10 ~ 8:40 暮課

9:20 入寢（息燈）9:00 入寢（息燈）



華文佛教學院的規約

壹、總則

一、本學院係一佛教學園磣專供佛教青年有志求法、敦品勵學者之修學道場磣凡非為佛法而來者磣一

概不收容。

二、本學院為靈泉禪寺所創辦磣教務及事務職責磣雖稍作獨立性制度化之劃分磣但應互相協助磣以謀

策礓佛法教育之發展。

三、本學院所訂規約、一切制度行儀磣均採自經律及順應實際環境而訂定。

四、本學院各項規約磣學生應嚴格遵守磣俾養成品學兼優之佛教青年。倘有違犯磣視情節之重輕磣依

獎懲規則予以勸誡治罰。

五、本學院聘請各科教師磣應以學德優良為準。並以注心講授學課為要。不妄論時政磣不傾談俗事磣

以免妨礙教學。

六、本學院所訂規約磣經教務處會議通過生效。倘有未盡完備處磣經教務會議決而修改或增訂之。

七、以上所訂各項規約磣自開學日起施行。

貳、共住規約（違犯此規約者擯出本學園）

一、犯破佛制根本重戒者不共住。

二、毀辱三寶褻瀆經像法物者不共住。

三、犯五逆罪磣撥無因果者不共住。

四、故違國家禁令觸犯刑章者不共住。

五、損壞院譽藉端生事者不共住。

六、結交惡友擾群亂眾者不共住。

七、不甘淡泊磣染習奢華或不良嗜好磣經勸誡不聽者不共住。

八、男女習近磣屢誡不悛者不共住。

九、破口相罵交拳相打惡性頑劣者不共住。

十、不敬師長磣不受教誨治罰者不共住。

參、誦課規約

一、朝暮上殿課誦應準時參加磣無重大事故磣不得遲到或缺席。

二、殿堂犍椎各宜熟練磣輕重緩急應如法磣不得參差紊亂。

三、上下殿堂應依序礓出；拜跪合掌各有定儀磣不得上下左右參差不齊有失威儀。

四、咳嗽噴嚏宜掩口磣痰吐涕唾應盛以手紙或巾布。既到殿內不得隨意外出磣倘事關重大緊急者例

外。

五、二時課誦係為自己培修福慧磣消受信施。各宜虔誠唱誦磣不得避懶偷安。

六、舉腔唱誦以出口能念為度磣犍椎法器以如法次第為準磣不得效一般經懺者流磣徒資娛耳。

七、早晚課誦或禪坐時間磣除有病假或事假者外磣不得中途離席磣以免擾人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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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室規約

一、上課前十五分鐘搖預備鈴磣學僧應將上課書籍文具準備妥善磣既上課已磣不得外出。

二、上課鈴響磣即應按照排定位次入座磣敬候教師上課；不得閒談雜話。

三、出入教室磣上課不得在教師之後磣下課不得在教師之先磣應循序出入磣不得爭先恐後。

四、上課時宜靜心諦聽磣不得閱其他書報或左右顧盼交談。

五、當正襟端坐聽講磣不得曲臂伏桌及東歪西靠磣有失威儀。

六、呵欠咳吐磣均宜掩口細聲磣不得妨礙他人聽講。

七、不經教師指定不得在黑板上面塗寫磣不在規定時間不得隨意發問。

八、教室由學生每日輪流當值磣應按時灑掃揩抹磣黑板及講桌磣應常時保持清潔。

九、教室設班長一人磣代表同學及轉達法師有關事務磣並負糾察教室整潔衛生及注意同學之言行磣以

便隨時稟告法師。（或設副班長協助之）

十、值日生應負責於每日晚上記錄教室日誌磣並妥為保存。

伍、齋堂規約

一、二時粥飯磣依序入座磣正意受食磣勿生增減。

二、受食應視人到齊磣聞鐘板聲已磣合掌唱念供養偈磣然後合掌舉箸磣不得遲到及先眾受食。

三、飯菜添入碗中磣即應食淨磣不可殘餘。倘有不欲食者磣應先撥入淨器中。

四、用飯時應端身正坐磣平舉碗箸。不得左右顧盼雜話嘻笑磣需飯需菜磣依序添裝。

五、不得嚼飯菜作聲磣咳嗽噴嚏應掩口迴避磣以護人意。

六、碗箸匙碟或缽盂磣俱應按照規定安放磣須輕舉輕放磣不得有聲。

七、食訖滌器磣各宜靜默磣依序洗淨妥置磣不得參差錯亂。

八、二時正餐及藥石時間之外磣非值日執事之其他人等不得任意礓入齋寮磣以免引人譏嫌。

陸、寢室規約

一、應按時寢息磣不得耽延磣以免妨礙他人。

二、聞安靜板聲已磣應即息燈磣不得更燃燈火。

三、入寢後磣不得閒言雜話磣或碰動作聲。

四、應按時起床磣不得戀床貪睡。

五、單位既經排定磣不經職事師之允可磣不得任意調換更動磣致生嫌譏。

六、日用衣袍巾物磣各有定位磣不得侵佔他人。

七、衣單鞋襪應隨時洗滌磣保持清潔磣不得堆置磣有礙公共衛生。

八、嚴禁竄寮磣無論常住寮房或同學別室磣皆不得任意礓入磣以免發生意外。

九、寢室內公共環境亦由學生輪流當值磣應按時灑掃揩抹磣以維清潔。

柒、自修規約

一、上自修課時磣應準時依序就坐磣安靜用功。不得任意離位出入或談笑。

二、自修時應溫習功課及閱讀砮課程有關之參考書。不得翻看魔外邪說或俗習書刊。

三、自修時應默看默讀磣或默作筆記、習寫作文。不得出聲擾及他人。

四、自修時不得閒話戲笑磣倘有需互相詢討之處磣亦應低聲軟語磣不得妨礙他人。

五、雖是自修磣應視同正課磣不得恣意遲到早退或缺席。

六、如因事因病不能自修時磣應請假磣不得無故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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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閱覽規約

一、書報雜誌磣應在閱覽室內閱讀磣不得攜離室外。

二、閱時不得出聲及互相閒話磣有礙他人。

三、圖畫詩文磣不得裁剪。不得在書籍頁內任意勾劃。

四、閱時應注意整潔磣不得塗抹摺角及損壞。倘有毀損磣應照價賠償。

五、書報雜誌磣閱後復放原處磣不得隨意拋置。

六、若借閱大藏經及其它古版經書或叢部圖書磣應向管理人請求登記磣書明起訖日期。

七、公眾讀物磣不得據為己有磣或長時私藏。

八、學生閱覽室或圖書館磣禁止外人礓入磣以免妄受干擾磣或致引生意外情事。

玖、會客規約

一、非有必要磣不會賓客；無關大事磣亦不准約會親屬及朋友。以免有妨學業。

二、客人到寺磣須先會見知客師磣說明所會何人磣然後由知客師報告訓育處磣經允許者磣方可會見。

三、會客應在客堂內磣不經許可磣不得陪客閒遊及擅入教室寢室。

四、不得擅帶客人到寢室等處磣雖屬親戚朋友磣亦所禁止。

五、凡課誦、上課、自修、勞作等時間內磣不得會客。

六、雖是休假日磣接待客人亦皆應在上午六時至下午六時以內磣其餘時間不宜接待。會客時間最多不

得超過三十分鐘。

七、送客不得逾越規定限界磣倘有需要磣須事先告白或請假。

八、不得以違越佛教規制之物品贈送或款待客人。

九、客堂為會客處所磣非經召喚磣學僧不得擅自入內。

拾、行儀規約

一、凡礓出學院磣應先至佛前禮拜磣及向師長告假或銷假。

二、坐、立、行次遇見師長或同學磣皆應合掌、問訊道好。

三、在家同學見出家同學先合掌磣比丘尼見比丘先合掌磣以表示尊師重道之誠。

四、凡出入辦公室或師長室磣應先扣門三下請示；欲離去時亦應向師長合掌問訊。

五、出入門戶應輕拉慢關磣不可碰撞作響磣擾人寧靜。

六、凡在院內經行或砮人同行磣皆應放輕腳步磣尤不可高聲談笑磣致擾人清寧。

七、凡坐時不可蹺腳搖動磣立時不可倚牆靠壁。而應養成立如松、坐如鐘的良好習慣。

八、日常行止磣應衣履整齊磣儀表莊重磣以養成威儀端嚴的形象。

九、平時應戒除吃零食磣或邊行邊吃的壞習慣；尤其嚴禁在教室內吃零食磣以既不衛生磣且有失威

儀。

十、同學間非因公事磣禁止聚集一起閒談喧嚷；尤其嚴禁男女同學非為教務正事而往來、閒聊磣免生

譏嫌。

十一、出家同學應依規定在每半月布薩前日剃瞍磣不宜提早或延遲。在家同學亦爾磣皆應半月理瞍一

次磣而以瞍長齊耳為宜磣並禁止燙瞍磣當維持樸素清潔為莊嚴。

拾壹、運動規約

一、早晨空氣清新磣戶外運動裨益身體健康。因此規定有運動體操時間磣學生務須全體按時參加磣以

期促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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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動方法磣當以教內相傳之達摩八式或十二手為主磣或可以八段磬等基本國術為助。而以能舒筋

胳、活血脈磣寧神醒腦之健身法為上乘。

三、晨間之跑步、具有韻律之體操磣尤有裨益健身功效磣務宜持之以恆。

四、在規定運動時間內磣不可遲到早退磣或懶散、敷衍磣宜貫注精神調練磣以提升朝氣。

五、運動前後磣應時時作深呼吸磣並以柔軟舒暢方式開始和結束。然後稍作休息磣並以毛巾拭乾汗

水磣或換過衣服。

六、作戶外運動時磣出家眾宜穿羅漢褂磣在家眾亦以穿著護士裝為合宜。

拾貳、勞作規約

一、適宜之勞動作務磣亦可當作健身想磣古德且有「搬柴運水皆是修行」的銘言。故於早晚勞務時

間磣不可畏避、偷懶磣以養成勤勞的美德砮情操。

二、每日下午四至五時頃磣為規定出坡勞作時間磣事務處或訓導處應事先擬定某項勞作及範圍磣以利

時到便於執行分配工作。

三、睛日出坡勞作磣以清理學院周圍環境或花圃之什草落葉等工作；若是雨天磣亦應清掃、整理室內

及窗戶、桌椅等磣務令潔淨明爽。

四、每日出坡作務時磣應依所分配工作範圍磣分組或合力礓行磣務期完成任務。不可好逸惡勞磣敷衍

懶惰。

五、出坡作務時應隨眾磣不可遲到早退磣或嘻戲閒逛、高聲戲笑惹人嫌厭。而以代替健身運動砮修集

福緣為念。

拾參、浴廁規約

一、燒水洗浴時間磣平常定在每日下午五時至七時止磣須浴者應依時入浴為宜。

二、入浴時以能洗淨身軀為原則磣不可久佔時間磣亦不可在浴室內洗濯衣服磣以免妨礙待洗之人。

三、洗浴時磣不得砮人語笑磣或閒談雜話。

四、開關放水磣應按所需即可磣不可浪費任令流失。每逢夏令缺水時磣尤須節省磣以維護愛惜資源。

五、如廁時應先輕敲廁門三下磣無人回應才可開門礓入；若廁內有人磣則須回敲二下磣以代答覆。

六、須上廁時即應前去磣不可待至內急逼促。開關廁門不得大聲磣出廁時應即將門關好。

七、廁所馬桶抽水設備磣應小心使用磣不可碰撞致生損壞。倘或損壞漏水時磣應即報告事務處磣以便

請人修理。

八、使用浴廁磣尤宜注意公共衛生磣時加保持清潔磣不可製造污穢磣以致妨礙他人。

拾肆、請假規約

一、學生請假類別磣約分四種：（一）病假磣（二）事假磣（三）公假磣（四）大事假。前二屬個人

私事磣第三係院方教務有關之事磣後一則為關係學生尊親或師長之喪故等。皆可酌情請假。

二、請假磣須先填具請假單磣寫明事由並簽章磣親自持向訓導處向師長請假磣經許可後才行。請假一

日為小假磣二至三日為中假磣四日以上為大假。小假由訓導處核定即可磣中假應會報教務處核

定磣大假則須呈報院長裁定磣經許可後磣方可離院。

三、凡例假日欲外出辦事磣亦須先至訓導處請假及辦理登記磣方可出門。並應按時回院磣不得任意在

外過夜。

四、未經請假而擅自離院外出者磣以故違院規論處。違小假記小過磣違中假則記大過。

五、請小假磣依一白日論磣須於當日夜分之前回至本院。請中假以上者磣夜宿何處磣宜須載明。

六、若請大事假磣須假七日以上者磣則應附具家長函件證明磣方准辦理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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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請假頻數磣且在一學期中曠課達三分之一以上者磣以休學或退學論。其有特殊情由者磣得由教務

會議裁決之。

八、經請假期滿者磣應按時回院磣並向訓導處銷假。倘因大事未能回院磣而須續假時磣應提前再附具

證明書件來函申請續假磣否則以逾假之違規論。

拾伍、電信規約

一、非關要事磣不使用電話或寫信函磣以避免人事攀緣磣有妨學業。

二、開放電話時間磣規定自上午六時至下午八時止磣其餘部分不准通電話。若因親長有緊急事故磣得

經訓導處之准許磣可通電話。

三、非例假日磣非有要事磣不要通電話。若有要事磣得先向訓導處報備磣方可通話。

四、不應藉電話或書信攀緣感情磣閒聊俗事磣致妨道業。

五、接撥電話磣每次以不超過三分鐘為限。

六、若撥長途電話磣應先經准可磣並依規定辦理登記；該通電話費若干磣應自行負責繳款。

拾陸、獎懲規約

一、凡功課精礓、品德優良者磣應予獎勵；凡懶惰懈怠、根性頑劣、學德俱荒者磣應予記過或驅擯磣

以示懲誡。（小功增三分磣大功增十分；三次小功為一大功。小過減三分磣大過減十分；三次小

過為一大過。三次大過應予驅擯。）

二、下列各項視功過情節之輕重磣或記小功或記大功；或記小過或記大過磣或直予驅擯。

三、在一學期中磣功課成績俱優良者磣記小功一次；一學年中特別優良者記大功一次。

四、在一學期中戒行品德特別優良者磣記小功一次；一學年中品行特別優良者記大功一次。

五、凡勤勞誠篤磣敦品勵學磣從不遲到缺席磣或能熱心為眾、為公服務而有勞績者磣應予記功磣以示

獎勵。

六、凡違犯本院所訂規約或有悖經律制誡之惡習嗜好磣勸誡不聽者磣應予記過或驅擯。

七、凡懶惰懈怠、損毀公物、影響團體聲譽者磣應予記過或驅擯。

八、不請假而無故缺席磣誦課勞作不隨眾磣外出不請假者磣應予記過或驅擯。

九、功課欠佳而猶不勤學努力者磣應予記過或驅擯。

十、品行惡劣、威儀不端者磣應予記過或驅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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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1日

※ 本自覺公約係依據前靈隱佛學院及福嚴佛學院院長續明法師所手訂條文之引用。

華文佛教學院學生自覺公約

一、我應該：愛惜光陰磣發憤用功。

(1)不說閒話。(2)不說他人是非。(3)不虛擲光陰。(4)不看有損身心健康的書物。

(5)努力溫習功課。(6)多看課外有益的書。(7)朝暮課誦循文作觀。(8)殿堂犍椎樣樣熟練。

(9)平時常靜坐或禮誦持念經咒及佛號。

二、我應該：尊敬師長磣友愛同學。

(1)早晨見到師長要問早安。(2)見到師長來應起立。(3)師長有問應恭立回答。

(3)路上遇到師長應致敬讓路。(5)同學有過應互相規勸。(6)讀書要互相研磨。

(7)遇事要互相扶助。(8)有病要互相照顧。(9)互相謙讓和睦相處。

三、我應該：愛惜公物磣小心用放。

(1)床蓆帳物必須整潔。(2)使用公物以後放回原處。(3)書報雜誌不要剪裁。

(4)使用公物謹慎小心。

四、我應該：奉行院規磣嚴守秩序。

(1)講堂上課靜心聽講不打瞌睡。(2)齋堂吃飯碗筷盤杓不得有聲。

(3)殿堂課誦開口唱誦恭敬虔誠。(4)宿舍寢息安詳寂默。

(5)如廁抬水等一切時處循次而礓決不爭先恐後。(6)無事不竄寮房及出入客廳。

(7)報紙雜誌信件不到時間不先拆閱。(8)招待客人應在客廳。(9)照應來往客人不應耽延課業。

(10)散步讀書不走出限界之外。

五、我應該：注重衛生磣隨時留意。

(1)衣服被褥常加洗濯。(2)不隨地吐痰。(3)不亂拋字紙果皮。(4)不在眾中出虛氣。

(5)小便不要濺出池外。(6)各處當值應灑掃清潔。(7)大小便後一定要洗手。(8)不亂用他人巾物。

(9)菜滓投入甘水缸不亂丟棄。(10)洗碗用具必須洗滌乾淨。

六、我應該：做事負責磣不避繁重。

(1)當值應做好應做的事。(2)出坡作務要認真確實決不馬虎。

(3)二人以上合作的事決不躲懶或避重就輕。(4)應做的事決不推諉。

七、我應該：準時作息磣寂靜低聲。

(1)按時上下講堂。(2)出坡準時到場。(3)午睡夜眠準時上床。(4)一切集會不落人後。

(5)走路要舒緩不得有聲。(6)說話用扇咳唾噴嚏不要大聲。(7)開關門窗要輕緩不要有聲。

(8)不要使桌椅發響。(9)不到時候不開電音電視磣用畢即時關息。(10)行住坐臥要合出家威儀。

八、我應該：接受批評磣珍視榮譽。

(1)接受師長的指導。(2)接受同學們的勸告。(3)勇於認錯和改過。(4)不要招人譏嫌。

(5)男女界限必須清楚。(6)考試不作弊。(7)不做一切不名譽的事。(8)努力礓求學德的完成。

學生自覺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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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佛教學院

地址：201基隆市信義區六和路1號 靈泉禪寺

電話：02-2465-3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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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專宗學院佛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Hua-yen Buddhist Studies

悲—以觀音之大悲拔眾生之諸苦

智—以文殊之大智證法性之妙理

願—以地藏之大願修嚴熟之妙行

行—以普賢之大行填菩提之願海

地址：100砟北市濟南路二段44號

44, Chi Nan Road, Sec. 2 

Taipei, Taiwan 100, R. O. C. 

電話：02-2341-4760  轉15

傳真：02-2391-8924

網址：http://www.huayen.org.tw

電子郵件：allway2@ms10.hinet.net

所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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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專宗學院佛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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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專宗學院佛學研究所大事記

∂交通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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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級別　碩士班學程之研究所。

b.學制

(1)平均學習年限為三年磣需修畢 46學分磣完

成畢業論文一篇（三萬字以上）。

(2)採半年一學期制。

c.特色闓教學方向）

本所之教學磣期能引導學生走向

(1)專修普賢行願磣以十度、四攝法磣成熟無量

眾生。以清淨菩薩萬行因華磣莊嚴華藏淨

土。

(2)專弘華嚴經教磣投身華嚴教學工作磣培育華

嚴學人磣永續佛種磣慧命不斷。

(3)專研華嚴經典、教義磣啟發本具善根、智

慧磣依信、解、行、證之順序成就一乘道

果。

a.創立時間 華嚴專宗學院佛學研究所成立於

1983年磣由成一法師創辦。

b.獲准立案機關　本所是附屬於財團法人砟北市

華嚴蓮社之組織所成立之研修機構。本所尚未

向教育部申請立案為學術或宗教研修機構磣僅

向佛教會及內政部備案。

c.創立宗旨

培植專研、專修、專弘華嚴思想之弘法教育

人才。以現代的學術精神磣研究佛教高深哲理；

以更專精的涵養磣迎接二十一世紀。

d.創立沿革

(1)華嚴專宗學禴之成膠

華嚴專宗學院創立於1975年 10月。當初創

院的動機有二：

一是為了紀念華嚴蓮社開山第一代住持智光

法師磣因智光法師生前磣學行皆專宗華嚴磣而華

校史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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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大教主張法界緣起磣頗能切合民主科學時代之

思潮。

二是為了提高僧伽教育水準磣培養現代弘法

人材。因為當時國家九年義務教育普遍展開磣各

種科技專業大專院校相繼設立磣國際科學之礓

步磣更屬一日千里磣知識已達爆炸程度磣僧伽教

育若不及時提昇磣勢難應付今後之時代潮流。

為配合以上辦學宗旨磣乃定學院名稱為華嚴

專宗磣蓋以講授華嚴大教及其相關經論為主課磣

並徵得南亭法師同意主講華嚴大經。同時將中、

英、日文磣中外歷史及佛教史磣中、印、西哲學

等磣列為輔佐課程。至於天台、法相、般若、

禪、淨、律、密諸宗磣亦列為共同科目磣使莘莘

學子得以增廣所聞磣而使所學皆臻實用。

(2)華嚴專宗學禴佛學研究所之成膠

華嚴專宗學院於 1975 年 10 月 16 日正式成

立磣以大學部的學生為主要招收對象磣四年招生

一次。

1983年因應第二屆大學部畢業生有繼續升

學的機會磣成立研究所招收大學以上的研究生。

後因 1992年蓮社由經懺道場改制為清修道

場磣並加強文化教育之工作磣故於 87 學年度

（1998年度）改成每年招收十名研究生。另因本

社為一都市道場磣環境不適於辦理叢林式僧團教

育磣又因國民教育水平日漸提昇磣研究華嚴的學

僧教育程度也日趨整齊磣所以於七屆的大學部畢

業後磣即停辦大學部磣專門培養專研、專修、專

弘華嚴的弘法教學人材。

e.華嚴專宗學院佛學研究所創辦人、導師暨首任

所長—成一法師

成一法師簡介

成一法師磣號覺因磣生於1914年2月28日磣

祖籍江蘇泰縣人磣俗姓王磣名汝康。字聞虛磣號

瑞定磣別號壽民。十五歲因病感悟人生多苦磣於

縣屬觀音禪寺隨春遠法師出家。三年後入泰縣光

孝佛學院就學。1940年磣受具足戒於寶華山妙柔

法師。1942年考取上海中醫學院。畢業後磣於上

海玉佛寺創辦佛教施診所磣以醫術濟世。

1948年渡海來砟。 1952年隨其師公南亭法

師於砟北市創辦華嚴蓮社。隨後曾任頭城念佛會

會長、宜蘭縣佛教會會長磣主編覺世旬刊磣創建

僑愛佛教講堂磣宣講《淨土三經》磣出席世界佛

教僧伽大會、世界佛教學術會議、國際中國哲學

會議等。 1972年繼南亭法師出任蓮社第三任住

持。 1982年南亭法師圓寂磣成一法師繼續華嚴

經講座磣為佛學院學僧磣講解〈如來隨好光明

品〉、〈普賢行品〉、〈如來出現品〉、〈離世間

品〉、〈入法界品〉、〈十地品〉；又於所屬分支

道場宣講〈淨行品〉、〈普賢行願品〉、《華嚴發

願文》、《華嚴綸貫》、《金師子章》等。每於華

嚴共修會中為信眾開示經文大意。

法師除弘法之外磣並從事教育、文化、醫藥

學術研究磣參砮智光商工建校磣 1975年創辦華

嚴專宗學院磣領導中國藥用植物學會、中國宗教

徒協會、中華民國宗教教育協會等事業。曾於

1985年5月磣榮獲美國東方大學頒贈名譽哲學博

士學位。現任萬行月刊發行人、華嚴專宗學院佛

學研究所導師、智光商工學校董事長、華嚴蓮社

董事長、大溪僑愛佛教講堂董事長、美國米爾必

達市華嚴蓮社董事長等職。

1993年10月16日舉行傳法典禮；受法弟子

十五人為千華第三十八世磣光孝寺第十八代傳

人。又於1994年10月14日將住持一職交弟子賢

度法師擔任磣自己則禁足靜修及專心寫作。著有

《慧日集》三冊、《為什麼要念佛》、《環島弘法

日記》、《出家三十要則講話》、《勸發菩提心文

講話》、《華嚴文選》、《成一文集》、《法語

集》、《淨土法門集》、《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講

記》、《彌勒淨土法門集》、《介紹兜率淨土法門》

等書。

1996年於浙江奉化磣溪口雪竇寺彌勒佛像

前磣發願大力倡導彌勒淨土法門磣以建設人間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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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磣拯救娑婆眾生為志向。為完成南亭法師遺

志磣結合砟北蓮社、僑愛佛堂、美國蓮社之力

量磣自1990年至1996年11月間磣將祖庭泰州光

孝律寺修復完工。

另於1995年至1997年10月磣完成營溪觀音

禪寺之復建工作。1995年8月成立「新修華嚴經

疏鈔研究會」磣集合華嚴專宗研究所之畢業生磣

礓行整編工作磣使華嚴祖師所遺留下來的智慧財

產磣能以現代語言方式磣重新問世磣方便學子。

成一法師簡歷

1914年2月28日生於江蘇泰縣農村王家。

1932年出家於營溪鄉觀音禪寺。

1937年畢業於泰城光孝佛學院。

1947年畢業於上海中醫學院磣次年考得醫師資

格。

1959年至1970年任華嚴蓮社監院。

1972年出任華嚴蓮社董事兼住持。

1975年至1982年任智光商工職校董事。

1983年起任華嚴蓮社董事長、智光商工職校董

事長。

1984年獲贈美國東方大學名譽哲學博士學位並

當選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

1985年出任美國華嚴佛教會主席。

1989年當選中華民國宗教徒協會會長。

1991年當選中華民國宗教教育協會會長。

f. 現任所長　—賢度法師

現任副所長—明度法師、陳一標老師

賢度法師簡介

賢度法師磣內號了行磣別號思齊磣江西省會

昌縣人。畢業於華嚴專宗學院佛學研究所磣曾任

華嚴專宗學院教務主任、訓導主任磣智光高級商

工職校教師。現任砟北市佛教會常務理事、智光

高級商工職校董事、財團法人砟北市華嚴蓮社副

董事長、華嚴專宗學院佛學研究所所長、萬行雜

誌總編輯等職。

賢度法師師承成一法師磣專修華嚴經教及普

賢行磣恆持準提觀音法門為日課磣並以華嚴行者

為終身職志。

著作有：《轉法輪集》一、二集、《華嚴學

講義》、《佛教的制度砮儀軌》、《禪學講義》、

《觀音法門》、《華嚴學專題研究》、《華嚴淨土

思想砮念佛法門》、《成佛之路—善財童子五

十三參的故事》等。

賢度法師是一位踏實認真的菩薩道行者。自

1991年1月1日擔任華嚴蓮社監院及1999年9月

13 日任佛學院院長以來磣竭力推行弘法、教

育、文化、慈善等工作磣尤且重視僧伽教育磣積

極培養專修、專研、專弘之專業弘法人才。法師

認為：菩薩道行者需以無我的出世精神做入世濟

眾的事業磣要能順應時代磣以建立人間淨土為職

志磣效法菩薩慈悲胸懷磣依佛教經典磣啟發本有

智慧磣融通理事磣勤修十度波羅蜜磣以四攝法方

便接引眾生磣堅守佛弟子本位磣從事弘揚正法為

正行；以教育、文化、社會福利等工作為助行磣

才能達到自利利人的目的。

g.重要相關人士—智光法師、南亭法師

智光法師簡介 1

智光法師磣生年為光緒 15 年（1889）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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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磣江蘇泰縣人磣俗姓孫磣字文覺。十三

歲禮玉成法師出家磣十七歲依寶華山皓月法師受

具足戒。光緒32年（1906年）磣就讀揚州天寧寺

佛教中學。 1945 年磣入南京祇園精舍磣砮仁

山、太虛法師二尊宿同學。宣統三年（1911

年）磣法師砮二宿發起佛教革新運動磣擬改金山

江天寺為學校磣遭反對而未果。 1913年磣回泰

縣創辦小學磣培育僧才。

1917年磣隨月霞南北講經磣曾任九華東崖

寺住持。月霞示寂後磣更從冶開參究磣歷時三

載。 1921 年磣掩關於泰州磣專攻華嚴。 1923

年磣受聘為焦山定慧寺監院。1929、1930兩年

赴香港講普賢行願品。

1933年任定慧寺住持磣翌年磣創立焦山佛

學院磣培育弘法人材甚夥。 1937年抗日戰起磣

日寇焚定慧寺磣法師坐鎮指揮磣援救得法磣未傷

一人磣而大殿、藏經樓猶得保存。其後返鄉磣從

事抗日宣傳磣創立福田工讀社磣以生產報國。

1949 年來砟磣初寓十普寺磣講遺教經。 1951

年磣弟子南亭法師創設華嚴蓮社磣迎請長期供

養。歷講大乘諸經磣發起華嚴供會磣籌募獎學基

金磣濟助社友磣接引青年磣皈依達數千人。

法師平昔修持嚴謹磣除閱經、禮佛、靜坐常

課外磣每冬必打個人「靜七」四十九日磣數十年

未間斷。法師身體素弱磣食睡甚少。1963年3月

示寂於砟北磣世壽七十五。著有《華嚴大綱》、

《婦女學佛緣起》等。

南亭法師簡介

南亭法師磣生年為光緒26年（1900∼1982

年）磣江蘇泰縣人磣俗姓吉。十歲出家磣師事文

心、智光法師二老。二十一歲受戒磣二十五歲赴

安慶磣依止常惺法師。 1927 年起磣往來滬、

常、鎮、砷各寺磣宣講華嚴、維摩等經。 1931

年磣於光孝寺創設佛學研究社。抗戰軍興磣訓練

救護磣講仁王經三載磣積勞住院；稍癒又往返滬

杭磣講經說法磣樂而忘疲。

1948年冬磣應其徒孫成一法師電促磣侍智

光法師來砟。嘗於砟北、砟中講心經、金剛經

等。章嘉法師董理中國佛教會時磣兩度出任祕書

長磣並屢膺常務理監事。 1951年磣創建華嚴蓮

社磣經常演講大乘經論磣惟以華嚴為主磣皈依信

徒以萬計。法師除常主持護國法會外磣並率團弘

法磣籌印大藏經磣成績斐然。而對賑濟、勞軍、

愛國捐款等磣莫不居先領導。又曾假民本電砟磣

闢「佛教之聲」磣播揚佛法。

1958年掩關砟中磣禮誦華嚴磣閱歲始回。

為報師恩磣曾輯印《常惺法師集》。1964年和星

雲、悟一法師共創智光高級商工職校。 1975年

成立華嚴專宗學院磣以成一法師任院長； 1979

年復督成一擴建桃園僑愛佛堂磣並創辦華嚴僑愛

兒童村磣收養孤兒。著有《心經講義》、阿彌陀

經、妙慧童女經、十善業道經、佛說孛經抄、永

嘉大師證道歌、釋教三字經等講話以及《仁王護

國經解》等磣後二者已列入《中華大典》。

1972年磣將蓮社交付成一法師主持。南亭

法師久患糖尿宿疾磣弘法劬勞磣於1982年9月3

日磣安詳示寂磣世壽八十三；塔於砟北八里觀音

山左麓。

h.未來展望　

礓入正式教育體制磣成為教育部承認的正式

佛學研究所；加強國際學術交流磣提昇研究水

準磣完善研究員制度磣廣開畢業生出路。

312

臺
灣
佛
學
院
所
教
育
年
鑑
創
刊
號

南亭法師

創院導師南亭法師磣蓮社

1975年興建大樓後磣立即

創院磣培養僧材磣並為學

僧講華嚴經第一卷磣至

1982年圓寂磣講至如來十

身相海品 48卷磣後由成一

院長繼講全部完成

1. 有關智光法師、南亭法師的簡介磣係依賢度法師的指示磣引文自《佛光大辭典》p3740, 5010。



a.教師

現有教師人數：14人。男6人磣女8人。博士

3人磣碩士11人。均為中華民國籍。

師資簡介見次頁之表。

b.行政人員　4人磣女磣大專以上。

c.學生　至 90學年度（2001年度）招生至第 9

屆。每屆招生人數約10人。

教職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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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機構組織

b.機構章程

華嚴專宗學院佛學研究所組織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弘揚華嚴宗教義磣培植專研、專修、專弘華嚴思想之國內外弘法人材和以現代的學術精

神磣研究佛教高深哲理磣以更專精的學術涵養磣迎接二十一世紀磣特設華嚴專宗學院佛學

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磣並制定本章程。

第二條　本所設立之目的如下：

(1)從事有關華嚴經教之研究磣培訓專研、專弘華嚴經教之僧材。

(2)編纂華嚴經藏磣整理並發揚華嚴宗師之著作磣編輯華嚴教材磣以利學生研究之便。

(3)瞺勵大專知識青年研習華嚴經教並推廣於社會大眾磣同受法益。

第二章 董事會

本所為附屬於財團法人砟北市華嚴蓮社董事會下成立之教育機構。

第三條　本所設於中華民國砟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二段四十四號。

第三章　組織與編制

第四條　本所設置所長一人磣副所長二人磣教務主任一人磣秘書一人磣由董事會聘任之。

第五條　所長受董事會之監督磣綜理所務磣副所長襄理所長磣推展所務。負責推動學術會議磣以及

本所之諮詢發展事宜。

第六條　教務處：負責教務、教學行政磣出版本所研究成果磣及本所學術會議有關文獻。

第七條　本所設秘書一人磣掌理秘書、議事、文書、事務等有關行政管理事宜。

第八條　本所設圖書館、資訊室磣各置一至二名職員磣由所長視業務需要聘任之。

第九條　本所設研究會編纂華嚴經藏、華嚴教材等。

組織章程

研究生

圖書館

教務處

編藏組（設研究員）

所長　　副所長

現有全修生人數 20

現有選修生人數 3

現有國際學生人數 1

現有學生國籍分布 中華民國23／美國1

過去三年之平均學生輟學率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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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校友　學生畢業後方向如下。

(1)依個人專長磣參砮研究員專題寫作、教材編

輯、教學、行政等工作。

(2)出國深造者本所將提供研究費、獎助學金。

(3)安排至其他國內外分支道場磣作弘法、教學

等工作。

課程概況

姓名 性別 年資 學 經 歷 簡 介 專 長 及 任 教 課 程

釋賢度 尼 11
華嚴專宗學院、研究所畢業

現任華嚴蓮社住持

華嚴經、華嚴宗歷史、華嚴文獻、華嚴思想、

華嚴學

釋見聞 尼 2 日本大谷大學碩士佛教學專攻 天台學專題研究

釋常音 尼 5 日本大正大學文學碩士 唯識學、天台學

釋明度 尼 2 華嚴專宗學院、研究所畢業 華嚴五教章

釋慈汶 尼 2 華嚴專宗學院、研究所畢業 華嚴思想史

許洋主 女 8 砟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梵文、佛學英文

陳英善 女 7 文化大學哲研所博士 華嚴思想專題研究

鐘文秀 女 7
東海大學哲研所碩士

英國伯明罕大學英語研究所碩士

佛學日文、佛學英文

陳宗元 男 7
文化大學哲研所碩士

日本九州大學佛學研究所博士課程

印度佛教思想專題研究

中國佛教思想專題研究

陳一標 男 7 文化大學哲研所博士 唯識哲學、俱舍論、大乘起信論

蔡伯郎 男 7 文化大學哲研所博士 佛學研究方法論、唯識哲學

劉嘉誠 男 4
輔仁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

砟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班

中觀思想、阿含經、比較宗教學

呂凱文 男 2 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課程 比較宗教學

李治華 男 2 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課程 中國哲學專題研究

校友職業分佈

校友人數

各大寺院住持、佛學院所老師、

編藏組研究員、弘法工作

佛學院110人

研究所28人：出國礓修者4人磣

編藏組研究員8人。

一年級上學期科目 一年級下學期科目

華嚴經（一） 華嚴經（二）

華嚴思想史 華嚴經論文獻導讀

阿含經導讀 俱舍論研究

印度佛教思想專題研究 大乘佛教專題研究

中國佛教思想專題研究 佛學英文

佛教基本文獻導讀 佛學日文（一）

佛教史料學

二年級上學期科目 二年級下學期科目

華嚴經（三） 華嚴經（四）

華嚴五教章

攝大乘論研究

華嚴思想砮各宗派思想比

較研究

宗密思想研究 *

大乘起信論

成唯識論研究 *

中論研究

天台思想研究

淨土思想研究

禪宗研究 *

大智度論 *

研究方法論

中國哲學宗教專題研究

西洋哲學宗教專題研究 *

比較宗教學

佛學日文（二） 梵文

三年級上學期科目 三年級下學期科目

論文寫作 論文寫作

符號*代表隔年輪開。以上課程計劃係大原則磣將視情

況再作調整。
賢度法師對學生諄諄教誨

華嚴專宗學院佛學研究所師資簡介



學費、膳宿費全免磣書籍費用自費。中途退

學者應賠償膳宿費砮學雜費。

每月五千元研究費、大專慈孝佛學獎學金、

出國深造獎學金。

a.圖書館　館藏書籍共約一萬一千餘冊磣計有多

種版本藏經、期刊（日文）、錄音帶、CD及

各類工具書。

館藏除各類佛學研究之書籍外磣特別重視砮

華嚴思想有關的期刊、論文及典籍之收藏磣力求

在華嚴藏書方面能更完整、更齊全。

查詢本館藏書方式：可從館內電腦自動查

詢磣或可上網查詢本館藏書。

b.資訊設備　網路共用電腦五砟。

c.活動中心　容納人數250人。

研讀課程、早晚課誦、華嚴經誦習、華嚴佛

七、論文寫作、戶外教學。

依六和敬之精神磣服務大眾磣學習砮人和合

共處磣培養慈悲、忍辱、柔和的宗教情操。

校園生活介紹

設備

獎助學金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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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日期 每年6月中旬。

招收名額 10名

招生方式

考試方式：筆試及口試。

筆試科目：國文、英文、佛學概論、

華嚴大綱、印度佛教史。

入學資格
35歲以下之未婚女性磣高級佛學院

三年畢業或大專畢業者。

轉學辦法 不收轉學生。

提供保證人
入學學生磣出家眾須剃度師長保證磣

在家眾須父母保證。

招生

研究生學習電腦課程

五樓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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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大殿

學術出版

出版品類別 書名 作者

華嚴祖庭系列
華嚴一乘教義章集解 靄亭和尚

華嚴五祖論著精華 華嚴五祖

華嚴學海系列

華嚴宗史略 南亭和尚

賢度法師

華嚴學講義

佛教的制度砮儀軌

華嚴淨土思想砮念佛法門

華嚴學專題研究

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畫刊

華嚴無盡法界緣起論 陳英善老師

佛智探源系列 大專學生佛學論文集一至十一冊 獎學金受獎人

萬行叢書

華嚴文選

華嚴佛七開示

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講記

勸發菩提心文

藥師佛七開示

成一文集

成一法師

華嚴專宗學禴佛學研究所畢業生論文

三樓禪堂

畢業生 論文題目

釋會容 楞伽經之如來藏砮阿梨耶識

釋觀慧 華嚴經十地品研究

釋明度 大乘菩薩行之所依—大寶積經菩薩藏會之研究

釋證自 四悉檀之研究

釋賢度 華嚴行門具體實踐之研究

釋傳智 別教一乘砮同教一乘之比較研究

李宜真 華嚴法界觀門研究

釋心觀 華嚴唸佛法門之研究

釋體信 宗密禪教合一思想之探討

釋自莊 八十華嚴、離世間品菩提心觀

釋修德 法藏大師的五教論

釋圓照 華嚴法界圓融之探討



1975年 10 成一法師創辦華嚴專宗學院磣向中國佛教會備案磣正式成立並招收大學部學生。

1979年 07 華嚴專宗佛學院首屆學生畢業計25人。

1980年 03 首次印行大專學生佛學論文集。每年舉辦大專學生慈孝獎學金佛學論文徵文磣瞺勵大

專青年學佛。

1983年 09 成一法師創辦華嚴專宗學院佛學研究所磣隔年招生一次。

1993年 07 加強推廣教育磣自1993年度起磣每年承辦華嚴蓮社主辦的教師暑期佛學教育研習會。

09 承辦第四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1995年 07 自1995年度起磣每年承辦華嚴蓮社主辦的兒童暑期學佛夏令營。

08 由研究所第三屆畢業生成立新修華嚴經疏鈔研究會磣負責華嚴教材砮華嚴經、華嚴疏

鈔之編纂工作。

10 華嚴專宗佛學院創院二十磩年院慶。

1998年 07 承辦第九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華嚴專宗學院大學部停止招生。

華嚴專宗學院佛學研究所改為每年招收研究生。

2001年 07 出版大專學生佛學論文集第十一冊。

09 「新修華嚴經疏鈔」新書出刊發表會。

華嚴專宗學院佛學鋐究所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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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 論文題目

釋敬元 華嚴經入法界品菩薩行

釋慧學 華嚴三祖十重唯識觀研究

釋性虛 八十華嚴離世間品之善知識觀

釋德和 佛教天瞺之研究—以《華嚴經》隨好光明功德品為主

釋慈汶 《華嚴經．十地品》離垢地戒度之研究

釋開慈 《五教止觀》「華嚴三昧門之研究」

朱慧定 華嚴《法界玄鏡》之研究

王法壽 法藏對唯識三性思想的融攝砮超越

釋定慧 華嚴唸佛法門研究—以《華嚴經．入法界品》「德雲比丘章」為主

釋融翰 華嚴如幻法門之研究—以〈十忍品〉為主

釋傳智 華嚴十行菩薩饒益戒行之探討

釋慧道 《華嚴經》中的文殊菩薩及其法門

釋法音 智儼的緣起思想—以《搜玄記》對「現前地」的詮釋為中心

釋覺清 華嚴方便思想之研究

釋性恩 法藏的本覺思想

釋明達 《華嚴經》難勝地菩薩行砮「五明學」之關係

釋天行 精礓於修道之重要性—《華嚴經》〈十地品〉中燄慧地之修行為主

釋天演 《華嚴經十地品》布施波羅蜜之研究

陳法娟 華嚴思想中的唯心觀—以「三界一心」為中心



華嚴專宗學院佛學研究所

地址：100砟北市濟南路2段44號

電話：02-2341-4760轉15

交通資料

一、聯營公車：

站名：僑聯總會　248、606

站名：濟南路口　211、222、72、214、226、254、280、290、311、505

站名：砟北商專　0南、237、253、297

二、幹線聯營公車：新生松江線

站名：濟南路口

三、指南客運：1、5

站名：濟南路口

四、公車行於忠孝東路於忠孝國小站下車、捷運站於忠孝新生站（出口一、二號）下

五、 公車站牌　 捷運站

交通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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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禪學院
Kaiyuan Chan Buddhist College

慈悲－幫助別人、凡事忍耐

禪定－不受外境、收攝六根

智慧－做事圓滿、反觀自己

解脫－處處自在、成就人格

地址：704砟南市北園街89號

89 Bei-yuan Street 

Tainan, Taiwan 704, R. O. C.

電話：06-236-4617

傳真：06-208-5634

電子郵件：kaiyuan2@hotmail.com

院 訓

開
元
禪
學
院



臺
灣
佛
學
院
所
教
育
年
鑑
創
刊
號

開元禪學院

∂性質

∂校史

∂機構組織

∂教職生資料

∂課程概況

∂招生

∂費用

∂獎助學金

∂設備

∂校園生活介紹

∂校舍面積

∂開元禪學院大事記

∂校園鳥瞰圖

∂交通路線圖

目　錄



係屬於開元禪寺磣為一佛教教學機構。本學

院以禪學為主磣並同步以經、律、論等為授課方

針。招生對象為佛教四眾弟子。

a.級別

專修班—招生對象是大專以上畢業或佛學院畢

業之學生。

正科班—招生對象是高中以上畢業之學生。

預科班—招生對象是國中以上程度之學生。

b.學制

(1)平均學習年限：專修班、正科班、預科班之

學習期間均為三年。

(2)採半年一學期制。

(3)從 90學年度（2001年度）起專修生（三年

制）畢業前須寫畢業論文磣文長以一萬字以

上為原則磣通過後方可畢業。

c.專業團體會員資格或認證　

經中華佛教護僧協會認證。

d.特色

(1)禪寺寺務砮學院院務各自獨立磣同學可心無

旁鶩地研究佛學。

(2)正讀生均須住宿磣隨眾作息；旁聽生只限開

元禪寺住眾。

(3)每月召開一次班會磣同學可向院方提出建

議磣以達雙向溝通。

a.創立時間　1987年5月。

b.獲准立案機關　1986年 12月磣由「中國佛教

會砟南市支會」獲准立案。

c.創立宗旨　造就佛教人才磣期能使之擁有正知

正見磣具足悲智行願的精神磣以從事佛教教

育、文化、慈善之工作。

d.創立沿革

開元寺住持悟慈法師秉持著興學之願望磣以

及「陶鑄人才而後法輪方能常轉」之理念磣發願

興辦僧伽教育以培育僧青年的法身慧命磣並建立

學佛者之正確理念砮知見。 1959年磣悟慈法師

校史

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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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師父眼淨法師創辦開元佛學院磣至 1969年暫

時停辦磣並將寺院住持之職務及辦學之重擔交給

悟慈法師；悟慈法師乃毅然挑起承繼興辦僧伽教

育之重擔磣於1986年12月經由中國佛教會獲准

立案後磣翌年磣亦即 1987年重辦開元禪學院。

學院設有研究班（研究班招生兩屆即結束並改設

專修班）、正科班及預科班三班磣每學期招生一

次磣修學期限為三年磣迄今已招生至第二十八

屆磣辦學近十五年矣。

本院雖以禪學為主修磣但仍以戒、定、慧三

學為主要教育方針。安排有經、律、論等佛學課

程磣及語言課程磣如：梵文、巴利文、英文、日

文等磣並注重每日禪坐、過堂臨齋、出坡、職事

擔任等磣且固定於每學期舉辦一次禪七磣以利學

生精礓修持。其師資皆聘請有學養之高僧大德及

名大學教授任教磣目前有十餘位專任教師任教。

學院以學分選修方式磣讓學生有選擇課程的機會

並能專心研究。

由於院長慈悲提攜後學之法身慧命磣所以禪

學院一切開銷磣以及學生之食住、醫藥、教材、

文具等磣皆由開元寺常住負擔砮供給磣期能藉此

讓學生們安心修學、精礓辦道磣以完成學業。提

供好學之四眾弟子們一個理想的教育體制砮良好

的學習環境磣以期能造就佛教棟樑、法門龍象磣

為開元禪學院辦學之總目標。

e.創辦人暨院長—悟慈法師

悟慈法師簡介

悟慈法師磣生於1925年12月1日。18歲時

出家於麻豆保濟寺。未久被遣往砟中佛教專修道

場磣畢業後曾任寶覺寺當家多年磣並繼續研讀佛

學。 1952年創建觀音講寺磣先後招集佛教青年

研讀佛學砮漢學磣授課長達八屆之久；許多優秀

的佛教青年磣均是由觀音講寺的佛學講習班培訓

而出磣諸如先後成立之佛教居士林、佛教蓮社、

慈航居士會……等磣及其他零星之學佛道場磣均

為法師領導弘教之成果。 1955年法師應砟中佛

學書院之聘請擔任教務之職磣入秋回砟南創辦砟

南佛學書院、法音雜誌社等。

悟慈法師雖飽讀佛學磣但仍自忖為學尚淺磣

於是東渡扶桑磣先後於東京駒澤、立正大學獲文

學碩士磣後至京都大谷大學修畢博士課程磣並送

審美國加州東方大學獲哲學博士。著有《法華經

講話》、《楞嚴經講話》、《佛法僧三寶講話》、

《超聖釋迦》、《佛化弟子砮事蹟》、《鳴道集說

的研究》、《涅槃經譯注》、《長阿含譯注》、

《中阿含譯注》、《雜阿含譯注》、《增一阿含譯

注》、《俱舍學講話》、《金剛科儀講話》、《佛

教滄桑砮宋理學》、《心經略解》、《佛道二教的

冷戰》等著作；其中《法華經講話》、《楞嚴經

講話》已流通於海內外。

法師並固定在觀音講寺為信眾砮禪學院之學

生教授法華經、楞嚴經等之課程。近年對繪畫生

起興趣磣目前已經繪畫出二百五十阿羅漢及二種

五百阿羅漢、十八阿羅漢和達摩祖師等作品分送

給信眾。

法師慈悲為懷磣於 1970 年興辦開元幼稚

園磣以培育幼苗；另於 1975年磣創建開元寺慈

愛綜合醫院磣今已設全民健保以便利患者就醫磣

並備有復健部門及安養單位等。院長一直秉持著

興學之願望、「以陶鑄人才而後法輪方能常轉」

之理念磣於是在 1987年 5月再次挑起如來之重

擔磣興辦開元禪學院磣成就有心向上之佛教僧青

年。創辦之始磣由院長每日早晨指導同學禪坐磣

並每星期講俱舍學砮楞嚴經等課程。

院長在佛教文化、教育、慈善各方面的貢獻

博大。曾任砟南市佛教會理事長二十五年磣及砟

南慈航居士會導師……等。現任開元寺、保濟

寺、觀音講寺等住持及開元禪學院院長。悟慈法

師真實鯪擔起如來家業磣竭誠為佛教奉獻、為弘

法利生而努力磣充分展現出佛教慈悲喜捨的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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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禪學院創辦人暨院長

悟慈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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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以講學砮禪門行持為主磣活動精純、事務簡化磣職事人員砮老師以積極為學院辦學為總理念。

相關行政人員由院方聘任磣或由優秀畢業生留院服務；老師則聘請本國、外籍或大學名教授任教。

機構組織

院長—主任

教務

訓導

總務

圖書館長—館員（三員）

電腦教室館長—助理（一員）

各科助教

糾察

舍監

組長（四組）

倉庫管理（一員）

教務—∂擬定教育目標、安排課程、聘請師資磣呈主任、院長決定後磣推動執行。

∂督導教學活動。

∂負責招生文宣、新生訓練課程磣辦理學生註冊、學業成績等。

∂聯絡接待授課老師。

訓導—∂負責學生執事安排。

∂關照學生生活動態及生活輔導及解決學生問題。

∂登記操行成績等。

總務—∂責發放教師鐘點費砮學生單金、購買學生課本、清掃用具等生活用品、出納及學院維修

等。

1969 年悟慈院長接任眼

淨法師開建的開元寺合

影。圖中為眼淨法師磣

左為悟慈法師

f.未來展望

提昇師資及學生素質磣以培養具正知正見磣能切實以佛法淨化人格磣礓而提昇社會風氣的弘法人

才；並增加學院電腦設備磣以達資訊化。

教務、訓導、總務對內各司其職磣對外互相合作。若有要事則呈報主任磣再由主任呈請院長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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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悟慈 院長 僧 15

日本立正大學文學碩士

日本京都大谷大學修博士畢

獲美國加州東方大學哲學博士

開元寺、保濟寺、觀音講

寺住持

開元禪學院院長

法華經、涅槃經

釋會清 僧 15
砟北工專畢業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本院教務主任及教師 華嚴經研究

釋明復 僧 1
上海復旦大學畢業

政工幹校研究班

佛教史學

釋會容 僧 1
成功大學畢業

華嚴專宗研究所畢業

華嚴經

釋開智 僧 1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許景重
專任

教授
男 15 上海正風文學院文學士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

文、詩、詞

文學評論

許明銀 男 1
政大邊政研究所畢業

日本東京大學

輔仁大學教師 印度哲學

林孟穎 女 1
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蔡草如 男 5 砟南國畫研究所理事長 國畫

王昆明 男 4 普門仁愛之家顧問 書法

張昭仁 男 15
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部結業

中華佛學研究所肄業

般若、寶華佛學院、砟南

女眾佛學院講師

中印佛教史、

唯識學

釋會超
教務

主任
僧 12 洛杉磯國際佛學院學士

洛杉磯國際禪學中心首

座、主講禪學十一年

臨濟語錄、

禪宗無門關

釋護法 僧 12
泰國佛教大學學士

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法光佛學研究所講師

元亨佛學研究所講師

巴利文、梵文、

攝阿毘達磨義論

釋如虛 僧 1 南普陀佛學院畢業 福嚴佛學院教師 中觀、稻竿經

釋淨珠 尼 2 能仁佛學院、福嚴佛學院畢業 元亨佛學院教師 佛學

莊金松 男 8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 教師 國文、佛學

馬歇爾 男 12 瑞士大學畢業
英語、電腦教學、

哲學研究

英語、德語、

法語、電腦

釋傳道 僧 10 中國佛教研究院畢業
福嚴、寶華佛學院講師

妙心人間佛教研修院院長

人間佛教

釋首愚 僧 1 佛光山叢林大學畢業
美國大莊嚴寺住持

十方禪林住持

般舟三昧、

准提密法

釋傳靖 僧 6 中台山禪學院研究組肄業
維那、僧值、砟東佛光禪

寺主持

佛學、電腦

釋今禪
兼任

教師
僧 6 國小畢業 明禪精舍住持

梵唄教學

專任

講師

專任

講師

兼任

講師

專任

講師

開元禪學院師資簡介

a.教師

(1)現有教師人數：本院90學年度專任及兼任教師合計15人。

(2)師資簡介：76學年度起至90學年度上學期止之本院歷屆師資簡介如下。

護法法師為尼泊爾籍磣馬歇爾老師為瑞士籍磣其他均為中華民國籍。

（任教年資欄中數字有陰影者代表「現任」。）

教職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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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心暉

姓名 職級 性別 年資

尼 10
銘傳商專畢業

福嚴佛學院畢業

學歷

寺院佛學研習班教師

佛教衛星電視砟講師

經歷

止觀、戒學

專長

釋宗謙 尼 4
元亨佛學院畢業

元亨佛學研究所畢業

元亨佛學院講師 宣講佛法、寫作

釋見岸 尼 1
文化大學法律系畢業、香光尼眾

佛學院畢業、弘誓研究所肄業

妙心寺佛學講師 唯識、法華經、成

佛之道、經典導讀

陳怡良
兼任

教授
男 1 成大中國文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

文、詩、詞文學評

論

高美華 女 1 成大文學博士 成功大學副教授
中國文學、詞曲、

古典戲曲

林朝成 男 8 砟大哲學博士
成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砟南市社區大學主任

中國佛教史、

中國禪宗史、

佛教美學

林素玉
兼任

講師
女 3

淡江大學東語系日文組畢業

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

佛光山福山寺翻譯編輯助

理、輔仁大學推廣部日語

教師、高職日語教師

日語文翻譯、

日語文教學

胡明芳 男 現任 國家級太極拳教練裁判

豐廬、學而書會會長

太極拳總會裁判委員會委員

砟南市太級拳協會顧問

太極拳、書法

李美婒 女 現任 國立空中大學畢業
中華日報社美術編輯

太極拳總會國家級裁判

太極拳、劍

蘇玉修 女 1 淡江大學西語系畢業
YMCA英文教師

長青中心英文教師

英文教學、

閱讀指導

兼任

副

教授

兼任

教師

兼任

講師

b.行政人員　90學年度行政人員共4人磣均為中華民國籍。簡介如下。

姓名 職級 性別 最高學歷 經歷 專長

釋會立 總務 僧
新營高中

開元禪學院正科班畢業

業務推銷職員

本院圖書館館長

本院電腦教室館長

電腦

圖書管理

釋法堅 教務 尼
福嚴佛學院第六屆畢業

斯里蘭卡佛教大學畢業
美國慈恩協會圖書館館長及電腦助理

文書處理

釋會童 禪堂助理 尼
淡江大學數學系畢業

開元禪學院專修班畢業

東南工專導師兼數學老師

中華航空公司空服員

行政管理

陳碧蓮 庫頭 女 開元禪學院正科班畢業 開元禪學院庫頭 會計

九十年度上學期全體

師生合影



c.學生　至 90學年度（2001年度）招生至第二

十八屆。每屆約招生10人。

(1)89學年度第二學期

正讀生 26人。計有專修生 9人／正科生 12

人／預科生5人。

旁聽生7人。

(2)90學年度第一學期

正讀生37人。計有專修生12人／正科生18

人／預科生7人。

旁聽生6人。

d.校友

(1)校友人數：共53人。

研究所 3人／專修生 19人／正科生 20人／

預科生11人。

(2)現擔任禪學院教職的校友有1人。

課程安排磣是提供學生以選課、選學分之方

式上課磣三班合上磣故課程不以班別而作區分。

a.89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課概況

課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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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禪學院第三屆畢業典禮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全年/

半年

必修/

選修
授課教師

禪學 1

禪密心要 1

電腦課程 2

妙雲法雨的禪思 2

成佛之道 2

普門品釋義 2

攝阿毘達磨義論 2

華嚴經 2

維摩詰經 2

印度佛教史 2

初級佛學 2

禪林寶訓 2

佛教觀念史 2

禪門偈誦 2

詩文選粹 2

書法 2

太極拳 2

日文初級 2

梵文 1

巴利文 1

英文初級 2

英文中級 2

半年

全年

半年

全年

半年

必修

選修

正、預科一、

二年級必修

必修

選修

釋會超

釋首愚

釋傳靖

釋傳道

釋宗謙

釋護法

釋會清

張昭仁

釋心暉

林朝成

許景重

胡明芳

李美婒

林素玉

釋護法

馬歇爾開元禪學院第一屆研究生結業畢業典禮



a.招生方式　分春季班及秋季班磣一年招生兩

次磣約在每年的2月及8月。

b.報名方式　

來電或來函索取新生報名表及簡章。

(1)通訊報名：將相關資料寄至704砟南市北園

街89號 開元禪學院教務處收。

(2)親自報名：將新生報名表及相關資料交至本

院教務處。

c.考試地點　本院（砟南市北園街89號）。

d.考試科目

專修班：佛學、國文、作文、英文或日文、面

試。

正科班：佛學、國文、作文、面試。

預科班：佛學、作文、面試。

e.入學資格　審核相關資料磣通知筆試後磣經面

試通過者磣入學班別資格如下。

專修班：大專以上畢業或佛學院畢業磣總成績

平均為70分以上。

正科班：高中以上畢業之學生磣總成績平均為

60分以上。

預科班：國中以上程度之學生。以面試成績為

主磣筆試成績為輔。

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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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學分數
全年/

半年

必修/

選修
授課教師

禪學 2

電腦課程 2

阿含經選讀 2

成佛之道 2

普門品釋義 2

攝阿毘達磨義論 2

華嚴經 2

維摩詰經 2

入菩薩行論 2

初級佛學 2

禪林寶訓 2

佛教觀念史 2

禪門偈誦 2

詩文選粹 2

書法 2

太極拳 2

日文中級 2

梵文 1

巴利文 1

英文初級 2

英文中級 2

半年

全年

半年

全年

半年

必修

選修

正科、預科

必修二年

必修

選修

釋會超

釋傳靖

釋傳道

釋宗謙

釋護法

釋會清

張昭仁

釋心暉

林朝成

許景重

胡明芳/

李美婒

林素玉

釋護法

馬歇爾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全年/

半年

必修/

選修
授課教師

禪學 2

電腦課程初階 2

電腦課程礓階 2

學佛三要 2

成佛之道 2

清淨道論 2

華嚴經 2

唯識三十頌 2

中國佛教史 2

八宗綱要 2

禪門偈誦 1

古今體詩選 2

國文 2

佛教文學 2

書法 2

太極拳 2

日文高級 2

梵文 1

巴利文 1

英文初級 2

佛學英文 2

梵唄 2

半年

全年

半年

全年

半年

全年

必修

選修

正科、預科

必修二年

必修

選修

釋會超

釋傳靖

釋宗謙

釋護法

釋會清

釋見岸

張昭仁

許景重

陳怡良

高美華

胡明芳

胡明芳/

李美婒

林素玉

釋護法

蘇玉修

馬歇爾

釋今禪

b.89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課概況 c. 90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課概況

本院教務主任：會超法師



f. 轉學辦法

(1)轉入：只限轉入一下或二上磣仍須經筆試、

面試通過；並得繳交原就讀學校之成績單磣

才可酌量抵免該修之學分。

(2)轉出：須確實辦妥離院手續後磣始可離院。

正讀生膳宿、書籍費全免。休學離院者磣須

繳交五千元保證金。

每月酌發學雜費用獎助金磣正科班、預科班

每位二千元磣專修班每位三千元。

a.圖書館

(1)館藏數目

截至2001年4月館藏佛學已達6,100餘冊磣各

類錄音帶近兩百套、影帶、光碟及各類雜誌、學

報等。其中大綱分十類：總類、佛教教理、史

地、經及其釋、律及其釋、論及其釋、儀制、佛

教文藝、中國佛教宗派、世界各地佛教宗派。

(2)檢索設施

為提高編目效率磣採電腦連線作業及流通管

理軟體。其中有：圖書借還、讀者資料、規則設

定、書目檢索、逾期催索、報表統計、盤點作

業。同學找資料時磣有各類書目檢索以方便提供

查尋磣其中包括：登錄號、題名、著者、分類

號、集叢名或出版社。

(3)館藏特色

本館主要藏書以禪學為主磣目前有禪學類及

禪思想磣約430冊。主要蒐集國內外發行中之佛

教出版品磣包括佛教各類圖書乃至少部分印度哲

學、語言、歷史、文化、人類學、哲學、文獻學

或宗教關係等。但為避免圖書的無限制擴張磣視

情況收藏。最初成立目的是提供禪學院裡的師生

借閱；因此收藏圖書以佛學著作為購置方向磣提

供服務的對象也以本院師生為主。

(4)讀者服務

為貫徹資源共享及有利於同學閱覽更多的佛

教資訊及佛學知識訊息磣本館採開架式借閱方

式磣可在館內參閱磣亦可借出。並提供自助影印

機服務磣方便同學蒐集資料。

開放時間：星期一至星期六

上午8：30–11：10磣下午2：00–4：00。

b.資訊設備

電腦教室一間磣有電腦九砟磣其中四部設有

寬頻網際網路。

開放時間：星期一至星期六

上午7：30–11：10磣下午2：00–4：00。

c.體育設施　籃球場、乒乓球桌一組磣另有羽球

設備供同學使用。

a.集會　包括早課、晚課、靜坐、早齋過堂、午

齋過堂等五堂課。

b.上課　依個人必修、選修之課程上課。

c.出坡　上午6：00~6：30磣下午4：00~4：30；

另分四組輪值典座。

d.請假　集會、上課未能準時出席者磣均須請假。

e.放香　每星期日上午出坡後放香磣下午8：30

收假。其他節日彈性調整放假磣另行通知。

a.校園總面積　約2,600坪。

b.宿舍總面積 女眾宿舍約120坪。男眾宿舍約

80坪。

c.平均每全修生之分享住宿面積　約4坪。

d.平均每位學生之分享校園面積　約80坪。

校舍面積

校園生活介紹

設備

獎助學金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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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元
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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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1959年 由眼淨法師創辦開元佛學院。

1969年 因緣不足磣開元佛學院暫時停辦。

1987年 05 由悟慈法師重辦開元禪學院磣設有研究所、正科班、預科班。

1987~1990年 教務主任由會清法師擔任。（1990年後教務主任交接磣由會超法師擔任至今。）

1988年 12 砮大韓民國佛教大學校締結友校。

1990年 09 改學制為專修班、正科班、預科班。

1992年 建修院前之兩側道路磣以方便步行砮車輛停駛。

1993年 02 興建五觀堂及整修禪堂。

06 中國少林寺武僧蒞臨本寺表演少林拳。

10 整修乒乓球場磣並增購乒乓球桌一張。

1994年 02 校園廣植花木美化環境。

05 興建籃球場。

1995年 02 建修禪堂之兩側道路以利經行。

1996年 02 於院前左側道路建修停車篷磣以方便車輛停放。

1997年 07 於籃球場周圍建修花園美化環境。

1998年 02 建修禪堂後側景觀美化環境。

08 學生寮房整修擴大。

1999年 08 舉行西藏旅遊活動。

09 改專修班兩年學制為三年學制。

2000年 06 中華佛教護僧協會蒞臨本校。

2001年 06 聘請見岸法師為唯識三十頌專任講師。

07 聘請成大教授陳怡良教授為國文專任講師。

08 聘請成大教授高美華教授為佛教文學講師。

09 興建院前右側機車停車場。

10 訂專科班畢業前需寫論文。

聘請蘇玉修老師為本院英文講師。

教育局吳處長來訪。

邀請內政部衛生署核准之中華民國防高血壓協會來本院教導CPR急救法。

開元禪學院大事記

1990年禪七合影



開元禪學院

地址：704砟南市北園街89號

電話：06-236-4617

交通路線圖

校園鳥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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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光佛學研究所
Yuan Kuang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地址：320桃園縣中壢市聖德路一段888巷11號

No.11, Lane 888, Sect. 1 Sheng Te Road, Chunglie City

Taoyuan, Taiwan 320, R. O. C.

電話：03-427-1300

傳真：03-498-6980

網址：http://www.ykbi.edu.tw

電子郵件信箱： sati@ykbi.edu.tw 或 sati2200@ms29.hinet.net

圓
光
佛
學
研
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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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光佛學研究所

∂性質

∂校史

∂機構組織

∂教職生資料

∂課螢概況

∂招生

∂費用

∂獎助學金

∂設備

∂學術活動

∂學術出版

∂校舍面積

∂圓光佛學研究所大事記

∂交通路線圖

目　錄



a.級別 研究所。

b.學制

平均學習年限為三年。採半年一學期制。

c.專業團體會員資格或認證

本所為臺灣宗教學會之創始會員暨永久會員。

d.特色　以傳統叢林教育宏規，配合現代學術研

究方法，從事印度、中國佛教學等研究，培養

解行並重、僧格健全的優秀僧青年。

a.創立時間　1987年9月。

b.獲准立案機關 教育部。（設立許可機關日

期：教育部78.7.06 (78)高字第32759號。）

c.設立宗旨

圓光僧伽教育之宗旨，在於以傳統叢林教育

的宏規，依現代教育的理念，培養解行並重之優

秀的佛學教育與磨教義解研究人才，以住持佛教

弘揚正法。

d.創立沿革

圓光禪寺開山祖師妙果法師，有鑑於臺灣佛

教百廢待興，為續佛慧命、住持正法，以「教育

是培養人才之根本」的理念，毅然於 1948年，

創辦「臺灣佛學院」，禮請慈航菩薩住持院務，

推動教育，造就不少僧才；後因磨費短絀而停

辦。臺灣佛學院的成立，開啟日後臺灣僧伽教育

之先河。

第四任住持如悟法師秉承開山祖師之遺志，

於 1981年復學，並將臺灣佛學院改名為圓光佛

學院，設有初、高級部；又為栽培更高深之佛學

專門研究人才，於 1987 年成立圓光佛學研究

所，並磨教育部立案，為緇素弟子提供一個有學

制、有理想的佛學研究學府。 2000年初新校舍

落成，學子得於更清幽的環境中求學。

e.創辦人暨所長—如悟法師

校史

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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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光佛學研究所外觀全景

圓光佛學研究所創辦人暨

所長　如悟法師



如悟法師簡介

如悟法師，俗名蕭金榮，臺灣苗栗人，生於

1938 年。十四歲依苗栗法雲寺成空老法師出

家，二十五歲受具謼戒。曾於臺中寶覺寺、新竹

靈隱寺、福嚴學會、香港能仁學院等地學習。現

任中壢圓光禪寺住持、圓光佛學院院長、桃園縣

佛教會理事長、圓光佛學研究所所長。

法師一生稟持「僧教育是培養佛教人才的根

源，也是拓展佛教利生事業的力量」之理念辦

學，篤學篤行、悲願具謼，是一位踏實堅忍的修

行者。

f. 未來展望

中長程計畫如下。

(1)教學

第一年：學生10名；專任老師3位；兼任老

師人數視所開課程而定。

第二年：學生10名；專任老師4位；兼任老

師同上。

第三年：學生10名；專任老師5位；兼任老

師同上。

(2)研究

泝成立圓光佛學研究中心

研究中心成立宗旨如：

1)培育佛學教育師資及專業的佛教學術研

究人才。

2)提供研究所畢業生有個能學以致用、持

續研究進修的環境。

3)讓在職老師有持續進修研究的機會。

本研究中心設有三個研究室：

（各研究室聘請一位研究員〔或副、助理研究

員〕，及研究助理若干名。）

沴加強與各大學系所之學術交流

例如將與中央大學中文所合辦「漢傳佛教研

討會」，第一期計劃三年，分為語言、文學、思

想三大主題。

沊聘請國外學者講學

預定邀請日本東北大學印度學研究室、中國

哲學研究室教授做短期講學。

(3)服務：教育推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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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光與會貴賓合照

圓光佛學
研究中心

北傳佛教研究室

漢譯磨典研究室

臺灣、近代中國
佛教研究室

結合圖像學與佛學義理，
做西北印磨中亞到中國之
北傳佛教的研究。

以中古漢語為研究主軸，
正確解讀漢譯磨典，再深
入佛學義理的研究。

探討臺灣本土社會與宗教
文化。



g.發展方向

本所之教學設計乃以佛教思想為中心，對中

國與印度兩國的思想與宗教文化作更深入而精闢

的探討，期使社會大眾對於我東方優良之傳統文

化給予重新認識、評估。

本所之研究中心旨在以現代學術研究方法，

研究、整理漢譯佛教三藏十二部磨典，期能深入

淺出地闡明深奧的佛教教理，以達到社會教育之

功能。

大專營隊與教育推廣中心則是將佛法予以實

莢運用，以教化眾生、淨化人心、導正社會風氣。

a.圓光佛學研究所90學年度行政組織表

b.圓光佛學研究中心

(1)佛學研究中心組織表見前文（「未來展

望」）。

(2)研究室組織圖

a.教職員數資料統計表

b.教師　圓光佛學研究所，現有教師人數 17

人，均為中華民國籍。師資簡介見次頁。

c.學生　每屆招生人數不超過10人。

至90學年度招生至第十五屆。

(1)學員數

(2)現有國莢學生人數：無。全部為中華民國

籍。

(3)過去三年之平均學生輟學率：10%。

d.教職生人數比為27：20。

e.校友 人數為73人（不含選修生或旁聽生）。

教職生資料

機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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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光剪綵典禮

所長 教務長

教務處教務助理

專任老師

學務處學務助理

總務處總務助理

會計室財務助理

學報室

圖書館館長　　館員

網路小組

研究室

研究員

副研究員

助理研究員

研究助理

90學年度教職員數資料統計表

師資狀況

專任支援人力

合計人數28人

專任

兼任

學歷別 博士 齺士 學士 合計

人數 2 2 1 5

學歷別 博士 齺士 學士 合計

人 7 1 2 10

職員 助教
研究

人員

技術

人員

8 3 2

全修生 選課生

87學年度（三年級） 3 5

88學年度（二年級） 11 5

89學年度（一年級）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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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別 年資 任別 學經歷 研究科目 教學科目

釋如悟 僧 15 香港能仁學院學士 如來藏、淨土學、戒律學 淨土學

釋性一 尼 1
日本國立東北大學文學部

印度學佛教史博士

初期大乘佛教史、教團史 佛教史

林崇安 男 3 美國萊斯大學博士 印度佛教、藏傳佛教 阿含學

王見川 男 3 中正大學歷史所博士生

民間信仰、臺灣佛教史、

民俗佛教及近現代中國臺

灣道教

近代中國佛教與文

化、佛學名著選讀

黃國清 男 2 國立中央大學中文所博士生 法華磨、佛典語言文獻研究 梵文(一)

蕭振邦 男 10 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 大乘起信論等 研究方法論

朱建民 男 11
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哲學博士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

應用倫理學、生命倫理學 環境倫理學、

生命倫理學與企業

倫理學

蔡耀明 男 2
柏克萊加州大學佛研所哲

學博士

阿含磨、大般若磨、

大乘禪磨

大乘禪定磨典研究

曹志成 男 4
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

輔仁大學副教授

唯識學、中觀哲學、

佛教真理觀之專題研究、

詮釋學與美學

佛教詮釋學

陳一標 男 2
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助理教授

唯識哲學、部派佛教、

俱舍學、梵文、佛學日文

俱舍論研究

李世偉 男 0

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

花蓮師範學院民間佛學研

究副教授

華人地區儒教文化、

臺灣民間宗教及佛教

宗教與社會、

宗教與文化

廉永英 男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士

人文發展學會常務理事兼

教育組主任

哲學、文學 道家思想研究

劉奕紲 男 3

國立師範大學英語研究所

齺士

中正理工學院教授

英文文學、英文作文、

英文小說、中英翻譯、

佛學英文

佛學英文

許明銀 男 1 政大邊政研究所齺士 印度專門課程研究 藏文

賴鵬舉 男 2 臺北醫學院學士
華嚴學、般若學 五世紀河西地區的

佛教

陳舜平 男 7
淡江大學日文系學士

高中教師

日文佛學磨論 佛學日文、日文(一)

釋智學 尼 0
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

博士

永明延壽、中國禪學 中國禪宗史

兼任

專任

圓光佛學研究所師資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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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科別 科目 任課教師 學分 選修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三上 三下 備註

必
修

印度 中觀 釋惠空 3 √ √ √ √

共
同
必
選
修

通
識

中
國
佛
教

印
度
佛
教

其他

語言

英文 劉奕紲 0 ＊ √ √

佛學英文、

日文二選一

必修

三選一

必修

其他 論文指導 各指導教授 3 √ √

日文 陳舜平 0 ＊ √ √

佛學英文（一） 劉奕紲 1 ＊ √ √ √ √

佛學日文（一） 陳舜平 1 ＊ √ √ √ √

佛學日文（二） 釋性一 1 ＊ √ √ √ √

佛學英文（二）

梵文、巴利文（一）

劉奕紲

黃國清

佛學研究法
1蕭振邦

2朱建民

藏文（一） 許明銀

1 ＊ √ √ √ √

2 ＊ √ √ √ √ √ √

2 √ √

印度佛教思想史 釋性一 3 ＊ √ √ √ √

宗教與社會 王見川 3 ＊ √ √ √ √

比較宗教學 曹志成 3 ＊ √ √ √ √

中國哲學思想 廉永英 3 ＊ √ √ √ √ √ √

淨土學 釋如悟 3 ＊ √ √ √ √ √ √

中國禪宗史 釋智學 3 ＊ √ √ √ √ √ √

漢語磨典研究 黃國清 3 ＊ √ √ √ √ √ √

臺灣宗教的歷史與現況 王見川 3 ＊ √ √ √ √ √ √

大乘磨典（漢梵對讀、梵文二） 黃國清 3 ＊ √ √ √ √

大乘磨典（漢藏對讀、藏文二） 許明銀 3 ＊ √ √ √ √

大寶積磨 蔡耀明 3 ＊ √ √ √ √ √ √

唯識學 曹志成 3 ＊ √ √ √ √ √ √

圖像學 賴鵬舉 3 ＊ √ √ √ √ √ √

圓光佛學研究所90學年課程統計表

＊表選修，其他為必修。√表該年級選修或必修。

a.課程規劃

圓光佛學研究所90學年度之課程規劃如下。

佛學：佛學研究法、印度佛教史、中國佛教史

通識　　哲學：中國哲學思想、印度佛教思想

宗教學：比較宗教學、宗教與社會等

語文
一般語文：英、日（不算學分）

佛典語文：梵、巴、藏

印度佛教：磨典研究、阿毘達磨、中觀、唯識

專修　　中國佛教：禪宗、淨土、八大宗派研究

臺灣宗教：臺灣宗教的歷史與現況、宗教與社會

研究成果—圓光佛學學報：第一至五期。

社會服務—大專營隊：佛學營、佛七、禪七。

b.教學研究　區分為三組—中國佛學組、印度佛學組、臺灣宗教組。

c.圓光佛學研究所90學年課程統計表如下。

課程概況



圓光佛學研究所91學年度第十六屆招生簡章

宗旨

秉持傳統叢林教育的精神，結合現代佛學研究的方法，培養解行兼具的高等佛學研究人才，以住持佛教，

弘揚正法。

報考資格

1.學歷：(1)佛學院大學部畢業者。　(2)大專以上、齺士、博士或同等學歷有志佛學研究者。

2.年齡：(1)出家眾40歲以下。　　 (2)在家眾35歲以下未婚男女，男須役畢。

教學特色

1.宗教情操的養成，修行法門的陶鍊。

2.文獻學與義理學並重，吸收歐、美、日的研究特長。

3.注重漢譯磨典及中國佛教教史、教理的研究。

課程

1.專科佛學：原始佛學、中觀思想、唯識思想、佛性思想、中國佛學思想概論、天台思想、華嚴思想、禪宗思

想、淨土思想。

2.佛教歷史：印度佛教史、中國佛教史、中國近現代佛教史、臺灣佛教史

3.一般學科：研究方法學、論文寫作、通識課程（宗教與社會、宗教與文化等）。

4.語文學科：梵文、巴利文、藏文、古漢語、英文、日文選讀。

5.密顟課程與演講：不定期聘請法師、國內外學者開設密顟課程及作專題演講。

修學期限：三年，供膳宿，每月並酌發助學金。（最高畢業年限為五年。）

報名手續

1.期間：即日起通訊報名，至2002年6月10日截止。

2.攜帶：二吋半身照片二張、學歷證件、成績單、退伍令、一千字自傳。

3.報名費：新臺幣六百元整。

4.報名地點：圓光佛學研究所

中壢市聖德路一段888巷11號

電話：03-427-1300 轉分機 318 或 307 傳真：03-498-6980

網站：www.ykbi.edu.tw 電子信箱： sati@ykbi.edu.tw

連絡人：釋性圓

考前輔導：91年4月21日，「認識圓光」。

考試日期：91年6月23日，筆試與口試。

考試科目

1.佛學科目：中印佛教史、佛學概論

2.語文科目：英文、日文（任選一科）

考試地點：圓光佛學研究所　地址：中壢市月眉里5鄰78號

錄取名額：5至10名。

錄取通知：考試後1週內，於本所正式放榜，並個別通知。

參考書目

1.印度佛教史

(1)《印度佛教史》（許洋主譯，水野弘元等著；臺北：法爾出版社）

(2)《印度佛學思想概論》（呂澂；臺北：天華出版社）

2.中國佛教史

(1)《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湯用彤；臺北：駱駝出版社）

(2)《中國佛教百科叢書3歷史卷》（潘桂明等著；臺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3.佛法概論

(1)《佛法概論》（印釭法師；臺北：正聞出版社）

(2)《成佛之道》（印釭法師；臺北：正聞出版社）

4.語文學科

(1)《佛教聖典》（中英對照，佛教傳道協會出版社印行）

(2)《佛教聖典》（中日對照，佛教傳道協會出版社印行）

(3)《佛陀的啟示》（What the Buddha Taught）（顧法嚴譯，臺北：慧炬出版社）

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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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費全免，但書籍費自行負擔；佛研所

免費提供膳宿。

每個月兩千至三千元。

圖書館 館藏數目如下。

所內論文發表、論文構想發表、聯合所莢論

文發表會。

學術活動

設備

獎助學金

費用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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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玄奘像

館藏總數量 增購 受贈

圖書冊數
中文 6,800 200 200

外文 3,800 200

期刊種期數

非書資料

訂購圖書及非書資料磨費

縮影資料

光碟資料（張）

專業

一般

單片（張）

捲片（捲）

中文

外文

中文

外文

14 2

18 8

50

200

10

1,180 10

視聽資料（捲） 15,000

地圖資料（件/張/種） 20

其他 800

50萬 30萬

訂購期刊磨費 6萬 2萬

館莢合作總件數
校內 2

校外

圖書館藏統計表

所內論文發表



a.房舍土地面積統計表

校舍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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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 論文名稱 指導教授 論文通過日期

釋道修
梁碖《高僧傳》「論贊」之研究

—以歷史性與文學性的相關考察為主軸
蕭振邦 88/6/28

釋仁宥
地論宗南道派初期心意識思想初探

—以法上《十地論義疏》為中心
陳一標 87/6/24

釋常真 《比丘尼傳碖淨檢尼傳》的探討皕兼推究撰者問題 朱建民 87/7/10

釋道成 覺力禪師及其派下之研究 (1881~1963)

陳宗元

蕭振邦

87/7/10

釋印謙
近世中國佛教之研究

—以禪宗「念佛者是誰」公案與白蓮宗為中心
88/6/27

釋照亮 梵本《入正理論》譯注 88/7/15

釋性圓 以佛法的實踐斷除現代人煩惱的探究—念實踐義為核心 88/6/24

釋如斌 近代中國佛教教育事業之研究—以閔南佛學院為例 88/7/1

釋築慧 近代中國佛教慈事業之研究 88/7/15

釋法嚴 印釭法師在臺灣—以活動事蹟與思想影響為考查中心 88/7/15

釋提寬 日據時期臺灣佛教「教育事業」之研究 88/6/27

圓光佛學研究所歷屆畢業生論文

王見川

王見川

王見川

89學年度萏現有校舍萐

校地

校舍面積

機構基地（指建築物之地基） 8,089 m2

運動場面積（以露天者為限） 3,476 m2

其他（花圃、空地、道路） 2,392 m2

所屬宗教團體（寺廟）面積 115.2 m2

普通教室 74.8 m2

專業教室 195 m2

行政大樓及辦公室 172 m2

學員活動中心總面積 2,182 m2

教師研究室

圖書館

總面積 223.2 m2

間數 3間

學員宿舍
總面積 850.6 m2

寢室間數 28間

總面積 305.1 m2

閱覽席位
一樓16位

二樓27位

體育館總面積 無

教職員宿舍總面積 128.4 m2

其他 無

a.圓光佛學學報第一至五期。

b.學生畢業論文　

從1998年，亦即86學年度開始，凡本所學生都有義務提交論文，提交期限可延至結業後二年。

學術出版



1987年 09 圓光佛學研究所成立。

1989年 07.06 圓光佛學研究所於教育部立案通過。

1994年 09 本所舉辦第五屆所莢聯合論文發表會。

1999年 08 本所舉辦第十屆所莢聯合論文發表會。

2000年 01.09 圓光佛學研究所新校舍起用，開光新居落成典禮。歷任教務長暨諸山長老咸至本

所祝賀。

06 共有應屆畢業七位、延畢一位同學齺士學位論文考試通過。

07 北傳佛教、圖像研究室成立。

08.25 南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蔡昌雄主任等師生40人參訪。

08.28 中華佛學研究所暨大陸法師與研究生參訪。

09 漢譯佛典研究室，臺灣、近代中國佛教研究室成立。

10.16 藍吉富老師專題演講：「有關大藏磨版本優劣及使用方法」

10.22 所內論文發表。

11.20 胡健財老師專題演講：「從《楞嚴磨》談佛法的修行」。

12.17 所內論文發表（論文構想發表）

12.18 萬金川老師專題演講：「六朝譯磨風格」。

2001年 01.11~17 大專禪七。

03.03~06 日本東北大學村上真完教授蒞所講學：「無常（剎那滅）說和永遠的佛」。

03.17 日本東北大學中隆藏教授來訪。

04.08 認識圓光考生輔導。

04.23 智學法師專題演講：「從永明延壽談起——關於中國佛教研究

04.27 教育部訪視。

05.07 第一次所內論文發表。

05.21 林崇安老師專題演講：「釋迦牟尼佛的證悟過程（以阿含磨為主）」。

06.03 第二次所內論文發表。

06.10 第十五屆新生甄試考試。

圓光佛學研究所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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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4 第十五屆新生入學考試。

07.12~15 大專夏令營。

09.07~08 所莢論文聯合發表會，本所釋宗平、釋諦玄同學代表參加。

10.21 第一次論文構想發表：研三有二位同學發表暨第一次所內論文發表，研二有二位

同學發表。

第一次專題演講，主講者：涂玉硌老師，講題：淨土研究。

10.29 第二次專題演講，主講者：方立天教授，講題：百年來大陸學界佛教研究的回顧

與展望。

11.08 第二次論文構想發表：研三有四位同學發表。

12.21~22 第三次論文構想發表：研三有四位同學發表。

2002年 01.15~21 舉辦大專精進禪七。

01.23 第三次專題演講，主講者：Dr. Rupert Gethin（英國Bristol大學），翻譯者：法耀

法師。講題：“Can we know what the Buddha really taught?—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he Pail Nikayas.”

圓光佛學研究所

地址：320中壢市聖德路一段888巷11號

電話：03-427-1300

交通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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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光禪學研究所

生死事大

地址：411砟中縣太平市坪林路50號

No. 50, Ping Lin Rd, Tai Ping City

Taichung County, Taiwan 411, R. O. C.

電話：04-2392-2762

傳真：04-2392-8497

網址：http://www.fozang.org.tw

電子郵件：bhms@tcts.seed.net.tw

所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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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級別 禪學研究所。

b.學制

(1)平均學習年限：三年（含實習）磣禪學課程

修完並達到禪坐程度要求。

(2)採半年一學期制。

c.特色 每學期打四十九天精礓禪七。

a.創立時間　1996年。

b.創立宗旨 以禪理導正修行、會通各宗禪法磣

而以禪宗行持為本磣開顯智慧、了達真性。

c.創辦人暨現任院所長—惠空法師

惠空法師磣俗名周稚磣祖籍安徽磣 1957年

生於砟灣省屏東市。於就讀砟灣師範大學期中學

佛磣並曾任師大佛學社社長。 1982年就學於中

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三年。 1983年披剃於三峽

智諭法師座下。擅長經論宣講磣如成唯識論、俱

舍論、瑜伽師地論、中論、楞嚴經、攝大乘論、

大乘起信論等。曾任圓光佛研所及佛學院教務

長。並曾任教於中華佛研所、慈明佛研所、福嚴

佛學院等。

現任砟北文殊院、砟中慈光寺住持磣及慈光

禪學院院長、慈光禪研所所長、中華禪淨協會理

事長、佛藏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d.辦學理念與未來展望

(1)以教觀並重學習方式磣引導學生對于禪學理

念及實際修學入手功夫有正確的理解及礓

入。

(2)以律儀化的生活磣引導學生用禪觀方法強化

對自我之反省覺照。

(3)成立禪淨之專宗學院磣為有志各宗禪修者磣

提供一修學之環境並深入定慧之修學。

校史

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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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兩岸禪學研討會開幕式（1999年）



a.教師　現有教師6人磣均為中華民國籍。

慈光禪學研究所師資簡介如下。

b.行政人員 1人磣女性。

c.學生　至 90學年度（2001年度）招生至第六

屆。

現有正式生人數10人。現有旁聽生人數4人。

均為中華民國籍。

教職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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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別 資 歷 （曾）任教科目

釋惠空 僧 見前文創辦人簡介
中觀、摩訶止觀、大藏禪要、諸祖禪要、釋禪波羅密、

圓覺經、大乘起信論、俱舍論

釋大航 僧 曾任福嚴佛學院院長 淨土專題、摩訶止觀

釋法藏 僧 曾任南普陀佛學院教務主任 淨土專題

釋宗麟 尼 現任圓光佛學院、慈明佛研所教師 攝大乘論、解深密經、阿含經、瑜伽師地論

釋真懌 尼 現任中華佛教學院教師

賴鵬舉 男 現任圓光佛研所教師 淨土專題

慈光禪學研究所師資簡介

兩岸僧伽教育交流

訪問座談活動

兩岸僧伽教育交流訪問座談活動之一（1999年）



a.禪理

b.禪修

(1)行持以參話頭或永嘉禪為修行法門磣並輔以

道場作務生活儀則、借事練心。

(2)三天行門坐禪八支香、三天教理課程磣每學

年打四十九日禪七磣以禪宗永嘉法門及參話

頭禪行持。

a.招生日期　每年七月份。

b.招生方式

考試科目為國文、佛學概論、中印佛教史、

口試。

c.報考資格

出家眾及有心出家的居士磣年齡四十歲以

下磣高級佛學院畢業或大專畢業。

學雜費全免磣供膳宿磣日常用品自備。

慈光禪學學報（創刊號、第二期）、兩岸禪

學研討會論文集（第一屆至第三屆）。

學術出版

費用

招生

課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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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禪法
以阿含經、俱舍論為研讀依據磣依道次第而開出三十七道品、二甘露門、四禪磣見道位、無我

慧為主要內容之禪法。

瑜伽禪法 以瑜伽師地論及解深密經內容為主磣了解瑜伽唯識宗之正觀思想。

禪宗 以永嘉禪及參話頭修行法門為主砐磣旁及相關諸祖語錄研習。

淨土宗 三經及淨土各宗師之修學要旨。

天台宗 以摩訶止觀為內容。

大藏禪要 將各大經論、各宗派禪法及教理砮禪修磣三者作會通及同異之啟發。

慈光禪學研究所禪理課程

慈光禪學院暨研究所49天禪七活動

慈光禪學研究所上課



1996年 舉辦第一屆49天禪七。

第一屆兩岸僧伽教育交流訪問。

舉辦第二屆49天禪七。

1997年 舉辦第三屆49天禪七。

舉辦第四屆49天禪七。

1998年 舉辦第五屆49天禪七。

第二屆兩岸僧伽教育交流訪問。

第一屆兩岸禪學研討會。

舉辦第六屆49天禪七。

1999年 舉辦第七屆49天禪七。

第三屆兩岸僧伽教育交流訪問。

第二屆兩岸禪學研討會—念佛砮禪。

慈光禪學學報創刊號出版。

舉辦第八屆49天禪七。

2000年 舉辦第九屆49天禪七。

第四屆兩岸僧伽教育交流訪問。

「二十一世紀兩岸比丘尼對話」研討會。

於慈光禪研所舉行兩岸比丘尼對話座談會。

舉辦第十屆49天禪七。

2001年 舉辦第十一屆49天禪七。

第一屆砟灣當代佛教發展研討會。

第三屆兩岸禪學研討會—圓頓砮次第。

邀請中國人民大學方立天教授專題演講。

舉辦第十二屆49天禪七。

慈光禪學研究所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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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兩岸禪學研討會砮會貴賓砮全體工作人員合影（1999年）



慈
光
禪
學
研
究
所

349

「廿一世紀比丘尼的角色砮定位」研討會（2000年）

第一屆台灣當代佛教發展研討會（2001年）

第一屆台灣當代佛教發展研討會磣砮會貴賓砮全體工作人員合影（2001年）

「廿一世紀比丘尼的角色砮定位」研討會（2000年）





壽峰山光量學佛院
Shou Feng Shan Guang Liang Buddhist Institute

（秉承曉雲法師思想，沿用「蓮華學佛園園訓」為本院院訓）

般若思想—淨化身心

菩薩精神—悲智雙運

地址：558南投縣鹿谷鄉秀峰村仁愛路183之8號

183-3 Zinai Road, Showfon Village, Lu-Gu Shiang

Nan-tou County, Taiwan 558, R. O. C.

電話：049-267-1793

院 訓

壽
峰
山
光
量
學
佛
院



臺
灣
佛
學
院
所
教
育
年
鑑
創
刊
號

壽峰山光量學佛院

∂性質

∂校史

∂組織章程

∂教職生資料

∂課程概況

∂招生

∂費用

∂設備

∂校園生活介紹

∂規約

∂獎懲條例

∂評分標準

∂校舍鞷積及其平鞷圖

∂院規頒佈

∂壽峰山光量學佛院大事記

∂交通路線圖

目　錄



a.級別　學佛院基礎教育磣內分學前教育、學年

教育兩種。從第二屆開始磣學年教育依程度的

不同磣分設預科班（即初級部）及正科班（即

中級部）。將來有因緣再開設專才教育（專科

班）磣乃至研究班等。

b.學制

(1)平均學習年限：三年。

(2)採半年為一學期制。

c.特色

(1)環境特色

泝本院位於群山環繞之中磣面對秀峰社區及

瑞峰國中磣距離不遠不近磣雖歷經九二一

集集大地震之浩劫磣建築使用空間縮小磣

但仍不失為一理想清靜幽雅之修學環境。

沴本院是所私立學佛院磣屬於「常住學院一

體制」的靜修道場磣平常五堂功課及學院

作息上課之外磣沒有任何法會、少外緣磣

可以完全專心用功磣是極好的修學環境。

(2)修學特色

泝本院秉持光量寺開山導師兼學佛院院長照

因法師訓諭：「寧坐蒲團饑餓死磣不作人

間應付僧」的精神磣以遵從古風磣依循清

淨淡泊、刻苦耐勞的修行方式為主磣注重

解行並礓磣故課程的安排份量平均磣學生

除了上課、五堂功課及共修時間磣或出坡

活動之外磣每人每天規定禮佛至少二百

拜、佛號五千聲磣另外自己再加上個人每

日行持的法門。而且每日下午六點至翌晨

早齋前磣為止語時間磣以收攝身心磣用功

受持。

沴本院以行持戒律為日常生活依歸磣除了

早、午過堂搭衣持缽用齋外磣晚上不用藥

石及非時漿。每逢農曆初八、二十三日下

午大眾集合布薩誦梵網經菩薩戒磣月底

（三十或二十九日）及十五日下午誦四分

比丘尼戒。並每半月半月至淨律寺比丘僧

團請教誡。每年結夏安居磣如法依止、自

恣。

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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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九二一地震前—光量寺、光量學佛院一、二樓大殿正面外景（一樓供奉三寶佛磣二樓供奉西方三聖）



沊本院一向仰溯東林學風磣以淨土為歸磣故

每星期日尚安排念佛共修一永日磣內容以

拜佛、繞佛、地鐘念佛、止靜為主。每年

農曆正月舉行「新春吉祥佛七」磣中元解

夏前磣又有「解夏精礓佛七」磣慰勞同

學磣密集用功磣剋期取證磣並方便給有因

緣女居士一個行門精礓的機會。尤為培養

淨眾人才磣由第三屆開始磣分配兩人一

組磣一次十天的佛七行門磣並每天晚課畢

作大迴向磣大家輪流精礓行持。

沝本院為培養領眾的僧尼人才磣除學院規定

的解門、行門並礓之外磣更落實於道場運

作之執事磣故學生皆要輪流擔任執事磣務

必使令每位學生皆能各自獨立擔當道場的

執事運作磣由實習執事當中培養人事上的

互動及敬業樂群的精神磣砮將來獨當一面

的能力。

(3)教學特色

泝本院教理方面學宗天台磣以「教觀並重磣

禪戒合一磣止觀念佛磣定慧齊修」為修學

旨趣磣故學院所安排的課程磣所聘請的教

師磣不論面授或錄音授課磣皆依序深入般

若、戒律、淨土、唯識、天台等佛學教義

為解門課程。

沴本院教學特色磣為尊重年輕比丘法師各人

意願磣及護念男女眾戒法行持的方便磣故

有不少課程磣是以聽錄音帶為主。但有些

課程磣學生有疑問不懂磣尚可以電話請教

法師磣或集中一上課場所聘請當課法師面

授解答。考試有由當課法師命題磣試卷送

請法師批改磣或教務處聽示代為命題或批

改。

a.創立時間 1994年8月。

b.創立宗旨

仰溯東林：禪淨律學。

學宗天台：教觀並重。

行持戒律：止作二持。

旨歸淨土：止觀念佛。

秉持本院教育宗旨磣以宣揚正教磣利益有

情磣濟世教化磣是以矢志立願磣興建常住砮學院

一體的女眾叢林教育制度道場磣提供覺性薰修之

殊勝環境磣以嚴格僧伽之生活教育磣培養僧尼法

身慧命之內涵磣俾成三學德智兼備、住持正法、

續佛慧命、六和學行之僧尼青年磣為本院創辦教

學宗旨。

c.創立沿革

壽峰山光量學佛院的創立磣乃因光量寺開山

住持理光法師親近華梵大學創辦人曉雲法師十幾

年磣深受法師終身為佛教教育而努力的精神所感

召磣並因多次參砮「國際佛教教育研討會」的工

作且編冊成書磣對法師所提倡的「覺之教育」甚

有心得。是故秉持著「以師志為己志」的心願磣

發願跟隨法師的步伐、亦步亦趨地做一頭佛教教

育上的耕牛。

因緣成熟磣理光法師於 1990年起親近鹿谷

淨律寺住持照因法師；蒙法師慈悲磣提供現址興

建光量寺磣並親自指導一切建築。照因法師是位

深具悲願的菩薩磣深知要弘揚正法磣非得培育僧

材不可磣故於 1987 年在淨律寺創辦男眾學佛

院磣禮聘當今持戒嚴謹、德學戒行圓滿之道海律

師為院長磣積極栽培男眾僧材。但亦遺憾女眾人

才之流失磣欲願促緣成立女眾專修道場磣乃於

1994年光量寺硬體粗成之際磣即敦促光量寺住

持理光法師創辦女眾學佛院磣培養以持戒念佛、

深入教理、解行並重的女眾人才為主。壽峰山光

量學佛院於焉成立。為中興佛教磣著手教育人

才磣於 1994年磣招考第一屆學生。以三年為一

屆磣今已招收第三屆。

學生上課磣最初是在鐵皮屋的樓上。硬體設

備隨著寒暑假舉辦「教師學佛營」的需要而逐年

增建磣於原有的建築物之外磣再增加了講堂、大

教室、小教室、教務處辦公室、教師休息室、圖

書館、自修室、及關房。

1999年 9月 21日磣於集集大地震中磣壽峰

山光量學佛院除了原鐵皮屋（寮房）之外磣主要

建築物不幸全部震毀；目前已拆除完畢。至於現

有建築物磣則是承國際佛光協會及高雄覺元寺協

建而成磣是一棟鐵皮屋磣充作臨時大殿及四天王

殿。其他空間有簡單隔間磣尚有教室、圖書館、

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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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室、齋堂等功能運用。但其活動空間及所能容

納的人數均大大的縮減磣只有原來所使用空間的

十分之一。

地震後磣經搬運、拆除、整理磣目前仍繼續

上課磣有外聘老師的授課磣也有恭聽錄音帶的課

程磣以及由學院老師親自上課。每學期仍照常舉

辦期中考、期末考等成績考核。

d.創建導師暨現任院長—照因法師

照因法師簡介

照因法師磣為壽峰山光量寺創建導師及院

長、終南山淨律寺開山祖師暨住持、淨律學佛院

創辦人。

法師俗姓黃磣名朝沉磣生於 1933年磣砟灣

省彰化縣人磣從小在彰化員林長大。一直從事建

築行業磣尤以興建寺宇道場磣和佛教結下不解之

緣。

1983年磣法師竭力於鹿谷鄉初鄉村選擇二

十餘甲之淨地磣開闢了「終南山淨律寺」。

1984年磣禮座水里蓮因寺住持懺雲老法師

披剃出家。同年受具足戒於砟中慈善寺磣得戒和

尚為白聖法師。

1990 年於鹿谷鄉秀峰村捐地「光量寺」。

1991年開始協導光量寺的創建。

1994年促導光量寺興辦學院、常住一體的

「壽峰山光量學佛院」磣以培育尼眾人才；為本學

佛院之創建導師磣並慈悲擔任院長。

e.創辦人—理光法師

理光法師簡介

理光法師磣俗名林秀端磣砟中縣清水鎮人。

生於1946年。1964年禮新竹市壹同寺如證、如純

兩位法師座下剃度出家。1965年冬於苗栗大湖法

雲寺受具足戒。高雄佛光山東方佛教學院、砟北

士林蓮華學佛園畢業磣華梵佛學研究所肄業。曾

任蓮華學佛園、砟中靈山佛學院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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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地震後磣殿宇拆除畢—光量寺、光量學佛院臨時大殿外景 九二一地震後磣未拆除前—光量寺、光量學佛院全景

光量學佛院創建導師暨

院長　照因法師

光量學佛院創辦人暨

教務主任　理光法師



法師一心宗仰印度那爛陀學院學風磣以宣揚

正教、利益有情、濟世教化為己任；是以矢志立

願磣興建叢林教育道場磣以培養有道心、有悲願

的佛教人才磣乃創辦壽峰山光量學佛院。現任光

量寺住持、光量學佛院教師暨教務主任。

f. 未來展望

本院以「為弘法事業培養人才」為主要之教

育目的。祈求三寶加持磣培育人才的工作能代代

薪火相傳磣使僧才不斷磣以住持正法磣利益眾

生。期在持續以「小班制」、「常住學院化」、

「常住、學院一體」之生活教育為旨趣磣培育具

有「般若淨化思想磣菩薩悲智精神」、「解行並

重」三學德智兼備之弘宣正教、續佛慧命的人

才。

硬體建築的教學活動空間磣等待機緣再慢慢

規劃。軟體人才的培育磣不因外在空間而停頓磣

一切日常作息照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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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機構組織

本院之教學組織系統磣分為「學制系統」及「行政系統」。

(1)學制系統：分有「基礎教育」及「專才教育」。

基礎教育磣是目前的學佛院教育磣又分有「學前教育」及「學年教育」兩種磣學前教育為期三個

月適應觀察磣適應者准入學年教育。學年教育磣期限三年。

專才教育磣目前擬開設專科班磣期限四年。未來並將發展成立研究班。

研究班的開設計劃如下。

泝學制兩年磣共四學期。前兩學期磣學科任選；後兩學期磣解門蒐集論文磣撰寫資料；行門考核

功夫磣將實際經驗提出方案磣以嘉惠後學。

沴著重行解師資的培養。

(2)行政系統：本院的行政組織磣分為教務、訓導、總務三組。每組職事磣由本院老師帶領畢業生或

學生輪流擔任實習之。

b.機構章程 本院組織章程內容較長磣為免佔太多篇幅磣故不列出。

組織章程

院長─教務會議

學制系統

專才教育

學前教育三個月

學年教育三年

擬開設專科班磣將來發展研究班

教學組

註冊組

訓育組

糾察組

事務組

圖書組

行政系統

基礎教育

（目前學佛院）

教務處

訓導處

總務組



357

壽
峰
山
光
量
學
佛
院

姓名 性別 學經歷 （曾）教授科目

釋性梵 僧
中央軍校第三分校政治科畢業

其他見後文其簡介

往生淨土傳輯要、無量壽經講議＊

釋達理 僧
廣東國民大學政經系畢業

其他見後文其簡介

六祖壇經、唯心五種、心經、

永嘉大師證道歌、金剛經

釋果清 僧

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畢業、內典研究班畢業

淨律寺學佛院、南普陀佛學院教師

正覺精舍第二、四任方丈

四分比丘尼戒相表記＊

釋天因 僧
淨律學佛院畢業、淨律學佛院教師

埔里正覺精舍監院

南山律在家備覽、四分律隨機羯磨＊

釋淨界 僧

中原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淨律學佛院畢業

現任淨律學佛院教務主任

其他見後文其簡介

阿彌陀經要解、沙彌十戒述要、

佛法修學概要、唯識學概要、

百法明門論直解、八識規矩頌＊

釋法藏 僧
成大物理系畢業

其他見後文其簡介

戒學入門、得戒教育、沙彌律儀廣解、

中國佛教史、大愛道比丘尼經＊

釋淨圓 僧 見後文其簡介 佛遺教經、心經、彌陀圓中鈔、彌陀疏鈔

釋淨照 僧

東海大學物理系畢業、中華佛學研究所結業

1987年依止淨律寺照因法師剃度、1987年受戒

現任福嚴佛學院教師

廣五蘊論、百法明門論、唯識學概說、

佛遺教三經、解深密經、攝大乘論等

釋淨信 僧

淨律學佛院研究班畢業

淨律學佛院、光量學佛院教師

現任三求淨宗學佛會住持

梵唄、法器、蒙山施食

釋良因 僧
中央大學物理系畢業、淨律學佛院畢業

其他見後文其簡介

蒙山施食

釋理光 尼

現任光量寺住持、光量學佛院教師暨教務主任

其他見前文本院創辦人其簡介

小止觀、行事鈔導讀、戒學研讀、

沙彌律儀、緇門崇行錄、楞嚴經、

禪林寶訓講記、大般若經知津

釋通願 尼 大學畢業。其他見後文其簡介 四分比丘尼戒相表記＊

釋照毅 尼

現任光量學佛院訓導主任

蓮華學佛園畢業

1983年依止如悟法師剃度出家

1983年於砟北臨濟寺受戒

學佛行儀、沙彌律儀、禪林寶訓、梵唄練習

壽峰山光量學佛院歷屆師資簡介

※（曾）教授科目欄中出現的＊用以表示該法師均以錄音帶方式授課。

a.教師

89學年度（2000年度）教師人數：6人。

現有教師國籍均為中華民國籍。

本院修業年限磣每屆三年。遵從古風磣依學祖師大德體制磣乃採行「常住、學院一體」磣於行

門、解門、常住執事三項均衡發展。特重所培育人才的思想、行為之正確磣因此對於課程之安排砮教

師之延聘格外慎重。歷任教師甚至有八十三高齡、風雨無阻地來授課者磣其為法之精神磣堪為我們的

模範。歷屆師資簡介如下。

教職生資料



性梵法師簡介

法師俗姓黃名奎磣字友明磣 1920年生。世

居於福建省永定縣峰市鄉的小農村磣為勤勞奮勉

之農家子弟。

十七歲在家鄉當教員磣時值日本軍閥發動戰

爭侵我中華磣法師乃投筆從戎磣考礓當時位於福

建龍岩之八十師政工部。一年後獲保送至中央軍

校磣畢業於中央軍校第十六期。在軍旅生涯中磣

法師曾擔任當時新編第二十師政治部科員、雲南

部隊政治專員及政治部（上海）中校科長等職。

抗戰勝利砟灣光復磣隨時局之變化磣法師調任金

門第一任行政公署辦公室主任磣此時已準備為軍

旅生涯劃下句點。

1949年政府播遷來砟磣法師亦同時卸下戎

裝磣並於基隆愛三路開設自由書局。所往來者皆

品性高尚之學佛人士磣同時也因此而種下日後出

家的因緣。

法師於慈航法師處皈依三寶磣法號為「慈

萬」。曾親近慈航、道安、印順、白聖、道源、

懺雲及會性法師等高僧大德。 1955年（三十五

歲）於獅頭山元光寺受在家菩薩戒。 1958 年

（三十八歲）於基隆海會寺聆聽道源法師講地藏

經。

性梵法師出家事蹟

1962年（四十二歲）：2月8日於苗栗靈峰蘭若

寺依會性法師出家；法號「振慈」磣字「性梵」。

1963年（四十三歲）：3月於砟北圓山臨濟寺登

壇受具足戒磣三師和尚為：白聖法師、慧三法

師、道源法師。法師當時擔任戒會沙彌首。受戒

後磣參加基隆海會寺結夏安居聆聽道源法師講涅

槃經。

1964年（四十四歲）：前往新竹福嚴精舍磣親

近印順法師修學。

1964年至 1965年：創辦無量壽放生會及無量壽

印經會。

1968年 11月 9日：晉山獅頭山元光寺第八代住

持磣1974年退位。

1974年：創辦新竹市無量壽圖書館。（今為佛

光山分院新竹法寶寺。）

1974年至 1976年：擔任砟北慧日講堂當家並代

理住持。

1977 年：晉山新竹福嚴精舍住持磣 1981 年退

位。

1983年：住持砟北三峽佛教淨業林。

1983 年至 1984 年：至埔善天寺、祥林精舍等

地磣短期閉關用功。

1984年：駐砷南投鹿谷淨律寺。

1985年：於淨律寺受住持和尚之請磣舉行為期

二十一日之精礓佛七磣領導大眾磣息諸外緣磣專

心念佛。爾後乃應大眾之請開講《般若心經》及

《觀無量壽佛經》。

1987年：鹿谷淨律寺創辦淨律學佛院磣聘請性

梵法師為副院長。並開講《大乘妙法蓮華經》。

1991年佛誕日：於南投魚池鄉妙音精舍閉關。

1992 年出關磣回鹿谷淨律寺學佛院二度開講

《無量壽經》、《往生論註》及《往生淨土傳輯

要》。

1997年 2月 21日：離開淨律寺磣移砷新竹福嚴

精舍。

1997年3月3日：立遺囑；請真華法師和大航法

師全權處理後事。

1997年 3月 22日：身體微恙至砟北砟大醫院就

醫。

1997年4月1日：出院返回精舍。

1997年4月7日：至省立新竹醫院靜養。

1997年 4月 11日（77歲）：下午決定出院磣返

回精舍往生。下午 17:00回到精舍磣 18:23在大

眾師的念佛聲中磣右脅而臥磣安詳往生。

老法師除早期成立無量壽放生會磣無量壽印

經會及新竹市無量壽圖書館外磣一生講學、度眾

無數磣其著作共完成九冊淨土大乘經論：《〈般

若波羅蜜多心經觀行解〉、〈佛七開示關中偶得

偈語〉合刊》、《無量壽經講義》、《大乘妙法蓮

華經》、《安樂集講義》、《往生論註講義》、

《往生淨土傳輯要》、《淨土生無生論講義》、

《萬善同歸集講義》、《因果選輯》。

另應果清法師之請撰寫《觀經妙宗鈔》磣然

僅完成五分之二即捨報往生。於末法中磣此大善

知識殞歿實是眾生明燈之倏滅磣教界亦頓失一良

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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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理禪師簡介

達理禪師磣俗姓丁磣諱身泰磣字漱亞。廣東

潮安人磣為旅泰富商丁章球居士之裔。 1911年

（民國前 1年）生。廣東國民大學政經系畢。投

身軍旅磣位居多方要職。 1962年自軍中退休磣

親近妙果法師。 1963年妙果法師生西磣由本明

法師代妙果法師舉行披剃嗣法儀典磣法號「達理

今哲」；同年年底磣受具足戒。 1968 年議創

「東山學苑」。 1970年先後至泰京磣七處講經說

法磣廣申弘義磣為友邦歎悅。值「東山學苑」落

成磣此後每磩六下午定期授業磣 學生多為杏壇

菁英。爾後多次往馬來西亞、新加坡演法。曾任

南普陀佛學院、淨律學佛院、光量學佛院教師。

晚年致力於研討佛門法統論著。1997年往生。

淨界法師簡介

淨界法師於 1983年畢業於中原大學機械工

程系。役滿之後磣礓入中國矣鐵公司擔任機械工

程師；時有都市學佛院磣因有好感磣遂往參加磣

講課法師適為慧天法師磣是為法師初入佛門之因

緣。

1987年出家受戒磣並就讀淨律學佛院第一

屆磣為期三年磣受教於達理法師、性梵法師等已

故尊宿磣以及道海律師、果清律師、慧天法師等

善知識座下磣並兼任教務工作之推行磣得以親受

老和尚之教導磣於解門、行門、事務門及性格之

陶冶等方面磣受益良多磣並於 1993年起擔任淨

律學佛院教務主任至今。

法師之修學以天台為宗磣旁及唯識、中觀磣

並匯歸淨土法門。教義之研究以中國傳統佛法為

主磣其中最服膺《楞嚴》、《法華》、《彌陀經》

等經論磣及蕅益大師之思想。並曾於本院、蓮因

寺、北部齋戒學會、南普陀佛學院及福嚴佛學院

等多處講學磣授過之課程有佛法修學概要、《靈

峰宗論》、《百法明門論》、《唯識三十頌》、

《教觀綱宗》、《小止觀》、及《彌陀要解》等課

程磣並已製成錄音帶流通。

鑒於末法時期磣正法衰微磣眾生迷惑、徬

徨磣亟須佛法光明之引導磣使內心有真正之皈依

處磣因此弘揚正法、續佛慧命磣使令佛法的光明

得以燈燈無盡、永久住世磣至為重要。而佛滅度

後磣法賴僧傳磣是故法師以僧伽教育為己任磣課

餘之時隨緣講學、參訪磣使更多人對佛法生起歡

喜磣乃至破惡、生善、入理之益磣礓一步生起廣

大的菩提心磣同登極樂、同成佛道磣是為法師自

利、利人之志。

法藏法師簡介

法藏法師磣1962年生。1985年畢業於成大

物理系磣 1987年空軍役畢磣旋出家於砟中清涼

寺磣並至砟北臨濟寺受三壇大戒。早年親近過教

內多位長老磣學習天台、戒律、淨土等教理。

除擔任佛學院教務主任外磣平時尚受邀至國

內外（美國、大陸、馬來西亞等）各地演講。曾

任淨土專宗佛學院教務主任、《僧伽雜誌》創辦

人兼總編輯、正法輪僧伽聯誼會總幹事、南普陀

佛學院教務主任。現任屏東車城青龍寺副住持、

佛教衛星電視砟曉光空中佛學院教務長、中國佛

教傳佈協會會長、《僧伽雜誌》發行人兼主筆、

佛教僧伽教育院院長、僧伽文教基金會及僧伽出

版社負責人。

法師之修行磣素以「教學天台、行遵律儀、

修歸淨土」為總綱；以「痛念生死、發菩提心、

三學總持、信願持名」為宗旨；以「依眾靠眾、

盡壽學戒、恆課不斷、閉關專修」為方法；以

「廣學多聞、隨緣作務、懺悔業障、觀心修德」

為助行。另以「實學實修磣四恩圖報；自他兩

利磣僧團增上；德學並重磣豎正法幢；善巧方

便磣為世前導」為理想。

著作有：《水月抄》、《法華三眛懺輔行集

註》、《僧教育》、《傳戒改良芻議》（編輯

中）磣並撰寫各類教團評論文章（大部份發表於

《僧伽》雜誌）磣並製作各類弘法、演講錄音帶

（由高雄諦聽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發行）。

網址為http://www.buddhismnet.net磣

或鏡像網址http://www.buddhismnet.org.tw磣

或中文網址：佛教網.tw。

淨圓法師簡介 淨圓法師自述

老納俗姓吳磣名炳南磣字三郎磣號政諺。於

1938年生於砟灣省磣砟南市人。時逢大東亞戰

亂時期磣故從小經歷很多生離死別苦。受到當時

貧窮之苦磣七歲就要做粗工磣八歲負責一家大小

之三餐磣十三歲就做生意養活一家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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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磣十六歲磣依止砟南市中正路湛然

寺慧峰法師磣參加青少年弘法團磣到鄉下弘法。

1958年二十歲時有出家意願磣專程到新竹青草

湖靈隱寺磣懇求方丈和尚虛無法師剃度磣以便親

近慈航法師。但是因緣未具足磣被父母強行帶

回。直到 1975年三十七歲時到觀音寺禮佛磣得

到一本《阿彌陀經》磣如獲至寶磣才再續佛緣。

能更深入探討佛法磣並積極到處參加精礓佛七磣

及朝山活動。又因反覆研讀斌宗大法師講解的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磣深解人生如幻磣再度生起

出家修道之念頭磣但因俗緣未了磣暫先居家修

行。自定早晚二課磣精礓自勉磣早課從三點半起

床磣四點上殿誦楞嚴咒、十小咒、拜佛、念佛、

打坐計三小時磣七點下樓用早餐完然後上班磣晚

課七點開始誦《阿彌陀經》、拜佛、念佛、打坐

計三小時磣至十點後休息。 1980年四十二歲皈

依廣欽法師磣賜號傳學。 1982年再皈依懺雲法

師磣賜號淨男磣並受持五戒及終身的八關齋戒磣

從此以後更加精礓修行。 1985年到妙通寺受在

家菩薩戒後磣嚴謹持戒。

1986年時四十八歲磣安頓俗務磣前往淨律

寺依止照因法師出家。於1987年元月15日正式

圓頂出家磣賜名果明號淨圓磣並於當年 11月在

砟北臨濟寺受三壇大戒。

解行二門：解門專研淨土及般若的相關經

論磣如淨土三經、《大般若經》、《金剛經》、

《維摩詰經》、《圓覺經》、《法華經》、《楞嚴經》

等磣尤其閱讀《大智度論》四遍。行門專修念佛

法門磣並曾擔任精礓佛七的主七和尚。 1989年

在斗六引善寺講《彌陀經》。1996年在淨律寺講

《佛遺教經》、《四十二章經》、《無量壽經》、

《金剛經》、《印光祖師精華錄》；在竹山蓮社講

「佛法砮人生」、彌陀要解。 1992年在砟北精舍

講《八大人覺經》。1997年在淨律寺講《優婆塞

戒經》；在光量寺講《阿彌陀經圓中鈔》；9月

到美國八大洲的佛學社弘法兩個月磣 11月底回

砟灣。其中到紐奧良大學講課磣上電視弘法結無

上殊勝因緣。

老納的座右銘為—

「聽無聲的聲磣觀照無形之念。」

良因法師簡介

良因法師 1990年畢業於中央大學物理系。

大學期間便參加蓮因寺大專學生齋戒學會磣並擔

任數屆總務學員長磣於其間親近懺雲法師磣受法

師慈悲攝受而發起出世之心磣於其座下披剃。

1991年於日月禪寺受大戒磣之後前往淨律

學佛院就讀（第五屆）磣為期三年磣畢業後便留

任學院擔任監學、教務長等執事工作磣並擔任教

學法師之職務。

法師於學院期間磣受教於達理法師、性梵法

師等已故尊宿磣以及道海律師、果清律師、慧天

法師等善知識座下磣於僧格之養成及戒、教二門

受益良多。

法師之解行以「深入經藏、行歸彌陀」為

宗。曾於本院、蓮因寺、北部齋戒學會等處講

學磣授過之課程有《南山律在家備覽》、在家律

學述要、《遺教三經》、《教觀綱宗》等相關課

程磣前兩種並已製成錄音帶流通。

鑒於末法時期正法衰微磣眾生沉淪、痛苦日

劇於前磣弘法利生之事刻不容緩磣是故法師以弘

揚正法、續佛慧命、住持僧團、提攜後學為菩提

本願磣俾眾生皆離一切苦磣得世、出世間一切

樂磣乃至歿後共登極樂蓮邦而後已磣是法師一生

之職志及弘法之目的。

通願法師簡介 幻雲法師撰

通願法師磣俗姓翟。父為清末舉人磣為人剛

直不阿。母熱心教育磣晚年出家磣八十二歲於五

砟山圓寂。法師幼稟庭訓磣承其父之直磣傳其母

之慈磣故為近代比丘尼中之大德磣自有其因緣。

七七事變時磣法師當時仍為在家人磣因國局

色變磣故於大學畢業後磣賦閒在家。因緣會遇磣

正值當代律師慈舟法師受倓虛法師之請而住於北

京淨蓮寺、並開講華嚴經；法師往聽兩年圓滿磣

於人生道上多所契悟磣乃於 1940年發心披剃於

慈老座下磣法名通願磣號妙體。由於慈老素以律

聞於道磣不畜女眾磣於是介紹法師至北京通教寺

依止開慧法師。通願法師於此廣研修學磣以奠定

日後弘法利生之基。由於潛心向道磣魔礙不退磣

故逢文化大革命、紅衛兵等磣遭遣僧尼還俗、下

鄉、解放磣歸為黑五類、批鬥、勞改磣種種苦

難磣彌堅其志磣於韜光養晦中磣更顯其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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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一生以律自持磣以華嚴為依磣以彌陀淨

土為歸宿。寬以待人磣嚴以持己磣依學者遍及全

國各省。以三不教示學人：一、不畜徒；有私徒

易起諍。二、不可為師寫傳；古德著傳磣有修

證磣己則一凡夫。三、師本身亦不著書立說；謂

古德之籍汗牛充棟磣如來之語真實無虛磣依之解

行磣足可抵解脫岸。

師於安居期曾多次講解戒相表記磣並砮當時

大德合作磣圓滿傳授二部僧戒。 1991年於太原

崇善寺大眾念佛聲中安祥往生磣荼毘得舍利子一

萬多顆。骨灰分三分磣一撒五砟山大白塔永護佛

法磣二撒四方朝五砟山路上讓人踩踏磣以消宿世

罪愆磣三送蘇州靈岩山供養。法師一生看似簡

淡磣卻是實藏磣堪為近代僧人典範。時年七十八

齡。

b.行政人員

3位磣皆為本院畢業的校友磣各負責教務、

事務、訓導三組。

c.學生　以三年為一屆。至 90學年度（2001年

度）磣招生至第三屆。每屆約招生10人。

(1)現有全修生人數： 12 人。均為中華民國

籍。

(2)學生出路

學生未來發展的方向有三：

泝留任學院磣擔任教師。

沴留任學院、或回各人常住擔任執事。

沊由學院提供靜修環境磣在解、行門二門

中磣繼續深究。

此外磣期望學生在對自己的終身教育不斷努

力之餘磣更能在教育慈濟方面啟發出下列事業。

泝教育：貢獻僧伽教育磣培育人才。推廣宗

教教育。

沴文化：發揚佛教及中國文化。創辦教育文

化事業磣宣揚正法磣編訂儀軌磣助

印經典。

沊慈濟：佛法家庭的輔導。慈濟貧病磣並予

以教化。

d.教職生人數比為7：3：12。

e.校友 人數2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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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現任 性別 學經歷 其他

釋量廣 訓導糾察 尼

省立砟北師專音樂科畢業

國立砟北師院音樂教育系畢業

砟中縣外埔國小級任教師

砟中縣僑仁國小音樂科任教師

光量學佛院畢業

1994年依止理光法師剃度出家

1995年於新竹玄奘大學受戒

釋量覺 事務圖書 尼 光量學佛院畢業
1997年依止理光法師剃度出家

1999年於高雄光德寺受戒

釋量正 教學註冊 尼

私立弘光護專護理助產科畢業

林口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護理師七年

光量學佛院畢業

1997年依止理光法師剃度出家

1999年於高雄光德寺受戒

屆別 第一屆 第二屆 第三屆

學生人數 10 14 14

休（退）學人數 7 4 2

壽峰山光量學佛院督政人員簡介



a.教學內容簡表

課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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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門教育 誦經、持咒
助行

實習執事

拜佛、念佛 正行

生活教育 學佛行儀

梵唄法器

五堂功課

解門教育

淨土

法相

基礎教育

專才教育

般若

專書導讀
祖師語錄

儒學典籍

戒律

九二一地震後—光量學佛院磣目前上課情形

九二一地震後—光量學佛院解夏磣精礓佛七磣院長開示

第一屆

第一學年

1994年∼1995年

第二學年

1995年∼1996年

第三學年

1996年∼1997年

上學期

佛法概要

沙彌律儀

梵唄法器

緇門崇行錄

阿彌陀經要解

永嘉大師證道歌

金剛經

禪林寶訓講記

往生淨土傳輯要

彌陀圓中鈔

金剛經

心經

比丘尼戒相表記

行事鈔導讀

往生淨土傳輯要

下學期

沙彌律儀

緇門崇行錄

往生淨土傳輯要

六祖壇經

在家律學

梵唄練習

唯識學概要

大乘廣五蘊論

解深密經

金剛經

沙彌律儀

沙彌十戒述要

四分比丘尼戒相表記

往生淨土傳輯要

彌陀圓中鈔

心經

唯心五種

小止觀

四分律隨機羯磨

比丘尼戒相表記

佛遺教經

大佛頂首楞嚴經

普賢行願品

光量學佛院歷屆課程分配總目

b.歷屆課程表　茲將第一屆到第三屆（1994年~2001年）各學期課程附錄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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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分正科班、預科班）

第一學年

1997年∼1998年

第二學年

1998年∼1999年

第三學年

1999年∼2000年

上學期

初級部

（預科班）

學佛行儀

佛法修學概要

彌陀要解講義

普賢行願品

佛遺教經

小止觀

沙彌學處

唯識學概要

戒學入門

小止觀

無量壽經講義

得戒教育

無量壽經講義

楞嚴經

大愛道比丘尼經

心經

禪林寶訓

中級部

（正科班）

隨機羯磨

楞嚴經

普賢行願品

佛遺教經

小止觀

楞嚴經

戒學入門

小止觀

無量壽經講義

得戒教育

行事鈔導讀

無量壽經講義

楞嚴經

大愛道比丘尼經

心經

1999年九二一集集大地震磣幾乎沒上課。

下學期

初級部

（預科班）

學佛行儀

佛法修學概要

彌陀要解講義

南山律在家備覽

戒學入門

小止觀

無量壽經講義

楞嚴經

沙彌學處

研讀—佛法修學概要

禪林寶訓

心經

大般若經知津

大愛道比丘尼經

無量壽經講義

禪林寶訓

中級部

（正科班）

梵唄

戒學研讀

小止觀

南山律在家備覽

戒學入門

無量壽經講義

楞嚴經

沙彌學處

心經

大般若經知津

大愛道比丘尼經

無量壽經

第三屆（分正科班、預科班）

第一學年

2000年∼2001年

第二學年

2001年∼2002年

上學期

預科班

正科班

預科班

戒學入門

禪林寶訓

佛法修學概要

彌陀疏鈔

中國佛教史

小止觀

小止觀

天台教觀綱要

四分律比丘尼戒

首楞嚴經

唯識三十頌

天台宗入門

梵唄、法器

正科班

彌陀疏鈔

中國佛教史

小止觀

下學期
預科班

正科班

彌陀疏鈔

大乘百法明門論直解

八識規矩頌

比丘尼戒相表記

小止觀

大般若經知津

89學年度（2000年度）下學期起磣因學生程度相當磣故合班上課。



本院三年招生一次磣至 90學年度已招生第

三屆。招生啟事則刊載於佛教的雜誌。

a.主修課程

戒律、淨土、般若、法相。修學年限為三

年。

b.招生方式

泝報考資格：年齡三十五歲以下磣深信三

寶磣思想純正磣身心健康磣且無不良嗜好

之高中、高職畢業或同等學歷之僧俗女

眾。

沴考試科目：佛學常識、作文、口試。

沊報名日期：大約在招生啟事發出日起至7月

底止。下次招生考試大約在2003年8月。

沝報考方試：一律通訊報名磣填寫報名表乙

份磣兩吋之半身近照兩張磣五百字以上自

傳一篇磣附交身份證影印本、個人戶籍短

本及學歷證明書影印本各乙份磣保證書乙

份。

沀考試日期及地點：約在 8 月中旬於本院舉

行。

光量學佛院　電話：049-267-1793

全免。但本院為關懷同學完成學業磣預防中

途變志磣故新生入學須繳納保證金新砟幣壹萬

元磣三年畢業磣悉數退還；若有不便之處磣待提

出說明書後磣再准予緩繳或免繳。

921大地震前：大、小教室、大講堂、教師

休息室、教務處、自修室、可容納一百人之大寮

房（廣單）、圖書館、大殿、大寮、寮房。（硬

體設備附平面參考圖。）影印機、電腦、電視機

各一部。

921大地震後：教務處、自修室、圖書館、

大殿、大寮、寮房。（硬體設備使用範圍大為縮

小磣附平面參考圖。）影印機一部。

a.德育新猷（培養德行教育的新計劃）

本院重視學生自性的開發磣及心性的培養。

除了律儀、誦經、五堂功課外磣以每磩的中心德

目作為德育策勵的目標。

校園生活介紹

設備

費用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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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量學佛院九十學年度（正科班、預科班第三屆第二學年）第一學期課程表

星期

科目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朝時課誦

共修念佛

（每個月一

次大悲懺

法會）

04:10 – 05:30

共修拜八十八佛14:00 – 14:45

暮時課誦18:30 – 20:10

自修20:20 – 21:30

班會

小止觀

般若知津

天台

教觀綱要
出坡

四分律

比丘尼戒

自修

首楞嚴經

08:00 – 09:30

放香
唯識

三十頌

唯識研討

出坡

天台宗入門
天台學研討

出坡

戒律學

研討輔導

梵唄、法器

出坡

15:00 – 16:00

16:10 – 17:10

09:35 – 10:35



b.體育活動

本院注重學生健康和環境衛生磣曾舉行香

功、早操、戶外郊遊、道場參訪、行腳等。

c.訓育方針

訓導部份磣特別重視學生個別差異磣輔導克

服學習的障礙磣協助解決問題磣發展健全的人

格。為幫助新生身心安住磣絕諸外緣磣入學後三

個月內禁止書信、電話、會客。（但有特殊事情

不在此限。）

d.生活作息表

(1)光量學佛院共住規約

泝弘揚佛法磣教闡經論磣行宗淨土磣導歸極

樂。

沴作息隨眾磣虛心受諫磣和合辦道。

沊無事不外出磣外出白執事。

沝不閒談磣不歌舞伎樂；食不語磣寢不言。

沀愛護公物磣培福惜福磣若有侵損磣照價賠

償。

泞不作經懺佛事磣不攀緣信徒。

泀僧俗有下列幾項之一者磣不共住。

犯八根本戒者。觸犯國法者。邪見邪命者。

欺凌師長者。結黨營私煽眾鬥爭者。攜煙酒入寺

者。私用寺名募化者。攀緣信徒有損僧格者。

(2)課誦規約

泝二時課誦應準時參加磣無重大事故磣不得

遲到或缺席磣如有缺席應事先請假。

沴殿堂犍椎磣各宜熟練磣輕重緩急如法磣不

得參差紊亂。

沊拜跪合掌各有定儀磣不得上下左右參差不

齊磣有失威儀。

沝痰吐涕唾應盛以手紙或巾布磣既到殿內不

得隨意外出或走動磣倘有事關緊急磣亦應

請假磣方可退出。

沀咳嗽呵欠噴嚏宜掩口磣以免有礙他人靜

修。

泞二時課誦係為自己培福修慧磣消受信施磣

故宜開口唱誦磣不得避懶偷安。

泀舉腔唱誦以出口能念為度磣犍椎法器以如

法次第為準磣不得效一般經懺者流磣徒資

娛耳。

洰礓殿出殿磣均宜肅靜安詳次第列隊磣不得

相互交談磣隨意礓出。

規約

365

壽
峰
山
光
量
學
佛
院

項目

時間

內容

時間 項目

上午

中午

03 : 00∼03 : 30 開板起床

04 :10∼05 :30 早課

05 : 30∼06 : 00 靜坐

06 : 00∼06 : 40 早齋

06 : 50∼07 : 50 環境保養

08 : 00∼10 : 35 上課磣或自修

10 : 35∼11 : 00 自修磣典座、行堂

11 : 00∼11 : 40 午齋

12 :00∼12 : 20
行香。典座、行堂、

貼案處理大寮工作

13 : 00∼13 : 45 午休

下午

備註

14 : 00∼14 : 45 共修 拜八十八佛

15 : 00∼16 :30 上課

16 : 40∼17 : 30 出坡

17 : 40∼18 :20 沐浴

18 : 30∼20 : 10 晚課

20 : 20∼21 : 30 自修

21 : 30 熄燈

21 : 40 養息

星期日：上午07:45∼10:45共修念佛。

15:00∼17:10放香。

星期六：上午08:00∼10:30出坡；

下午14:00∼16:30拜大悲寶懺。

光量學佛院九十年度第一學期生活作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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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懲條例

嘉獎—凡解行精礓、品德優良、熱心為眾服務之學員磣得予記「嘉獎」磣以示獎勵。

記功—凡解行精礓、品德優良、熱心為眾服務而功績卓著者磣得予「記功」磣以示獎勵。

罰勞役—凡違規次數達三次以上者磣得「罰勞役」處分磣以示警誡。

跪香—凡身心散漫、違反「生活規約」情節重大者磣或「違規」次數達五次者磣得予

「跪香」磣以示警誡。

退學—凡違犯「共住規約」者磣或「解門成績」、「行門成績」、「操行成績」其中任何

一項不及格者磣得予「退學」處分。

懲罰

獎賞

評分標準

操行成績

操守品行40%
學習態度

服務精神

遲到、早退

昏沈、擾眾

缺席

讀書室（教室）

寮房

五堂功課40%

個人內務20%

一、二年級

三年級

修學科目平均

修學科目平均

拜佛

念佛

誦經、持咒

解門成績

行門成績

1999年九二一地震前—

光量寺、光量學佛院首辦

第一屆暑期女童八關齋戒

九二一地震前—光量寺、光量學佛院二樓大殿內景磣供奉西

方三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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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地震前—光量寺、光量學佛院一樓簡易平面圖

備
註
：

一
、
此
光
量
寺
、
光
量
學
佛
院
磣

一
樓
簡
易
平
面
圖
錄
自
中
華

民
國
福
智
協
會
88
年
︵1999

年
︶
寒
假
教
師
學
佛
營
活
動

手
冊
頁
九
、
十
。

二
、
是
九
二
一
地
震
前
光
量
寺
、

光
量
學
佛
院
磣
硬
體
設
備
磣

建
坪
約
為
一
千
坪
。
即
當
時

光
量
學
佛
院
使
用
的
校
舍
面

積
。

地震前：建坪約為一千坪（使用地為一甲多）。

地震後：約三百坪（鐵皮屋）（附平面圖）。

校舍面積及其平面圖

九二一地震前—光量寺、光量學佛院二樓簡易平面圖 九二一地震前—光量寺、光量學佛院三樓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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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

一
、
此
兩
張
簡
易
平
面
圖

是
目
前
光
量
寺
︵
光

量
學
佛
院
︶
的
使
用

範
圍
。

二
、
硬
體
設
備
皆
為
鐵
皮

建
築
物
磣
面
積
約
有

三
百
坪
。

三
、
從
九
二
一
地
震
後
使

用
面
積
大
為
縮
小
。

僧
　
眾
　
寮
　
房

香
　
燈
　
庫
　
房

衣物庫房

九
二
一
地
震
後—

光
量
寺
、
光
量
學
佛
院
雲
棲
寮
二
樓
平
面
圖

九二一地震後—光量寺、光量學佛院一樓現況簡易平面圖

齋堂



1999年9月21日之前磣所有學院大事記錄被埋磣於拆除中全毀磣故無詳細資料可提供。今僅以地

震後資料為主磣提供參考。

1994年 創辦光量學佛院磣正式開學。因九二一地震使資料記錄遺失。只記得當時曾舉辦福

智教師學佛營磣當任縣長林源朗先生及教育局長均蒞臨致詞。

1997年 從第二屆開始磣分為初級部（即預科班）砮中級部（即正科班）。

1999年 09.21 凌晨1:47集集七點三級大地震磣大殿建築全毀磣二樓變一樓磣全體師生於念佛中磣

度過驚慌恐懼漫長的一夜磣所幸全體平安。

09.26 泝早上八點多六點八級餘震磣圖書館、齋堂震毀。全體師生於居士家又遷移至瑞峰

國中操場搭帳篷。露天黑暗中照常早晚課。

沴院長慈諭白天指定兩人輪流稱念大悲觀世音菩薩聖號磣以祈消災免難磣已往生者

得生淨土磣現生者脫離險境磣身心早日安定。

沊至公所申請國軍協助拆除磣公所以寺廟未列入救災範圍磣退回申請。

10.02 全體師生搬入臨時鐵皮屋磣有個作早晚課場所磣結束一星期的帳篷生活。留少部份

人員打點伙食磣及接待陸續前來賑災之法師、大德居士、團體磣其餘人員回常住冒

餘震之險磣搶救可搶救出來的佛像、法寶、物品等。但一些重要資料都被壓住磣無

法搶救出來磣甚為遺憾。

10.06 泝再次到公所申請拆除磣公所人員回答光量寺沒有寺廟登記磣屬於違章建築磣原本

就不合法磣不予受理。光量寺於1991年建築時磣因不諳法令磣故以農舍方法申請

建築磣1992年欲辦理「寺廟補辦登記」時磣以未完成被退回磣待建築完成時已超

過時令。這幾年一直在申請寺廟登記磣都還在礓行中磣就一切震垮了。一震就震出

兩邊皆不受理的法令問題出來磣不知如何處理。

壽峰山光颽學佛院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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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虔誠恭敬磣心性調柔。 二、慈悲柔順磣上敬下和。

三、尊師重道磣依教奉行。 四、遵守規約磣和合無諍。

五、舉止安詳磣穩重自在。 六、守口攝心磣老實修行。

七、言行一致磣腳踏實地。 八、心不攀緣磣安住道業。

九、常住為主磣身心奉獻。 十、任勞任怨磣能修福慧。

十一、勇於認錯磣道心堅固。 十二、勇於承擔磣負責到底。

十三、執行職事磣盡心盡力。 十四、交待任務磣圓滿達成。

十五、愛護常住磣重於己命。 十六、護持正法磣不起分別。

十七、以公為重磣不結黨派。 十八、謙虛納諫磣正義行事。

十九、淡泊名利磣節省日用。 二十、脫俗氣質磣思想純正。

二十一、持戒念佛磣淨土為歸。

光量學佛院所要教育栽培的人

本院規約內容如下。

院規頒佈



沴同學至附近村莊慰問、發放救濟品。

沊繼續回常住搶救未損毀之物品。

10.12 泝中國佛教會嘉義市分會理事長會光法師等磣來關心災後情形磣提供災後重整建

議磣及向政府申請協助拆除辦理方法。

沴建築師公會受內政部委託前來評鑑磣列入全倒之危險建築物磣唯大眾寮房之鐵皮

屋尚可居住使用。

10.13 有居士提供一分地之茶園磣作為遷移之場所。但因災後一切尚未就緒磣且法令未明

確磣加上經費問題（因光量寺一向常住、學院一體磣只辦學磣不做法會磣故外護

少）磣而被院長婉拒。大眾繼續災後工作磣所有課程全部停頓。

10.14 泝今天中午嘉義市佛教會理事長會光法師又特來視察磣欲為我們搭建三合院式的鐵

皮屋、尋找安眾的理想地點等磣我們只有感恩禮瞴法師的慈悲。

沴高雄市覺元寺會明法師及弟子禪慧法師特託理事長會光法師由新營購一砟大型冰

箱贈送給我們磣解決我們飲食衛生上許多問題。

10.19 泝居士發心請來卡車磣將地震受損之西方三聖聖像、四天王、彌勒菩薩聖像、護法

韋馱菩薩聖像送回工廠整修。未受損之二樓大殿佛桌及地藏王菩薩聖像則暫安置居

士工廠。

沴連日來餘震不斷磣滿目瘡痍令人心酸。佛教團體不斷地來慰問賑災磣充分表露佛

陀的慈悲精神。

沊沙鹿善德寺如立法師帶十幾位居士上山幫忙。

10.21 泝開證法師、菩妙法師等來關懷災後情形。

沴因27日有行者發心出家磣故全體師生合力整理未受損之鐵皮屋磣預計回常住舉

行剃度儀式。

沊居士發心請挖土機修補堀底橋損壞之橋頭路基。

10.22 嘉義六點四級地震磣講堂、大教室、小教室磣以及辦教師學佛營之大廣單寮房全

倒。一波又一波的地震磣使得所有矣筋水泥之建築物全倒無一倖免。

10.27 泝早上九點於鐵皮屋二樓臨時佛堂磣為四位發心行者舉行出家圓頂儀式磣並受沙彌

尼戒磣各人俗家眷屬來觀禮磣祝福者不少磣亦有遠從砟北下來的親人。在這大災難

中仍如此發心磣令人讚歎。

沴學院規矩須住滿一年磣道心堅固磣能砮大眾和合者磣乃可出家。

10.31 原本這磩是期中考磣因地震關係而停課磣故行事曆亦更改。

11.02 大眾將原來的曬衣場整理出來磣做為臨時教室磣開始恢復聽課。課餘時間仍繼續環

境整修。

11.07 公所回覆消息磣可幫忙拆除全倒建築物。作息恢復正常磣其餘時間整修環境。

11.15 早上三部拆除重機械磣正式礓行拆除工作。機械經過下面停車場磣由大廣單寮房先

拆除磣開出一條工作路線。

11.22 同學過去淨律寺磣作每半月半月的請教誡儀式磣又恭請照因院長開示。於午齋後磣

教務主任理光法師帶領同學過去淨律寺恭聽開示。

11.23 泝繼續由一樓大殿中磣搶救出未受損之法器經典。

沴原先以為被壓在一樓的三寶佛必然全毀磣竟奇蹟似的磣只是頭部稍微擦傷磣令大

眾感動不已磣所有工人也覺得很不可思議。真是佛力不可思議。

12.06 今天起行門功課加強磣早上九點全體集合共誦《法華經》一卷磣從今開始預定恭誦

一百零八部《法華經》磣以此功德迴向國土平安磣災難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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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 地震以來磣淨圓法師第一次來上課磣開示了許多瞺勵同學的金玉良言磣同學們也漸

漸從地震中振作起來。

12.16 中國佛教會、南投佛教會、大航法師、心茂法師及賴秘書等來關懷磣於臨時教室座

談磣大航法師具體指導如何重建事宜磣供大眾參考。

12.18 泝居士發心代學院向省政府申請組合屋做佛堂、齋堂及教室磣省政府民政組委託國

際佛光協會處理磣電話通知預來堪察實地狀況。

沴連續幾天下雨磣使工作礓行得更困難。

12.23 同學午齋後磣由教務主任帶領磣至淨律寺恭聽照因院長開示。院長並指示如何辦理

重建事宜。

12.24 彰化縣佛教會理事長禪睦法師、蕭秘書及居士們來關懷磣建議覓地重建較安全。

12.30 嘉義縣佛教會理事長會光法師再次關懷磣並發心要幫忙處理重建申請事宜磣今已將

地籍圖及地籍短本等所有應備資料全寄給法師。

2000年 01.02 開始期末考磣但是受地震影響磣一切作息運作都延後。

01.03 泝最近仍餘震不斷磣下課後大眾出坡磣將東西整頓堅牢。

沴中午彰化東山學苑法師們再來磣邀請教務主任為其淨眾開示磣以未生活在一起磣

委婉瞴絕。

01.04 照因院長來探視學院同學磣作簡單開示磣並指導地震後居住環境的維護安全措施。

泝停車場為危險建築物需申請拆除。沴地震破損之鐵皮屋屋頂速修治好。沊後山的

水溝排水需作好磣防患雨季坍方或土石流磣造成二度傷害。

01.07 今天為學院散學典禮磣這學期因為地震因素磣很多課程都無法按照礓度行程磣故期

末考時間及補課時間表教務處另行規定公布。

01.12 新竹獅頭山有某道場願意提供本學院辦學磣實際去勘察了解後磣因環境不適合而婉

瞴其善意。

01.14 泝今天為佛陀成道紀念日磣亦是學院固定砮沙彌尼受式叉摩那六法日磣早齋後於臨

時佛堂舉行磣儀式過程簡單隆重磣師父開示：修行要坦誠磣要言行忠信磣表裡相

應磣難得有福報因緣出家受戒磣要生起稀有難遭之想磣好好持守六法磣並習學比丘

尼法磣以作受比丘尼具足戒之準備。

沴國際佛光協會委託承辦組合屋之建商磣今日來討論建築形式磣為配合道場的適

用磣最後決定於原齋堂位置（現已全拆除完）磣搭一間適合佛堂方式的建築格式磣

做為光量學佛院同學五堂功課共修地點磣建商回去跟國際佛光協會報告後再回覆學

院。

01.16 泝中壢圓光佛教基金會數位法師及居士來關懷災後情形並捐助重建。

沴砮砟中國際佛光協會負責人劉明謙居士協調磣由佛光協會撥壹百萬元磣光量學佛

院自己找工人來建造磣另外高雄市覺元寺亦贊助五十萬元。趕在農曆年前完成磣配

合新春吉祥佛七的舉行。

01.17 洗腎多年的淨圓法師磣之前因身體不適課程暫停磣今日來上課磣早上八點至十點三

十分結束磣同學都為老師的精神所感動磣也更珍重聞法的機緣磣一次九二一大地

震磣令大家能更體會佛陀的法義磣「世間無常磣國土危脆」。無常就是真理磣只有

把握當下更精礓用功。

01.28 照因院長慈諭學院教務主任及訓導主任（照毅老師）至淨律寺會談磣了解地震後磣

所有建築物已拆除完畢磣光量學佛院有何計劃磣是繼續辦學亦或這學期第二屆畢業

就停止磣2000年的9月就不招生。最後商量開會討論結果磣院長指示磣雖然硬體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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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不殊勝磣又在災區而且餘震還斷斷續續磣恐怕會影響招生情形磣但考慮結果還是

繼續辦學磣因教育宗旨、理念、方針、道風不受外在天然因素影響而改變磣即使只

有一個學生也是要照常上課磣第二屆學生亦繼續開課磣一切照常運作不終止。

02.01 泝照因院長過來巡視工程礓度磣今天蓋屋頂烤漆板及灌牆壁水泥漿磣趕工至晚上十

點工人才下山。

沴開始有點過年氣氛磣典座同學及當家師父下山至竹山辦理過年需用物品。

02.03 由木工蔡居士他們幫忙磣將韋馱菩薩、伽藍菩薩都請入剛完工的大殿磣早晚叩的大

鐘、大瞺也安置到妥當的地處磣一切安置妥當磣大眾的心情也安定下來。之前都擠

放在後面曬衣場磣早、晚叩鐘、瞺很不方便磣而且又很擁擠磣總算有個如法大殿磣

環境也舒暢多了。感恩佛菩薩加持磣以及國際佛光協會、覺元寺的發心磣也感瞴所

有的工人配合磣總算在農曆年前告一個段落。

02.04 農曆的最後一天磣早上於剛完成的大殿灑淨及佛前上供磣感恩地震以來諸佛菩薩的

加持、護法龍天的護佑磣及教內諸山長老法師、教內佛教團體居士大德們的關懷瞺

勵磣以及人力、財力、物力的資助磣一場大災難之後磣總算又安定下來了。雖然舊

有清淨莊嚴的大殿已拆除磣但有一個如法可以禮佛用功的大殿磣總比在操場露天課

誦磣或十幾個人擠在八坪大的鐵皮屋磣晚上作寮房磣白天當佛堂的環境殊勝多了。

全體師生只有更加感恩更珍惜更精礓來回報四恩三有磣法界眾生。晚課後大眾一齊

向諸佛菩薩辭歲磣並向院長、創辦人辭歲磣同學互相辭歲磣過年的氣氛都出來了。

02.05 學院慣例大年初一早上二點拜法華懺磣拜懺完接著平常的早課磣又是一個新的開

始。早齋時創辦人開示：大家對自己要有所期許磣要好好的發願磣發大菩提心。

02.07 新春吉祥佛七及解夏精礓佛七是學院固定活動磣也是對外開放的活動之一。佛七期

間一律止語。每天七支香外磣尚規定參加學員每天禮佛最少二百拜磣念佛五千聲磣

盡量獎勵大家好好用功。

02.15 福智協會林會長一行人來磣談及今年寒假教師學佛營之事。以往寒暑假的教師學佛

營及教師研習營皆在光量寺舉辦磣福智教師研習營是教育部立案磣教師學佛營是內

政部立案磣皆由南投縣政府主辦磣福智協會承辦磣淨律寺、光量寺協辦。女眾以及

上課都在光量寺磣男眾則夜宿淨律寺。今年光量寺硬體已全部拆掉磣沒有活動空

間磣又是災區磣只好請福智協會另找場所。

03.06 於新完成之教室舉行光量學佛院第二屆第三學年度第二學期的開學典禮。

03.09 國際佛光協會劉明謙居士來檢驗協建之大殿。大眾有共修空間及上課的教室磣真是

要感恩劉居士居中發心幫忙。

03.11 福智協會林會長及總幹事陳居士下午上山磣討論到暑假教師學佛營活動的事情磣希

望借其他的道場磣由光量學佛院師生支援早晚課誦及小組座談磣因參加人員女眾居

多。這提議需請示院長磣由院長決定指示。

05.06 因地震破壞磣光量寺僧伽藍大界變形磣今天大眾重新訂定大界標相磣繞大界一匝磣

認識大界標相後磣大眾齊集大殿磣重新結大界及淨地。

05.15 早齋後由照毅老師帶兩位同學至砟中南普陀寺做「結夏安居依止」儀式磣每年結夏

學院都如法的依止道海律師。結夏安居跟佛七一樣磣都是學院生活的一部份磣沒有

特別再安排什麼功課磣只是一個儀式提醒大家要更精礓而已。

05.18 泝今日受籌磣明日安居。

沴今年安居受籌比丘尼13位磣式叉摩那尼4位。

沊教務主任開示：大眾身心收攝磣今晚交出這三個月自己解門、行門的功課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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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學院安排的課程在內。

05.19 早上七點三十分磣舉行「依處必依人」安居儀式。計比丘尼 13位磣式叉摩那尼 4

位。

05.21 泝竹山秀傳醫院麻醉科護理長袁慧智居士發心上山來為大眾抽血檢查肝炎。

沴教務主任規定大眾開始抽背「四分律比丘尼戒」磣式叉摩那尼則背式叉摩那尼

法。

06.09 福智協會簡居士等上山跟教務主任討論暑假教師學佛營事宜磣基本上由福智協會全

權處理磣若須人力支援才由光量學佛院同學配合。

06.12 持續下雨磣後山一直在坍塌磣落石不斷磣晚上八點半又聽到大雨傾落的聲音磣天也

黑了磣能做的安全措施也有限磣只好祈求護法龍天加持今晚平安度過磣等天亮後再

看情形磣該避開時也是要避開。

06.21 淨圓法師來上課磣因連日豪雨磣交通又受阻磣車子只能停在堀底橋頭磣用走的上

來磣老師身體不好磣抱病來上課磣交通又受阻磣實在太辛苦老師了。

06.30 光量學佛院第二屆第三學年第二學期上課的最後一天磣這一屆在天災、地震、豪

雨、坍方一連串的災難當中磣依然將所訂的課程如法完成。

07.10 泝光量學佛院第二屆舉行簡單班會式畢業典禮。

沴般若心經老師淨圓法師磣唯一的心願是能早日把心經講圓滿磣故今天仍抱病磣步

行在泥濘不堪的產業道路上磣勉強上山來磣為同學補課磣看他臉色都變了磣而且上

氣不接下氣似的磣停好一陣子才開始上課。老師的慈悲精神磣吾等學子皆感動涕流

不已。

07.20 陸續又有報考第三屆就讀新生磣特來了解環境等。主要是因地震後磣災區的環境安

危磣是大家最關心的。本院若依常理是應停辦磣然依佛法的悲願是沒有休歇的。因

之磣在惡劣的環境下磣我們仍兀立在風雨中度過磣秉持我們辦學的宗旨磣只要道風

相應磣不怕勞苦、不畏艱難者磣相信環境的好壞磣並不是最重要的。

07.23 泝今上午八點開始懺摩一天磣以祈懺除罪障、身心清淨磣能專心一意的念佛。

沴解夏精礓佛七磣於晚課前灑淨磣並講解佛七規矩。今年佛七為期兩磩磣即二期佛

七相續磣大家特別珍惜。

07.29 解夏精礓佛七第六天磣第一支香時磣又一個五級以上的餘震。主七和尚開示：世間

無常磣國土危脆磣有這麼清淨的大殿可用功磣要好好珍重珍惜磣人生無常磣能把握

當下磣就要好好把握磣萬一又一個天災磣可能想靜下來用功念佛都很困難磣要努力

精礓。

07.31 解夏精礓佛七磣第二期第一天（第八天）照因院長來向大眾開示：「念佛要真正的

做到平等」磣並以念一句阿彌陀佛即圓行六波羅蜜之法要磣開示大眾。大家都法喜

充滿。

08.06 特別殊勝的兩期相續的解夏精礓佛七磣今已最後一天（第十四天）磣在最後一支香

大迴向圓滿後磣主七和尚開示：光陰迅速磣兩期的佛七很快就過去了磣希望大家能

有「踏春歸去馬蹄香」的意味磣天天都是佛七磣於行住坐臥中能「都攝六根磣淨念

相繼」磣多培養靜定的功夫磣於日常生活中磣方能「靜中有主宰磣動中有把柄」。

08.14 今天是農曆七月十五日磣眾僧自恣日磣亦是佛歡喜日。早上兩位同學被差往大僧中

作「安居竟應往比丘僧中磣說三事自恣見聞疑羯磨」磣下午三點大眾齊集大殿舉行

自恣羯磨。至明日明相出磣即八十九年的結夏安居圓滿。

08.28 地藏王菩薩聖誕。上午恭誦「地藏王菩薩本願功德經」磣並佛前上供。迴向眾生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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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得樂磣社會安定磣世界和平。晚課後磣又有插香儀式磣解救幽冥界的眾生。大眾

分成兩組磣先於大殿上香磣唱爐香讚、讚佛偈（地藏菩薩偈誦）磣念地藏王菩薩聖

號磣並於大界內磣四磩空野處插香磣使令鬼神村、草木神、幽冥眾生磣聞香味皆能

共念地藏王菩薩聖號磣當下離苦得樂磣投生善道磣最後繞回大殿作總迴向。這是本

院每年地藏王菩薩聖誕磣特為舉辦的活動。

09.17 今天是蓮華學佛園三十磩年慶典磣及華梵佛學研究所二十磩年、華梵大學十磩年的

三喜臨門的至大慶典。教務主任為參加其母校之盛會磣於早上四點三十分即帶領同

學至石碇慈蓮苑頂禮曉雲法師並砮會。

10.09 泝有三位同學至佛光山參加為期五天之僧伽講習會（即寺廟辦事人員講習會）。

沴今天下午院長在淨莊法師陪同下磣來光量寺會合竹山陳文正建築師。院長指示能

否將現在鐵皮屋申請農舍磣並勘察建地磣計劃重建光量寺等事宜。

10.16 泝觀世音菩薩出家紀念日磣至五點半早課畢誦普門品。

沴往本院唯一的主要通道—產業道路邊坍塌之擋土牆磣由縣府發包的包商今開始

來施工。

11.18 為修學上增廣見聞磣創辦人理光法師在兩位住眾陪同下磣參加為期十五日的印度朝

聖。

11.23 今晨淨律寺陪同淨圓法師來上課的淨傳法師磣於上課前半小時教授同學開大座迎請

和尚儀軌及注意事項。以後上課皆依循此方式磣迎請授課長老和尚。

2001年 03.26 地質鑽探工作今天開始礓行。

05.01 早齋後教務主任、照毅老師帶兩位同學至苑裡三德精舍作結夏安居依止道海律師之

依止羯磨。

05.06 從3月30日開始磣淨圓法師來電告知色身一直不佳磣無法來上課。因此磣從結夏開

始的學院課程磣重新調整磣另排訂功課。並砮常住淨眾一齊上課磣故課程表改為

「光量學佛院九十年結夏安居課程表（八十九學年度第一學年下學期）」。

05.07 泝今日受籌磣明日安居。

沴午齋後創辦人帶全體同學至淨律寺頂禮照因院長。院長並簡略開示：修行要三業

清淨磣方能了脫生死磣否則背負因果怎麼了脫呢﹖又開示我們應走出來磣發心帶領

福智兒童讀經班的小朋友等。

05.08 早上八點舉行今年結夏安居儀式。是「依處必依人」。

05.15 加強戒法課程磣教務處公布安居期間戒法課程。今日開始除星期三執事交接打掃磣

星期日念佛共修之外磣每天早上七點三十分至十點恭聽果清律師四分律比丘尼戒相

表記錄音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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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級別（教育體制砦

本佛學院於 90學年度（2001年度）以前分

設有初級、高級、研究等三部。

b.三部之教育目標　分別如下。

(1)初級部

課程設計兼顧戒、定、慧三學及中國佛教

史、印度佛教史等磣以確立佛法之正知正見磣陶

練學眾之健全人格；並藉由念佛禪修、半月布薩

等以調柔學眾之心性；另開設英文、日文文法磣

及英文、日文佛學著作導讀磣提供學生選修磣以

奠定下一礓階修學的基礎。

(2)高級部

開設《俱舍論》、《清淨道論》、《中論》、

《大智度論》、《攝大乘論》、《大乘起信論》……

等研討課程磣期望學生能養成獨立解讀經論之能

力磣並著重於分析、論辯能力之提昇。另有梵語、

巴利語、藏語等選修課程。此外磣任事能力之訓

練磣宗教情操之培養等磣亦是教育重點所在。

(3)研究部

承前初級部砮高級部六年的修學基礎磣礓一

步加強教理、教史之深度砮廣度磣及治學精神、

研究方法、語言能力、弘化技巧等訓練磣期能養

成未來僧教育之師資人才磣以及視野深廣、解行

兼備之僧才。

c.學制

(1)平均學習年限：三年。

(2)自 2002 年起磣由原來的「初級部、高級

部、研究部各三年」改制為「大學部四年、

研究所三年」磣採學分制。

(3)採學年制磣以半年為一學期。

d.特色

(1)秉持印順法師「淨治身心、弘揚正法、利濟

有情」的訓示磣致力於佛教人才之培育。

(2)除經律論佛典導讀之外磣亦開設多門印順法

師著作磣如《妙雲集》、《印度佛教思想史》

等研討課程。

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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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方針

泝教導佛法的正知正見。

沴陶冶高尚的宗教情操。

沊指導正確的修學方法。

沝力行和合的僧團生活。

(4)本院為純男眾之學團磣環境幽靜磣適宜修

學。

a.創立時間　1969年。

b.獲准立案機關 中國佛教會磣 1969 年 9 月 9

日磣(58)中佛聖秘字第1320號。

c.創立宗旨

造就僧才、住持正法、續佛慧命、淨化人心。

d.創立沿革

印順法師於 1953 年來砟創建福嚴精舍之

初磣即有許多大陸法師追隨研習。其間造就了不

少教界棟樑磣如演培、續明、印海、常覺、仁

俊、妙峰、幻生、唯慈等法師之弘化於海內外。

1961年 3月磣續明法師創辦之「福嚴學舍」

正式對外招生磣屬男眾僧教育機構；主要師資

有：印順、續明、演培、仁俊、幻生等諸位法

師。

1969年磣由於砟北慧日講堂所屬之「太虛

佛學院」宣告停辦磣新竹福嚴精舍乃以「福嚴佛

學院」名義繼續辦學。學眾除原「太虛佛學院」

學生之外磣另招收新生十餘名磣禮請印順法師為

導師磣演培法師任院長磣印海法師任副院長兼訓

導主任磣常覺法師為教務主任。

1972至 1977年秋磣由於沈家楨居士所主持

之「美國佛教會」磣假福嚴精舍成立在砟譯經

院磣從事漢文佛經英譯事業；期間磣佛學院暫停

招生。直至「譯經院」北遷磣佛學院得以續辦。

1978年磣福嚴佛學院恢復辦學磣改以招收

女眾為主。直至1993年9月磣恢復純以男眾為主

之佛學院迄今。

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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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雄寶殿前庭一景

1955 年磣福嚴精舍早期

共住修學磣前排右起為：

厚基、演培、印順、

印實、續明、淨明等諸位

法師



e.導師—印順法師 1

印順法師磣光緒32年（西元 1906年）生磣

浙江海寧縣人磣俗名張鹿芹。 1918年畢業於高

等小學磣此後三年間習中醫並自修道學。 1921

年執教小學磣歷時九年整磣課餘廣閱老莊、聖

經、佛教經論。

1928年母逝磣翌年父又捨生磣悲痛之餘發

心出家。1930年10月磣在普陀山依清念法師剃

度於福泉庵磣法名印順磣號盛正磣並禮昱山法師

為義師磣是月底赴天童寺受具足戒。

1931年2月求法於南普陀閩南佛學院。其間

作《抉擇三時教》砮《共不共之研究》二文磣為

其著述開端磣8月任教瞺山佛學院。1932年於閩

院授課半年。此後四年間除了曾往武昌佛學院研

三論宗章疏半年磣又到閩南佛學院半年外磣皆在

普陀佛頂山慧濟寺閱藏。 1936年閱畢全藏磣受

太虛的囑咐磣往武昌佛學院指導三論。

1938年日軍逼武漢磣往重慶北碚縉雲山漢

藏教理院授課磣遇影響其甚深的法尊法師。雙方

常就教義互相問難、論辯磣使其在教義上有更深

的理解。

1940 年徙貴陽大覺精舍磣著《唯識學探

源》。1941年磣受聘為法王學院導師。2

1942年磣付梓流通《印度之佛教》磣是首部

出版的作品。 1944年夏磣法王學院結束磣回漢

藏教理院。

1946年抗戰勝利後磣回到上海。 1947年太

虛大師圓寂磣駐奉化雪竇寺一年多磣編纂《太虛

大師全書》磣餘暇開講《心經》及《中觀今論》磣

並於杭州籌組西湖佛教圖書館磣決定聚集一、二

十名僧青年研究佛法。但以局勢惡化磣不能回杭

州磣為了培育僧青年磣 1949年成立大覺講舍於

南普陀寺磣被稱許為閩南佛學院第二磣惜戰火逼

近磣只一學期就停辦。隨即赴港磣雖住處不安

定磣但仍然隨處講學不輟。

1940 至 1952 年間世局震盪磣其以羸弱之

軀磣雖顛沛流離磣卻是思潮蓬勃磣講說砮述作最

豐盛的時期。

1952年秋磣應中國佛教會推為世界佛教友

誼會第二屆大會代表而來砟磣後受聘為善導寺導

師。 1953年磣接任《海潮音》雜誌社社長並決

定定居砟灣磣將擬建於香港的福嚴精舍移建於砟

灣磣作育僧青年。一切課程均經其擘畫磣衡量經

論內容、義蘊磣編排三年一屆的經典閱讀次第磣

並親自講學。1956至1957年負責善導寺法務。

1957年成立新竹女眾佛學院磣培育尼僧。

是年剃度師清念法師圓寂於新加坡磣迎回靈骨磣

1958年安奉於福嚴精舍舍利塔。 1960年在砟北

建慧日講堂為弘法道場磣翌年落成。 1963年在

嘉義建妙雲蘭若磣隔年於此掩關靜修。 1965

年磣應中國文化學院聘請磣講授佛學概論及般若

學；並出席中國佛教華僧大會任主席。 1967年

應聘為太虛佛學院導師。 1969年福嚴佛學院成

立磣仍膺為導師磣其僧伽教育理念一直是該院教

育人員作育僧才所秉持的中心磣也是該院師生的

精神依止及修行指南。

1973年磣以《中國禪宗史》一書獲日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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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此以下磣有關印順、演培、印海、常覺、真華、能淨、依道法師之生平事誼磣係摘引自砟灣佛學院誌編纂組磣《砟灣佛學院

誌磣壹、福嚴佛學院誌》磣民83（1994年）磣嘉義：香光書鄉出版社磣p59-64。

2. 「導師」是這時學僧對他的稱呼磣後成為教界普遍對他的尊稱。據悉磣當時有老學究想考驗印順的真實學問磣請其寫「法王寺碑

記」磣「地方公認能寫最好文章劉疇九老秀才磣看後讚不絕口磣且對一般人說磣像這樣文言文磣不是我所能寫出磣印順和尚確有學

問磣吾法王寺請到這位高僧來做導師磣實是本寺最大幸福。經老秀才品評磣將碑文在各縣市鎮傳閱磣合江縣所有新舊文人磣沒有

不知導師大名磣對導師更加尊敬。從此磣不但學眾稱印公為導師磣全縣僧眾及地方士紳磣皆尊老人為導師磣後來弘法各方磣信眾

亦尊稱導師。導師之所以成導師磣不是自封得來磣亦非親信弟子所封磣實由真實德學得來！」（見演培著磣《一個凡愚僧的自

白》磣p109-110。）



正大學頒予博士學位磣這是中國比丘中第一位獲

博士學位的殊榮。 1975年始磣定居砟中華雨精

舍。

印順法師著作等身磣尤以晚期論著更為學界

所重。其闡明教法磣以直探佛陀本義為依歸磣於

各期佛法之流變中磣爬梳其因緣關係磣深入探

討磣提出人間佛教是緣起的觀點磣於當代中國佛

教有深廣的影響。 3

f. 創辦人暨首任院長—演培法師

演培法師磣江蘇揚州人磣俗姓李磣號諦觀磣

生於 1916年。十三歲磣依高郵臨澤鎮福田庵常

善法師剃度。

1934年春受具足戒。 1936年夏磣就讀閩南

佛學院。 1939 年磣到漢藏教理院親近太虛大

師磣受學於法尊、法舫、印順法師等人。

1941年磣奉太虛大師之意前往合江法王寺

辦學。自居教務主任磣以東方為院長磣聘印順法

師任導師並講學磣隨堂聽課錄成講記磣對其往後

弘化義解有深遠影響。該院三年停止。 1946年

春磣太虛大師薦其赴杭州武林佛學院負責教務、

教學。

1952年2月磣應聘來砟磣任砟灣佛教講習會

教務主任。 1954年完成《俱舍論頌講記》於福

嚴精舍。1957年至1960年住持善導寺磣並講學

於新竹女眾佛學院。 1964年駐砷新加坡靈峰菩

提學院砮新竹福嚴精舍。 1967年任太虛佛學院

院長。1969年轉任福嚴佛學院院長。1968年晉

山玄奘寺磣住持三年。 1979年辭卸靈峰磣復接

新加坡女子佛學院。1958年至1981年間磣往來

遊化於越、寮、泰、柬、馬、星、菲、美等地。

1974年至 1987年間磣多次回砟參砮傳戒、

講戒。1987年應圓光佛研所聘為導師磣1990年

任元亨佛學院院長。 1981年起定居新加坡著述

弘化磣且創辦佛教福利協會磣開設多家慈善福利

機構磣並擔任主席。 1986年創建福慧講堂磣並

任住持。

1986年及 1992年新加坡總統頒予公共服務

星章及公共服務勳章。 1992年又受任為新加坡

宗教和諧總統理事會佛教代表。著作、譯述甚

豐磣收錄於《諦觀全集》和《諦觀續集》。

g.箊要相關人士—印海法師、常覺法師

印海法師

印海法師磣 1927年生磣江蘇如皋人。 1939

年依同縣定慧寺智明法師出家磣時年十三。

1947年磣受具戒於南京寶華山。隨即就讀

江蘇省常州天寧佛學院。二年後大陸動亂磣只得

輟學來砟磣於中壢圓光寺砟灣佛學院依止慈航法

師修學。 1954年之後移住福嚴精舍親近印順法

師磣曾任新竹女眾佛學院教師及靈隱佛學院訓導

主任。印順法師做學問崇尚自由磣但要求嚴謹磣

印海法師從其身行言教中磣漸漸掌握佛法的根本

思想。

1960年磣慧日講堂甫成立磣印海法師任監

院；1964年任住持。1967年於慧日講堂籌辦太

虛佛學院磣並任副院長。後停辦磣為安頓學生磣

乃於 1969年砮常覺法師共創福嚴佛學院磣仍自

任副院長。二年後停辦磣再度出任慧日講堂住

持。1977年於南加州洛杉磯創建法印寺。

印海法師著譯多書磣在砟期間曾講學於新竹

女眾佛學院、靈隱佛學院、中華佛教學院、基隆

正覺佛學院及中國佛教會所辦的大專佛學講座

等。

常覺法師

常覺法師磣生於 1928 年磣福建晉江人。

1944年在崇福寺派下所屬慧濟寺福忍法師座下

剃度。出家後曾就讀南普陀養正院磣再讀杭州武

林佛學院。當時正值印順法師在杭州磣而結師承

之緣磣自此隨侍印順法師近二十年。

1949年就讀印順法師所辦大覺講舍磣後因

戰雲密布磣6月往港。在香港五年內磣孜孜矻矻

地自修。 1953年底隨印順法師來砟磣為報師恩

常住福嚴精舍磣一面建設精舍磣一面研讀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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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印順法師事略是參考下列資料整理磣於民國83年（1994年）8月16日得其本人校正：

(1)印順法師著磣《平凡的一生》磣《華雨香雲》磣《法海微波》磣《遊心法海六十年》。

(2)鄭壽彭著磣《印順導師學譜》。

(3)演培法師著磣〈福嚴精舍重放光輝〉磣《福嚴精舍重建落成紀念特刊》磣p17-18。



1957 年任教新竹女眾佛學院磣並編輯《海潮

音》。

1964年磣演培法師任福嚴精舍住持磣以長

年旅居海外磣而由常覺法師全權負責一切寺務行

政工作。

三年後移住松山寺磣編輯《獅子吼》磣並講

學於太虛佛學院。 1969年因太虛佛學院停辦磣

砮印海法師共議興學磣以安頓太虛佛學院輟學學

生磣於是回精舍增建一棟二樓房舍磣福嚴佛學院

開辦磣初任訓導主任磣後來負責教務工作。

1971年往翠碧岩開講《成唯識論》磣半年後學院

停辦。翌年到碧雲寺曉光佛學院負責教務工作。

後任教佛光山佛教叢林學院。

1986年2月接任停刊近半年的《獅子吼》主

編磣續成八年多。曾任教於壹同女子佛學院、妙

清佛學院、華嚴專宗佛學院、佛光山叢林學院、

香光尼眾佛學院、印度哲學研究所、中華佛研

所、慈明佛研所。

h.歷任院長、副院長

本院以每三年為一屆。

歷任院長及副院長如下。

第一屆：演培法師（58至60學年）。

第二至三屆：真華法師（67至69學年、70至72

學年）。（副院長：能淨法師）

第四屆：真華法師（73至75學年）。

（副院長：依道法師）

第五至七屆：真華法師（76至78學年、79至81

學年、82至84學年）。

第八屆：大航法師（85至87學年）。

第九屆：厚觀法師（88至90學年）。

以下介紹真華法師、能淨法師、依道法師、

大航法師、厚觀法師。

真華法師簡介（曾任第二至七屆院長）

真華法師磣 1922 年生於河南永城。四歲

時磣家中八口相繼亡故磣可謂童年多蹇。十四歲

往永城泰山禪院依淨文法師披剃出家。 1945年

出外參學磣同年冬在南京寶華山受戒磣後棲止東

嶽廟。 1947年正月往常州天寧寺佛學院就讀磣

同年冬以該院人事複雜、師資不佳離院。翌年

春磣披閱印光大師文鈔磣往蘇州靈巖寺磣原擬礓

堂念佛了生死磣後擔任知客護持大眾。 1949年

朝普陀磣曾到法雨寺當行堂磣後掛單於蓮池庵念

佛堂。同年 9月入伍磣後隨軍駐砟。 1952年除

役。次年於砟北汐止彌勒內院重現僧相。後到基

隆靈泉寺領香燈三個月磣又返彌勒內院當飯頭磣

親近慈航法師。

1957年於福嚴精舍參學。 1958年底在宜蘭

三星鄉創辦念佛會。翌年受聘為羅東念佛會導

師。 1965 年任屏東東山寺佛學院院長六年。

1970年磣住持砟北慧日講堂。 1978年能淨法師

續辦第二屆福嚴佛學院磣以真華法師為院長磣但

未實際參砮學院運作。直到 1986年晉山福嚴精

舍後磣開始掌理學院至第七屆。晉山後重建福嚴

精舍磣提供學生更好的修學園地磣培育僧伽續佛

慧命。著有《參學瑣談》、《行化雜記》二書。

能淨法師簡介（曾任第二、三屆副院長）

能淨法師磣 1937年生於砟北市磣十六歲失

怙磣乃隨母四處禮佛。於善導寺聽聞印順、續

明、演培法師開示磣心生景仰砮喜樂。

高二皈依續明法師。 1964 年續明法師引

介磣依止香港澄真法師出家。其母於陽明山腰創

建妙德蘭若以供靜修。常瞻仰諸高僧行誼磣擷取

其精華為修學指南。

1973年磣在法雲寺受具足戒。此後曾在蓮

華學佛園及華文佛教學院授課。 1978年經福嚴

精舍和慧日講堂住持及大眾會商磣決議推請能淨

法師全權續辦福嚴佛學院。其禮真華法師為院

長磣自任副院長磣而實際擔負學院行政、經濟之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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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　真華法師



1984年辭副院長職後磣曾在淨覺、福嚴、

元亨三所佛學院任教。目前安住妙德蘭若自修磣

並隨緣開示。

依道法師簡介（曾任第四屆副院長）

依道法師磣 1940年生於中壢。其姑媽和姊

姊均在曾祖父所建元化院出家磣從小出入佛寺磣

自然欣樂佛法。

1958至 1961年磣就學於砟中佛教會館磣畢

業後參加幼教師訓班磣後回元化院辦幼稚園。

1965年到壽山佛學院求學磣同年依元化院達善

法師披剃磣法號日暉。出家儀式由當時壽山佛學

院院長星雲法師、監學慈惠法師主持磣並予法號

依道。同年磣於法雲寺受戒。

後在常覺法師座前聽講唯識一年。 1972年

應慧潤法師之邀磣至砟中先校《妙雲集》磣後校

《諦觀全集》磣再砮慧潤法師同往屏東創法雲精

舍。

1984年應福慧兩院住持及大眾之聘磣續辦

福嚴佛學院第四屆磣禮真華法師為院長磣自任副

院長磣全權負責一切行政工作。 1986年真華法

師晉山福嚴精舍磣並主持該院行政磣遂砮慧潤法

師辭職回法雲精舍磣安住自修。

大航法師簡介（曾任第八屆院長）

大航法師磣 1960年 2月 25日生磣砟灣省砟

中縣人。東海大學哲學系畢業；日本大正大學文

學科碩士。1986年5月9日依止人乘寺聖開法師

出家磣同年11月於元亨寺受三壇大戒。

曾任新竹市佛教會理事長、福嚴佛學院院

長、圓光佛學院教務長、中華佛研所教師、慈明

研究所教師、福嚴佛學院教師、圓光佛學院教

師。現任新竹縣峨眉鄉金剛寺住持。佛學專長為

天台學。

厚觀法師簡介（現任第九屆院長）

厚觀法師磣 1956年 7月生磣砟灣省苗栗縣

人磣淡江大學畢業。1985年10月29日依止印順

法師出家磣1985年12月於妙通寺受三壇大戒。

中華佛學研究所結業磣東京大學印度學佛教學博

士課程修了。曾任中華佛學研究所教師磣現任福

嚴佛學院院長及教師、印順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佛學專長為《大智度論》、《十住毘婆沙論》。

i. 未來展望

(1)秉承辦學宗旨磣持續培養僧教育之師資。

(2)培育弘法人才磣幫助信眾建立佛法之正知正

見。

(3)成立佛學研究中心。一則結合本院在職教師

及畢業生磣共同開發各領域之佛學研究；二

則提供在職教師持續礓修、研究之機會；三

則令畢業生得有學以致用、繼續成長之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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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嚴佛學院第八屆院長

大航法師

福嚴佛學院現任院長

厚觀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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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本院組織

本院導師：印順法師；置院長一人磣綜理院務。

於院長下設如後之各單位磣共同推展相關院務。

(1)教務處：掌理招生事宜磣課程安排磣教師之聘請等各項教育事務之籌劃砮執行。

(2)學生事務處（即「學務處」）：掌理學生生活輔導、法會共修、戶外參學、操行考核等有關學生

之事務。

(3)總務處：掌理經辦會計、出納、採買、器具維修等事務。

(4)圖書館：掌理圖書、期刊之蒐集、採購、編目、典藏及推廣服務等。

(5)推廣教育組：掌理推廣教育課程之安排磣受理學員之報名磣教材之採購、影印等。

b.本院章程　福嚴佛學院無獨立之組織章程。茲列出福嚴精舍組織章程作為參考。

福嚴精舍組織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精舍定名為福嚴精舍（以下簡稱本精舍）。

第 二 條：本精舍以弘揚佛法磣興辦僧伽教育事業為宗旨。

第 三 條：本精舍設於新竹市東區柴橋里明湖路三六五巷三號。

第二章　寺　務

第 四 條：本精舍之寺務如下︰

一、成立佛學院磣興辦僧伽教育事項。

二、舉辦弘法佈教事項。

三、舉辦佛教文化推廣事項。

四、舉辦法會活動等事項。

第三章　組織及職掌

第 五 條：凡出家僧伽磣經本精舍信徒推薦磣經信徒大會通過磣報請主管機關備查磣得為本精舍信

徒。

第 六 條：依監督寺廟條例第六條之規定磣本精舍置住持一人磣以綜理本精舍暨附屬佛學院一切寺

務。

第 七 條：本精舍住持之繼承磣依本精舍之慣例辦理之。本精舍住持之繼承慣例是依信徒大會推薦

產生。四年一任磣連選得連任一次。如無法依慣例產生時磣得由所屬教會磣依其教規選

任之。

第 八 條：本精舍住持資格之認定磣原則上依中國佛教會寺庵住持規則之規定辦理。但事實上磣確

有不能依此規定之原因者磣得由所屬教會磣依其教規選任之。

第 九 條：本精舍住持職責如下︰

一、管理本精舍及佛學院之財務。

二、管理本精舍及佛學院所有人事。

三、管理本精舍及佛學院弘法、法會活動。

四、管理本精舍及佛學院應興革事項。

第 十 條：本精舍住持磣得酌情分派副院長、教務主任、訓導主任、糾察、總務、庫頭、知客及其

他執事磣共同推行寺務。

各執事職責如下︰

一、副 院 長︰襄助院長磣處理寺務及院務磣並監督各執事之日常運作。

二、教務主任︰負責學院教育各項事務之籌劃砮執行。

三、訓導主任︰負責督導大眾磣維護學生生活起居磣執行院規之職務。

四、糾　　察︰襄助訓導主任磣維護紀律等職務。

組織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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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　　務︰負責經辦會計、出納磣如銀錢出入砮保管、賬目清理等職務。

六、知　　客︰負責招待賓客磣辦理外交等職務。

七、庫　　頭︰負責採買飲食、生活起居需要之用品及管理運用。

第十一條：本精舍住持磣在任職住持期間內應用本精舍財產所購置之動不動產磣無論用何名稱磣均

歸屬本精舍所有磣其俗親不得繼承。如主張為該住持或其親屬所有磣必有確切之反證而

後可。

第十二條：本精舍住眾需分擔執事磣並另訂清規磣為全體住眾遵行之准則磣並為參砮執事會議之依

據。如有違反者磣上至住持磣下至清眾磣均依清規議處。

第十三條：本精舍執事會議職責如下︰

一、寺務、學院運作策劃。

二、寺務、學院運營得失之檢討。

第十四條：本精舍信徒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行使本精舍財務收支結算審議權。

二、行使本精舍財產處分議決權。

三、行使信徒審查同意權。

四、行使住持審查同意權。

第十五條：本精舍信徒之義務如下︰

一、須履行護持三寶之義務磣盡一己之人力財力磣擁護本精舍。

二、協助本精舍所舉辦之弘法、文化、教育、慈善、公益等事業。

三、本精舍寺眾被無端毀謗磣或權益被非法侵害時磣須盡一切力量護持之。

第十六條：本精舍信徒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磣視同喪失信徒資格磣經住持檢送資料磣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磣得予以除名。

一、死亡或行方不明及違犯公序良俗者。

二、自願離開本精舍或違犯本精舍規約而離開者。

三、連續二次未參加信徒大會者。

四、言行嚴重損害本精舍或佛教名譽者。

五、侵占本精舍財產磣查有屬實或經判決有罪確定者。

第四章　會　議

第十七條：本精舍得如期召開下列各種會議︰

一、執事會議磣每六個月召開一次。

二、信徒大會磣每一年召開一次。

上列定期會議外磣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所有會議磣均由住持召集磣並由信徒之中磣

互推一人為會議主持人。

第五章　經費來源及會計

第十八條：本精舍經費以下列各項充之︰

一、信徒布施。

二、其他收入。

第十九條：本精舍年度決算磣若有盈餘磣應以福嚴精舍名義存入金融機構保管之磣不得轉入任何私

人名義下。並應用之於弘揚教義及興辦慈善公益事業。

第二十條：本精舍會計年度磣以每年一月一日起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六章　附　則

第二一條：本精舍解散或撤銷時磣其剩餘財產應依法處理磣不得為個人或私人企業所有磣應屬地方

自治所有。

第二二條：本章程訂於民國八十六年（1997年）一月二十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2002年）

三月十六日。如有未盡事宜磣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三條：本章程提經信徒大會會議通過磣報請主管機關及所屬教會核備後施行磣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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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厚觀 僧

中華佛學研究所結業、

日本東京大學印度佛教

學博士課程修了

福嚴佛學院院長（現任

第九屆）

中華佛學研究所教師

大智度論、

十住毘婆沙論

成佛之道、大智度論、

十住毘婆沙論、初期大

乘佛教之起源砮開展

釋大航 僧 日本大正大學碩士

福嚴佛學院前院長（第

八屆）

中華佛學研究所教師

天台學、唯識學 佛法概論、修行要略、

天台學、顯揚聖教論、

攝大乘論

釋廣淨 僧

交通大學計算機砮控制

工程系畢業

靈山佛學研究所畢業

福嚴佛學院前教務主任

圓光佛學院教師

俱舍論、

部派佛教

俱舍論、異部宗輪論、

印度佛教思想史

釋淨照 僧 中華佛學研究所結業

福嚴佛學院教師

農禪寺院內教育教師及

安和分院教師

阿含、唯識學、

如來藏學

遺教三經、百法、

八識規矩頌、

般若經概論

釋淨化 僧 東海大學歷史系

淨律寺前訓導主任

南普陀佛學院前教務

長、教師

大乘起信論、

遺教三經

大乘起信論

釋齎因 僧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福嚴佛學院教務長
梵語、巴利語、

阿含

梵語、巴利語

釋開印 僧 圓光佛學院畢業

福嚴佛學院前教務主任

（第八屆）、圓光佛學院

教師、福嚴佛學院教師

清淨道論、

大智度論、

禪定學

佛法概論、清淨道論、

禪修

釋本因 僧 國立政治大學畢業
福嚴佛學院教師

南普陀佛學院教師

戒律、南山三大部 比丘戒、瑜伽菩薩戒

釋傳妙 僧 國立空中大學 福嚴佛學院教師 梵唄 梵唄

釋慈隆 僧 福嚴佛學院畢業 福嚴佛學院前學務長 淨土學、律學 沙彌律儀

釋如範 僧 中原大學建築系畢業 砟南女眾佛學院教師
阿含經、成實論、

印度佛教史

阿含經

郭忠生 男 中興大學法律系畢業
現代佛教學會理事

業餘翻譯家

初期大乘佛教、

般若學、中觀學

初期大乘佛教、

佛學專題研究

萬金川 男
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

碩士

南華大學前佛教文化研

究所所長

中央大學國文系副教授

中觀學 中論導讀、

當代佛教學研究

許洋主 女
砟灣大學歷史研究所

碩士

福嚴佛學院教師、中華佛

學研究所兼任副研究員

英、日、梵、巴、

藏語

英、日、梵、藏語

黃運喜 男
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博士

玄奘大學宗教研究所所

長

中國佛教史 中國佛教史、

中國佛教諸宗概論

福嚴佛學院師資簡介

a.教師

(1)師資概況

現有教師人數：20位。男性18位；女性2位。

中華民國籍19位；馬來西亞籍1位。

學歷：博士2位；碩士8位；大學8位；佛學院2位。

(2)各部師資簡介

初級部：16位。高級部：10位。研究部：10位。

教職生資料



b.行政人員　

人數7人磣包括碩士1人磣大專畢業6人。

c.學生　至 2001年 6月招生到第九屆。每屆招

生磣初級部約 42人；高級部約 12人；研究部

約6人。

(1)現有全修生人數： 52人。初級部約 39人；

高級部7人；研究部6人。

現有國際學生人數：21人。

(2)現有學生國籍分布：中華民國（31）、馬來

西亞（11）、新加坡（3）、緬甸（2）、泰國

（1）、香港（2）、美國（1）、越南（1）。

d.校友

(1)校友人數：448位（1969~2001年）。

(2)校友職業分布：本院校友多為僧眾故磣畢業

後磣或從事文教工作磣或任寺院行政、弘

化磣乃至繼續參學、深造。

(3)傑出校友事蹟

會寬法師任元亨佛學院副院長。

淨珠法師任元亨佛學院教務主任。

能淨法師任福嚴佛學院第二、三屆副院長。

慧理法師曾任福嚴、慈明、中華等佛學院講

師。

崇誠居士任菲律賓普賢中學校長。

a.課程概況

(1)初級部

泝一年級：成佛之道（第一至四章）、佛法

概論、遺教三經、沙彌律儀、比丘戒、中

國佛教史、梵唄、國文、英文、日文。

沴二年級：成佛之道（第五章）、修行要

略、異部宗輪論、瑜伽菩薩戒、百法明門

論、八識規矩頌、妙雲集導讀、中國佛教

諸宗概論、佛學日文、佛學英文。

沊三年級：阿含經、印度佛教史、金剛般若

經、十住毘婆沙論、佛學日文、佛學英

文。

課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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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一標 男
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

博士

華嚴專宗佛研所副所長

玄奘大學宗教學系助理

教授

俱舍論、

唯識思想、

如來藏思想

唯識學探源

廖本聖 男
淡江大學化學研究所碩士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中華佛學研究所專任助

理研究員

西藏佛學 入中論、

菩提道次第廣論

楊德輝 男 國立成功大學畢業 福嚴佛學院教師 日文 日文

高志豪 男 國立政治大學畢業
哈佛留學中心講師

中國生產力中心講師

英文 英文

華美玲 女
美國舊金山大學公共行

政研究所碩士

玄奘大學國文講師 國文 國文

福嚴佛學院第四屆畢業典禮攝影紀念

姓名 性別 學歷 經歷 專研之領域 教授科目



(2)高級部

泝一年級：天台學、大乘起信論、大智度

論、清淨道論、俱舍論大綱、比丘戒、顯

揚聖教論、日文、英文、巴利語。

沴二年級：清淨道論、印度佛教思想史、攝

大乘論、妙雲集導讀、佛學日文、佛學英

文、梵語、巴利經文導讀、藏語。

沊三年級：十住毘婆沙論、初期大乘佛教之

起源砮開展、中國佛教諸宗概論、唯識學

探源、梵典導讀、藏譯佛典導讀。

(3)研究部

泝一年級：大智度論、初期大乘佛教、中觀

專題研究、俱舍論賢聖品、顯揚聖教論、

日文、英文、梵語、巴利語、藏語。

沴二年級：論文寫作指導、佛學專題研究、

攝大乘論、當代佛教學研究、印度佛教思

想史、佛學日文、佛學英文、巴利經文導

讀、入中論（藏語）。

沊三年級：佛學專題研究、菩提道次第廣論

（藏語）、唯識學探源、十住毘婆沙論。

(4)福嚴推廣教育：開設有妙雲集導讀、成佛之

道、大智度論、十住毘婆沙論……等課程。

本佛學院目前是每三年招生一次磣 2002年

起磣每兩年招生一次。

A.福嚴佛學院91學年度（2002年度）招考男眾

a.學制

大學部四年磣研究所三年磣均採學分制。

b.報考資格

(1)大學部：高中以上或具同等學歷磣年齡 18

歲以上磣身心健全、品行端正之出家比丘、

沙彌或正信三寶弟子（男眾）。

(2)研究所：佛學院高級部畢業以上學歷磣或大

學以上具佛學研究能力磣身心健全、品行端

正之比丘。

c. 91年度招生報名日期

(1)國內：自2002年3月1日起至5月28日止。

(2)國外：自2002年3月1日起至6月28日止。

d.繳交證件

(1)報名表。(2)學歷證件影本一份。

(3)身分證（護照）影本一份。

(4)自傳（八百字以上磣內容須含學佛經歷、報

考佛學院動機等磣請用六百字稿紙或A4紙

電腦打字）。

本簡章、報名表備索磣請寄「福嚴佛學院教

務處」磣並註明姓名、地址、電話。

e.報名方式 一律以掛號郵件寄至「福嚴佛學院

教務處招生組」。

300砟灣新竹市明湖路365巷3號。

3, Lane 365, Ming Hu Road, Hsinchu

Taiwan 300, R. O. C.

其他聯絡資料：網址：http://www.fuyan.org.tw

電子郵件信箱：fuyan@mail.fuyan.org.tw 或

fuyan@cm1.hinet.net 

電話：886-3-520-1240 傳真：886-3-520-5041

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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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考試日期

國　內：大學部：2002年6月9日（星期日）。

研究所：2002年6月16日（星期日）。

國　外：大學部、研究所： 2002年 7月 28日

（星期日）。

g.考試地點

國內：福嚴佛學院：砟灣新竹市明湖路365巷3號

國外：馬來西亞

（東馬）亞庇慈音寺：(088)724-725

（西馬）洪　福　寺：(04)228-0503

12, Perak Rd., 10150 Penang, Malaysia

h.考試科目

(1)筆試：大學部—佛學概論、國文。

研究所—中印佛教（含教理砮教

史）、英文或日文（任選一科）。

(2)口試：口試不合格者磣概不錄取。

（經審查合格者磣考後次日個別通知。）

i. 參考書目

(1)大學部：《學佛三要》、《佛法概論》、

《成佛之道》（印順法師著、正聞出版社）

(2)研究所

泝《印度佛教思想史》、《空之探究》

（印順法師著、正聞出版社）

沴《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砮開展》

（印順法師著、正聞出版社）

沊《佛教各宗大意》

（黃懺華著、文津出版社）

沝《中國佛教史概說》（野上俊靜等著、聖

嚴法師譯、砟灣商務印書館）

各類參考書籍請自行向下列各出版社洽詢。

正 聞 出 版 社：886-3-551-2254

文 津 出 版 社：886-2-2363-6464

砟灣商務印書館：886-2-2311-6118

B.福嚴佛學院91學年度（2002年度）大學部插

班考試簡章

a.插班年級　大學部三年級（採學分制磣之前在

佛學院修過之課程可抵免學分磣修學期間二

年磣得延長二年）。

b.報考資格

佛學院（初級部）畢業磣年齡十八歲以上磣身

心健全磣品行端正之出家比丘、沙彌。

c.報名日期

自2002年3月1日起至5月28日止。

d.繳交證件與報名方式　同前一招生簡章。

e.考試日期　2002年6月16日（星期日）。

f. 考試地點　砟灣新竹市明湖路365巷3號。

g.考試科目

(1)筆試：《成佛之道》（印順法師著）、

中印佛教（含教理砮教史）。

(2)口試：口試不合格者磣概不錄取。

（經審查合格者磣考後次日個別通知。）

h.參考書目

(1)《成佛之道》、《佛法概論》

（印順法師著磣正聞出版社）

(2)《印度佛教史》

（聖嚴法師著磣法瞺文化公司）

(3)《佛教各宗大意》（黃懺華著磣文津出版社）

參考書籍請自行向出版社洽詢：

正聞出版社、文津出版社（同前）

法瞺文化公司：886-2-2893-4646

C.福嚴佛學院91學年度（2002年度砦招考男眾

& 插班考招生說明會

時間：2002年3月24日（星期日）上午9：30。

地點：在本院舉行。

學雜費全免磣提供膳宿、衣被、教科書、講

義、日常用品磣就醫另有醫療補助。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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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研究所學生每月發給獎助金新砟幣伍千元。

b.大學部、研究所在學學生獎學金

國外僑生磣每人一學期新砟幣壹萬伍仟元；國

內同學磣每人一學期新砟幣壹萬元。

c.另有隱名氏護持金及各項醫療補助金供學生申

請。

d.畢業生進修獎助金

為獎勵本院優秀學生繼續於國內、外大學或

研究所深造磣俾學成後能將所學貢獻於佛教磣提

供礓修獎助金磣最高金額原則如下：

(1)就讀國外公私立研究所者磣每人一年新砟幣

肆拾萬元。

(2)就讀國內公私立研究所者磣每人一年新砟幣

貳拾萬元。

(3)就讀國外公私立大學者磣每人一年新砟幣貳

拾萬元。

(4)就讀國內公私立大學者磣每人一年新砟幣壹

拾伍萬元。

a.圖書館

(1)館藏數目：本學院圖書館現有藏書及中西文

期刊、博碩士論文磣合計二萬餘冊。

(2)檢索設施

本館採用明宇公司所研發之「天圖圖書館資

料庫管理系統」（視窗版）。其模組共有七個：編

目、流通、期刊管理、採訪、系統維護、讀者服

務及輔助。透過自動化作業磣得以節省人力、時

間磣大大地提高圖書館工作效率。

編目方法乃採用中國圖書編目規則。

分類方法方面磣佛學類採用香光尼眾佛學院

所編輯的「佛教圖書分類法」；非佛學類則採用

賴永祥的「中國圖書分類法」。

本館亦提供cbgrep、普賢等全文檢索軟體磣

以利電子佛典資源之檢索砮利用。

圖書館內設有七部電腦提供檢索服務磣全校

亦已完成電腦連線磣教師也可於個人研究室直接

查詢。

此外磣本館已將館藏書目掛上「福嚴佛學院

網站」磣其網址為：http://www.fuyan.org.tw磣以

提供校外人士線上檢索。

(3)館藏特色

泝收藏敦煌寶藏、房山石經及漢文、日文、

藏文、巴利文等藏經三十餘套。

沴館藏以學術研究為主磣特別是日文學術著

作及日文期刊相當豐富。

b.無障礙設施　設有殘障廁所（含坡道）。

a.每學期舉辦二至三次院內論文發表會磣由全體

師生共同參砮磣藉由發表會的礓行磣訓練學生

思辨、研究、寫作、演說之能力磣並由此檢證

學生之佛法知見。

b.每學期舉辦戶外參學磣以增廣見聞。

《福嚴佛學院學生論文集》磣是第七屆砮第八

屆初級部、高級部學生論文集。

a.宿舍面積　1,102 m2。

b.校園總面積　11,355.17 m2（平面磣不含樓層）。

c.平均每一住宿生分享之宿舍面積　19 m2。

d.平均每一學生分享之校園面積　196 m2。

校舍面積

學術出版

校園生活介紹設備

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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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嚴學舍（福嚴佛學院前身砦大事記

1961年 03.09 續明法師於1959年任福嚴精舍住持磣1960年冬磣砮印順法師共同協商磣擬成立一

中級性質的僧教育機構磣定名為「福嚴學舍」。今天為「福嚴學舍」開學典禮磣學

員18名。住於學舍教學之師長有：續明、仁俊、幻生法師等人。

1964年 01.01 「福嚴學舍」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磣學員共17名。

1969年 07.13 位於砟北慧日講堂的「太虛佛學院」（1967年秋季開辦）因故停辦磣於今日舉行簡

單之結業典禮磣學生將轉入新竹福嚴佛學院繼續完成學業。

福嚴佛學院大事記
第一屆

1969年 10.16 第一屆「福嚴佛學院」於今日正式上課磣這次來院報考者除太虛佛學院原有同學

40名外磣尚招收插班生10名磣旁聽生數名磣學生共計有55人。學級除分甲、乙兩

班外磣尚設有研究生數名。敦聘印順法師為導師磣演培法師為院長磣印海法師為副

院長兼訓導主任磣常覺法師為教務主任。

1970年 04.04 福嚴佛學院新建之二層樓房已於近日完工開始啟用。

1971年 06.20 佛學院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磣畢業同學有甲、乙班共42名。典禮由導師印順法師

及副院長印海法師主持。（佛學院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後因故停辦。)

1972年 1972年至1977年之間磣精舍借給沈家楨居士磣興辦美國佛教會在砟譯經院漢文佛

經英譯事業磣佛學院暫時停辦。

第二屆

1977年 美國佛教會在砟譯經院北遷磣適逢青年尼僧能淨法師正在尋地建築磣準備辦學。經

由福慧二道場住持及大眾會商決議磣敦請能淨法師全權續辦「福嚴佛學院」；能淨

法師自謙磣請真華法師任院長磣自任副院長並實際綜理院務。又聘妙音、寄中、妙

定等法師磣共同協助推動院務。

1978年 09 「福嚴佛學院」第二屆開學典禮。本屆教師有：真華、常覺、顯明、厚行、能淨、

勝光、慧理、妙音、妙定、寄中、慧璉法師、關世謙、藍吉富老師等。

1981年 廣善法師晉山為福嚴精舍第八任住持。

第三屆

1981年 09 佛學院第三屆仍由能淨法師續辦磣能淨法師自任副院長磣真華法師為院長磣由妙

音、寄中法師協助磣並有第三屆畢業生竟中、宗文、淨慧等法師回院參砮院務運

作。本屆教師有：真華、常覺、顯明、如虛、能淨、慧理、寄中、竟中、慧璉法

師、藍吉富、劉秋岳、鄭蕊珠、許淑慎老師等。

1984年 06.15 今日舉辦第三屆畢業典禮。

第四屆

1984年 09 泝依道法師接辦第四屆佛學院磣自任副院長兼教務主任磣實際負責院務磣仍聘請真

華法師為院長。慧潤法師擔任訓導主任磣璨慧法師任庶務組長。

沴佛學院第四屆開學典禮。本屆教師有：真華、常覺、如虛、厚觀、能淨、性圓、

慧理、性瀅、依道、慧潤、昭慧、璨慧、仁辰法師、關世謙、許淑慎、梅迺文、楊

潮清老師等。

1986年 10.26 真華法師晉山任福嚴精舍住持。

1987年 06.21 今日舉行第四屆畢業典禮。

福嚴佛學院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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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

1987年 07 真華法師於今日主持福嚴精舍重建破土。

09 佛學院第五屆開學磣院長真華法師聘請本院畢業生仁辰、宗文、性演等法師擔任教

務、訓導、總務工作。

本屆教師有：真華、日慧、常覺、寬裕、廣元、如虛、厚賢、惠空、能淨、恆清、

性圓、慧理、性瀅、昭慧、聰慧、見正、寬謙、仁辰、宗文、悟成、善寂法師、關

世謙、許淑慎、楊潮清、湯廷池老師等。

1988年 03.12 下午戶外行腳磣參訪法源寺、圓光寺、仁光寺、智觀寺、壹同寺等道場。

1990年 06.17 今日舉行第五屆畢業典禮。

第六屆

1990年 09 佛學院第六屆開學磣院長真華法師聘請心航法師為副院長磣常憶、心儀等法師分任

教務、訓導工作。本屆教師有：印順、真華、常覺、日慧、如虛、厚賢、傳道、果

煜、性圓、天機、心舟、慧哲、性瀅、心航、心儀、依戒、昭慧、如瑩、悟殷、禪

曜、常億、海青、見和法師、楊德盛、湯廷池、許淑慎、硩淑文、呂秀玉、游少華

老師等。

10.21 精舍重建落成磣於今日傳授在家五戒、菩薩戒。由導師印順法師為得戒和尚磣演培

法師為說戒和尚磣妙蓮法師為羯磨和尚磣真華法師為教授和尚磣會本法師任開堂和

尚磣此次求戒的男女戒子共計575人。

1993年 04 印順法師返院小住數日。

1993年 06.19 今日舉行第六屆畢業典禮。

第七屆

1993年 09.02 本日為第七屆學員報到日磣由本屆起招收男眾磣恢復為純男眾佛學院。真華法師自

任院長磣慧天法師任教務主任。本屆教師有：真華、日慧、妙境、道海、如虛、等

慈、法振、慧天、慈忍、厚觀、大航、心宏法師、關世謙、陳常生、曾磬坤、楊郁

文、曹志成老師等。

1996年 06.04 舉辦畢業旅行磣至中國大陸四大名山朝聖。

1996年 06.24 泝舉辦第七屆畢業典禮磣畢業學生有65位。

沴真華法師退位磣由大航法師接任精舍第十一任住持暨第八屆佛學院院長磣佛學院

體制除原有初級部外磣並於第八屆增加高級部。

第八屆

1996年 09.03 佛學院第八屆開學。大航法師任院長。本屆教師有：妙境、寬裕、大航、法振、惠

空、廣淨、大修、厚觀、淨界、傳妙、本因、淨旭、如嚴法師、關世謙、張士欽、

曾森椅、黃運喜、廖大華、吳火川、江德千、傅金圳、洪舜帆、許洋主老師等。

09.17 下午學院舉辦行腳。地點：青草湖、靈隱寺、法源寺。

09.22 全院師生參加新竹市捐血中心「捐血活動」。

09.23 普獻法師至本院演講。

10.19 上午杜忠誥居士至本院演講「學書砮學佛」。

11.05 鳳山寺梵因法師陪同大陸長老法師至本院參訪。

11.11 學院舉行戶外教學磣至溪頭、日月潭、玄奘寺參訪兩天。

11.18 下午法藏法師帶領南普陀佛學院師生砮本院師生座談。

12.07 演培法師靈骨礓駐福慧塔院。

1997年 01.11 開照法師至本院演講「死囚•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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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9 砟北慧日講堂重建落成。

03.09 本院學生參加砟北慧日講堂「太虛大師圓寂五十磩年紀念座談會」。

03.22 下午蓮航法師至本院演講「現代中國佛教如何走向未來」。

04.05 賴鵬舉老師至本院演講「罽賓國的念佛襌法砮佛像製作」。

04.10 仁俊法師至本院開示。

04.11 性梵法師於學院捨報往生磣學院全力幫忙辦理喪事。

04.18 印順法師生日磣舉行金剛法會。

04.24 全院師生過堂改搭衣、持缽。

04.28 三天春假磣本院舉辦戶外教學（4/28~4/30）。地點：慈惠寺磣冬山河磣慈濟醫學

院磣靜思精舍磣和南寺磣天祥。晚上研討主題：「太虛大師僧伽制度的革新」。

05.03 厚賢法師帶領圓光佛學院學生至本院參訪。

05.24 中華佛研所所長李志夫老師至本院演講「中印佛學之比較」。

05.31 晚上全院師生至清華大學欣賞金色蓮花的佛教戲劇演出—「太虛大師傳」。

06.07 下午黃運喜老師至本院演講「唐代中期的僧伽制度」。

06.14 本院師生至砟北故宮博物院參觀董玉祥教授—「燦爛輝煌的隴東石窟寺藝術」。

06.22 本院祖蓮、如源、印定、成慧、會元、祖傳法師等同學參加香光寺86年度佛教圖

書分類研習營（6/22~6/24）。

授課內容：圖書資料分類砮編目、《佛教圖書分類法1996年版》使用介紹、專題

演講—圖書館技術服務的管理砮效率提昇、分類編目實習。

08.18 初級部同學至新竹監獄弘法（8/18~8/21）。

08.15 廣淨法師正式擔任教務主任。厚觀法師3/21回國磣08/15擔任教師一職。大順法師

正式擔任監學一職。

08.27 全院比丘下午5：00結大界磣由本因法師唱四方大界相。

09.01 本院首次誦戒。

09.05 初、高級部同學參加法光佛研所主辦的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二天）。

10.12 糾察法師及高級部四位同學首次對外實習弘法。

10.13 本院糾察法師等五人參加第一次安寧療養講習（10/13、 14）。講習地點：馬偕醫

院。

10.17 全院師生至桃園東眼山森林遊樂區行腳。

10.18 下午2：00~5：00院長簡介印度之旅（幻燈片、影帶播放）。

10.25 舉辦院內第一次論文發表會（發表者：如源、如戒、祖仁法師）。

11.01 楊英風居士往生磣本院派十位同學參加法源寺三時繫念磣隔天告別式磣均由真華老

院長主法（11/1~11/2）。

11.13 高雄佛光山心定法師砮新竹無量壽圖書館二位尼師來訪。

11.18 大陸陜西省牛頭寺果林老法師蒞院參訪。

11.22 砟北市佛教觀音線協會蔡稔惠居士至本院演講「心理諮商砮佛法初次對話」。

11.26 本院舉行戶外教學（11/26~11/27）磣至杉林溪、鳳凰谷、淨律寺。

12.06 院內第二次論文發表會（發表者：印融法師）。

12.20 法藏法師蒞院演講—「中國佛教未來之路」。

1998年 01.14 於寒假聘請魏南安老師至本院教授漢語課程（1/14~1/18）。

04.18 第三次院內論文發表會（發表人：開尊、慈融法師）。

院長應邀至新竹市政府演講（題目：正信砮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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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9 新竹市政府舉辦浴佛祈福法會暨佛前大供磣本院派員參加。

04.21 妙境法師蒞院開示。

04.25 緬甸帕奧禪師蒞院開示。

04.27 仁俊法師蒞院開示。

05.02 第四次院內論文發表會（發表人：如定、印定法師）。

05.19 戶外教學三天磣參訪超峰寺、光德寺淨覺佛學院、青龍寺、五公寺、蓮光寺、佛光

山。

06.13 第五次院內論文發表會（發表人：如嵩、祖蓮法師）。

07.09 兩岸學術交流參訪團蒞院參訪。

07.31 本院高級部學生祖仁、印融、如源、如定法師參加華嚴專宗佛學研究所主辦之「第

九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並發表論文（7/31~8/2）。

09.14 密因法師短期密集課程《修道宗範》（9/14~9/24）。

09.26 第六次院內論文發表會（發表人：如源師、開仁師）。

10.16 王見川老師蒞院演講「砟灣佛教史」（10/16、10/23、10/30、11/7共四次）。

10.20 妙境法師密集課程《地持菩薩戒》（10/20~10/30）。

10.21 中華佛研所師生蒞院參訪。

10.24 邀請果煜法師蒞院演講「行門的著力處」。

11.18 第七次院內論文發表會（發表人：祖仁、如戒法師）。

11.22 11/22~24戶外教學：古坑慈光寺、阿里山、奮起湖、草嶺。

11.30 仁俊法師蒞院開示。

1999年 02.25 念佛三天。

02.28 高志豪老師蒞院講授「如何提昇英文能力」（2/28、3/7、3/31三次）

03.12 如嚴法師邀請印度Poona大學講師Mahesh Deokar蒞院介紹印度文化。

03.13 宏印法師帶領40位居士蒞院參訪。

03.15 第八次院內論文發表會（發表人：如正、果化法師）。

03.18 孟加拉籍法師Gyana Ratna蒞院演講「行住坐臥的禪法」。

03.30 至清華大學觀賞金色蓮華舞砟劇「蓮花生大士」。

04.10 院長應邀至新竹市政府大禮堂演講「修行砮感應」。

04.11 院長暨同學27人參加新竹市浴佛法會。

04.21 仁俊法師蒞院並開示法義。

04.28 舉行福慧僧團會議。推選厚賢法師任慧日講堂第十一任住持磣厚觀法師任福嚴精舍

第十二任住持兼福嚴佛學院院長。

05.03 5/3~5/7畢業旅行。

06.27 舉行第八屆畢業典禮及厚觀法師晉山福嚴精舍典禮。

第九屆

1999年 08.05 本院研究部砮中華佛學研究所簽訂「所際選修協定書」。

08.20 8/20~8/22研究部同學參加圓光佛學院所主辦之「第十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發

表人：如戒、如定、祖仁、印定法師）。

08.28 馬天賜神父率宗教人士50人參訪本院。

08.30 交通大學文書組戴淑欣組長蒞院講解文書處理流程。

09.03 佛學院第九屆開學磣厚觀法師任院長磣佛學院體制除原有初級部、高級部外磣並於

本屆起增設研究部。本屆教師有：厚觀、大航、齎因、廣淨、淨照、開印、本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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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化、如範、傳妙、慈隆法師、郭忠生、萬金川、黃運喜、陳一標、廖本聖、楊德

輝、高志豪、許洋主、華美玲老師等。

09.08 上午邀請消防局蒞院講解消防常識。下午邀請交通大學黃漢昌教授講解「公文處

理」。

09.12 CBETA周海文居士蒞院講授「檔案比對程式」。

09.18 賴金光居士蒞院講解「如何開好會議」（師長、職事參加）。

09.19 慧日講堂厚賢法師晉山磣院長厚觀法師帶領同學前往祝賀觀禮。

09.22 9/21集集大地震磣學務長率領同學至災區賑災助念。

09.23 糾察法師率領同學13人至災區助念及賑災。廣淨法師率領同學10人至埔里災區賑

災。

10.09 弘誓學院新校舍落成暨佛陀聖像開光典禮磣院長偕同廣淨法師到場觀禮祝賀。

10.20 惠空法師帶領大陸學者30人蒞院參訪。

10.23 10/23~24 同學三人參加1999第二屆兩岸禪學研討會。

10/23~24師生25人參加弘誓文教基金會主辦之「人間佛教•薪火相傳—印順導

師思想之理論砮實踐學術研討會」。

10.25 仁俊法師蒞院開示。

10.28 全院舉行防震演習及防震演習檢討會。

10.31 高雄正信佛教青年會14人蒞院參訪。

11.06 印海法師蒞院開示。

11.20 戶外參學：十八尖山、古奇峰、青草湖靈隱寺。

12.04 第九次院內論文發表會（發表人：成慧、開仁法師）。

12.12 邀請衛生署新竹醫院至本院教授「震災急救訓練課程」（全院師生參加）。

12.28 本院內部網路施工。

12.29 香港慧瑩法師等多人來院訪問。

2000年 01.09 舉行第七、八屆校友聯誼會。

01.22 1/22~23本院師生53人參加印順文教基金會砮現代佛教學會主辦之「印順思想—

邁向二千年佛學研討會」（砟大）。

02.29 新竹觀護所70名學員假本院舉辦佛學講座磣並邀請淨化法師主講。

03.22 3/22~24戶外參學（至花蓮靜思精舍拜見導師磣並參訪慈濟醫學院、慈濟醫學暨人

文社會學院、慈濟技術學院磣及前往鯉魚潭、池南森林遊樂區、烏來風景區）。

03.28 仁俊法師蒞院演講。

04.01 第十次院內論文發表會（發表人：開尊、安慧法師）。

04.23 僧伽醫護基金會假中壢圓光佛學院舉辦「心理諮商輔導員訓練課程」磣本院學務

長、糾察法師、性燈、清利、傳印、會慈法師等人參加。

04.29 邀請惠敏法師蒞院演講（講題：「大乘止觀導論」）。

05.07 邀請張文宗、朱麗娟夫婦蒞院講解編製畢業紀念冊、畢業論文集之作業流程及應注

意事項。

05.23 從韓國來的法國籍Bernard Senecal 神父為了礓一步瞭解印順導師對佛教的貢獻砮將

來佛教的走向磣由同為法國籍的馬天賜神父、龍若望神父陪同蒞院訪問院長厚觀法

師。

05.27 第十一次院內論文發表會（發表人：如定、如戒法師）。

06.08 舉辦消防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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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0 周海文及李志強居士蒞院講解CBETA藏經光碟使用方法。

07.27 7/27、28院長和黃運喜老師前往花蓮探望導師磣請示院務以及詢問有關編撰《福

嚴寺誌》的相關事宜。

08.25 泝屏東法雲精舍慧潤及依道兩位法師率法師及信眾等36人磣由正聞出版社性瀅法

師陪同蒞院參訪。

沴南華大學佛教學研究中心暨宗教學研究中心師生等40人磣由佛學研究中心蔡主

任昌雄先生領隊蒞院參訪。

08.26 泝中華佛教護僧協會理事長傳孝法師及委員等8人於上午蒞院訪問磣由海正法師接

待。

沴中華佛研所主辦之第十一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磣於26、27日兩天在砟北中華

佛研所舉行。本院院長、教務長及11位同學砮會磣並有三位研究部同學：祖蓮、

如戒和如定法師發表論文。

08.28 大陸南京大學、中山大學及中國佛學院等6位研究生磣趁參加中華佛研所主辦之第

十一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之便磣於本日下午由中華佛研所秘書陳秀蘭居士等陪同

蒞院參訪。

09.10 院長主持第一次福嚴推廣教育班籌備會議磣計有廣淨、淨照、齎因、海隆等法師磣

以及交大陳耀宗、清大張士欽教授磣清大佛學社指導老師林義焜和玄奘人文社會學

院宗教研究所所長黃運喜教授等多人參加。

09.17 衛生署新竹醫院護理人員蒞院教授急救課程（一）。授課內容如下：

李秀彩護理主任：「急救課程總綱介紹」。邱奕成護理師：「溺水急症病患之處

置」。洪麗鳳護理長、陳綠蓉護理師：「毒蛇咬傷及昆蟲螫傷」。

09.21 下午韓國海印寺律學院院長慧能法師及四位學僧磣由韓國慈林法師陪同來訪磣並贈

送韓國律宗食用缽及高麗藏抽印《四分律》影印本以為結緣。

09.23 衛生署新竹醫院護理人員蒞院教授急救課程（二）：基本心肺復甦術。

10.04 聖嚴法師在清華大學新體育館舉行「菩提樹砮蘋果樹的對話」（砮清大和交大兩位

校長、聯電曹興誠董事長以及工研院史院長對談）。本院由院長領隊磣共計34位師

生出席聹聽。

10.06 圓光佛學院畢業班同學20位蒞臨本院參訪。

10.07 下午舉行第三次急救訓練磣主題是骨折固定。

10.10 仁俊法師蒞臨本院開示磣講題是「智健慈壯淬永青」。

10.21 下午舉辦本院學生第十二次院內論文發表會。空理法師：〈頂墮砮墮頂初探—以

《大智度論》為主〉；長慈法師：〈印順法師之「人菩薩」思想初探〉。

10.22 上午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同學20名蒞院參訪磣並借用研究部教室開校友會。

10.24 下午佛光山都監院院長慧寬法師等6位法師蒞院參訪。

10.26 下午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研究所所長黃運喜博士磣率全體研究學生蒞院參觀本院

圖書館。

10.29 下午日本立正大學佛教學部長三友健容等師生 7人及一名山田屋旅館店主磣共 8

人磣由該校我國籍果暉法師引導蒞院參訪。

10.31 泝壹同寺原幼稚園房舍及土地無償借給本院使用三十年磣今天由院長砮壹同寺住持

如琳法師正式簽約以為憑證。

沴上午獅頭山金剛寺大航法師晉山典禮磣師生代表計26位前往祝賀。

11.02 院長砮傳妙法師前往砟北慧日講堂向印海法師禮座磣請益有關福嚴精舍及福嚴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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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以往之事蹟磣以利《福嚴寺誌》之編輯。

11.10 導師印順法師上午蒞臨學院磣並期勉全院師生：為了眾生和佛教磣要特別注意各自

身、口、意的清淨及經教的研究。

11.12 中華民國佛教青年會二十餘人蒞院訪問。

11.15 學院舉行兩天戶外教學活動磣參訪地點：一、西蓮淨苑（由慧觀法師放幻燈片簡報

淨苑開創過程）。二、承天禪寺。三、砟北市防災教育科學館。四、慧日講堂。

五、七星山。六、桃園海洋生物館。

11.26 心宏法師目前在紐西蘭坎特布里大學哲學砮宗教研究所礓修磣趁假期之便在本院掛

單數日。今天上午對高級部和研究部同學舉行一場演講磣講題是：「西方佛學現況

簡介砮留學經驗談」。

12.03 許洋主老師在砟北舉辦論文發表會。本院計有祖蓮、開尊、如定、成慧、如永、安

慧、性燈和空理法師等8位同學前往參加。（其中祖蓮、如定法師發表論文磣其餘

6位擔任主持人。）

12.12 越南宗教研究所所長鄧嚴萬教授及研究員陳億方先生磣由圓光佛學院法師陪同蒞臨

本院訪問。

2001年 01.04 日本立正大學佛教學部擬砮本院簽訂「學術交流同意書」磣約定雙方交換定期刊物

及學術雜誌等事項。經本院於本日第四十五次院務會議通過簽約事宜磣並決議贈送

印順導師著作全集及《福嚴佛學院學生論文集》交換對方《學報》等刊物。

01.05 本院正式由院長厚觀法師砮日本立正大學佛教學部部長三友健容簽訂「學術交流同

意書」文件磣並隨即寄贈導師著作全套及《福嚴佛學院學生論文集》。

01.12 院長砮教務長至南華大學參加「第十二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籌備會」磣會中決議

2004年由福嚴主辦第十五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01.23 傳悔法師昨晚圓寂磣院長、廣淨法師代表學院至承天禪寺參加封棺大典。（由聖嚴

法師主法。）

02.01 法源寺舉辦「十日慧學」課程磣由悟殷法師主講《印度之佛教》。本院師生廣淨法

師等13人參加。

02.09 下午寬謙法師帶領「十日慧學」課程之學員蒞院參訪。

02.15 三天念佛共修。

03.10 師生12位至砟北參加由僧伽醫護基金會所舉辦之「觀老病苦磣渡生死海」生命砮

生活國際研討會。

03.27 日本立正大學佛教學部部長三友健容博士磣砮山喜房佛書林老闆淺地康平先生、果

暉法師等人蒞院訪問。

03.31 師生共32人磣前往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磣參加弘誓學院舉辦之「人間佛教磣

薪火相傳」學術論文研討會。

04.04 本院舉辦金剛法會慶賀導師印順法師九秩晉六嵩壽。

04.08 「福嚴推廣教育班」正式成立並開始上課磣百餘名學員參加。

04.14 砟北法光佛研所師生一行23人磣由該所所長蕭金松教授帶隊磣上午蒞院參訪。

04.22 11位同學到清華大學聽名人對談—「歲月的智慧—大師真情」。對談人有楊振

寧、金庸、劉兆玄先生和聖嚴法師。

04.27 教育部專門委員及4位教授組團至圓光佛學研究所訪視磣院長砮廣淨法師列席參砮

「宗教教育研修機構學歷認證座談會」。

04.28 全院師生參加消防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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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1 5/1∼ 5/3全院師生參砮戶外教學參訪活動磣所到地點計有：砟中科博館秦兵馬俑

展、香光尼安慧學苑、妙雲蘭若、嘉義靈嚴禪寺、香光尼眾佛學院及阿里山森林遊

樂區等。

05.06 新竹市政府文化局砮清華大學合辦「寺院之旅」活動磣共計一百位學生砮民眾參

砮磣於下午至本院參觀。

05.07 菲律賓唯慈法師蒞院訪問。

05.11 師生19位到中央大學參加萬金川老師主持的「佛典翻譯砮佛教經學座談會」。

05.13 師生17位到法源寺參加「贊助九二一震區竹山明善寺重建園遊會」。

05.27 泝前教務主任慧天法師蒞院對全院師生開示。

沴「第一屆圓光、福嚴聯合論文發表會」假本院推廣教育班舉行磣約有一百二十餘

位師生參砮。圓光佛學院發表者—釋演莊：〈試析佛教「中有」概念的呈現砮發

展〉；釋德聞：〈比丘尼八淨法之修道義—以《大愛道比丘尼經》為主之探

討〉。福嚴佛學院發表者—釋安慧：〈如來藏的探討—以《大乘起信論》為中

心〉；釋本密：〈人間佛教的勝解空性初探—以印順法師的著作為中心〉。

06.13 法瞺山果醒法師蒞臨本院指導禪修。

06.21 幻生法師自美返國磣蒞臨本院指導。

06.26 上午日本多摩美術大學教授清田義英博士和交通大學共同科目教授楊永良博士磣由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研究生會元法師陪同蒞臨本院參訪。

07.01 福嚴推廣教育班第一期課程圓滿結束。

07.05 玄奘大學主辦「宗教學術研討會」磣宗教所所長黃運喜教授率學員蒞院參訪。

07.14 行政院「中諦禪學社」70人蒞臨參訪。

08.26 印順法師蒞臨福嚴小住。

09.07 9月 7、 8日兩天磣南華大學舉辦第十二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本院學生 4人參

加磣研究部如正師發表論文：〈文殊法門中的彌勒菩薩形象〉。

09.12 慈忍法師陪同福建廣化寺佛學院道偉法師來訪。

09.16 福嚴推廣教育班第二期正式開課磣至明年1月12日止。本期課程計有：

磩日：【中級班】妙雲集導讀（厚觀、齎因、廣淨及淨照法師）

磩一：【初級班】成佛之道一至三章（開尊法師）

磩二：【初級班】佛法大要（祖蓮法師）

磩三：【高級班】《十住毘婆沙論》（厚觀法師）

磩六：念佛共修（海隆法師等）

09.29 法寶寺自今日起至12月1日止磣每磩六舉辦「安寧緩和醫療（臨終關懷）志工訓練

課程」磣為期十磩磣本院19位同學參加。

10.01 中秋夜磣全院師生於大殿靜坐修慈悲觀磣為九一一紐約世貿大廈罹難者祈福。

10.02 第九屆同學畢業旅行磣共計三天磣師生共 47位參加。參訪地點：中華佛學研究

所、農禪寺、法瞺文化出版公司、法瞺山僧伽大學、法光佛學研究所、市立天文科

學教育館、故宮博物院等地磣並聆聽聖嚴、惠敏法師開示。

10.05 惠空法師陪同大陸學者等一行共23人蒞院參訪磣並砮院長座談。

10.07 護僧協會總幹事等一行8人來訪磣並致贈教育基金。

10.11 清雲技術學院土木系陳德成教授陪同系主任郭來松教授及3位同學蒞院協助勘查圖

書館前廣場及福嚴後山土質結構。

10.20 法源寺別苑連續兩天舉辦「解脫道、菩薩道—人間佛教專題演講暨座談會」磣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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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廣淨法師及20位同學參加。

10.27 第三屆兩岸禪學研討會今明兩天在師大舉行磣討題主題：〈圓頓砮次第〉磣本院師

生共21位參砮。

院長至花蓮靜思精舍拜見印順法師磣請示：自2002年起磣學制由目前的「初級部

三年、高級部三年及研究部三年」改為「大學部四年和研究所三年」是否可行磣導

師表示非常贊同。

11.01 院長至大林慈濟醫院看望厚行法師磣並至埔里向老院長真華法師報告學院於明年改

制的情形。

11.03 邀請開印法師主持禪七（11/3晚上19：00 ~ 11/10下午17：00）。

11.10 中華佛學研究所於天母國際會議中心主辦〈兩岸佛學教育現況砮發展研討會〉磣如

正法師代表參加（11/10 ~ 11/11）。

11.12 泝上午中華佛學研究所陳秀蘭秘書陪同〈兩岸佛學教育現況砮發展研討會〉砮會大

陸學者6人蒞院參訪。

沴下午邀請國立交通大學陳光華教授演講〈危機管理砮危機處理〉。

11.24 泝長慈法師等九位同學到砟北中華佛學研究所磣參加該所舉辦之「研究人員專題發

表會」。

沴法源寺別苑連續兩天舉辦「解脫道、菩薩道—人間佛教專題演講暨座談會」磣

院長、廣淨法師及8位同學參加。

11.25 第一屆玄奘學術研討會於玄奘人文社會學院舉行磣學院老師發表論文。

廣淨法師：〈從《俱舍論》看玄奘翻譯之語言問題〉；黃運喜老師：〈玄奘大師晚

年之行實—以高宗朝為中心〉；陳一標老師：〈《解深密經》中的阿陀那識〉。

12.07 下午舉辦第十四次院內論文發表會磣由開心法師發表〈四尋思砮四如實智初探〉磣

其講評老師為：淨照法師。會慈法師發表〈佛教因明略探〉磣其講評老師為：陳一

標老師。

12.08 新竹法寶寺自9日29日至12月1日磣每磩六舉辦「安寧緩和醫療（臨終關懷）志工

訓練課程」磣為期十一磩。本院19位同學參加磣其中清利法師等6位全程參砮並獲

頒「研習證明書」。

12.22 下午全院師生舉行「防災演習」磣並召開檢討會。

2002年 01.10 《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光碟版第三版製作完成磣今天院長及長慈法師專程送至砟

中華雨精舍磣呈給印順導師。

01.18 第四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於中央研究院舉行磣主題為「佛教砮二十一世紀」。本院

由廣淨法師帶領九位同學參加。

01.21 留學英國的法曜法師於早上十一點帶領Rupert Gethin教授參訪本院。

01.23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研究所所長黃運喜教授及該校資訊處主任江振瑞博士、楊喨

智老師磣邀院長、廣淨法師和法源寺寬謙法師等人磣於福嚴推廣教育班討論「網路

佛學院」之可行性及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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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女眾佛學院
Tainan Girl Buddhist School

體解佛陀教法　實踐僧伽教育

廣修四弘誓願　圓成無上佛道

地址：714砟南縣玉井鄉豐里村74-7號

74-7, Fengli Tsun, Yuching Shiang

Tainan County, Taiwan 714, R. O. C.

電話：06-574-3669

傳真：06-574-3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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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級別 高級部。

b.學制

(1)平均學習年限

本院開辦之初磣學習年限為初、中、高級

部磣第一屆的學生是跟隨著院長南下的學

生磣一面開山磣一面完成學業。

(2)目前則是順應著學生的素質不同磣將修學年

限分為大學部四年、高中部三年。

c.專業團體會員資格或認證

中國佛教會團體會。

d.特色

每一佛學院由於辦學負責人的理念不同而各

有其特色。本院辦學之目的磣不在於培養學生成

為學問家磣而是教導學生透過對佛法的基本認

識磣過著如法如律的僧團生活。因此在培育學生

理解教義之同時磣更重視其生活教育磣以期健全

學生之僧格。

本學院為教育之園地磣以闡揚佛法、培育僧

材、堅定佛子宗教情操為宗旨。積極地將修行落

實到日常生活中。除了佛學、國學課程的研讀磣

並有書法、國畫、篆刻、泥塑、中國結等佛教美

藝之創作磣藉以修養同學心性。

學院於每年農曆四月十五至七月十五日磣謹

遵佛制磣舉行「結夏安居」磣嚴持戒行磣並加強

律學磣將止持作持實踐於生活中。夏安居期間磣

除了平常課程外磣每天加誦《華嚴經》；本著解

行並礓的原則磣瞺勵同學多在行門上用功磣除加

強個人日課外磣並著重戒律學方面的薰習磣讓同

學更精礓落實在修行上。

學院為讓同學能專心用功磣故僅於每月舉辦

一次八關齋戒、全體念佛共修；全年不舉行任何

其他的法會砮活動。院方完全以建立正確知見、

建全僧伽人格、造就弘法人才、延續佛法慧炬為

使命磣期許砮真心想要修行之佛子共研聖教、共

相成就！

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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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創立時間 1995年。

b.獲准立案機關

中國佛教會團體會。

c.創立宗旨

造就德學兼優之弘法人才砮自利利他之菩薩行

者。

d.創立沿革

院長常音法師於 1983年留日。歸國後承海

明寺悟明法師、華嚴蓮社成一法師之提攜勉勵磣

在玄奘學術研究院、華嚴專宗佛學院、圓光佛學

院、海明佛學院、樹人女子家商等院校任教。並

承師命復辦停學多年之海明佛學院；於中體會到

辦僧教育之艱辛砮難為磣時刻思維如何以佛學之

正知見挽宗教之狂瀾於將倒。於是發願終身以僧

教育為職志磣承擔如來家業磣饒益有情。

其弟子們也以師志為己志磣努力接棒續佛慧

命磣期能使法燈得以相傳不斷。 1995年在時空

因緣的成就下磣常音法師毅然離開砟北磣來到佛

法邊地—玉井磣開山創建「砟南女眾佛學

院」；因感念四重恩所以名為「感恩精舍」。於

其中建寺之初備極辛勞磣砮其弟子們披荊斬棘、

篳路藍縷磣以不畏難的精礓精神磣先後草建華嚴

海會殿、校舍、教室、圖書館、視聽教室、五觀

堂等。

法師秉持著「道中自有衣食、道中自有護持」

的堅定念力磣已在有「佛法邊地」之稱的玉井栽

植出一畦菩提的綠苗。

e.創辦人暨現任院長—常音法師

常音法師簡介

常音法師磣 1957年生磣砟灣省砟北市人磣

俗姓洪磣號善德。自幼因父母學佛而耳濡目染、

生好樂心。九歲時隨母至海明寺禮佛磣心喜寺院

生活的新鮮磣決心捨俗家入佛家磣接受基層的僧

團生活磨練；並由小學、初中、高中逐一無間完

成在俗學業。

1976年依果真法師剃度出家；是年春磣至

基隆八堵海會寺能仁佛學院親近道源法師習法。

道源法師研究佛法要求嚴謹磣生活規範嚴肅磣以

戒為依歸；常音法師從其言教中漸漸掌握佛法的

根本思想磣受道源法師所授之「戒學」、「賢首

五教儀」、「金剛經」等課程之影響頗深磣因此

奠定了佛學之基礎。

1979年於新竹翠壁岩寺受具足戒；二年後

到日本留學磣就讀大正大學大學部及研究所磣並

取得碩士學位。其間亦在御茶水池坊學園夜間部

修學花道、茶道磣並在天台宗及淨土宗的本山接

受佛學儀軌及宗門修道養成。

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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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2月21日砟南女眾佛學院動土大典 學寮

砟南女眾佛學院創辦人暨

院長　常音法師



1990年返砟磣蒙悟明法師委任復辦海明佛

學院並任職院長磣同時在前文所述諸院校任教；

其間並至淡江大學補修國文學分及教職員礓階課

程。

1995年於玉井創辦感恩精舍磣成立砟南女

眾佛學院磣盡心力於僧尼教育。寄望以嚴格的僧

團生活陶冶磣使學僧們捨棄在俗的習氣磣配合以

戒律為骨幹磣以義理為肌理磣以住持佛法之目標

為眼目磣啟發相互學習的功效磣使教者、學者都

能得到法的喜悅磣達到以正信、正見導歸學佛之

正行。

f. 教育理念

培育續佛慧命之僧伽磣使其從經論中培養正

知見磣引導其修持磣淨化煩惱磣住持佛法磣著重

普遍性磣使其於各宗各派之教史、教理、修法中

得以廣泛地了解佛法磣再選擇適合個人之法門而

深入。

培育僧伽如法的威儀磣清淨的品格磣少欲知

足磣安貧樂道磣真修實學磣以戒為生活規範磣以

規約為共住條件磣培養學僧自律、自覺、自尊、

自重。

在日常生活中磣期以正知見磣達符合佛法的

本意和實踐的回歸。

深入經藏磣解行並重—以清晰的義解磣探

討佛法內涵的條理磣並用心實踐磣奠定基礎佛

學磣期能透過解門的萃取及行門的修證磣更接近

佛法的深層。

g.未來展望

祈願能在時代巨輪的急速推演砮動盪不安

中磣紮實僧伽的基礎教育磣培養砮造就出具有建

全僧格、能夠自利利他的弘法人才砮佛門棟樑磣

期皆能興起捍衛正法之清淨賢善使命磣努力於使

眾生皆能不墮入輪迴之苦、普能得嚐解脫之醍醐

法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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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歷年行政人員皆由院長弟子或學生擔任。院長將院務託付予他們磣務使發揮所長磣各司其

職。每月固定召開院務會議一次磣若有特殊事情則另外集會討論決定。所有會議院長一定到場參砮。

各項執事由於人數之不足而時有些許變動磣但組織大抵不變。謹依九十學年度（2001年度）的情況說

明如下。

機構組織

教務主任—教務助理—圖書館長

院長 訓導主任—訓導助理

總務

職 稱 負責的院務內容

院　　長
總理一切院務、主持開學和畢結業典禮、校舍規劃和督造、主持院務會議、學院經費籌措砮分

配。

教務主任
安排課程、聘請師資、計算成績、核算鐘點費砮交通費、辦理招生、安排新生訓練、

上課查堂（為瞭解教學情況及學生反應）。

教務助理
輔助教務主任執行之工作、管理課務、學籍資料、聯絡教師有關上課之事宜（通知上課、調課、

考試時間磣寄發行事曆和課程表等）。

訓導主任 督導生活規矩、職事、過堂、法器、掌握學生出席情況、推動執行新生訓練。

訓導助理 協助訓導主任管理砮輔導學生生活等。

總　　務 向院長申請經費、發放教師薪資磣購買學生書籍、打掃工具、生活用品。

圖書館長 採購新書、圖書分類、編排檢索磣負責開、閉館及借書、還書之登記。



教職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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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別 職稱 學歷 經歷

釋常音 尼 院長

淡江大學教師礓修國文學

分取得

能仁佛學院畢業

大正大學（畢業）

大正大學研究所碩士

樹人女子家商國文、日文教師。玄奘學術研究院天台學講

師。海明佛學院院長、教師。圓光佛學院八宗綱要、教觀

綱宗教師。華嚴佛研所天台思想史教師

本學院院長磣及遺教三經、沙彌律儀、大愛道比丘尼經、

比丘尼戒相表記、賢首五教儀、四教儀輔弘記、六祖壇

經、八識規矩頌、各宗大意、佛教基本文獻導讀、勸發菩

提心文教師

釋憶因 僧

淡江大學畢業

蓮因學苑、南普陀佛學院、

淨覺佛研所修學

淨覺佛學院教師

本學院金剛經教師

釋智恆 僧 成功大學畢業

覺海蘭若負責人、蓮華精舍慈蓮佛學院教師、般若講堂大

覺佛學院教師、電聲廣播電砟弘法

本學院大乘止觀法門教師

釋本輝 僧 能仁佛學院

龍崎善德寺負責人、大岡山龍嚴精舍負責人、砟南慧日講

堂負責人

本學院梵唄、二課合解、楞嚴經教師

釋如範 僧 圓光佛學院大學部肄業 本學院阿含經教師

釋悟道 僧

中華華藏淨宗學會理事長、美國西雅圖淨宗學會會長、美

國紐約淨宗學會會長、美國密西根淨宗學會會長

陽明醫學院、長庚醫院佛學社、砟大醫院慈光佛學社、

各地淨宗學會講師

本學院淨土學教師

釋慧學 尼

高雄高商畢業

淨宗佛學院畢業

玄奘研究院畢業

華嚴研究所畢業

印度德里大學研究所

淨土專宗佛學院淨土經論、佛教史教師。海明佛學院訓

導、初、中階、菩薩戒、菩提道廣論教師。華嚴專宗佛學

院華嚴宗史、律儀學教師。華嚴專宗研究所研究員、編

藏。圓光佛學院華嚴學教師

本學院教務主任磣及釋禪波羅蜜、戒學教師

釋演修 尼
訓導

助理

砟南玉井工商畢業

海明佛學畢業

本學院訓導助理、梵唄教師

釋深悟 尼 圓光佛學院（初級班）
妙音講堂負責人

本學院礓階法器教師

釋慧覺 尼 成功大學畢業
樹德女中教師

本學院叢林生活的探討砮規劃、溈山警策教師

釋見悲 尼 福嚴佛學院 本學院沙彌別行篇教師

釋見岸 尼

文化大學法律系畢業

香光尼眾佛學院畢業

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肄業

香光尼眾佛學院書記、佛學班授課法師。大專營、教師營

講師。佛學院授課法師、弘誓學院推廣部主任

本學院成佛之道、法華經教師

釋演淨 尼
海明佛學院畢業

圓光佛學院大學部畢業

本學院教務助理、訓導助理磣及印度佛教史、南山律在家

備覽教師

釋演律 尼
海明佛學院畢業

華嚴專宗佛研所畢業

本學院訓導助理磣及四十二章經、華嚴學教師

教師

教師

臺南女眾佛學院師資簡介

a.教師　現有教師9人磣均為中華民國籍。師資簡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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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演禪

姓名

尼

性別

教務

助理

職稱

砟南玉井工商

海明佛學院結業

砟南女眾佛學院畢業

學歷

本學院教務助理、訓導助理磣及威儀行門、勸發菩提心文、

佛學教本（初、中、高級）、沙彌律儀教師

經歷

王杏莉 女
崑山高級中學（夜校高商

部）

新化國中家政教師。新化農會、新市農會家政班教師

潭頂社區、尚頂社區、二五社區、新順社區、奉口社區、

西埔社區、大橋國小義工團、媽媽教室手藝課教師

聖功女中、南砟科大、本學院中國結教師

沈淑美 女 本學院美教美藝（插花）

王惠雯 女

輔大哲研所碩士、博士

政大哲學系學士（輔修新

聞系）

圓光佛學院中國哲學史教師。砟大佛研中心編寫藏文網

頁。華梵大學人文教育中心專任

本學院論文指導教師

莫健慈 男

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

國立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研

究所結業

省立潮州中學教師。省立玉井中學、省立玉井工商職校國

文教師。玉井明泉寺念佛會弘法組組長

本學院國文教師

郭礓南 男
國立砟灣藝術專科學校美

術科畢業

中華彩色印刷公司設計師、遠東百貨公司企劃部任職、從

事藝術策劃展事及藝術品買賣

曾開班教導書法、兒童美術

本學院書法教師

張隆城 男

曾文水庫管理局觀光課長、高雄市政府科長

曾開設書法班、兒童讀經班

本學院書法教師

嚴建忠 男
中華民國書法會常務理事、海明佛學院書法、篆刻教師。

本學院書法教師

程雪燕 女 玉井中學泥塑教師、省立玉井工商美工社教師

張昭仁 男

中國海專輪機科畢業

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部結業

中華佛學研所肄業

嘉義寶華佛學院、般若佛學院、砟南開元禪學院教師

本學院中國佛教史教師

陳宗元 男

日本國立九州大學（博士課

程）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輔仁大學宗教系、華嚴專宗研究所、法瞺山學佛講師

本學院印度佛教史教師

瞴怡奕 女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班畢業

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嘉南藥理專科學校專任教師

中正理工學院、遠東技術學院、致遠管理學院、長榮管理

學院兼任教師

本學院文選教師

教師

b.行政人員 人數5人。釋慧學、釋演修、釋演淨、釋演禪、釋演律（資料同上）。

c.學生　至90學年度（2001年度）招生至第七屆。每屆三部約各招生5人。

(1)現有全修生人數：10人。大學部5人磣高中部5人。

(2)現有選修生人數：6人。

均為中華民國籍（限收本國籍學生）。

d.校友 所有學生畢業後皆回各常住服務。



a.主修課程

(1)大、小乘經律論三藏研究。

(2)威儀教相。

(3)梵唄教學。

(4)中國佛教史、印度佛教史、哲學。

(5)禪修止觀。

(6)淨土法門。

(7)佛教美藝。

(8)特約講座。

(9)課外參訪活動。

(10)結夏安居期間專攻律學。

（凡所有住在院內之師生一律參加結夏安居。）

課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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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各學年度課程

院長暨全體學生於結業前跟悟道法師合影

年度 科目 教師 上學期 下學期

84
學
年
度

小止觀

錄音帶八識規矩頌

淨心戒觀法

各宗大意 釋常音

戒學 釋慧學

梵唄 釋本輝

國文 莫健慈

書法
嚴建忠

篆刻

共同上課

85
學
年
度

各宗大意 釋常音

淨土學 釋覺藏

釋禪波羅蜜 釋慧學

二課合解 釋本輝

教觀綱宗 釋常音

國文 莫健慈

書法 張隆城

佛教文選 莫健慈

梵唄

比丘尼戒

釋本輝

尼眾

輪流報告

共同上課

尼

校園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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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科目 教師 上學期 下學期

86
學
年
度

87
學
年
度

楞嚴經 釋本輝 共同上課

淨人、沙彌

叢林生活的探討砮規劃 釋慧覺

印度佛教史 釋演淨

威儀行門 釋演禪

書法 張隆城 共同上課

釋教三字經 釋常音 高中部

式叉摩那尼戒
比丘尼

輪流報告
比丘尼、式叉尼

律學導讀 釋慧學 尼

沙彌別行 釋見悲 共同上課

俱舍宗 釋常音 大學部

勸發菩提心文 釋演禪 淨人、沙彌

法句經 釋演真
高中部

法器 釋演修

礓階法器

溈山警策

美教美藝（插花）

國文

釋深悟 大學部

釋慧覺 共同上課

沈淑美 大學部

莫健慈
大學部、高中部

各別上課

阿含經 釋如範 共同上課

賢首五教儀 釋常音 大學部

中國佛教史 張昭仁

共同上課楞嚴經 釋本輝

六祖壇經 釋常音

四十二章經 釋演律 高中部

南山律在家備覽 釋演淨 共同上課

佛學教本（初級） 釋演禪 高中部

梵唄 釋演修 共同上課

國文 莫健慈
大學部、高中部

各別上課

書法 嚴建忠 共同上課

88
學
年
度

天台四教儀輔弘記 釋常音 大學部

成佛之道 釋見岸 共同上課

律藏會集（居士篇） 共同上課

共同上課

清淨平等覺經 釋悟道

共同上課楞嚴經 釋本輝

普賢行願品 釋演律

佛學教本（中級） 釋演禪 高中部

華嚴學 釋演律 大學部

梵唄 釋演修
共同上課

佛教美藝（雕刻） 程雪燕

國文 莫健慈
大學部、高中部

各別上課

書法 嚴建忠 共同上課

年度 科目 教師 上學期 下學期

五戒相經
釋常音

89
學
年
度

成佛之道 釋見岸

共同上課
金剛經 釋憶因

大乘止觀 釋智恆

遺教三經

比丘尼戒相表記 尼

南山律在家備覽 錄音帶 淨人、沙彌

大愛道比丘尼經 釋常音 共同上課

佛學教本（高級） 釋演禪 高中部

梵唄 釋演修 共同上課

國文 莫建慈
大學部、高中部

各別上課

書法 郭恒志
共同上課

佛教美藝（中國結） 王杏莉

釋常音

90
學
年
度

勸發菩提心文
釋常音

共同上課

佛教基本文獻導讀

法華經 釋見岸

印度佛教史 陳宗元

沙彌律儀 釋演禪

文選 瞴怡奕

梵唄 釋演修

佛教美藝（紙藝） 王杏莉

書法 郭恒志

國文（史記） 莫健慈



a.招生日期

每年結夏安居期間固定招生磣日期不定。

b.招生方式

本院招生事宜磣由各屆負責人籌劃磣呈報給

院長過目磣隨後由多家佛教雜誌發心為我們刊登

招生啟事。

錄取新生評審由院長、教務長、訓導長共同

主持。學生報名資格及考試科目如下表。

報名時填寫報名表並附二吋相片二張磣身份

證影印本一份磣五百字以上自傳一篇。報名後磣

由教務人員審核後再寄發考試通知書磣通知考試

日期、時間等。

筆試由教務長負責擬定考題磣以佛學概論為

命題方針。

口試由院長及行政人員共同主持磣各職事依

所職發問。重點為：

(1)瞭解考生就讀學院之動機及學習願望。

(2)傳達學院的理念、學習的內容磣以及學院的

作息、規矩磣並說明入學前的心理調適和應

準備的東西磣包括報到時的注意事項等。

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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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別 報名資格 考試科目

二部 38歲以下。思想純正、身心健全、品德純潔者。限女眾。 口試

大學部 初級佛學院畢磣或高中畢業（以上）或同等學歷。 筆試：國文、佛法概要

高中部 國中畢業或同等學歷。 筆試：國文、基本佛學

院長常音法師帶領學生至

緬甸女子佛學院參觀合影

臺南女眾佛學院學生報名資格及考試枓目

蕺南女眾佛學院90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表

星期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放香日

文選 大出坡 法華經 沙彌律儀 史記
印度佛教史或佛

教基本文獻導讀

8:30~9:20

9:30~10:20

勸發菩

提心文
班會或磩會 梵唄

書法或佛教

美藝（紙藝）
自修

14:00~14:50

15:00~15:50

16:30~17:30

自修 自修 自修 交班

打掃

開館／

自修

19:00~19:50

懺磨 念佛 禮八十八佛20:00~20:50

開館／

自修

開館／

自修

c.課程表

晚課



c.入學資格

報名者若符合報考資格磣則寄予考試通知

單；若從自傳中發現思想動機不純正者磣則予砮

婉拒。至於應考者錄取標準磣以筆試成績來區部

別；以口試來了解學生之習性、學習之意願、處

眾之適應性。

d.轉學辦法

學生在院生活磣若有不適應者磣或因其他因

素而有意轉學者磣經提出申請後磣由本學院輔導

轉介磣交由學生之師（家）長決定；若有困難者

院方則會盡力相助。

學生成績考查分為「學業成績」和「操性成

績」二大類。成績考核項目如下。

a.學業成績　

成績分配比例為平時測驗 30%、期中測驗

30%、期末測驗40%。

考試方式有筆試、複講或寫報告磣由該科教

師決定。

b.操行成績　

除依日常生活礓行判斷（如出席狀況）及評

分外磣另有考核項目八大類如下。

(1)僧團倫理、佛門行儀、修學精礓、宗教情

操：由各科教師及院內各職事負責人評分。

(2)服務精神、團隊精神、內務整理、職事效

率：由院內各職事負責人評分。

學費、膳宿費用全免。零用金自備。書籍費

用視情況而定。

每學期頒發獎助學金予成績優良者。

a.圖書館 妙音圖書館磣約40坪。

草創之初由於硬體設備不完善磣書籍有限。

但仍有提供書籍供院內師生借閱之服務。

於 1998年硬體設備已完善磣館藏書籍也逐

漸齊全。

(1)圖書藏量

泝藏經：卍續藏、大正藏、巴利藏、乾隆

藏、文殊藏等。

沴工具書：望月佛教大辭典、佛光大辭典、

三藏法數、南山律學辭典、中華佛教百科

全書、新文豐佛學大辭典、印順•呂澂佛

學辭典、中國大百科全書、佳慶百科彙

集、二十一世紀學研彩色地球大百科等。

沊佛學、世學書籍：約兩千種。

沝雜誌：約三十種。

(2)檢索設施：因人手的不足磣故檢索設施設仍

在編排當中。

(3)硬體設備：影印機、電腦、除濕機、書桌、

工具書櫃、律學櫃、全集櫃、各宗櫃、藏經

櫃、藝文櫃、世學櫃、新書展示區等。

(4)服務對象：院內師生。

服務項目：圖書借閱、還書磣並提供閱覽場

所。

借閱方式：向服務人員辦理登記。

服務時間：每磩二、四、日

晚上7：00~8：50開館

（師長不在此限）。

若遇特殊情況則另找時段開館。

(4)借閱數量：一次以兩本為限磣為期兩磩。可

續借磣期限以一磩為準磣但仍須

辦理手續。

（錄音帶不在此限磣因另闢有視

廳教室磣錄音帶則存放於該處。）

b.休閒設施

限山門內皆可活動。

設備

獎助學金

費用

成績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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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環境景況

(1)地點位置

砟南女眾佛學院設於砟南縣玉井鄉豐里村感

恩精舍內磣砮走馬瀨農場相對比鄰。經過一片廣

大的鳳梨園磣即可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恩精

舍迎面而來。

(2)校園環境

學院的空間規劃分為東、西兩邊。由山門

入磣中間是華嚴海會殿磣此為主殿磣供學院學生

及寺方僧眾早晚課誦及共修。西側為學院磣是一

棟二層樓的建築磣一樓是教室、圖書館、視聽室

及院務室磣二樓為學生的寮房；東側一樓有院方

和寺方合用的齋堂、廚房、因果福利社及寺方的

客堂磣東側二樓為寺方住眾之寮房。

(3)學院砮所依寺院的關係

砟南女眾佛學院是由寺院辦學磣由住持兼任

院長磣因此學院一切費用及學生食宿、教師的鐘

點費全由精舍提供。學院砮常住雙方關係密切磣

不論日常運作乃至大出坡磣皆由學生和寺眾分工

完成。

b.學生生活特色

學生依院方所安排的作息日復一日規律地生

活磣每天早晚課誦、上課、出坡灑掃、共修等磣偶

有演講或研討會磣再配上不定時的登山、踏青磣意

欲鍛鍊學生成為耐煩耐苦、剛柔並濟的行者。另每

天早午過堂磣採自助餐式取食磣依個人所需應量而

食磣養成不浪費信施的習慣；依佛制過午不食磣但

個人可依身體狀況而適度地開緣。

學院為培養學生厚直穩重的僧格磣希望學生

能多涵泳磣而不要急於表現自己磣因此本院不辦法

會磣也少讓學生參砮外界活動磣僅在校內舉辦些許

的學術活動。作息中每天三段禁語時間磣以減少學

生散心雜話的機會磣保持安寧的心境及學習環境。

作息的內容則是依基本生活的處理、宗教情操的陶

養或生活的調劑等方面的需要而設定。

由於同學們來自十方磣每個人的性格、根

機、習氣各不相同磣在生活中學習互相協調、包

容磣有時也因摩擦而更增礓彼此間的相知相識。

同學們在課業、道業上相互共勉磣病時互相照

顧磣有供養時利和同均。大家在共同生活中磣一

起成就道業。

校園生活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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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學寮寢室

作息時間表 備註

上
午

3:50 起板

4:00 早覺（起床）

4:30~5:40 早課

5:40~6:00 早用功

6:00~6:50 早齋

7:00~8:10 出坡

8:30~10:20 上課

禁語

中
午

10:30~10:50 自修

下
午

晚
間

14:00~15:50 上課

16:30~17:30 晚課

17:40~18:50 沐浴 隨喜藥石

19:00~19:50 自修

20:00~20:50 自修 / 開館 / 禮懺 / 念佛

21:00 靜坐
禁語

21:30 息燈（養息）

11:00~12:20 午齋（經行）

12:30~13:45 午休（1:45起床鈴）
禁語

c.作息表 本院學生作息時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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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 購地完成。預定成立砟南女眾佛學院。

1995年 僧舍工程建築中。

（砟南女眾佛學院師生）假大崗山龍嚴精舍授課。

砟南女眾佛學院正式成立。

04 開證法師來訪。

院長帶領學生至美國洛山磯「護國禪寺」、「西來寺」、「海印寺」參訪。並探望師公

果真法師。

1996年 01 佛光山學術論文發表。

03 學生開學報到、整理環境、佛一及誦經共修。開學典禮後正式上課。

05 佛誕節舉行浴佛法會。結夏安居。以後每年均舉行結夏安居。

06 校內演講比賽。於泰山慈林精舍泰雅兒童夏令營指導「佛學行儀」。護僧協會來訪。

07 解夏儀式。第一屆畢業典禮。

11 大眾行腳至蓮因寺、玉佛寺。

1997年 03 清涼寺水陸法會實習。

04 南橫一遊。

08 緬甸寺院、馬哈西禪修中心、尼僧佛學院等參訪。

10 遠光法師蒞臨本院佛學開示。

1998年 02 送慧學法師至印度留學並參訪德里大學。

04 南橫一遊。宗麟法師蒞臨指導。

08 聰慧法師及常能法師蒞臨指導。護僧協會來訪。信眾前來本院供僧。

12 賢度法師蒞臨指導「華嚴思想」。

1999年 07 護僧協會來訪。

08 至大陸肇慶光孝寺、梅園（六祖惠能大師遺跡）、廣州六榕寺、無心庵等地參訪。

11 院長、演修、演禪法師參加日本長野善光寺一條智光法師荼毘。並拜訪淨心寺、大正大

學。

12 香光尼寺住持悟因法師來訪磣開示寺院生活之道。

2000年 04 太平洋建設公司副總（發言人）龔寶祥先生蒞臨磣演講現代人的經濟觀。

07 學生至玉井國中製作手拉坯。至蓮花世界及砟南藝術學院參觀。

08 21世紀佛教僧伽教育研討會。

10 演修、演禪法師至加拿大巡禮。

12 黃宏洲先生蒞臨本院指導消防講座。至花蓮慈濟參砮論文、醫學、藝術獎學金頒獎典

禮（本院兩位學生榮獲論文獎）。

2001年 01 中興林場跋山涉水一日遊。

02 真儼法師蒞臨指導論文寫作技巧。

05 參加圓光、福嚴聯合論文發表會。全體師學參加開證法師追思大會。於國立教育資料

館教師暑期佛學教育研習會「天台學」授課。本院學生榮獲美國敏智老和尚獎學金。

06 南化鳥山健行。

07 新營妙法寺心田法師蒞寺開示。

08 院長至日本知恩院參訪。

09 南華大學學術論文發表。

臺南女眾佛學院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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砟南女眾佛學院

地址：714砟南縣玉井鄉豐里村74-7號

電話：06-574-3669

如何走入感恩精舍穡

◎自行開車

1.中山高至新化接國道八號往山上方向接玉南公路至玉井。

2.中山高於新營或麻豆下交流道接砟一線磣再接東西快速道路往玉井方向。

3.南二高至大內交流道接東西快速道路往玉井方向。

◎搭火車或公路局請至砟南站下磣改搭興南客運磣於玉井總站下車。

（從玉井至學院步行約45分鐘磣可搭計程車約100至150元。）

交通路線圖
臺
南
女
眾
佛
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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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華學佛園、華梵佛學研究所
The Lotus Buddhist Ashram & Institute of Sino-Buddhist Studies

般若思想　菩薩精神

地址：223台北縣石碇鄉豐田村華梵路2號

2, Huafan Road, Shihting Hsiang

Taipei Hsien, Taiwan 223, R. O. C.

電話：02-2663-1505, 2663-1495

傳真：02-2663-1534

電子郵件信箱： lee0935@huafan.hfu.edu.tw.

所園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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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蓮華學佛園

a.級別 佛學院。

b.學制

(1)平均學習年限：預科班三年。正科班三年。

專科班四年。（未讀佛學院者五年）。

(2)採半年一學期制。

c.特色 教觀並重。

B.華梵佛學研究所

a.級別 研究所。

b.學制

(1)平均學習年限

泝甲級研究生：三至五年。

沴乙級研究生：二至三年。

沊助理研究生。

(2)採半年一學期制。

c.特色

弘揚「般若淨化思想磣菩薩悲智精神」。

A.蓮華學佛園

a.創立時間 1970年9月。

b.獲准立案機關 經中國佛教會登記備案。

c.創立宗旨 般若淨化思想磣菩薩悲智精神。培

養出家人風範磣教觀並重、解行兼修磣重視環

境教育磣藉助自然景色、藝術薰陶磣期能落實

佛教青年莊嚴活潑之生活本質磣化度群生。

d.創立沿革

佛教之興磣賴乎教戒行儀磣故重視教育磣尤

以僧材之培養為當前之急務。本園導師曉雲法師

矢志終身奉獻佛教文教工作磣法師於 1963年首

次回台時磣雖有培育佛教人材之心願磣然香港文

教亦在展開磣一時未得放下。 1966年冬法師因

港亂再度回台灣；但由於港亂回台養病磣稍癒即

於 1968 年應華岡文化大學（當時是學院）禮

聘磣任教華岡磣擔任哲學研究所及藝術研究所教

校史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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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磣並任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之職磣積極培育佛

教人才磣並使該校成為國內外佛教文化交流的園

地。而佛教人材之培養磣始終不易成就磣此乃由

於大學、研究所雖有佛學課程磣且校中亦不乏皈

依三寶之學佛青年磣然而社會學佛青年磣畢業後

多各奔前程磣繼續從事研究者不多；如此佛教教

育豈能植根？

法師有鑑於此磣思佛教之興應以培養僧才為

當前之急務磣乃隨順因緣辦學。蓮華學佛園初

創磣即有計劃地訂立教學方針磣教觀並重、解行

兼修。雖人數不多磣也不發廣告招生磣希望有心

修學佛者能聞風而至磣以培養出有道心、有悲願

的佛教人才。

蓮華學佛園第一屆於1970年9月開學。初辦

時期人數少磣物質短絀磣然而在法師慈悲精神感

格教化下磣卻顯得朝氣蓬勃。初期課室借位於陽

明山山腰之永明寺小樓一間磣並兼做禪堂；除上

課外磣亦在此行香、靜坐。而教室左邊一角的圖

書室磣是由木箱間隔而成磣環境雖簡陋磣但便於

教學及同學使用。行門方面磣除早晚課誦、靜坐

外磣每磩有一日止語攝養日（靜坐用功）磣每年

冬季並舉行至少一磩的禪七。又每磩法師親自主

持磩會。每磩三放假一日磣雖放假仍不得自由出

入磣全部學生皆操作園務（清掃、採購、辦事、

交接職事等磣可說幾無真正的閒暇日）。總之磣

初辦的學園已嚴謹行持。

本園所有的規模、制度磣在第一屆時已初

具磣猶如「麻雀雖小磣五臟俱全」磣亦可窺知法

師辦學之真誠磣砮教育人材之悲願磣故此園風、

規範始終遵循沿用至今。

e.蓮華學佛園創辦人暨導師—曉雲法師

曉雲法師簡介

曉雲法師磣 1913 年生。法師集藝術、佛

法、文學融匯於教育。 1933年於香港藝術學院

研究所深造磣任教於聖保祿女子高中。抗戰期

間磣足跡遍西南半壁磣曾任後方文化工作。畫藝

得嶺南畫祖高劍父之心傳磣由於少耽禪悅磣專精

於禪畫磣有嶺南女畫傑之雅譽。

1946年作東南行磣在泰戈爾大學研究印度

藝術磣親赴阿姜塔(Ajanta)臨摹佛教壁畫磣並任

客座教授磣前後五年。 1955年初夏環宇周行磣

參訪世界文教機構磣並在各國大學舉辦個展磣藉

以諮詢磣以備為佛教創設大學之參考。四十七歲

依止湛山倓虛大師剃脫易服磣創雲門學園磣成立

佛教文化藝術協會磣展開香港佛教文化推動工

作磣並設立慧海英文中學等。

後以香港動亂磣應文化大學張其昀創辦人之

聘磣回國任教華岡磣主持佛教文化研究所磣並任

藝術、哲學二研究所教授磣指導碩士、博士論文

十餘篇。並先後創辦蓮華學佛園、華梵佛學研究

所、佛教慧海文化基金會等。 1990年創辦華梵

工學院—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所由佛教人士興辦

的社會大學； 1993年增設人文學院磣故更名為

「華梵人文科技學院」磣實施「人文砮科技融匯磣

智慧砮慈悲相生」的教育理想磣並增設東方人文

思想研究所；1997年正名為「華梵大學」。曾應

邀出席國際佛學會議二十餘次磣並在國內主持

「國際佛教教育研討會」磣迄今已第十二屆（自第

十屆開始磣每三年一屆）。首創以佛教書畫紀念

佛陀誕辰之「清涼藝展」磣已歷二十八屆。

1997年榮獲行政院文化獎磣於12月29日的

頒獎典禮中磣蕭萬長院長讚歎：「曉雲法師佛學

造詣高深磣精通儒學磣獻身佛教教育凡三十年磣

更是一位傑出的藝術家磣畫藝精湛磣名聲早就傳

揚於國內外；大師的偉大成就磣實為國之至

寶。」國立歷史博物館承辦法師「曉覺禪心」畫

作展覽磣該館黃光男館長謂:「曉雲法師洞識生

活禪機磣發人深思的藝術面貌磣正是中國人文之

美砮宗教情操的一種偉大融合磣正足以彰顯二十

世紀、當中西思潮互動交融之際磣中國哲人維護

砮發揚中華文化精神的志業。」

曉雲法師獻身教育文化工作五十餘年磣精研

砮推動「覺之教育」；著作砮畫作甚豐磣已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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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出版社「流光叢書」出版多冊磣現仍由編輯委

員不斷輯理各類著作、陸續出版。

f. 歷任園長

(1)第一任諴達音法師觔第一屆謂膼曾任法雲佛

學院老師及覺光寺住持。

(2)第二任諴信定法師觔第二、三屆謂膼曾任永

明寺住持及圓覺寺住持膼華梵大學

董事。觔已於2000年往生謂

(3)現任諴修慈法師觔從第四屆至今謂。

修慈法師簡介

修慈法師磣 1942年生。從小即喜好聽經聞

法磣並希望將來發菩提心及弘法利生。 1962年

於台中靈山寺請求普願法師剃度出家磣1963年2

月於圓山臨濟寺受三壇大戒。 1966年至高雄萬

壽山佛學院求學。 1968年曉雲法師蒞臨參訪萬

壽山佛學院磣當時曾應院長之請而砮同學開示；

修慈法師當時即深感曉雲法師乃當前出類拔萃的

比丘尼磣於是興起了依止他為親教師之願磣冀望

畢業後能追隨砮協助法師宏揚佛法。

1969年2月於佛學院畢業後磣回常住求得其

家師之恩准磣北上跟隨曉雲法師繼續求學。1970

年秋磣懇求曉雲法師興辦蓮華學佛園。 1973年

畢業於蓮華學佛園磣爾後繼續深造讀蓮園專科

班、華梵研究所先修班磣並任輔導工作及教授佛

學課程；同一年磣又因法師在華岡文化學院創辦

佛教文化研究所之善緣磣而承擔總務工作。

1977年任慧海佛教文化基金會董事。 1979

年任蓮華學佛園園長磣同時就讀華梵佛學研究

所。1981年任華梵佛學研究所董事。為圓滿曉雲

法師興辦大學之願磣曾為尋找大學校地而走遍北

部地區各地名山。1985年春磣校地買成；同年秋

季磣跟隨法師前往馬來西亞古晉、沙巴弘法並籌

募建校基金。 1987年教育部核准大學設校。此

後磣展開了長期的勸募工作磣其中以舉辦大法會

效果最大磣但投注的心力也最多。1988年秋磣為

報師恩磣扶助台中靈山佛學院辦學及任教相關佛

學課程。1989年任華梵大學董事。1992年秋至

湖南麓山寺舉辦清涼藝展磣將法師在佛教藝術上

的成就宣揚到海峽對岸。華梵建校穩定後磣法師

繼續撰寫論文磣至 1996年畢業於華梵佛學研究

所。1998年任華梵文教基金會董事。

g.未來展望

始終秉持曉雲法師創辦宗旨磣培養深具道心

之佛教女眾修行人磣以實踐園訓：「般若思想磣

菩薩精神」。推動覺之教育之僧伽訓練磣護持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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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華學佛園現任園長

修慈法師

蓮華學佛園第一任園長

達音法師

蓮華學佛園第二任園長

信定法師



梵大學之社會教育磣以期達到曉雲法師二部制佛

教教育之理想。

B.華梵佛學研究所

a.創立時間 1980年9月。

b.獲准立案機關　

教育部。（1980年 9月 26日台(69)高字第

29736號教育部核准成立為學術研究機構。）

c.創立宗旨

本所創辦之宗旨在於弘揚「般若淨化思想、

菩薩悲智精神」磣以佛學明心而正其所學；以佛

法見性而正覺人生。善導群倫磣端正社會風氣磣

兼及學術研究砮精神實踐磣亦即教觀並重、禪淨

雙修之中國佛教特性磣開顯吾人本具之智慧潛

德磣共同創造人類福祉。尤以觀乎國際學者磣研

究佛學者日眾磣而中國佛教已礓入第五期之復興

階段磣當配合世界佛學研究之發展趨向磣期促礓

國際間佛教文化之交流。

d.創立沿革

華梵佛學學術院為華梵佛學研究所之前身磣

於 1976年訂定研究計畫磣 1979年正式成立磣 8

月舉行第一屆研究生入學考試磣錄取研究生及先

修班學生 21名磣開始從事佛學研究。其入學資

格為國內外大學畢業磣或經佛學院高級班畢業磣

得以同等學歷報考就讀。 1980年教育部派員實

地視察後磣准予登記成立磣改名為華梵佛學研究

所。70學年度（1981年度）砮72學年度分別各

招生一次。蓋自近代太虛大師倡導佛教革新、創

辦僧伽學校以來磣各地雖不乏佛學院磣然而終欠

體系；由於僧伽教育已獲得教育當局重視磣曉雲

法師及田博元副教授有鑑於此磣砮雲門同仁悉心

籌劃下磣遂在蓮華學佛園地磣建立此一貫性之佛

教教育體制磣以造就人材磣並配合時代之發展磣

其意義甚殊。曉雲法師有鑑於現代年青人之心向

較趨於學位磣而華梵佛學研究所的研究生是著重

於「教觀禪行」砮「禪戒合一」磣惟其具足了堅

定的學佛觀念和修持心得者磣才易於考入本所。

此外磣聘請有若干名研究員磣如陳元音教授

（著有《美國文學砮禪》)、德國哥丁根大學貝卻

教授、美國紐約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伽爾德博

士磣及蘇瑩輝、劉貴傑、程明琤、熊琬教授等磣

從事研究工作並撰寫研究論文。

e.創辦人暨所長—曉雲法師（見前文其簡介）

f. 未來展望

創辦人曉雲法師秉持數十年來為佛教興學的

宏願磣希望為佛教培養真正修行之比丘尼磣老實

「以慈修身磣善入佛慧」。

華梵佛學研究所今後的重要工作有：

(1)繼續推動並宣揚覺之教育。

(2)繼續主辦「天台宗學會」學術研討會磣宣導

天台學風、教觀止觀之學行。

(3)以現代經變圖之開發創作磣期能對教育各階

層有所影響。

(4)研究現代佛學砮增益人們身心明淨磣以利樂

生命善行之人生磣為社會教化之悲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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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梵佛學研究所



A.蓮華學佛園

B.華梵佛學研究所

a.機構組織

機構組織與業務

425

蓮
華
學
佛
園
、
華
梵
佛
學
研
究
所

創辦人

暨導師
園長—副園長

園務委員會

董事會

教學系統

教務處

行政系統

預科班—修學期限三年（國中）

正科班—修學期限三年（高中）

專科班—修學期限四年（大專）

（未就讀佛學園〔院〕者五年）

礓修班—修學期限一年

（即：研究所先修班）

註冊組

課務組

成績組

訓導處

生活輔導組

獎懲組

獎學金組

禪行處

規儀組

清眾組

監香組

總務處

事務組

庶務組

出版組

醫療組

人事室
人事組

編輯組

職稱 編制人數及執事內容

所長 本所設所長一人磣負責綜理所務及發展研究計畫。

教務長 一人磣處理研究生教學業務工作磣並得設組員一人至數人協助之。

專任導師 一人至若干人磣指導及督導學生學術研究磣並礓行研究工作之發展。

祕書

事務長

一人至若干人磣協助所長推動所務及研究工作。

一人磣負責本所一切事務性工作磣得設事務員一人或若干人協助之。

（其他事宜磣因應環境磣得經所務會議另訂之。)



A.蓮華學佛園

a 教師 現有教師22位磣均為中華民國籍。

蓮華學佛園師資簡介如下。

教職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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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責內容

教學部 聘請資深教授指導學術研究磣並得聘任為研究論文指導教授兼任考試委員。

研究部 研究人員分為研究員、副研究員及助理研究員磣其職位相當於大學之教授、副教授及講師磣專

門從事學術性之研究工作。

出版事業 設主任一人磣負責出版事宜；並得設組員若干人磣負責推行各項工作。發行本所師生之研究成

果磣以及符合本所宗旨之研究著作。

本所已出版有《華梵佛學年刊》、《國際佛教教育研討會論文專輯》磣以及再版古籍孤本或珍本磣

俾使傳統文化結晶及佛教經典、書畫之精粹得以廣為流傳。

學術文化之

交流及推廣

由本所師生共同負責之業務磣主要為演講會、座談會、文物藝術之展覽及刊物之發行磣諸如：

舉辦華梵佛學學術講座、清涼藝展、冬季禪七、佛教教育文化研討會、參加國際佛學會議磣以

及訪問外國教育文化機構磣並砮保持連繫。

蓮華學佛園師資簡介

華梵佛學研究所各單位及其職頁

姓名 性別 年資 學 經 歷 專長 觔曾謂任教科目

釋曉雲 尼 78

印度泰戈爾大學客座教授

法雲佛學院導師

蓮華學佛園、華梵佛學研究所及華梵大學

創辦人兼導師

86年榮獲行政院文化獎

佛學

般若禪

覺之教育

佛教藝術

法華經、大乘止觀、覺之教育、

佛教文藝、律儀、般若禪、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大寶積經、

大集經、金光明經、小止觀、

天台法脈、教觀綱宗

釋修慈 尼 25

壽山佛學院、蓮華學佛園、華梵佛學研究

所畢業

現任華梵佛學研究所及華梵大學董事、蓮

華學佛園園長

釋禪波羅密 釋禪波羅密、禪林寶訓、

學佛行儀、緇門崇行錄、

佛遺教經

釋仁隱 尼 19

慈明佛學院、蓮華學佛園畢業

華梵佛學研究所畢業

現任華梵大學院覺室導師及華梵大學董事

蓮華學佛園輔導長

佛學

般若禪

經書導讀、小止觀、六妙門

釋慈觀 尼 48

慈航佛學院畢業

日本駒澤大學畢業

現任法雲佛學院院長

唯識學

俱舍論

唯識三十頌、俱舍論、

百法明門論、解深密經、

楞嚴經

釋悟禪 僧 10

戒光佛學院畢業

圓光佛學院、開元禪學院、蓮華學佛園教書

每年聘任為戒場戒師

現任新竹縣佛教會理事長

中國佛教會理事

梵唄教學

戒場戒師

梵唄教學

b.機構業務

本所以研究學術為主磣同時重視禪行修攝磣培養佛教師資人材磣推展佛教文化砮教育磣重振我國

大乘佛教之精神。



b.職員　2人磣女磣年資為九年磣大學畢業。

c.學生　至 90學年度（2001年度）招生至第十

一屆磣每屆約招收25人。

(1)現有全修生人數：23位。

(2)現有選修生人數：2位。

(3)現有國際學生人數：4位。

(4)現有學生國籍分布：中華民國、新加坡、馬

來西亞、緬甸、香港。

(5)過去三年之平均學生輟學率：1％。

d.教職生人數比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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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別 年資 學 經 歷 專長 觔曾謂任教科目

釋真彬 尼 25
蓮華學佛園畢業

現任蓮華學佛園老師

天台及淨土 天台四教儀、般若心經、

楞嚴經二十五圓通章、涅槃經

釋仁華 尼 20

澳洲雪梨大學文學碩士

曾任華梵大學院覺室導師

華梵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講師

現任華梵佛學研究所及華梵大學董事

佛學

禪法

安樂行門

釋仁朗 尼 19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佛學研究所博士

現任華梵大學董事及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助理教授、華梵佛學研究所教務長

覺智砮人生

覺之教育

中印佛教史

中國佛教史、印度佛教史、

初級史地、高級歷史、

覺智砮人生、佛學概論、

宗教倫理學、印度佛學

釋悟觀 尼 5

日本大正大學人文學院博士課程修了

觀音禪寺都監

現任華梵大學講師暨董事

天台思想、

近代中國佛

教思想、

佛學概要、

如來藏思想、

摩訶止觀、四念處、

中觀砮天台思想、如來藏思想

研究、天台哲學、佛學概論、

亞洲佛教、中國佛教思想專題

釋仁惟 尼 13

蓮華學佛園、華梵佛學研究所畢業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

曾任華梵大學會計主任

天砟思想 初級佛學、高級佛學、

教觀綱宗

釋養妙 尼 7
蓮華學佛園畢業、華梵佛學研究所

蓮華學佛園總務

佛像繪畫 八大人覺經、佛像畫

蕭滬音 女 59

菲律賓聖托瑪斯研究、世界大學音樂碩士

曾任教大專院校三十餘年、駐菲大使館專員

現任華梵、蓮園、雅韻、華藝、文湖、自

由、仁音等合唱團指揮

佛教音樂、

合唱團指揮

佛教音樂

鄭正慶 男 26

政戰學校藝術系學士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

政戰學校藝術系副教授

水墨人物畫

色彩學

水墨人物畫、經變圖

李美華 女 1
美國北卡州立大學文學博士

華梵大學外交系副教授

英文 高級英文

陳鐘恩 男 28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

育達商職副校長

國文 四書、高級國文

陳仁眷 女 4

華梵佛學研究所畢業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

華梵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講師

佛教藝術 覺之教育、佛教藝術、

佛教心理學

陳秀慧 女 16

University of Kansas（美國堪薩斯大學）

教育碩士

華梵大學中文系講師

佛教文學 高僧傳記、佛教文學、

佛教教育思想



e.校友 人數約300位左右。

(1)校友職業分布：住持、教師、宗教師。

(2)傑出校友事蹟如下。

蓮華學佛園傑出校友

釋真彬、釋悟觀、釋仁惟、釋養妙法師磣其

專長砮學經歷見前文。其他傑出校友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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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專長與學經歷

釋修慈 同前。襄助曉雲法師創辦華梵大學；曾創辦靈山佛學院磣為曉雲法師法子。

釋仁隱 襄助曉雲法師創辦華梵大學。

釋達碧 培養佛教人才。曾創辦法雲佛學院並任院長。曾任蓮華學佛園教師。現任苗栗法雲寺住持。

釋達說 護持佛教辦學。現任豐原覺苑寺住持。

釋心志 護持佛教辦學。曾任蓮華學佛園教師。現任南投淨蓮寺及基隆淨蓮精舍住持。

釋修儀 曾任蓮華學佛園教師並擔任教務工作。現任淳覺學苑住持。

釋玄慧 曾任蓮華學佛園佛像畫教師。現任高雄圓照寺當家及金倫佛學院教務主任。

釋理光 培養佛教人才。創辦光量佛學院並擔任院長。曾任蓮華學佛園教師。現任光量寺住持。

釋性賢 日本大正大學文學士。現任觀音禪寺當家磣淨覺佛學院教師。

釋如立 護持曉雲法師辦學。現任沙鹿慈善寺住持、法雲佛學院教師。

釋振法 日本大正大學文學士。現任菩提院當家。

釋圓蓮 曾任智光商職教師。現任美國西雅圖及溫哥華弘法。

釋地皎 弘揚地藏法門。現任祥德寺住持。

釋法忍 日本大正大學文學士。現任光雲寺住持。

釋心暉 護持曉雲法師辦學。現從事電視弘法。

釋證惟 日本大學碩士。現任佛學院教師。

釋日賢 日本立正大學文學碩士。現任能仁家商教師。

釋開明 日本立正大學文學碩士。現任圓光佛學研究所教師。

釋印玄 留學英國榮獲碩士。

釋法琳 現任鳳山蓮社當家。

釋見宗 現任鶯歌佛寺住持。

釋仁謙 現任蓮華學佛園教務工作。

釋謙慧 現任高雄圓照寺及金倫佛學院教務。

圖後排：左一起

修慈、真彬、宏一法師。

圖前排：左一起

心志、達宗、曉雲、樂果、

信定法師、羅午堂居士

蓮華學佛園傑出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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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梵佛學研究所師資簡介

姓名 職稱 性別 年資 學經歷 專長 開設課程

周春塘 專任教授 男 6
美國大學、華盛頓

大學哲學博士

中國文學、比較文

學、文學批評、

當代美國詩學

人文思想專題討論

唐代文學研究、比較文學、

研究方法

何廣棪 專任教授 男 9
香港新亞研究所

中國文學博士

中國古典目錄、

中國文學、中國佛

教文學、中國經

學、中國學術史

中國佛典目錄學專題、目錄學專

題研究、昭明文選專題研究、

唐代僧人詩研究、中國學術思想

史專題、中國當代著名學者及其

學術研究

郭朝順
專任

助理教授
男 3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

博士

中國佛教哲學

中印佛學比較

佛學概論、華嚴宗哲學專題、

禪宗哲學專題、三論宗哲學、

佛性思想研究

王惠雯 助理教授 女 3

輔仁大學哲研所博士

華梵大學人文中心

助理教授

論文寫作 論文寫作

B.華梵佛學研究所

a.教師 師資多為任教佛學院的教師及社會大學之教授、並以佛學研究為己任者。

現有教師7人磣均為中華民國籍。

釋曉雲法師、釋仁朗法師、釋悟觀法師簡介同前文。

b.職員　2人磣女磣年資為9年磣大學畢業。

c.學生　

至90學年度(2001年度)招生至第七屆磣每屆約招5人。

現有全修生6人磣選修生１人。均為中華民國籍。

過去三年之平均學生輟學率為0%。

d.教職生人數比為1:1。

e.校友

回溯本所第一屆磣經嚴格考試錄取研究生及先修生共21名。學生有來自蓮華學佛園攻讀十年

以上者磣及國內七所大學之畢業生。蓄志潛研佛法之青年磣對各門課程專精務學磣努力鑽研。是以

師生通力合作磣開學以來磣頗具規模。而多數研究生亦任蓮華學佛園講師及教務職掌磣實行教學相

長磣知識砮經驗之實踐。校友職業分布為：教師、宗教師。傑出校友：釋修慈、釋仁隱、釋仁華、

釋仁朗法師磣陳鐘恩、陳仁眷、陳秀慧老師磣其專長砮學經歷同前表。



A.蓮華學佛園

課程概況

430

臺
灣
佛
學
院
所
教
育
年
鑑
創
刊
號

第十一屆專科班（2001年）

第十一屆正科班（2001年）

第十一屆預科班（90年）

門

類
經 律 論 禪

行

課
程

法
華
經

律
儀

百
法
明
門
論

俱
舍
論

般
若
禪

梵
唄

小
止
觀

佛
教
文
藝

佛
教
音
樂

禪
林
寶
訓

高
僧
傳

四
書

高
級
國
文

初
級
英
文

中
國
通
史

初
級
日
文

初
級
佛
學

經
書
導
讀

佛
教
藝
術

佛
像
畫

水
墨
人
物
畫

書
法

插
花

師
資

釋
曉
雲

釋
慈
觀

釋
曉
雲

釋
悟
禪

釋
仁
隱

釋
曉
雲

蕭
滬
音

釋
修
慈

陳
秀
慧

陳
鐘
恩

鄭
素
勤

蔡
朝
枝

張
雅
蘭

釋
仁
惟

釋
仁
隱

陳
仁
眷

釋
法
性

鄭
正
慶

吳
大
仁

洪
慧
靜

教
觀
門

嘉
言
錄

高
僧

知
解
門

佛
學

術
科

門

類
經 律 論

課
程

法
華
經

律
儀

大
乘
起
信
論

梵
唄

大
乘
止
觀

般
若
禪

釋
禪
波
羅
蜜

小
止
觀

摩
訶
止
觀

覺
之
教
育

天
台
四
教
儀

中
國
通
史

佛
教
文
藝

佛
教
音
樂

四
書

高
級
英
文

高
級
日
文

禪
林
寶
訓

初
級
佛
學

中
級
佛
學

經
書
導
讀

佛
教
藝
術

佛
像
畫

水
墨
人
物
畫

插
花

書
法

師
資

釋
曉
雲

關
世
謙

釋
悟
禪

釋
曉
雲

釋
修
慈

釋
仁
隱

釋
悟
觀

釋
曉
雲

釋
真
彬

蔡
朝
枝

釋
曉
雲

蕭
滬
音

陳
鐘
恩

李
美
華

張
雅
蘭

釋
修
慈

釋
仁
惟

釋
仁
隱

陳
仁
眷

釋
法
性

鄭
正
慶

洪
慧
靜

吳
大
仁

行
禪

天
台
宗

教
觀
門

知
解
門

嘉
言
錄

高
僧

佛
學

術
科

門

類
經 律 論

課
程

法
華
經

律
儀

百
法
明
門
論

俱
舍
論

教
觀
綱
宗

般
若
禪

梵
唄

小
止
觀

天
台
四
教
儀

佛
教
文
藝

佛
教
音
樂

四
書

高
級
國
文

高
級
英
文

初
級
英
文

中
國
通
史

高
級
日
文

禪
林
寶
訓

高
僧
傳

初
級
佛
學

中
級
佛
學

經
書
導
讀

佛
教
藝
術

佛
像
畫

水
墨
人
物
畫

書
法

插
花

師
資

釋
曉
雲

釋
慈
觀

釋
仁
惟

釋
曉
雲

釋
悟
禪

釋
仁
隱

釋
真
彬

釋
曉
雲

蕭
滬
音

陳
鐘
恩

李
美
華

鄭
素
勤

蔡
朝
枝

張
雅
蘭

釋
修
慈

陳
秀
慧

釋
仁
惟

陳
仁
眷

釋
法
性

鄭
正
慶

吳
大
仁

洪
慧
靜

禪
行

天
台
宗

教
觀
門

知
解
門

嘉
言
錄

高
僧

佛
學

術
科



B.華梵佛學研究所

A.蓮華學佛園　約於每年八月招生。

a.入學資格 本園入學年齡為 16歲以上磣 36歲

以下（超齡得報考就讀旁聽）。各班入學資格

如下。（各科班各約招生10~15人。）

(1)預科班：國中畢業磣可報名考試。

(2)正科班：高中畢業磣曾就讀佛學院；或高中

畢業磣有志學佛者磣可報名考試。

(3)專科班：本園正科班畢業或其他高級佛學院

畢業（高中或大專院校畢業者）磣

有志於礓階研究者磣均可報名。

(4)本園視環境許可磣亦接受插班生報名。

b.報考手續　

本園新生錄取嚴格。報名需具自傳一份磣兩

吋半身照片三張磣申請書及介紹人（介紹人資

格磣需為寺院住持磣或家長）函件寄教務處。經

審閱合格者磣即寄覆報名單磣俟填妥後寄回教務

處磣以便通知考試日期及寄發准考證。

c.招生方式　

筆試及口試。筆試科目為國文、英文、佛

學。

d.入學報到手續

經筆試、口試兩項合格錄取者磣於每屆開

始磣應於規定日期內抵達本園磣向教務處報到磣

辦理註冊手續。報到時繳交國民身份證及保證

書、畢業證書等。師長或家長得為保證人磣保證

學生在園期間循規蹈矩磣並須隨時砮園方保持聯

絡磣以增強管教之效果。本園並制定各項規約磣

訂定學生手冊磣註冊後分發磣學生一律遵照奉

行。

e.特殊規則

本園特別重視道心行儀磣如背師離道、不認

父母砮曾就讀其他佛學院無故中途退學不能善始

終者磣不得報名。（如遇特殊情形、或得原校給

予轉學證書磣經本園認可者磣可予通融）。本園

創辦三十年磣從未刊登招生啟事磣故報考者必賴

因緣介紹或慕道而來。本園師生之座右銘曰：

「內人乎其來」。佛門有三人：灱或人牞外人犴內

人。「內人」者乃不二法門內之人。一心奉持本

園施教方針宗旨者得來磣否然者勸出（勸導其轉

學或休學）。

B.華梵佛學研究所膴本所著重宗教氣氛之研究砮

社會大學之研究不同磣遂定嚴格之薰修磣而後

來投考者磣以佛學院畢業出家眾或專誠為佛教

研修者為宜。

a.招生日期 約於每年8月招生。

b.入學資格

(1)甲級研究生：具以下資格之一磣得申請參加

考試及格者磣入甲級班研究。

1)乙級研究班畢業磣論文通過者。

2)國內外大學獨立畢業得碩士學位磣具有佛

學資歷（如曾修學佛學論文）者。

3)相當於第二項資歷 （社會高中畢業磣曾研

修十年佛學）者。

(2)乙級研究生：具以下資格之一磣得申請加考

試及格者磣入乙級班研究。

1)國內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得學士學位磣

具有佛學資歷者。

2)相當於學士學位之佛學院畢業 （社會高中

畢業磣曾研修六年佛學）者。

3)自修佛學多年磣提出論文磣經審核確具學

士學位程度者。

(3)助理研究生

c.招生方式　

筆試及口試。筆試科目為國文、英文、中國

佛教史、經論。

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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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學費

本園、所向不收學費。而一切辦學資用耗費

頗巨磣其經濟來源全依：

(1)由財團法人慧海佛教文化基金會提供部分資

助磣並頒發獎學金。

(2)由各方善信磣自動發心樂助磣擴充教學設備

及其他。

b.膳宿費用 全免。

c.書籍費用 學生自行購買。

由財團法人慧海佛教文化基金會頒發獎學

金磣每名研究生每學期一萬五千元。

a.圖書館

(1)館藏數目：兩萬冊。

(2)檢索設施：為節省人力磣檢索服務網路及網

站砮華梵大學圖書館合作。

(3)館藏特色：人文砮科技並重磣採均衡發展為

原則磣提供學員全方位服務。

b.資訊設備 10部電腦。

c.活動中心　容納人數70人。

d.設有禪堂一座。

a.體育活動　晨運。

b.學術活動

(1)專題演講：本所師生共同負責之業務磣主要

為演講會、座談會、文物藝術之展覽及刊物

之發行。本所更重視佛法研修磣敦請國內外

具創見之法師大德說法、專題講演。曾請白

聖法師主講「禪戒合一」；所長曉雲法師主

講「一念三千疏義」、「以慈修身磣善入佛

慧」；明復法師主講「中國佛教史」；張廷

榮教授主講「佛教文化四教之信」；董夢梅

教授主講「南北朝佛教石雕造像藝術探

討」；田博元教授主講「廬山慧遠大師的思

想和行誼」；王哲雄講師主講「觀無量壽經

的超越藝術觀」；楊宗漢居士主講「阿含經

的禪觀砮小止觀的研究」等。並曾在張昊、

校園生活介紹

設備

獎助學金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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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森教授回國講學時磣邀請其蒞臨專題演

講磣簡介歐美研究佛學近況。恭請新加坡萬

佛林住持慧僧法師蒞所宣講《金剛般若波羅

蜜經》磣為期一個月。禮聘美籍佛學專家伽

爾德(Richard A. Gard)博士為本所客座教

授磣曾主講「佛教之傳播」。宋晞教授主講

「史學研究方法」；蘇瑩輝教授主講「敦煌

藝術研究近貌」；曾堉教授主講「佛學美學

砮中國禪畫」等磣並請以唱誦梵唄為著的戒

德法師蒞所指導研究生。

(2)學術交流：除教學砮研究外磣本所重視國際

學術文化交流之活動如下。

泝定期主辦國際佛教教育研討會、天台宗學

會研討會、儒佛會通學術研討會。並瞺勵

師生參加國內外舉辦之國際佛教或佛學會

議。

沴本所所長曉雲法師一向關切有心學佛或佛

學研究之青年磣屢應國內各大學專校佛學

社團所請磣如：台大晨曦社、文化大學慧

智社、淡江大學正智社、輔仁大學大千

社磣並任銘傳商專覺音社導師等磣為作專

題演講。

沊在佛教藝術之研究計劃磣則成功地舉辦已

有 26屆活動之清涼藝展；曾應邀到比利

時（1978年）、西柏林（1980年）、美國

加州（1982年）等地海外展出磣為現代

中國佛教藝術發展新頁。

c.文藝活動 舉辦清涼藝展、現代經變圖展、清

涼音樂演唱等活動。

d.禪淨薰修 前四天靜坐磣後三天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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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清涼藝展

日本立正大學前校長渡邊教授一行來

華梵大學參訪並拜會創辦人磣砮校長

（右一）、關世謙老師（中後）、修慈園

長（左一）合影



設有原泉出版社。

a.學術出版品 流光集叢書（曉雲法師著作）、

（天台宗學會一至三屆專輯）、（國際佛教教育

研討會一至十一屆專輯）。

b.學術出版品類別 佛教教育、佛法佛學、參方

行旅、佛教音樂歌集、珍貴善本、佛教藝術、

佛教文學、禪源、研討會專輯等。

a.宿舍面積 300坪。

b.校園總面積 一甲地。

c.平均每一住宿生分享之宿舍面積　10坪。

d.平均每一學生分享之校園面積　50坪。

校舍面積學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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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國際佛教教育研討會

原泉出版社於國際書展中展示流通



1970年 09.28 彭震球、林惇益、李志夫等老師及美國華僑吳惠平夫人來園用膳磣下午三時請

彭教授演講「思想的存在」。

10.04 香港佛教聯合會代表團回國慶祝國慶磣本園派班長至機場接駕。

1971年 04.11 宋今人先生蒞臨演講「編輯出版之經驗談」磣指導有關編輯印刷發行之常識。

08.30 恭請聖嚴法師來園開示。

1972年 01.22~01.28磣1973.07.15~07.17、1974.01.02~01.18、1975.01.27~02.02、

1976.01.16~01.23、1977.02.01~02.07、1978.01.14~01.20

分別於華岡佛教文化研究所舉辦第二至七屆、般若禪苑第一、二屆禪七。

1972年 03.06~03.27 恭請真華法師、懺雲法師、賢頓法師、白聖法師等蒞園開示。

04.01 佛教文化研究所佛像開光典禮磣全園同學前往服務磣隨喜功德。

05.21 政大東方文化社社員一行二十人來園學習隨喜過堂用飯規儀。

05.29 法師領導全體師生往內湖圓覺寺叩拜玄妙法師關房。

1973年 03.21 韓國東國大學佛教大學院院長徐一鵬法師蒞園演講。

06.25 華岡佛教文化研究所美、德、澳籍等外籍研究生及佛教青年施金牧等來訪。

1974年 05.14~16 恭請樂果法師蒞園講「八大人覺經」

07.21 第一屆清涼藝術磣於省立博物館舉行。全體師生是日參加開幕典禮磣由文化界

耆宿梁寒操先生主持。曉雲法師並藉此機會磣就展出作品向同學解說佛教藝術

禪畫之超越境界。

1975年 04.05 故總統蔣中正先生逝世磣學園師生誦經哀悼。

1976年 05.21 泰山方濟聖母修道院會修女一行八人來訪磣並由院長甘銘德修女（義大利籍）

帶領。本園砮之舉行座談會磣由曉雲法師主持磣就「宗教道德砮園林思想」交

換意見。

11.24~1977年11.17恭請悟明法師、明復法師、聖懷法師、樂果法師、白聖法師等蒞園開示。

1977年 04.04香港唐老松、李世良二位先生應雲門學長林濃之請磣來台拍攝清涼藝展書畫照

片磣以製成超八米厘紀錄影片磣備為介紹給海外人士。今抵學園。

04.24~1979年03.31

本園砮華楓學術院及雲門學園首次舉辦第一次華梵佛教學術講座暨研討會磣由

導師主講「一念三千疏義」。

第二次華梵佛教學術講座暨研討會磣由寂方法師主講「菩薩的心行－實踐砮完

成」。

第三次華梵佛教學術講座暨研討會磣由董夢梅老師主講「南北朝佛教石雕造像

藝術探討」。

第四次華梵佛教學術講座暨研討會磣由王哲雄居士主講「觀無量經境界之超越

藝術觀」。

第五次華梵佛教學術講座暨研討會磣由導師主講「以慈修身」。

第六次講座磣由田博元老師主講「廬山慧遠大師的思想砮行誼」。

第七次講座磣由楊宗漢老師主講「阿含經的禪觀砮天台小止觀的研究」。

第八次講座磣由聖嚴法師主講「學佛砮日常生活」。

第九次講座磣由曉雲法師主講「法華經中三大義—平等、獨立、大無畏」。

第十次講座磣由曉雲法師主持「佛教藝術講座」。

蓮華學佛園、華梵佛學研究所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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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次講座磣由明復法師主講「中國佛教之繼往開來」。

1977年 06.25 泰國婦女福利促礓委員會主任（Mr. & Mrs. Duang Madame Dithakar Bhahdi）蒞

園參觀磣由外交部人員陪同。

06.29 淡水天主教本篤會伯納瑪利院長、伯璞保祿等前來訪問導師磣並討論佛教砮社

會福利之關係及學佛用功修行之法門磣例如調心法門磣如何得靜定工夫等磣導

師開示以自然山色等培養內在心靈。

12.18 全體師生經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瞻仰東初法師遺容。

12.25 台大晨曦社社長黃介良等二十五位青年來訪磣並請導師開示「無塵智砮用功方

法」。

1978年 01.08 比利時中山文化中心專員傅維新先生來園商討清涼藝展赴比利時展覽事項。並

參觀導師之畫。

05.14 紀念佛誕舉行靜思晚會。

05.30 印尼華僑萬隆佛教徒十餘人來園。

07.04 美國惠頓大學學生四十多人來園拜訪。

08.19 普門服務隊四十五人參加打禪七一天。

12.09 韓國太古宗德庵、蕭嚴法師、明復法師、悟明法師來訪。

12.18 蕭老師陪台大哲學系教授游祥州先生砮金星製片公司黃經理訪問導師商討發展

佛教音樂等事。

1979年 01.09 印尼觀音堂主郭月妹領信徒一行來園拜訪導師。

04.05 懺雲法師蒞園講彌陀經要義。

04.08 曉雲法師、園長、仁華老師、修慈法師至機場迎接樂老骨灰。

08.03 東吳大學基督教徒十多位青年來園請導師曉雲法師開示佛法。

08.26 天台學會成立。上午誦法華經磣十時舉行典禮儀式。

09.23 華梵研究所第一屆開學典禮。

10.02 白聖法師蒞園開示「禪戒並重」。

10.15 西柏林清涼藝展開幕典禮磣同時學園於當晚放幻燈片祝賀。

11.20 美國加州彼得伊凡期來園訪問參觀。

12.23 明復法師帶領藝術界人士：姚夢谷、翁同文、姜一涵、梁道蔚、胡公魯、董夢

梅、李葉霜等教授蒞臨本園訪曉雲法師磣並研究「明朝四大禪師的繪畫藝術」。

1980年 01.29 立法委員婦女會副主任周文璣、周靜仙女士來園參觀。

03.17 佛教會秘書長了中法師下午來園頒發獎狀磣致瞴本園於繁忙中仍派學生參加仁

王護國自強法會。

03.23 國防醫學院學生陳華宗、蘇泉發等人來園拜訪並請教佛法。

03.26 光華雜誌記者楊小萍小姐來訪曉雲法師。

1981年 04.22 駐台比籍尚志純修女陪同比利時聖母慈心會修女來訪。

07.02 尚志純修女偕同加拿大籍神父來拜訪曉雲法師。

07.03 古晉佛教居士林一行二十五人磣由蔡明田林長領導到華研所參訪。

11.30 由本所敦聘蒞所講學的客座教授磣國際佛學專家美籍伽爾博士開始在本所礓行

為期兩磩的佛學講學。

12.19 華研所主辦「國際佛教教育研討會」磣假永明寺極樂國土開幕。

1982年 01.10 第十一屆冬令禪七。

02.13 華梵佛學研究所、蓮華學佛園協辦慧海園遊會磣上午十時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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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7 中視「信心門」製作小組來採訪所長曉雲法師磣並請法師解說清涼畫藝。

03.04 日本大正大學天台學研究所「佛教儀禮訪問團」蒞臨參訪磣並由所長曉雲法師

主持舉行「天台學研討會」。

04.25 法籍自由攝影記者高揚先生由新聞局專員陪同磣特地來拜訪曉雲法師磣並參觀

蓮華學佛園。

04.30 慶祝釋迦牟尼佛聖誕磣特舉行浴佛典禮及追思晚會。

05.01~04 清涼藝展並增闢「曉雲山人回顧展預展」。

06.20 銘傳商專覺音社社員九人由社長帶領磣到蓮華學佛園參訪。

06.28 台北市佛教婦女團體「緣社」六十餘人佛教徒磣到蓮華學佛園參訪。

08.01~03 一連三天舉辦「佛教教育師資訓練講習會」。

12.31 德國佛教聯合會前任國外部秘書磣西德海德堡客拉醫生夫婦蒞蓮華學佛園拜訪

曉雲法師。

1983年 01.24 明復法師陪同韓國迦山法師、法修法師、依容法師等蒞蓮華學佛園參訪。

01.28~02.03 蓮華學佛園冬季第十一屆禪七。

04.15 鯪蘭阿姆斯特丹東方大學藝術研究所所長范鄂德博士伉儷來園訪問。

05.14~31 華梵佛學研究所、台灣省立博物館、中華學術院佛教文化研究所磣聯合舉辦

「現代佛教藝術特展」第十屆清涼藝展磣由曉雲法師和楊士俊館長共同主持揭

幕式磣恭請監察院余俊賢院長致揭幕辭。

06.14 比利時國立岡城大學查理士．威爾曼教授由教育部人士陪同磣特至華岡佛教文

化研究所參觀。

07.07 駐砷新加坡演培法師磣由性海法師陪同磣應曉雲法師之邀請蒞蓮園磣為同學開

示。

07.24 華梵佛學研究所成立三磩年紀念磣亦慶祝該所於石碇鄉光明山上「華梵樓」新

所址建築落成。

09.20 現任菲律賓宿霧普賢中學校長唯慈法師磣蒞蓮園參觀。

10.20 外籍駐台婦女聯誼會一行五十餘人蒞蓮園磣個個法喜充滿磣盡歡而散。

1984年 03.25 淡江大學正智社,戴彤雲等二十一位社員至蓮園參觀。

05.28 蕭滬音教授帶領中華民國婦女作家協會作家一行三十餘人蒞蓮華學佛園參觀。

06.14 比利時國立岡城大學查理士．威爾曼教授由教育部人士陪同磣蒞陽明山蓮華學

佛園拜訪曉雲法師磣並就「現代佛學研究思潮」互換心得意見。

1985年 01.04 法國籍比丘尼性日法師蒞蓮華學佛園參訪。

11.06 阿根廷學人郭美斯、法里斯雅博士磣經教育部公函安排磣由教育部黎萬棠專

員、外交部林穎曾專員陪同磣訪問華梵佛學研究所。

12.23 淡江大學正智社十四名社員來訪華梵佛學研究所及蓮華學佛園。

1986年 01.16 青年日報工作人員張念誠居士等五人訪問蓮華學佛園。

03.15 慈濟會長證嚴法師率領慈濟會員十餘位蒞臨蓮華學佛園。

04.22~24 華梵佛學研究所暨蓮華學佛園師生十人磣代表出席內政部舉辦的佛教教義研修

機構青年自強聯誼活動。

09.09 證嚴法師率領慈濟功德會台北委員、會員三十餘人再度蒞臨蓮華學佛園磣禮瞴

曉雲法師為其慈濟醫院砮慈濟功德會作歌詞。

1988年 01.18 曉雲法師帶領華梵佛學研究所、蓮華學佛園及永明寺僧眾、居士等六十餘人前

往悼祭故總統蔣經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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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4~15 華梵佛學研究所、蓮華學佛園學生數位代表磣出席內政部舉辦之「宗教青年自

強聯誼會」。

09.18 銘傳商專覺音社社員二十餘人由社長帶領磣參訪蓮華學佛園。

1989年 03.23 台中彌陀蓮社住持禪寧法師帶領該社四十餘信眾北上拜訪曉雲法師。

03.27 斯里蘭卡法師一行六、七人磣由明光法師陪同蒞園拜訪。

09.27 天主教羅馬修女鐘會長、葛永勉修女、尚志純修女蒞園拜訪。

10.29 中興大學正智社砮文化大學慧智社社員一行四十餘人聯袂參訪蓮華學佛園。

1990年 01.18 韓國雪峰法師率佛教親善訪問團一行比丘尼、居士等二十餘人蒞臨蓮華學佛園

參訪。

02.02 士林區區長陳和記先生推崇曉雲法師暨永明寺在地方上宗教、文化、教育的貢

獻磣特砮秘書及同仁等蒞臨拜訪致意。

02.07 日本大正大學校長真野龍海率團一行十七人來訪磣賓主佛法相會磣無量法喜。

1991年 01.28 榮總設立佛堂磣恭請曉雲法師主持佛像開光。

07.18~21 曉雲法師應邀出席巴黎第十屆國際佛學會議。

08.20~09.08 華研所、蓮園大陸禮祖參方之旅。

10.25~29 第二屆國際佛教婦女會議,假泰國塔麻沙大學舉行磣曉雲法師應邀出席。

1992年 05.13 為促礓中、韓兩地佛教學術交流磣韓國清嚴寺佛教僧伽大學來訪。

07.16~19 第八屆國際佛教教育研討會磣由華梵佛學研究所主辦、華梵工學院協辦。本屆

研討會主題為「佛教教育砮生命和諧」。

1993年 07.24 蓮園師生三天訪金門之行。

11.21 第二十屆清涼藝展到大陸湖南長沙展出。

1994年 07.15~27 慶祝二十磩年清涼藝展暨曉雲山人六四畫齡回顧展磣假國立國父紀念館中山畫

廊展出。

10.12 大陸天津大悲禪院寶函法師蒞臨蓮園。

1995年 01.21 大陸湖南長沙麓山寺博明法師來台訪問蓮園磣了解曉雲法師辦學的歷程及如何

以藝術融合佛法、宣揚佛教。

08.20 印度佛教會會長達瑪帕拉法師來校小住磣並力邀曉雲法師能再回印度一趟磣讓

印度人知道中國有位曾留印多年的比丘尼教育家磣再把佛院教育傳回印度。

10.01 南傳法師、希拉威瑪拉法師蒞臨蓮園。

10.02 紐西蘭籍心海法師、心明法師正撰寫「台灣佛教的比丘尼」論文磣特來台向曉

雲法師請益有關戒律之「八敬法」。

10.03 美國奧古斯坦那大學由沙若明博士等老師帶領學生蒞園參訪磣曉雲法師指導靜

坐。

11.13 香港聖懷法師蒞臨蓮園參觀。

12.23 中國大陸遼寧省營口楞嚴寺圓山法師、無生法師及埔里正覺精舍戒德法師來訪。

1996年 09.28 為「至聖先師」｜孔子之誕辰磣蓮園師生依佛教禮儀紀念此「教師節」。

11.04 華梵人文科技學院文物館展出創辦人「曉雲山人六六畫齡回顧展」磣是日下午

蓮華學佛園仁隱老師帶領蓮園同學前往參觀。

11.10 假遠企國際大飯店舉行「心靈饗宴祈福餐會」磣蓮園及佛研所師生也共襄盛舉。

05.13 清涼特展暨曉雲山人七一畫齡回顧展假台北國家音樂廳文化藝廊展出。

1997年 01.23~29 第二十五屆丙子年冬季禪七。

02.27~03.16 蓮華學佛園第九屆畢業旅行—印度佛國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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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0~12 第廿三屆清涼藝展假大崙山華梵校園文物館舉行。

09.22 為曉雲法師八秩晉五高壽祝慶。

10.15 大陸碧山寺監院妙江法師、首座湛普法師及人民大學哲學系主任磣是日在惠空

法師引領下磣蒞臨大崙山。

1998年 10.23 由惠空法師帶領的「兩岸僧伽教育交流訪問團」蒞臨本園參觀磣並順道參觀華

梵大學校園。

1999年 05.29 越南香跡寺住持圓誠法師、當家明賢法師及明智法師等共計五位參訪蓮園。

06.30 中華佛教比丘尼協礓會理事長敬定法師帶領數位法師參訪蓮園及華梵大學。

07.10~13 由華梵大學及華梵佛學研究所主辦的第十一屆國際佛教教育文化研討會磣於下

午三時假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大禮堂舉行開幕磣本屆參加發表的論文計有

四十餘篇。

11.27 全國佛教界共同發起「全國念佛四十九天護國消災祈福大法會」磣由悟明法師

擔任召集人磣蓮園師生亦共襄善舉。

12.31 南港十八羅漢洞明心禪寺由修學法師領僧俗二眾四十餘人參訪蓮園。

2000年 02.26~28 第二十一屆慧海佛教園遊會於26日上午磣假華梵堂舉行開幕典禮。

03.01~11 蓮華學佛園第十屆畢業旅行「尼泊爾、泰國朝聖之旅」。

04.09 華梵文教基金會護持委員配合蓮華學佛園第廿六屆清涼藝展舉行大朝山磣於華

梵堂揭開序幕。

04.27 夢參法師蒞臨蓮園開示大眾磣在老和尚的慈悲開示中磣蓮子深受法益。

05.11 佛誕日磣蓮園師生在大殿以莊嚴的浴佛偈浴佛慶祝磣並於該日晚上8時由曉雲

法師主持「追思晚會」。

05.13~26 清涼特展暨曉雲山人七一畫齡回顧展磣假台北國家音樂廳文化藝廊展出。

05.24 由曉雲法師主持興建華梵佛學研究所上樑典禮。

05.27 由本校哲學系主辦磣華梵佛學研究所協辦的「第四屆儒佛會通學術研討會」假

台北華梵園地舉辦磣計發表三十七篇論文。

06.05 為紀念詩人節磣東研所邀約曉雲法師、慧巖法師、華梵大學馬遜校長、東研所

周春塘所長、許國宏教務長、熊琬教授、蓮園及研究所師生等磣假華梵大學第

二餐廳「盛雲軒」舉行詩詞發表會。

06.16 淨心法師參訪蓮華學佛園及華梵大學。

07.10~16 為護持華梵覺之教育繼續建校磣蓮華學佛園歷屆同學為報法乳師恩磣發起「歷

屆蓮園師生暨華梵護持委員聯合主辦水陸大法會」磣於大崙天台山華梵大學隆

重舉行。

07.21 美容工會佛學社社員前來蓮園齋僧。

07.24 為追思倓虛法師冥誕磣蓮園師生恭誦《法華經》一部磣今日圓滿。

08.07 韓．中佛教文化交流團團長迦山法師率領信眾前來蓮園參訪曉雲法師磣並互以

中韓兩國語言吟誦曉雲法師作詞的四聖頌。

09.11 華梵大學文學院磣邀請陝西省法門寺博物館館長韓金科先生蒞臨專題演講：

「法門寺考古發掘、出土文物及相關問題」（珍貴幻燈片百餘張）。蓮華學佛園

師生亦前往參加聆聽。

09.16~18 蓮華學佛園30歲生日磣以及華梵佛學研究所20磩年之慶祝磣於9月16日揭開

序幕。是日上午磣各屆畢業學長於蓮園圖書室舉行座談會。 17日上午由曉雲

法師主持揭開誌慶典禮。同時有三區展覽會場磣內容分別為導師畫作、現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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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圖、導師影像回顧展、同學作業展、手工藝品義賣展、佛像繪畫及導師著作

展等等。

10.20 大陸湖南長沙開福寺尼眾佛學院的院長、老師及江西大金山寺尼眾禪宗學院的

尼眾法師共計廿餘人磣在中華民國佛教禪淨協會理事長惠空法師的率領下磣參

訪蓮園、華梵佛學研究所及華梵大學磣並礓行了「佛教僧團辦大學的理念砮展

望」座談交流活動。

11.07~09 美國紐約中華佛教會會長妙峰法師蒞臨蓮華學佛園、華梵佛學研究所及華梵大

學參觀磣並向大眾開示。

11.08 蓮園師生至士林孟焦畫廊參觀吳大仁老師的「墨緣書畫篆刻展」。吳老師並實

地解說磣令大家獲益匪淺。

12.12 蓮園師生前往大直明水路磣參加由悟明法師發起的「全民四十九天護國佑民冥

陽兩利水陸聯合法會」。

12.22 永明寺住持信定法師圓寂。蓮園歷屆同學、華梵大學、華梵護持委員均以感恩

恭敬之心參加磣並由蓮園歷屆畢業同學抬棺送行荼毘。

12.23 曉雲法師帶領台北護持委員組長及基金會執行長、副執行長三十餘人參觀由福

住營造公司簡德曜董事長所捐建的華梵佛學研究所。

2001年 01.09~15 蓮園第二十九屆禪七──禪淨薰修磣9日晚7時假慈蓮苑般若禪苑舉行磣恭請

主七和尚曉雲法師主持起七儀式。

02.17~19 蓮華學佛園及華梵佛學研究所聯合主辦第二十二屆慧海園遊會。

03.03 日本立正大學前校長渡邊寶陽博士蒞臨蓮園及華梵佛學研究所參訪。

03.12 西藏流亡政府國會的議長顙東仁波切參觀華梵大學磣並於下午前來蓮園。在華

梵佛學研究所為大眾開示。

03.17 午二時三十分磣台北榮總醫院蘇督導逸玲女士於慈蓮苑大教室作「如何保護自

己、避免感染」衛生講座。

03.30 日本立正大學教學部部長三友健容教授等14人來慈蓮苑參訪及拜訪曉雲法師。

04.13~15 華梵文教基金會假慈蓮苑及華梵大學舉辦第二屆「企業家心靈饗宴」磣來自省

的各企業單位有四、五十人參加。

04.15~22 華梵文教基金會假華梵園地舉辦「佛像繪畫藝術展」磣15日下午磣修慈園長帶

領蓮園同學前往參觀。

04.21 由悟觀老師帶領觀音禪寺的信眾磣來蓮園參訪磣及恭聽曉雲法師開示。

04.28 第廿七屆「以書畫文物紀念釋迦文佛聖誕」而舉辦之清涼藝展磣假華梵大學文

物館展出磣為期三天。

04.30 ﹙農曆四月初八﹚乃教主釋迦文佛之聖誕磣於禪堂舉行「追思晚會」來緬懷佛

陀。眾人手持花、燭磣於禪堂坐中追思磣感恩世尊的教化！

05.07 蓮園師生至華梵大學認識「廚餘及垃圾處理」等過程磣現場並由張茂雄先生講

解和操作示範。主講人一再地宣導垃圾分類之重要。

07.18 高雄圓照寺住持敬定法師率領金倫佛學院師生蒞臨本園參訪磣並且於晚上於大

教室以詩歌及相聲礓行雙方的聯誼交流會。

07.23~29 為報法乳師恩及護持華梵大學「覺之教育」磣蓮華學佛園歷屆同學再次砮華梵

護持委員聯合主辦「梁皇齋天大法會」磣假大崙山華梵大學校園隆重舉行。

08.12 為追思倓虛法師冥誕紀念日磣蓮園師生虔誠恭誦《法華經》一部磣並由修慈園

長主持午供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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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8 第四屆天台宗學會研討會假華梵大學六度樓集賢堂開幕磣敬邀慧岳法師致詞磣

砮會並有德國籍斯宛森博士作天台學專題演講。

10.02~07 為恭賀曉雲法師九十華誕磣華梵佛學研究所、蓮華學佛園全體師生暨歷屆畢業

學長虔誠禮懺「梁皇大齋天法會」磣恭請紹明法師為主法和尚。

10.13 夢參法師應邀前來蓮華學佛園磣並於華梵佛學研究所開示。

10.24 蓮華學佛園第十一屆第一學期秋季旅行磣目的地朱銘美術館、淡水老街和著名

的漁人碼頭。

12.10 廣欽老和尚冥誕磣蓮園師生假慈蓮苑大佛殿磣舉行上供儀式。

12.16 蓮華學佛園、華梵文教基金會砮華梵大學一同主辦「推展覺之教育暨關懷青少

年園遊會」磣假榮星花園舉行。

12.21 華梵文教基金會主辦清涼音樂會「淑世之聲」磣於台北國軍文藝活動中心舉行。

2002年 01.01 欣逢2002年元旦磣蓮園師生假慈蓮苑大佛殿磣虔誦《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

及上供磣並以此功德迴向國泰民安磣眾生善緣具足。

01.17 蓮園每學期都舉行的水懺薰修磣在修慈園長的帶領下磣於上午八時磣假慈蓮苑

大佛殿虔誠禮拜磣並恭請紹明法師等主持瑜珈焰口一堂磣以此功德迴向法界有

情眾生同生極樂淨土。

01.19 華梵文教基金會歲末聚餐於上午十點假華梵堂舉行磣除了拜願砮上供外磣也藉

此機會表揚護持委員對華梵大學的貢獻磣以示勉勵大家繼續護持華梵磣護持曉

雲法師「覺之教育」的理念。

01.20 正值農曆十二月初八磣釋迦牟尼佛成道紀念日磣蓮園師生於般若禪苑舉行追思

晚會磣修慈園長慈悲開示。整個莊嚴感人的追思晚會終在閃耀的燭光及聲聲佛

號中圓滿結束。

01.27~02.02 蓮園第三十屆冬季禪七—禪淨薰修於般若禪苑舉行。

02.11 辛巳年除夕中午磣蓮園師生於慈蓮苑大佛殿舉行上供及辭歲拜年。曉雲法師慈

悲期勉大眾於新的一年磣能去除舊習氣磣成為鮮明新境的新鮮人。慈修園長開

示修行要勤儉節約磣惜福惜緣；行有餘力時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磣發慈悲

心磣廣結眾生緣。

02.23 華梵佛學研究所及蓮華學佛園師生應邀參加華梵大學壬午年春節教職同仁新春

團拜聯歡大會。

02.27 下午五時美國柏克萊盛寺主持恒實法師帶領法界佛教大學、美國法界佛教總會

一行三十人參訪蓮園及華梵大學磣並於文愉館舉行座談。

03.09~11 蓮園第二十三屆慧海園遊會。

03.15 華梵佛學研究所、蓮華學佛園第十一屆開學典禮磣於蓮華學佛園大教室舉行。

曉雲法師以親書法語關照、瞺勵大家。此次開學禮有華梵大學校長、華梵大學

教授、華梵佛學研究所及蓮華學佛園多位老師參加磣顯示著導師提倡社會大學

及學佛園二部並礓的教育已漸漸實現。

04.17 蓮華學佛園舉辦第二學期春季旅行磣由修慈園長帶領師生一行參訪位於基隆的

北砟首剎「靈泉禪寺」。

04.22 大陸青島湛山寺住持明哲法師、監院心見法師及佛教協會一行共十餘人磣蒞臨

蓮華學佛園、華梵佛學研究所及華梵大學參觀磣並拜會創辦人曉雲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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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華學佛園、華梵佛學研究所

地址：223台北縣石碇鄉豐田村華梵路2號

電話：02-2663-1505

交通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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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國清涼寺「淨土專宗佛學院」
Hu Kuo Ching Liang Monastery, Buddhist Institute of Pure Land Sect.

三學總持
悲智雙運
依歸淨土

地址：411砟中縣太平市長龍路3段259號

259 Chang Loong Road Sec.3, Taiping City

Taichung County, Taiwan 411, R. O. C.

電話：04-2278-9353    專線：04-2279-0938

傳真：04-2270-0278

電子郵件： sutra@tpts8.seed.net.tw

院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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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國清涼寺「淨土專宗佛學院」

∂性質

∂校史

∂機構組織

∂教職生資料

∂課程概況

∂招生

∂費用

∂獎助學金

∂設備

∂校園生活介紹

∂校舍面積

∂護國清涼寺「淨土專宗佛學院」大事記

∂交通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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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院由護國清涼寺護持。

a.級別 設有初級（沙彌部）、中級（專科部）、

高級（教理部）等級別。

b.學制

(1)平均學習年限：初級部三年、中級部三年、

高級部四年。

(2)本學院採半年一學期制。

c.專業團體會員資格或認證 中國佛教會認證。

d.特色 以研讀淨土經典砮研修淨土法門為主磣

落實淨土法門的解行並修。

a.創立時間　1985年。

b.獲准立案機關　中國佛教會磣（74）中佛聖秘

字第○三二四號函同意備查。

c.創立宗旨

本學院以培養具足出家威儀、知能磣和真發

道心住持佛法磣並學養、德行兼優磣而又深具慈

悲心性的淨土僧伽人才為宗旨。

d.創立沿革

「淨土專宗佛學院」磣緣於一生提倡精礓佛七

的煮雲法師為了落實淨土法門的解行並修磣並建

立一個能符合時代需要、且能弘揚淨土法門的修

行道場磣於是偕同慧顗法師（現任院長）擇地於

太平市之蓮華山磣在 1983年開山創建了護國清

涼寺磣於 1985年成立本佛學院磣作為培養僧伽

人才的教學機構。

e.創辦人—煮雲法師

淨土專宗佛學院首任院長

砟北市彌陀精舍住持

高雄鳳山佛教蓮社住持

砟中太平護國清涼寺開山住持

著作：《南海普陀山傳奇異聞錄》、《佛教砮

基督教的比較》、《煮雲法師演講集》、《金山

活佛》、《佛門異記》、《弘法散記》、《東南

校史

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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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佛教見聞記》、《病患者的指南》、《皇帝砮

和尚》、《精礓佛七感應錄》、《精礓佛七日

記》、《大專精礓佛七開示錄》。

煮雲法師簡介

煮雲法師磣江蘇如皋人氏磣俗姓許氏磣

1919年 2月 23日生。十九歲於如皋縣將軍廟依

師祖參明法師披剃磣法名實泉磣字醒世磣號煮

雲。二十三歲於南京攝山棲霞寺磣從臨濟宗若舜

法師受具足戒磣繼而學教於該山律學院。旋入鎮

江焦山佛學院磣再礓上海圓明講堂。先後親近參

教於若舜、圓瑛、雪煩、太滄、章嘉、東初、慈

航、白聖、月基法師等諸位長老。一生以戒為基

礎磣以教為準則磣以淨土為依歸。

來砟後磣曾兩度靜修閱藏磣深入教海磣探驪

得珠磣義泉湧發磣辯才無礙。自 1951年起磣深

入砟澎各鎮磣弘法說教磣淨化社會風俗磣獲「愛

國僧人」之雅譽。 1954年首創彌陀佛七於鳳山

佛教蓮社。為延續佛教慧命磣積極培植佛教僧伽

人材磣曾參砮佛光山星雲法師興辦壽山佛學院磣

任教務主任多年。自 1970年起磣多次出國磣或

出席世界僧伽會議磣或朝禮佛教聖地印度磣或隨

團出國磣宣慰海外華僑磣促礓國際友誼。

1971年首創觀音佛七於鳳山佛教蓮社。自

1972年起磣於砟東清覺寺首創並倡導「精礓佛

七」之淨土修持法門。此一契合現代人根機之淨

土修持法門—「精礓佛七」磣成為當代中國佛

教修持法門中重要之修持法磣此乃我佛教界所肯

定之事實。為了成就「欲修淨土者能有一專修道

場」之心願磣遂排除萬難磣自 1983年起於砟中

縣蓮華山創建清涼寺磣 1985年並於清涼寺創辦

淨土專宗佛學院。

法師在佛教界中磣曾任中國佛教會理事、佛

學院講師、教務主任、院長、戒場戒師、雜誌編

輯及發行人等職。在平凡中處處流露其慈悲砮智

慧之風範。由於多年來為教奔波磣積勞過度磣遂

於 1986年 8月 9日（農曆 7月 4日）預知時至磣

安祥示寂。歎末法眾生福薄磣但祈望法師能乘願

再臨娑婆磣度化我迷茫眾生。

f. 現任院長—慧顗法師

清涼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財團法人護國清涼寺煮雲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清涼寺住持

淨土專宗佛學院院長

慧顗法師簡介

慧顗法師磣 1926年生磣俗名朱友山磣江蘇

省如東縣人。 1944年磣依普陀山伴山庵根明法

師出家。其師公是法雨寺退居老和尚了清法師。

了清法師為法師取法名磣內號本原磣外號又復。

是年以沙彌身份於寧波南門觀宗講社讀書磣並完

成四年佛學院的課程。 1947年磣於天童寺受具

足戒。

1948年加入了陸軍三三醫院的護理人員磣

服務病人。 1949 年來到砟灣的基隆磣換上軍

服。

1982年協助煮雲法師擇地磣 1983年籌建蓮

花山護國清涼寺磣並依止煮雲法師出家磣同年於

臨濟寺受具足戒磣並擔任開山監院之職。 1985

年協助煮雲法師成立淨土專宗佛學院。

1987年磣法師被選為清涼寺管理委員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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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國清涼寺「淨土專宗佛

學院」創辦人　煮雲法師

護國清涼寺「淨土專宗佛

學院」現任院長

慧顗法師



任委員磣並於是年向舟山政府寫申請書恢復祖

庭磣兩年多功夫就將所有房屋殿宇拆除重建完

成磣隨後辦了女眾佛學院預科班。

1995年受明暘公戒先法師的法磣成為臨濟

正宗四十二世法嗣磣法名定智。

1997年磣法師當選為財團法人護國清涼寺

煮雲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法師於顛沛流離的前半生中磣深深體會若要

佛法興磣必先建寺安僧磣因此當再次出家的因緣

成熟磣即發願要建一能讓修行者長久安住的道

場磣所以不惜犧牲個己的修行砮讀經時間磣完全

投入建寺工作。先後完成清涼寺的主要工程磣以

及淨土專宗佛學院、清涼書苑的建設。繁忙之餘

還兼顧寺務磣並每月舉辦大悲懺、八關齋戒法

會磣以及常年的活動有佛七、兒童學佛營、超度

法會等磣隨緣度眾。

g.未來展望

以「信仰」→「習律」→「學教」→「服務」

→「專修」→「實證」→「住持」→「弘揚」等

八個步驟磣作為學程的基本順序。以「三學總

持」、「淨律雙修」為主磣透過「出離心」砮

「菩提心」的啟發磣及叢林式生活的薰修磣培養

學僧莊嚴的戒儀、高超的德行砮悲願及深廣的學

養磣最後以「彌陀淨土」的解行為依歸。

除了興辦佛學院磣未來將朝向興辦研究所為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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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本學院為護國清涼寺附設「淨土專宗佛學院」。

b.本學院立院長一人磣下分教務、訓導、總務三處。

院長

教務—管理教務事務

訓導—管理學生生活及生活輔導

總務—管理學院的財務收支及採購

c.本學院之教學以行門之實踐為主磣以出家律儀之行持及叢林生活之薰陶為入門方便磣以折伏現行煩

惱為修心要務磣以信願持名求生淨土為修行歸宿。

d.本院之解門以基礎實用為先（初級部）磣礓入中、高級部時磣輔以深入之義解研究磣並提升行門內

涵為研究目的。

e.本學院以生活即是修行磣在面對一切人、事、物、境中調練心性磣以訓練能獨立修行而又能砮他人

和合共事的優秀僧伽為辦學目標。

f. 本院學生無論僧俗磣一律住山磣過傳統的出家生活。

機構組織

清涼寺動土典禮 第一屆佛學院教室外觀



因九二一大地震磣文化大樓的佛學院房屋倒

塌磣致使學生、教師資料全部散失磣故無法詳細

地呈現。

a.曾任教教師

明復、如虛、宏印、慧天、慧果、真賢、見

如、志心、法光、法藏、達度、若照、慧學、慧

宗、法韜、法宣、法勝、厚賢、法安、淨捨、常

明法師磣陳永寶、王幸雲、胡秀卿、黃毅、紀香

鈴、連文賓、賴建成、林會至、江浩、蔣俊義、

簡金武、呂富枝老師。

b.行政人員　均為常住眾。

c.學生　至1992年招生至第三屆。

第一屆約十多人磣第二屆約二、三十人磣第

三屆一、二十人。至此因緣不具磣故暫停辦學。

待因緣成熟時再續辦學磣培植法門龍象。

d.校友　大半在本寺道場服務。

曾開課程：彌陀經、觀無量壽經、往生論、

大乘起信論、佛教史、八宗綱要、小止觀、淨心

誡觀法、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金剛經、妙慧

童女經、八識規矩頌、佛法概論、普賢行願品、

四分律、在家備覽、具足戒、大愛道比丘尼經、

沙彌律儀、佛遺教三經、圖書館管理、梵唄、易

經、國文、英文、國畫、針灸等。

課程概況

教職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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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雲法師訪印順導師齌堂外之招生看板

第一屆畢業典禮



a.招生日期　預定1993年恢復開辦。

b.招生方式　

親自來山或函索報名表磣需寫自傳及口試。

c.入學資格

(1)初級（沙彌部）

以小學或初中以上畢業即可報名。

(2)中級（專科部）

以高中畢業或其他佛學院初級班畢業即可報

名。

(3)高級（教理部）

以高中以上或其他佛學院中級班畢業即可報

名。

a.學費、膳宿費用　全免。

b.書籍費用

視教科書而定磣若有結緣書則免購買磣若為

定價書籍則自費購買。

c.其他費用

零用金自理。若中途無故休學或因重大過失

不能悔改而遭退學者磣需補償學雜費（以每日五

十元計算）。

本院設有獎助學金磣獎勵德業、學業優良

者。

a.圖書館

(1)館藏數目：本館藏書近七千冊磣尚在持續增

加中。藏經部份有「龍藏」、「大正藏」、

「佛教」、「卍續」、「中華」、「文殊」等磣

及「現代佛學大系」、「世界佛學譯叢」等

六部套裝書。其他尚有各類雜誌、工具書、

世間五明等書籍。

(2)檢索設施：所有圖書建立書卡管理磣並將採

用電腦統一查詢、管理。

(3)館藏特色：本館仿美國紐約莊嚴寺之圖書館

設備磣非常科學化磣且在館中閱讀時清幽而

不受干擾。

(4)其他：本館並設有放映機、影印機、教學錄

影帶、錄音帶等磣以方便學習之用。

b.資訊設備　

公共區域設有電腦教室、視聽教室。

c.活動中心　容納人數為兩百人左右。

設備

獎助學金

費用

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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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光法師來訪



每年舉辦郊遊活動磣日常打羽球、桌球。

a.宿舍面積　約一千坪左右。

b.校園總面積　

佛學院為一棟八層大樓磣約二千坪的建築物。

c.平均每住宿生分享之宿舍面積

學院從地下一樓到三樓為學生宿舍磣每個房

間皆為套房磣乃全套衛浴設備磣每個房間大小不

等磣每間可住六至十人。平均每住宿生分享之宿

舍面積約二坪左右。

d.四樓為教師宿舍及教師休息室磣五、六樓為上

課教室磣七樓為辦公室及視聽教室磣八樓為兩

百坪圖書館。

e.主要建築物

本學院原設在文殊殿磣建地近兩百坪磣共有

五層活動空間磣因九二一大地震而倒塌。

在無量光殿旁磣現建有一棟八層大樓之清涼

書苑磣內有圖書館、教室、教師宿舍、學生宿舍

……等。建坪兩千餘坪。
校舍面積

校園生活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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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 向中國佛教會提出開辦淨土專宗佛學院（74）中佛聖秘字第○三二四號函同意備查。

由煮雲法師創辦淨土專宗佛學院磣並由法師擔任佛學院院長一職。開辦之初因經費短

絀故磣教室、辦公室均以搭蓋鐵皮屋代之。

1986年 煮雲法師於8月9日圓寂磣院長一職則由慧顗法師接任磣並報請中國佛教會（75）中佛

明祕字第○三四五號函備查。

開始興建文化大樓作為佛學院磣內有教室、活動中心、辦公室、教師休息室、圖書館

等磣於1988年完工。

1988年 07 舉行第一屆學生畢業典禮。

09 第二屆佛學院開學磣佛學院遷移到文化大樓內。

1991年 06 舉辦第二屆學生畢業旅行磣參訪大陸四大名山（普陀山、五砟山、峨嵋山、九華山）。

09 第三屆學生開學。

1992年 學院由於因緣變化而暫停辦學磣待時機因緣成熟時再重新開辦招生。

1995年 興建清涼書苑磣共八層樓磣建坪約二千五百坪左右磣於1998年底完工磣作為興辦佛學

院之用。

1999年 09 因九二一大地震磣將文化大樓震倒了磣佛學院資料全部毀失。

2001年 重建開山堂（原開山堂因九二一已震毀）作為學生活動中心磣今已即將完工磣待完工

後磣再開始聘請教職人員及籌畫招生事宜磣並朝向開辦研究所方向礓行磣以及恢復淨

土專宗佛學院。

蜬國清涼寺「淨土專宗佛學院」大事記

清涼書苑



護國清涼寺「淨土專宗佛學院」

地址：411砟中縣太平市長龍路3段259號

電話：04-2278-9353

交通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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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臺灣佛教教育簡明年表

編輯室 2002.06.17

1898年 明治31年 淨土真宗大谷派於臺北設立本願寺學校，6月15日開學。（前此不久，大谷派

也在臺南設立本願寺學校，曹洞宗也曾在臺灣設立曹洞宗學校。唯此二校之確

定設立時間不詳。）

1908年 明治41年 基隆靈泉寺僧德融法師赴日本留學。此為臺灣僧人赴日本留學之始。

1916年 大正5年 淨土真宗本願寺派於臺北新起街西本願寺設立「日曜學校」（星期日學校）。

臨濟宗妙心寺派於臺北圓山臨濟護國禪寺設立「鎮南學林」， 10月 31日舉行

「開林式」。

1917年 大正6年 曹洞宗於臺北設立「臺灣佛教中學林」，4月10日開學。

1921年 大正10年 臺南開元寺創辦僧伽學堂。

南瀛佛教會先後在臺北、臺南舉辦講習會。（此後多年間，經常舉辦。）

1922年 大正11年 「曹洞宗臺灣中學林」收併「臨濟宗鎮南中學林」。

淨土宗於臺南設立「臺南學堂」。

1924年 大正13年 淨土宗臺南學堂改制為臺南商學院。

基隆靈泉寺成立佛學院，11月11日開學。院中並設有漢文課。

1925年 大正14年 4月15日南瀛佛教會於新竹香山一善堂設女子特別講習會，教授女性信徒研習

佛法。講習會以六個月為期。

5月17日臺北圓山臨濟寺之「鎮南日曜（星期日）學校」開學。

1927年 昭和2年 覺力法師於2月間在大湖法雲寺設「臺灣佛學社」。

1928年 昭和3年 臺南法華寺設立「振南佛學院」，善慧法師擔任院長。

1930年 昭和5年 臨濟宗於臺南縣大仙岩設佛教專宗學院。（一說在1931年。）

1935年 昭和10年 臺北「曹洞宗臺灣中學林」改稱「私立臺北中學」，由原來的佛教學校改為普通

中學。

1940年 昭和15年 淨土真宗大谷派於臺北別院設立「臺灣本島人僧侶養成所」。

淨土真宗西本願寺派於臺北別院設立「臺灣佛教教師養成所」。

1941年 昭和16年 德融法師於基隆靈泉寺成立「佛教禪林」禪修學院。

1943年 昭和18年 如學禪師於南投碧山巖寺創辦「碧山佛學院」。

1947年 民國36年 慈航法師於基隆靈泉寺成立「靈泉佛學院」。

斌宗法師於新竹市設立「天台宗佛學高級研究班」。

1948年 民國37年 證光法師於臺南開元寺創辦「延平佛學院」。

妙果法師於中壢圓光寺設立「臺灣佛學院」，延聘慈航法師主持院務。

1949年 民國38年 達心與玄光法師禮請慈航法師於臺北縣汐止鎮「靜修禪院」駐錫講經，並創辦

佛學院。

斌宗法師於新竹法源寺設立「南天台佛學研究院」。

1950年 民國39年 慈航法師獲達心、玄光法師之協助，與二十餘位法師於臺北縣汐止鎮靜修禪院

增建之「彌勒內院」駐錫講經。

1951年 民國40年 大醒法師於新竹青草湖靈隱寺創辦臺灣佛教講習會。

1952年 民國41年 眼淨法師於臺南開元寺成立「臺南佛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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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 民國42年 慈航、達心、玄光法師於臺北縣汐止靜修禪院設立「靜修女眾佛學研究班」。

印順法師將擬建於香港之福嚴精舍移建於臺灣，作育僧青年。

會性法師於新竹獅頭山元光寺設立「元光寺佛學院」。

1954年 民國43年 國強法師於臺中寶覺寺設立臺中佛學院。

1955年 民國44年 新竹「臺灣佛教講習會」第一屆學生在修業三年之後，於本年12月畢業。

智性法師於臺中寶覺寺設立臺中佛學書院。

1957年 民國46年 白聖法師於臺北十普寺設立「中國佛教三藏學院」。

福嚴精舍印順法師與壹同寺玄深法師合辦「新竹女眾佛學院」，設於新竹壹同

寺，由印順法師擔任院長。

無上法師於新竹靈隱寺創辦「靈隱佛學院」，招收男眾。由續明法師主辦。

1958年 民國47年 玄妙法師於臺北圓覺寺設立「圓覺寺佛學專修班」。

妙然法師於臺中佛教會館設立「臺中佛教會館佛學研究班」。

臺中靈山寺設立「靈山學苑」，聘懺雲法師擔任苑長，招收尼僧二十名。

1959年 民國48年 靈源法師於基隆十方大覺寺設立「大覺學佛院」，聘惠光法師主講。

賢頓法師與白聖法師於臺北圓山臨濟寺合辦「中國佛教研究院」、「中國律學

院」。

眼淨法師於臺南開元寺創辦「開元佛學院」。

屏東東山寺開辦佛學講習班，由圓融法師主持。

1960年 民國49年 臺灣大學學生於 4月間成立「慈光學社」以研習佛學。此後各大專院校紛紛成

立課外之佛學社團。

1961年 民國50年 象山佛學研究社成立於慈航中學。導師有道安、演培法師、周邦道、周宣德教

授等人。

續明法師於新竹福嚴精舍成立「福嚴學舍」，為男眾中級僧伽教育機構。

1962年 民國51年 眼淨法師於臺南竹溪寺設立「竹溪寺男眾佛學院」。

1963年 民國52年 禪德法師與廣化法師於臺中市北屯區合辦「南普陀佛學院」。

圓融法師於屏東東山寺創辦「東山佛學院」，以培育女眾人才。

1964年 民國53年 普欽法師於基隆靈泉禪寺成立「正覺學苑」。

賢頓法師於臺北圓山臨濟寺設立「戒光佛學院」。

1965年 民國54年 基隆靈泉寺設立「正覺學苑」，院長由脩嚴法師擔任。

中國文化學院中華學術研究院在校內附設「佛學研究所」，先後有周邦道、張澄

基、張曼濤教授、聖嚴法師出任所長。

悟明法師於臺北縣樹林海明寺設立「海明佛學院」。（後設玄奘學術研究院。）

印順法師應聘在中國文化學院講授「佛學概論」及「般若學」。

聖印法師於臺中縣霧峰鄉慈明寺設立慈明佛學院。

星雲法師於高雄壽山寺設立「壽山佛學院」，培植女性佛學人才。

1967年 民國56年 臺北慧日講堂印海法師與北投法藏寺聯合興辦「太虛佛學院」於慧日講堂，由

演培法師擔任院長，印順法師擔任導師。

淨心法師於高雄縣癬蓮鄉光德寺設立「淨覺佛學院」。

中國文化學院中華學術院設立「佛教文化研究所」，由曉雲法師擔任所長。

1968年 民國57年 妙然法師於苗栗法雲禪寺開設「法雲佛學院」，為尼眾佛學院。

高雄「壽山佛學院」移至佛光山，更名為「東方佛教學院」。

1969年 民國58年 「太虛佛學院」停辦。學生轉入新竹福嚴精舍創辦之「福嚴佛學院」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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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 民國58年 常覺、印海法師於福嚴精舍興辦「福嚴佛學院」，於 10月間開學。由演培法師

擔任院長，印順法師擔任導師。

了中法師與北投法藏寺慧光法師將「太虛佛學院」改名為「法藏佛學院」，設於

北投法藏寺，由了中法師擔任院長。

如學禪師於南投碧山巖寺創辦「南光女眾佛學院」。

善超、依道、圓一法師於中壢元化院創設「中壢佛學院」，悟一法師擔任院長。

1970年 民國59年 修慧法師於新竹菩提寺創辦「菩提女眾佛學院」。

曉雲法師於陽明山永明寺創設「蓮華學佛園」。

1973年 民國62年 惟覺（開通）法師於嘉義縣德源寺創設「德源禪學院」，招收男眾學生。

高雄佛光山創辦「佛教叢林大學院」。

印順法師獲日本大正大學頒授博士學位。

1974年 民國63年 臺中「慈明佛學院」改稱「中華佛教學院」，專收女眾學員。

白雲禪師將設於彰化縣大城鄉古嚴寺之「大智佛學苑」改組為「大智佛學苑研

究所」。

心田法師於臺南縣碧雲寺創設「曉光佛學院」。（後移至臺南妙法寺。）

1975年 民國64年 臺中縣慈明佛學院更名為「中華佛教學院」。

南亭、成一法師於臺北華嚴蓮社設立「華嚴專宗學院」。

聖嚴法師取得日本東京立正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為中國法師留學取得博士學位

的第一人。

1976年 民國65年 慧嶽法師於臺北縣三重創辦「中國內學院」。

聖雄法師於高雄法興禪寺創辦「壽山內學書院」。

彰化縣「大智佛學苑研究所」更名為「佛陀學術研究院」。（後遷移至千佛山菩

提寺。）

1977年 民國66年 道源法師於基隆海會寺設立「能仁佛學院」。

達進法師於中和慈雲寺設立「妙清佛學院」。

天機法師於屏東東山寺設立「東山佛學院」。

高雄佛光山「佛教叢林大學院」改名為「中國佛教研究院」。此後陸續設立專修

學部、國際學部、初級佛學教育學園等，而總名之為「佛光山叢林學院」。

1978年 民國67年 福嚴精舍禮請能淨法師續辦福嚴佛學院，改為以招收女眾為主。由真華法師擔

任院長。

原設於基隆靈泉寺之「正覺學苑」改制為「華文佛教學院」。

聖嚴法師受聘為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所長。

1979年 民國68年 臺北市中華佛教文化館成立「三學研修院」。

臺中市南普陀寺續辦「南普陀佛學院」，專收男眾學員。

「佛陀學術研究院」遷移至臺南縣關廟鄉之千佛山菩提寺，並更名為「千佛山

佛陀學術研究院」。

1980年 民國69年 曉雲法師於臺北縣石碇鄉成立「華梵佛學研究所」。

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會長洗塵法師集資於臺北市設立「十方叢林書院」，內設研

究部與書院部。院務由南懷瑾居士負責。洗塵法師並與聖印法師於台中縣萬佛

寺合辦「十方叢林書院女眾部」。

悟因法師於嘉義香光寺設立「香光尼眾淨修苑」。

淨行法師於臺北靈山講堂設立「靈山佛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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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 民國70年 如悟法師於桃園縣中壢市圓光寺設立「圓光佛學院」。

嘉義「香光尼眾淨修苑」更名為「嘉義香光尼眾佛學院」。

1982年 民國71年 白雲禪師於臺南縣關廟鄉設立「千佛山女子佛學院」。

1983年 民國72年 「華嚴專宗學院」增設「華嚴專宗學院佛學研究所」。

中國文化學院設立「印度文化研究所」，由星雲法師擔任所長。

1984年 民國73年 「嘉義香光尼眾佛學院」增設研究班。

基隆靈泉禪寺成立「華文佛教學院」。

1985年 民國74年 自中國文化學院遷移至北投，由聖嚴法師成立中華佛學研究所。

淨行法師設立「中國佛教學院佛學高級班及研究所」，以培植高級佛教弘法人

才。（1988年遷至石碇靈山禪林。）

煮雲法師與慧顗法師於臺中縣太平市護國清涼寺設立「淨土專宗佛學院」。

1986年 民國75年 首愚法師於新竹縣峨眉鄉成立「峨眉書院」。

性廣法師於「弘誓協會」開班授課，此為「佛教弘誓學院」成立之起源。1989

年改名為「善導寺弘誓學佛班」，請昭慧法師在臺北善導寺主持。

1987年 民國76年 如悟法師於圓光佛學院增設「圓光佛學研究所」。

嘉義彌陀寺設立「寶華佛學院」，聘宏印法師為院長。

悟慈法師於臺南市開元寺重辦「開元禪學院」。

照因法師於南投縣鹿谷鄉淨律寺成立「淨律學佛院」。

聖開法師於南投縣魚池鄉成立「人乘學佛院」。

香光尼眾佛學院研究班改設立為研究所。

教育部召開宗教教育座談會。

1988年 民國77年 紹安法師於嘉義縣義德寺設立「般若佛學院」。

圓光佛學院召開第一屆全國佛學院院務研習會，時間在8月1日至4日。

1989年 民國78年 如學禪師於臺北法光寺設立「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聘比丘尼恆清法師為所長。

宣化法師於花蓮東淨寺設立「正法佛學院」為女眾佛學院（後遷至花蓮彌陀聖寺）。

高雄元亨寺菩妙法師於臺北創辦「妙林巴利研究所」，由吳老擇居士擔任所長，

專收女眾學員。

1990年 民國79年 菩妙法師於元亨寺內設立「元亨佛學院」。

民國80年 聖印法師於臺中縣霧峰鄉萬佛寺設立「慈明佛學研究所」。

1992年 民國81年 惠空法師於臺中慈善寺設立「慈善佛學院」。

昭慧法師主持之「弘誓學佛班」改名為「佛教弘誓學院」。

藏僧洛本天津法師於臺南縣左鎮鄉設立「臺灣噶瑪噶居佛學院」。

1993年 民國82年 惟覺法師於南投縣埔里鎮中台山創辦「中台男眾佛教學院」、「中台女眾佛教學

院」，各設研究所、大學部、高級部。

高雄元亨寺菩妙法師設立元亨女眾佛學研究所。

福嚴佛學院改為純以招收男眾為主。

宣化法師於高雄法界聖寺設立「如法佛學院」，為男眾佛學院。

1994年 民國83年 日常法師於新竹縣湖口鄉鳳山寺設立「福智佛學院」。

理光法師於南投縣鹿谷鄉光量寺設立「壽峰山光量學佛院」。

1995年 民國84年 常音法師於臺南縣玉井鄉成立「臺南女眾佛學院」。

臺灣大學成立「佛學研究中心」以建立系統化佛學文獻資料庫。由恆清法師主持。

高雄元亨寺「妙林巴利研究所」改稱元亨佛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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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 民國85年 惠空法師於臺中縣太平市設立「慈光禪學院」及「慈光禪學研究所」。

嘉義縣南華大學受佛光山文教基金會的委託，設立「南華大學佛教文化研究

所」。（後於2000年改名為「南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

法光法師於臺南縣新化鎮的蓮花山接天寺設立「蓮花圓覺佛學院」。

1997年 民國86年 慧嶽法師於臺北環河北路現址創辦天台教學研究所。

慧門法師於花蓮縣壽豐鄉成立「佛教力行學院、佛教解脫道研修所」。

1998年 民國87年 藏僧洛桑加措法師於南投縣埔里鎮創辦「法相山臺灣辯經學院」。

1999年 民國88年 高雄元亨佛學研究所增設男眾部研究所。

傳道法師於臺南縣妙心寺創立「妙心人間佛教研修院」，倡導印順法師之人間佛

教思想。

2001年 民國90年 聖嚴法師於臺北縣金山鄉籌建之「法鼓山」硬體設施初步完成。除將原設在臺

北市北投之中華佛學研究所遷往法鼓山之外，並新設「法鼓山僧伽大學佛學院」

及「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班」。

2002年 民國91年 如琳法師於新竹市壹同寺設立「壹同女眾佛學院」。

本年表編輯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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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佛教史》，梁湘潤、黃宏介合編，1993（民82），臺北：行卯。

野上俊靜等著，釋聖嚴譯，《中國佛教史概說》，1984（民73）四版，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中村元等著，《中國佛教發展史》（中），1984（民73），臺北：天華。

臺灣佛學院誌編纂組，《臺灣佛學院誌，壹、福嚴佛學院誌》，1994（民83），嘉義：香光書鄉。

臺灣佛學院誌編纂組，《臺灣佛學院志，貳、圓光佛學院志》，1995（民84），嘉義：香光書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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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審委員會）《白聖長老圓寂三週年紀念論文集》，1992（民81），臺北：能仁家商董事會。

如學禪師懷思錄編輯委員會，《如學禪師紀念論文集》，1993（民82），臺北：法光文教基金會。

本年表係以藍吉富先生所撰之年表為主體架構，並參酌以上參考書目相關資料，及本年鑑之台灣佛教

教育沿革相關專文與各佛學院、研究所、研究中心之資料，而由中華佛研所編輯室彙編而成。若有疏

漏與錯誤，敬祈賜教與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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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佛學院所名稱 級別
學習年限（及招生男女眾別，

與每次招生人數）

90學年度

招生屆次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 專修班、高級班、中級班、預科班。 二年。（女眾。人數不定。） 17

中華佛教學院
（第一年為專修部鯓二年級起分為）

初級部、高級部。

初級部三年、高級部四年。

（女眾。20瘣30人。）
10

元亨佛學院

元亨佛學研究所

初級佛學院、佛學研究所。

佛研所男眾部每三年招生一次。

其餘為每年招生。

三年。（佛學院：女眾。15瘣55

人。佛研所：男眾、女眾部。約

5人。）

學 院：12

研究所：7

佛光山叢林學院

第一級「中國佛教研究院」。

第二級「佛光山叢林學院」鯓包括

「國際學部」及「專修學部」。

第三級「東方佛教學院」鯓設立初級

佛學教育的各學園。

第一級三年。

第二級四年。

第三級二年。

（男、女眾。約80人。）

佛教力行學院

佛教解脫道研修所

佛教力行學院：高中部及大學部。

佛教解脫道研修所：碩士學程、

禪門專修部及博士學程研修所。

採取學分制。

學院：高中部三年、大學部四

年。（男、女眾。人數不定。）

研修所：禪門專修部三至五年。

碩士學程部三至五年。博士學程

部三至七年。

（男、女眾。約各10人。）

5

佛教弘誓學院

研究部、專修部、推廣部。 研究部延長修學年限為十年。

專修部修學年限為三年。推廣部

不限修學年限。（男、女眾。研

究部15人鯓專修部35人。）

研究部：9

專修部：2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

所

碩士學程之研究所。 正式研究生三年、選修生六年。

（男、女眾。正式生5瘣10人。選

修生人數不定。）

13

法雲佛學院 *

初級班。

分為全修生、選修生、旁聽生。

每三年招生一次。

三年。（女眾。全修生20瘣30

人。選修生10瘣20人。旁聽生

10瘣20人。）

至1998年招生

至第五屆。

法驠山中華佛學研

究所

研究所。 全修生三年鯓選修生鬖選課生首

期以二年為限鯓可續申請兩次鯓

最長以六年計。採學分制。

推廣部不限修學年限。

（男、女眾。全修生10瘣12人；

選修生5瘣10人。）

20

法驠山僧伽大學佛

學院

四年制之佛教僧伽大學。 四年。

（男眾、女眾各一班。各30人。）
1

南華大學佛學研究

中心

碩士學程之研究所。 二年鯓得延長二年。

（男、女眾。10人。）
5

香光尼眾佛學院

佛學院大學部鯓及佛學研究所籌備

處。

佛學院為二部五年制鯓二部是三

藏部、專修部。三藏部三年鯓專

修部二年。

（女眾。10瘣15人。）

22



另外鯓目前有辦學招生但此次未參鬖本年鑑創刊號彙編的單位有：中台佛教學院、天台教學研究

所、正法佛學院、法相山髾灣辯經學院、南普陀佛學院、海明佛學院及玄奘學術研究院、淨覺佛學

院、壹同女眾佛學院、圓光佛學院（鬖圓光佛學研究所同一體系）、慈光禪學院（鬖慈光禪學研究所

同一體系）、慈明佛學研究所（鬖中華佛教學院同一體系）。

又曾聯絡過的已停辦學院有：噶瑪噶居佛學院、福智佛學院、戒光佛學院、般若佛學院及如法佛

學院（男眾）。

其中法相山髾灣辯經學院、淨覺佛學院均曾達成編輯定稿鯓但前者因內部行政程序因素、後者因

未能授鬖主辦單位出版授權書鯓而協議不刊登。

參與本年鑑彙編之各院所立案機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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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院所名稱 級別
學習年限（及招生男女眾別，

與每次招生人數）

90學年度

招生屆次

華文佛教學院 *

正修科鬖預修科。 正修科四年鯓預修科二年。

（男、女眾。全修生30瘣40人鯓

選修生約20。）

華嚴專宗學院佛學

研究所

碩士學程之研究所。 三年。（女眾。10人。）
9

開元禪學院 專修班、正科班、預科班。 均為三年。（男、女眾。10人。） 28

圓光佛學研究所 研究所。 三年。（男、女眾。10人。） 15

慈光禪學研究所 禪學研究所。 三年。（男、女眾。10人。） 6

壽峰山光量學佛院

學前教育（一年）、預科班（即初級

部）及正科班（即中級部）。

每三年招生一次。

三年。（女眾。10人。）

3

福嚴佛學院

初級部、高級部、研究部。

自2002年起鯓改制為「大學部四年、

研究所三年」鯓採學分制；每兩年招

生一次。

三年。（男眾。初級部約42人、

高級部約12人、研究部約6人。）
9

髾南女眾佛學院
高級部。 大學部四年、高中部三年。

（女眾。二部各5人。）
7

蓮華學佛園

華梵佛學研究所

學佛園：預科班、正科班、專科班。

研究所：甲級研究生、乙級研究生。

學佛園：預科班三年。正科班三年。

專科班四年（未讀佛學院者五年）。

（女眾。各科班各約10瘣15人。）

研究所：甲級三至五年鯓乙級二

至三年。（女眾。5人。）

11

護國清涼寺淨土專

宗佛學院 *

初級（沙彌部）、中級（專科部）、

高級（教理部）。

初級部三年、中級部三年、高級

部四年。

（男、女眾。約15瘣30人。）

至1992年招生

至第三屆。

總計共26家佛學院所。（元亨為院、所鯓佛教力行學院暨佛教解脫道研修所各為院、所鯓蓮華學佛園及華梵

佛學研究所亦各為院、所鯓故實際參鬖彙編者為26家。）

（院所名稱後打 * 者表示為停辦中。）

淨律學佛院
初級部、高級部。 均為三年。（男眾。15人。） 初級部：10

高級部：1

立案機關 中國佛教會 內政部 教育部

獲准立案或

備案院所數
11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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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基隆區

註：泝下列部份院所無英文翻譯者，係由於其本身未提供譯名。

沴學院旁打 * 號者表示停辦中。

沊表中院、所，有未參與年鑑編印者亦收入在內。

地址 電話(T)、傳真(F) 網址(W)、電子郵件(E) 備考

華文佛教學院 * 201基隆市信義區六和路1號靈泉禪寺

No. 1 Liu-ho Road, Hsin-I District

Keelung, Taiwan 201, R. O. C.

(T) 02-2465-3191瘣2

(F) 02-2465-3160 (E) c1012774@ms58.hinet.net

單位

臺北區

地址 電話(T)、傳真(F) 網址(W)、電子郵件(E) 備考

天台教學研究所 103北市環河北路一段269號5F~7F (T) 02-2557-2719

(F) 02-2558-1598

玄奘學術研究院

海明佛學院

238臺北縣樹林市海明街22號 (T) 02-2681-2839

(F) 02-2683-6039

戒光佛學院 * 北市中山區玉門街9號臨濟護國禪寺 (T) 02-2594-8308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

Fa-kuang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105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60巷20號

20, Lane 60, Kwang-Fu N. Road

Taipei, Taiwan 105, R. O. C.

(T) 02-2578-3623

02-2577-7920

(F) 02-2577-6609

(W) http://fakuang.org.tw

(E) fakuang@ms49.hinet.net

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

The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臺北縣金山鄉三界村7鄰半嶺14-5號

14-5, Banling , Lin 7, Sanjie 

Village, Jinshan

Taipei County, Taiwan 208, R. O. C.

(T) 02-2498-7171秘書組

轉2365, 教務組轉2372,

圖書資訊館轉2210, 

網資室轉2237

(F) 02-2408-2492

(W) http://www.chibs.edu.tw

(E) chibs@chibs.edu.tw

法鼓山僧伽大學佛學院

Buddhist Seminary of

Dharma Drum Sangha

University

臺北縣金山鄉三界村7鄰半嶺14-5號

14-5, Banling , Lin 7, Sanjie 

Village, Jinshan

Taipei County, Taiwan 208, R. O. C.

(T) 02-2498-7171

(F) 02-2408-2084

(W) http://sanghau.ddm.org.tw

(E) seb@ddm.org.tw

華梵佛學研究所

蓮華學佛園

The Lotus Ashram &

Institute of Sino-

Buddhist Studies

223臺北縣石碇鄉豐田村華梵路2號

2, Huafan Road, Shihting Hsiang 

Taipei Hsien, Taiwan 223, R. O. C.

(T) 02-2663-1505

02-2663-1495

(F) 02-2663-1534

(E) lee0935@huafan.hfu.edu.tw

華嚴專宗學院佛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Hua-yen

Buddhist Studies

100臺北市濟南路二段44號

44, Chi Nan Road Sec. 2

Taipei, Taiwan 100, R. O. C.

(T) 02- 2341-4760 轉15

(F) 02- 2391-8924

(W) http://www.huayen.org.tw

(E) allway2@ms10.hinet.net

臺大佛學研究中心 106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1號

臺大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

(T) 02-2363-0231轉2295

再轉317

(F) 02-2363-9029

(W) http://ccbs.ntu.edu.tw

(E) cbs@ccms.ntu.edu.tw

靈山佛學研究所*

中國佛教學院佛學高

級班及研究所 *

223台北縣石碇鄉永定村大溪墘109號 (T) 02-2663-2178~9

(F) 02-2663-2112

(w) http://www.linhson.org.tw

(E) linhson@tpts5.seed.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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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桃園區

地址 電話(T)、傳真(F) 網址(W)、電子郵件(E) 考備

佛教弘誓學院

Buddhist Hong Shi

College

328桃園縣觀音鄉大同村11鄰121-5號

No.121-5, Lot 11, Ta-Toung Tsun, Kuan-Yin

Hsiang

Tau-Yuan Hsien, Taiwan 328, R. O. C.

(T) 03-498-7325

(F) 03-498-6123

(W) http://www.hongshi.org.tw

(E) hong.shi@msa.hinet.net

圓光佛學院

Yuan Kuang Buddhist

College

圓光佛學研究所

Yuan Kuang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學院之學院部，及研究所之地址如下。）

320桃園縣中壢市聖德路一段888巷11號

No.11, Lane 888, Sect. 1 Sheng Te Road,

Chunglie City

Taoyuan County, Taiwan 320, R. O. C.

（學院之校本部地址如下。）

320桃園縣中壢市月眉里5鄰78號

78, Lin 5, Yue-mei, Chung-Li 320

Taoyuan County, Taiwan 320, R. O. C.

研究所

(T) 03-427-1300 轉.318

(F) 03-498-6980

學院校本部

(T) 03-427-1300 轉277

(F) 03-498-0789

學院部

(T) 03-425-6169

(F) 425-0067

學院：

(W) http://www.ykzt.org.tw

(E) sikchenhsuan@yahoo.com.tw

研究所

(W) http://www.ykbi.edu.tw

(E) sati@ykbi.edu.tw     或

sati2200@ms29.hinet.net

單位

新竹區

地址 電話(T)、傳真(F) 網址(W)、電子郵件(E) 備考

壹同女眾佛學院 300新竹市明湖路365巷1號

1, Lane 365, Ming Hu Road

Hsinchu, Taiwan 300, R. O. C.

(T) 03-529-3238

(F) 03-529-3203 (E) zong-yin@seed.net.tw

福智佛學院 * 303新竹縣湖口鄉波羅村波羅汶41號
(T) 03-598-1369

(F) 03-597-0330

福嚴佛學院

Fu Yan Buddhist Institute

300新竹市明湖路365巷3號

3, Lane 365, Ming Hu Road

Hsinchu, Taiwan 300, R. O. C.

(T) 03-520-1240

(F) 03-520-5041

(W) http://www.fuyan.org.tw

(E) fuyan@mail.fuyan.org.tw

fuyan@cm1.hinet.net

單位

苗栗區

地址 電話(T)、傳真(F) 網址(W)、電子郵件(E) 備考

法雲佛學院 *

Fayun Buddhist Institute

364苗栗縣大湖鄉富興村16鄰11號（法

雲禪寺）

11, Fuxing, Dahu Village

Miaoli County, Taiwan 364, R. O. C. 

(Fayun Temple)

(T) 037-991-045

(F) 037-994-409

單位

臺中區

地址 電話(T)、傳真(F) 網址(W)、電子郵件(E) 備考

中華佛教學院

Chung Hwa Buddhist

Institute

慈明佛學研究所

413臺中縣霧峰鄉萊園村仁德巷7號萬佛寺

No.7 Jen Te Lane, Lai Yuan Village, Wu

Feng Township

Taichung County, Taiwan 413, R. O. C. 

(T) 04-2339-8165

(F) 04-2333-0981

(W) http://www.wanfo.org.tw

(E) wfs.chhan@msa.hinet.net

南普陀佛學院 406臺中市北屯區和平里軍和巷4號 (T) 04-2239-2816

6:40-7:50、11:40-12:40、

16:30-18:00 接聽

(F) 04-2239-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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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地址 電話(T)、傳真(F) 網址(W)、電子郵件(E) 備考

護國清涼寺「淨土專

宗佛學院」*

Hu Kuo Ching Liang

Monastery, Buddhist

Institute of Pure Land Sect.

411臺中縣太平市長龍路3段259號

259 Chang Loong Road Sec.3, Taiping City

Taichung County, Taiwan 411, R. O. C.

(T) 04-2278-9353

專線04-2279-0938

(F) 04-2270-0278

(E) sutra@tpts8.seed.net.tw

單位

南投區

地址 電話(T)、傳真(F) 網址(W)、電子郵件(E) 備考

中台男眾佛教學院

中台女眾佛教學院

Chung Tai Men’s /

Women’s Buddhist

Institute

545南投縣埔里鎮一新里中台路1號

1 Chung Tai Road, Puli

Nantou 545, Taiwan, R. O. C.

(T) 049-293-0215

(F) 049-293-0829

(W) http://www.ctworld.org

或 http://www.chungtai.org

(E) b0147@mail.ctcm.org.tw

法相山臺灣辯經學院

Institute of Buddhist

Dialectics Taiwan

545南投縣埔里鎮西安路3段148巷63號

No. 63, Alley 148, Shi-An Rd., Sec. 3, Puli

Nanto County, Taiwan 545, R. O. C.

(T) 049-293-2637、

049-293-1751

(F) 049-293-1853

(W) http://www.ibd-taiwan.org.tw

(E) ibd@ms26.hinet.net

淨律學佛院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of Jing-Liu

Monastery

558南投縣鹿谷鄉初鄉村中村巷27-2號

No.27-2, Chung-Tsun Lane, Chu-Shiang

Tsun, Lu-Gu Shiang

Nan-tou County, Taiwan 558, R. O. C.

7:10-7:50 12:00-12:30 5:30-6:00

(T) 049-275-5656

（電話時間：7:10-7:50

12:00-12:30  17:30-18:00）

(F) 049-275-3367（請先

電話聯絡）

(W)

http://members.tripodasia.com.

tw/jinglui

(E) sa755656@ms4.hinet.net

壽峰山光量學佛院

Shou Feng Shan Guang

Liang Buddhist Institute

558南投縣鹿谷鄉秀峰村仁愛路183之8號

183-3 Zinai Road, Showfon Village, Lu-Gu

Shiang

Nan-tou County, Taiwan 558, R. O. C.

(T) 049-267-1793

單位

嘉義區

地址 電話(T)、傳真(F) 網址(W)、電子郵件(E) 備考

南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

Institute of Buddhalogy,

Nan Hua University

622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32號

32 Chung Keng Li, Dalin

Chiayi County, Taiwan 622, R. O. C.

(T) 05-242-7121轉

2931，或轉2930

(F) 05-242-7121

W) http://www.nhu.edu.tw

(E) buddhist@mail.nhu.edu.tw

香光尼眾佛學院

Luminary Buddhist

Institute

604 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洲49-1號

49-1 Hsiychou, Nei-pu, Chu-Chi

Chia-I County, Taiwan 604, R. O. C.

(T) 05-254-0359

(F) 05-254-3213

(W) http://www.gaya.org.tw/hkbi

(E) hkbi@gaya.org.tw

般若佛學院 * 602嘉義縣番路鄉內甕村凸湖5號義德寺 05-259-1107 05-259-2873

慈光禪學研究所

慈光禪學院

411臺中縣太平市坪林路50號

No. 50, Ping Lin Rd, Tai Ping City

Taichung County, Taiwan 411, R. O. C.

(T) 04-2392-2762

(F) 04-2392-8497

(W) http://www.fozang.org.tw

(E) bhms@tcts.seed.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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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女眾佛學院

Tainan Girl Buddhist

School

714臺南縣玉井鄉豐里村74-7號

74-7, Fengli Tsun, Yuching Shiang

Tainan County, Taiwan 714, R. O. C.

(T) 06-574-3669

(F) 06-574-3701

蓮花圓覺佛學院 * 712台南縣新化鎮那拔林500號（蓮花山

接天寺）

(T) 06-591-1764

06-591-1141

(F) 06-591-1768

噶瑪噶居佛學院 * 713台南縣左鎮鄉左鎮村91-2號 (T) 06-573-2103

06-573-1156

(F) 06-573-1146

(W) www.karmapa.org.tw

(E) lopon@ms13.hinet.net

單位

高雄區

地址 電話(T)、傳真(F) 網址(W)、電子郵件(E) 備考

元亨佛學院

元亨佛學研究所

Yuan-Heng Buddha

College & Yuan-Heng

Buddha Graduate School

804高雄市鼓山區元亨街7號

No.7 Yuan-Heng Street, Kushan District

Kaohsiung, Taiwan 804, R. O. C.

(T) 07-533-0186

(F) 07-551-2138

(W) http://www.yhm.org.tw

(E) zk269@yam.com

如法佛學院 * 844高雄縣六龜鄉興龍村東溪山莊20號 (T) 07-689-3713

(F) 07-689-3870

佛光山叢林學院

Fo Guang Shan Tsung

Lin University

840高雄縣大樹鄉興田村興田路153號

Fo Guang Shan, Ta Shu

Kaoshiung County, Taiwan 840, R. O. C.

(T) 07-656-1674

(F) 07-656-1593

(W) http://www.fgs.org.tw/edu/tsl

(E) fgsastw88@mail.fgs.org.tw

淨覺佛學院

Ching Chueh Buddhist

College

822高雄縣阿蓮鄉港後村76號

76 Kang-Hou Village, A-Lien Township

Kaohsiung County, Taiwan 822, R. O. C.

(T) 07-631-2069

(F) 07-631-8112

(W) http://www.chingjou.org.tw

(E) chingjou@ms9.hinet.net

單位

花蓮區

地址 電話(T)、傳真(F) 網址(W)、電子郵件(E) 備考

正法佛學院 974花蓮縣壽豐鄉池南村四健會7號 (T) 03-865-1956

(F) 03-865-3426

佛教力行學院

佛教解脫道研修所

The Buddhist Viriya

College & The Buddhist

Vimutti-Marga Institute

974花蓮縣壽豐鄉水璉村南坑55號

55, Nan-Keng, Shui-Lian Tsun, Sou-Feng

Hsiang

Hua-Lian County, Taiwan 974, R. O. C.

(T) 佛教力行學院

03-860-1177；男眾

部：03-860-1190

(T) 佛教解脫道研修所

03-860-1197~8

(F) 03-860-1239

單位

臺南區

地址 電話(T)、傳真(F) 網址(W)、電子郵件(E) 備考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

Chien Fo Shan Girl

Buddhist School

佛陀學術研究院

718臺南縣關廟鄉松腳村旺萊路466巷1號

1, Lane 466, Uang-lai Road, Sung-chiao Village

Tainan County, Taiwan 718, R. O. C.

(T) 06-595-8106~9 轉佛

學院

(F) 06-595-8610

(W) http://www.chien-fo-shan.com.tw

(E) buda68@ms33.hinet.net

開元禪學院

Kaiyuan Chan Buddhist

College

704臺南市北園街89號

89 Bei-yuan Street

Tainan, Taiwan 704, R. O. C.

(T) 06-236-4617

(F) 06-208-5634 (E) kaiyuan2@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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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院、佛學研究所、中心 各單位之編輯委員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 釋若勍、釋若磐、釋若知、釋若玅、釋若奘

中華佛教學院 釋常開、釋常釋、釋常璿、釋常謙、釋常懷

元亨佛學院暨元亨佛學研究所 釋淨珠、釋菩妙、釋會寬、釋毓定、釋容慧、釋融觀、釋會瀅、

吳老擇、高睅助

佛光山叢林學院 釋永本、釋覺啟、釋妙日

佛教力行學院暨佛教解脫道研修所 釋慧門、釋妙慈

佛教弘誓學院 釋心住、釋性廣、釋心淳、釋傳法、釋心宇、釋印悅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 蕭金松、釋禪昇、釋智宣、陳長己、李偉穎、陳麗珠

法雲佛學院 釋達碧

法鱷山中華佛學研究所 李志夫、王志攀、賴月英、賴姿蓉、杜正民、張元隆、陳英善、

李泰志、陳佳彌、黃怡琪、林郁芝、林雅萍、蔡明珠、劉慧雯、

洪金蓮、柯春玉、陳秀蘭、劉蒼海、朱素蓮、林子芸、陳滿卿

法鱷山僧伽大學佛學院 釋果光、釋果見、釋果幸

南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 蔡源林、蔡昌雄、藍雅惠、顏麗珍

香光尼眾佛學院 釋自範、釋見可、釋自衍、釋自正

淨律學佛院 淨律學佛院教務組、謙因法師

華文佛教學院 釋慧笙、釋修謙、釋真圓、釋修安、釋真彬

華嚴專宗學院佛學研究所 釋賢度、黃淑勤、郭佳瑩

開元禪學院 釋會鑲、釋會童、釋法堅、釋發明

圓光佛學研究所 釋性圓、釋性一

慈光禪學研究所 釋惠空、釋妙理

壽峰山光量學佛院 釋理光、釋照毅、釋量廣、釋量正、釋量願、袁慧智

福嚴佛學院 釋厚觀、釋齎因

鴷南女眾佛學院 釋常音、釋演禪

蓮華學佛園暨華梵佛學研究所
釋修慈、釋仁朗、釋菁澤、釋持行、釋常慈、釋仁聞、釋印思、

李淑玉、陳惠文

護國清涼寺淨土專宗佛學院 釋真賢、釋法緣





編後記

本年鑑編至2001年年底止。年代以西元標示。對於出家眾的尊稱，除少數已故尊宿外，一律尊

稱「法師」。

本年鑑共計23個單位參與彙編。每家院、所、中心平均分攤基本刊登費。不願分攤執行編輯人

事費用的單位有：千佛山女子佛學院、佛教力行學院暨佛教解脫道研修所、圓光佛學研究所。此項費

用由主編單位自行吸收。其餘二十個單位平均分攤此項執行編輯人事費用。謹在此致謝。

我們要特別感謝以下諸位菩薩：

陳修一先生提供相關之法律諮詢與協助；王志攀先生、賴月英與賴姿蓉小姐協助編輯理念與方

法；張元隆先生及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之果毅法師、果旭法師、劉芳杏、陳彩月，以及法鼓山

基金會楊麗萍、林盈志小姐、陳界良先生在編輯、資料提供、及法律相關事項之協助；盛嘉莉小姐提

供授權書相關參考資料；本所同仁李美寬小姐提供本所相關年鑑資料；李璧苑小姐協助製作插圖；以

及本所所有同仁共同核對本所年鑑資料，和在年鑑編輯期間以上所有同仁的幫忙、關心。另外曾多次

煩擾鴻霖鄭玉章、蘇威任先生、崇寶李先生、佳盟鄭建成先生、凱立黃溪川先生幫忙提供估價、報

價、設計版型等事。並感謝麥芫綸小姐及本所諦融法師、演慧法師、自悾法師、果岸菩薩、徐以瑜、

闕慧鈶、李逸萍等同學幫忙校對。

當然，更要衷心感謝的是各院所參與編輯的所有委員們辛勞、認真的付出。還有凱立國際印刷股

份有限公司的黃溪川先生、顏雅香、張春蘭小姐等承辦整本年鑑的排版與出版。

感謝中華佛學研究所創辦人聖嚴法師為本年鑑寫序，並感謝慧嚴法師、江燦騰教授、闞正宗先生

為撰寫專文及提供年表基本架構。

同時也要感謝厚觀法師、立融法師、性叡法師、及洪金蓮、賴姿蓉、蔡明珠等學長在這段日子中

所給予的精神上之鼓勵與支持。

有諸位的付出，本年鑑的編輯出版才能順利成辦。

由於滿卿係初次擔任編輯工作，雖然承蒙諸位熱心指導，還是耗費了許多曠日費時的編輯加工。

如果事先在提出編輯要項等大綱時，能將格式細節設定清楚，如年代應採用西元或民國等，使整個過

程簡化，則將會更為順利。所以要感謝諸位大德在整個過程溝通協調中，所給予的容忍與配合。

因為參加本年鑑彙編的單位先前共有將近三十所，在資料上一再修改、補充，在美編上各有所分

歧，在定名上也各有所堅持，這些都必須一一溝通、協調；另外又有因主管短期不在國內，而要俟其

請示等等。本來預計 10個月即可編成的工作，整整拖了一年多。這也是本編輯小組不能推諉的責

任。凡此編輯過程中所遭遇之困難，均因李所長的指導，我才能持續安心下來，完成此一任務。但在

最後清稿時，因病請假，多賴左菁華菩薩完成付印，至為感激。

如今年鑑創刊號終於能夠完工了！在此衷心祈願大家都能喜悅地迎接它的誕生、寬容它的不完

美，並能不吝賜教。

陳滿卿 敬誌于2002.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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