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慧炬雜誌》創刊至今(二

○一一年)過五十週年慶。在整

個台灣佛教發展史上有他的貢獻

所在，很值得做一回顧與省思。

六十年前隨國民政府撥遷來

台的僧侶，開始在台灣要建立中

華文化的正統道場，即想到如何

促使知識分子皈依佛法僧三寶。

大專院校是學者社會(scholar 

society)，成為組織佛學社的目

標。

周子慎先生剛好從台糖退

休，把他個人所有的資源投入大

專佛學社的創立與輔導。在當時

正逢台灣戒嚴時期，如沒有人脈

與毅力，要播下這一棵菩提種子

是很不容易的。但由於周老居士

的悲心與願力，一一實踐了他的

千秋大業。

周老居士提供出他的住家

當會所，匯集志同道合之士創辦

《慧炬雜誌》做為聯繫大專青年

學佛的橋樑，亦步亦趨走出一片

天空。

這一甲子以來由於大專知識

分子的學佛蔚為成風，帶動了整

個台灣佛教蓬勃的發展。從零開

始，到當今佛教大學已有六所，

中小學乃至沒立案的佛學院不計

其數。不可諱言地整個社會資源

佛教佔了大部分。

緬懷慧炬創辦人周老居士

的悲願已達成了，他在中華文化

儒佛並弘的目的也達到了。但時

代的巨輪周輾不停，時空的轉變

瞬息萬變，周老居士也往生了，

後慧炬時代要怎樣走，更值得省

思，當下：

叢林佛教各大山頭已樹立。

出家僧侶是佛教的代表者。

在家居士只能當配角。

大專院校佛教社團已沒落。

慧炬已無法如往昔作為社團

的輔導者。

人力財力以寺院為中心。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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炬有限的資源

已發揮不了大

功能。

後現代思潮，

什麼是主流？什麼

是正統？什麼是正

信？台灣已是民主

自 由 與 法 治 的 國

家，多族群多元的

社會之下，如何包

容？而非單一的種族主義，也是

後慧炬時代，經營方式必將隨時

空改變而再造，才能走出第二

春，再努力發揮其功能吧！

居士共修，猶如蓮社性質，

結合學佛之士；

濟善事業的推廣，諸如籌募

獎學金，關懷弱勢；

媒體運用，諸如雜誌出版，

資訊傳播；

教育事業，諸如辦學校、社

區學院，開學術會議等。

為了弘揚佛法，為了發揚

周老居士的悲願，慧炬在歡度

五十週年慶之餘，當借用企業

經營分析工具SWOT加以精算，

或許有助於今後再永續發展。S

代表優勢(Strengths)，W代表

劣勢(Weaknesses)，O代表機會

(Opportunities)，T代表威脅

(Threats)。

今逢「慧炬雜誌五十週年

慶」，能五十年如一日確實得來

不易，在此預祝這智慧火炬永遠

長明，如佛海的一盞明燈在那裡

照耀著。

作者為本社董事、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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