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宣德老恩師頌〉

慈心悲願孰能侔，

學府高航般若舟。

一脈薪傳燃慧炬，

德功赫赫耀千秋。

人 生 世 事 ， 真 個 似 箭 如

梭，物換星移，轉眼半個世紀，

輕輕溜過。民國四十六年，我

進入台中師範就讀，遇到呂佛

庭老師（半僧）為班導師。那

時的我處處充滿年輕人的不得

意，煩惱迷惘，常問呂老師：

「人生是什麼？」由是因緣，

得呂老師引介我到台中蓮社聽

經。第一次接觸到佛法，瞻仰

恩師李炳南老師（雪廬老人）

的光華風範，因此開始與李老

師有往來請益。

仍因家境貧困，民國五十二

年，我又回鍋到剛改制後的台中

師專就讀，滿腔苦悶，因緣時

至，加上我當時好動的的個性，

於是在民國五十二年年底於學校

中和幾位好同學，共同組織成立

了台中師專的第一個佛學社團，

定名為「潮音學社」。

這個原因，最主要的是受

到當時民國四十九年國立台灣

大學「晨曦社」創立，在台灣

掀起一陣各大專佛學社相繼成

立的風潮。而這其中，最大貢

獻及產生影響力量的，便是周

宣德老師的提攜及鼓勵，引得

一片大專學生佛學運動風起雲

湧的波瀾捲起。我台中師專，

受李炳南老師及周宣德老師的

愛護，於此順理成章的播下了

這顆法緣種子，從此展開了半

個世紀以來的緜緜薪傳，有緣

借筆，回憶一下當時所知、所

見、所聞。

那時李老師擔任「至聖先

師奉祀官府主任秘書」，周老

師擔任「中佛會國際文教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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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基金會董事長」。由於李老

師及周老師的慈悲垂護，因緣

支持，及各方面人事的指導，

周老師時時南北奔波，為我們

多所開示、協助，才能水到渠

成，在民國五十二年十一月

十六日（星期六）下午三時，

正式於台中師專大禮堂舉行了

佛學社成立典禮。到場觀禮指

導的，除了二位老師外，尚有

十餘位教授，有教務主任張崇

賜、訓導主任楊志今、總教官王

化通、呂佛庭師、傅世銘師、

陳榮銓師、戴鎬東師、晏鳳麟

師等列席輔導，於是台中師專

「潮音學社」正式成立，造就

了一大因緣。從台中師專，到

改制為台中師院，再改制為今

日的台中教育大學，一脈薪

傳，培育了許多國家棟梁與佛

教界人才。五十年來，法緣不

輟，旗鼓長存，驀然回首，最

要感恩感謝的就是李炳南老恩

師，及周宣德老恩師的創建和

引掖。

創社伊始，我擔任副社長，

民國五十三年我轉任正式社長，

在學校與台中蓮社、慈光圖書

館及台北周宣德老師皆有密切

的聯繫來往，聯絡一切活動訊

息，走入全台灣大學生佛學運

動的團隊中。與台北各社更是

透過周宣德老師的關係，日益

切磋砥礪交誼，無論在各種佛

學社舉辦的演講比賽、聽經學

習、測驗皆有良好的成績表

現。尤其是在周宣德老師所主

持的國際文教獎學金基金會，

鼓勵同學們撰寫論文，頒發獎

學金。同學們個個努力，筆者

也曾獲得周老師親頒撰寫研究

閱讀「金剛經心得論文」的獎

學金，至今一生難忘。

當時李炳南恩師在每週六晚

上於台中慈光圖書館開講「金剛

經」，法堂聽眾擠爆到走廊、庭園

中，筆者當時擔任佛學社社長，

正是意氣風發，一夜率領了兩百

餘位同學，也到慈光圖書館擠熱

鬧聽老師講經。這個場景筆者感

到很高興，周老師也高興，就鼓

勵筆者將這個經過寫下來，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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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了一篇〈台中金剛經講座側

記〉，已經刊登在《慧炬雜誌》

上，這個因緣，也激勵了後來不

少同學開始撰寫有關佛學活動的

文章。在民國五十四年六月底，我

要畢業離開台中師專前，為了想

延續法緣命脈，創辦佛學刊物，

但當時師範生實在太窮，沒錢可

做事。只是我想，跨出第一步是

很重要的，於是我

跟一樣窮的同學

們，展開「募捐」

活動，五塊、十塊

不計的募到一些小

錢，在民國五十四

年六月廿日，發行

了「潮音學刊」創

刊號，為最簡單的

八開雙面報紙型刊

物，裡面包含了各

位老師的題辭賜

文，版面雖然簡陋

但五臟俱全，傳承

了後面學弟妹們連

續出版較大型佛學

刊物的基礎。

當時我主持佛學社，值草

創之期，萬事艱難，但以兩位恩

師之期許嘉勉，一切勇往直前，

因個人所學興趣廣泛，加上當時

我擔任校刊總編輯，在學校行政

業務上有許多方便之處可運用。

在學校，經我個人創辦號召發起

的，尚有「古典詩社」、「國樂

社」「太極拳社」、「書法社」

慧炬同仁參訪台中佛教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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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時進行，也可說是將這幾個

社的活動，常揉合在一起舉辦。

因此將這些社員，綜合在「潮音

佛學社」裡，重複學習及組織，

所以大凡這幾個社的重要社員，

幾乎全清一色是佛學社的成員。

要出門，要活動，常是瘋在一

起，玩在一起的團隊，這段往事

歷歷，所以後來的五十年，各社

出了許多傑出的人才，如國樂社

的魏德樑團長（現國際聞名的正

心箏樂社團長）；佛學上，有吳

希仁社長（聰敏，曾任台中蓮社

社長）；文學上的張清泉博士

（現任彰化師大教授）；書法界

的杜忠誥博士（台灣師大教授退

休）；教育界的楊思偉博士（現

任母校台中教育大學校長）；張

瑞和老師（曾連獲兩屆全台文史

論文競賽冠軍）。這個人才輩出

的佛學社，一脈相傳，綿延不絕

至今。

在慈光圖書館，那時正值

淨空法師向雪廬恩師努力用功學

習，因此，筆者與淨空法師常在板

凳上切磋開講談心，獲益良多。筆

者當時與「慈光半月刊」主編游俊

傑、劉覺之居士很熟，就每期在慈

光半月刊撰寫專欄短文。

民國五十七年夏天，奉師命

由我當班長，率領台中蓮社各位

師兄弟，到南投縣水里「蓮因

寺」晉謁懺雲法師，參加第一

屆大專學生「齋戒學會」為台灣

有短期出家的開始。俗話說「成

功不必在我」，前人種樹，後人

乘涼。感謝感恩，有本師釋迦牟

尼佛的出世，才有我輩今天接觸

法乳的機會；也感謝李炳南老恩

師，承繼「印光祖師法脈」來台

中，與周宣德老恩師相輔相成的

教誨，才有台中教育大學今日的

薪火傳承不滅。佛恩深重，師恩

難報，燈燈無盡，以至未來，

同登極樂佛國，蓮池海會重新

見面之時，皆是指日可待。思

之快然，願後來之學弟學妹們

再加油啊！

二○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教師節

於草屯雙花艷草堂迎香書室

作者為台灣佛教史撰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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