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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佛學社團當中稱為「老學長」者，多是指畢業後的社員，或是在社

團中資歷較深、能引領新學員接觸教法的高年級在學同學。他們各自以校

友會、指導老師、輔導學長等不同身分回到學社，形成老學長輔導學社同

學的「學長制度」。

近年來，由於佛學社團人數減少，老學長們更積極地投入與在學同學

一同經營社團的志業。臺大晨曦學社自五十周年（民國九十九年）的社慶

開始，每年社慶皆由校友會與學社同學合辦；師大中道學社一年一度的供

齋活動，目前由中道學社與北醫慧海社畢業社員於西蓮淨苑合辦；在中興

大學智海學社社課中，常見到畢業學長前來聽法的護持身影，甚或有些老

學長同時指導並參與好幾個學社的活動。本刊邀請晨曦學社、中道學社與

智海學社的老學長們，與我們

分享護持學社的歷程與理念。

學長制度是相續的情誼

健全的學長制度，是佛學

社團非常強而有力的奧援。中

道學社老學長蘇朱民分享他在

學社時經歷的「學長制度」：

每位老學長透過生活中實際、

主動的關心，一對一地感動新

進的學員，順道通知學社近期的活動訊息，難得的是，雙方在過程中沒有

被強迫的感覺，學員可以談生活瑣事，也可以討論佛法。

曾為晨曦學社社長的李叔玲，畢業後自然成為晨曦校友會會員，對她

而言，校友會的特色是「縱貫上下三十年」，老學長視野較高，對處世的

疑難課題，總能四兩撥千斤地給予高明的建議，更重要的是：「對學佛路

的助益更不待言，老學長常常勸誡我們一轉眼就是他們這樣的年歲了，要

把握時間修行。」晨曦校友透過發行《晨曦通訊》、成立部落格與每個月

定期聚會，邀請老學長分享佛法應用於生活的議題，提醒畢業校友仍要將

佛法的實踐當成一生的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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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校友會會員們持續參與學社活動

No.582 Jun. 2013∣17 



呵護的心，從未離開：護持學社的老學長們

聯合護持的力量

 一、臺灣大學晨曦學社：香火不斷，就是不容易

民國七十二年成立的晨曦校友會，其會員林淑貞曾於《晨曦通訊》指出，晨曦

校友會將一脈相承之晨曦人串連起來，再度共同弘法利生，必要能在學佛道上互相

接引，而「弘法利生」更必須落實在：一群真正學佛者，經過不斷地切磋琢磨，擬

出一套整體計畫，實實在在地出發去做事。

晨曦學社十周年、二十周年、三十周年社慶時，都是由學社的同學籌辦，老學

長受邀參加。民國九十八年，臨屆五十周年社慶時，晨曦學社傳出倒社的危機，當

時的晨曦校友會會長陳肇璧遂倡議由校友會承辦五十周年社慶。參與策劃《臺大晨

曦學社五十周年社慶專刊》的李叔玲提到，老學長們著手籌辦社慶的理念是：「香

火不斷，就是不容易。」社慶當中發起捐款活動，老學長們紛紛發心響應，扣除社

慶活動費用支付後

結餘的捐款，由陳肇

璧提議作為學社獎

學金，連續舉辦四

屆晨曦學社獎學金

申請和頒 發，令 學

社由原本僅存三人

的倒社危機中逐漸

回穩，接引更多臺大

學子接觸佛法。

現任會長陳金玲表示，目前仍以學社成員為主要的決策者，校友會為輔助，提

供建議、資金、協辦聚會與大型活動、鼓勵在學同學畢業後加入校友會，並主動且

經常性地與學社社長聯繫、互動。

除了護持學社、聯繫校友情感之外，晨曦校友會也思考對社會大眾的貢獻，近

年來校友會積極參與學術活動，例如和臺大佛學研究中心合辦「二○一二東亞佛教

思想文化國際學術會議」，主題包括「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弘播及影響，更拓展

到佛教徒對醫療、公益參與等各行各業的貢獻，目的在於幫助大眾認識佛教與學佛

運動的發展歷程，也為佛教學術研究盡一分心力。

晨曦學社五十周年社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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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興大學智海學社：老學長們應機導化的栽培

中興大學的謝嘉峰教授，不僅是智海學社老學長，更擔任智海學社第二十一

至五十一屆指導老師，長期輔導學社。這段因緣起於民國六十九年，智海學社原指

導老師往生，民國七十年暑假末，當時智海學社社長施同學請教謝教授說：「學校

希望找個指導老師，怎麼辦？」於是謝教授與施同學一同到臺中正氣街拜見雪廬老

人（李炳南老居士），祈請雪公給予意見決定，想不到雪公回答：「那就由你來擔

任。」謝教授謙稱自己擔任指導老師，只有緣起，沒有動機，但因不違雪公恩師之

命，抱持「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想法，盡全力護持學社的慧命。

進入「智海」的同學們，大一、大二受老學長栽培，大三擔任主要幹部，大四

擔任老學長輔導學社。因此，早期學社其實都由「老學長」輔導而成；隨著時

代變遷，原先的學長制度逐漸轉變為以學社幹部為主要決策者，老學長為輔助

的情形。

謝教授觀察自己擔任指導老師的三十多年間，學社運作的轉變：前二十年，藉

由許多畢業同學及在校老學長的協助，社務推行得很順利；後十年的轉變較大，學

社同學的學習傾向改變，在社課當中安排有系統的佛學課程《佛學概要十四講表》

並不容易。民國一○一年時，由中興大學電機系楊教授擔任校內指導老師，謝教授

則任校外指導老師，推展學社的社課、演講、社遊與校際活動等，活動現場常見有

智海學社老學長響應參與。學社每周四固定辦理午餐聚會，免費招待同學素食便

當，邀請師長分享中華文化及佛陀智慧，陶養同學接觸善法，智海學社也在臉書專

頁上發布社團消息。

在智海學社輔導同學的謝智光提

到，「培養幹部」是目前學社面臨的挑

戰之一：曾參與過其他學校佛學社團的

研究生，因課業繁重無法接任幹部，而

好不容易培養起來的大學部同學，畢

業後離開學社，較不利於幹部傳承。為

此，老學長積極辦理幹部訓練，例如

智海學社與醫王學社曾舉辦聯合幹部訓

練，鼓勵學社成員學習幹部執事，也促

進兩方學社同學的交流及認識。

智海學社與醫王學社聯合幹部訓練

No.582 Jun. 2013∣19 



呵護的心，從未離開：護持學社的老學長們

智光也觀察，對於目前學社的同學而言，較適合以實際應用層面的佛法課程為

接引，接著才能漸次引導同學研討經典。因應各學社同學的學習傾向，應機導化地

在大學生心中播下菩提種子，也是許多學社的重要使命。

三、師範大學中道學社：聚合學長情誼，接引有緣新生

中道學社蔡天薰老學長回憶，在一次中道學社校友們的聚會中，發覺中道會

（畢業校友會）和當時學社之間的聯繫需重新聚合，遂由校友共同發想出「由畢業

老學長發心回學社擔任指導老師」的想法。民國九十五年起由許明福、陳錫琦等老學

長先後回社擔任指導老師，蔡天薰為第四十九至五十一屆指導老師，現任指導老師則

為楊崇銘老學長。指導老師提供資金協助、辦理在學同學與畢業校友聚會，並配合學

社提出的課程計畫，引介學有專精的老學長回社授課，更輔導幹部調適經營學社的心

態。此外，中道會也藉由每年的「供齋」活動，集合各年齡層的中道社學員相互交流。

老學長蘇朱民，將傳承學長制度的社團文化當成自己的責任，也希望社團一直

保有這樣的文化，因此以「學社主動提出計畫，自己就依專業領域進行配合」的合

作關係，持續擔任學社課程教師。現今仍在學社輔導學員的王宣蘋，則希望能建立

培養人才的方法，透過一套系統化的課程，引導新生了解佛陀教育的本懷。 

蔡天薰觀察，中道學社有一個

特殊的現象：「每隔幾年就會出

現一位大菩薩學長，支撐著中道

社很久。」他說，「下一棒」什

麼時候出現，其實難以預料，但

學社有畢業及在學的老學長支撐

著，就能隨時應變，接引有緣的

同學，這也是老學長們持續護持

學社的最大動力。

老學長對學社發展的建議

 一、以佛陀智慧為今後學社的機會

陳肇璧提到，機會存在於大學生來去如流水般的改朝換代裡；經營狀況良

中道學社例會與幹部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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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與否，都有可能變動，人潮流失證明接引方法應該變通，一切從零開始。而

「善用佛陀的智慧」是最為核心的基礎，佛陀的智慧諺語，足可以說服全校師

生，更是唯一出路。

二、加強「生活面」的關照

楊 崇 銘 和 蔡 天 薰 皆 提 到

「社團要走自己的路」，學術

社團的發展不能再像過去一般

與道場生活完全結合，應回到

大學青年的學術研究與生活領

域，引導同學依循佛陀的教

法，成為一位自在的大學生。

三、串連歷史，召集更多校友的力量

中道學社老學長簡茂發提議，學社可呼籲過去參與的人回母校社團，整理學社

的史料記錄，以此根基結合新的情境潮流，策勵大家共同投入其中，重新思考發揚

社團特色的著力點。

四、不分立場，科際整合

老佛學社團不屬於特定道場的自由學習風氣，是其共通的特色，簡茂發認為，

不同佛學社團在「學習佛法」的宗旨跟用心是一致的，可以相互合作，重要的是

傳承及發揚學社的理念，透過各種有形、無形的活動，接引大專青年繼續學佛。此

外，以科際整合的態度，整合佛學與各學科，也是新時代學佛人必然的趨勢。

佛學社團的老學長，以感恩前人與回饋後學的心意護持著學社，也藉由學社的

號召，提醒自己堅持學佛的職志。在佛學社團面臨轉機的此刻，以「佛陀智慧」為

基礎，落實於「生活面」的關懷，從歷史脈絡中發揮特色，廣納佛學與各種學科、

社團的融合，不僅是老學長們對學社的期許，更是未來發展、經營的參考。也歡迎

早期在大學佛學社團投入心力的畢業老學長給予回響，將眾人之力化為源頭活水，

為校園保留永續傳承正法之清流。

醫王學社與智海學社於臺中蓮社舉辦冬至湯圓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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