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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許多老佛學社團受到大環境的因緣影響，彷彿像完成其在臺灣

佛教發展歷史上階段性的任務般，逐一地在大學校園消失。

訪問佛學社團師長、老學長時，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提到：在隨順緣起的

態度當中，依然抱持著「為維繫學社盡一分心力」的信念。這些在大專知識青

年學佛運動的潮流中創設的佛學社團，其存續代表著什麼樣的價值與意義？

回到學佛的最初

臺大晨曦校友會現任會長陳金玲，因

為接觸晨曦學社而信仰佛教，對她而言，學

社的巍然屹立，像是在一脈相承的學長姊、

學弟妹之中，為自己留有一個學佛的位置，

時時刻刻提醒自己「莫忘學佛初衷」。

穩定的價值觀導航

中道學社創社成員之一的簡茂發，贊同佛法對青年的正面影響力，呼籲

學社不要因為人少就停辦。中道學社老學長蘇朱民認為，學社的存續意義在

於：幫助大學生建立穩定正向的人生價值觀。佛學不是純粹的宗教信仰，而

是探索價值觀的學問，在大學校園中，這樣的社團有其存在的重要性。

傳承社團文化「學長制度」

除此之外，珍貴的「學長制度」也是佛學社團存續的重要價值之一。這

項傳承文化，在其他性質的社團中非常少有，不僅是佛學社團的特色，也是

讓人期待學社續存的另一種觀點。

發創獨特的學習風格

老佛學社團隨著各自所在的大學校園風氣，而發展出屬於該佛學社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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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研學風格。智海學社的謝嘉峰教授輔導學社學員至今，總是將雪廬老人的訓勉

謹記在心，在智海學社尚有一、兩百位學員時，雪公即勉勵若學社僅存一、兩位學

員，仍要專心地栽培這一、兩位學員。謝教授認為，對於學社的存續，一方面要

「盡人事、聽天命」，另一方面，學社更要發展自己的特色，順應時代潮流，慧命

才能夠延續，也更能顯出佛學社團存在的意義。

具有平等心的合作立場

中道學社老學長蔡天薰提到，早年慧炬機構舉辦「九蓮粥會」，廣邀各學社

同學參加，傳達「人緣」是學社護持來源的重要概念。各學社學員之間自發性的

互動，或者有些學員自己就讀的大學沒有佛學社團，於是轉往加入其他院校的佛學

社，都是很好的交流實例。

其實，不同性質和學習背景的佛學社團，須各自面對不同的挑戰。蔡天薰引用

「西蓮淨苑開山老和尚」智諭法師的理念：「老和尚培養大專青年，不是為了自己

用，而是為佛教所用，讓青年散到各地幫助大眾。」說明在老佛學社團自由的研學

風氣當中，也包含了這樣寬闊、包容，共同為了佛教互相支援的心。

持續接觸「法」的機會

晨曦學社校友會會員陳肇璧，曾以〈我們應該繼續支持晨曦社〉一文疾聲呼

籲：「我們應該盡最大的努力，讓學社存活。」他提到，若因遭逢困境而放棄學

社，將非常令人惋惜；蔡天薰也認為，他若是沒有接觸中道學社，必然沾染許多濁

世習氣虛度一生。只要學社存在一天，就有接引學生接受「正法」薰陶的機會，為

社會大眾創造支持佛法的人才。

從受訪者的講述中，我們看到大學院校佛學社團的存續，其背後有無數指導

老師、老學長、學員們心血的灌溉和凝聚。佛學社團不僅僅是曾經參與者的過往記

憶，更是繼續在青年心中種下菩提種子、為社會帶來正向影響力的弘法據點。願所

有佛學社團的繼承者，以這分滋養作為起點，讓智慧的無盡燈在大學校園中代代相

續，為更多學佛青年開闢光明美善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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