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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係筆者以《美國地區臺灣移民之佛教信仰研究》計畫，於二○○

九年與二○一一年分別獲教育部及相關單位之補助與贊助，赴美研究的一

部分。文中「華裔留美學生」，主要指以留學生身分前往美國，在學時期

參與校園內佛學社團的運作；取得學位後，在美國找到職業，成為美國的

永久居民或公民。他們當中有八、九成的人來自臺灣，少數來自香港、

中國大陸及其他地區。其中，筆者以在美國漢傳佛教界具有相當影響力的

「美國佛教會」、「德州佛教會」為主要觀察對象，進而推延華裔留美學

生與美國漢傳佛教傳播的發展關係。

「美國佛教會」、「德州佛教會」在一九八○至九○年間，出現了一

個相同的現象，即是留學美國的華裔留學生在學成之後留在當地就業，成

為這兩大寺廟的董事群，當中有不少人在未出國之前便與佛教信仰結緣，

或是在大學時期，即已加入大學校園內的佛學社團；筆者認為可以將之視

為當代臺灣佛教「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延伸。以臺灣學生為最大宗的華

裔留學生，他們從在學參與設立大學校園內的學佛社，到畢業後，在居住

所在社區內設立學佛社或建立寺廟，對漢傳佛教在美國傳播發展造成廣大

的影響，從而說明八○年代之後，何以北美地區會出現超過一百五十個佛

教組織、寺廟及小型共修會的原因之一。

「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延伸

臺灣佛教界的「大專青年學佛運動」，在國內，使佛教因之得以異

於臺灣的其他傳統宗教，而有復振的現象，並隨著青年學生留學海外而影

響到美國。以「大專青年學佛運動」影響美國漢傳佛教的傳播歷程而言，

具有下列發展與特點：

一、自一九六○年起的臺灣境內，先由周宣德、李炳南等「以居士

為主」的佛教傳播方式，鼓勵青年學子研習佛學；周宣德輔導大專院校全

面性的設立佛學社，用論文獎學金鼓勵學佛青年親近學術，使許多有志向

上的佛教青年，往「優秀」道路邁進；他們其中不少人便選擇前往美國繼

續進修。故同時間正是漢傳佛教傳入美國的「初興時期」：來自臺灣的留

美青年，因先前輔導學生的慧炬雜誌書刊中，長期登載美國佛教界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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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佛教著作，而能與在美的漢傳寺廟輕易地銜接上參學之道，並在寺廟立基與擴

充的同時，提供協助的力量。

二、臺灣的學佛運動逐漸將校園的純學術活動，轉入系統化的佛學講座、以

「僧俗合作」的方式，讓青年學子體驗修行生活，並因學生留學海外的人數增加，

而將在臺灣的學佛風潮帶到海外。這股風潮影響下，留學生參與美國華人寺廟的董

事會，與當地漢傳佛教寺廟形成協助、繼承與創立的關係；同時在大學校園及社區

內大量建立學佛社，使漢傳佛教團體從由原先存在於華埠內的少數集中狀態，邁向

多數向美國各地區散狀分布的情況。

三、當臺灣佛教進入以出家眾「教團為主」的學佛運動，產生臺灣全區域性的

庶民學佛運動之時，較早抵達的留學生已然經歷成立、帶領與促發佛學社團的歷程，

並且大都事業有成，所以這些留學生在臺灣各教團前往美國各地開發宗教市場時，便

能在各大道場發揮力量。這樣以社團拱衛教團的方式，使臺灣教團在美國各地大量建

立區域性的別院、分寺、分處與辦事處，促成二十一世紀初，臺灣佛寺在美國各地欣

欣向榮的榮景。

留學生佛學社團的發展

受到臺灣大專青年學佛運動影響的學佛青年，在留學美國之後，他們便結交有

共同信仰的華僑或留學生，成立佛學社團。畢業之後定居美國各地時，這些青年學佛

者便能聚集更多同好，以他們的組織能力，繼續向他人傳播他們的宗教理念。

一、社團成立方式

佛學社成立的第一種方式是居士提倡、留學生呼應參與。如一九八一年創立的

達拉斯學佛社，由臺灣移民葛光明、盛曉英夫婦與當時在北德州大學攻讀管理工程博

士學位的曾繁聰共同創立。參加的成員則以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的臺灣留學生為主。

第 二 種 方 式 ， 是 留 學 生 在 所 就 讀 的 大 學 內 組 織 而 成 的 。 例 如 聖 嚴 法 師

於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日到德州達拉斯演講，即是接受德州大學達拉斯校區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德州大學阿靈頓校區（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及北德州大學（North Texas University）三校的佛學社負責人莊東穎、

張怡秋、唐函的邀請，聖嚴法師為他們開示有關禪、佛教的觀念和修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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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延伸（摘錄）

第三種方式，是留學生畢業之後留在當地定居，其中部分信仰虔誠者，聚集

三五好友在社區裡成立小型的學佛分享團體。這些小型學佛團體再繼續發展，視團

體所在地華人人數多寡及經營者的用心與否，而發展出大小不等的宗教社團。如

前文所述在達拉斯的曾繁聰，一九八五年後遷居到阿拉巴馬州Huntsville城，即在

當地成立「亨城佛學社」。後來曾氏邀請淨空法師到亞特蘭大弘法，間接促成許

渝生、蔣興中、及蘇瑛惠三人在一九八七年組織「亞特蘭大佛學社」（簡稱亞城

佛學社），成為喬治亞州第一個佛教團體。如曾繁聰這樣因自身的學業或事業發

展，遷移至不同地方時，便在當地成立新佛學社團，或者間接促成其他佛學社團

創立的傳播方式，是華裔留學生在幅員遼闊的美國土地上，得能快速傳播漢傳佛

教的助力。

學佛社之創立者與參與者的「熱忱」是社團成長最不可缺的元素。透過參與

者的熱誠合作，佛學社團向美國政府登記為非營利組織，開展各項學佛與弘法的活

動，而當時的佛學社團與社團之間，也共享資源，分享心得，互相合作。

二、社團活動內容

留學生社團的活動內容，可以歸納如下：

（一）共同研讀一部經或一部經典的菁華，或聽取大乘經典講解的錄音帶，互

相討論分享，以討論佛教義理為主，適合年輕的高知識留學生社員。

（二）固定進行佛教儀式。通常是一個月一次的念佛共修會。

（三）視團體的需要與機緣，邀請法師或居士到會中演講。通常這都屬於對外

的公開演講，所以會向學校借教室舉行。

（四）在假日舉行郊遊、野餐、爬山、賞楓等活動，每年到不同的寺廟或佛教

單位參訪、舉行朝山活動，紐約莊嚴寺、佛光山西來寺、休士頓玉佛寺

為主要參訪的寺廟。

（五）發行刊物作為報導會務進展、活動預告及社員發表的園地。

（六）除了社團與社團之間的相互協助，社團也會參與不同佛教團體的活動，

如西北大學佛學社便參與芝加哥慈濟基金會的社區服務活動。

三、寺廟與社團之間關係的轉變

佛學社團與佛寺之間的交流及轉變呈現幾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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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寺廟有僧團組織，在特定時間舉辦的宗教儀式，可以彌補小社團無法

達到的功能。

（二）寺廟為各社團提供定期或非定期的巡迴講經服務。此一階段，社團以大

寺廟為朝山中心，參與寺廟所提供的大型宗教活動，同時也在活動進行

過程中，提供配合的人力與物力，使寺廟和社團之間的聯繫沒有間斷，

同時寺廟也提供激勵及提升社團的動力。

（三）寺廟與社團間，多數維持平等的關係；直到九○年後，一些社團加入臺

灣佛教的教團組織，團體與寺廟之間的關係才有了改變。

四、社團經營的問題及改善方式

佛學社經營的初期，取得中文佛書及錄音帶是他們必須解決的第一個問題。因

此，美國佛教會自一九七八年九月起，大量贈送佛書、錄音帶到各社團。一九八三

年臺灣華藏圖書館也加入提供佛書的行列，也從臺灣運送佛經。

其次，就是社團的「社」容易因社長或社員結束了他的學業離開，「社址」就

遷徙到接手的下任社長或社員家去。所以，一旦定居該地區的社員、信徒增多，買

下一個適當的「道場」建築，就成為社員們努力的重心。

再次，學生因為課業或畢業離去，形成人員的流動與減少，有時甚至造成社團

停辦。賓州大學佛學社曾考慮到「一個可由本地定居的有心學佛人來接班主持的階

段」，因為定居的居士不受學業與經濟的壓力；賓州大學佛學社後來蛻變為「賓州大

學城居士林」，並且正式向州政府立案，申請成為聯邦政府永久性的免稅慈善機構。

復次，留學生分布於幅員廣闊的美國，很難得到法師與居士的演講指導。正

因為聽聞佛法的機會不多，當時不乏駕車數百公里，趕路聽演講的例子，而奔波

於各社團之間做弘法工作的法師與居士們，也倍極辛苦。美國佛教會即因為各

學佛團體反應，「若有法師能親臨演講或指導，必能使大家獲益更多！」所以在

一九九二年成立「菩提弘法系列專案」，邀請在臺灣弘法已有相當經驗的法師，

巡迴全美各地講法。一則解決社團迫切需要指導的問題，一則促成社團和臺灣寺

廟團體、僧侶的緊密聯繫。

五、社團的學習傾向

學佛社成立之初，多半以佛學為主，八宗兼有，對各宗各派大都能相互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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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增大後，社員中或有人重修持、重理解，或有人重淨土、重禪修、重密法等個

別不同，於是當個人意志與團體的主要目的不同時，這些社員便會將自己大部分的

力量投入到他所認同的團體，同時與原來的團體維持平和且互助的關係，於是衍生

社團內部組織改變，但又同時增長了許多其他的團體的現象。

一如前述，社團分布在幅員廣大的美國，不易得到佛教法師蒞臨傳法，於是熱

心的留學生轉向臺灣的佛教團體尋求支援；促使來自臺灣的教團積極與學生團體合

作，同時作為宣傳與開發信仰群眾的前導。這種以小團體圍繞大寺廟、大寺廟普照

諸團體的社團拱衛概念，除於內部增強僧俗之間的關係，外部則透過社團間相互合

作的連結，強化一地區區域性弘法中心的重要性。

六、留學生佛學社團的發展與影響

綜觀上述，可發現「留學生本身的主觀條件」與「漢傳佛教的包容特質」兩者

相輔相成，是促使佛學社團持續運作、並帶動美國漢傳佛教傳播的重要因素。

（一）留學生本身的主觀條件，使漢傳佛教傳播的速度加快：

1. 華裔留學生在華人社會中，以社會中堅分子的角色，用熱情、真摯、不畏

困難的方式，在各社團中發揮力量組織發展學佛社，是漢傳佛教在美國建

立的有利條件。

2. 留學生的學佛運動，對美國漢傳佛教的傳播，扮演關鍵性的促發角色；從

美國大學佛學社團的紀錄發現，臺裔留學生所創辦的佛學社，廣納不同地

區的華人菁英加入，筆者的訪談研究亦發現，近年來由大陸來美的留學生

當中，亦有選擇在臺灣教團寺廟出家者。

3. 留學生社團的運作邏輯，促使這些社團不斷繁衍增生新的社團；社團本身

只要求社員對其個人信仰與戒律表達忠誠，至於如何因應與各大宗派或教

團之間的分歧，則保留自由開闊的空間，讓這些社團成員自主。

（二）漢傳佛教的包容特質，促使社團得以持續運作：

1. 佛教寺廟或僧侶弘法，不以宗派為門檻，而以贈書活動與巡迴演講方式的

輔導制度，驅使社團內部的行動者為社團的成立與運作積極付出。正是這

種廣設社團、寺廟提供援助、社團間相互幫助、各社自主的運作邏輯，讓

留學生社團得以持續而平穩地在當地成長。

2. 各教團本身在宗派教義、宗教儀式與活動內容上雖各具有特色，但教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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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形成不成文的默契─即在法會與活動的運作上，採取活動時間與空間

區隔的策略，使同一群佛教信徒，可以在不同團體之間，選擇不同性質的

活動，而各團體之間亦不會因此形成衝突或互相削弱的情形。

未來觀察的重點

外在客觀環境因素，直接影響華裔留學生社團的增加與存在動力；同時，這些

因素，也是後續觀察漢傳佛教發展的重點：

（一）從一九六○年到千禧年的四十年間，美國華人人口成長數十倍，基於傳

教法師與信徒之間，供需不成比例的關係，漢傳佛教因此有了極寬闊的

發展空間。然不可諱言的，這項有利的因素，也是漢傳佛教僧侶難以走

出華人社會的主因。從一九九五年之後，美國大學校園內臺裔學生人數

減少，也使得部分社團的運作形成困難。究竟美國校園中還有多少學佛

社存在？而存在的學佛社之成員特色、活動內容，和先前以臺裔留學生

為主的群體生態有何差異？這是否也影響漢傳佛教的傳播發展？都頗值

得再深入了解。

（二）臺裔移民進入美國的時間晚，屬於第一代的留學生及移民，承襲來自母

國時期的文化思維，接受母國傳入的宗教信仰，移民他國之後，又不免

尋求與自己同為移民，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群。然而移民的後代，接

受美國文化的價值觀，他們和漢傳佛教之間的關係，自然有別於他們的

父母及祖父母。未來這些移民後代對佛教的認同動向，都有待我們進一

步觀察。

最末，本文也必須加以說明的是，本文主述之留學生，固以「在家居士」為

主，然留學生當中亦有不少人，在留學之前或留學之後成為出家眾，他們當中有人

留在當地，如依法法師出任西來大學宗教系主任；有人回到國內，如恆清法師、慧

開法師、如念法師等任教於大學；有人則穿梭各地弘法，如成觀法師等，都在一方

發揮所長。

作者為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本文摘錄自：二○一二年十一月蔡政純老師於「二○一二東亞佛教思
想文化國際學術會議」發表之論文〈「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延伸─
華裔留美學生與美國漢傳佛教的傳播〉部分內容，並授權摘錄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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