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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大化無形的弘法媒介 

──佛光緣美術館的教育推廣活動 

如常 

佛光緣美術館總部執行長 

 

前言 

佛光山現今於海內外共有九個美術館，

皆分別設立於佛光山系統的道場中。國內五

處設於台北、宜蘭、高雄（兩座）與屏東，

海外四處則在馬來西亞、澳洲、歐洲、美國

等地。除佛光山、美國西來寺、澳洲南天寺

稱「寶藏館」外，其餘均以「佛光緣美術館」

為館名。創辦人星雲大師，於佛光山開山不

久，就在現在的佛光山叢林學院裡設立了一

處簡單可以陳列佛教文物的地方，讓前來參

觀叢林學院的信眾，也能欣賞佛教藝術之

美。一九八三年，佛光山佛教文物陳列館啟

用（二○○二年更名為「寶藏館」），成為

台灣第一所專門展示佛教文物的博物館；其最初對美術館的功能定義一如傳統的美術館經

營，多注重典藏、研究、展示、教育等四大功能，於當時便將展示教育作為該館的功能，將

佛教藝術以簡潔、有系統的文字、圖表、燈片或情境的設置，讓每一個觀眾都能看懂宗教藝

術，便為最初設館目的。 

隨著時代的變遷與社會文化的快速轉變，星雲大師更朝向美術館與民眾之間的互動關

係，並認為美術館的成立不光以傳播佛教理念、佈教弘法為目的，也在服務社會、美化人心，

為民眾提供一個心靈開放的空間、一個參與互動的文化藝術天地，創造一個走入生活的美術

館，而非仰之彌高的貴族殿堂。 

一九八三年，佛光山佛教文物陳列館啟用，

二○○二年更名為「寶藏館」。 



《普門學報》第 25 期 / 2005 年 1 月                                               第 2 頁，共 6 頁 

特別報導 / 大化無形的弘法媒介──佛光緣美術館的教育推廣活動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筆者自二○○一年十月接管營運規畫佛光山九處美術館時，便詳閱星雲大師於各地創辦

美術館的各館宗旨、定位與因緣等資料，歸納出星雲大師對於美術館的期許與發展，最終的

目的仍是藉由藝術文物淨化人心、美化生活、教化大眾，因此每次展出活動的教育意義便成

為展覽的主要目的。這與現今博物館學的興起及在社會上被視為教育機構之想法不謀而合。

佛光緣美術館是佛教所興辦，如何從展覽中以教育推廣來淨化人心、以文化藝術來潛移默化

一般社會大眾？如何讓大家在佛教的美術館中接觸藝術作品，如同信仰宗教般，能夠感到法

喜充滿並廣收自我觀照的效果？ 

在此藉著本文回顧二○○四年佛光緣美術館總部，藉由藝術作弘法媒材所作的教育推廣

活動。台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者張譽騰博士曾列舉一般博物館教育活動的特質： 

(一)必須是經常舉辦者。教育活動須有固定的活動時間與活動長度，而且是經常性定期舉

辦者。 

(二)必須與觀眾雙向溝通者。必須有現場主辦人員，且須與觀眾面對面的直接接觸與雙向

溝通的關係。 

(三)必須有特定活動設施者。教育活動無論是在館內外，必須有相當固定的活動地點與配

合之活動設備，以便利觀眾之利用。 

(四)必須有具體活動內容者。教育活動須有特定的宗旨及對象，有系統而具體化的內容，

以便明確評估其效益。 

因此美術教育不外乎先需有特定或固定的場地、主題的活動或內容、教育人員與學習者。

故佛光緣美術館總部首先將各館資源作整合，將全世界九個館於展示、教育、典藏與研究上

串連並將資源整合與分享。在清楚明瞭館內場

地、作品、教育人員及參觀者來源與參觀人數

統計等資料之後，我們在教育推廣上便以三個

目標來作為期三年的計畫： 

一是「成人美術教育」，針對館內館員與

義工的長期培訓；二是兒童美術教育；三則為

藝術文物的出版品。而此三者如何達到博物館

教育的特質上所應有的特點，是本文所關注之

重點。 

 

台北佛光緣美術館展示區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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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緣美術館教育推廣之一──義工培訓 

於館員與義工的培訓計畫中，各館於該館內每月均舉辦義工讀書會、不定期地邀請專家

學者前來演講、與藝術家對話及導覽前的檢定考試與美姿美儀的訓練、館外參觀……等活動。

以國內館為例，總部今年至今共舉辦了兩次的義工招募活動，五十場以上的課程，吸收了近

一百五十多位面試通過之參與者 ，協助各館每天營運及每兩個月換展一次的展覽活動與導

覽。義工從不會自我介紹到侃侃而談者及能導覽者，也只是百餘人中之二十餘位，畢竟來館

的義工多為宗教義工，與國家美術館的文化義工多有差別。而二十多位現已可以導覽的義工

後來發現自己 不止熱愛宗教，更欣喜美術，因此會自我大量的閱讀與找尋資料。其他的人也

漸漸打開了自我的雙眼，學會在日常生活中「觀察」事物，並養成到美術館觀賞展覽的習慣。

這樣一天天積累下來，讓自我的身心收到潛移默化的效果。 

在去年（二○○四年）的農曆春節

中，於佛光山的佛光緣文物展覽館展出

畫家李自健「人性與愛」油畫展，吸引

近百萬名遊客前來觀賞。館內義工趙麗

娟分享道：「有一次值班時，請教一位

女性參觀者觀賞後的感想，她回答：『我

回去之後要好好的孝順祖母。』講著，

講著，眼眶流下了淚水，當時我感到無

比的喜悅，發現原來藝術也可以度人，

正如星雲大師所說的：『有人因一句話

而轉變，有人因一本書而轉變。』她或

許就是因一幅畫而轉變，真是太妙了。

我到佛光緣文物展覽館服務只有一年

多，原本是想去服務人群，沒想到卻從人群中得到更多。常期許自己要有菩薩的悲心，金剛

的願心，期盼能繼續與大眾結緣。」這是教育活動成功的案例之一，義工從協助觀賞者，透

過作品，讓觀者自我反思及自我修正並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美術教育的特質隨著展出的內容與觀者本身的身分背景等條件而異，條件不同，產生的

意義也會不同。因此美術教育要達到全民教育或提供美感經驗會因為以上因素而有不同的結

果。佛光緣美術館就一次一次的展出，觀察參觀者與義工的導覽行為中，針對展出的內容與

呈現作品的手法在義工的培訓上作調整。 

 

畫家李自健（左一）向義工說明畫作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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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緣美術館推廣教育之二──兒童美術教育推廣的思惟 

在台灣教育普及的現代社會中，兒童的教育慢慢受到重視，而佛光緣美術館如何建構一

個具有啟發性、藝術性的兒童教育推廣活動，且讓所有的人都能慢慢接受及瞭解佛教所興辦

的美術館無強烈的宗教傳播色彩，並以服務大眾，提昇美感經驗與生活藝文化之場域。著名

教育學者杜威曾提出美育的實施，應重「由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讓學生從實際的

參與與操作中學習，也唯有不斷的試驗才能創新。因此筆者思惟著，如何以美術為體，遊戲

為用，讓孩童在歡喜中學習及體驗美感經驗？而孩童學習的過程中，家長扮演著某種程度的

重要地位，孩子在學習上有無受到父母的關愛，是影響因素之一。因此在兒童美術教育推廣

這一環，希望親子共同參與。 

佛光緣美術館總部設立於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內，筆者就於山內入館參觀及來山的大眾

觀察，發現大樹鄉鄉民來山參訪或來館參觀，依佛光山巡山知客（同接待單位）統計，數字

非常的少。這樣的現象筆者並不驚訝，因為過去台灣的教育並沒有教導認識家鄉的環境，加

上「近廟欺神」的通病，因此大樹鄉的大人、小孩不認識佛光山是可以理解的，從而讓我想

到：「做為教育機構的美術館功能是把美術原作呈現出來，使廣泛的民眾能接觸到這些珍貴

的文化資產。」將此美術館教育的功能轉換，筆者拜訪大樹鄉鄉長與二十一所國中、國小，

將佛光山的資源及美術館能替大樹鄉孩童做的事，向鄉內的大家長及學校校長具體的提出「兒

童歡樂藝術節──大樹人文紮根計畫」活動，此計畫並向文建會申請補助，希望能有更多的

資源加入，活動所有資源並免費提供，讓親子從活動中接觸美術館，進而提供學習的空間。 

活動分成三部曲，每一個活動的主軸是孩童，活動的內容則鎖定以美術為媒材，讓孩子

從做中學，發現自己及體驗生命。活動分為兒童藝術教學研習會、我愛大樹兒童徵畫比賽、

兒童藝術歡樂園遊會。此三活動參加的對象分別為大樹鄉中小學的老師、兒童與親子活動，

透過學習、教學原理與孩子觀察家鄉中的景點、學校、親人畫出心中的印象；透過藝術遊戲

的過程讓孩子摸索、練習，並從而得到經驗的改造與重組，以達到創新的目的。因此先舉辦

「兒童藝術教學研習會」，讓國中小的老師前來研習，課程均針對兒童藝術歡樂園遊會而設

計，目標是讓學校的老師知道，兒童歡樂園遊會的遊戲設計與目的，在孩童未前來時，也讓

參加活動的老師有些不一樣的教學理念與新觀點。因此三天下來，共一百二十餘位教師參加，

老師們針對教案的提供與兒童藝術園遊會由問卷調查表中，支持與認同度達九二％。並要求

總部半年後能再有諸如此類的研習課程。從活動中參與者的反應，也看出國中小學老師在教

學教案上的需求與教學的熱忱，更顯現南台灣的教學資源較北部資源稀少。 

我愛大樹兒童徵畫比賽的舉辦目的，因為孩童要作畫，因此必須會觀察，用自己的雙眼

看見所選擇的題目，我的家人、我的學校、畫家鄉的景色與農作物的盛產。在活動徵件中，

發現孩子已知大樹鄉的風景，荔枝是名產，佛光山、斜張橋是著名景點，家人吃火鍋的歡樂、

學校上課的情景等，從作品中看見孩子的心與眼。徵集作品共一千五百件，選出二百一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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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並在大樹鄉中小學校巡迴展出，讓孩子在學校中看見自己的作品及其他同學如何作畫，

從中學習，並發現家鄉與生活的人事物。 

要啟發兒童藝術創作力，不一定只在課堂上。一堂生動有趣的藝術人文知識課程，亦可

透過遊戲中體驗。「兒童藝術歡樂園遊會」共吸引了高屏縣市地區各國小、幼稚園及親子共

二千人參與。參加者透過一張特別為此園遊會設計的尋寶圖，個別到十三項兼具娛樂及知識

性藝術創作站，例如；人型雕塑、版畫 DIY、製作風輪、創意飾品、智慧刀、造紙、神奇小

拓印、藝術劇場、我的羅漢拳、心心相印、寶藏館尋寶記等，完成作品後，印上小蓋章作為

紀念。 

紙風車到處經常可見，但實際動手做，還是有點

難度。當扇葉貼錯方向，或轉軸太緊、太短，風車

都不會轉動。由於親子之間非常有耐心，互相合作

慢慢修正，終於讓風車轉動起來了。「智慧刀」是

以稻草為材料編織成的鄉土玩具。編織前透過義工

解說稻子的成長過程，讓小孩體會出「誰知盤中飧，

粒粒皆辛苦」之意，培養感恩惜福。為了遊戲與教

育的結合，每個藝術創作站都印有學習目的與傳達

教育意義。透過活動，另安排到佛光山寺各殿堂參

觀並蓋上巡禮章。此活動除了增進親子互動的信任

與樂趣，更讓大家認識了佛光山、認識佛菩薩。 

孩子們通過十三個藝術創作站之後，憑尋寶圖蓋章可以換取紀念品。參加的小孩子們紛

紛留下自己的感言。十歲的戰韋彤寫下：「我很快樂，也很刺激，才知道佛光山的『寶物』

原來那麼多。」九歲的洪郁婷說：「今天玩得很開心，希望下次還能再來玩，因為這裡不僅

很好玩，還很乾淨！」十一歲黃晴允的家長代筆：「遊戲很有創意及寓教於樂，讓孩子於各

項遊戲中學習到各種知識，午餐過堂莊嚴肅穆，學習惜物的觀念及用餐禮儀。」 

因此兒童美術教育推廣，均是以體驗為出發，透過一年又一年的活動讓孩子與家長從中

互動，觀察自己與生活環境，相伴成長。 

佛光緣美術館推廣教育之三──藝術文物出版品 

藝術文物的出版是美術館教育推廣的一部分，佛光緣美術館創辦人星雲大師，其弘法的

事業是以文教起家，也就是憑藉著文字的說法，藉由雜誌、書籍、影音出版品來弘揚佛法。

自佛光緣美術館整合後，星雲大師說：佛光山有美術館以來，因館中無任何典藏品，本身也

無財力像國家美術館般，每年有幾千萬的典藏經費預算，因此在隨順因緣下，收藏當代畫家

在「兒童藝術歡樂園遊會」中，小朋友學著

以稻草編織鄉土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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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自健、施金輝、賀大田、高爾泰、史國良等人百幅作品；加上佛光山開山近四十年來，來

館展出者也捐了不少的好畫，應該將典藏文物整理、研究、展出並出版。一來可以為館內作

品寫下歷史，二來作品的出版可以透過研究，舉辦教育推廣。雖然，大家都知道佛光山有文

化藝術，但如能將佛教藝術及美術館文物作有系統的出版，更可發揮以文化弘揚佛法的功能。 

兩年前星雲大師將台灣圓神出版社為其出版之《浩瀚星雲》版稅一千萬捐出，成立「世

界佛教美術圖典」編輯部。今年九月發行《世界佛教美術圖典‧精華版》乙冊，收錄全世界

相關佛教藝術之建築、雕塑、書法、繪畫、文物、金石、博物館館藏等作品，以一文配一圖、

中英翻譯、三十餘個國家相關之佛教 

藝術精彩作品。出版後，已發行近四千冊，歡喜訂閱者不僅是佛教徒，凡喜愛美術的大

眾、收藏家們與旅遊者均紛紛收藏，也為佛教史上的文化藝術出版品增添突破性的出版品。

未來的二十大冊更計畫於三年後出版。 

佛光緣美術館總部為了讓更多的大眾能快速得知分布

於全省五個美術館的展覽訊息及館際交流與各館動態，於

每季發行免費索取之季刊四千本，寄發全國大專院校圖書

館、美術系所及喜愛本館的大眾，分享各館的成長記錄。 

更將館內文物開發六十組「智慧光明燈」，讓喜愛者

請回居家中，點一盞智慧燈，落實藝術生活化。 

今年九月，佛光緣美術館總部配合「兒童畫星雲大師」

全世界巡迴展，出版入選兒童作品。明年總部即將計畫將

館內典藏文物展出，並出版畫冊與教育推廣活動。 

結語 

佛光緣美術館的每一項教育推廣，藉由館內出版品、義工培訓、學校師生美術教育的推

廣、展示活動及館舍增設兒童美術教室等，最終的目的是希望以文化藝術讓每一個人的身心

靈透過這些活動，啟發自我及美化自己。每一項的活動設計皆以美術為體，以遊戲或體驗學

習為用之教育推廣，期許所有的展覽與活動能增進大眾之生活與心靈更加美好。未來館方三

年的短期教育除上述活動外，並將舉辦國際巡迴展出與出版更多相關文化藝術著作，以達到

文化生活化、生活藝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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