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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沈家楨先生的生平啟示 

沈先生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也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天生具備企業家的才幹，

在複雜的人際關係中展現出與眾不同的智慧和風采，才能如此圓融處理所有大大

小小繁雜的事務，之後更深入佛法，對世間物質不貪取、不執著、不依恃，放下

種種享受和娛樂，專心護持佛教事業，無論是傳播佛法到新大陸的美加地區，或

是翻譯語義深邃的佛經，工程著實浩大和艱鉅，但都秉持菩薩行的精神去實踐，

十分難能可貴。 

書中透露他結合世法與佛法的修行、世間道德的實踐、人性情操高度的發揮，進

而朝著巍巍菩薩道前進。其實這些也是他成長的過程，學生時期創辦「一社」，

一心一德做事，一以貫之堅持宗旨；二十五歲即肩負國家重任，被派遣至德國洽

購生產軍用電話機工廠設備，時值德國進攻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在極危

險的情況下，獨自留下處理公務，雖然政府允許自己決定去留，但置生死於度外

完成任務，就已經展現出不同凡響的人格特質。 

這使我聯想到菩薩修行發菩提心時，一定要經過三難妙行的大關。第一、難行能

行。人們做不到的難事，菩薩能做到。沈先生處於戰爭爆發之間，獨自一人完成

重大的任務，毫不退縮。第二、難捨能捨。人們捨不得的生命、錢財、子女，菩

薩皆能捨得。沈先生為了祖國要生產軍用電話機，冒著生死危險留在德國，所幸

度過毒氣炸彈的侵襲，捨棄自身的生命安全，達成任務。第三、難忍能忍。人們

忍受不了的逆境，菩薩能忍受。當沈先生離開家人前往德國，戰爭爆發又為了顧

及其他同事的安全，送走了所有同伴，孤獨之感難以言喻，也難以形容，但沈先

生卻忍受下來，果斷、堅強、慈悲、忍辱的精神，為他後半輩子奠定成功事業的

基礎，更為他之後修行學佛不退轉。 

沈先生在未深入學佛之前，便有極高的企業成就，海洋航運的傳輸，也是福德因

緣，就如同《佛說阿彌陀經》裡提到：「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

國。」他事業經營成功，但內心從來沒有忘記自己是一位修道者，將佛法運用在

世間生活裡。沈先生晚期的弘法事業，並非只求後世或來生的福報，或是祈求未

來會更好，而是願意拋棄財富，實踐四弘誓願「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

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 



當他創辦莊嚴寺和世界宗教研究院時，無不展現他的風格，運用他的企業專才，

所以能規畫出宏偉的莊嚴寺叢林勝景。佛教事業的達成需要慈悲與智慧去踐履，

無緣大慈，同體大悲，那些功德、善行和智慧，菩薩無不具備。因為航運的經營

成功，獲得巨大利益，但他不貪圖個人享受，願意布施土地、金錢，發展佛教事

業，所以一切功德善行，都有相應的結果，實在是功不唐捐。沈先生廣積善行，

作為修習出世間法身、慧命、法財三堅法之根本，甚至後來拋棄龐大事業，投入

如來的懷抱，是非常清楚明瞭自己要做什麼事，從不動搖其信願，可謂堅志一心

求佛道，繁華盡成眼底泥！ 

二、維摩詰居士的化身 

《維摩詰經．方便品第二》云： 

雖為白衣，奉持沙門清淨律行；雖處居家，不著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現

有眷屬，長樂遠離。 

讀完《沈家楨傳》之後，使我聯想到維摩詰居士，雖然居家修道，但深入各個社

會階層，與大眾打成一片，即使事務紛繁，仍保持身心皎潔，持守嚴謹清淨的不

殺、不盜、不淫、不妄四根本戒。維摩詰居士不同於一般在家人，不執著塵俗世

事，不耽溺五欲之樂，不沈湎於家，不著三界，遠離三界煩惱。因為於三界無所

執著，所以也就不被三界所繫縛。 

維摩詰居士雖然有妻子家小，但常修清淨行，超脫男女之愛欲糾纏，可謂內修梵

行，外離愛著，使家庭充滿了清淨和樂。雖然也有六親眷屬，但不為世俗人情煩

惱所牽制，對親族眷屬不貪戀，以十方諸大菩薩為法眷。維摩詰居士的行為，都

是菩薩行的化現。而沈先生效法維摩詰居士的菩薩行，從事世間謀生事業，龐大

企業獲得十分可觀利潤，但不因此而沾沾自喜，貪戀執著，甚而盡己所能回饋社

會，無論膚色、國籍和宗教信仰，一視同仁，平等施惠，遵循佛陀所說眾生平等

之法義。 

三、為人與學佛 

佛家常謂：「人身難得，佛法難聞。」已得人身的我們，似乎不能體會人身的珍

貴，不知善用它來學佛修行。什麼叫做人呢？人是從何來又將去何處？一個人要

過怎樣的人生才是正確無誤的？有人會說：我不相信佛教亦不學習佛法，同樣可

以得到人身啊！何苦花時間實踐佛法。甚至有人會說：我不信仰佛法，人生也很

成功！事業蓬勃發展，家庭和諧，不愁吃穿住，生活不虞匱乏，所以信仰宗教是

一大迷信。殊不知這樣的人與學佛修行的人在精神層面和人生境界上相差實難以

道里計，何況學佛不失卻人身墮入三惡道。所以，人不能以獲得人身為滿足，重

要的是要能聽聞信受佛法，超脫生死輪迴。 



人為何有生死輪迴？佛陀曾宣講十二因緣法，即生死輪迴之生起程序，是先由老

死的事實追溯到老死之因為生，生之因為有，有緣於取，取緣於愛，愛緣於受，

受緣於觸，觸緣於六入，六入緣於名色，名色緣於識，識緣於行，行緣於無明，

說明生死輪迴之緣起。以十二因緣的觀點，生死之起源就是無明在作祟，人的明

朗清淨本性亦是被無明所覆蓋，才會如此愚昧、渾沌，身心垢染無法開啟甚深的

無上般若智慧。無明是粗細煩惱迷惑妄心，既是分段生死與變易生死的根源，也

是證悟解脫、涅槃寂靜的障礙。因此，人身難得，須持守十善業和累積福慧資糧，

無明不去除便無法得到解脫，若是發勇猛精進之心，使無明煩惱成為菩提的機杼，

這就需要修學佛法了。 

目前人類生活的特徵：事事講求高科技方便、快速，生存在這種社會環境，所講

究的就是物質享受，無論在質量上、速度上或是舒適度都遠超過古代皇帝的享樂。

按理來推論，應該更心滿意足過安和樂利、互助互惠的祥和社會生活才對；可是，

適得其反，滾滾紅塵中的眾生，在光彩奪目的物質當中迷失了自己。心靈的摧殘，

猶如飄盪的「中陰身」無依無靠，稍稍的平靜一下，便又迷惘、空虛、孤寂、無

助。此外，現代人必須活在緊張、防衛、不安、機械化、呆板的上班生活裡。白

領和藍領階級觀念越趨嚴重，貧富不均的現象也越明顯，這樣的生活就是你想要

的嗎？物質生活的喧騰之下，靈性精神生活也失去均衡，科學家能用高度的智慧

征服外在世界，卻無法拯救日趨頹喪的內在心靈，茫然、枯槁的精神成為現代人

類生機受挫的一大危機。 

生活在這燈紅酒綠的繁華世界裡，吃喝玩樂享受不盡，怎麼還會察覺生命無常之

理呢？執迷不悟的人說佛教太消極悲觀，論調荒謬，卻不知自己活在醉生夢死的

春秋大夢裡。這些人無法洞澈世間諸法的實相，遑論瞭解佛的慈悲，「是日已過，

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這也證驗「人身難得，佛法難聞。」即使佛

在你身邊，你也不知道啊！眾生徘徊在六道，我們也許靠著過去生的福報現世得

人身，但無法擺脫輪迴之苦，要脫離輪迴之苦就要學習佛法，去除煩惱和我執，

行菩薩道，才能遠離五濁惡世，不墮輪迴。 

印順導師在《佛在人間》書中談到「學佛」的意義，就是以佛為師，常隨佛學，

學習佛的慈悲與智慧，以佛德為最高典範，究竟圓滿覺悟。太虛大師說：「仰止

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成佛，即人的人性淨化與提

昇，即人格的最高完成。學佛可概略分為三方面，第一學習佛的「大智慧」：佛

的智慧，圓滿通達萬事萬物平等不二的空性，及無限的緣起實相，是窮理盡事的

大智。在佛的大智中，咸得人生真義的覺悟，與宇宙事理的覺了。不離人生覺證

而窮盡一切，所以不同於一般的智識。第二學習佛的「大慈悲」：佛的慈悲，是

平等愛護一切眾生，救度眾生離苦得樂，捨妄契真，轉染成淨。佛從不捨棄一人，

視眾生如子。第三學習佛的「大雄力」：因為佛具大智、大悲，窮深極廣，顯現

為大雄力，如「四無所畏」，四種絕對的自信；佛有十力，能摧破一切魔邪障礙，



完成利濟眾生的大業。佛陀的無量悲願，無限精進，都是大雄的表現。我們凡夫

必須去思考和效法，悉達多太子在人間成為圓滿的佛，而我們為何卻在生死海中

漂泊浮沈？ 

印順導師將學佛分為三類：第一、為後世的福樂而學。第二、為自身解脫而學。

第三、為佛之大菩提而學。希求生在人天中享福報，這不是學佛的目的，應該要

有更高超的理想和抱負。學佛不可只是為了自己解脫，急於了生死或是離苦得樂。

沒有真正發起大願力，無法思及人類眾生的痛苦，所以真正的學佛，應為佛之大

菩提而學，信願、智慧、慈悲一切圓滿，才是達到正等正覺的正確道路。印順導

師的真知灼見，為我們這些初學者指出正確的學佛觀念和態度，不愧為佛教一代

宗師。 

四、E.Q.與心性 

在閱讀完《沈家楨傳》之後，有非常深的體驗和想法，為人處世與學佛之間的關

聯，看似相近、簡單又易懂，但腦海中卻浮出一連串的問號，世間上不論中外都

有許多成功者，例如英國首相邱吉爾、發明相對論的愛因斯坦，或是革命十次成

功的國父孫中山先生，他們都抱持崇高理想，圓通世法，對國家社會貢獻非常大，

自己也成就了一番事業。修學出世法的，若能堅持信仰，必定也可以證悟心性，

成佛作祖。 

現代心理學紛紛探討為何人有許多失序的行為，其動力源自哪裡？繼而提倡 E.Q.
這門學問，應付所有來自四面八方的種種問題。佛法中的「唯識學」，專門探討

心的作用和功能。E.Q.只是世智辯聰，應付社會環境壓力的效果甚微，唯有佛法

才是究竟心性之學，對我們有大幫助。悉達多太子出世示現成佛，宣講甚深微妙

佛法，就是要我們自利利他，自覺覺他，轉煩惱為菩提，轉化提升心性。印順導

師的《佛在人間》一書提到，佛既然是由人而成就的，所以要遠離俗見，探索佛

陀的佛格，把握出世正見的佛陀觀。我們要反覆思考和省思。 

我們常受情緒的影響做事，喜歡就喜歡，討厭就討厭，總是隨自己的脾氣處理事

務，我們在許多方面受到情緒影響，尤其思考與計畫。所謂 E.Q.，便是將情感導

向積極的目的，激發我們向前的力量，不論是對事情的熱忱與樂趣，或是對問題

的壓力和焦慮，作一個適當的處理。 

E.Q.是從第六意識調整，心性的轉化卻是從第七意識入手，因為第七意識是自私

的心識，是我執之根源，亦為生死之關鍵，強烈的自我意識才會造成痛苦的深淵，

唯有破除我執才能把自私的心識撥開，探尋到蘊藏的真如清淨自性。《維摩詰經》

云：「何謂病？所謂攀緣；云何斷攀緣？謂心無所得。」我們的心病就是太愛攀

緣，攀緣一切外在事物，名利地位錢財，妄念紛飛，被我執緊緊綁住，心有所得

造成痛苦。佛法就是要喚醒自覺心，不怕念起，只怕覺遲。在事情未發生之前，



就能洞澈事情背後的本身，讓你在情緒未產生之前，就已了解是我執在不停作祟。

要知道情緒是緣起的，是空性，是假相，是無常的，會消散的。 

透過佛法的訓練和修持，能在八識田中慢慢淨除貪心和瞋心，不叫負面的情緒生

起，也許大多數人能運用 E.Q.改善外表的態度，卻很難從八識田中連根拔起惡種

子，而且也無法平息自己心念的流轉，只能隨著業力輪迴。 

沈先生發揮高度的 E.Q.，融洽人際關係，成就了他的事業，其事業也護持了佛法

的傳布。他把 E.Q.與心性之學融合，用到創造人間淨土的事業上。 

五、菩薩道的修行 

（一）菩薩行的內容——六度法門 

菩薩是菩提薩埵的略稱，意譯為覺有情，即覺悟的有情，不但自利亦能利他，自

覺覺他，上求佛道，下化眾生，悲智雙運，真俗融通。菩薩也同十方諸佛一樣，

須經歷三大阿僧祇劫，修福德，修智慧，更在一百劫之中，深種相好莊嚴的福田，

求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佛果。 

茲分述菩薩所修的六種法門如下： 

第一、布施度慳貪。布施意為普捨，因為眾生執著有我，對於自己所有的財物或

身命，都非常吝嗇和不捨，甚至貪得無厭，永不知足，一不滿足便會想盡各種手

段奪取，造種種惡業感招惡報。所以菩薩要修行布施度，對治眾生慳貪罪惡之心。

而布施又分三種：財施、法施、無畏施，把自己的錢財甚至生命布施給眾生，使

生起歡喜心離苦得樂。菩薩根據佛法教理，化導眾生，使其發心修行，得度慳貪

罪惡之心，或是遇到眾生苦難時，給予護衛和安全，使其脫離種種苦難。菩薩累

劫累世不斷布施，能讓福慧圓滿，亦能與眾生廣結善緣，建立美好的法緣，佛門

有句名言：「未成佛道，先結良緣。」 

第二、持戒度毀犯。指菩薩受持佛所制定的清淨戒法，戒法是得成無上菩提佛果

的根本，由戒生定，因定發慧，戒是三無漏學的基礎。菩薩修持清淨戒法，攝伏

身口意三業，了知持戒是本分事，自然也能度脫一切毀戒犯戒的種種罪惡，甚至

輾轉勸化一切眾生，廣弘戒法。所以一定要持戒修身，才能夠斷除煩惱，跳出輪

迴。 

第三、忍辱度瞋恨。瞋恨心是無明業火，使人喪失理智，作出傷天害理的事，造

諸惡業。一念瞋心起，火燒功德林，所以要用最大的忍辱力，不令瞋心妄動放縱。

忍辱法門又可分為五種：生忍、力忍、緣忍、觀忍、慈忍，由淺至深，一步一步

修學前進。菩薩了知一切順境與逆境的考驗，都是無常性，諸法因緣生，諸法因



緣滅，明瞭萬法空性，即使受各種侮辱瞋恚，心亦能安住在如如不動的自性中，

不被外境所惑動。 

第四、精進度懈怠。精者不雜，進者不退，換句話說，精進就是純粹一心，心地

不雜不亂。菩薩修行，勇猛精進，堅定不移，修行六度萬行都是精進不懈倦，始

終一心，絕無退失，有恆心毅力必能防止墮落罪惡之心。 

第五、禪定度散亂。禪定意譯為靜慮，就是寂照的意思，以心安住於一境，而離

一切散亂。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外禪內定，是名禪定。眾生心性散亂，妄

想紛飛，念念不停，修習禪定是防止心念的串習，進而斷除煩惱，破除眾生執有

的時空概念，開展圓滿般若智慧，透悟諸法本空。 

第六、智慧度愚癡。愚癡指眾生無明煩惱，癡迷無知，要靠智慧光明的般若始能

得度。般若意譯為淨智妙慧，是從實相般若本體，生起觀照般若妙智，所以能洞

悉世間所有法，法法分明，是菩薩行六度的先導。般若妙智可破除眾生的愚癡，

也可破除外道的邪見，或是破除二乘的法執，或是破除權教菩薩的著相。菩薩行

者，開展智慧廣學對治法門，必須先萌發大慈悲心，方能醫治眾生的無明邪見。 

菩薩修行為因，成就佛道是果，可見六度法門成就時也是成就佛道的時候。沈先

生就是不斷朝著這方向學習前進，在這麼多的豐功偉業之中，仍嚴謹遵守六度萬

行。繁忙的業務之中，從不忘失修學佛法，一定抽空閉關修行持續精進，時常保

持覺醒，十分難能可貴。不像一般凡夫俗子因為眼前的利益，而把佛道丟一旁，

甚而起退轉心。 

（二）菩薩行的方法——四攝法 

布施、愛語、利行、同事是菩薩所修的四攝法。 

菩薩為了滿足眾生的願求修布施行，以錢財、妻兒、血肉、生命等，不違逆人們

的意志與眾生廣結善緣及法緣，令他們所求如意、離苦得樂。這樣眾生就容易接

受菩薩的教化，有緣即可受化得度。 

菩薩修行，普度眾生，一定要以柔軟的愛語對待眾生，柔和之音使人聽了心生歡

喜和恭敬，願樂欲聞。佛具足八音四無礙辯，說法利生。八音是指極好音、柔軟

音、和適音、尊慧音、不女音、不誤音、深遠音、不竭音；四無礙辯是法無礙辯、

義無礙辯、辭無礙辯、樂說無礙辯。因為具有這八音四辯，所以對世間一切諸法

巧妙善說，不僅由淺至深，義理融通，簡潔的音辭就可包含無邊妙理，攝無量義

合為一句，這就是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 



菩薩教化眾生，以利人、覺他為重要任務，對有利於眾生之事無不盡力去做，以

身作則，身體力行，積極為眾生服務，使眾生歡喜依教奉行，就會得度。 

此外，菩薩度眾，不但是布施、愛語、利行三種法門教化眾生，還要更進一步現

同事身，隨緣度化眾生。如觀世音菩薩現三十二應身，隨機說法，有求必應，無

感不通。 

（三）菩薩行的思想——三心四願 

修菩薩行要發三種心：直心、深心、大悲心。 

直心是以正直心的正念，契入真如妙法，從開始學佛發菩薩心到成佛為止，行為

永遠正直不邪曲。《佛遺教經》說：「諂曲之心，與道相違，是故宜應質直心。

當知諂曲，但為欺誑，入道之人，則無是處。」心地質直，則能發願修行。 

深心，樂修一切善法，菩薩要以甚深的信願樂修一切善法。六波羅蜜，一切萬行，

無量福慧，通通都要精進修持。如普賢菩薩所發的十大願，「依願而修，堅固不

退，勇猛精進。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此願王，無有窮盡。」這

就是甚深之心。 

大悲心，菩薩以大悲心拔除一切眾生痛苦，興起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如觀世音

菩薩「三十二應化塵剎，百千萬劫化閻浮，瓶中甘露常遍灑，手內楊柳不計秋。」 

菩薩初發心時，必發四弘誓願：坽眾生無邊誓願度。菩薩對於十方世界，所有的

無邊無量眾生，發菩提心去度化他們。眾生在三界六道中，受生死輪迴的痛苦，

因此菩薩以慈悲心，發大誓願，一定要普度十方世界一切眾生，使他們跳出生死

輪迴，離苦得樂。《華嚴經》云：「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夌煩

惱無盡誓願斷。煩惱能昏亂眾生的真心，故叫煩惱。眾生心中有八萬四千塵勞煩

惱，起惑造業，所以感受生死輪迴的苦惱。菩薩發心修行，一定要發大誓願，堅

決斷除所有一切無盡的煩惱，無惑就不會作業，無業當然不會受報。《圓覺經》：

「永斷無明，方成佛道。」學佛的本質在斷煩惱，煩惱斷盡，菩提的自性就顯露

出來。奅法門無量誓願學。八萬四千法門，對治眾生的八萬四千煩惱，要想斷除

一切無明煩惱，要想得成無上佛果菩提妙道，關鍵在精進勇猛，修學無量法門。

妵佛道無上誓願成。佛道就是所證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意為無上正等正覺，

萬德莊嚴。無上是超過九法界眾生，正等是超過阿羅漢、辟支佛二乘聖人，正覺

是超過菩薩法界。如《讚佛偈》：「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

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佛是昏暗世間的明燈，唯有依止佛陀所教的法，

才能得到究竟解脫，成就佛道！ 



《維摩詰經．方便品第二》：「欲度人故，以善方便，居毗耶離，資財無量，攝

諸貧民；奉戒清淨，攝諸毀禁；以忍調行，攝諸恚怒；以大精進，攝諸懈怠；一

心禪寂，攝諸亂意；以決定慧，攝諸無智。」這是維摩詰居士在人間度眾之行誼。

如本法師云：「菩薩是由實踐成佛之道而得名；成佛是由實踐菩薩道覺行圓滿而

得名。菩薩道是成佛的正因，成佛是菩薩道的結果。要成佛，必先行菩薩道，欲

行菩薩道，必須發菩提心，發了菩提心便是菩薩，行了菩薩道，必定結果，成就

佛道。」 

六、翻譯經典的困難與重要 

翻譯佛典，要正確掌握原典的字詞，才能深入闡發義理，盡可能掌握原經原典的

原意，所以翻譯並非是一件易事。佛教傳到中國公認是在東漢明帝永平十年，佛

經翻譯最初是中天竺沙門迦葉摩騰和竺法蘭二人，譯成的典籍是《四十二章經》，

開始是皇宮貴族信奉，後來逐漸傳佈到民間。譯師所以來華，是為了弘化和講學，

講學就不能不從事翻譯經典，以應講授的需要。 

在弘教事業中，譯經結合講學，有許多不同的方式：譯不忘講、講而後譯、譯中

有講、且譯且講、譯後覆講，這些都是梵志在華譯經兼講經的方式。古德譯經有

一大特色，即能結合講學而行，闡揚箇中奧義，發揮弦外妙音，也流露他們所蓄

涵豐富的世學和佛學。如鳩摩羅什譯《般若三論》，佛陀耶舍譯《四分律》，曇

無讖譯《涅槃經》，實叉難陀譯《華嚴經》，菩提流支譯《地論》，真諦譯《攝

論》，這些經典音不聱牙，文不害意，文藻優美，不失原意，都是專家耗盡半輩

子心血才成就的。 

「善梵漢之音，盡翻譯之致」，世界宗教研究院也是朝著這方向前進，以前譯經

的工作都是由皇室主持，現今因為時空背景變換，大部分都由佛教團體贊助，成

立專門研究佛學的中心，使佛法能越洋傳遍五大洲，一部經典的傳入，亦是該地

方人民的福祉，該地區眾生解脫的契機。而沈先生不遺餘力的提倡和護持譯經事

業，確是一位非常有遠見、深謀大慮的智者。 

七、總結 

佛、法、僧三寶，是我們要皈依的對象，我們要十分恭敬虔誠，尤其出家人不辭

辛勞，引導眾生學習解脫煩惱的教法，或山林水邊修定度眾，或深入民間普及教

化，使佛法能傳播世界，法音宣流。而在家人護持佛法的角色也很重要，有在家

居士的護持，共同創造人間淨土，可說僧寶是在家眾的福田，在家眾是僧寶的法

眷。 

聖嚴法師說：「大乘的菩薩是成佛的根本，如果要成佛，必須修兩種法門，第一

要入世修福報，第二要超脫修智慧。修福報就是慈悲心，對眾生關懷、救濟、援



助和化導，這些叫做福行，換言之，修福報就是利益眾生；修智慧就是斷煩惱，

同時也用斷煩惱的智慧去協助他人離苦得樂。用智慧來指導自己斷除煩惱，也用

智慧來指導自己修行福報。成佛之後的佛，是福慧兩種功德都已具足圓滿的人。」

哻 

縱觀沈先生一生的歷程，無論是企業的創造，還是佛教的護持，有許多令人景仰

和讚賞之處，是我們晚輩學習效法的對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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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出家生活體驗暨僧才養成班」招生 

【本刊訊】法鼓山第二屆「出家生活體驗暨僧才養成班」即將正式受理報名。凡

五十歲以下，無任何訴訟、財務、情感糾紛，身心健康，有意試發終身出家悲願

者，可就近至法鼓山、農禪寺及各地分院、辦事處索取報名簡章。 

報名日期：二○○三年十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 

口試面談：二○○三年十一月六日至十一月十五日 



洽詢電話：（○二）二四九八七一七一分機二八一六‧二八一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