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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雲法師是集佛學、藝術、文學與教育於一身的般若行者，以

其充滿教育熱忱的奉獻精神、堅毅篤實的禪師風範，展現出嚴謹中不

失開明的導師典範；藉由充滿禪機的

藝術創作教化世人，更懷抱造福人群

社會的悲心大願，不畏艱難創辦華梵

大學，透過「覺之教育」培養現代青

年「人文與科技融匯，慈悲與智慧相

生」的精神，發揮淑世功能，作為當

今社會的中流砥柱。

文化藝術涵養人心

曉雲法師年輕時曾經環宇周行，

致力於推動國際佛教文化交流，並藉

由在世界各地舉辦畫展，以平易近人

的禪畫藝術度化眾生。法師認為文

化能帶來清新的生命滋養，對世人的影響非常深遠，而她對於文化涵

養的重視，由日常生活細節中即可窺知。親近曉雲法師三十年的仁朗

法師回憶，民國六十九年，她跟隨曉雲法師至夏威夷參加國際佛學會

議，曉雲法師特別為仁朗法師（編者按：當時尚未出家）訂製一件旗袍，又仔

細挑選繪有淡雅竹影的襯衫，期望能在國際性場合的佛學會議中，彰

顯中華文化的高潔優雅氣質。

曉雲法師將佛教藝術引進大學校園之中，堪稱國內一大創舉，

自民國六十三年起，每年舉辦「清涼藝展」紀念佛誕，以禪畫啟迪人

心、滌除大眾心中熱惱；當時，國內許多大專佛學社團，申請借用法

師畫作，在社團展覽時展出。法師將抽象的禪意，精確地描繪為具象

畫境，足令觀賞者一入眼簾，立即心領神會。例如曉雲法師寫於民國

五十二年的禪畫〈動定一如〉，在大片留白的畫境中，有位山僧端坐

曉雲法師（引用自華梵大學秘書室數位校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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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頂，遠方長空之中，一簡筆所繪之飛禽展

翅翱翔而去，一動一靜之兩者共融一景，互

相呼應，畫題之禪意瞬間契入人心；而這般

意境僅能各自領會，難以言宣。

法師很強調「藝通乎道，道與藝合」

理念，並且躬身實踐，將修行結合藝術，藝

術不離修行，融合兩者而形成整體的人文素

養。她認為道不能太嚴肅，需要蘊含藝術的

趣味化；而藝術若激進太過，將會顯得不夠

莊嚴，所以必須「通達道蘊」，這是曉雲法

師的一貫理念，讓人感覺她的生命氣質，既

具有高度視野，且帶有親和特性。

周全而嚴謹的教化

曉雲法師教導弟子、學生的方式周全

而嚴謹，有如宋代理學家程顥、程頤兄弟，

將學生帶在身邊，於俯仰之間，隨時教導學

問，並指點生活細節。曉雲法師認為，身為

修行者，除了精進於聽經聞法的本務之外，

待人接物亦極重要，她將這種精神，落實在

律己與對弟子的教導之中。曉雲法師經常注

意聽弟子、學生們如何與人對話，倘若不周全、不得體，一定會嚴予糾正。

仁朗法師回憶起最初追隨曉雲法師的情景，她說當時自己只是一位大學生，

而曉雲法師卻願意信任她，令她實際參與各種事務，一面從中觀察、嚴格教

導；其實，這也是一種非常特殊的訓練方式。

忙碌於修行、教學、辦展、會議等諸多事務，曉雲法師每日都工作到凌

晨一、二時，而隔日六時即起，也幾乎不午休，卻仍然精神奕奕。曉雲法師

理事圓融的教育家─曉雲法師

曉雲法師畫作〈動定一如〉32×79cm
（原泉出版社授權刊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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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學任教期間，包括仁朗法師在內，還有幾位大學生長期跟隨著她，

除日常事務之外，曉雲法師也教導一些學生們從未接觸過的編輯、撰文等工

作，勉勵學生「有得做有得學」、「要能承擔，盡力嘗試」；有時，在「清

涼藝展」會場上，曉雲法師也

會臨時「點名」上臺致詞，在

在考驗著弟子、學生們平日研

學、臨機應變的功力，以磨練

為人處事的能耐。

以生命說法，觸動人心

曉雲法師重視學生的為人

處事，經常提醒學生將「心」

投入事務之中。她曾於一次課

堂中，描述自己的恩師─嶺南畫祖高劍父先生舉辦畫展時，說他重視的並

非外相所顯現的熱鬧、門庭若市的參觀景象，而是在乎有沒有觀眾以極感動

的神情在觀畫。

這樣的觀念影響曉雲法師做任何事時，首重觀照「心的感動」。法師

時常教導弟子、學生，事情不是做完就好了，而是有沒有「用心」、「細

心」，將事情真正做「好」。根據仁朗法師觀察，曉雲法師若聽到有人咳嗽

一聲，就會端開水給人；她也教導學生端茶饋請賓客時，若從別人面前走

過，務必彎下腰來，不要擋到任何一位賓客，諸如此類，時時處處對生活細

節的留心，更展現法師的人文內涵。

曉雲法師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融通佛理與藝術，其獨特且生動的教學

方式，也是讓學生回味無窮的記憶，法師透過對生命的體悟來轉述佛理，既

是講學，也在說法。她講課時活力充沛，聲音宏亮得彷彿將整個生命投注其

中，每當講到佛法中令人歡喜的事情，她會率直地哈哈大笑；若講到社會或

人心的問題，音調即隨之轉為沉重，有時，法師只用簡單而瀟灑的一、兩個

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當時總統李登輝先生（左二）參觀曉雲
法師書畫展，曉雲法師陪同解釋（左三）
（引用自華梵大學秘書室數位校史館）

曉雲法師畫作〈動定一如〉32×79cm
（原泉出版社授權刊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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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或眼神，就能令學生彷彿置身在她所講述的情境之中。

曉雲法師常對學生說：「不要一竅不通，塞住了。」法師以融會通達的

講學內涵、善巧啟迪的言語教化，加上細緻而直率的肢體與聲調，將佛法說

到學生的心坎裡，讓佛法成為真正受用的生活精神元素。

與時俱進的人文精神

臺灣第一所由佛教人士所設

立的社會大學─華梵大學，是

曉雲法師契合時代趨勢，將人文

素養、覺之教育的理念紮根於人

心的重要殿堂，這是曉雲法師對

於年輕人的愛護，也是佛教悲智

精神的展現。

辦學緣起於曉雲法師對當時社會亂象的憂心，眼見青年失去了生命的方

向，本著「眾生有病我有病」的悲心，她決意興辦教育，將覺醒的生命力量

傳遞給社會，培養青年高貴的人格與正確的處世價值觀。她回憶起在香港時

期訪問過的佛教學校，認為出家人的教育確實比一般教育嚴肅，而自己的職

志正是發揚佛教教育對人類心靈的引導，她說：「處在廿世紀末葉，不能光

說佛法、佛學怎麼好，我們必

須了解現代的教育文化及其需

求。」曉雲法師幾經考量，若

興辦有正式文憑的社會大學，

即使非佛教徒也能就讀，對

於社會的影響層面將更廣、更

深，故開始創辦大學之路，落

實僧俗「二部並進」教育。

民國七十四年，政府開放

理事圓融的教育家─曉雲法師

華梵大學美術系畢業美展上，曉雲法師在畢業生作品寫經手卷提字
（引用自華梵大學秘書室數位校史館）

畢業典禮上，曉雲法師為學生撥穗正冠（引用自華梵大學秘書室數位校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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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辦學，但仍限於工學院、法學院、商學院與醫學院，曉雲法師認為科技

是社會潮流的趨向，然而科技更需要人文素養、人性化的引領，於是先行籌

建「華梵工學院」，提倡人文與科技融匯；而後，曉雲法師持續致力於文學

院之增設，將華梵工學院轉型為「華梵人文科技學院」；終於圓成為今日的

華梵大學。

「覺之教育」的辦學理念

曉雲法師曾說：「教育工作與我的生命

是一體的，它將陪伴我到生命最後一天。」法

師以「華」、「梵」二字，分別象徵入世的中

國傳統文化、出世的佛教覺照精神，「華梵大

學」校名表達了兩者圓滿的融匯，以「德、

智、能、仁」為校訓，培養青年忍辱、寬大與

謙虛的胸襟，在價值觀混淆的時代中，審慎觀

察、智慧判斷，增進自己的專業才能，並透過

四攝法「布施、愛語、同事、利行」，以及

「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建立起和諧的人際關係，成就幸福圓滿的人

生，進而創造安和樂利的社會。

曉雲法師提倡以人為本的「覺之教育」，重視心性調攝與淨化，是重視

理性、反躬自省的覺性教育，其用意在於啟發青年─有覺醒的能力，不受

外境的影響，彷彿掌握一把鑰匙，能開啟未可知的人生旅程，秉持堅定的信

心與勇氣，足以面對一切橫逆。

此外，曉雲法師也是國內最早提倡「園林思想」的教育家，在此科技掛

帥，人類亟需回歸自然的時代，曉雲法師提倡「園林思想」的性情教化，藉

著與大自然的親近反璞歸真，體悟天人合一的和諧圓融，及體現禪宗不拘形

式的生活教化；由「園林思想」而延伸出的「境教設施」，在現今眾多佛教

大學中，也是獨樹一幟的。法師將佛法、儒家文化融入環境教育施設，令學

曉雲法師親題「覺之教育」
（引用自華梵大學秘書室數位校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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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圓融的教育家─曉雲法師

子悠遊於百丈寮、牧牛地、菩提大道等五區十景之中，體驗抽象法義成為具

體感知的教化，領受人文藝術、自然環境的潛移默化。

堅定不移的菩薩行

曉雲法師曾說：「沒有苦、困，

藝術家是創作不出好作品的。」因

此，法師視華梵大學為此生最大手

筆的一幅創作，蓽路藍縷，以啟山

林，無疑是艱辛的過程；然而，法師

認為，只要是正確的理想，就應當去

實踐，不要委曲求全，也不可因挫折

而喪失自己的原則，她說：「在華梵

大學的創作過程中，我所抱持的是不

畏一切憂悲、困苦與艱難的工作信

念。」

民國七十二年到七十三年，在華

梵工學院的籌備過程中，資金比較顯

著困難；當時，因為曉雲法師的辦學

理念，受到永明寺住持信定法師的支

持，所以永明寺的信眾居士，也隨之紛紛響應護持曉雲法師。在學生、弟子

心目中的曉雲法師，是總以悲心、願力與「等視無差別」的般若智照，以及

超乎尋常的毅力與行持，直下承擔面對問題，一關一關渡過困難險阻的大成

就者。曉雲法師始終秉持「一以貫之」與「凡事豫則立」的行事風格，她對

既定目標的「堅持」有目共睹；而她負責認真的態度，更非常人所能企及，

她曾說：「這一生做不完，下一生我還要乘願再來！」足見她是以行動來驗

證自己所立下的宏願，無論遭遇任何挫折、磨難，法師總是銘記恩師倓虛大

師「向上一著」的遺訓，一心朝向既定目標昂首奮進。

籌建華梵工學院時期，曉雲法師（中）對參訪之訪客談華梵校園規
畫，右一為永明寺住持信定法師（引用自華梵大學秘書室數位校史館）

籌建華梵工學院時期，曉雲法師（中）親繪校園草圖供建築師參考
（引用自華梵大學秘書室數位校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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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身實踐般若道行

「般若將入畢竟空，絕諸戲論；方便將出畢竟空，嚴土熟生。」曉雲法

師經常提到《大智度論》的這句名言，其實，這也是她自身最佳寫照─曉

雲法師律己待人的態度兼容嚴謹與開明，她的教育方式是應機而靈活的。早

期，導師展現不苟言笑、「絕諸戲論」的禪行道風，仁朗法師回憶說，一開

始跟隨曉雲法師時，法師十分嚴格而沉靜。有時，曉雲法師在宿舍專心研

修，仁朗法師就在一旁抄寫文稿，兩人竟然整天沒講過一句話；儘管如此，

曉雲法師仍不斷積極做著事。每年的清涼藝展、國際佛教會議及其他活動，

曉雲法師總是親力親為，與學生們通宵達旦，一起進行細瑣的籌備工作，這

就是曉雲師律己甚嚴，對弟子嚴謹訓勉之處，實在是一種典型的身教言教。

至於曉雲法師教化的開明面，在華梵大學創辦之後尤其顯著；辦學處眾

時，曉雲法師即將授課內容，調整為一般人較能理解的的層次，對於參與講

座的大學生、居士，往往展現出「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的親切特質，這

便是由「方便將出畢竟空」，以達「嚴土熟生」，也是廣化社會大眾的一種

方便，曉雲法師總是隨順教化因緣，呈現出不同的接引面貌，不愧為緇素導

師、實踐菩薩道的般若行者。

曉雲法師的教育精神與道風，如同顏回讚歎其師孔子所云：「仰之彌

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令人由衷生起感佩和遵

循的信心。法師以「覺之教育」

引領眾生，發掘自身生命的無盡

藏與源頭活水，隨緣靈活展現嚴

謹而慈悲的言教、身教，不僅令

人方便蒙受法益，更讓人從她的

以苦為師、永不屈撓的堅毅精神

之中，感受到一股奮進勃發的生

命力量！

慧炬機構莊南田董事長（右一）、沈家楨名譽董事長（右二）
與明光法師（左一）參訪華梵校園時，聆聽曉雲法師（左二）
介紹解說（本刊編輯室檔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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