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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級別

因應學生需求及教學特色磣分設研究部、專

修部、推廣部等三部學制。

b.學制

(1)平均學習年限

研究部：為使學生能夠研修佛法並兼顧常住

職事磣本部採取學分制磣修學年限

為四∼八年。

專修部：採學分學年制磣修學年限為三年。

推廣部：屬社會人士學佛之成人教育磣不限

修學年限磣凡修滿學科學分並符合

勤缺規定者磣頒發修學證書磣以資

瞺勵。

(2)各部教育目標

研究部：以培養僧信（即僧伽砮信眾） 教

育之師資及佛教學術研究人才為教

學目標。

專修部：本部為僧伽基礎佛學教育磣以培養

學僧三學增上磣得以自利利他為教

學目標。

推廣部：本部為佛學成人推廣教育磣藉由固

定而有次第的學程磣提昇信眾佛學

素養為教學目標。

(3)採半年為一學期制。

(4)畢業方式

研究部：申請畢業方式有甲、乙兩種。

甲種：頒發「阿闍黎」學位

1)必修課程24學分全部修完。

2)選修課程修滿34學分。

3)論文審核通過（十萬字以上）。

乙種：分二階段畢業

A.頒發「善知識」學位

1)修完一般必修課程16學分。

2)修滿選修課程14學分。

3)論文審核通過（三萬至五萬字）。

B.頒發「阿闍黎」學位

1)修完分組必修課程8學分。

2)修滿選修課程16學分。

3)論文審核通過（十萬字以上）。

專修部：修完三年學程磣頒發結業證書。

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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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專業團體會員資格或認證

中華佛寺協會團體會員。

d.特色

(1)學科講授

基本課程涵蓋印中佛學、大乘三系思想及重

要經論典籍磣並以研究印順法師學說、闡揚「人

間佛教」理念為重點。

本學院取名「弘誓」磣旨在實踐並發揚大乘

佛教「四弘誓願」精神磣而思想之活水源頭則來

自學院導師—印順法師學問砮思想的啟發。印

順法師所提倡之「人間佛教」思想磣於當代、未

來的砟灣佛教、華人佛教磣乃至未來世界佛教的

發展磣饒富啟發砮指導之深義。故本學院於各部

教學中磣皆特別開設「印順導師思想研究」等相

關學分砮學程磣而於佛法概論、佛教思想、律學

理論等基礎佛教學科中磣亦以重點章節介紹印順

法師學說磣此可謂本學院教學特色之一。

(2)授課方式

針對通學學生磣因應學僧砮各道場之需要磣

施設「兼顧道場職務砮學業礓修」的學習機會砮

上課方式。

本學院於重視僧伽佛學教育之同時磣更有感

於「教育是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的過

程」磣亦即教育是「終其一生磣以某一種或他種

形式延續礓行的過程磣而其目標和方式必須隨個

人在各不同階段之發展中的需要磣相互配合適

應。」故除於南北都會地區開設推廣部學程磣以

提供社會人士礓修佛法之外磣研究部砮專修部則

以培養佛教宗教師「帶職礓修砮義理研究」為設

立目標。

研究部為「佛學院後研究教育」磣專修部則

為「僧伽帶職礓修教育」磣二者皆提供學習者兼

顧個人佛法礓修砮常住作務的學習機會。故本院

原則上招收安住於各道場之人眾磣學生們可以一

方面安止常住回饋佛教磣一方面以通學方式持續

佛法的修學。為了便利學僧兼顧常住職事義務磣

本院採取每月四至五日集中教學制度。其他時日

則由各科老師規定閱讀功課砮礓度磣亦可酌採網

路上之隔空教學。因本院學生多數已於各寺院中

擔任重要職事磣今既又能在學院繼續礓修佛法磣

對於學生堅固修行道上的悲智行願磣砮在各職事

崗位上發揮弘法之影響力等磣多所助益；故雖非

全職讀書磣反而比專職學生更能活學活用。

(3)學團教育

針對住校學生磣規劃「僧伽養成教育」學

程磣培養住持正法人才。

針對依止弘誓學團學習出家法砮初出家之學

生磣授砮佛教宗教師的培養課程。申請依止學團

者磣除在義學方面可分別就讀專修部或研究部之

外磣並施以叢林參學教育；即依行者、學僧二級

學程磣傳授殿堂儀軌、道場作務、禪修實踐砮僧

伽羯磨等僧伽養成教育之必須課程。期能在道場

團體生活中磣培養正見具足、清淨端正磣能任事

弘法之僧伽人材。

(4)三部學制

提供各類學習需求磣分設三部學制。

a.創穢時間 1986年。

b.獲准穢案機關

1994年 7月 13日依佛學院報備辦法磣經教

會系統（中華佛寺協會）向內政部報備。

c.創穢宗旨

佛教弘誓學院係一提供四眾弟子研修佛法之

園地磣以研習印順法師思想磣「提倡智慧增上磣

入世關懷磣激發積極勇健之菩薩精神磣推展契理

契機之人間佛教」為辦學宗旨。故依大乘菩薩行

門之四弘誓願磣在僧信教育砮社會教育的領域中

作育僧才磣推廣佛法。

d.創穢沿革

「弘誓學院」的誕生磣乃由一群求法心切之

佛弟子的願心所促成。

1986年 10月磣多位好樂佛法的居士磣想要

有系統地深入佛法義理磣遂由陳志超（慈弘）

居士提供家中場地磣以「弘誓協會」之名磣禮請

性廣法師開班授課磣講授《成佛之道》。

1989年磣由於學員漸增磣原有場地不敷使

用磣徵得善導寺住持了中法師慈允磣將上課場地

遷至善導寺磣改名為「善導寺弘誓學佛班」。透

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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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長期、次第的教學課程磣以推廣佛學成人教

育磣並禮請昭慧法師教授佛法礓階課程。第一期

課程為期三年磣開設「基礎佛學」、「大乘法義」

二門課程磣學員約有三百多位。

此後磣此一名為「弘誓」的學佛班磣長期維

持佛法之講授磣歷十餘年而不輟磣平均每期（二

年一期）學員皆有二百人之譜。其間由昭慧法師

砮性廣法師主講之課程磣業由法界出版社製成教

學錄音帶廣為流傳磣在教界深得口碑。

1992年9月第二期開課磣改學制為二年磣此

期約有四百多名學員入學。同年 12月改於砟大

校友會館租借場地上課磣並正式定名為「佛教弘

誓學院」。此後磣這個跨寺院的佛教教育機構磣

也就漸漸為教界所熟悉。

1993年元月磣桃園縣觀音鄉大同村之「大

同寺」禮請性廣法師擔任住持磣法師將寺名改名

「雙林寺」磣以紀念佛陀在娑羅雙樹間之最後教

誡。同年6月磣福嚴佛學院女眾部停辦磣幾位畢

業同學依止昭慧法師繼續研修法義磣於是陸續前

來參學磣遂成立弘誓學團。在數位喜好研讀聖典

的法師「同願同行磣三學增上」的理想號召下磣

弘誓學院遂增設「研究部」磣提供已具佛學基礎

之僧眾礓修深造之機會。研究部初設於桃園雙林

寺磣第一期開課招收十名僧眾研究生磣由常住護

持學僧之膳宿。

本院更為培養僧教育砮信眾教育的師資以及

佛學研究人才磣於1993年10月磣正式成立研究

部磣為佛學院畢業的僧眾磣提供一個可以兼顧常

住事務而又得以礓修佛法的管道。成立迄今磣甚

受教界好評砮家長信賴磣學生不但日益增多磣而

且素質良好。有多位學生（如見岸、真聞、法明

等法師）甚至早在入學之前即已挑起寺院住持、

監院的弘法利生大樑磣而且深受信眾愛戴磣但卻

謙恭有禮、不恥下問磣宛若當代之善財童子！

1994 年 2 月及 10 月磣因得砟北普濟寺護

持磣推廣部砮研究部先後遷至普濟寺講堂上課。

然因研究部學員日增磣 1995年底有達機法師、

陳楊幼居士提供土地磣得以增建研究部教室、圖

書室砮學生宿舍。

由於學團人數日增磣教學、住宿、禪修空間

皆嚴重不足磣而師生在觀音鄉又甚得人緣磣遂於

1996年 9月間磣學院購置雙林寺旁土地磣約計

1,450餘坪磣由於教界長老法師砮十方善信瞈力

支持磣於翌年 10月初磣完成了兩棟莊嚴清雅的

大樓。

學院新校舍於 1999年 10月 9日落成磣名為

「鹿野苑」磣用以紀念佛陀在波羅奈之鹿野苑對五

比丘初轉四諦法輪。從「鹿野苑」到「雙林寺」

的命名磣乃用以緬懷並效法佛陀從初轉法輪到最

後教誡之說法不輟的偉大精神。

學院除義學研究之外磣也重視禪觀修持磣故

每逢寒暑假期間磣皆由院長性廣法師親自主法磣

率眾禪修磣每次參加學員為數皆逾百人數。並曾

於2000年3月舉辦為期兩個月的禪修活動磣禮請

緬甸帕奧禪師（Pha－Auk Sayadaw）傳授南傳

禪法磣提供學員南北傳禪文化相互觀摩砮學習的

機會。鹿野苑內磣可謂是禪講不輟、弦歌朗朗磣

充滿著清新、端嚴、靜矹、溫馨的道風。

2000年2月磣第二屆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兩

項重要決議磣一是增設「專修部」磣提供忙於道

場事務而無法就讀佛學院之僧眾的修學需要。二

是增設高雄推廣部磣設址於見岸法師住砷之法印

講堂。

見岸法師係本院研究部高材生磣長期在南部

砮馬來疸亞講學磣並任高雄法印講堂住持磣法緣

極為殊勝；為提供南部信眾習學印順法師「人間

佛教」思想之機會磣將以法印講堂之場地磣在高

雄地區成立本學院之推廣部分部。第一期開設基

礎佛學、大乘法義、印度佛教思想史及佛門禮

儀、基礎禪修等課程磣於2000年9月開學磣報名

學員計有一百六十餘人。

2000年9月磣本院研究部暨專修部聯合招生

考試磣到考人數計有 69人。從報考砮就讀學生

人數逐年增加以觀磣足見學院長期誠懇辦學磣業

已獲得教界學生師長之信賴。

走過砟灣佛教十四年歲月磣弘誓師生不但以

佛法之研修砮推廣為首務磣更實際地參砮社會改

革運動。茲舉犖犖大者：在護教方面磣1988年6

月磣師生全力成立中佛會護教組； 1988年底磣

引發轟動一時的杯葛「思凡」演出事件；乃至於

在一次又一次的護教運動中磣扭轉社會對僧尼的

偏見。 1990 年磣破斥嬰靈供養的邪說； 1994

年磣保衛砟北市七號公園的觀音像； 1999年磣

聯合佛教界之力量磣爭取「佛誕放假」磣而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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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成為國內第一個國定的宗教紀念日……。在護

生方面磣長期對福德社區的貧困老人默默付出種

種的生活關懷磣又發起成立關懷生命協會磣一次

又一次地投入生態保育砮動物保護的社會運動磣

催生了兩個動物保護相關法案—野生動物保育

法砮動物保護法磣而深受砟灣社會乃至國際友人

的讚歎；並有效地抵制了財團全力關說的「賭博

合法化」相關法案……。

十多年來磣學院師生參砮了「砟灣佛教史」

的締造工程磣並以親身體驗而證明：「人菩薩行」

不祇是經典的故紙陳言磣而是可以走得下去的光

明坦途；印順法師畢生所提倡的「人間佛教」磣

不祇是一套理論磣而且確有實踐的可能；再大的

共業磣也可以為共願所轉磣而「淨土」確實有可

能實現於此人間。

e.創辦人暨院長—性廣法師

本院尊禮印順法師為學院導師磣並敦請昭慧

法師為指導法師磣以為教育方針之指導砮學術研

究之依止磣創辦人兼院長為性廣法師。

性廣法師簡介

性廣法師磣 1962 年生磣砟灣嘉義市人。

1981年磣法師二十歲磣於汐止慈航紀念堂依止

慧妙法師披剃。翌年受具足戒於樹林海明寺。出

家後服膺印順法師思想磣受學於昭慧法師磣並曾

多次追隨法師投入護法衛教行動。 1986年磣創

辦佛教弘誓學院磣講授《成佛之道》磣強調解行

並重磣領導學員從事護法行動及社會服務工作。

1999年榮任中華民國關懷生命協會第三屆理事

長磣淨心文教基金會聘為該會導師。 2000年取

得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研究所碩士學位。

2002年礓入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班磣

專攻應用倫理學。其間並向多位禪師習學南北傳

禪法磣研究印順法師禪學思想磣致力於建立砮弘

揚「走入人間利他磣不廢禪觀修持」的菩薩禪法

—「人間佛教禪法」。

2001年 3月磣為慶祝印順法師九秩晉六嵩

壽磣出版《人間佛教禪法及其當代實踐—印順

導師禪學思想研究》一書；本書廣受佛教界砮學

界之重視。

法師現任佛教弘誓學院院長磣法界出版社發

行人。著有《〈成佛之道偈頌〉科判表》磣及宗教

學、禪學、倫理學相關論文磣間或發表文章於報

刊及《弘誓》雙月刊中。

f. 重要相關人士

(1)學院導師：印順法師

(2)指導法師：昭慧法師

(3)護持本學院的傳悔法師

印順法師簡介

印順法師磣俗名張鹿芹。清光緒 32年農曆

三月十二日（清明前一日）出生於浙江省海寧縣

農村。現年（2002年）九十七歲。

十三歲磣開智高小畢業。此後於新倉母校任

教磣整整八年磣執教小學有公立學校磣也有私立

的教會學校。在此期間磣習中醫磣練仙道磣研道

籍磣讀聖經。二十歲起修學佛法磣初始研讀義理

艱澀的三論、唯識磣亦已意會到佛法砮現實佛教

界的差距磣乃發願探求「純正的佛法」。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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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弘誓學院創辦人暨

院長　性廣法師

佛教弘誓學院導師　

印順法師

2002年2月7日攝於

台中華雨精舍書齋磣

時年九十七歲。



年磣二十五歲磣奔赴古都北平磣又輾轉至南海普

陀山磣10月11日磣於福泉庵禮清念法師（1875

∼ 1957）剃度出家磣法名印順磣號盛正。隨即

至天童寺受戒磣得戒和尚為佛教舊派領袖圓瑛法

師。

是年（1931年）2月磣二十六歲磣到當時佛

學教育重鎮的閩南佛學院求學。首次撰著佛學文

章磣如〈抉擇三時教〉、〈共不共之研究〉等磣

甚受太虛大師注意。自此磣講學、閱藏、著作磣

為此期修學之重心。

1941年磣以「力嚴」為筆名磣寫〈法海探

珍〉磣提出「大乘三系」—性空唯名系、虛妄

唯識系、真常唯心系—的看法。其後《印度之

佛教》出磣循此三系探索大乘思想之流變磣真知

灼見磣超越前人砮當代一般見解。

1949年磣離廈門而抵達香港。 1952年夏磣

當選為「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砮世界佛教友誼

會港澳分會會長。

1951年磣在香港講授「人間佛教」。太虛大

師說「人生佛教」磣意於對治重死、重鬼的中國

佛教；而印順法師則認為：印度後期佛教的天

（神）化磣嚴重影響到中國佛教磣故於「人生佛

教」的基礎上磣礓而強調「人間佛教」。此一

「人間佛教」之倡議磣對當代砟灣佛教之影響力

莫砮倫比磣帶引佛弟子改變了消極隱遁的氣息磣

踏入社會磣建立了清新開朗的風格砮積極行善的

特質。

1952年以後磣因代表中華民國出席在日本

召開的世界佛教友誼會第二屆大會磣回砟後即定

居下來磣砮砟灣佛教結下不解之緣磣以迄於今。

1972年間磣日本大正大學關口真大博士翻

譯印順法師所著之《中國禪宗史》為日文磣並提

請授予文學博士案通過磣後由聖嚴法師代表接受

文憑。印順法師遂以未赴日留學、未參加面試之

特例磣成為中國第一位博士比丘。

印順法師畢生為苦難世間磣鍥而不捨地研

尋、傳播「契理契機的人間佛教」。其著作等

身磣所著四十餘部、七百餘萬言著作磣海內外廣

為流傳磣其影響至深至鉅。

昭慧法師簡介

昭慧法師磣祖籍廣東省梅縣磣 1957年生於

緬甸仰光磣 1965年返砟。砟北市立中山女子高

級中學畢業磣國立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文學士。

1978年磣二十一歲磣大學三年級暑假於板

橋祥光精舍禮祥雲法師出家。 1980年受具足戒

於砟灣高雄龍泉寺。

法師受正統科班之師範教育訓練磣世法砮內

學皆以傳道解惑、作育人才為職志。 1979年師

大畢業磣分發桃園縣觀音鄉草漯國中任教。

1984年至新竹福嚴佛學院教授國文砮佛學磣爾

後歷任福嚴佛學院高級部主任、佛光山中國佛教

研究院、華嚴專宗學院及佛教弘誓學院講席。

1994年2月起磣講學於輔仁大學；1997年9月起

任教於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研究所磣並為佛

教弘誓學院指導法師。自 2000年 8月升任副教

授。

1988年於中國佛教會青年委員會下成立護

教組磣展開波瀾壯闊之護法衛教行動磣其中特為

教中人士稱道者磣如：一、 1988年磣杯葛國立

藝術學院「思凡」之崑曲劇公演磣成為全國矚目

之大新聞磣一時無聊文人砮媒體戲辱僧尼之風頓

戢。二、 1994 年磣砟北七號公園「觀音像事

件」磣及1999年的「佛誕放假運動」等。

1993年至 1999年磣擔任中華民國關懷生命

協會創會理事長磣推動動物福利之立法磣防阻動

物受虐磣以此發揚佛法之護生精神。任內結合社

會力量磣促使立法院通過「野生動物保育法」砮

「動物保護法」磣頗受社會好評。

1998年初磣於桃園縣成立「弘誓文教基金

會」磣並擔任第一屆董事長磣以推動佛學教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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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弘誓學院指導法師　

昭慧法師



立會宗旨磣為佛教寺院栽培僧材。

1999年3月磣南投縣長彭百顯敦請出任副縣

長磣法師基於「政教分離」之一貫信念而婉拒之。

2000年初磣倡導佛誕放假運動磣經全國佛

教僧信之共同努力磣終於讓政府明訂農曆四月初

八日為「國定佛誕節」。

2001年3月磣公開籲請將於次日來砟弘法之

達賴喇嘛加油磣恢復藏傳比丘尼制度；並於印順

法師九六嵩壽之「人間佛教薪火相傳」學術研討

會開幕式中磣公布「廢除八敬法宣言」磣並請四

眾弟子八人上砟撕下八敬法條文磣表示「八敬法

非佛說」磣今後有心奉行佛陀「平等」教誡者磣

不應再依循之。

著作有《如是我思》、《佛教倫理學》、《律

學今詮》、《初期唯識思想》等專著磣《悲情觀

音》、《人間佛教播種者—印順導師》、《敢向

高樓撞晚鐘》、《人間佛教試煉場》、《千載沉吟》

等散文磣共計二十餘冊。

以下特別介紹護持弘誓學院校舍建築有大恩

德之故土城承天禪寺第二代住持傳悔法師。

傳悔法師簡介

傳悔法師磣俗名柳子奇磣 1923年出生於山

東省膠縣柳家屯磣卒於 2001年 1月 22日磣享壽

七十八歲。

九歲（1931）隨父母信仰九宮道磣欣慕出

家。十歲磣入私塾讀四書。二十三歲通過偽軍教

員甄試磣任教於中心小學。二十四歲磣共軍攻打

膠縣磣無家可歸磣因而投考五十四軍政工隊員磣

棲身即墨。二十六歲參加陸軍普建班訓練磣任三

十二軍指導員磣展開十幾年的軍旅生涯磣並於

1949年隨軍隊撤退砟灣。

三十二歲受訓於成功嶺期間磣親近砟中蓮

社磣開始學佛磣但卻對念佛法門不甚契機。三十

五歲磣於靈山寺依南亭法師歸依。 1963年磣時

四十一歲磣從軍中退役磣親近松山寺道安法師磣

積極尋找出家因緣磣並接辦《獅子吼月刊》磣為

期十個月。 1966年磣於農曆臘月十五日磣依承

天禪寺廣欽老和尚出家磣法名普過磣字號傳悔。

1967年 10月受戒於砟中慈明寺磣得戒和尚為印

順法師。

1970年至 1976年期間磣曾離承天禪寺磣至

五指山、獅頭山、玄奘寺閱藏磣並一字一拜禮拜

《法華經》磣得內心清朗境界。1977年7月正式接

任承天禪寺當家磣誓願將此身心奉塵剎磣籌建三

聖殿、祖師堂砮齋堂。 1986年磣廣欽老和尚圓

寂磣繼任住持。

傳悔法師自幼即喜好閱讀磣初出家時磣雖身

處提倡念佛法門的承天禪寺磣但仍以閱藏為學佛

重心。其後磣謹遵廣欽老和尚的囑咐磣捨閱藏而

念佛磣並終身奉行不渝。任住持磣領眾共修磣亦

要求大眾老實修行磣克己苦行。對於寺務磣除了

少燒冥紙、廢擲筊求籤的些許改變外磣一切率由

舊章磣維持廣欽老和尚時代簡樸淡泊的道風。這

無私無我的精神磣默默地感召承天禪寺苦行實修

的住眾磣使其無異議地以省吃儉用所累積下來的

巨額資產磣大力挹注砮承天禪寺毫無淵源的佛教

單位磣辦理佛教文教事業。

法師砮學院素無淵源磣只因讚賞學院指導法

師昭慧法師之所作所為砮文章中所展現的俠情磣

乃於學院建校、經費短缺時磣雪中送炭磣資助學

院五千萬元磣完成建校工程磣使學院師生無後顧

之憂磣安心辦學。因感念法師護念後學之恩澤磣

學院遂於 1999年弘誓文教基金會召開第一屆第

三次董事會時磣提案建請將校舍兩棟樓的其中之

一取名為「尊悔樓」磣以感恩法師大力護持建校

的無限慈悲砮厚德。

g.未來展望——古道寂然簷眾生賴之

教育工作是細水長流的奉獻磣弘誓學院在此

領域中磣踏實而謹慎地跨出每一步。學院籌辦推

廣教育磣提供信眾聞法修學的因緣磣希望為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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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持佛教弘誓學院的承天

禪寺方丈　傳悔法師



信眾佛學素養的理想磣略盡綿薄之力；辦僧伽教

育磣則希望透過戒定慧三學的熏修磣訓練僧伽具

足宗教情操而不變質磣以成為優良的弘法人才磣

將正法的種子傳布各地。

宗教師的全人教育是終其一生不斷地學習砮

訓練的歷程磣俾能於佛道的證成砮佛法的弘揚中

走得正確而平穩。展望弘誓學院的未來磣將致力

於僧伽的成人教育磣讓學僧在印順法師的思想基

礎下磣踏實地研讀經論磣並且在學習過程中磣培

育廣闊的視野胸襟砮深邃的探究能力磣對佛學義

理作獨立的思考砮研究磣以期來日成為佛教棟

梁、法門龍象。

將以上培育僧材的辦學理想磣化約為研究方

向的具體規劃磣除了充實佛教三藏教典的研習砮

佛教現代思維的訓練之外磣更依學院的課程特色

砮師生過去社會運動砮學術研究的成果為基礎磣

發展極具主題特色的研究方向。其中如環繞「人

間佛教」為主砐的相關議題磣如護生議題（含環

境保護、生態保育及動物權等）、戒律議題砮女

性議題等。

而在學院圖書資料中心的館藏上磣除了佛學

三藏教典及思想義理等經典、專著、論文的收藏

之外磣也將配合人間佛教、佛教倫理學等研究主

題以蒐集相關資料磣期望能以有限的辦學資源磣

發展成有特色的專門圖書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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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機構組織

佛教弘誓學院行政組織表

組織章程

教師代表1/2比例

加院長名額

弘誓文教基金會代表

1/4比例

學生代表1/4比例

院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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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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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2.29院務委員會修訂通過

選舉產生

行政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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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機構章程

佛教弘誓學院組織章程

2000年2月29日　第二屆第一次院務會議修定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本院係一研修佛法之園地磣定名為「佛教弘誓學院」（以下簡稱「本院」）。

第 二 條：本院蒙上印下順長老慈允磣禮請長老為永久之精神導師。

第 三 條：本院師生研習印順導師思想磣以「提倡智慧增上磣入世關懷磣激發積極勇健之菩薩精

神磣推展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為辦學宗旨。

第 四 條：本院以提昇有志礓修佛法者之佛學素養磣期其「解行並礓磣福慧雙修磣實踐佛法於生活

中」為教學目標。

第 五 條：本院以「教師治校磣學生參砮磣民主決議」為治校原則。

第二章　組織與職掌

第 六 條：本院設院務委員九人磣依共同治校原則磣按比例制分配磣除院長為當然委員外磣其餘八

名磣專任教師佔二分之一名額磣弘誓文教基金會代表及當期學生代表各佔四分之一名額

（共四人）。

第 七 條：本院設院務委員會以掌理院務磣其職掌如左：

一、推舉院長。

二、成立教師評議委員會（簡稱教評會）磣主持教師資格之銓敘磣成員由院務委員中之

教師擔任之。

三、教育方針之擬定。

四、年度收支預決算之審定。

五、章程之修訂。

六、其它院務重要事項之決策砮處理。

第 八 條：本院院務委員任期三年磣得連選連任磣均為榮譽無給職磣委員於任期中因故出缺磣應依

候補名單依序遞補磣以補足原任者餘留之任期。

第 九 條：本院院務委員互推舉一人為院長磣綜理院務磣對外代表本院磣對內主持行政暨教學會

議磣其任期為三年磣得連選連任。

第 十 條：本院依學部種類及行政需要磣得設相關行政部門磣以利院務之推行。各處室名稱、職掌

及人事聘任辦法另定之。

第三章 會議

第十一條：本院院務委員會每年至少開會兩次磣以元月、八月間召開為原則磣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由院長召集會議並任主席磣須有過半數委員出席始得開會磣對於議案之表決磣由出

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後行之。然遇左列重要事項之決議磣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磣出

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之。

一、章程變更之擬議。

二、不動產處分之擬議。

三、解散之擬議。

第四章 經費與會計

第十二條：本院辦學經費之來源如左：

一、弘誓文教基金會捐款收入。

二、其他收入。

第十三條：本院以每年元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磣為會計年度磣每年元月底以前磣院務委員會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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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定並決議左列事項磣以為徵信磣並利院務之推展。

一、上年度經費收支決算。

二、本年度經費收支預算。

三、財產清冊（含年度捐助人名冊）。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四條：本院辦學之施行細則磣由院務委員會另定之。

第十五條：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磣得隨時修訂之。

第十六條：本章程於院務委員會會議通過後施行磣修訂時亦同。

佛教弘誓學院施行細則

2000年2月29日　第二屆第一次院務會議修定通過

第 一 條：本施行細則依佛教弘誓學院章程第十四條訂定之。

第 二 條：本院現設研究部、專修部砮推廣部磣各部修學規則另訂之。

第 三 條：本院設指導法師一人磣為最高榮譽之終身職磣由教師評議會推薦佛教學術研究成果卓

越磣而兼具國際觀砮社會觀之法師擔任之磣對本院師生作理念砮精神之指導。

第 四 條：本院教師分阿闍黎、講師二級磣由各學部主任推薦磣經教師評議會審議磣報請院務委員

會議通過後磣由院長聘任之。

第 五 條：依本院章程第十條規定磣本院院長以下設左列各部門磣分別掌理有關事項：

一、教務處：負責學院各部教學方針、師資及課程之規劃等相關事宜。研究部、專修

部、推廣部各設主任一人磣由院長兼任或聘請專任教師擔任之。

二、輔導處：負責輔導學生及社團活動等事項。設主任一人磣由院長於學院教師中聘請

一人兼任。以下設二組（各設組長一人磣由院長聘任之）。

（一）社團組：輔導學生社團運作等事宜。

（二）活動組：輔導學生聯課活動、學院各式慶典磣砮各類活動之規劃、推動砮執行。

三、總務處：負責出納、庶務、學院資財保管登錄、師生膳宿管理等事宜。

四、會計室：負責會計審核、編製年度預算、決算等財務事項。

五、圖書資訊中心：學院教育資訊之採購、管理等事項。

六、出版中心：負責本院院訊、網站、學術研討會、教材等出版、管理事宜。

七、秘書室：負責學生學籍管理磣教材資訊管理磣課程表、行事曆之擬定磣新生入學考

試及襄助各處室之院務推行。

第 六 條：本院教師支領鐘點費、車馬費砮研究費磣其餘行政職務皆為義務職。

第 七 條：本院設教師評議會磣由院務委員中之教師擔任。院長為主席磣評議有關教師之任聘、升

等、解聘、教學成效及學術成就等事項。

第 八 條：本院為利院務之推動磣設下列各種會議：

一、教學會議：以院長、教務處、輔導處、秘書室及其他相關單位主管組成。院長為主

席磣討論有關教學、學生輔導之重要事項。

二、行政會議：以院長、各處室、中心主任及其它相關單位成員組成磣討論有關行政之

重要事項。

第 九 條：本細則如有未盡事宜磣得隨時修訂之。

第 十 條：本細則報請院務委員會通過後實施磣修訂時亦同。

第十一條：本細則自公佈日施行。



a.教師（依入本學院教學之先後順序）

(1)現有教師人數：專任10人磣兼任22人。

(2)現有教師國籍分布：以中華民國國籍為主。

(3)性別：女性24人磣男性9人。

(4)年資：專任教師年資十年以上2人磣五年以

上5人磣其餘為一至四年不等。

(5)師資簡介如下。

下二表中磣部別欄的「研」、「專」、「廣」

分別表示該教師於研究部、專修部、推廣部授

課。其中推廣部含砟北、高雄兩處。

教職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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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弘誓學院師資簡介

姓名 性別 年資 學經歷 蝘別 （曾礦任教科目

釋昭慧 尼 13

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

關懷生命協會創會理事長

輔仁大學、佛教弘誓學院教師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專任副教授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碩士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生

法界出版社負責人

關懷生命協會理事長

佛教弘誓學院院長、教師

板橋社區大學講師

研

研究方法論、瑜伽師地論、佛教倫理學、

攝大乘論、成唯識論、中國佛教思想史、

妙雲集研究、弘法學、天台學專題研討

釋性廣 尼 16

研

展望二十一世紀、宗教學專題研討、

弘法學、阿含經、聲聞禪觀專題研討、

南傳論典專題研討

專 佛法概論、定學理論砮實踐、中國佛教史

廣
基礎佛法、阿含經、經典導讀、

基礎禪修理論砮實踐

福嚴佛學院研究部第三屆畢業

曾任福嚴、圓光佛學院教師

現任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教師

釋悟殷 尼 9 研

漢譯律典研究、印度佛教思想史、

中國佛教思想史、部派佛教思想

福嚴佛學院研究部第三屆畢業

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教師
釋信慧 尼 7

研 十二門論、中論、妙雲集研究

廣 基礎佛法（砟語班）

中興大學中文系畢業

福嚴、圓光、佛教弘誓學院教師
釋海青 尼 9 研

妙雲集研究

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

砟灣教授協會秘書長、法政組召集人

國大代表、中興大學副教授

陳儀深 男 8 研

展望二十一世紀（佛教砮政治篇）

砟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

美國佛教會駐砟譯經院譯員

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教師

許洋主 女 5 研

英文、日文佛學著作選讀、日文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博士

圓光、華嚴專宗、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教師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系助理教授

陳一標 男 7 研

佛學日文、梵文

靜宜大學、中華佛研所畢業

靈山講堂當家、現代佛學月刊編輯

圓光、農禪寺、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

佛衛電視砟北中心教師

釋清德 尼 7

研
妙雲集研究、漢譯律典研究

專
大乘法義

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畢業

行政院蒙藏委員會調查員

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教師

張福成 男 5 研

疸藏佛教史概述

專 佛法概論、佛教倫理學

廣
大乘法義、唯識學概論、解深密經、

攝大乘論、成唯識論、佛教倫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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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經歷姓名 性別 年資 蝘別 （曾礦任教科目

中國醫藥學院、中華佛研所畢業

圓光、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教師
釋道興 尼 4 研

佛教瞻病送終砮臨終關懷

美國伊利諾大學教育碩士

致理商專、砟北工專、砟北技術學院、

砟北科技大學學生輔導中心主任

砟北市佛教觀音線協會特約諮商老師、

現任理事磣婦女新知協會諮商老師、現

任理事磣青輔會生涯諮商老師

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教師

蔡稔惠 女 3

研

專

輔導砮諮商

砟灣省佛教會總幹事、中華佛寺協會秘

書長、佛寺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教師

林蓉芝 女 3 研

寺院行政管理

砟灣大學文學博士

曾任砟灣大學、清華大學講師

第一屆宗教圖書金典獎得獎人

斐陶斐榮譽學會會員、現任砟灣宗教學

會理事、清華大學助理教授

江燦騰 男 2

研

專

佛學專題講座、

研究方法暨論文寫作

交通大學畢業

福嚴、圓光、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教師
釋廣淨 僧 2 研

俱舍論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碩士生

文化大學法律系畢、香光尼眾佛學院畢業

法印講堂住持、公司社團指導法師、佛教

弘誓學院南部推廣部主任暨專修部教師

釋見岸 尼 2 專

經典導讀、唯識學概論

福嚴佛學院畢業

弘誓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佛教弘誓學院專修部主任暨教師

釋心住 尼 2
專

推

佛門儀軌砮沙彌律儀

聲聞律法

輔仁大學經濟研究所碩士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碩士生

關懷生命協會秘書長

佛教弘誓學院專修部教師

釋傳法 尼 1 專

中觀概論、菩薩學處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碩士釋德檍 尼 1 專 印度佛教史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碩士生

東吳大學英文系畢業

弘誓文教基金會秘書

佛教弘誓學院專修部教師

釋印悅 尼 1 專

印順導師思想研究（一）

碩士

佛教弘誓學院共同科教師
李磬罟 女 3

研

專

瑜伽健身體位法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曾任私立明道中學專任國文教師、砟北科

技大學、中國工商專校兼任共同科講師

現任銘傳大學專任副教授、佛教弘誓學

院專修部教師

陳成文 男 2 專

大一國文兼應用文

砟中市佛教會理事長、松林素食餐廳董

事長、智心幼稚園創辦人

佛教弘誓學院共同科教師

釋賢定 尼 1 專

素食烹飪

學佛行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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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弘誓學院教師著作

姓名 著 作

釋昭慧

《如是我思》、《佛教倫理學》、《律學今詮》、《初期唯識思想》等學術專著磣《悲情觀音》、

《人間佛教播種者—印順導師》、《敢向高樓撞晚鐘》、《人間佛教試煉場》、《千載沉吟》等文集磣

共計二十餘冊。

釋性廣 《人間佛教禪法及其當代實踐》、《成佛之道偈頌科判表》

釋悟殷 《中國佛教史略原典資料彙編》、《部派佛教》系列

陳儀深
《太虛大師的政治思想初探》、《政權替換砮佛教法師的調適—以1949年前後的明真、虛雲、

道安、印順為例》

許洋主
《般若思想》、《印度的佛教》、《疸藏的佛教》、《菩薩思想研究》、《佛教史雜考》、《巴利文法》、

《新譯梵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等譯作

陳一標 《真諦唯識思想之研究—以轉識論為中心》、《賴耶緣起砮三性思想之研究》

釋清德 《印順法師戒律砮教制觀之研究》

釋道興 《從佛教瞻病送終法談臨終關懷》

學經歷姓名 性別 年資 蝘別 （曾礦任教科目

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砟大哲學博士

華梵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思砮言人文砮

社會雜誌總主編、現代佛教學會理事

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教師

賴賢宗 男 1 研

如來藏思想專題研討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系

小學代課老師、砟中慈善寺佛教講師

現任佛教弘誓學院專修部教師

釋慧澄 尼 1 研

藏傳論典

高雄醫學院藥學系

佛教弘誓學院推廣部教師
釋仁皓 尼 2 廣

基礎佛學

文化大學化學工程系畢業、「高雄法輪

班」佛法研習、「高雄市正信佛青會」

第一屆常務理事、宏法組組長（現任常

務理事）磣「妙雲佛青學苑」講師

現任：美國同淨蘭若講師、佛教弘誓學

院推廣部教師

莊春江 男 2 廣

印度佛教思想史

淡江大學化學工程系畢業

曾任：中華民國佛青會監事磣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大慧（佛學）社指導老師磣高

雄市正信佛教青年會弘法組長、理事長

（現任常務監事）磣妙雲佛青學苑講師磣

妙心寺人間佛教研修院講師

現任：佛教弘誓學院推廣部教師

呂勝強 男 2 廣

佛在人間

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肄業

佛教弘誓學院推廣部輔導老師
釋法聞 尼 1 廣

課業暨生活輔導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研究所肄業

佛教弘誓學院輔導老師
釋心淳 尼 1 專

課業暨生活輔導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碩士

佛教弘誓學院輔導老師
釋空寂 尼 1 專

課業暨生活輔導



b.行政人員

(1)人數

校本部：教師兼行政砮專職行政人員合計 16

人磣專職行政人員7人。

高雄推廣部：教師兼行政、行政兼任砮行政專

職人員合計7人磣專職行政人員4人。

(2)性別：專職行政人員女性10人、男性1人。

(3)年資：專職人員皆五年以下。

(4)行政人員簡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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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別 職銜 學經歷 備註

釋性廣 尼 院長兼研究部主任

見前表 教師兼任
釋心住 尼 專修部主任

釋見岸 尼 推廣部主任

釋心淳 尼 輔導處主任

釋心謙 尼 總務處主任 砟北商專畢業

專職

釋心皓 尼 會計室主任
銘傳專校三年制企管科畢業

工商管理顧問公司負責人

吳水發 男 圖書資訊中心主任 高職畢業、長豐企業負責人

盧慧昭 女 圖書資訊中心館員 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

釋心宇 尼 秘書 空中商專國貿科畢業、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肄業

釋印悅 尼 出版中心編校 見前表 教師兼任

王彩虹 女 出版中心發行 勇達工專電子科畢業、淨心文教基金會印經組 專職

釋空寂 尼 出版中心美術編輯 見前表 教師兼職

吳憲中 男 出版中心網站編輯
文化大學中美關係研究所畢業

南亞技術學院講師

兼任張麗雲 女 出版中心網站管理 高商畢業、南亞技術學院教務處

溫彬僖 男 高雄推廣部總組長
高中畢業

倫旭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張瓊玲 女 高雄推廣部教學組長 高雄高商畢業

專職

姓名 著 作

蔡稔惠

《開放性大專教師任務團體發展歷程砮結果之計質研究》、《礓路輔導外一章—所轉移性生涯技巧磣

技術及職業教育》、《生涯驅力—生涯價值觀模式—初探性的紮根理論砮應用設計》、

《全方位生涯角色探索砮規劃表—理論砮習作》

林蓉芝 《生命的啟示》

江燦騰
《砟灣當代佛教》、《砟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中國近代佛教思想的爭辯砮發展》、

《殖民統治砮宗教同化的困境》等多種佛教史專著

《釋廣淨《俱舍論大全》光碟第一版

莊春江
《印度佛教思想史要略》、《雜阿含經二十選》、《中阿含經十二選》、《阿含經隨身剪輯》、

《阿姜查砮阿姜佛使的禪修世界》、《學佛的基本認識》

呂勝強
《妙雲華雨的禪思—印順導師止觀開示集錄》（編輯）、《妙雲集導讀》（合編）、《妙雲佛青學苑正

聞班教本》（合編）、《妙雲佛青學苑聞思班教本》（合編）、《妙雲集及華雨集選讀》（編輯）

佛教弘誓學院行政人員簡介

廖畹華 女 高雄推廣部總務組長 高職畢業、曾任幼教老師

陳美雲 女 高雄推廣部法務組長 初中畢業

廖秋琴 女 高雄推廣部財務組長 高雄高商畢業、曾任日商富士工股份有限公司

呂宜庭 女 高雄推廣部秘書 文化大學音樂系畢業、中學音樂教師 兼任



c.學生

至90學年度（2001年度）磣研究部招生至第

九屆磣專修部至第二屆。每屆招生磣研究部為

15人磣專修部為35人。

(1)現有全修生人數：研究部 35人磣專修部 60

人磣推廣部250人。

(2)現有選修人數5人。

(3)現有國際學生人數3人。

(4)現有學生國籍分布：美國 1位磣馬來疸亞 2

位磣其餘為中華民國籍。

(4)過去三年之平均學生輟學率：2％。

d.教終生人數比

研究部為1：1：2。專修部為1：1：4。

推廣部為1：1.5：31。

e.校友

(1)校友人數：推廣部約 1,500 人磣研究部 30

人。

(2)校友職業分布：推廣部學員來自社會各階

層。研究部校友 90%以上多為僧伽（其中

含住持9位磣監院5位）。

(3)傑出校友事蹟

自 1997年玄奘人文社會學院成立「宗教學

研究所」以來磣接連五屆招生考試磣分別由本院

學生榮登榜首磣前後錄取本院師生共計 10人。

可見學院研究部學僧雖未時常對外發表學術論

文磣但佛學義理基礎頗為紮實。

而學僧中之見岸法師在高雄市創辦「法印講

堂」磣並於2000年9月起磣開辦本院推廣部於高

雄；傳法法師砮空寂法師則分別擔負起關懷生命

協會秘書長砮副秘書長之重任。這些弘法利生成

績斐然的學僧磣無不用著生命血汗磣具體實踐著

「人間佛教」之「人菩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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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04.20.印順導師蒞臨雙林寺磣全體合影留念。

82學年度 83學年度 84學年度 85學年度 86學年度

8人 7人 16人 20人 16人

87學年度 88學年度 89學年度 90學年度

16人 11人 9人 13人

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歷屆學生人數

佛教弘誓學院專修部歷屆學生人數

89學年度 90學年度

31人 29人



a.研究立

課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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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學分一覽表

科目

編號

A1

A2

A3

A4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B10

B11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10

印順導師思想研究（二）

研究方法論砮論文寫作

印度佛教思想史

中國佛教思想史

阿含經

漢譯律典

俱舍論

中觀論典

瑜伽師地論

攝大乘論

成唯識論

大乘起信論

楞嚴經、圓覺經

南傳論典

藏傳論典

禪學專題研討

部派佛教專題研討

南傳佛教專題研討

天台學專題研討

華嚴學專題研討

疸藏佛教專題研討

因明學專題研討

宗教學專題研討

倫理學專題研討

如來藏專題研討

4

4

4

4

4

4

4

4

4

2

2

2

2

4

4

4

4

4

4

4

4

2

4

2

4

類別

一般必修

課程

選修（一）

三藏教典

（以漢譯

為主）

選修（二）

專題研討

A

B

16

B

加

C

合

計

共

72

學

分

16

甲種：

阿闍黎學位

34學分

乙種：（兩階）

善知識學位

14學分

沴阿闍黎學位

16學分

C

選別 學分 科目
所開

學分
應修學分

英文字母

代碼意涵

共同必選修

必修：A

選修：B漢譯律典

選修：C專題研討



a.招生日期　每年約於 5 、 6 月發招生通告磣 7

月上旬舉行入學考試。

b.招生方式　入學考試、申請入學、推薦甄試。

考試科目：

(1)研究部：佛學思想（含中印佛教思想史）、

作文、口試。

(2)專修部：作文、面談。

(3)推廣部：報名入學。

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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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戒增上學
佛門儀軌砮沙彌律儀（2）

聲聞律法（2）

菩薩學處（2）

定增上學 禪學理論砮實踐（4）

慧增上學

世學基礎

佛法概論（4）

經典導讀（4）

大一國文（兼應用文）（4）

大乘法義（4）

中觀概論（2）

印度佛教史（4）

印順導師思想研究（一）之

妙雲集（一）（4）

中國佛教史（4）

唯識學概論（4）

佛教倫理學（4）

佛教弘誓學院專修部學程科目、課程與學分（括弧內之阿拉伯數字為學分數）

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二組課程學分一覽表

科目

編號

D1

D2

E1

E2

E3

F1

F2

G1

G2

G3

H1

H2

H3

H4

H5

日文

英文

梵文

巴利文

藏文

英文佛學著作選讀

日文佛學著作選讀

梵文佛典選讀

巴利文佛典選讀

藏文佛典選讀

教會寺院行政管理

弘法學

弘法實習

輔導砮諮商

宗教砮社會

4

4

4

4

4

4

2

4

2

2

2

組別課程

學術組

必修課程

弘法組

必修課程

學術語文

經典語文

學術語文

原典選讀

弘法學程

類別 學分
所開

學分

0

12

0

12

12

二選一

三選一

二選一

8

三選一

0

4

0

8

4

應修

學分

應計

學分

英文字母

代碼意涵

弘法組

必修•計學分：H

學術組

必修•計學分：E

必修•計學分：G

必選修•不計學

分：D、F

選別

D

E

F

G

H

科目

說明：組別區分乃兼顧學生個人修學興趣砮弘法志願磣區分學術組砮弘法組磣以供學生修學選擇。

b.專修立

學習年限為三年磣每學年應修十二門課磣48學分。



c.入學資格

（可砮前文「學制」中之「級別」項合閱）

(1)研究部

曾於佛學院修得佛學專業科目六十學分以

上磣或本院專修部畢業者磣經入學試驗通

過即得入學。

大專以上學歷磣未修佛學專業科目而欲直

接報考研究部者磣經錄取後須補修專修部

佛學課程學分。

(2)專修部：入學不限制年齡砮學歷磣唯限為僧

眾或準備出家之居士。

(3)推廣部：入學資格不限制年齡砮學歷磣凡對

於佛法有研習興趣之人士均可報名。

d.轉學辦法

(1)研究部

本部招收轉學生。外校同級學制之學分得申

請抵免磣欲辦理者可向教學處提出申請。因各佛

學院之學制、修學規定不同磣轉學生之學分採認

由學院裁奪之。

(2)專修部

本部招收轉學生。因各佛學院之學制、修學

規定不同磣轉學生之學分採認砮確定入學年級磣

由專修部主任依轉學考成績裁奪之。

書籍費用由學生自備。學費、膳宿費用砮其

他費用全免磣由院方提供。

學院提供獎助學金磣供需要同學申請。本學

院訂定有「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暨專修部學生助

學金設置辦法」。

a.圖書館

(1)館藏數目：約七千本。

(2)檢索設施：中國圖書編目系統。

(3)館藏特色：以「人間佛教」哲學相關資料為

館藏主砐磣並旁及相關議題磣如護生主題

（含環境保護、生態保育、動物權等）及女

性議題。

(4)其他：圖書館備有研究小間 13間磣提供需

要之學生申請使用。

b.資訊設備

(1)公共區域：電腦13砟。

(2)其他：列表機 8砟、燒錄機 3砟、掃描器 2

砟。

c.活動中心

(1)容納人數：100人。

(2)其他：另有交誼廳、會談小間等。

d.其他　另設有禪堂、電腦教室、住宿生禪修關

房、單人靜修套房等。

a.學生社團　福德社區單身貧戶老人家訪、讀書

會、登山社（以推廣部學生為主）。

b.體育活動　瑜伽班、不定期師生登山健行。

c.學術活動

(1)舉辦三屆「人間佛教磣薪火相傳—印順導

師思想之理論砮實踐」學術研討會。

第一屆：1999年10月23、24日磣於中央研

究院學術活動中心第一會議廳舉

辦。

第二屆：2001年3月31日磣地點同上。

校園生活介紹

設備

獎助學金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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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2002 年 4 月 20 、 21 日磣主題為

「人間佛教砮當代對話」磣地點同

上。

(2)學院師資應邀參加學術發表會議。

d.福利　提供住校生（僧俗等同）的福利如下。

(1)膳宿全額補助。(2)全民健保費用及保險外

醫療費用全額補助。(3)供給僧服、寢具等日用

品。(4)外出交通費補助。(5)每月發給學雜費

零用金。

a.學術出版品數目　法界出版社為本院教學資料

出版發行機構磣詳細學院出版品可參閱「法界

出版社出版圖書目錄」。

(1)學術論文專著十四冊。

(2)各類法義教學錄音帶十八款。

(3)定期出版《弘誓雙月刊》磣迄 2002 年 2 月

止磣出刊五十五期。

(4)《另類師生磣另類經驗—佛教弘誓學院特

刊》一冊。

(5)「人間佛教磣薪火相傳」論文集二冊磣研討

主題專書三冊。

b.學術出版品類別　

書籍、期刊、論文集、教學錄音帶、光碟。

學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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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11.12.弘誓師生出現在「非核家園磣安居砟灣」十萬人大

遊行行列中磣受到注目砮讚嘆。

編號 法印文庫 作者 編號 燃燈文庫 作者

1005 《中國佛教史略》原典資料彙編 悟殷法師 2005 悲情觀音

1006 律學今詮（精裝） 昭慧法師 2006 浩蕩赴前程

1007 印順導師的佛教思想 邱敏捷 2007 願同弱少抗強權

1008
部派佛教系列（上編）

—實相篇、業果篇
悟殷法師 2008 鳥入青雲倦亦飛

1009 人間佛教禪法及其當代實踐 性廣法師 2009 「人間佛教」試煉場

1010 初期唯識思想 昭慧法師

編號 代銷產品 作者

0001 如是我思（新版） 昭慧法師

0002 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 印順導師述意、釋昭慧代撰

0003 釋昭慧法師 陶五柳

0004 人間佛教的播種者—印順法師 昭慧法師

2010 敢向高樓撞晚鐘

2011
千載沈吟—新世紀的佛教

女性思維

2012
世紀新聲—當代砟灣佛教

的入世砮出世之爭

3001 留住蓮音 邱敏捷

1001 成佛之道偈頌科判表
昭慧法師

性廣法師科判
2001 燃燈砮熄燄

昭慧法師

1002 如是我思　第二集 2002 我願將身化明月

1004 四分比丘尼戒經彙編 2004 留得清白在人間

1003 佛教倫理學 2003 獨留情義落江湖昭慧法師

本院出版中心（法界出版社）出版圖書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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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帶名稱 講者 卷數 編號 錄音帶名稱 講者 卷數

6001 妙雲集教學講座 昭慧法師 114 6011 攝大乘論 昭慧法師 50

6002 聲聞律之理論砮實踐 昭慧法師 30 6012 佛法的生活實踐 昭慧法師 10

6003
成佛之道講座 (1)

—基礎佛法
性廣法師 100 6013

出家人的戒律生活

—聲聞律之羯磨法
昭慧法師 16

6004
成佛之道講座 (2)

—大乘法義
昭慧法師 90 6014 四分比丘尼戒經 昭慧法師 16

6005 唯識學概論 昭慧法師 50 6015 四念處禪七開示 性廣法師 8

6006 經典導讀 性廣法師 80 6016 佛法的中道智慧 昭慧法師 8

6007 初期唯識思想 昭慧法師 6 6017 四分比丘尼戒經述要 昭慧法師 19

6008 佛教早期思想 性廣法師 6 6018
人間佛教禪法

—基礎禪觀課程
性廣法師 8

6009 佛教的社會關懷 昭慧法師 2

6010 阿含導讀

編號 VCD名稱 內容

V001 第二屆「人間佛教．薪火相傳」學術研討會實況錄影 VCD共7片

性廣法師 75

1997.03.24.學團師生參加於疸華飯店舉行之「比丘尼的砟灣經驗」座談會磣會後合影。



弘誓學院園區名為「鹿野苑」磣以紀念佛陀

初轉法輪、初創僧團之恩德磣並期許師生能在健

全僧團中成長茁壯磣大轉法輪磣報三寶恩。

校舍主要建築有二：依功能區隔磣第一棟名

為「法印樓」磣取其「依三法印實證佛法」及

「效法印順法師」之深意；規劃為禪堂、辦公

室、客堂、教室、會議室砮圖書室。第二棟「尊

悔樓」磣因尊崇並緬念傳悔法師之護助建校、獎

掖後學而命名磣規劃為師生寮房、客房砮齋堂。

其餘並有活動屋一間磣組合屋兩棟磣以為專

修部一、三年級學生教室砮宿舍用途。

a.宿舍面積　約1,197 m2。

b.校園稻面積　約5,972 m2。

c.平均每一住宿生分享之宿舍面積　約40 m2。

d.平均每一學生分享之校園面積　70.3 m2。

校舍及其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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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10.09.校舍落成典禮圓滿磣諸山長老砮貴賓於禪堂合影。



1986年 12.10 性廣法師率眾成立「佛教弘誓協會」磣並開班講授《成佛之道》磣並帶領學員參砮社

會慈善服務活動。是為佛教弘誓學院前身。

1987年∼1988年 由昭慧法師（後擔任學院指導法師）帶領師生成立「護教組」磣並投入多次護法衛

教行動。（見前文「校史」之創立沿革。）

1989年 01 昭慧法師率領弘誓師生發起「杯葛思凡」行動。

10 昭慧法師主編之《杯葛思凡專輯》出版。

11 由於學員漸增磣弘誓協會原有場地不敷使用磣蒙善導寺住持了中法師慈允磣將上課

場地遷至善導寺磣改名為「善導寺弘誓學佛班」磣以推廣佛學成人教育磣並禮請昭

慧法師教授佛法礓階課程。第一期課程為期三年磣學員計三百餘人。

1990年 05.11 昭慧法師砮諸佛學院代表赴立法院磣為宗教教育納入體制而請願。

1991年 11.09 學院出版中心開幕磣命名「法界出版社」。

1992年 02.11 昭慧法師譴責砟灣之「挫魚」風氣磣學院師生發起「反挫魚運動」磣促使行政院長

郝柏村下令禁止挫魚營業。

02.22 善導寺弘誓學佛班師生為玄奘大學籌備處舉行「擊槌興學」書畫義賣展。

10 弘誓學佛班第二期改學制為二年磣開設「學佛行儀」、「佛法概論」、「經典導

讀」、「唯識學概論」等四門課程磣本期約有四百多名學員入學。

1993年 01.13 由學員周松根砮周林美珠伉儷發心提供場地磣弘誓會館砮法界出版社遂於本日正式

遷至砟北市八德路。

學院師生抗議砟南「鹿耳門天后宮文化季」舉辦「抓春雞」戲謔動物之活動磣終使

主辦單位取消剩餘之活動天數。

01.14 善導別苑師生遷入觀音鄉雙林寺磣追隨昭慧法師之學眾從此居有定所。

01.16 學院師生參砮籌備之「中華民國關懷生命協會」正式成立磣昭慧法師當選為創會首

任理事長。

09.26 昭慧、性廣法師至南投向印順法師報告弘誓籌設研究部事宜磣得印順法師之勉勵及

建議。

11.08 研究部舉行第一屆開學典禮。本屆學生以雙林寺參學眾為主磣並未對外公開招生。

1994年 01 「善導寺弘誓學佛班」正式改制為「佛教弘誓學院」。原學佛班化歸為「推廣部」磣

加上原有之「研究部」磣學院此階段分為僧、信教育共二部學制。並得砟北普濟寺

護持磣提供寺中講堂作為推廣部上課場地。

02∼03 昭慧法師率領學院師生投入「護觀音」運動磣為期七天磣終於成功留下砟北市七號

公園內之觀音像。

10.27 民間版「野生動物保育法」於立法院三讀通過磣關懷生命協會等諸多生態保育團體

為保護野生動物及其棲息地磣經年餘之奮鬥磣至此畫下圓滿句點。

1995年 01.08 為宣導野生動物保育觀念磣並推動訂定「動物關懷日」磣學院師生參砮「生態保

育、動物保護攜手同行」活動。

04.10 410教育改造大會於國父紀念館廣場舉行磣昭慧法師擔任副總領隊磣弘誓師生踴躍

參加設攤位及遊行活動。

12 由於研究部學員日增磣雙林寺舊有宅院不敷使用磣故增建研究部圖書室及校舍鐵屋

於雙林寺對街。1996年5月19日（浴佛節）落成啟用。

1996年 09.19 由於學團人數日增磣教學、住宿、禪修空間皆嚴重不足磣學院遂增購雙林寺旁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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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磣約計一千四百五十餘坪磣並籌劃建築校舍事宜。

1997年 02.02 昭慧法師率學眾抵砟中華雨精舍向印順法師辭歲。法師期勉學眾：要從佛法中得到

法喜。他瞺勵學眾們多讀書磣學以致用磣並以自己的經驗現身說法：「讀一遍就不

如講一遍磣講一遍就不如寫一遍。」

03.05 學院推廣部得慧日講堂方丈如虛法師之護念磣第四期第一學年下學期於砟北慧日講

堂首次上課。

03.24 學團師生參加於疸華飯店舉行之「『比丘尼的砟灣經驗』—達賴喇嘛『參考比丘

尼制度』之回應」座談會磣分別由悟因、恆清、昭慧三位法師講述砟灣比丘尼的僧

團制度、學術成就砮社會關懷磣江燦騰教授講述砟灣比丘尼之總體表現。該次座談

會由香光尼僧團主辦。達賴喇嘛因行程已滿磣無法蒞會磣故派澳籍女弟子心明、心

海兩位比丘尼法師砮會。

03.28∼ 學團師生在砟北火車站展開一連三天「呼籲人道處理口蹄疫病豬、呼籲支持動物保

03.30 護法」聯署活動。每日長達十五小時磣聯署民眾踴躍磣三天下來磣計有近十萬人參

加聯署。

05.11 舉行弘誓學院校舍建築動土典禮暨雙林寺浴佛法會。

06.21 建校委員會執委會第二次會議磣成立「弘誓文教基金會」磣選出性廣法師等十一位

董事磣並推舉昭慧法師出任創會第一屆董事長。

11.03∼ 疸藏慈仁格疸至砟北弘誓會館磣砮昭慧法師核對《四分比丘尼戒經》之漢、藏譯

11.04 本磣由法音法師擔任翻譯。11月7∼8日格疸至雙林寺磣賡續譯事；澳洲心海、心

明二位比丘尼於8日上午來寺磣向格疸陳述疸方藏傳比丘尼之處境。

1998年 07.07 昭慧法師參加法瞺山主辦之「兩岸佛學教育認識及發展交流座談會」磣並擔任其中

一場次之引言人。學院由學僧見岸法師負責規劃磣製作學院相關教學活動資料砮海

報磣參加「佛學院博覽會」活動。

08.13 承天寺傳悔法師護念僧學磣致贈新砟幣五千萬元建校基金磣由昭慧法師代表受贈。

傳悔法師慈悲表示：長期以來關注昭慧法師在佛教界之作為砮文章磣故以護持表示

肯定砮支持之意。法師之虔敬念佛、敬順師（廣欽老和尚）教磣承天寺道風之質樸

刻苦磣深深啟發了兩度參訪之弘誓師生。

10.13 經過關懷生命協會將近四年之奮鬥磣動物保護法終於在立法院獲得三讀通過磣此中

最受人囑目的第十條「反賭馬條款」磣係協會最為堅持的條目磣而砟灣也因此成為

世界上第一個依民主立法程序磣制止賭博性動物搏鬥砮競賽的國家。

12.26 桃園縣觀音鄉鄉長郭榮宗伉儷造訪昭慧法師；法師建議鄉長：觀音鄉以「觀音」為

名磣不妨發起農曆二月十九日之觀音誕為「慈悲日」磣辦理各類慈善義賣活動磣並

瞺勵民眾捐獻濟貧救苦之善款。鄉長欣然同意磣並願於其行政裁量權限範圍內磣改

訂於觀音誕舉行鄉運。

1999年 01.09 弘誓文教基金會董事會決議：為感念印順法師思想為學院教學之活水源頭磣於校舍

落成之同步磣於砟北市召開「人間佛教磣薪火相傳」研討會磣研討範圍以「印順法

師思想之理論砮實踐」為主。

01.24 昭慧法師發起「爭取佛誕放假」運動。

06.22 上午十時磣立法院順利通過將佛誕訂為國定紀念日之提案。

09.21 凌晨磣砟灣發生百年來最嚴重的「集集大地震」磣學院師生響應賑災及捐血活動。

弘誓文教基金會亦捐出賑災基金二百萬元。

10.09 本學院新校舍落成暨佛陀聖像開光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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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為慶祝學院新校舍落成磣於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舉行「人間佛教磣薪火相傳—

10.24 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砮實踐」研討會磣為期兩日。現場之討論相當熱烈而精采。第

二日之座談會中磣印順法師弟子慧理法師談述導師平日生活及待人接物之風範磣及

其對女眾之慈悲護念磣座中大眾為之動容磣場面溫馨感人。

10.30 弘一大師德學會議第三日。上午九時磣昭慧法師發表論文「佛教砮女性—解構佛

門男性沙文主義」磣砮會討論頗為熱烈。大陸梵文學家韓廷傑教授指出：1986年磣

砷蘭應國內女眾之要求磣擬恢復比丘尼制度磣故擬派二十位女眾至成都受比丘尼

戒。後無故取消之。翌年韓教授訪砷磣問明原委磣砷蘭佛教當局答道：「我砷蘭佛

教之兩項偉大勝利磣一為聲聞消滅大乘磣二為比丘消滅比丘尼。如果從大乘佛教恢

復比丘尼制度磣豈不是走回頭路了嗎？」韓教授此一補充說明磣充分證明昭慧法師

之推測：南傳佛教比丘尼之消失磣是比丘們的責任。

12.19 砟灣哲學學會舉行兩場座談會磣第一場是由昭慧法師所策畫的「人間佛教之理論砮

實踐—印順法師思想」磣由性廣法師擔任主席磣楊惠南、江燦騰、昭慧法師砮陳

儀深分別就「人間佛教」之主題磣談哲學面、史學面、女性主義砮政教關係之子

題。佛學研究於砟灣哲學界向來只具「邊陲」地位磣此番砟哲會主事者選定「佛學」

範疇做為座談主題磣殊屬難能可貴。

2000年 02.29 弘誓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增設專修部磣提供各道場僧眾以通學方式磣兼顧常住砮學業

之修學管道。

03.19 舉辦第三屆緬甸帕奧禪修營磣為期兩個月磣提供學眾觀摩學習南傳禪法之機會磣本

次參加學員約計百人。

2001年 01.01 昭慧、性廣二法師至華雨精舍磣探望自港歸來的慧瑩長老尼磣並向印順法師報告學

團將舉辦「人間佛教薪火相傳」研討會磣以法供養為法師祝壽。

01.11 學院校舍落成壹磩年紀念特刊《另類師生磣另類經驗》出刊。

01.31 下午磣昭慧、性廣法師率學眾及法印講堂住持見岸法師等磣至華雨精舍向印順法師

拜年。法師勉勵學眾：「我年輕時就一身病磣現在身體仍然不好磣但沒有病磣只是

一天天老化。信佛磣要信佛法磣不能光只是信佛。不是把佛供起來拜而已磣如果這

樣磣會離佛法越來越遠。發心學菩薩磣行菩薩道磣不一定要有高遠的理想磣只要一

步一步堅定地往前走磣就會有大功德。功德大磣力量也就漸漸增強了。有些人過去

生中就曾發過心磣因此今生一發心磣就有很大的功德磣有很大的力量；有些人今生

才開始發心磣因此力量比較小。」

03.30 弘誓文教基金會召開記者會磣主題：1.為來砟的達賴喇嘛「加油！」磣期能恢復藏

傳比丘尼制度。2.為印順法師九六嵩壽秩慶磣將於3/31舉辦「人間佛教薪火相傳」

學術研討會磣研討會中磣宣告廢除「佛門不平等條約—八敬法」。

03.31 印順法師九秩晉六嵩壽秩慶磣弘誓文教基金會舉辦「人間佛教薪火相傳—印順導

師思想之理論砮實踐學術研討會」磣參加者達五百人。

09.11 高雄推廣部完成招生磣並於本磩開始上課。共計新生52人磣舊生151人報名上課。

10 學院正式推出「弘誓網站」磣刊載弘誓學院、法界出版社砮昭慧法師等相關資訊砮

文論磣網址為：www.hongshi.org.tw磣由吳憲中砮張麗雲伉儷負責管理維護事宜。

10.01 學院出版中心「法界出版社」搬遷至砟北市寶清街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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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弘誓學院

地址：328桃園縣觀音鄉大同村11鄰121-5號

電話：03-498-7325

交通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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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站

中壢新屋平鎮交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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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號公路）往中壢 →

往中壢 →

高

速

公

路

開車：中山高速公路開至「中壢、新屋、平鎮」交流道下磣轉114號公路磣往新屋方

向（但未到新屋）磣行駛約5.5公里磣右轉桃83縣道（新富路）磣往新坡方向磣

行駛約5公里。

公車：中壢火車站前桃園客運「往觀音」線磣於大同站下車磣左轉桃83公路（新富

路）磣行走約8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