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岸佛學教育研究縣況與發展研討會 

從人文教育觀點看玄奘宗教學系所的發展與願景 

黃運喜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系 

 

摘要 

 

本文主要以人文教育的觀點談論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系所的發展及願景，由於宗教

學系所在玄奘發展的過程中具有指標性的意義，故深受各界的重視。一個有前瞻性的系所，

應有遠大的理想，具體可行的發展計畫，然後循序漸進的達到此一目標。 

本文先從尋找多年來的夢境開始，導出筆者與玄奘的淵源，再論及玄奘成立宗教學研究

所的背景，以及宗教學系所發展的回顧，最後以宗教學系所發展的願景為結尾。期望讀者在

本文中，對玄奘宗教學系所的特色及未來展望有更清晰的認識。 

 

關鍵詞：宗教學系所、了中長老、玄奘人文社會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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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尋夢與圓夢 

 

從小學開始，我最少有過十次以上相同的夢境，夢見自己一個人踽踽獨行於一新開發之校地

上，星垂野闊，景色蒼涼，醒後總感若有所失的惆悵。民國七十七年時，老家附近有一所五專成立，

我前往應徵，看到該校大樓矗立在山坡上，校區內有許多新開發的空地，景色依稀與夢境相同，而

創校人又以佛教徒自居，原以為這所學校與我有緣，但當進入該校並全力作好教學與行政工作之

際，我發現該校與國內其他家族化的私立學校沒有兩樣，教育祇是隱藏內心私欲的一個幌子，最後

祇好因瞭解而離開，這所學校亦因校產被淘空，董事會在不久前遭教育部解散。 
第一次到玄奘校地，是在民國七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創校的動土典禮，當時蓋冠雲集，人車

喧嘩，與創辦人了中長老僅照面，未作深入交談。其後我陸續夢見學校整地、校舍興建與上樑、校

舍落成等場景，也夢見學校成立後校園人來人往、熱鬧無比，自己在許多場合出現；夢到創辦人到

我的研究室，夢境中的研究室四壁都是圖書，從地板擺到天花板；最後一次夢境，是我頭髮已白、

有點駝背、拿著沉重公事包，經過許多棟大樓纔到辦公室，辦公室四週放滿花籃，上有一紅字條，

上署：「玉山文具行敬賀」，可惜的是不知這些花籃的用途。 
民國八十一年，有幸參與建校工作，記得第一次正式拜會創辦人了中長老，創辦人對我說：「希

望你把這裡當自己的事業來經營」，我直覺得認為自己與玄奘確有宿世因緣。其後因個性耿直，不

懂圓融以待人，工作幾經波折，我終於在玄奘大學籌備處任職，職司校地工程與行政組工作，除例

行性工作外，尚擔任新建校舍監工、並處理糾纏難解的土地問題，後以此因緣考取代書與工地監工

執照；完成東香里民四分之三連署，使「韭菜坑」地名順利改為「玄奘路」；也幫圖書館勸募及捐

出約兩萬冊的圖書、創立新竹護持會並擔任總幹事，利用週六及週日下午到新竹市假日花市義賣，

以所得供建校基金；也曾花了三年多的時間向新竹市政府爭取到玄奘路路燈的設置。以上總總，可

說是全力投入建校工作，為尋夢與圓夢的點滴。 
 

宗教學所系的成立與宗旨 

 

玄奘創校當年所成立一所五系，宗教學研究所是玄奘第一個成立的研究所，也是僅次於輔大，

全國第二個成立的同性質研究所。在學校籌設期間（1987－1997），由內政治環境有了很大的變化，

與宗教有關的學位論文逐年增加，成為許多人文社會系所中的顯學，各大學通識教育中亦紛紛推出

宗教學領域的課程；另一方面，在政治上的劣質鬥爭，社會上人心不安與浮動，宗教亂象出現等，

在在均使一些知名學者迷信科學萬能，認為社會的進步將使宗教消滅的預言「槓龜」。宗教教育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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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在「私立學校法」的修訂中，取得法源基礎，後來教育部在作風開明的吳京部長任內同意玄奘宗

教學研究所的設立。 
台灣地區宗教學系所的發展事實上已落後世界許多，以人文社會學術觀點而言，一個學科獨立

之後，經過眾多學者的努力而蔚成一學術領域，相對的在大學中即有該領域系所出現，如社會學、

政治學、經濟學等領域獨立後，大學中就設有社會學系、政治學系、經濟學系等與之對應。宗教學

的獨立，可追溯到西元 1870 年，由馬克斯謬勒（Max Müller 1823－1900）在英國倫敦演講「宗教

學導論」系列演講開始，其後學者專家輩出，推動這門學問的向前發展，並發展出宗教人類學、宗

教社會學、宗教心理學、宗教哲學、宗教史學、宗教現象學、宗教地理學、宗教神學等分支學科。

他們使用各種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對各種宗教現象與宗教問題進行精密的分析，受到各界

學者的重視。與宗教學術發展相對應的，世界許多知名大學設有宗教學系所，每年吸引眾多學子投

入研究。台灣地區的宗教學系所成立，可說遠遠落後於歐美日本甚至中國大陸，在此環境下，玄奘

宗教研究所的成立，可謂任重而道遠。 
在宗教研究所成立的第四年，也就是民國八十九學年度，教育部終於核准玄奘宗教學系的設

立，系所合一，資源得以共享，學校亦可依創校精神規劃課程，以培養學生富有正知正見、使命感，

能獨立思考，落實人文關懷精神於現實社會生活，並具有宏觀視野之宗教人為終極目標，期能成為

現今功利主義瀰漫社會中的中流砥柱。 
在教育宗旨方面，宗教所碩士班與大學部之宗旨如下： 
一、碩士班： 
建立宗教學範疇體系和理論基礎教育研究，以培養具有各種宗教學術研究人才。 
培養宗教教育和宗教通識教育的師資。 
培養宗教行政人員，健全國家宗教政策。 
有計畫與系統的研究、整理佛學經典。 
二、大學部： 
  （一）訓練學生具有學術理論基礎。 
  （二）培養宗教學術理論及研究人才。 
  （三）加強不同宗教彼此的瞭解與對話。 
加強各大學相關學系的合作，促進學術交流。 
 

宗教學系所發展的回顧（1997‧ 8－2001‧ 7） 

 

宗教學研究所的成立時，創辦人了中長老、校長都抱有相當大的期望，經多次的考量與晤談，

敦請邱燮友教授擔任首任所長，在承受四眾祝福期盼之下，第一屆研究生正取生十名全數報到，新

手上路，宗教所開始了新生歲月，猶憶起第一年的慘澹經營，當時全校共有學生二百七十七人，各

種設備均處採購進行中，學校圖書館遲至開學後二個多月開館，所圖書室藏書約百餘冊，本所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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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以無私的情操，提供私人藏書二、三萬冊，供同學使用，同學亦體諒學校困境，出錢出力，自

力更生的度過第一年。尤令人感動的是，第一屆研究生的學習精神，二個學分的課程，往往讓老師

上足了三小時，大家仍意猶未盡。俟第二年開學，研究所遷移至妙然大樓現址，所圖書室亦有獨立

空間，行政業務有鄭月裡老師負責，設備與外界捐贈圖書開始增加，所務在第二年時奠定穩固基礎。 
八十八年暑假，邱燮友所長受聘於元智大學，擔任中文系系主任一職，並籌辦中文研究所，承

創辦人及校長不嫌棄，由我出任宗教所第二任所長，任職之初，誠惶誠恐，深恐有辱創辦人之期望

及聲名，更期盼宗教所在未來數年中，能在穩定成長之餘追求卓越，讓宗教所成為名實相符的玄奘

第一所，同時也成玄奘的特色之一。在就職之初，即擬定宗教所的近程發展計畫，這計畫在八十九

學年度宗教系成立後仍繼續執行： 
在近程計畫方面：宗教學系所發展重點在加強系務會議功能，圖書設備的增加、師資課程的充

實、基礎表格規章手冊的制定，與社區建立密切關係，以及提高研究水準。 

在加強系務會議功能方面，有感於佛教僧團「僧事僧斷」的民主精神，宗教學系所對於系所發

展方向及政策的擬定、共識的形成、課程的規畫、學生輔導方針的擬定、系務的分工、學術活動與

交流的安排等，均採「系務系斷」的方式，提到系務會議討論，由全系教師充分溝通後決議，系所

主任及行政助理為最主要的政策執行者。從八十九學年度開始，系務會議功能加大，發展成「系務

發展座談會」，並敦聘校外學者專家三至五人擔任系務發展顧問，對本系所提供建言與諮詢。以九

十學年度第一次「系務發展座談會」為例，本系提出如何因應國內外各大學的激烈競爭，擬定本系

所今後招生策略（大學部日、夜間部，研究所及在職專班）、如何加強本系所之國內外學術合作與

交流、如何制定學生輔導計畫、如何利用社會資源，提供系所發展與協助學生順利完成學業、如何

加強畢業生就業輔導等五個主題，經過大家的集思廣益、腦力激盪後，可說收穫豐碩。 

在圖書設備方面，我以私人名義持續發函向一些基金會、出版社、學者本人募集圖書，同時所

內師生亦共襄盛舉，紛紛捐出自己的圖書，至今已募集到近四千的冊圖書，希望在二年內，能達到

六千冊藏書規模的專業圖書室，並完成自動化，為方便同學閱讀與研究，現有十個研究小隔間，希

望能擴充到二十個；設備採購方面，很遺憾的是學校採購小組，曾將我們所建議的所圖設備採購案

全數否決，讓我深深的感到，系所要有長遠的發展，唯採自力更生模式，分批分年逐步完成。很感

謝系所全體老師、同學、以及護持本系所的大德們，大家出錢出力，讓系所設備大致已備，目前宗

教學系所已有的教學設備為 29吋電視機、錄放影機、DVD、投影機、錄音機、教學用麥克風、檢

索資料用電腦（二部）、影印機（租用）。目前規劃要購買的設備有幻燈機、V8 攝影機、單槍投影

機、數位相機、防潮櫃、系所圖書室冷氣等。 
在師資課程加強方面，研究所每學期約十七門課，計三十四學分，大學部一年級每學期各開設

四至五門課八至十學分，二年級以上則以專業課程設計，分宗教學領域、佛教領域、道教領域、基

督宗教領域、伊斯蘭教領域、宗教語言及宗教應用課程等領域，所開設的課程，大致可以滿足學生

學習所需。由於大學部的成立，因自然增班，師資陣容更為堅強，課程開設亦多元與多樣化，對非

大學宗教系科班出身的研究生而言，亦可把握機會到大學部從新打基礎。 

在基礎表格規章手冊的制定方面，已陸續完成系所圖書室手冊，提供學校圖書館、系所圖書室

‧   ‧ 4 



                                                                                                  
 
 
 
 

兩岸佛學教育研究縣況與發展研討會 

資訊。希望近期內完成宗教系（所）學生手冊，整合系所相關法規與獎學金資訊、論文暨研究報告

寫作資料彙編，提供同學論文寫作之參考。另外，我也有意採 ISO9002的管理模式，將本所相關業

務全部用流程圖及手冊、表格管理，以提高效率，目前以完成研究生碩士論文寫作流程圖，並上網

供同學查詢。 

在與社區建立密切關係方面，首先是支援學校進修推廣部，接受勞委會職訓局委託，開設「土

地登記實務班」訓練課程，先後在新竹縣立文化中心、苗栗建台中學上課，其中建台中學那一班參

加人數爆滿，甚至有十四位同學自費參加，結訓當年度，有二位學員順利考取土地代書證照。其次

為支援新竹市政府成立青草湖社區大學，我本人擔任社區大學促進會理事長之職，也為該校開設「認

識不動產」課程，人數一樣爆滿。近兩年來，宗教學系所師生也支援台北縣新莊社區大學、苗栗社

區大學，分別規劃及擔任部分課程，得到不錯的風評。 

在提高研究水準方面，具體作法，首先為蒐集各校研究生有關宗教之博、碩士論文，他山之石

足供參考；次為提供各校學術研討會資訊，鼓勵同學參與觀摩，並提出論文發表，研討會論文放置

系所圖書室，供無法參加的同學閱讀；再次為提供論文獎學金資訊，鼓勵同學撰寫申請；最後則為

利用寒、暑假舉辦密集式活動，內容包括舉辦學術研討會、研究生論文發表會、學術演講、讀書會、

戶外教學、研究例會等。 
宗教學系所教師對於專書及論文寫作、參與研討會並發表論文、承接各項專案研究計畫等均不

落人後，其質量在玄奘是有目共睹的，這些研究成果，將在另一專著《成長中的宗教學系所》中列

出細目。 
 

三、宗教學系所發展的願景 

 

近年來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快速，高等教育發展亦出現前所未有的瓶頸，尤其是在加入 WTO 之

後，必須面臨國際化的競爭，以及近年來人口成長的減少，高中職入學學生普遍不足最為嚴重。為

求永續發展，宗教學系所未雨綢繆，擬訂因應計畫如下： 
調整系所課程：八十九學年度成立宗教系，系所合一後，宗教所課程已到全面檢討與調整的時

機，部分初階宗教語文課程將開在系上，以後入學之非本科系畢業生，及同等學歷（力）同學亦將

至系上補修不等的學分。今年（九十）暑假，本所再增設碩士在職進修專班，本班的課程規劃，將

以理論與實務並重，各佔二分之一的份量。配合系所老師的增加，本所教師配課亦將多元化。 
二、加強學術研究成果：學術研究一直是宗教學系所發展重點，教師的專業研究與教學相結合、

有計畫進行基礎工具書或史料的編纂、大型學術研討會的召開、宗教學報的創刊出版，期望在民國

九十二年時，能提出設立博士班的申請，使本校各級宗教教育得以銜接。 
三、成立「宗教學系所後援會」（或護持會）：以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的方式成立皆可，主要目

的是提供本系所發展的人力（義工）、物力（資源提供）、財力（系所基金及獎助學金），讓系所發

展沒有後顧之憂，也不用擔心主管換人就無以為繼的窘境。其成員為系所畢業學生以及社會各界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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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宗教系所之護持人員，初期目標為每年募集新台幣一百萬元。 
四、成立「寺廟法律、地政服務中心」：玄奘為佛教界四眾出資創辦，理應對四眾有所回饋，

這幾年我因擔任地方法院調解委員、縣政府不動產糾紛調解委員，常調解到寺廟財產糾紛，若本系

能成立此服務中心，將有效與寺廟建立合作關係，為日後資金募集、建教合作、獎學金提供、學生

實習或就業都有幫助，此服務中心將是全國宗教系所中的唯一，勢必成為本校（或系所）的特色。 
五、興建（或購置）「宗教學系館」：由於宗教學系所研究生出家眾比例頗高，考慮到一些比丘

尼眾，若住學校宿舍，可能會與在家人共住一室，因戒律及生活習慣都可能帶來不便；同時本系希

望多辦一些宗教性質的活動，必須要有一些特殊空間，且不受學校作息時間限制；再則本系同學中，

不乏經濟狀況較差者，若有一場所能提供伙食團的功能，將可直接幫助更多的人，讓他（她）們安

心完成學業。我的構想是能募到一筆基金，在學校附近興建（或購買）一棟或兩間連棟房子，獨立

門戶；或請現成佛教道場支緣，提供部分場地給我們使用。建物內設有佛堂兼禪堂或講堂、寮房（供

比丘尼、或優婆夷眾居住）、廚房兼伙食團、餐廳等空間。住眾平日維持會館清潔及運作，每月僅

出維持費用即可，搭伙同學除輪流掌廚外，每餐亦分攤飲食費用，若會館距學校有段距離，則購置

九人座客車以方便上下學。 
六、加強大陸及國際學術交流：隨著台灣加入 WTO 與大陸政策的鬆綁，宗教學系所的發展方

向亦隨之調整，「立足台灣，關懷世界」是系所的基本立場。因此，與大陸及國際知名學府簽訂合

作契約將為系所發展的重要工作，目前宗教學系所已完成日本立正大學佛教學部、韓國威德大學佛

教學研究所的簽約工作，在雙方交換教授、接受客座研究員、交換定期刊物及學術雜誌、進行共同

研究、舉辦學術會議等議題均達成協議。正在洽談中的學校有俄羅斯聖彼得堡大學、日本京都佛教

大學。對於大陸地區各大學宗教研究所，亦在收集資料及瞭解對方意願中，計劃在明（九十一）年

暑假親自到大陸洽談，期望有好的成績。 
七、海外招生計畫：在台灣加入 WTO 後，世界各一流學府將在台灣招生，屆時台灣各大學會

流失一些學生。但相對的，台灣地區的大學也可赴海外招生，宗教學系所計劃利用佛教的優勢，前

往韓國、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緬甸等國家招收外籍生或僑生，由於許東東南亞國家經

濟較落後，在台灣求學將成很大的負擔，考慮由成立「宗教學系所後援會」（或護持會）中徵求認

養委員，由十五至二十位委員認養一名外籍生或僑生，提供學雜費及生活費等，我曾以此一模式支

持一些年青學者到海外學拿宗教學碩、博士學位，相信亦可用在本系所。 
八、加強就業輔導：高等教育的功能之一是「為國家培育人才」，但不可否認的，任何一學門

的畢業生，會將學術研究當終身職志者僅為少數，絕大多數的學生在畢業後，將投入就業市場。宗

教學系所的畢業生，除了本身具有各宗教神職人員身份外，究竟將何去何從？為此，本系所對於不

想進入研究所繼續深造者，將協助同學選課，鼓勵同學在通識中心選一些與就業考試有關的課程，

另我個人會利用課餘時間輔導同學準備土地代書特考，希望同學先擁有一張證照，再上開業輔導課

程後，日後可自行開業，無論是專職或兼差均可。若機緣成熟，我亦計劃再開設法院書記官輔導班，

法院書記官考試每年錄取人數眾多，（今年有二百六十多人）且待遇不亞於大學講師。很期望學生

在大三暑假前能考取代書或書記官，如此時想考研究所還可利用大四一年作最後的衝刺，如此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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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將不會感到缺憾。除了上述輔導計劃外，宗教學系所亦安排一些實用性課程，如民法概要、宗

教事務管理、田野調查、宗教實習、非營利事業管理等，畢業學生如投入宗教或宗教附屬團體，將

能學以致用，發揮所長。 
 

 

 

四、結 論 

 

在擔任宗教學系所主任的兩年歲月裡，我常以三件個觀念自我警惕，深恐有所疏失：一為「行

政是服務」，擔任行政主管是偶然而非必然，且任何行政職務均有任期，不管職級如何，都不能存

有「當官」的心態，以同理心來辦事，並多一分人文教育的關懷，人和才能政通。二為「要考慮機

會成本」，自己何德何能？承蒙創辦人及校長厚愛，擔起系所重任，也由於自己的佔缺，使許多更

優秀人才不得晉用，怎可不努力呢。三為「在共業中求別業」，學校是大家庭，資源分配自有其整

體考量，不可能盡如人意（共業），但系所的頭銜也是社會公器，如能善用這頭銜，使之發生正增

強的效果，則系所可利用社會資源彌補學校經費與設備的不足（別業）。 
人生有夢，夢想為實現理想的原動力，雖然沒把握會實踐多少分的願景，但唯一可擔保的是，

祇要有能力，我一定會朝向目標前進，也期望全體師生的努力與支持，讓系所發展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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