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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成立。雖然日本殖民者撤離，但是，由於國共內戰、台籍日本兵回

台等諸多因素，導致台灣光復初期民生凋蔽，尤其雪上加霜的是民

國 36 年發生「228 事件」，造成社會動盪不安，直到政府於民國

38 年遷台，中國佛教會在 1950 年重新運作，台灣佛教在大陸、台

籍緇素共同努力下方才逐步上軌。

然而，1945 年 8 月中旬至 1949 年底間的 4 年時間中，台灣佛

教具體的運作為何，因為史料不全，所以並不能完全窺豹。大陸的

中國佛教會與臺灣省佛教會，最初幾年並沒有聯繫，形成兩岸佛教

會各自為政的局面。從現有資料發現，以臺灣省佛教會暨縣市佛教

分會及佛學教育機構的成立為最大成就。雖然佛教會其他工作不

振，但是在艱困時期還曾推動全台的巡迴弘法，可說是台灣佛教界

於 1949 年之前的少數成績之一。

二、省佛教分會初期運作與地方教會之成立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台灣雖重回中國版圖，

但是南京的中國佛教會與臺灣省佛教會，由於聯繫上的缺失，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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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佛教會獨自運作的情況。

台灣光復後，在真常法師 1（1900-1946）的奔走下，台灣佛教

界的首次集會於 1945 年 12 月 31 日在台北市龍山寺召開，本次集

會主要的目的是成立臺灣省佛教組織籌備會，出席者 12 人。會議

結果選出真常、善慧（1881-1945）、妙清（1901-1956）、李添春

（1899-1988）、林學周（1884-1950）、吳永富、鄭松筠（1898-

1968）、宋修振（1911-?）、張坤艮等 10 人為籌備委員，起草會則。

與此同時稍早，內政、社會兩部已經依據收復地區人民團體調整辦

法，頒發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組織章程，並令太虛（1889-1947）、

章嘉（1890-1957）二位法師及李子寬（1882-1973）等 9 人為整理

委員，12 月 22 日在重慶長安寺成立大會。但由於時空的因素，臺

1. 睿理：〈慈恩永蔭僧青年—為真常法師生西八周年紀念而寫〉，《覺生》第
44 期，1954 年 2 月，頁 18。載曰：「法師，本籍新竹關西，俗姓曾，幼年就
讀私塾，對國文、國學均造詣很深。民國六年初聽佛法，稍有所悟，遂離家往
大湖法雲寺，禮達聖和尚為師，削髮出家。時年二十。由以他的天性聰明……

甚獲覺力老和尚器重。民十年資送福州鼓山湧泉寺得戒，仝年回來……。十二
年衝破萬里波濤，抵達安慶，入安徽佛教學校，就讀於法門龍象常惺法師講壇
下……十三年畢業該校後，復上南京，考入歐陽竟無居士所辦之內學院法相大
學，專攻唯識數年。十六年畢業返臺……如法師從祖國學回的人材，在當時實
有難以立足之概。然為著發揚祖國佛教，造就愛國僧青年，法師竟不顧一切，

慫恿覺力老和尚組織佛學社，法師自任教務主任。……莘莘學子六十餘人……

開臺灣僧教育的先河。日警疑為判國組織，嚴加監視，嗣後，竟一月或半月定
期搜索文獻，調查身份，致使佛學社無法推進，歷時半載即告解散。……是年
（民三十三年）北部鍊成所在中壢圓光寺，南部鍊成所在臺南開元寺分別揭幕
上課。法師被聘為布教法講師……在鍊成所擔課的，都是傾向日皇萬能主義的
新進派份子，獨法師一人為愛護臺灣，愛護祖國的人；難免多少受他們的侮辱，

被譏為落伍，老頭腦，過時的月曆。三十四年春，戰事愈烈，所有學校、機關，

均被迫關門。在偏僻的鍊成所也同樣適應戰時，提早解散。……他就回法雲寺。

仝年七月，在該寺召開護國挺身隊的講習會……而內部則督促一部愛護祖國份
子，加強準備，以便一旦日本降伏，立即接管日僧寺院，並組織佛教會。……

轉眼八月……臺灣重歸祖國。法師隨時下山，住在被炸毀一大半的龍山寺破漏
橫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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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佛教界並不知道此一情勢，而太虛大師所領導的整理委員會，亦

對台灣佛教界所知不多，在聘請全國緇素 50 餘人為設計委員時，

太虛致函善慧謂：「善慧大和尚鑑：別久甚念。頃臺灣光復亦當有

『中國佛教會臺灣省分會』之發起籌備，請與覺力和尚等領導進

行…。」殊不知苗栗法雲寺開山覺力和尚，早在 1933 年即已圓寂。

而太虛函寄到基隆月眉山時，善慧法師臥病台北士林啟明講堂，不

久亦圓寂，這封信沒有人拆閱，故有台灣單獨成立省佛會之舉。2

翌年（1946）2 月 10 日，在龍山寺召開第二次籌備會，因籌備

委員善慧及真常兩位法師圓寂，鄭松筠又因公務調往花蓮，故會議

決議籌備委員遺缺由妙果法師、李國民、潘登基遞補，並推舉吳永

富為籌備會委員長。同年 2 月 25 日召開成立大會，出席會員代表

218 名。會中選出理事 25 名、常務理事 7 名、常務監事 2 名、監事

8 名、候補理事 7 名、候補監事 3 名，本圓法師（1883-1947）當選

理事長兼常務理事。4 月 27 日，在台北西本願寺召開第二次常務理

監事，5 月間，當時位於南京的「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不知臺

灣省佛教會已單獨成立，發出訓令，要求臺灣省佛教會儘速籌備。

10 月 7 日，臺省佛會在台北善導寺舉行第三次理監事會議，在理事

長本圓法師缺席下通過 4 項決議，首先是改組問題，將臺灣省佛教

會改為「中國佛教會臺灣省分會」，其次是會址由龍山寺遷至善導

寺，以及人事強化、籌集經費等。3

此時關注省佛教發展的緇素皆意識到佛教教育的重要，臺北市

佛教支會理事長心源和尚（1881-1970）就呼籲：

2. 〈本會改組的回顧【一】〉，《臺灣佛教》創刊號，1947 年 7 月，頁 18。
3. 林學周：《臺灣宗教沿革誌》，台北：至善堂，1950 年，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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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急設立教育機關，僧敎育、一般教育，都是緊要，尤其

是養育佛敎人材，最為急務。可是這個計劃，最初規模，

不一定要大，經費也可以由小小的做起，或者僧堂，或者

佛學院，乃至佛教講習所，都可由地方各寺院設立經營。

本省如有十個寺院，各設一所，將來佛敎人材，一定多多

輩出，本省佛敎也一定可能振興起來。4

1946 年底，接獲南京中佛會訓令，謂將在翌年 3、4 月間召開

全國佛教徒代表大會。1947 年 1 月 11 至 12 日，於台北善導寺舉行

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35 人出席，討論改組事宜，並公推台南開元

寺住持高執德（證光，1896-1955）代表臺灣省支會參加。5 南京佛

教總會來函謂：全國佛教代表大會將於 5 月 27 日在南京毘盧寺召

開，各省市代表需在 5 月 25 日報到。由於此前不久台灣發生「228

事件」，會務陷於停頓，台灣佛教界對出席大會不甚積極，雪嵩法

師數度以私人信函，請林子青（1910-2002）催促台灣佛教界提出

代表名單及提案。最後，代表台灣佛教出席的證光法師，在經費上，

委由台中慎齋堂的張月珠（德熙，1903-1968）及妙然尼師（1907-

1996）籌措，言語不通的問題，則委請林子青翻譯，總算解決台灣

代表出席問題。6

1947 年 1 月 11 至 12 日，「臺灣省佛教會」於台北善導寺改組

為「中國佛教會臺灣省分會」，本圓法師仍任理事長，雖有促請各

縣市成立支會，但直到證光法師赴南京參與全國佛教大會回台後，

4. 〈本省佛教當前的急務〉，《臺灣佛教》第 1 卷第 2 號，1947 年 8 月，頁 6。
5. 同註 3，頁 29-30
6. 證光：〈出席南京勝利後第一屆全國佛徒代表大會日記〉，《臺灣佛教》第 1

卷第 5 號，1947 年 11 月 1 日，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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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縣市支會才陸續成立，以下是初期各地方佛教支會成立的情況：

〈表 1〉初期臺灣省佛教分會各縣市支會成立一覽 7

支會名 成立時間 理事長

花蓮縣支會 1947 年 7 月 19 日 普欣

基隆市支會 1947 年 7 月 20 日 德融

新竹縣支會 1947 年 7 月 27 日 胡道齊

新竹市支會 1947 年 7 月 27 日 妙果

臺東縣支會 1947 年 8 月 2 日 修樂

嘉義市支會 1947 年 8 月 24 日 蘇祈財

臺中市支會 1947 年 9 月 6 日 張月珠

臺南市支會 1947 年 11 月 23 日 顏興

臺北市支會 1947 年 12 月 7 日 心源

屏東市支會 1948 年 8 月 7 日 圓融尼

高雄市支會 1948 年 1 月 27 日 隆道

1947 年 7 月 15 日，本圓法師圓寂，9 月 12 日省佛分會召開理

監事聯席會，推舉智性法師（1884-1964）繼任。12 月 21 日，在台

中市舉行中佛會臺灣省分會年度會員代表大會，並進行各項改選。

在 52 名代表出席票選結果，德融法師當選理事長，選出理事 25 人、

監事 7 人、候補理事 7 人、候補監事 3 人。8

重新改選後的省佛分會，於 1949 年 1 月 6 日，假台北東和寺

舉行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會中首次有總會代表李子寬列席。同年

2 月 13 日舉行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8 月 15 日舉行第三次理監事

7. 資料整理自《臺灣佛教》創刊號 1947 年 6 月至 1948 年 11 月、《中國佛教會暨
縣市佛教會沿革及寺院簡介（下）》，中國佛教會，2010 年。

8. 林學周：《臺灣宗教沿革誌》，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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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席會，12 月 20 日舉行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9 同年底國民政府遷

台，省佛分會的運作才慢慢上軌道。

其實在省佛分會未改組之前，由於各道場經濟情況不佳，對於

籌組佛教會之議並無多大意願，在真常法師熱心奔走之下才算籌組

完成。但改組完成後的省佛分會，由於組織不健全、財務困難、人

力不足等多重因素，除了成立地方縣市教會外，並未完成什麼重大

會務。

台灣佛教幾乎陷入停滯狀態，主要原因是戰後民生凋敝，遭到

盟軍轟炸波及的寺院勸募整修尚且不及，在寺院生存本身都相當困

難的情況下，僧侶無暇他顧，所以對推動佛教會及其弘法事業意願

不高：

自臺灣光復後，教會紊如亂麻，不特日僧寺院難以保留；

就是一般佛寺也有被淘汰的危險，不努力組織起來，和祖

國的中佛教會取得連絡，生存是有很大問題的。當時的各

寺院住持及大德僧伽，拼命地募捐修廟尚嫌來不及；什麼

佛教會，他們認為似個討債的機構，有誰響應？唯獨法師

（按：真常）夙夜匪懈，慘淡經營，與李國民（現任警校

教官）等以龍山寺為大本營，日以繼夜地向各方呼籲、勸

導、宣傳；盡其所知，竭其所能，幸獲各地有志的協助，

成立臺灣佛教會籌備委員會，被推任主委。10

真常法師為大湖法雲寺派開山覺力法師的徒曾孫輩，甚至比促成慈

9. 同註 8，頁 31-33。
10. 睿理：〈慈恩永蔭僧青年—為真常法師生西八周年紀念而寫〉《覺生》第

44 期，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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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法師來台創辦「臺灣佛學院」的妙果法師還低兩輩。他早年赴大

陸念佛學院，是一位知「中」派，對中國傳統佛教懷抱很深的情結，

反對日式佛教及皇民化，只可惜籌備臺灣佛教會未成，即於 1946

年 1 月 30 日寂於台中大覺院，得年僅 48 歲。11

在真常的計畫中，籌備臺灣佛教會是要保障寺院財產及出家僧

伽，成立佛學院則是培養弘法人才。佛教會設於台北，佛學院則商

請於師祖輩妙清尼（1901-1956），決定在苗栗大湖法雲寺開辦，

並定名為「中央佛學院」，經費由法雲寺派下各寺共負。12 後來其

師祖輩妙果法師（1884-1963），於 1948 年底開辦「臺灣佛學院」

於中壢圓光寺，禮請慈航法師（1895-1954）主持，咸信應該跟真

常的計畫有關或受其影響。

三、佛學教育機構之成立

過去長久以來，台灣佛教學界或教界

都認為，1948 年 11 月慈航法師應中壢圓光

寺妙果法師之邀前來主持「臺灣佛學院」，

為光復後佛學教育之始，但此說有待商榷。

1947 年 1 月 11 至 12 日，省佛分會於

台北善導寺舉行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有

本圓法師等 35人出席，設教育組主任一名，

決議通過創辦佛教研究機關，由佛教會內

部組織文化組負責籌備，定名為「臺灣佛

11. 睿理：〈慈恩永蔭僧青年—為真常法師生西八周年紀念而寫〉《覺生》第
44 期，頁 18。

12. 同註 11。

慈航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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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院」，預定同年 4 月初成立，第一期（屆）擬招生 30 名，13 但始

終沒下文。

1948 年 8 月 15 日，第三次屆理監事聯席會在台北東和寺觀音

禪堂召開，這次有關創辦佛學院的事宜，又重提開辦「臺灣佛學研

究院」，但名稱和 1947 年元月省佛教會改組時所提的「臺灣佛教

院」不同。決議的結果是請代表中國佛教會的李子寬居士草擬佛學

院創立的組織計畫，並洽請組織董事會，聘任院長計劃籌備。14

李子寬居士為國大代表，1948 年許來台經商，並利用機會拜訪

臺北東和寺心源法師（1881-1970），在歡迎會上復又認識了曾景

來（1907-1977）、李添春這些省籍佛教界的大德，接著又拜會中

壢圓光寺的妙果法師、五股觀音山凌雲寺覺淨法師（1892-1963）、

臺中佛教會館林德林（1890-1951）、臺中慎齋堂張月珠等等，後

來更在曾景來的介紹下，購入原為日本淨土宗臺北分院的善導寺。15

由於有這層的關係，才會在省佛會 1948 年 8 月的第三次理監事聯

席會上，以中佛會代表（視導）的身分，被聘請草擬創辦「臺灣佛

學研究院」計畫。16 根據李子寬的構想是：

省佛會第三次理監聯會，已決議成立臺灣寺產清理委員

會，并擬辦臺灣佛學研究院，正事（式）起草章則，分別

進行，子寬當力贊其成。如佛學研究院成立，擬請芝峰法

師來臺主教；并請妙欽法師為助，因其嫻熟臺語也。17

13. 林學周：《臺灣宗教沿革誌》，頁 28-30。
14. 同註 13，頁 32。文中說是「1949 年 8 月 15 日」，應是「1948」年之誤。

15. 李子寬：《百年一夢記》，台北：自署出版，1971 年，頁 330-335。
16. 同註 13，頁 32。
17. 李子寬：〈臺灣通訊〉，《海潮音》第 29 卷第 9 期，1948 年 9 月，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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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峰法師（1901-1971），浙江溫州永嘉縣人，太虛大師弟子。

1928年，奉太虛大師之命，接任閩南佛學院教務，大醒法師為事務。

芝峰法師佛學底子佳，文筆流暢，除翻譯日文《禪學講話》，還主

編過《現代僧伽》、《人海燈》、《海潮音》等佛教刊物，並在廈

門大學講授《成唯識論》。18

妙欽法師（1921-1976），福建惠安人，俗姓黃，名騰莊。5 歲

依廈門白鹿洞覺斌和尚披剃，15 歲於泉州承天寺受具足戒。先後於

南普陀寺養正佛學院、閩南佛學院深造。民國 29 年至四川就學於

漢藏教理院，親近太虛、法尊、法舫、印順等大德。歷任漢藏教理

院教師、杭州武林佛學院教師，講俱舍論頌。1953 年入錫蘭佛教大

學，專攻南傳佛教。1958 年，性願法師（1889-1962）合併菲國岷

市信願、華藏二寺，妙欽法師受聘任法主，繼而出任能仁學校代理

校長、創辦能仁中學。19

李子寬構想中開辦佛學院理想的人選芝峰、妙欽二師，不僅學

問甚佳，重要的是具有佛教教育的行政經驗，不過，省佛會雖有創

辦佛教教育機構之議，卻始終沒有下文，政治的動盪不安，加上經

費的問題，最後創辦佛學院的構想並沒有實現，只有 1951 年冬的

「臺灣省佛教講習會」，勉強算是省佛教會的佛教教育機構。

然而，早在 1948 年 11 月慈航法師主導「臺灣佛學院」之前，

台籍緇素個人曾分別於 1946 年及 1948 年 4 月分別創辦「延平佛學

院」與「女眾學園」，分述如下。

18. 星雲大師：〈參學瑣憶—芝峰法師〉，人間通訊社 lnanews.com，2022/07/29
瀏覽。

19. 慈怡法師主編：《佛光大辭典》「妙欽」條，buddhaspace.org，2022/07/29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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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元寺「延平佛學院」

臺南開元寺證光法師（高執德）所創辦的「延平佛學院」，據

學慈法師（悟慈，1925-2005）所述：「民國三十五年延平佛學院

於開元寺開學，此為光復後最早的佛教學處。」20 另根據開元佛學

院教務處所發的資料記載：

（民國）三十二年（1943）住持證光和尚辦臺灣佛教會南

部練成所三年，男女學生六十餘人，至中途遇戰亂而告散，

臺灣光復後三十六年復辦延平佛學院，男女學生三十人。21

無論「延平佛學院」創辦於1946年或1947年，

都是台灣光復後的第一所佛學院。不過，在

巨贊法師（1908-1984）的〈臺灣行腳記〉中，

談到他在 1948 年 4 月 15 日來台，拜會開元

寺住持證光法師時曾表示：「證光法師擬開

辦小規模佛學院，房子是盡夠用的，可惜經

濟尚無著落。」22

從上述資料分析，有可能開元寺「延平

佛學院」是在 1946-1947 年之間創辦，但不久

停辦，停辦的最大原因應是 1947 年的「228 事件」。故當 1948 年

4 月間巨贊法師拜會證光法師時，佛學院已停辦，而證光法師仍有

復辦之想法。

20. 學慈法師：〈臺南佛教大觀〉，《覺生》第 55 期，1955 年 1 月，頁 24。
21. 〈開元佛學院簡報〉，《菩提樹》第 153 期，1965 年 8 月，頁 30。
22. 巨贊：〈臺灣行腳記〉，收在黃夏年主編：《巨贊集》，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院出版社，1995 年，頁 451。全文原載《覺有情》第 9 卷第 12 期，1948 年；

第 10 卷第 1 期、第 2 期、第 3 期，1949 年。

巨贊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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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光法師與巨贊法師是在 1947 年 3、4 月間於南京中國佛教會

代表大會上結識的。23 如果說，以開元寺當時擁有園地數十畝，24 都

還無法支應佛學院的開辦，那麼僧教育機構的艱難處境是不難想像

的。

證光法師所住持的開元寺，在當時應是開辦佛學院最佳的場

所，例如前述來台經商的李子寬，在臺省佛教會第三屆理監事會

上，被聘為草擬「臺灣佛學研究院」組織計畫後不久，於《海潮音》

雜誌上撰文說：「萬一（臺灣佛學）研究院不能實現，已與證光法

師商洽，就開元寺設一學院，小規模做去，招學僧二十餘，該寺可

供伙食。」25

從這裡可以看得出來，光復初期，台灣僧伽教育除了經費問題

之外，場地也是問題，直到政府遷台前，省佛會所計劃的佛學研究

院都未曾開辦。至於開元寺所創辦的「延平佛學院」，又是什麼時

候復辦的呢？根據 1948 年 12 月《海潮音》的報導：「臺南開元寺

近設延平佛學院，學生 20 人，一切經費由該寺擔負，住持證光法

師自任院長，發願為中國新佛教造就人才，訂於（1948 年）12 月 8

日正式開學云。」26 這或許是「延平佛學院」復辦的時間，但辦學

內容依然付之闕如。

1948 年 8 月，李子寬在臺灣省佛教分會理監事會議上的創辦佛

23. 巨贊：〈臺灣行腳記〉，收在黃夏年主編：《巨贊集》，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院出版社，1995 年，頁 451。全文原載《覺有情》第 9 卷第 12 期，1948 年；

第 10 卷第 1 期、第 2 期、第 3 期，1949 年。

24. 同註 23。
25. 李子寬：〈臺灣通訊〉，載《海潮音》第 29 卷第 9 期，1948 年 9 月，頁

255。
26. 〈佛教要聞〉，《海潮音》第 29 卷第 12 期，1948 年 12 月，頁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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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構想，最終在同年的 12 月於台南開元寺實現，距離同年 11 月

2 日，慈航法師主導的「臺灣佛學院」正式開學，僅差 1 個月。27

2. 慎齋堂「女眾學園」

台中慎齋堂堂

主張月珠素來重視

尼 眾 教 育， 早 在

1948 年開辦「女眾

學園」的前一年，即

於堂中舉辦講習會

（詳後）。

據現有資料顯

示，張月珠活躍於戰

後的台中佛教界，深

具影響力，後來並於

1962 年請東初法師（1907-1977）代為剃度，法號德熙，28 其在台中

地區的弘法事蹟頗為膾炙人口。

1948 年 4 月 21 日，巨贊法師來到台中時，看到附屬於慎齋堂的

「女眾學園」已創辦，其學園的宗旨是：「普及佛教精神，修養品

性學識，培育服務社會人才」。29 由此可知，由張月珠所主持的慎齋

堂與尼僧合作創辦的「女眾學園」，至少比「臺灣佛學院」來得更早。

27. 《臺灣佛教》，第 2 卷第 11 號，頁 16。另據〈佛教要聞〉載，臺灣佛學院是
在「1949 年的農曆 2 月 1 日開學」，《海潮音》第 30 卷第 3 期，1949 年 3 月，

頁 14。
28. 闞正宗：《臺灣佛教一百年》，台北：東大圖書，1999 年，頁 14-15。
29. 巨贊：〈臺灣行腳記〉，《巨贊集》，頁 454。

台中慎齋堂新建落成暨 210 年紀念，堂主張月珠（左
八），與會貴賓有東初（右八）、悟一（右七）、星
雲（右六）、煮雲（右五）等法師。1962.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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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初期的台中佛教界情況，根據巨贊法師的〈臺灣行腳記〉

說法是：

臺中佛教支會負責人，除張月珠外，尚有德林法師、錦東

和尚與鄭松筠、陳正寶兩居士。德林法師年已六十餘，留

日多年，住佛教會館，收藏日文經籍甚多。錦東和尚住持

寶覺寺……開山耀禪，其師弟妙禪繼之，傳良達及罡宗，

錦東即罡宗之後繼人，年三十左右，亦曾留學日本，對佛

教改革和推廣頗具熱情。……鄭居士是臺灣法界的老前

輩……陳正寶曾任《民聲日報》總編輯……。佛教會址則

在大覺院，純粹是佛教會的產業，每星期有座談會和通俗

講演，比臺南支會活躍多了……。30

如果台灣光復後的台中果真是「臺灣佛教中心」，也許就不難理

解，時任臺中佛教支會理事長的張月珠會與大甲永光寺妙然尼師

（1907-1996），以及女國大代表林吳帖（1900-1972）居士創辦「女

眾學園」了。「女眾學園」有可能是戰後台灣最早的佛教僧眾教育

機構，不過我們的所知仍不多。

3. 其他

1949 年 4 月，台中市寶覺寺住持林錦東（宗心，1923-1976）

開辦「佛學研究院」，院班分為星期班、函授班、走讀班，免收學

雜費，其中星期班首先開課，有學員 10 名，自編佛學初級課本授

課。「一俟敎師課本齊備後，卽行授課，現星期班，函授班，走讀

班，初級課本，皆已印好 ，（六冊五千元）仍歡迎社會人士參加授

30. 巨贊：〈臺灣行腳記〉，《巨贊集》，頁 454。



127

課，學雜費，一切移免云」。31

「佛學研究院」主要負責人為大同法師（生卒年不詳），江蘇

人氏，12 歲出家，歷任中國宗敎徒和平建國同盟中央委員、中佛會

上海分會講師、上海福慧寺監院等職，1949 年 1 月間，林錦東從香

港聘其來台，旋聘為寶覺寺監院，於 2 月 20 日與雲定法師就任，

典禮盛況空前，中部緇素要人共 140 餘人與會，林錦東在介紹大同

法師時說： 

大同法師，年少英俊，博學多才，畢業於勵青敎學係

（系）、焦山佛學院、全關佛敎會務人員訓練班，皆列首

名，為青年冠，早有「小大虛」之稱，曾任焦山佛學院、

靜安寺佛學院講師，弘法於各學校及監獄，思想新鮮品格

崇高，早有革新佛敎之志，著有「宗敎學」、「老子哲學」、

「人生點滴」等書，數十萬言，發揮佛敎，與人生社會之

關係，這次受本人恭請之意，特由上海飛臺弘法，負起青

年領袖負任，擬出版「大同小叢書」一百種，領導臺灣青

年，振興辦佛敎高等研究院，及佛敎圖書館等等弘法工

作。32

林錦東不僅委予大同法師主持「佛學研究院」之責，還擬創辦佛敎

高等研究院，招生 1 千名；開辦佛敎青年會，招收四眾弟子；佛敎

弘法團，進行各種布敎；創辦佛敎圖書館等。33

31. 〈佛學研究院開課〉，《臺灣佛教》第 3 卷第 5 號，1949 年 5 月，頁 16。
32. 〈大同法師就職寶覺寺監院〉，《臺灣佛教》第 3 卷第 2 號，1949 年 2 月，

頁 14。
33. 同註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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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雲定二法師就任監院後，隨即透過寶覺寺佛敎弘法社，

於 3 月 16 至 22 日舉辦佛學演講及法會，禮請慈航、東初等法師演

講佛學，同時舉班「祈安息災」、「誦經禮懴」、「春季祭典」等

法會，34 每日來往開法及作徒千餘人，寺院並招待午餐晚餐，每日

施食，救濟貧民，7 天下來，信徒共計捐 1,400 餘萬元，按此項法

會感動各方信仰佛敎者甚眾，收效頗宏。

同年 4 月「佛學研究院」已開始運作，然 6 月初發生以慈航法

師為首的「白色恐怖事件」，慈航法師及諸多大陸來台僧人被捕下

獄，大同法師聞訊，尋而離開台灣，使得林錦東的佛學教育成為未

竟之業。

四、講習會與巡迴布教

1. 講習會

日本殖民時期，在同化政策之下，自南瀛佛教會成立之後，每

年都會舉辦講習會，這是佛教教化的一環。1947 年 8 月，於台中慎

齋堂舉辦的講習會為台灣佛教創舉，報導說： 

臺中市後龍子慎齋堂住持張月珠，鑑於本省復後，社會文

化教育逐漸恢復，佛教學術急應倡導起見，聘請上海林子

青、臺中林德林、臺南高執德、豐原呂大椿各位專家，在

該堂後殿，開佛敎講習會，期間自八月十九日起至二十五

日止一星期，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半，林子青講佛法

綱要及釋迦如來一代事蹟，林德林講比較宗教學，高執德

演說出席全國佛敎代表大會經過並視察江浙佛教情形，呂

34. 〈七天弘法會〉，《臺灣佛教》第 3 卷第 5 號，1949 年 5 月，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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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椿講佛教與社會生活，講習生有張德吟外四十餘名，頗

呈盛況。35

這也應證 1 年後，巨贊法師來台盛讚台中為「臺灣佛教中心」之

說。36 值得注意的是，慎齋堂講習會的講師都是一時之選，甚至有

來自大陸的林子青，而代表台灣佛教界出席戰後中國佛教會南京全

國大會的高執德（證光），特別演講江浙佛教見聞，可知張月珠對

於大陸佛教的關注。

光復後第二場舉辦講習會者為新竹縣佛教支會，為期 40 天，

1948 年 11 月 12 日至 12 月 21 日，地點設於新竹縣獅頭山勸化堂，

膳宿由勸化堂負擔，講習僧信二衆共有 25 名，參加者不限新竹地

區，亦有遠從台北、台中來參加的信衆。37 由於資料缺乏，未知講

習會內容。

2. 巡迴布教

1947 年 8、9 月間，臺北市佛教支會理事長心源和尚發起全省

巡迴布教，時任東和寺住持的心源和尚「感覺本省佛敎之光復，須

從宣摶鼓吹做起，現在會報自創刊以來，極其順調，頗受一般之歡

迎，一面感覺巡廻講演之必要，預定帶同本誌編輯曾普信，自十一

月一日起十五日間巡廻全省，應各地佛會或諸山聯合主催講演，兼

拜訪諸山長老，希祈贊同協助，費用從儉，旅費由本人負擔」。38

35. 〈臺中通訊：臺中慎齋堂開辨佛敎講習會〉，《臺灣佛教》第 1 卷第 4 號，

1947 年 10 月，頁 19。
36. 巨贊：〈臺灣行腳記〉，《巨贊集》，頁 454。
37. 〈講習會閉會〉，《臺灣佛教》第 2 卷第 11 號，1948 年 11 月，頁 16。
38. 〈臺灣佛教巡廻講演（預定日期）〉，《臺灣佛教》第1卷第4號，1947年10月，

頁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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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布教行程如下：

〈表 2：1947年 11月臺北市佛教支會最初全省布教行程〉39

日期 地點 /行程 /時間 備註

11 月 1 日
臺北：07：10—頭圍—

蘇澳：16：11
夜宿募善堂

11 月 2 日 蘇澳 08：30—花蓮 15：00 夜宿花蓮縣佛敎支會

11 月 4 日 花蓮 06：00—臺東 16：44 夜宿臺東海山寺

11 月 6 日 臺東 08：30—東港 16：00 夜宿東港明善堂

11 月 7 日 東港 09：10—屏東 22：19 屏東市東山寺

11 月 8 日 屏東 10：35—高雄 23：13 高雄市福亨寺

11 月 9 日 高雄 08：55—臺南 22：20 臺南報恩堂

11 月 10 日 臺南 09：05—嘉義 22：25 嘉義市佛敎支會

11 月 11 日
嘉義 07：25—彰化—

甘子井—彰化 16：09 
柑子井善德堂

11 月 12 日 彰化 09：40—臺中 22：13 
臺中市佛敎支會、二

份埔慈善堂

11 月 14 日
臺中 10：20—后里—

大甲 12：48 
大甲金華堂

11 月 15 日 大甲 09：23—新竹 13：13 新竹市淨業院

11 月 16 日 北返

惟出發前夕，心源和尚於「十月二十二日，接到花蓮市東淨寺

住持普欣法師來信稱花蓮臺東間，因橋路破壞，不能通車，不得已

變更日程，卽刻發信，中止東臺灣之日程，依期出發巡廻西部十一

處」，40 變更後的全省巡迴布教行程及演講內容如下：

39. 資料綜合《臺灣佛教》第 1 卷 4 號、5 號，1947 年 10 月、11 月。

40. 〈臺灣佛教巡廻講演錄〉，《臺灣佛教》，第 1 卷第 6 號，1947 年 12 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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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947年 11月臺北市佛教支會變更後全省布教行程〉41

日期 講者 主題 地點

11 月 1 日
心源和尚

林學周

｢ 現在觀世音 ｣、｢ 直指

西方 ｣、｢ 信仰之對象 ｣

臺中佛教會

慎齋堂

11 月 2 日

心源和尚

林學周

鄭松筠

｢ 大覺院 ｣、｢ 人生觀 ｣、

｢ 信敎要有中道 ｣
臺中市大覺法堂

11 月 3 日

曾普信

林學周

心源和尚

辜添泉

｢ 佛敎人生觀 ｣、｢ 二千

年前之獨善宗敎再見於今

日 ｣、｢ 人生之善惡 ｣、｢

信仰要眞信 ｣

嘉義地藏庵

11 月 4 日

曾普信

林學周

心源和尚

｢ 佛會組織法 ｣、｢ 天堂

地獄說 ｣、｢ 現前觀世音

｣、｢ 敬老國與棄老國 ｣、

｢ 色身與法身 ｣、｢ 眞相

與假相 ｣

高雄市福亨寺

元亨寺

11 月 5 日

曾普信

林學周

心源和尚

｢ 貪瞋痴為害最大 ｣、｢

人者何也 ｣、｢ 現前觀世

音 ｣

東港媽祖宮

11 月 6 日

曾普信

林學周

心源和尚

｢ 佛徒必須團結 ｣、｢ 本

來宗敎無中邊，得半何須

論因緣 ｣、｢ 因禍得福 ｣

屏東東山寺

41. 資料來自《臺灣佛教》第 1 卷第 6 號，194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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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講者 主題 地點

11 月 7 日

心源和尚

曾普信

林學周

｢ 現前觀世音 ｣、｢ 中國

佛敎會分支會組織要領

｣、｢ 色相有空，眞心有

佛 ｣、｢ 富貴與有義 ｣

臺南寺慎德堂

11 月 8 日

曾普信

林學周

心源和尚

林樑

黃清吉

｢ 佛敎人生觀 ｣、｢ 欲登

天堂者在淨心 ｣、｢ 現世

因果 ｣、｢ 善因善果林則

徐 ｣、｢ 佛敎之眞理 ｣、｢

甲地平安，大家歡喜 ｣、

｢ 現前觀世音」

彰化觀音亭

大甲鎮瀾宮

11 月 9 日

林樑

黃清吉

曾普信

林學周

心源和尚

｢ 現世因果 ｣、｢ 善因善

果林則徐 ｣、｢ 佛敎之眞

理 ｣、｢ 甲地平安，大家

歡喜 ｣、｢ 現前觀世音 ｣

大甲鎮瀾宮

布教行程變更後，全省巡迴布教預計從 11 月 1 日至 10 日，然

10 日到新竹訪樹林頭淨業院後，因遇颱風，風雨增大，巡迴布教團

團員只得搭車返北，於下午 5 時抵達台北。42

此全省巡迴布教弘法，為台灣光復後首次，參與巡迴演講的講

師有心源和尚、林德林、鄭松筠、曾景來（普信）、林學周、辜添泉、

林樑、黃清吉，可謂台灣佛教菁英之大集合。

42. 〈臺灣佛教巡廻講演錄〉，《臺灣佛教》第 1 卷第 6 號，1947 年 12 月，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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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1945 年 8 月，台灣光復後，社會動盪不安，經濟蕭條、百廢待

舉。1946 年起，台灣佛教界雖開始籌組「臺灣省佛教會」，但是卻

往復而無成。1947 年 1 月「臺灣省佛教會」正式改組為「中國佛教

會臺灣省分會」後，正想有一番作為，無奈「228 事件」爆發，會

務又陷於停頓。

在省佛教會的會務推動中，最受矚目的是佛學院教育。過去說

法認為，慈航法師主導的「臺灣佛學院」為光復後台灣最早的僧伽

教育機構，但早在 1948 年 11 月「臺灣佛學院」之前，台籍緇素就

曾於 1946 年及 1948 年 4 月分別創辦台南「延平佛學院」與台中「女

眾學園」，至少可確定 1948 年 4 月慎齋堂張月珠所創辦的「女眾

學園」也早於「臺灣佛學院」，只是缺乏完整資料，未能知曉其運

作情形。其他短暫運作仍值得注意的，還有江蘇籍大同法師受聘台

中寶覺寺的「佛學研究院」。

1949 年國民政府遷台前，台灣佛教界除佛學院教育外，仍延續

日本殖民時期的巡迴布教及講習會活動，如 1947 年 10 月 1 至 9 日

臺北市佛教支會全省布教行程，主要集中於西部，布教講師皆為台

籍佛教菁英，如心源和尚、曾景來、林學周等。另外，在殖民時期

作為短期佛法訓練的「講習會」，也在 1947 年與 1948 年分別於台

中慎齋堂及獅頭山勸化堂開辦。

總之，光復最初 4 年間，台灣佛教沿用殖民時期的弘法、教育

方式，舉行巡迴布教、講習會等，積極地走入社會。在佛學教育上，

也積極尋求與大陸緇素合作，如慈航、大同法師等，為即將登上台

灣歷史舞台的人間佛教弘化作引路先鋒。（本專欄連載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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