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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今年剛好是創辦人如學上人圓寂十週年，也是法光佛研所創立十

三週年紀念。因為感恩與懷念創辦人，想請法師先為我們談談如學上

人如何重視佛教教育。 
答：創辦人如學上人注重佛學教育，大概可推溯到民國四十年左右。民國四十五

年﹐我在南投碧山岩寺出家。在此起彼落之前，學公上人主持的碧山岩寺已經有

僧伽教育。當時雖然沒有使用「佛學院」或「佛學班」的名稱，可是我們實質上

就是在接受僧教育。那時﹐出世間學與世間學都有，像國文、英文、音樂、歷史、

地理、鼓笛隊......通通有。學公上人對於僧伽教育的關懷很早就開始，不過她

不為名為利，只是默默地去做應該做的事。她對於徒弟、信眾付出關懷之心﹐是

永遠不失的。到年老時還是一樣，甚至於更積極地栽培出家眾與在家眾，深入經

藏，特於民國七十八年在台北創辦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 

   當年我們在佛堂受僧伽教育，就是跟學校作息完全一樣，時間非常有規律。

每個人一旦有空，手裡就是一本書，沒有閒談過一句話。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出

家人手裡捧著書，待在各自的角落用功學習。那個時候也可以說，寺院就是學校，

學校跟寺院是一體的。回想當年，師兄弟非常和睦，絲毫沒有名利的顧慮與衝突，

也不曾有你爭我奪的現象。那時碧山岩寺的常住僧眾大約有三十來個，都是出家

尼眾。 

問：為何如學上人會這麼重視教育事業呢？她的家庭、教育背景、求

學過程對此有影響嗎？ 
答：都有影響，特別是因家師早年留學日本。她認為出家眾若沒有受較高的教育﹐

就難以度化眾生。雖然民國四十幾年時，經濟環境不是那麼好，當時約四十多歲

的創辦人卻具有高瞻遠矚的想法，認為度眾要從教育著手。她是一位開明先進的

師長。最主要的想法，就是希望受教育的對象能夠解行並重，並不是光會講就可

以。對於行為、道德的實踐﹐她都很重視。家師也並不是只為法光寺的寺眾辦教

育，而是為所有有心於佛學教育的人辦教育。 

問：如學上人對於弟子的教導，最特別之處是什麼呢? 
答：就是日常生活裡，要每個徒弟在行住坐臥、一切工作上都有禪的味道。不管

是做什麼，你的心就要安住在那裡。叫你做那件事情，你不高興去做，或是說﹐

你做的時候﹐心沒有專注在那個上面，那你就會做得不好，不圓滿。不管大小事

情，你都要歡喜地 投入，並不只是每天早上或晚上打打坐才是禪。創辦人重視

的是生活教育  這個時候要你做什麼，你就去做什麼。這個就是禪。要你出去

誦經，你就聽話﹐出去誦經。這個就是禪。服從就是禪。把自己的身分認識清楚，

在正當的時間、地點做應該做的事，就是創辦人時時教導我們，再三叮嚀我們要

認識清楚的三個重點 :「時、所、位」。 



問：「時、所、位」是指什麼呢？ 
答：時間、地點、身分。這很重要，因為很多人自己不是那個身分，卻要越軌管

別人的事。你應該服從對方，不但不服從，還要去冒犯，這個就是錯誤，這就不

是禪。服從是非常重要，也是修行者必須具備的條件之一。你不服從，你就是高

傲，貪瞋癡就在心裡面打滾。當時，身為弟子的我們，師父講一句，我們就聽一

句，很服從。 

問：後來如學上人，怎麼會從碧山岩寺的傳統佛教叢林教育轉變到現

代的佛學研究教育？這過程是如何演變的呢？ 
答：因為早期的社會環境跟現在的社會環境不同，為了順應社會的需求，所以就

轉變了。若不能配合社會的需求，就沒有辦法生存下去，佛法也無法存在。創辦

人是一位懂得通權達變且很有智慧的長者，她能夠隨順因緣而轉變，不會故步自

封，或抱持唯我獨尊的心態。學公上人是看著社會情況去做事情，對於社會看得

一清二楚，甚至看得更遠。因此﹐於民國七十八年﹐前後設立財團法人法光文教

基金會﹐假臺北法光寺地點的優勢﹐新建現代大樓﹐並創辦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 

問：到臺北之後，從小小一間鐵皮屋開始，到現在規模的法光寺，甚

至是成立許多分院，這樣的過程是怎麼展開的呢？ 
答：除了師父的用心與信眾發心護持之外，我們師兄弟也同心協力為常住，或外

出誦經﹐獲得供養。就是這樣一點一滴﹐慢慢累積下來。記憶中﹐我們不曾化緣。

只有一次例外，那是在八七水災後，所有徒弟分配到自己的家鄉去化緣。 

問：八七水災的災害很大。當時碧山岩寺的情況怎樣呢？可否描述一

下當時的情況。 
答：八七水災當時的情況是從前一天（八月六日）下午開始下大雨。那種雨不是

平常的雨勢，而是萬馬奔騰般的大雨下個不停。第二天還是照樣下。到了中午，

碧山岩山下的貓羅溪已有水滿之患。山下住民的房子﹐都一棟一棟地被水沖走。

吃過午飯後，家師說：「我們快一點為山下的住民向佛菩薩祈求﹐讓雨快點停，

希望災害能減少 !」我們準備要誦經時，突然發現後山流下來的水有點異樣，帶

著黃色。於是上人就說 :「不行！不要誦經了 ! 大家什麼東西都不能拿，趕快

到晨光寶塔去!」那時候三十一個人，再加上兩隻貓，一共三十三位全部安全上

了寶塔。過不了幾分鐘，山洪爆發，就把碧山岩和寶塔分割為兩處，中間成為水

溝。所以﹐如果當時沒有那麼快的反應和正確的判斷，可能就會有死傷。蒙佛菩

薩的加被，那時我們都幸運安全無恙。 

   經過那場豪雨，山洪泥土沖進佛殿，還好佛像完好無損。寮房、客房雖被沖

壞了，但廚房沒有被沖壞，不過沖進了許多泥土。還有庫房﹐也沒有被沖壞。家

師看了說：「有佛，有口糧，那表示我們還有希望。」 

   八七水災之後，我們沒有地方住了，暫時借住草屯一位樂善好施的鄭高明醫

師處。他把他的別墅整棟讓給我們安身。我們住了大約有半年，然後就上台北。

最初，先到大龍峒的平光寺，慈悲的住持玄願法師把整個東廂讓我們暫住了好幾

個月。 



問：當時所有弟子都上臺北嗎？ 
答：有一些留在南投整理水災後的佛寺。不過，在八七水災以前，家師曾經送十

位弟子到新竹女眾佛學院唸書，他還是要我們照樣去唸。佛學院唸完後，畢業的

同學有些回到碧山岩寺，有些則到台北幫忙。 

問：如果當時沒有八七水災的話，那麼也許如學上人就會待在碧山岩

寺，不會上臺北來了。 
答：可能吧！情況會變得怎麼樣，沒有人會曉得，說不定繼續留在碧山岩寺，說

不定也會北上。這些都很難講，因緣是不可思議的。 

問：那我們也不曉得水災因緣是好是壞？ 
答：是的﹐都不曉得。你說它壞﹐也沒有壞，只是生活的細節變了。因為都市跟

鄉下的生活不一樣，所以我們誦經比較頻繁。若待在鄉下的話，自修時間就比較

多。當時待在碧山岩的那段時間﹐可以說是學公上人教導徒弟的黃金時代，也是

最成功的一個階段。 

問：是否後來所有的依止與修行都是從那時代開展的？ 
答：是的！所有僧眾不分智愚老幼﹐皆從那時接受僧伽教育。當時，到碧山岩出

家接受那一黃金時段的教育，我算是最後一個，所以說是火車尾。至今，時常感

到我十分幸運趕上那班火車。那一段黃金時段的教育雖然不長，可是精華﹐我得

到了。 

   當時家師來到臺北，一旦把最基本的佛堂與寮房建設起來，就開始恢復教

育，因為教育離不開生活，生活離不開教育。那時除了上英文課，又請法師、居

士來講課。從民國五十幾年以來到現在﹐一直都是這樣，計有英文補習班、日文

補習班、坐禪班、插花班、講經班、梵唄班……每天的課程都很豐富，都在晚上

上課。而當時寺院出家眾的教育，可以排在白天的，就排在白天。老師們一大早

來教，教完之後﹐他們才去上班上課，都盡量利用時間。後來又栽培寺眾到外面

的學校，去補習出家以前不足的世間學，初中、高中、大學，甚至於送徒弟到國

外去深造，希望能為社會栽培優秀的人才。 

問：如學上人送徒眾到國外求學，目前這些徒眾的發展如何呢？ 
答：可惜的是﹐一個已經往生了。不過栽培歸栽培，關於結果如何，創辦人只問

耕耘﹐不問收穫。另外一位赴日留學的禪海法師，目前在碧山岩寺當住持，她比

較重視寺院內的僧教育，所以目前沒有對外辦佛學院。可是禪海法師在還沒有接

掌碧山岩寺以前，那時候創辦人曾經辦南光女眾佛學院，辦了一屆佛學院。 

問：以如學上人為主，分支下來的寺院主要有哪些呢？ 
答：如果是創辦人所創建的寺院，第一個是碧山岩寺，算是源頭。它雖然本來就

有了，但是因為創辦人的父親希望她有個固定的地方修行與教導徒眾，於是就出

資﹐讓創辦人把它買下。它算是家師最初住錫的一座佛寺。後來的佛寺就是創辦

人所創建的，像臺北法光寺、五股智光禪寺、洛杉磯法光寺。為什麼創辦人會創

設洛杉磯法光寺 ? 這是因為學公上人有遠見。她說：「以後佛教會從美國回傳到

大陸去，所以美國需要有一所法光寺。」最主要是希望佛教能夠常存世間與發揚



光大。學公常說：「以後佛教是東漸。」意即佛教可從美國傳回大陸。 

問：美國洛杉磯法光寺是從什麼時候開始創建的 ? 當初怎麼會有這

個因緣呢？ 
答：是一九七八年八月（民國六十七年八月）成立的。我會到美國去有一小小的

因緣。當時﹐我對英文蠻有興趣。家師問我說：「你讀英文做什麼？你去美國做

什麼？」我說：「我要把英文弄好一點，希望將來能夠用英語跟人家講佛法。」

家師說：「這個也蠻不錯的。你確定真的要朝這方面努力嗎？」我說：「我確定」。

家師說：「既然你確定，那麼你就不可再改變你的方針，就讓你去。」 

   後來有個機緣，當年宣化法師在美國的北加州設立法界大學，招收學士、碩

士、博士班學生等等。那時候慧炬的創辦人周宣德老居士正好幫法界大學處理招

生事宜，所以就到那裡申請。到美國後唸了一年，感覺還不錯。不過後來因緣不

具足，家師就說：「如果你不想唸，那麼你要待在美國﹐還是回臺灣呢？」我說：

「想留在美國」。家師說：「好，那你就要下定決心，把身心放在佛教上面做事。」 

   另一個因緣是，從臺灣移民到美國洛杉磯的信眾請求學公上人在洛杉磯辦一

所用閩南語解說佛法的寺院。於是就暫時買一間住家小房子當佛堂。住家的客廳

當佛堂有點不方便，附近鄰居也會抱怨，所以就在洛杉磯的 Downey 市找到現成

的教堂。在那之前，於一九七八年六月左右向美國政府申請立案，隨後於該年的

八月十四日立案申請成立，所以洛杉磯開始有法光寺，一直到現在。隨後都依照

創辦人重視教育的這個理念，著手從事佛教的事業。 

問：目前美國法光寺如何在美國進行佛教教育呢？ 
答：我們一個月法會一次，大家在一起共修。有的月份逢到佛菩薩誕辰，則有兩

次法會。平常是在每個月的第三個禮拜天舉行大悲心會共修，法會那天是一氣呵

成──誦經、供佛與講經。之後﹐大家用餐。在這個時段裡面，共修中不只是讓

信眾跟佛菩薩更親近一點，也讓信眾瞭解佛菩薩的教法是什麼。所以我們從十點

到十二點兩個小時的時間內，希望大家多少能夠從法光寺得到一點佛法資糧回

去。我們二十幾年來從不間斷。此外，有佛學班、坐禪班、梵唄班、健康養生班、

烹飪班與合唱團等課程，還有每年舉行禪三、夏令營與其他種種對信眾身心有幫

助的活動。我們都盡量從這方面著手。簡言之，是希望大家獲得身心的平衡、安

穩和喜悅。 

問：參加法會的信眾成員裡，臺灣人比較多？還是也有西方人呢？ 
答：臺灣的僑民比較多。其他寺院講經都是以華語為主，只有洛杉磯法光寺講閩

南語，所以有信眾說很有親切感。若年紀比較小的華僑不懂臺語，我們則採用雙

語──英語與中文。任何能夠讓他們瞭解的語言，我們都盡量使用。其中也有廣

東人，雖然聽不懂台語，但還是很耐心試著聽。我們也學習廣東話，效果還不錯。

有關是否西方人來參加法會一事，目前是沒有。若有的話，只是來參觀的。計劃

不久的將來有英文佛學的服務，以落實佛教本土化為目標。 

問：信眾多不多呢？ 
答：信眾約有兩三百人。除此之外，還有當地學校的高中生、大學生在學校修「世



界宗教」這門課時，因為需要作報告，所以來佛堂詢問與報告內容有關的問題。

他們雖然不是信眾，但是他們有興趣瞭解佛教。 

問：如果是這樣的話，法師怎麼幫助他們寫報告呢？ 
答：他問，我回答呀！然後他們就開始筆記下來。（笑）但是因為他們是初學者，

所以只是問一些很平常的問題。譬如說：佛陀最主要的教導是什麼？你們相不相

信有再生？你們為什麼要把頭髮剃掉啊？你們為什麼吃素啊？還有就是一些平

常看得到的佛像、法器等，譬如說：這一尊是什麼佛？那一尊是什麼佛？那個是

代表什麼？那個磬是什麼？那個木魚是什麼？凡是他看得見的都會問﹐只是停留

在一個好奇的層面。如果問得比較深入，就會問到關於心理層面的問題﹐可是這

種情形很少。佛教到美國，一定要度美國人，要融入當地主流社會，要本土化，

否則愧對三寶以及家師的栽培、鼓勵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