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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來臺灣青年學佛運動的回顧

佛教六十年來在臺灣的成長，固然是各方面努力的成果，但其中最

重要的影響，即大專青年學佛的推動，給佛教帶來新的生命，新的動力。

大專青年學佛運動中，又以大專佛學社團為佛教青年運動的最重要部分。

一、青年學佛運動的發展歷程（自民國四十九年～一百年）

（一）推動萌芽期（民國四十九年～五十六年）

民國四十九年，在周宣德居士帶動下，臺大晨曦社、師大中道

社、臺北工專慧光學社等大專佛學社團相繼成立。不久，中部也在李炳

南居士帶動下，於慈光圖書館每周六晚上舉辦大專佛學講座。此時佛學

社團的活動特點為：

1. 由學者及在家

居士推動，教

導內容以儒家

的修身處世態

度，或佛教慈

悲待人的觀念

為主，對佛教

教理的深入與

佛教修證的導

引，在這個時

代並不彰顯。

2. 師資較難專業化，由一些居士及國文系、哲學系的教授，以哲

學、藝術、文學、心理的立場來闡揚佛法。

經過時間的薰陶，這批學生對於佛法與儒家心性的學問有了一分

認識以後，紛紛尋找更深入，更專業化的學習場所，於是進入了第

二階段。

李炳南老居士（前排右六）所舉辦的慈光佛學講座（即後來的明倫
講座），周宣德居士（前排右五）每期都蒞會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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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場領導期（民國五十七年～六十八年）

此時除了以周宣德居士主導的慧炬雜誌社，及李炳南居士以明倫社繼續推

動外，大專佛學社的知識青年，慢慢走進了寺廟。從民國六十年松山寺大專佛

學講座擴大辦理開始，佛學社團又跨進了一步，呈現以出家人為領導的趨向。

北部：道安法師松山寺大專佛學講座的擴大辦理。

中部：蓮因寺懺雲法師的齋戒學會（民國五十六年）。

南部：佛光山星雲法師佛學冬夏令營的辦理（民國五十九年）。

在僧眾帶領下，這些年輕人從宗教的

修持及清規戒律，逐漸感受佛門深奧的面

貌。此時，佛學社的活動具有幾個特色：

1. 學社漸漸喜歡向道場、法師接近。

2. 佛法慢慢趨向傳統、醇正。

3. 漸漸有出家思想的散佈。

4. 社團組織已較嚴密，而且慢慢有小

組的理念形成。

5. 師資除了法師外，也有很多畢業學

長加入。

（三）蓬勃發展期（民國六十九年～七十七年）

在這第三階段的主導者，是先前在佛學社團裡受過青年學佛運動薰陶的居

士及青年僧。這一階段所引導出來的學佛運動非常多樣化、非常輕鬆活潑，而

且更加有生氣。同時，臺灣佛教也開始起步、蓬勃發展，各佛學社也慢慢有了

自己獨立的風格。此時佛學社活動有幾個特色：

1. 師資更傾向專業化，有很多年輕法師指導，這些法師多出自於大專佛學

社，或是具有佛學專業的師資。

2. 課程層次漸趨分明，從接引一般大眾的基礎佛法，到教理研究、修行方

法，都有專門課程。

3. 各學社畢業學長紛紛成立學長團，並在學校附近或租或買活動場地，供

學社使用，而且提供各方面技術及人力支援。

青年學佛運動的回顧與展望（摘錄）

道安長老於松山寺大專佛學講座講授《心經》（1971年）
（圖片取材自「道安長老數位紀念館」http://www.seeland.org.tw/
www/daoan/index.html，原提供者為聖南居士）

4∣ 雜誌 582期



4. 佛教道場體認到大專佛學社的重要，紛紛在假日舉辦大專青年活動，如

七十八年暑假中就有十個道場舉辦大專佛學夏令營。

5. 大專佛學社同學的深入研究機構─佛學研究所紛紛設立，增加青年深

入探討佛法的機會。

（四）多元轉型期（民國七十八年～八十五年）

到了七十年代末期，臺灣社會高度工商化、多元化，所以發展了三十年來

的定型化的佛學社團，並不能吸納很多學佛的同學。有些青年法師開辦了幾個

新的路程─如高中生模式、救國團模式的發展─來適應及接引更多年輕人

接受佛教。同時，也聯絡一些有緣的道場團體，一起推動一系列的大專青年活

動，與大專青年做整體的、多元化、多樣態的吸收與接觸。

這一階段中，佛教還發展了另一更有系統教育青年的方法，就是創立大

學，促使佛教界在財力、物力、人力上的資源，做最有系統、最準確、最高代

價的投入。

（五）轉折衝擊期（民國八十五年～九十年）

造成青年學佛運動的轉折發展，背後有其複雜的內外時空因緣。

就佛教內部因素而言，大專青年學佛經過三十多年發展，到達高峰狀態。

很多大專青年受到僧團的接引教育，對於佛法的修行產生好樂心，紛紛投入出

家行列，而此一出世修道思想，正與傳統社會之儒家文化、家庭觀念衝突。

就外在社會變遷因素來看，則包括少子化、社會物質誘因削減出世離欲的

動機、接觸佛法管道多、學校社團競爭與社會就業壓力大等因素的影響。以

上社會變遷現象，很難斷言什麼時候發生，都是在不斷漸進的，無聲無息中

轉變。

（六）大僧團發展期

其實大僧團早在民國八十年代就陸續在各大學成立直屬青年社團，只是當

時各傳統佛學社團仍在正常運作中，還看不清楚大僧團獨立系統的發展方向。

佛學社在各道場領導下，慢慢有自己長期歸屬的道場，也發展出幾個以大

專生為核心幹部的新興道場，如中部的李炳南佛教蓮社、蓮因寺、香光寺，南

部的元亨寺、佛光山，北部的慧炬雜誌社、西蓮淨苑、中佛會、靈鷲山、農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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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等。這時學社與道場，只是附屬關係，道場沒有完全的掌控權，所以學生會

有游離的可能，別的道場也容有吸收這些大專學佛青年的因緣。

可是後期，臺灣幾個大僧團成形，因不容易介入原有佛學社團，加上大僧

團各方面資源充沛，便紛紛成立自己的專屬社團，其發展利基包括具有清晰理

念、行政組織性強、信眾基礎雄厚、社會資源充沛等。

二、青年學佛運動的成效

可以看到，臺灣佛教青年學佛運動發展五十年來，確實發揮了佛教人才培

育的重要功能：

（一）大專佛學社是佛教菁英人才培育的管道，臺灣幾個新興道場的成立，

都與大專佛學社有關。

（二）臺灣佛教第三代大專畢業的出家法師，多半出自大專佛學社。

（三）許多第三代居士領袖，也都是大專佛學社出身。

（四）各地道場紛紛舉辦大專營隊、講座等活動，吸收各大專佛學社人才。

（五）各佛學研究所的設立，主要學員也是大專佛學社的學生。

由此可知大專佛學社的確培育出新一代佛教領袖人才（包括在家二眾），

教界對於此運動，更應加以重視，關懷努力。

三、青年學佛運動的困難

臺灣佛教青年學佛運動的主體，在大專佛學社團的推動。若單就歷來大專佛

學社團的推動而言，有以下具體之困難：

（一）成員來源少

大專佛學社成員的來源，在民國七十七年前，尚未辦理高中佛學營及高中

青年會之前，多半是在進入大學後，自己對生命有所省思而踏入，或部分是佛

教家庭子女受家庭影響而進入。他們在學佛過程中，周圍可以給予資源、鼓勵

的人很少，所以僅能靠對生命的自覺反省而學佛，但這種人比例很少。更且在

學業壓力、未來就業壓力、物質享樂的誘惑，及學校其他社團人力分散下，外

在環境對吸收佛學社團學員而言，是極不利的條件。

青年學佛運動的回顧與展望（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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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帶動力弱

佛學社因與道場接近，出離心非常濃厚，在校園裡較走向純佛法的修道腳

步，在生活層面、技藝層面、人際關係層面，缺乏強有力的韌性。所以佛學社

的活動範圍，往往局限在既有的生活圈，內容也較嚴肅單調。所以雖然有很多

佛教的實踐者，卻無法帶動影響其他同學。

（三）缺乏團體及組織的支持

大學生的求學時代雖已成年，但仍在學習中、摸索中，本身有著沉重的學

校功課壓力，又必須學習佛法，還必須親自處理學社行政工作，所以佛學社往

往處在乏人指導，而一屆一屆的在痛苦掙扎中生存度過。法師、學長們或許多

少能提供片面的、暫時的、個人的幫忙，可是大專佛學社真正需要的卻是有組

織性的、能深入教理的、能掌握時代訊息的、有各種技藝的組織團體來幫助他

們、支持他們。所以大專佛學社雖為佛教帶來很大的生命力，但它自己的生命

卻在痛苦掙扎中求生存。

（四）缺乏深入修學的環境

大專佛學社同學們為了生命的追求、為了真理的探討而走進佛學社，可是

當他們肯定佛法之後，卻不能在現實生命中找到安身立命的佛教場所，就這樣

流失了許多佛教人才：打算修行者，極難覓得出家的僧團；想要成家立業的，

也往往為了事業的初創而與佛教斷了關係，從此湮沒在社會人羣中而不可復

尋。我們希望這批年輕人，不管出家、在家，都能夠凝聚在佛陀的座下，為宏

揚佛法而努力，為佛教開創一番事業，這就有賴於清淨僧團的建立與佛教事業

的開創，才能安頓大專學佛青年於佛教中，不至於浪費了佛學社的努力。

青年學佛運動未來的展望

（編者按：「青年學佛運動未來的展望」主題，在惠空

法師的原論文當中，包括「理念」與「推展步驟」二部

分。本刊因篇幅限制，僅先摘錄「理念」的部分內容。）

回顧了六十年來臺灣青年學佛運動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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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也分析了其成效與困難，對於未來努力的方向，在此試著提出推動的

理念。

一、全面性的接引

接引青年學佛的工作，是全面性的，只要有青年的地方、只要與青年有關

的人、事、物，就要有接引青年的管道。

（一）在空間上

要認知到青年分布在世界各地，在每個國家、每種文化、每個家庭、每個

行業，都要去面對青年，建立接觸青年、教育青年的管道。如佛光山、慈濟，

掌握時代國際化的契機，發展國際青年組織，吸收世界各地青年來補充其內部

人力，壯大生命力。

再從一天活動的生活空間來看，不外學校、家庭、職業：青年在學校裡，

所以要推動校園學佛活動，乃至接引教師學佛，由老師影響學生。青年在家庭

裡，所以要教育父母，建立佛化家庭，由父母帶動子女。青年在每個行業裡，

所以要深入各行各業推動學佛社團。

（二）在年齡上

青年運動的主要對象雖是十八～三十歲的青年，但在整個帶動青年學佛的

流程上，應延伸到全年齡的接引。如四十歲以上的壯年，對佛教弘化仍有許多

幫助。因為他們的事業及家庭已穩定、成就，可以有更多時間、金錢、智慧、

地位、技術等來幫助佛教青年會的推展。

而十五～十八歲的高中生，馬上就進入青年，所以也必須對未來青年做更

深廣的歡迎、帶領、接引。

國中、國小，乃至幼稚園的小朋友，也都是佛教未來的青年領袖，需儘早

在其純摯心靈中，投入菩提苗種。

二、全教界的參與

每個青年都是佛教未來的領袖，都應有接受佛法教育的機會。此青年運動

是佛教全體的事業，所以必須是整體性的、所有寺院共同參與青年接引工作。

青年學佛運動的回顧與展望（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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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性、延續性的推動

青年運動是佛教永遠的工作，所以全體佛教僧伽都必須建立共識，攜手合

作、共同觀摩、切磋，團結佛教界力量來推動青年工作。

四、文化性、生活性的內涵

青年人是熱情的，是時代熱潮的

追逐者。所以在接引青年時，佛教也

必須認識時代潮流而加以善巧詮釋，

所謂同事攝。從文化的層面、生活的

內容中，走進年輕人的生命，進而將

他們引導帶歸佛法大海。

五、服務性、教育性的態度

佛法以教化眾生為本務、利益眾生為家業，所以必須從與眾生結善緣的

立場、以關懷眾生的心情來接引青年學子。在青年學子這一生命階段，各方面

都還在學習成長中，最需要各種有形無形資源的支持。所以必須從利他、布施

的立場，給青年學子們幫忙、服務，從服務中達成教育目的。教育他們能在思

想、理念、心靈上各方面獨立、成熟，在社會上安身立命。

其實青年學佛運動的層次是很寬廣的，每個青年都有可能接受佛教，問

題是佛教要用什麼方法、什麼媒體、什麼思想，讓這些年輕的大專同學、知識

青年來接受、來學習佛法，這才是佛教要思考的重要課題。有人說，佛教太古

老、太陳舊，跟不上時代；年輕人因為物慾的衝擊、生活的安逸，不能夠適應

這麼堅苦困難的出家生活。其實不全然，事實上，青年中有很多優秀分子正充

滿著理想，對人生宇宙有著深刻的犧牲奉獻精神，正等待著我們去接引。

作者為臺中慈光寺住持
本文為惠空法師所著《臺灣佛教發展脈絡與展望》中第十一篇〈青年學佛運動
的回顧與展望〉之部分摘錄，由臺中市慈光寺‧慈光禪學院出版，並授權摘錄刊載

十普寺與中華慧炬佛學會聯合主辦中小學教師暨
大專青年解行研習營，邀請淨心長老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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