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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使法光同學們有機會認識其他佛學院、佛研所的教學環境與教育概況，

也讓同學們藉此機會互相交流彼此的學習心得，法光的同學們就在諸位師長的帶

領下，學習善財童子五十三參的精神，一路由北往南，見識大千世界。 

  第一站先到位於觀音鄉的弘誓學院，承蒙其創辦人昭慧法師與現任院長性廣

法師熱誠地簡介弘誓學院創辦的宗旨與教學的方針。簡介該學院辦學主旨乃在於

深入理解佛法義理，並同時注重日常生活的修行，讓學生們在待人處事上能與佛

法相應，而能自利利他。由兩位法師的開示與帶領參觀教學軟硬體設備中，末學

亦能感受其真誠投入的弘大誓願。教學大樓中每一空間皆作了充分利用的布局，

不但用心而且別緻。由於其教學型態較為特殊，沒有常住的學生，平時學生們各

各奉獻身心於所屬的道場，唯藉定期聚會排定課程，期能經由短期學習就可達到

充電的效能。使學生回到道場後，依舊能夠道心煥發，勇猛精進於渡眾利生的菩

薩行上。末學覺得這種制度頗為可取，讓離開學校的同學仍有機會撥空再回來充

電一番，想必更能保持向佛之道的長遠心。短期、密集又有次第的進階學習，同

時也可將學以致用的心得與正在學校中的同學們分享，展現解行互惠的成果。 

  接著蕭所長於交換心得的活動中，也談到法光的遠景及目前的課程概況。法

光是一個相當開放的佛學研究環境，不但同學們得以自由選讀，並開放給其他在

學的博、碩士班學生選修或社會人士在職進修。末學在法光近三年來的小小學習

心得也很想與他人分享：法光的師長們不但博學多聞而且學有專長，語言能力更

是強得令人深為佩服。梵文、巴利語、藏文、英日文等科科精釆；教史的課程亦

教人受益無窮，不論是時代上的隋唐佛教或是地域上的敦煌佛教甚至遠到西藏、

印度、中亞等等，除此之外，經教、論典也都多方涵攝；研究方法更是豐富齊全，

不論版本目錄、語言文獻、翻譯注釋、聲韻訓詁、古文字學等，在在都能提昇研

究佛法的深度與廣度。若無步步踏實的認知，何求天馬行空於茫茫然？若能正

念、正知、正思惟，又能道出有憑有據的言論，則對芸芸眾生弘化的攝受力是難

以計量的。法光所開的佛教文化課程是多元化的，可稱得上是多釆多姿、蓬勃煥

發。末學常感唸書時間不夠用，以致常常捨不得睡覺，只為了趁這三年中多學習

一些。總覺得生命無常、人生有限，來日是否仍有如此殊勝的因緣是很難預料的，

此時此刻不把握更待何時？ 

  接下來到了福嚴佛學院。在院長厚觀法師及，齎因法師、廣淨法師的引導下，

參觀其圖書館及推廣教育中心。福嚴圖書館增加了一些國內少見的日文套書與研

究論文，近又新增了藏文大藏經等資料。想必校內亦有興趣於西藏佛學研究的人

才，隨喜於佛學院的研究風氣，漸能以宏瞻的角度，客觀深入於不同語文、不同

傳承的佛法精髓。憶及厚觀法師剛回國時，末學有幸可以聆聽老師講授《大智度



論》，末學選擇的報告題目是《菩薩的種類》。老師要求末學查出部分的德文相關

資料，當時末學直推說不懂德文無法處理。承蒙老師不嫌棄，居然耐心地指導末

學逐句對照解讀的方法。堂上報告時又一邊幫末學補充、指正，讓末學在兩星期

的報告中受益匪淺，至今仍令末學深深感銘，這是末學心目中的菩薩風範。 

  此次參訪的主要目的是拜謁印公導師，並藉此機緣請益，聆聽教示。於午後

不久，全體師生抵達永光別苑，一進門即見到面容慈藹的印公導師，立刻可以感

受到導師對師生一行人的來訪十分高興。大家禮完佛後齊集導師身邊及周遭，將

其團團圍繞，導師亦隨機開示，勉勵同學們：研究佛學、認知佛法的真正目的是

讓自己的身心能夠清淨。在佛法的修持及佛學的研究上，應能解行並進，確實把

握住佛法的特質。導師因身體欠和正在療養中，聲量不大。由於末學坐在最外圈，

能聽到而解讀出來的有限，所以無緣盡知全意。但有緣再次拜謁導師，見其得以

精神爍然、身無大礙，乃令人感到無比欣慰。謹深深祝禱印公導師長住世，法輪

之光常輝耀。 

  次達芬園祥光寺。見到那典雅的道場外觀、莊嚴的大殿以及清幽的禪堂，在

在令人流連忘返。當末學冒昧請教住持師父禪睦法師其尊慈所贈的日文匾額詞意

時，住持師父竟拉著末學的手逐句講解，讓末學感到既榮幸又倍覺溫馨，無形中

感受了諸多難以言宣的攝受力。在這兒讓一行人嚐到了道地的土產--熱騰騰的包

穀，豐碩的蜜桃以及茶漬蜜餞，那種回到家的感覺油然而生。接著又到南投碧山

岩寺，這裏是法光祖堂所在地。參觀了法光創辦人如學禪師紀念堂的籌設處，更

令末學緬懷創辦人的勞苦功高，早期的慘淡奔波之下，如今得能法脈綿延海內

外，其法子法孫皆能克紹箕裘，繼承其志。其大願大心令十方學子得蒙法益，實

讓末學感懷不已。希望在法光三年所學的一切，來日亦能學以致用，利益群倫，

不致辜負創辦人一番菩薩大願心。離開時當家師父為一行人準備了豐盛的便當，

這一路感謝諸大菩薩關照愛護，實在感激不盡。 

  近晚時分，全體抵達雲林林內白馬山菩提寺。經由蕭所長的因緣，一行人得

以在此掛單過夜。大殿裏有諸尊巍然矗立的佛像非常端嚴。明珠仁波切熱誠又風

趣地為大家簡介菩提寺，以及他和格賴仁波切的來臺因緣，接著觀賞錄影帶，使

同學們對西藏佛教道場有一直接而清楚的認識。又蒙久違了的果碩仁波切，特別

於百忙中接見了這一群同學們。記得果碩仁波切在法光授課講到發菩提心時，曾

當場哽咽莫名。那一幕仍烙印在末學腦海中，每逢思惟，心中亦不免一片慘然。

而達賴喇嘛此次在林口講解心經時，也是當眾掩泣。末學實在感佩這些轉世仁波

切的菩提悲願，他們心中就只為眾生的能否離苦得樂而憂懷。一心一意唯思拔眾

生苦、與眾生樂，能修到這種心量，那是何等的令人讚歎！晚間果碩仁波切為同

學們開示了一個多小時，句句皆是鼓勵發菩提心。令末學再次感受到仁波切那種

悲懷，深深感念其教誨與加持。 

  次日天未亮一行人就上了車，遊覽車直駛阿里山。師生們沿著遊山步道，繞

山而行。二十多年前來過的阿里山小火車站，經過改建後已改頭換面。姐妹潭似

乎變小了？或許是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心理投射吧！在這兒末學才想起小錢包遺



落在火車站的洗手間，心想並未放什麼值錢的物品，本打算放棄追尋。倒是在碧

山岩寺抽的詩籤，教末學割捨不下，有人鼓勵末學回去找找看。於是末學決定自

個兒走回頭路，幸蒙惠美同學願意相伴。一路上末學留心遊客身上的裝配，真是

菩薩保佑，讓末學發現了小布包的垂帶，走到半路就尋回遺失的錢包，因此才能

又與大夥兒會合，繼續遊山的行程。 

  在巨木林中的印象深刻，好幾棵樹齡皆在數千年以上。同學們換算成不同的

朝代，有些樹在東漢時期已經存在。那時佛教才剛傳入中國，這些樹就已在臺灣

落地生根。如今佛教也在臺灣落地生根而茁壯成蔭了嗎？但願佛教也能像這些巨

木一般，深受保護與培植。林中豎有一塊大石碑，碑文敘述往昔日據時代濫砍巨

木，引發群樹神怒，使得伐木工人相繼慘死，無人敢伐。於是當局樹立石碑、祭

祀樹神，才結束了這場浩劫。誰說草木無情？本生經中提到好多則樹神的故事，

而且這些樹神還是佛陀或佛陀一些弟子的前生。在千年巨木林中享受著無價的森

林浴，前一天滿腔的法喜也一起融入於阿里山聞名於世的壯觀巨木林中，覺得「法

界」、「法相」和「法性」好像已不是那麼遙不可及的名相了。不知是芬多精的效

應，還是法語的加持之故，感到一切都那麼清新、寧靜。人我交融而參天地之化

育，好似與一片大自然參合分不出界限了。末學才疏學淺，難以筆墨形容那種清

虛的狀態。 

  當晚承蒙蔡老師招待全體師生在嘉義享用豐盛的素食，這一趟參訪真是收獲

良多，受益匪淺。感恩佛菩薩加被。這一趟身、心、靈之旅真可說是寓解於行，

備感殊勝難得。佛菩薩的護祐、仁波切的加持、諸山大德的教示、師長們的關愛

照顧、同學之間的相互扶持，在在令人留下深刻的回憶，更為未來的生涯帶來甚

大的啟發力。感謝所裡的安排和禪昇師父多方的張羅，才能順利地參訪創辦人如

學禪師法脈下眾道場。末學言駑筆鈍，言不盡意，願將一切法樂迴向一切諸有情，

更願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辦學有成，祝禱「鐘聲遍華藏界內，佛法揚塵剎國中，

功勳祈世界和平，利益報四恩厚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