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人：陳定銘∕發行所：法鼓文理學院∕地址：20842新北市金山區西湖里法鼓路700號∕電話：（02）2498-0707轉 5303∕網址：https://sp.dila.edu.tw/magazine/all/1.htm∕E-mail：lopeishin@dila.edu.tw

2023.07

第 期36

歡迎訂閱電子校刊

◎葉衣家

又
到了一年一度鳳凰花開

的畢業時節！今年的主

題「啟程」，畢聯會用心安排

系列活動來歡送畢結業生。豎

立在祈願軒餐廳門口的祈願

樹，點綴著手寫小卡與彩繪圓

石，填滿同學們的祝福愛語，

以及雋安同學的薩克斯風獨奏

演出，恭賀畢結業生鵬程萬

里。

6月10日上午，111學年度畢
結業典禮揭開序幕，今年佛教

學系學士、碩博士班及人文社

會學群，共70位畢結業生授頒
證書。陳定銘校長致詞時期

盼，本校以聖嚴法師心靈環保

為教育核心理念，培育同學們

悲智和敬的生命質量，離開學

校後能持續學習並為社會奉獻

一己之力，運用「四它」的觀

念面對人生的瓶頸。學校董事

長法鼓山方丈和尚果暉法師也

勉勵同學，學習是為了奉獻而

後有所成長，過程中練習山不

轉路轉、路不轉人轉、人不轉

心轉、心不轉乃至無心可轉的

生命境界。此次特別邀請本校

榮譽博士繼程法師以大學長的

身份與畢結業生分享，繼程法

畢結業典禮 勇健啟程
師提到，宗教具有安定人心的

作用，從而起到一定的社會功

能。心靈的安定是從迷信、仰

信提升到「智」，即知識的佛

教，有智慧的信仰正是聖嚴法

師的辦學理念。在學術研究進

而提升智慧的過程中，需回到

「信」的根本，即為人類服

務，進一步提升人的品質。

其後是畢業生代表致詞，

佛教學系學士班代表謝佩容表

示，從大一下學期即遇到疫

情，學習歷程雖從課堂改為線

上，卻更能體會外境轉變時，

自己內在的變化；佛教學系碩

士班代表宗慧法師特別感謝在

家居士的護持，而學校禪悅境

教的環境、解行並重的課程設

計，除了培養學術思辨能力，

更練習消融自他對立，實踐悲

智和敬的校訓；生命教育學程

代表顏美惠分享心靈環保的理

念不可思議，培養同學順應變

化，依然實踐夢想，而且更加

豐富；社會企業與創新學程代

表何建安則表示，畢業後如何

落實「好的想法」並「展開行

動」，才是挑戰的開始。典禮

尾聲，畢結業生在吟唱法鼓的

111
學年

祈願軒揭牌儀式暨期末感恩午餐會
◎本刊訊

▲		本校綜合餐廳改名祈願軒，6月28日舉行揭牌儀式。

風雨無阻 佛法盃中顯情誼
◎葉衣家

4月26日佛法盃在睽違兩年
後，終於在大眾引頸期盼

下再度回到本校舉辦。一早雖

天候不佳，陳定銘校長仍帶領

佛教學系師生夾道歡迎，同學

們用學校招牌灰傘組成臨時風

雨廊道迎接佛光大學師生到

來。開場由佛教學系主任鄧偉

仁老師與佛大闞正宗老師的男

子雙打熱身賽揭開序幕，賽程

中少了肅殺的氣氛，在悠閒與

歡笑中兩校同學彼此交流增進

情誼，下午天公作美，全體移

師至大慧館參與會後的餘興節

目。

佛大同學表示，第一次來

到法鼓，覺得環境十分優美，

處處都蓋得很有氣氛，彷彿網

美照中的場景，也希望在比賽

之外有更多互動的機會；本校

同學則覺得佛大同學活潑又開

朗，身著鮮黃色的系服，在會

場中格外顯眼，對於兩校同學

在比賽之餘的交流很熱絡，也

感到相當感動。

當天因為佛大師生另有行

程安排，故提早賦歸。鄧主任

表示，很可惜活動提前結束，

原本計畫帶領佛大師生共同體

驗本校剛通過環保署認證的

「法鼓心靈環保教育園地」導

覽課程。鄧主任也鼓勵各位同

學藉由比賽拉著老師們一起去

運動，增加平日練習的機會。

而身為全國大專院校之中唯二

的佛教學系，期待未來兩校交

流活動更多元。佛大郭朝順院

長則歡迎法鼓師生明年前往佛

光大學，並期待未來佛法盃除

了體育交流之外，也能華山論

劍，讓同學之間展開學術對

話，彼此激勵，相互學習。

6月 2 8日本校舉行「祈願
軒」揭牌儀式暨期末感恩

午餐會。本校餐廳自5月交由
蔬芙股份有限公司接手，試營

運以來，逐日步上軌道，讓教

職員生均能以合理的價錢吃到

營養均衡的三餐，原綜合餐廳

亦改名祈願軒。當日中午舉行

祈願軒揭牌儀式，讓學校的

「食」生活，邁向新的里程

碑。同時也感謝法鼓山僧團大

寮，十多年間為學校提供營養

均衡又菜色豐富的三餐。

此外，大家長陳定銘校長為

感謝全體教職員鼎力協助今年

5月第三周期大專校院校務評
鑑圓滿，讓評鑑委員們留下美

好的印象；與此同時，也感謝

大家自111學年度開始，除了
迎接新的人事布局，也充分發

揮了各自的專長，讓學校於短

短的一學年內做了許多的努力

與改變。為感恩大家的付出，

由人事室一併舉行期末感恩午

餐會。希望藉由此次的餐會，

給予教職員們輕鬆愜意的聚餐

時光，也交換大家這一年來相

互的工作心得。

歌聲中一同合影，上午略帶積

雲的陰鬱天色也漸露曙光，仿

若祝福同學們光明啟程。

▲		本校與佛光大學師生籃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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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次談過了洪州宗馬祖道

一法嗣下，師徒之間及

同參友人之間的茶公案，此

次談談曹洞宗及雲門宗的茶

公案。

六祖慧能（638-713）法
嗣下有位慧忠國師（6 7 5 -
775），他致力於推行「無
情說法」的禪風，有一則相

關公案記載洞山良价（807-
869）曾以「無情說法」參
問於溈山靈祐（771-853），
但是經過一番扣答之後兩人

並不相契，因此溈山靈祐轉

而介紹另外一位隱居於灃陵

攸縣石室相連的雲巖曇晟

（782-841），兩人經過了
一番對話後，雲巖曇晟舉了

《彌陀經》中「水鳥、樹林

悉皆念佛、念法」證明經典

中「無情說法」的教義，洞

山良价於此方有省悟，有一

天經過溪水時見到水中自己

的影子，才真正大悟「無情

說法」，述說開悟偈語「也

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

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

處聞時方可知。」

洞山良价經過眼耳悟到無

情說法，而禪宗公案之中茶

公案，即是以鼻舌悟到茶說

法。雲門文偃（864-949）

的《廣錄》中記載，他在喫

茶的會場，拿起茶盞向在場

的大眾說：「三世諸佛聽

法了，盡鑽從盞子底下去

也。」接著又說：「見麼？

見麼？若不會，且向多年曆

日裏會取。」雲門文偃認為

喫茶了就是茶說法了，茶說

法了三世諸佛就聽到法了，

喫茶的人是三世諸佛的未來

佛，因此喫茶的人是聽到茶

說法了，也就是將盞子裏的

茶全部喝進口中，就應該聽

到茶說法而明心見性，因此

問大眾「見性了嗎？見性了

嗎？」如果喫茶會場中有人

領悟了「無情說法」，當下

就會有人開悟。如果沒有領

悟的人，應該要在平常生活

歲月中去領悟體驗茶說法。

時代來到明清之際，禪宗

語錄中出現了大量「茶話」

的記載，其中曹洞宗湛然圓

澄（1561-1626）法嗣下最為
豐富，礙於篇幅有限，建議

有興趣者，可以參閱刊登於

《法鼓佛學學報》第20期之
文。（終）

談禪宗語錄中的茶禪公案Time

副校長
果鏡法師

Tea

祈願軒的來時路

▲		蔬芙執行長王品喬（右）獲方丈和尚果暉法師（左）頒贈紀念法語祝福。

2023年1月23日年初二，一
位好同學來參訪我位於汐

止的中央廚房，聊起如果能有

第二個現成的廚房，我願意用

素食來照顧更多人的營養與健

康，就這樣⋯⋯念起。

2023年2月4日年初十四，一
封來自法鼓文理學院總務長善

勇師兄的電子郵件，他說透過

法鼓山副都監法師得知我們的

中央廚房可以為學校提供素食

的團膳餐，他婉轉的說，學校

用餐人數不多，可能不具規模

經濟，不知道我們願不願意從

汐止配送到金山？如果配送成

本太高，學校其實有一個算有

規模的廚房，雖不到央廚等

級，但該有的設備都有，不知

道我有沒有興趣⋯⋯是心想事

成嗎？那個剎那我知道佛菩薩

為我送廚房來了！當天下午立

即上山與善勇師兄見面。看到

了這個廚房，心中升起一個

念，如果我可以進駐這個廚

房，我不但可以獨立專業的生

產素食餐點，還有機會就近並

運用我的專業，透過營養照顧

法師們的身體健康。從事病

人營養照護服務13年了，曾經

好幾次因為沒有辦法純粹的生

產全素食餐點，而無法照顧有

需求的出家法師，一直是我的

遺憾。學校的廚房，讓我的願

心重生，我願來到這裡的人都

能歡喜地吃到美味、營養的餐

點，驚豔素食也能很豐盛、健

康，也能自在地告訴我們他對

食物的需求與嚮往，不論是生

理的需求或是心理的嚮往，因

為我知道，對的食物能撫慰人

心，好的食物能促進健康，我

願貢獻我的專業，透過食物廣

結善緣，就這樣⋯⋯願生。

兵法云：謀定而後動；佛

法曰：有願就有力！我非將

才，只是佛弟子，所以我總不

選擇想清楚，也不謀定而後

動，因為很多事想太清楚反而

會自己嚇自己，舉步維艱、寸

步難行。13年前創業選擇了為
癌症病人提供客製化營養照護

服務，那時身邊醫療界的朋友

都告訴我這是一個很大的市

場，很有需求，我曾片刻的問

自己，這麼有發展為何沒人要

做？原因很簡單，因為很難

做，然而我是做了13年才願意
承認真的很難做。在我辦公桌

案頭前，聖嚴師父的法語「有

願就有力」，支持了我13年，
總是有不間斷的貴人，幫助我

度過重重關卡。這次接下學校

的餐廳，在大家眼中是件困難

的事，因為學校本身的現況，

沒有太多的用餐人數，若要組

建一個新團隊確實很困難，但

我堅信有願就有力，自己從原

有的央廚選了三個願意吃素的

同仁，運用過去既有的央廚資

源，以及全公司唯一不受勞

基法管束的自己，連續工作55
天，親自建立起運營流程。從

5月1日入駐廚房，每天從山下
央廚載著半成品，到5月16日
訂餐、用餐系統上線，我們雖

是文理學院，但我們有個很

資訊化的餐廳，餐點也開始全

在山上廚房處理，終於在6月
28日由方丈和尚果暉法師與陳
定銘校長為祈願軒進行揭牌儀

式。一路走來非常感謝總務長

善勇師兄的大力支持與鼓勵，

也感謝學校與僧團的照顧與支

持，來自十方的力量，許多的

法師、師兄姐們都前來相助與

加油打氣，就這樣⋯⋯力至。

祈願軒只提供給大家健康

求，在這裡你可以告訴我們你

心裏想吃的、你身體不能吃

的。祈願軒因願而生。

與美味的餐點，在這裡你吃到

的都是食物的本來面目，祈願

軒願滿足大家對餐點的所有需

（續）

▲		6月28日祈願軒揭牌儀式後，師生享用豐富美味的餐點。

◎王品喬（蔬芙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本刊訊新進專任教師介紹
Matthew	Orsborn	歐慧峰（佛教學系）

Matthew Orsborn （歐慧峰）老師
是來自新西蘭的佛教研究學者，為香

港大學博士，論文關注般若經典的倒

置平行結構，於2022年出版《早期般
若經的結構與解釋：以交錯理論為分

析》一書。在印度佛教文學與哲學之

外，歐慧峰老師於2000年在佛光山受戒出家直至2017年
的背景經歷，讓他近年轉向中國佛教僧團的受戒、教育

與僧院生活等方面之研究。其先後曾在中國上海外國語

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臺灣佛光大學與國立臺灣大學、

澳洲南天大學、泰國瑪希敦大學和英國牛津大學執教，

今年加入本校佛教學系師資團隊。

江玥慧（人文社會學群生命教育碩士學位學程）

江玥慧老師為本校人文社會學群生命教育碩士學位學

程新聘助理教授，江老師為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總校區

學習科技博士，先前於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任教，

研究領域為數位學習與論述分析、數位人文、教育機器

人。因認同法鼓山理念，轉至本校執教，預計開設課程

有：科技與自我覺察、教育實踐與生命反思、僧侶生命

故事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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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進修學士班首招20人
112年夏天，本校生命教育
學系終於迎來了第一屆進

修學士班的新生，二十位新生

透著喜悅的臉龐之下，承載著

一份炙熱的心以及對這段未知

旅程的好奇。

隨著臺灣正逐步邁入高齡化

社會，終身學習教育也成為一

個極為重要的課題。「心靈環

保」為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

所提倡之理念，法鼓文理學院

的成立即為秉持此一辦學理念

的具體實踐。因應時代潮流的

需求與變化，我們希望能讓更

多人有機會藉由參與生命教育

的學習，來達到終身學習的目

的，生命教育進修學士班便因

◎生命教育學系進修學士班

此成立。

這四年的課程規劃，不僅有

心理學、社會學、老莊思想、

哲學的對話等等，其中更包含

了完整的禪修課程。我們試圖

帶領學生們從不同的面向來看

見自己，藉由對自身生命的梳

理與探索，重新認識自己，進

而以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以及

身旁的世界。

我們期待著每一位學生走過

這段旅程後的蛻變，也誠摯地

邀請您加入這段生命的探索之

旅。

本
校為博雅教育小而美的特色大學，112學年佛教學
系博、碩、學士班報名人數分別為11位、20位與16

位，皆超過教育部核定可招收之名額數。經甄試入學或

招生考試後，博、碩、學士班錄取人數分別為4位、16
位與11位；人文社會學群之生命教育、社會企業與創新
兩碩士學程報名人數分別為32位與15位，錄取人數分別
為25位與13位；今年新設立、首次招生之生命教育系進
修學士班、社會企業與心靈環保碩士在職班之報名人數

則為22位與21位，將近滿招，錄取人數分別為20位與21
位；外國生、僑港澳生與陸生不分科系之報名人數共計

20位，錄取人數為16位，以上新生將於今年8月報到。

112學年新生訊息 ◎本刊訊

◎本刊訊

112學年度學生會正副會長經投票後，於6月1日開
票，會長當選人為佛教學系一年級淨忍法師，副

會長當選人為佛教學系一年級聖孝法師。兩人同為出

家眾，對學校抱持服務奉獻的願心。新任會長淨忍

法師表示，對學生會的工作充滿熱情和責任心，願意

為同學們的權益發聲，希望借助學生會的平台，為同

學服務，幫助他人，快樂自己。身為越南人的副會長

聖孝法師則說，當時來臺灣讀書受了不少臺灣人的協

助，因此想要利用此機會，為大家服務與貢獻！

第六屆人社學群學會會長經投票後，於5月23日
開票，由生命教育學程碩士班一年級彭久芳當選會

長，社企與創新學程碩士班張序妮當選副會長。新

任會長久芳表示，謝謝人文學群的老師、學長姐、

111級人社的同學們願意給予這個機會來學習！對她
來說，想試著接下這個任務，其實不是在於想要奉

獻什麼，而是一個實踐的機會。在學校讀了一年會

發現，很多的學習是課堂外的，相信學群學會的學

長姐應該都收穫很多，因此願把這個任務當作一堂

沒有學分的課程。

112學年學生會暨人社學群學會正副會長

為
了提升學生會幹部的綜

合素質和領導能力，學

生會6月27至28日舉辦學生自
治組織幹部培訓暨感恩分享研

習營。開幕式上，學務長蕭麗

芬老師熱情歡迎參與培訓的同

學，期望藉此活動，培養大家

的領導力。活動首先是破冰遊

戲，接著透過小組活動、團體

協作、團隊挑戰等，讓同學體

驗領導者在團隊中的重要性，

培養其決策力和解決問題的能

力。

學生會幹部培訓圓滿成功
◎釋淨忍

第二天是社團幹部經驗分享

會，大家分享了自己在社團工

作中的經驗和故事，也談到面

臨的挑戰與克服困難的方法，

並為新任幹部們提供實用的指

導和建議。活動尾聲，參加培

訓的學生們紛紛表示，兩天的

活動讓他們對於領導力的認識

更加深入，也獲得實踐與鍛煉

的機會，希望學校未來能繼續

舉辦此類活動，為同學們創造

一個更有活力、有溫度的校園

生活。

▲		6月27至28日舉辦學生自治組織幹部培訓暨感恩分享研習營。

▲		策展人陳尚潔（後右2）於展場中解說。

▲

		生命教育學系進修學士班首屆新生

班聚。

曖曖內含光 陳尚潔畫陶禪 ◎林靖緁

▲		學生會副會長

	 聖孝法師

由
佛教學系學士班四年級陳尚潔同學所

策劃的畢業呈現「曖曖內含光——陳

尚潔的畫陶禪」於5月10日在校史館視聽室
舉行開展儀式。創作人依自己的年譜，以自

我發現為出發，將時間軸分為過去、現在、

未來，製作過程中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四念

處觀」，於其中更加認識自己，再以每個成

長的轉折點為題材進行藝術創作。

「過去，總以為要走出黑暗才能找尋到

光，但在自我探索的過程中卻發現，黑暗

的本身就有光，只是那時候的我們還未發

覺。」策展人陳尚潔同學表示，這次的畢業

展，除了創作外，也是第一次的策展經驗，

從創作發想及製作到策劃、視覺設計與文

宣，都是自己逐項去完成。透過此次機會不

但學習到做事的方法，也更加認識如何與自

我相處，包括做事的方式、管控進度的能

力、自身的狀態、緊繃來源和如何讓自己放

鬆等。

    近年佛教學系學士班畢業呈現之方式、
主題愈漸不同，可見學生的多元發展性，有

了這些寶貴的經驗提供學習，期許未來的同

學們能夠更上一層樓。

▲		學生會會長

	 淨忍法師

生命教育學系

官方LINE群組

▲		學群學會會長

	 彭久芳

▲		學群學會副會長

	 張序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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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呂德文老菩薩遺產捐款助學
加

拿大第一代移民林呂德

文老菩薩遺產捐款近8百
萬予本校，其遺產執行人陳富

惠女士特地來臺，6月27日由
本校董事長法鼓山方丈和尚果

暉法師與陳定銘校長於校長貴

賓室接待。

陳富惠女士表示，林老菩薩

高齡94歲，於2017年往生，為
人慈悲、儉樸，認為自己的財

富是佛菩薩所給予的，要十分

謹慎善用。陳女士則為林老菩

薩的乾女兒，特地來臺轉達老

菩薩的心願，希望能贊助清寒

學子，而具有品性，及有心學

佛比學業來得重要。方丈和尚

果暉法師回應，學校以心靈環

保為核心價值，亦如創辦人聖

嚴法師所倡：道心第一、健康

◎本刊訊

▲		方丈和尚果暉法師（右4）與陳定銘校長（右3）等人一同接待遺產執行人陳

富惠女士（中）。

第二、學問第三，因此學生多

是認同此理念才來校就讀。此

外，本校出家眾學生一律完全

免費，佛教學系在家眾則僅收

雜費，未收學費，人社學群在

家眾則以公立大學的學費標準

為
了促進學校的國際交

流，本校在暑假期間與

國外學術團體合作，成功舉辦

了數個國際青年來校的短期參

訪交流活動。7月3日，法鼓山
洛杉磯道場常俱法師帶領的北

美青年法鼓山巡禮團隊近90餘
人來校。為迎接這次特別的訪

問，本校安排了系列課程，包

暑期美日青年交流 ◎國際事務組

括心靈環保環境教育課程、茶

禪體驗以及佛教現代化和佛學

數位資訊課程，並與本校師生

進行交流座談，共同探討學佛

的動機、佛教在西方的發展，

以及華裔青年在西方社會中學

佛修行的理解和實踐。

由美國木魚計畫協會主辦，

本校協辦的「2023年木魚計畫

▲		2023年木魚計畫國際青年佛學工作坊於7月22日至24日在本校舉行。

▲		7月3日法鼓山洛杉磯道場北美青年法鼓山巡禮團來校。

國際青年佛學工作坊」於7月
22日至24日在本校舉行。來自
16個國家的60多位大學菁英學
員參與其中。活動內容包括朝

山體驗、環境教育課程、佛學

論壇以及佛學相關課程和座談

交流。在座談交流會上，熱

烈討論了臺灣佛學的學術特色

和優點，以及對佛教教理的疑

問。同時，也深入探討了西方

人在亞洲學佛時可能面臨的文

化挪用，以及西方人如何在亞

洲就讀研究所的議題。

8月26日，則有姊妹校日本
立正大學佛教學部師生到訪，

距離上次交流已將近有十年的

時間。這次訪問將進一步加深

兩校彼此間的合作關係，帶來

更多共同的學術與文化交流機

會。

義大利上智大學及
印度台北協會蒞校訪問
◎國際事務組

7-11智FUN機於今年過
年開張了！這是進駐

於學生宿舍禪悅軒的自動

販賣機，商品多達70種以
上，有多樣口味的麵包、

泡麵、零食點心、飲料、

水果、沙拉與簡餐等等，

皆為素食。智FUN機還成
立Line群組，若有固障、
缺貨等任何問題，可隨

時傳遞訊息，由山腳下

的7-11商店快速補貨、維
修，還可使用悠遊卡支

本
校姊妹校義大利上智

大學新任校長D e c l a n 
O'Byrne教授等一行8人於5月1
日蒞校訪問，進行學術交流，

及討論未來具體的合作事項。

本校與義大利上智大學於2014
年締結為姊妹校，歷年交流

密切，並於2019年邀請該校
前校長高達蒙席教授擔任本

校榮譽教授。現任校長Declan 
O'Byrne教授為首次來訪，交
流時表示，未來將深化兩校間

的合作關係，建立更具體的合

作項目，如學生交換、學者互

訪及共同舉辦學術研討會、佛

教與天主教的宗教對話，期望

促進世界各宗教間的和諧與發

展。 

印度台北協會崔柏尚副會

長於5月2日偕同游修雲秘書蒞
臨本校訪問。基於印度是佛教

發源地的歷史淵源，副會長表

示未來希望能拓展印度的大學

與本校佛教學系的學術交流關

係，共同合作舉辦具印度特色

的活動，如瑜珈課程等，並共

同致力於佛教的全球化及國際

化的推展。佛教學系主任鄧偉

仁老師也表示，本校與印度普

納大學有合作協議，近年來也

有多名學生前往該校交換及至

其他當地機構實習，目前有一

位佛教學系碩士班學生在當地

交換，及一位畢業校友留在印

度教授華語。未來期望有更多

的印度學生來校交流學習。

▲		義大利上智大學新任校長Declan	 O'Byrne教授（左1）蒞校訪問，陳定銘校長

（左2）與佛教學系主任鄧偉仁老師（右1）陪同參觀大願校史館。

禪悅軒智FUN機開張！
◎本刊訊

支付。目前學校也提供多筆獎

學金供學生申請，每年也有許

多海外學生來校就學。在場與

會者亦有副校長果鏡法師、佛

教學系主任鄧偉仁老師、學務

長蕭麗芬老師、涂善勇總務長

等人一同接待，隨後亦參觀校

園與校史館。

付，為住宿師生提供一大

福利，無需下山就能享受

24小時無人店般的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