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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2 年疫情期間，法鼓山護法總會為了令社會大眾可以安定身心、學習佛法，首次在地

區分會舉辦「茶話禪心」茶禪課程和體驗，邀請果鏡法師為分會舉行茶禪種子培訓課程，以

培育學員成為茶主人，並於分會舉行茶禪體驗。 

本研究透過「茶話禪心」的社會影響力評估，分析護法總會（佛法組織）在分會（他人/

社會）舉行「茶話禪心」茶禪課程和體驗，對參加者（個人）產生什麼成果和影響？發揮什

麼社會影響力？研究以影響力價值鏈（Impact value chain）作為分析架構，通過深度訪談、問

卷調查和參與觀察，收集「茶話禪心」利害關係人的影響與成果資料，論述其在個人、他人、

佛法三個面向所受的影響與成果如何發生，以此評估「茶話禪心」對利害關係人的價值和社

會影響力。研究成果可以提供法鼓山護法總會及執行分會，作為資源投入推廣禪修和佛法產

生的成果和社會影響力之參考。同時，也讓社會大眾，更加了解茶禪、茶和禪之間的關係，

從不同角度（西方評估理論）看東方的宗教文化（茶禪）。 

本研究發現利害關係人參加「茶話禪心」後，在個人、他人、佛法三個面向所受的影響

之間是互相呼應、緊密相扣的，而利害關係人在個人和佛法的成果重要性程度分數高於他人，

和個人有關的成果也佔最多項，由此可見對個人產生的影響和成果最大。同時，活動參加時

間愈長，所受的影響和重要性也愈高。從利害關係人在個人、他人和佛法三個面向所產生的

成果，可見「茶話禪心」活動是一個自利利他的過程，從個人的學習成長出發，再到與他人

的分享互動、佛法的推廣弘揚，發揮了社會影響⼒。 

關鍵字：茶禪、社會影響力、法鼓山護法總會、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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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pandemic in 2022, the Dharma Drum Mountain Fellowship organized the "Tea Talk 

Chan Mind" training course and experience at regional branches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initiative 

aimed to stabilize people's minds and bodies and learn Buddhism. Venerable Guo Jing was invited to 

conduct the Tea Chan seed training courses at the branches, cultivating participants to become tea 

hosts and to hold Tea Chan experience at the branch. 

This study conducts the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of "Tea Talk Chan Mind", analyzing the 

outcomes and impacts on participants (individuals) when Dharma Drum Mountain Fellowship 

(Buddhist organization) holds Tea Chan training courses and experience at the branches (other 

people/society). Using the Impact Value Chain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study collects data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questionnaires, and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to discuss how the impacts 

and outcomes generated in three dimensions-individual, others, and Buddhism, thereby assessing the 

value and social impact of "Tea Talk Chan Mind" on stakeholders. The findings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Dharma Drum Mountain Fellowship and its branches to understand the outcomes and 

social impacts generated from their resource investment in promoting Meditation and Buddhism. 

Additionally, it helps the public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 Chan, tea and Chan, 

viewing Eastern religious cultur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Western evaluation theory).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impacts on stakeholders in "Tea Talk Chan Mind" are interrelated and 

closely linked across the individual, others, and Buddhism. The importance scores of outcomes 

related to the individual and Buddhism were higher than those related to others, with individual-

related outcomes being the most numerous.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greatest impact was on individuals, 

with longer participation leading to higher levels of impact and import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ea Talk Chan Mind" is a self-benefiting and altruistic process, starting from individual learning and 

growth, then to sharing and interacting with others, and promoting and disseminating Buddhism, 

exerting social impact. 

Keywords: Tea Chan, Social Impact, Dharma Drum Mountain Fellowship, Med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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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前言 

壹、研究背景 

以前身處香港，工作生活步調繁忙緊張令身心俱疲，總希望可找到方法令自己

慢下來，身心放鬆、放慢、放下，保持內心的寧靜安定。後來移民台灣，又適逢新

冠疫情爆發，社會人心恐慌不安，人與人之間疏離，造成身心創傷。如何尋找安定

的力量，重建人際關係，是自己和社會疫後面臨的一大課題。 

在此期間，學習佛法、參加禪修和法會、入讀法鼓文理學院，發現除了可令自

己身心安定，對個人自己的生命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和改變，重新認識個人和他人

的關係，也開始思考佛法與個人（自我）、他人（社會）三者之間的關係？禪修和

佛法對自己的影響何在？從個人出發，思索佛法/宗教在社區和社會扮演著什麼角

色、發揮著什麼作用？ 

佛法具有教育和關懷的重要功能，在社區/社會推廣禪修和佛法可令人身心放

鬆、安定自在、互助分享、自利利他，產生社會價值和社會影響力，令社會更美好。

但如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所言：「佛法那麼好，但知道的人那麼少」，故想知道如

何在地區分會推廣佛法以令更多人受益？推廣佛法不但可關懷自己，也可利用佛

法關懷別人。 那宗教組織在地區分會舉辦課程活動推廣佛法時，會產生什麼社會價

值和影響力？又如何評估這社會影響力？  

2022 年疫情期間，法鼓山護法總會為了令社會和分會鄰近大眾可安定身心、

學習禪法和佛法，首次在分會舉辦「茶話禪心」茶禪課程和體驗活動，邀請果鏡法

師為分會進行茶禪種子培訓課程以培育茶主人。茶主人在茶禪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他們負責帶領和執行整個泡茶的過程，精通泡茶技藝，熟悉茶禪禮儀、茶文化

和禪法。當學員成為茶主人後，再於分會舉行茶禪體驗，本人為學員之一。課程通

過培訓學員成為分會茶主人，讓大眾體驗茶禪，學員從場佈開始，學習以茶入禪，

透過茶席體驗茶禪的形式，果鏡法師教授茶文化知識、觀看聖嚴法師開示影片、解

說茶公案和佛法，令學員知道了解茶和禪的觀念和方法、明白佛法義理，可以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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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也可以和別人分享。透過在日常生活中的泡茶、實踐修行過程，覺察自己的

身心，令自己身心安定、專注當下，用禪修中的觀身受法進行泡茶，從賞茶、置茶、

沖茶、奉茶到品茶，以茶融入禪法與佛法，令參與的大眾可靜心品茗，專注當下、

安定身心，在疫情時代彼此分享，重新感受人與人之間的溫暖。 

貳、研究動機 

由於在籌備和參與「茶話禪心」活動當中，對佛法與個人（自我）、他人（社

會）三者之間的關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通過茶禪（佛法）的過程和交流，促進個

人和他人（家人、朋友、公眾）的關係，對參與其中的人也產生了影響，故想借本

研究了解佛法、個人和他人三者互相的關係，如圖 1-1。 

 

 

圖 1-1 佛法、個人和他人三者關係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 

佛法

（宗教組織）

他人

（社會）

個人

（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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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自我）：通過茶禪可以令人回歸內在安定，以茶入禪，把禪的精神應用

於泡茶中，這也是茶禪對自己最大的作用，可令人更清楚身和心的連結，把心放在

每個動作上，沒有雜念，身心和茶具融合，念頭只有泡茶，即是禪修（佛法）。這

也是茶和禪的關係，把禪的心放進茶中。禪修就是體驗它，欣賞自己在喝，沒有許

多的雜念，用心體驗生活，禪修盡在其中矣（聖嚴法師，2011）。禪就在日常生活

中，在品茗那杯茶中體驗到專注安定，體會每刻當下。通過行茶的過程，覺察自己

的內在和身心的狀態。透過禪修，可覺察身體的放鬆、心情的放鬆，令自己專注當

下的每一個動作。 

他人（社會）：茶禪相對其他禪修活動，茶主人除了可以令自己安定下來、專

注當下，同時也透過奉茶，把這份安定自在分享給他人。個人在泡茶過程中產生的

安定放鬆可轉化傳遞到他人的手上和口中，以茶禪體驗的過程把這份安定放鬆和

他人分享，和別人的生命連結，也可把這份安定體驗在分會（社會）分享給大眾，

達到自利利他，對參與的社會公眾產生影響。 

佛法（宗教組織）：宗教組織法鼓山護法總會舉辦茶禪課程與體驗活動，茶禪

是禪修的其中一種方法，通過學習茶襌的過程，個人（自我）感受到這是一個解行

並重、了解修行佛法的實踐過程。佛法在當代社會的代表是宗教組織，同時也通過

宗教組織向個人和他人社會加以弘揚。 

基於對以上佛法與個人、他人三者之間的關係思索，本研究嘗試透過社會影響

力的評估，分析法鼓山護法總會（佛法組織）在分會（他人/社會）舉行「茶話禪

心」茶禪課程和體驗，對參加者（個人）產生什麼影響？發揮什麼社會影響力？了

解如果從社會影響力評估的角度，來研究分析法鼓山護法總會「茶話禪心」，能如

何反映出此活動所創造出來的社會影響力？當用社會影響力的架構分析評估時，

茶禪有何不同之處？以令社會大眾更加清楚法鼓山在社會推廣佛法帶來的社會影

響力。 

除了以上的研究動機之外，本研究發現如果從社會影響力評估的角度，據過去

相關文獻回顧，從來沒有研究把社會影響力的分析方法運用於茶禪上，本研究是首

篇以社會影響力角度分析茶禪的論文。鑑於有關茶禪的社會影響力評估研究之不

足，本研究希望填補這一空白，探討茶禪的社會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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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壹、研究問題 

基於以上的研究背景和研究動機，研究者在個人、他人、佛法三個面向產生了

以下的研究問題： 

一、個人：透過「茶話禪心」茶禪種子培訓課程與體驗活動，對參加者（利害關係

人）個人的身心、行為等有什麼影響和成果？ 

二、他人：如何在地區分會通過舉行活動向他人和社會推廣佛法？舉行「茶話禪

心」活動對參加者和他人的關係有什麼影響、成果和價值？  

三、佛法：如何評估宗教組織舉行活動所產生的影響和成果？通過「茶話禪心」活

動，在佛法方面對參加者可以產生什麼影響和成果？透過「茶話禪心」弘揚佛

法，可以產生什麼社會影響力？ 

由以上的研究問題，可見評估法鼓山護法總會首次在地區分會舉辦「茶話禪心」

的社會影響力，是本研究的核心。社會影響力是一種非實質的概念，本研究以影響

力價值鏈（Impact Value Chain）作為研究方法架構，分析參加者（利害關係人）的

投入、產出、成果與影響，用社會影響力把茶禪無形、精神價值的觀念呈現出來，

以令社會大眾更了解法鼓山「茶話禪心」活動的社會影響力。 

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影響力價值鏈作為分析架構，以此了解各利害關係人參加「茶話禪心」

後所發生的成果與影響，以評估法鼓山「茶話禪心」的社會影響力與價值。呼應以

上個人、他人、佛法三方面的研究問題，本研究欲達成以下三方面的研究目的： 

一、個人：分析了解法鼓山「茶話禪心」活動中的各利害關係人（授課法師、學員、

專職、義工、體驗參與者），參加課程和體驗後有何影響、對自己個人所產生

的成果。  

二、他人：客觀檢視參加法鼓山「茶話禪心」活動之狀況，通過分析其影響和成果，

了解對周遭人事物，包括他人和社會帶來的影響。同時，也令社會大眾更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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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何謂茶禪、茶和禪之間的關係，可以從一個新的不同角度（西方評估理論）

去看東方的宗教文化（茶禪）。 

三、佛法：探討法鼓山在地區分會利用舉辦茶禪課程與體驗活動，推廣禪修和佛法

所產生的成果、效益和社會影響力。希望研究結果能提供舉辦組織——法鼓山

護法總會及相關執行單位分會，作為優化課程、調整地區分會發展模式的管理

依據，也能讓法鼓山等資源投入單位得以看見已落實的具體成果，以 評估其社

會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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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要了解研究的內容、目的和之前學者的研究情況，就必須進行文獻探討，本章

共分三節加以探討。從第一節探究茶禪的歷史緣起和意涵，到第二節當代和法鼓山

的茶禪，從中呈現茶禪從以前發展至台灣當代法鼓山茶禪的核心內涵，其茶禪精神

如何一脈相承？茶文化與禪文化如何結合？對當代人的日常生活有何影響？第三

節探討社會影響力的文獻論述，從社會影響力的概念、發展，到相關的社會影響力

評估工具架構，以及如何應用其架構方法評估法鼓山護法總會「茶話禪心」的社會

影響力。 

第一節 茶禪的歷史緣起和意涵 

壹、茶禪的歷史——茶與禪 

茶禪一詞由「茶」與「禪」組成，「茶」與「禪」何時開始結合？「茶文化」

又如何融入「禪文化」呢？「茶」泛指茶文化，最早見於中國茶文學作品記載，出

自晉朝杜育的《荈賦》：「靈山惟嶽，奇產所鍾；厥生荈草，彌谷被崗」，其中「荈」

即為茶葉的老枝、粗茶。民間傳說神農氏嘗百草，即知茶有解毒藥效。 

「禪」是佛教用語「禪那」（dhyāna）略稱，起源於印度，不同宗派有不同的

層次和定義，唐代圭峰宗密禪師在《禪源諸詮集都序》中指出：「禪是天竺之語，

具云禪那，中華翻為思惟修，亦名靜慮，皆定慧之通稱也。」「禪」有定、靜慮、

思惟修等意思，所謂定是指心止於一境；靜慮可理解為冥想（meditation）；思惟修

不是思想，而是用心在方法上不斷地觀照，一離開方法就再回到方法，使自己繫念

於方法，即是用方法把散亂的心念變成能夠集中的心念，然後再達到心念的前後統

一，這就是入定，如果能更進一步把統一的定心破除、揚棄，出現的就是無我和無

心的境界（聖嚴法師，2016）。 

「茶」與「禪」的結合，最早可追溯至晉代《晉書‧藝術傳》（吳立民，2000），

文中記載後趙都城鄴城昭德寺道開法師坐禪修行、晝夜不眠，日服數顆藥丸充饑，

並「飲茶蘇一二升而已」，「茶蘇」是把茶與薑、桂、棗、橘等混合煮成的茶湯，可

見當晉代僧人已懂得以「茶」減少睡意，幫助參「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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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禪文化正式確立與普及則是從唐朝開始，這也是中國歷史上首次正式記載

了「茶」與「禪」的相遇，唐代封演的筆記《封氏聞見記．卷六》記載：「茶，早

采者為茶，晚采者為茗。……南人好飲茶，北人初多不飲。開元中，泰山靈巖寺有

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務於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舉飲，

從此轉相倣效，逐成風俗。」文中「降魔師」為禪宗北宗開創大師神秀的弟子禪師

降魔藏，可見唐朝開元年間，僧人喝茶助禪，並在民間形成仿效的飲茶風俗。唐代

北方的飮茶文化和北宗禪的盛行也有密切關係，喝茶在各寺院中廣泛流傳，僧人不

但飲茶參禪，也以茶供佛（方立天，2018）。同時，可追溯到西晉圍繞茶而展開的

宴會，在唐代也大量舉行，又稱茶會、茶筵，依茶會性質分為宮庭茶會、文人茶會、

寺院茶會等。 

唐朝自「三武之禍」滅佛事件後，以禪宗發展最盛，禪僧多務農種茶，禪門佛

事亦有以茶為名目者，禪宗百丈懷海禪師更正式將坐禪飲茶列入記錄禪寺生活制

度的《百丈清規》中，說明有關茶禮節、茶職事、茶場域等不同規範。書中記載了

寺廟內設置「茶堂」，用來招待賓客茗茶、僧眾討論佛法，有專門煮茶的「茶頭」

和為信眾奉施茶水的「施茶僧」，同時亦設置了「茶鼓」，以擊鼓召集寺院眾僧飲茶。 

 茶文化與禪文化皆盛行於唐朝，而令茶由飲而和佛法結合者，則是始自僧人撫

養、在寺廟長大的茶聖陸羽，中國第一部茶書也於此時出自他筆下。在唐代之前沒

有專門的茶書，《爾雅》條目「檟．苦荼」經由晉郭璞之注，是現存最早對「木本

茶樹」做分類定義的文獻。《茶經》由陸羽所著，前後寫了近二十年才完成，是中

國現存最早全面完整介紹茶的專著。《茶經》的完成代表中國茶文化的成熟，茶的

功用更為世人所熟知，茶禪文化也在僧俗往來中更具規模，而唐代僧人皎然和陸羽

的交往正是最好的例子。 

「茶道」一詞最早由皎然法師提出，他亦被稱為「茶道之父」，是陸羽撰寫《茶

經》期間的良師益友。皎然法師在《飲茶歌誚崔石使君》一詩中首次提出「茶道」，

指出茶事、品茗與修道之間的關係： 「一飲滌昏寐，情來朗爽滿天地；再飲清我神，

忽如飛雨灑輕塵；三飲便得道，何須苦心破煩惱。……孰知茶道全爾真，唯有丹丘

得如此。」皎然寫了多首飲茶詩，呈現了唐代當時的飲茶風氣面貌，反映出茶與禪

的結合，並強調茶禪的義理在於不離生活，奠定了唐代的茶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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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歷史發展脈絡中，可以看到茶禪文化醞釀於晉代僧人的飲茶之風，到唐

代開始盛行，並建立相關的制度與禮儀，茶禪美學觀念也形成於當時的僧俗交往之

間，如皎然襌師和陸羽的忘年之交。根據統計，全唐詩中含有「茶」或「茗」字的

詩作共有五百多首，而這現存的五百多首唐代茶詩作中，有一百多首的內容是涉及

僧俗交往的，由此可見在唐代，茶文化與佛教的關聯很大（尹江鋮，2016）。陸羽

完成了從製茶、煮茶到品茶的茶道美學，僧人的茶詩中則已有以茶參禪、以茶供佛、

以茶悟道等茶禪的初步理念，尤其是皎然的飲茶詩，提供了大量以茶修禪的茶禪理

念基础。皎然茶詩呈現出茶能清神、得道的種種直覺觀照之禪風，可謂最早表現出

「茶禪一味」的禪思，融合禪法於茶道之中（蕭麗華，2007）。 

貳、茶禪的意涵——茶禪一味 

何謂茶禪？相關研究、說法和定義眾說紛紜，茶禪重要的精神在於參禪，而所

參之「禪」，以中華茶禪的傳統而言是指禪宗祖師大德的禪法，「茶禪」的「茶」 是

輔助性的，最終目標在於行茶者能夠開悟解脫（賴賢宗，2017）。果鏡法師（2016）

在《人生》雜誌訪問中指出：「所謂茶禪，並非著重於外觀和形式，而是訴諸內在

的修行。」正如聖嚴法師所言：「一般人必須透過禪修，將散亂的心，一次次地練

習，就能漸漸地達到安定與清淨；而禪修的層次是從散亂心、集中心、統一心，最

後達到無心。」（聖嚴法師，2020） 

茶禪的核心觀念在於用禪的方法觀照茶，即把禪修的層次——從散亂心到集

中心運用於泡茶、喝茶之中，以茶佐禪，這也正是「茶禪一味」之體現。 

「茶禪一味」典故源自唐代趙州柏林禪寺從諗禪師著名的公案——《吃茶去》，

趙州禪師法嗣兼侍者趙州文遠所編與宋代棲賢澄諟校之《趙州真際禪師語錄》中，

趙州禪師的「吃茶去」公案內容載為： 師問二新到：「上座曾到此間否？」云：「不

曾到。」師云：「喫茶去。」又問那一人：「曾到此間否？」云：「曾到。」師云：

「喫茶去。」院主問：「和尚！不曾到，教伊喫茶去，即且置；曾到，為什麼教伊

喫茶去？」師云：「院主！」院主應諾。師云：「喫茶去！」「吃茶去」公案中，趙

州禪師以茶示道，在寺院中同時對三個不同的人皆說「喫茶去」，體現了茶禪的核

心思想，此公案主要是延續了南泉普願「平常心是道」的思想背景，從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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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吃粥」、「洗鉢」到「吃茶去」，都是「平常心是道」的具體展現，亦是南泉普

願與趙州禪師的禪法宗風，趙州禪師乃是南泉普願的法嗣，也因此形成了趙州禪師

的生活禪（黃連忠，2020）。「一味」是指茶文化與禪文化有共通之處，重視日常生

活中的修行。「吃茶去」的意義在於，「茶」代表道、禪、自性的清淨心，或明心的

「心」和見性的「性」，趙州禪師無論遇到誰都請他去喝茶，也就是說，生活就是

生活，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就做什麼事。體驗生活，享受生活，認真的生活（聖嚴

法師，2016）。 

「茶禪一味」以茶悟禪，因禪悟心，茶心與禪心相印，而達於一種寂靜的悟道

之境，「茶禪一味」文字最早出現於宋朝林表民編《天臺續集》别編卷二中摘錄陳

知柔詩作：「雲際樓臺深夜見，雨中鐘皷隔溪傳。我來不作聲聞想，聊試茶甌一味

禪」（李秀華，2013）。 

到了宋朝，發展出北宋理學，茶文化與理學、禪學結合，令茶禪文化迅速發展。

飲茶至宋代已成為普通民眾日常生活所需，茶風盛行，當時流行的點茶、鬥茶也成

為日常娛樂。北宋茶禪文化具有理學講求平淡、禪家清寂，以及道家天人合一重視

養生等所追求的理想特質，北宋文士所提倡的茶道思想，如蘇東坡，更是以積極入

世的精神，反映在他們的詩文著作中，其中點茶、擊沸的情趣，可看到宋人對茶道

文化的細膩思維。 

茶為生活中常見的飲料，燒水茗煮其實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禪宗強調平常心

是道，穿衣、吃飯、睡覺、挑水、種菜皆是道，禪就在日常生活。以茶飲在日常生

活中體悟人生哲理，以禪思調心、直指本心悟道（李秀華，2013），可見茶與禪是

互通的，皆是在日常生活中。 

 

第二節 當代茶禪與法鼓山茶禪 

壹、當代台灣茶禪 

中國茶文化與佛教禪宗的發展一脈相承，茶禪文化觀念則形成於唐朝，再經過

宋、明、清各朝的發展，來到當代呈現出多元面貌。台灣當代三大佛教團體——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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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山、慈濟和法鼓山都設有茶禪課程和體驗，各有不同形式和特色，但都通過茶令

人回歸內在安定，感受到禪就在日常生活中，讓大眾體會如何達到茶禪合一。 

佛光山於高雄佛光山佛陀紀念館舉行的成人茶禪課程，通過介紹茶的不同種

類、茶具、奉茶、茗茶，培養學員的專注，以感受「禪即在生活中」。另也可預約

由法師帶領的茶禪，以茶明心（佛光山佛陀紀念館網頁，2024 年 5 月 18 日）。慈濟

亦設有靜思茶道課程，透過泡茶、品茶等茶知識的教授，令人從淨、靜、敬、鏡、

境中體會靜思和禪道（張美玲、許秀玉，2016 年 11 月 2 日）。 

法鼓山以中華禪法鼓宗為定位，茶禪以創辦人聖嚴法師的禪宗禪修理念作為

立足點，禪修是法鼓山最重要的核心精神，茶禪可視為禪修的其中一種方法，以茶

入禪，強調禪在日常生活中。 

貳、法鼓山茶禪 

法鼓山世界教育園區和不同分院皆有舉行茶禪，內容形式可能會有點不同，但

都建基於聖嚴法師的禪修觀念和方法，研究者綜合整理了相關資料後現加以介紹。

法鼓山世界教育園區於 2008 年開始規畫以茶結合禪修的「初心奉茶」，請來不同的

茶導師教導，於新春期間在園區設立茶席，由法師帶領放鬆引導，再由培訓後的茶

主人以茶會友，令來園區走春的大眾可以靜心放鬆、專注當下、自在品茶。法鼓山

不同分院也有舉行茶禪，例如台中的寶雲寺、台北的安和分院等，其中新北三峽的

天南寺為培育更多茶禪義工，令大眾認識了解關於茶的觀念與禪修方法，於 2018

年在天南寺舉辦了初階茶禪課程，茶禪結合了茶道與茶席，將禪法融入茗茶中，體

驗放鬆靜心及茶禪一味的心境，之後陸續舉辦了茶禪體驗，讓公眾參與（法鼓山傳

燈院，2018 年 6 月 21 日）。  天南寺茶禪體驗以初接觸禪修的人士為目標受眾，先

以禪修的方法放鬆引導，再由茶主人進行茶席沖泡，以令參加者身心安定、覺察自

己身體的鬆緊狀況，最後分享感受。 

法鼓山以上的茶禪課程活動大部分由在家居士授課，為了加強法鼓山禪修心

法部分，法鼓山護法總會於 2022 年 4 月首次邀來法鼓文理學院副校長、禪文化研

修中心主任果鏡法師，為淡水分會和大信南分會舉辨「茶話禪心」茶禪種子培訓課

程。護法總會服務處監院常應法師在培訓課程籌備會議關懷與開示，指出冀望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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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和社區培育更多茶禪種子人才，以在分會舉行茶禪體驗泡茶談心，如甘露般接引

社區居民和社會大眾，茶是禪一個很好的媒介，令大家學習佛法之餘，也可通過茶

安定放鬆身心。透過「茶話禪心」活動，以茶融入禪修與佛法，推廣法鼓山理念，

分享佛法，令分會成為社會關懷與教育據點。 

本研究以法鼓山聖嚴法師的禪修理念，以及法鼓山護法總會首次在分會舉辦、

果鏡法師教導的茶禪種子培訓課程為內容。果鏡法師於法鼓僧伽大學、法鼓文理學

院授課多年，教授課程包括禪修實習、茶禪專題研修等，現於分會舉行的「茶話禪

心」茶禪種子培訓課程由淺入深分為不同階段，內容包括：初階五堂課、進階三堂

課、高階三堂課、學員讀書會、茶禪練習和校外參學，以及學員完成課程後在分會

舉行的茶禪體驗活動。由果鏡法師教導每堂 2 小時的初階、進階和高階課程，內容

包括結合果鏡法師多年的茶禪授課資料、以及聖嚴法師的影片和著作，現把內容摘

要整理如表 2-1。 

表 2-1「茶話禪心」 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內容 

日期 課程內容 

2022.04.10 

初階第一講 

一、現代茶會的準備工作與器具用途的介紹 

1.認識茶具及其用途       2.泡茶、品茶的流程 

二、茶禪初階：觀念與方法介紹 

1.觀念：聖嚴法師大法鼓影片《禪修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好處》 

2.方法：坐式四念處簡介      3.以茶佐禪 

2022.10.09 

初階第二講 

 

一、禪：認識禪坐的功能 

1.觀念：聖嚴法師大法鼓影片《禪坐的功能》    

2.方法：茶禪禪修的基礎方法——茶事前置準備，進行茶事初

階禪修 

3.實作練習（第一泡茶） 

二、認識茶樹的一生，茶葉及茶、茶湯 

1.茶知識：以台灣茶為例    

2.茶禪實作：第二泡茶，用心泡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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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茶話禪心」 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內容（續） 

日期 課程內容 

2022.11.06 

初階第三講 

 

一、茶禪 : 禪悟 

1.觀念：聖嚴法師大法鼓影片《頓悟與漸悟之異同》 

2.公案：（一）持一碗茶與師  （二）汝擎茶來，吾為汝接 

3.方法：茶禪實作——用心泡茶 

二、茶知識：早期茶文化與《茶經》 

1.茶與文學      2.茶與寺院     3.茶與禪（宗）     

4.唐代流行於民間的製茶方式      

5.「茶道」皎然法師       

6.茶書：陸羽《茶經》 

2022.11.13 

初階第四講 

 

一、佛心 

1.觀念：聖嚴法師大法鼓影片《佛心的定義》 

2.方法：茶禪實作——唐代煮茶 

3.公案知識：禪修方法的演變與茶禪公案的出現 

二、唐代茶詩、茶禪生活、宮廷茶具 

1.茶詩        2.茶禪生活   

3.法門寺地宮之唐代宮廷茶具 

2023.1.14 

初階第五講 

 

一、開悟 

1.觀念：聖嚴法師大法鼓影片《開悟與明心見性之區別》 

二、方法：茶禪實作——唐代煮茶、鹽與黑茶 

三、公案：無情說法、 點一椀茶來 

四、茶禪初階五講之總結 

2023.3.26 

進階第二講 

一、觀念：聖嚴法師大法鼓影片《自我肯定（一） 》   

二、茶知識：點茶歷史、大觀茶論、鬥茶、宋代茶文化及影片 

三、茶禪實作：宋代點茶 

四、公案：前次兩則茶禪公案分享、雲門茶禪公案四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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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茶話禪心」 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內容（續） 

日期 課程內容 

2023.4.09 

進階第三講 

一、觀念：聖嚴法師大法鼓影片《 自我肯定（二） 》   

二、茶知識：茶筅、七湯示範、禪茶與茶會、茶宴－宋代禪茶之美  

三、茶禪實作：宋代點茶   

四、公案：宋代茶禪公案——摘茶來 

2023.8.09 

高階第一講 

一、觀念：聖嚴法師大法鼓影片《自我成長最終目的自我消融無

我 》   

二、茶知識：烏龍茶（一）、元代茶禪生活與朝鮮禪茶文化、一

片樹葉到杯中香茗的變遷－茶之為飲的發展變遷（影片） 

三、茶禪實作：烏龍茶 

四、茶話：晚明茶話（一）湛然圓澄禪師「茶話」禪風 

2023.8.13 

高階第二講 

一、觀念：聖嚴法師大法鼓影片《自我消融對凡夫的用處》   

二、茶知識：白茶、黃茶 

三、茶禪實作：（一）白茶、（二）黃茶 

四、茶話：晚明茶話（二）瑞白明雪、石雨明方之「茶話」禪風 

2023.8.27 

高階第三講 

一、觀念：聖嚴法師大法鼓影片《心靈環保的觀念和提倡用意》   

二、茶知識：綠茶、日本煎茶道文化 

三、茶禪實作：綠茶與日本煎茶 

四、公案：明代茶禪公案——黃檗山與茶文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果鏡法師授課資料 

由以上課程內容，可見果鏡法師以日常生活中的「茶」為工具，通過聖嚴法師

「禪」的觀念和方法，再加上講解茶知識、討論禪宗茶公案，以茶佐禪，把禪修心

法融入泡茶的實作中，把「泡茶」（茶）與「禪修」（襌） 結合，融合佛法與禪法，

去覺察自己的身心狀態和內在，以達到茶禪一味。 

現把「茶話禪心」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內容架構歸納分為兩部分：「茶」和

「禪」，如圖 2-1。第一部分是茶歷史文化，學習相關茶知識與常識，以及泡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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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第二部分則是禪理佛法，以聖嚴法師禪的大法鼓開示影片和禪宗茶公案為主

軸。兩部分的關鍵連結點是以茶入禪，先用茶令身體放鬆、再用心體驗、專注當

下，並在日生活中實踐，身與心結合達到禪法境界。 

圖 2-1「茶話禪心」課程內容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 

想以茶入襌，必須先了解茶本身，認識茶的由來，這也是第一部分的內容。課

程中的內容和觀看的多部影片，可以更全面認識茶的歷史、文化、發展、茶葉的製

造與沖泡方法等。作為茶禪的茶主人，除了茶藝、禪修本身之外，茶知識也很重要，

才可以接引大眾，和別人交流分享 。 

聖嚴法師的大法鼓開示影片，是課程中重要的內容之一，這也是法鼓山禪修和

茶禪的精神所在，可令學員更了解禪法和佛法，也呼應了唐宋僧人的茶禪精神——

禪在日常生活中。聖嚴法師在開示影片《禪修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好處》（2011）指

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禪修：「中國的禪宗就是把生活裡邊的任何一點，你只是要用

心的去體會它，而心不會受到外境或者內心的困擾，而在那邊波動，那這個就是

『禪』」。禪修就是體會它、體驗它，欣賞自己在喝，而自己沒有許多的雜念，這也

是禪修，正好呼應了中國茶禪文化的核心：禪修就在日常生活和實踐中。 

 

茶話禪心 
茶禪種子培訓課程 

 

 

*茶歷史文化 
>茶知識 

>泡茶實作 
茶  

*禪理佛法 
>聖嚴法師大法鼓 

開示影片 

>禪宗茶公案 

 

 

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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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賞析禪宗茶公案，是「茶話禪心」的核心內容之一，也是和其他茶禪課程

最大的不同之處。果鏡法師教導學員講解討論茶公案，用生動有趣的方式呈現什麼

是襌，從中更加了解禪宗祖師大德的茶禪世界，並可運用於日常生活中。如以上提

到的著名唐代趙州禪師「吃茶去」公案，是茶禪精神的開始，也是反映禪（茶）就

在生活中的最好例證。                        

 

第三節 社會影響力 

壹、社會影響力與評估 

一、何謂社會影響力？ 

想要評估法鼓山護法總會「茶話禪心」活動的社會影響力，必須先探究何謂社

會影響力？關於社會影響力（Social Impact）一詞，現今不同的學者和研究有多種

定義和論述，反映了可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社會影響力這個議題，現在歸納如表 2-

2。 

表 2-2 社會影響力定義和論述   

作者（年份） 篇名 相關內容摘要 

Burdge &Vanclay

（1996）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社會影響力指對所有公共或

個人行為，包括對大眾社會產

生的影響和改變，涵蓋生活、

工作、娛樂方式和其他人的互

動關係之改變，或是個人價值

觀、信仰與信念的改變和影

響。 

Emerson, 

Wachowicz & 

Chun （2000）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Exploring 

aspects of value creation in 

the nonprofit sector 

社會影響力為社會價值的創

造，把資源、投入、過程或政

策不同因素結合，以促進社會

利益為宗旨，個人或社會生活

得到促進，就會創造出社會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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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社會影響力定義和論述（續） 

作者（年份） 篇名 相關內容摘要 

Vanclay 

（2003） 

International Principles for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their evolution 

社會影響力的概念包括八個

種類：生活方式、文化、社區

/社會資本、政治制度、環境、

健康福祉、個人和財產權利、

恐懼和期盼。 

LBS, NEF &SBS

（2004） 

Measuring social impact: 

The foundation of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社會或私人企業、志願組織等

不同機構或政府部門，對社

會、環境及經濟產生影響力，

從團體組織本身至當中方案，

可令個人、群體、社區，以至

社會與環境產生影響，即為社

會影響力。 

Mulgan 

（2010） 

 

 

Measuring Social Value 社會影響力指組織、計畫、政

策實施時造成的多方面非財

務影響，包括個人、團體（社

區、社群）的福祉、社會資本

和環境。 

Vanclay, F., 

Esteves, A. M., 

Aucamp, I., & 

Franks, D. 

（2015）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Guidance for as-sessing and 

managing the social impacts 

of projects 

社會影響力導致社會變革，並

對社會產生正面或負面、預期

或非預期成果，包括大眾的生

活方式、文化、社區、政治制

度、環境、健康福祉、人身安

全與財產自由等。 

Rawhouser et al. 

（2019）  

 

Social Impact Measurement: 

Current Approach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以利益社會行為產生的有益

結果，而該行為的預期目標被

個人、社區、組織或環境所共

享，可通過衡量知道此社會行

為產生的結果，並找出決定性

因素。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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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論述，可見社會影響力是指個人或團體對其他人或群體的思想、行為

和態度產生的影響，這種影響力可以是正面、負面或中立的，可以是有意或無意的，

可以是預期或非預期的，也可以是直接或間接的，是一種更廣泛的社會關注，回應

了商業行為與社會之間複雜的相互依賴關係，這些對社會造成的影響和改變，主題

內容眾多廣泛，同時包含一些非財務實質性影響（Vanclay, 2003；Mulgan, 2010），

屬於較抽象無形的概念，難以像財務經濟影響評估進行計算和衡量。社會影響力相

對經濟價值為主觀取向，因目前對社會影響力的定義還沒有共識，結果導致出現不

同的社會影響力評估方法工具，以嘗試衡量對社會造成的是正面或負面、預期或非

預期的成果，而社會影響力評估就是試圖衡量這些成果的社會價值（Mulgan, 2010）。

當社會影響力的改變帶來正面的成果，就能幫助改善或解決不同的社會問題，可為

社會創造出社會價值與效益。 

二、社會影響力評估與工具 

社會影響力評估（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SIA）源自美國上世紀七十年代生

效的《國家環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 1969, NEPA），該法律

要求聯邦政府預測評估特定專案政策的開發，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後來因應世界

各地社會企業、非政府組織和非營利組織的發展，社會影響力評估愈來愈受重視，

以借此證明本身對社會的影響力，衡量難以被實質證明、無形的社會價值。社會影

響力評估可作為分析活動、計畫或政策對相關目標群，例如參加者、利害關係人與

社會造成的正負面、預期或未預期成果，所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都與社會影響力評

估有關（Vanclay, 2003）。 

根據國際影響評估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mpact Assessment, IAIA）

於 2015 年出版的《社會影響力評估》一書中指出，社會影響力評估牽涉到不同類

型的參加者，包括民間的營利與非營利組織、團體、投資者、活動倡議者、學術機

構和政府部門，不同的關注者有各種不同目標，故也導致出現各種社會影響力評估

方法，以衡量不同的社會影響力和價值。 

評估社會影響力有著重要作用，可以把無形、難以衡量的社會價值展現出來，

作為資源有效運用的具體證據，以取得社會大眾的信任和認同。它也能使團體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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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者理解該活動項目的價值所在，當明確知道如何有效分配資源以實現最大

影響力時，就能夠有效地運用這些資源。社會影響力評估可有助了解活動項目如何

改變人們的生活，並可從內（組織本身）、外（他人） 兩方面提供指標，通過評估

結果能更加了解影響與成果，對遭遇到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案或改善（Burdge,  

2003）。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社會影響力評估蓬勃發展，因應不同的組織型態與關

注重點，至今已發展出了七十六種社會影響力評估方法和工具，歸納出質化篩選模

型、管理模型、複合模型和簡易社會數量模型共四大不同類型（Grieco, 2015）。現

今用以評估測量組織項目之社會價值與影響力的模型、理論與工具，最常用的有四

種，包括社會投資報酬率（SROI）、社會平衡計分卡、B 型企業認證、使命契合等

（陳定銘，2016）。 

三、社會影響力評估架構 

社會影響力評估是一個系統化的流程，用於評估個人、組織或活動項目的影響

程度，關於社會影響力評估架構的研究，不同的學者也有不同的觀點。現今進行社

會影響力的分析評估時，很多研究者都會引用改變理論（Theory of Change）作為

參考基礎，改變理論又名為邏輯模型，發展於 1990 年代，通過資料收集論析活動

的投入、產出、結果和影響力之間的關係，探討確認活動項目的變化，以及改變如

何產生、創造了多少價值、項目的社會影響力如何（吳宗昇、李俊達，2018）。改

變理論可視為一個工具，幫助組織和計畫評估如何創造變化、影響和有效性，並與

利益相關者進行溝通，現已廣泛用於社會企業、公共部門，甚至漸被主流企業使用，

改變理論是將介入措施或組織的活動與利害關係人的短中長期結果結合（NEF UK, 

2004）。改變理論可根據所收集到的資料（如訪談），了解利害關係人改變的經過（事

件鏈），是從利害關係人角度出發釐清改變的因果邏輯，從描繪投入、產出到成果

之相互連結的事件鏈，全面了解方案活動中利害關係人的改變影響，並確認造成的

改變影響是否由於該活動而產生，在這觀點上改變理論能使組織了解從活動策劃

到最後成效的整個過程（李宜樺、杜育任、劉凱琳、朱恩言、施香如，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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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影響力流程架構可建基於三項重要因素：投入、產出和成果，投入是參加

或從事某一項活動付出的成本或使用的資源，產出則為活動產生的直接或間接結

果，結果則為得出的成果與影響（Arena et al., 2015）。社會影響力評估的功能，可

以協助社會使命與價值實現（Grieco et al., 2015）。 

Clark、Rosenzweig、Long 和 Olsen 於 2004 年提出了影響力價值鏈（Impact 

value chain）的架構，如圖 2-2，這建基於已被廣泛使用的改變理論邏輯模型，令人

能夠更好地理解投入（inputs）和成果（outcomes）之間的因果邏輯關係，並顯示在

活動過程中所產生的變化和影響，包括從投入到成果。在影響力價值鏈中，社會影

響力代表總成果的一部分，強調如何透過區分產出和成果來創造社會影響力，也將

重點從產出轉移到成果：產出是公司、非營利組織或專案可以直接衡量或評估的具

體結果，成果則是試圖做出的最終改變，包括其引發更廣泛、較難被量化的影響

（Clark et al., 2004）。目標達成則指資源使用（投入）、產生的出品（產出）和取得

的結果（成果）、影響力，應與組織的目標方向一致。 

 

 

 

 

圖 2- 2 影響力價值鏈 

資料來源：Clark、Rosenzweig、Long、 Olsen. , 2004 

貳、社會影響力在茶禪的運用 

根據第一節關於茶禪的文獻探討，茶與禪密不可分，但是相關研究多集中於茶

禪的文學、藝術和歷史方面，以華藝線上圖書館搜尋「茶禪」，結果有 28 篇期刊文

章，其中包括與文學研究有關的，例如《唐代詩僧皎然飲茶詩的茶禪原理》、《唐宋

天台詩歌中的茶禪》等；另也有關於藝術的研究，例如《茶禪一味對北宋尚意書家

審美意識的影響》、《品禪宗美學，賞茶禪文化之怡樂》等；歷史發展類的，例如《天

臺宗與茶禪的關係》、《「茶禪一味」淵源與流傳研究》等。近年也開始有研究探討

投入 活動 產出 目標 

達成 月山目

標一致 

成果— 

會發生的

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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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禪和心理健康之間的關係，如《導向幸福的正念茶禪》、《茶禪活動對大學生心理

健康影響之研究》。 

從以上搜尋結果可見，從未有相關研究從社會影響力的角度對茶禪作出過探

討，也從來沒有學者把社會影響力的評估方法運用於茶禪研究上。基於有關茶禪的

社會影響力評估研究之不足，本研究旨在填補此空白不足之處，對茶禪的社會價值

和社會影響力此議題進行進一步探索，評估法鼓山護法總會「茶話禪心」的社會影

響力，探析「茶話禪心」各利害關係人的成果和影響，把無形的觀念用影響力價值

鏈呈現出來。透過衡量法鼓山護法總會在分會舉行茶禪課程和體驗活動產生的社

會影響力，令社會大眾更清楚法鼓山茶禪帶來的價值和影響。社會影響力可提供一

個新的角度方式，評估「茶話禪心」活動的影響力，以呈現產出、成果和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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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節探討研究方法，第一節研究設計從研究角度的設計，了解應該用什麼

方法架構來進行「茶話禪心」的社會影響力評估研究比較好，從研究架構和流程

去看研究主題、建立社會影響力評估系統的框架以及如何運用。第二節論述如何

設定研究範圍和選擇研究對象。第三節研究實施說明運用文獻探討、深度訪談和

問卷調查等資料收集分析方法，論述衡量指標如何設定以進行研究。第四節則是

研究倫理相關議題。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想了解知道一個組織團體所舉辦的活動，可以產生什麼社會影響力，可用不

同的方法加以衡量和評估，其種類繁多，有不同的解釋和運用，其實並不存在最

佳方案，最重要是根據本身的需要和目的選擇最適合的評估方法。 

壹、研究架構 

各種不同的評估方法，皆從不同的視角加以審視衡量，並無絕對好壞，本研

究基於研究目的、文獻探討結果和綜合考量後，認為運用影響力價值鏈適合作為

研究架構來評估法鼓山護法總會「茶話禪心」的社會影響力，因為影響力價值鏈

注重參加者（利害關係人）的投入、產出、成果和影響，以及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和看法。同時，影響力價值鏈區分產出和成果所創造出的社會影響力，強調產出

是直接的具體結果，成果則是其引發更廣泛、較難被量化的影響，這和「茶話禪

心」活動所產生的成果傾向於無形、精神價值層面的影響符合。此外，其建基於

改變理論等較為全面性的方法，能更加清楚地了解投入、產出和成果之間的邏輯

關係，並呈現整個活動過程中各利害關係人的成果、改變和影響。 

本研究以影響力價值鏈作為研究架構來進行分析評估「茶話禪心」的社會影響

力，影響力價值鏈可以清楚了解整個活動過程，從利害關係人一開始投入的資源、

根據目標進行活動、產出較可量化的事項，到勾勒出事件價值鏈、較難被量化的影

響和成果描述分析，最後檢視利害關係人在各個面向所產生的成果和影響是否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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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開始組織預期的目標，明確顯示各項投入、產出和成果的資訊以及之間的因果

關係。整個研究架構的步驟如圖 3-1 所示，現說明內容如下。 

一、 投入：先盤點參加法鼓山護法總會「茶話禪心」的各利害關係人，包括茶禪種

子培訓課程的授課法師、學員、專職、義工，以及分會茶禪體驗活動的參與者。

之後確認舉辦「茶話禪心」活動整個過程中，各利害關係人所需要投入的各項

資源成本，包括時間、金錢、人力、場地費用等，這也是衡量各項投入資源的

指標。 

二、 活動：「茶話禪心」根據目標所進行採取的活動工作內容，包括提供學員參加

的茶禪種子培訓課程，以及在分會舉行的茶禪體驗。 

三、 產出：「茶話禪心」所創造產生出來的各項短期、直接、可被量化的具體活動

事項指標，包括茶禪種子培訓課程時數、堂數和人數，分會舉行茶禪體驗的場

數和參與人數。 

四、 成果——會發生的影響力：成果為較難被量化的影響，根據「茶話禪心」各利

害關係人的深度訪談、問卷調查和觀察參與，收集各利害關係人的影響和成果

資料，論述利害關係人在各個面向所產生的成果。依據個人、他人、佛法三個

面向，通過描述勾勒出事件價值鏈，最後歸納出成果，明確顯示各項活動產出、

事件價值鏈和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了解各利害關係人的影響和成果如何發

生。 

五、 目標達成：檢視經由「茶話禪心」一連串的過程活動，所帶來的成果和影響，

是否達致一開始投入之前組織的目標，以確認「茶話禪心」的真正影響力，令

成果更具說服力，以更準確評估「茶話禪心」的社會影響力。完成社會影響力

分析評估之後，要和「茶話禪心」的利害關係人報告和分享研究成果，在分析

研究報告中應有建議回饋，以促進活動專案和組織發展，令社會影響力結果可

在法鼓山護法總會和分會應用，也可令利害關係⼈更加了解此活動創造出來

的社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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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Clark、Rosenzweig、Long、 Olsen. , 2004、本研究 

 

貳、研究流程 

本研究以影響力價值鏈為架構，結合改變理論作為參考基礎模型，以分析「茶

話禪心」的投入、產出、成果和影響力之間的關係。根據訪談和問卷收集到的資料，

了解各利害關係人的投入、產出、發生影響的經過（事件價值鏈）和成果，從利害

關係人的角度出發了解產生影響的因果邏輯，從描繪投入、產出到成果之相互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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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件價值鏈，全面地了解「茶話禪心」活動對各利害關係人有何影響。 

本研究以質性加量化的方法評估 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12 月期間，法鼓山護

法總會「茶話禪心」茶禪課程和體驗活動所創造出來的社會影響力。研究以質性

為主軸，評估立足點從利害關係人的角度和觀點出發，訪談課程和體驗活動中各

利害關係人參加「茶話禪心」後所產生的影響與成果，以評估其成效和社會影響

力。本研究流程如圖 3-2 所示。

 

圖 3-2 社會影響力研究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以法鼓山護法總會首次在分會舉辦「茶話禪心」茶禪課程和體驗活動為

研究個案，如前文第二章第二節「法鼓山茶禪」所言，法鼓山世界教育園區和不同

分院皆有舉行茶禪培訓或體驗活動，但大部分茶禪課程活動都由在家居士授課，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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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護法總會於 2022 年首次邀來果鏡法師為淡水分會和大信南分會舉辨「茶話

禪心」茶禪種子培訓課程，目標之一是為分會培育更多茶禪種子人才，以在地區分

會舉行茶禪體驗活動，用茶作為切入點、弘揚禪法與佛法，以接引更多社會大眾和

分會附近社區居民，令大家學習分享佛法之餘，也可安定身心，自利利他。 

「茶話禪心」茶禪種子培訓課程於 2022 年 4 月在淡水分會進行第一堂課，後

因疫情暫停半年，於 10 月才再恢復課程並改於法鼓文理學院舉行餘下課程。當培

訓課程完成後，參加課程的淡水分會和大信南分會學員，將各自於分會舉行茶禪體

驗活動，其中淡水分會於 2023 年 9 月開始舉辦茶禪體驗。為了更全面評估和進行

研究內容，因此將研究範圍設定為 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12 月。根據研究問題，

確定研究對象為「茶話禪心」活動的參加者，以社會影響力評估分析在這期間法鼓

山護法總會「茶話禪心」課程與體驗活動的社會影響力。 

本研究個案「茶話禪心」由法鼓山護法總會首次在分會舉辦，護法總會以法鼓

山創辦人聖嚴法師的心靈環保為核心理念，護持佛法、奉獻社會、推動護法募款、

關懷慰訪，舉辦各類共修活動、成長課程。護法總會於 1978 年成立，當時聖嚴法

師剛接任「中華佛學研究所」所長，為了籌措辦學經費在信眾支持下組成「護法理

事會」，自成立以來由會員不到一千人，發展到現在共有三十多萬名護持會員。1995

年護法會擴大改制為「法鼓山護法總會」，目前有 41 個分會，包含地區分會與共修

處、法青會、教聯會、念佛會、禪坐會、菁英共修會、法行會、法緣會、榮董會、

合唱團、義工團、助念團等。經過幾十年的推動，護法總會發展蓬勃，如今已不只

是進行護法募款的組織，同時也策劃執行各項年度活動，推動關懷、聯誼、慰訪、

共修，以及舉辦各義工悅眾教育成長課程（法鼓山護法總會網頁，2023 年 5 月 18

日）。 

接引信眾、學佛護法是護法總會其中一項重要工作，故法鼓山護法總會首次在

分會舉行「茶話禪心」活動，目標包括一方面可通過培訓課程培育分會樂於奉獻的

茶禪種子人才，令這些人才種子在分會成長發芽，學習佛法，自利利他；同時也透

過在分會舉辦茶禪體驗，以茶融入佛法，向社會和分會大眾推廣法鼓山理念、分享

佛法，接引信眾，令分會可以成為教育與社會關懷的據點。 

法鼓山護法總會「茶話禪心」活動包括兩部分：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和茶禪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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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會舉辦），活動內容和參與人數如表 3-1 所示。本研究將採用立意抽樣的方

法，以「茶話禪心」活動的參加者為研究對象，包括參加茶禪種子培訓課程之授課

法師、助教、學員、義工，以及學員後續在分會舉辦茶禪體驗的參與人士，分析相

關利害關係人在參加「茶話禪心」活動後，在個人（例如身心、想法、行為、生活

態度等）、與他人關係（例如周遭人事物、家人、朋友等）以及佛法三個面向所受

到的影響。 

表 3-1 法鼓山護法總會「茶話禪心」活動內容 

 舉行日期 參加者 

茶禪種子培訓課程

（11 堂課） 

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8 月 授課法師 1 人 

助教 1 人 

淡水分會學員 8 人 

大信南分會學員 8 人 

護法總會專職 1 人 

義工 1 人 

茶禪體驗 

（淡水分會） 

2023 年 9 月至 12 月 淡水分會學員 8 人 

參與茶禪體驗人士 40 人 

資料來源：本研究 

 

第三節 研究實施 

壹、資料收集方法和實行     

通過社會影響力價值鏈分析呈現「茶話禪心」活動過程中各利害關係人的影

響，相較其他評估方法能夠較完整地反映出整個活動，從投入、產出、成果到影

響的每一個步驟和過程，因此會透過以下三個方法，多面向地收集「茶話禪心」

利害關係人的相關詳細資料，以建構研究工具，現在說明如下。 

一、文獻探討：進行「茶話禪心」的社會影響力分析時，文獻探討可作為研究資

料收集的方法之一。通過文獻探討可以更加明確研究問題和研究方法，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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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影響力的分析範圍等。同時亦可以使用關鍵詞進行檢索，例如「茶禪」、

「社會影響力」等，將搜尋到的文獻進行篩選，選擇有用的資料深入閱讀，

摘要出與社會影響力分析相關的重點和資訊。將收集到的文獻整理成資料

庫，進行後續的資料整合進行社會影響力分析，以評估「茶話禪心」活動的

社會影響力。運用文獻探討進行「茶話禪心」影響力價值鏈分析的研究資料

收集和整理，可以更全面和深入地了解茶禪的社會影響力。 

二、訪談法：運用訪談質性研究方法，通過與參加「茶話禪心」的利害關係人進

行深入訪談，了解他們的經驗、看法和影響，作為社會影響力分析的重要研

究資料收集方法。根據研究問題、目的和影響力價值鏈研究架構，設計制定

訪談大網（請參閱附錄一），取樣 8-10 人直至資料收集到飽和人數。選擇合

適的訪談方式進行訪談，在訪談過程中，按照訪談問題進行深入的交流和探

討，並聆聽和紀錄受訪者的回答和表達方式。以半結構、正式的方式和「茶

話禪心」各利害關係人個別、面對面、公開地深度訪談，以研究歸納的方式

整理分析所得的訪談資料，透過分類、編碼和歸納，發現其中的關聯性和主

題，提取與社會影響力分析相關的重點內容，清楚知道各項投入、活動、產

出、影響和成果等資訊，以文字資料作為個案的研究內容，將所收集的訪談

資料進行整理分析歸納，以評估衡量其社會影響力。 

三、問卷調查法：選擇具有所需資訊的利害關係人進行問卷調查，包括茶禪種子

培訓課程學員問卷（請參閱附錄二）、茶禪體驗參與者問卷（請參閱附錄三），

以獲得原始資料進行社會影響力分析。透過問卷，以了解各利害關係人參加

「茶話禪心」的意見、影響和成果，以分析歸納出「茶話禪心」活動之效益

與社會影響力。 

貳、資料分析方法和指標 

本研究以社會影響力之分析工具作為資料分析方法，通過和各利害關係人訪

談和問卷調查收集相關資料，以取得社會影響力分析所需的各類投入、產出和成

果資料，並繪製事件價值鏈，進行社會影響力資料分析，如圖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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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資料分析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 

進行社會影響力分析時，必須根據影響力價值鏈識別「茶話禪心」的投入、活

動、產出和成果項目，以作為衡量社會影響力的指標。投入指標包括金錢投入、財

務投入（物資、活動場地租金、茶具、薪酬等）、非財務投入（時間）等；產出指

標則是「茶話禪心」活動的具體量化結果（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堂數和人數、分會茶

禪體驗場數和參與人數）；影響和成果指標則由事件價值鏈，導出利害關係人在個

人、他人、佛法三個面向所發生的影響和成果，以及做出重要性評分，以進行分析

評估。 

 

第四節 研究倫理 

本研究以法鼓山護法總會「茶話禪心」為研究個案，參與的利害關係人為研究、

進行訪談和蒐集問卷資料的對象，故研究倫理議題在本研究中非常重要。本論文將

在研究過程中遵守三大研究倫理原則，包括自願原則、尊重個人隱私與保密原則及

公正合理原則，確保研究參加者的權益和資料品質，研究者也會完成學術倫理的相

關學習課程。 

「茶話禪心」涉及的研究倫理議題包括知情同意書（請參閱附錄四）、隱私權、

保密性、權益保護等，本研究在進行訪談收集資料前，會先向參加者提供訪談知情

同意書，告知介紹本研究目的、內容和保密原則，讓參加者明確知道他們參與研究

的目的和風險。同時，在訪談中全程錄音，並以匿名與保密的方式，確保參加者的

個人資料和研究結果的保密性。本研究也會確保參加者的個人資料和隱私權不受

侵犯，「茶話禪心」各受訪者將以英文字母作分類，令參加者在研究過程中的隱私

和權益得到充分的保障。 

收集利
害關係
人資料

各項
投入

活動
內容

各項
產出

影響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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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還需要注意研究的公正性和可信度。在研究過程中，遵守研究方法的

科學性和客觀性原則，以確保研究結果的可靠性和可重複性。同時，也公正地選

取研究對象，避免因種族、性別、年齡等因素而造成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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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社會影響力分析 

本章節將根據研究資料，依據影響力價值鏈的架構和方法，進行社會影響力分

析，以評估法鼓山護法總會「茶話禪心」茶禪課程和體驗活動產生的影響力。第一

節論述如何確定研究範圍和利害關係人，第二節盤點投入和產出，第三節進行各利

害關係人的影響與成果分析，描述事件價值鏈。第四節則是其他分析與小結。 

第一節 確定研究範圍和利害關係人 

研究的第一個步驟必須先確定研究分析範圍和利害關係人，本研究所關注的

影響力活動範圍為法鼓山護法總會的特定活動——「茶話禪心」茶禪種子培訓課

程和茶禪體驗。本研究的社會影響力評估範圍的一個基本準則是必須參加過茶禪

種子培訓課程和茶禪體驗，以衡量評估期間所參加的活動對他們產生的影響，故

以法鼓山護法總會「茶話禪心」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和體驗活動的參加者為利害關

係人，包括參加的授課法師、學員、護法總會專職、義工和體驗參與者。現根據

利害關係人參加的程度，決定是否納入還是排除，理由說明彙整如表 4-1。 

表 4-1 利害關係人列表 

利害關係人 納入/排除 原因說明 

茶禪種子培訓課程授課

法師 

納入 培訓課程 11 堂課內容的規劃者和主講

者，希望通過課程在體系分會推廣法鼓山

和聖嚴法師的理念，具有重要影響因素。 

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學員 

 

納入 培訓課程參加者和受益者，學員包括淡

水分會和大信南分會，課程出席率達一

半者才納入。現暫時只有淡水分會學員

完成培訓課程後在分會舉行茶禪體驗，

成為體驗活動的執行者和帶領者，具有

影響因素。 

護法總會、茶禪種子培

訓課程護法總會專職 

納入 護法總會是培訓課程的主辨者，專職是執

行者，負責整個培訓課程的行政工作、匯

辦溝通和聯絡。 

茶禪種子培訓課程護法

總會義工 

納入 培訓課程協助者，負責填寫每堂課程的

教室日誌，具有責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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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利害關係人列表（續） 

利害關係人 納入/排除 原因說明 

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助教 不納入 私人原因不進行訪談，研究限制，故不

納入。 

淡水分會茶禪體驗參與

者 

納入 在淡水分會舉行茶禪體驗的參與受益者，

提供多元觀點。 

資料來源：本研究 

根據以上列表中利害關係人的識別，最後確定納入利害關係人的共有 5 類對

象，同時決定利害關係人參與的方式包括面對面深入訪談、與利害關係人議合，

以及問卷發放調查，現以表 4-2 說明利害關係人在本研究中的參與方式。 

表 4-2 利害關係人參與方式 

利害關係人 人數 參與方式 

茶禪種子培訓課程授課法師 1 訪談 

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學員 14 訪談與問卷發放 

護法總會、茶禪種子培訓課程

護法總會專職 

1 訪談 

茶禪種子培訓課程護法總會義

工 
1 

訪談 

淡水分會茶禪體驗參與者 40 訪談與問卷發放 

資料來源：本研究 

本研究希望透過整個「茶話禪心」活動，包括從茶禪種子培訓課程開始、學

員接受種子培訓成為茶主人之後在分會舉行茶禪體驗、令分會人士體驗參與，以

了解各利害關係人在過程中有何影響和成果。由於暫時只有淡水學員在分會舉行

茶禪體驗，故深度訪談淡水分會學員 7 位，再根據其訪談內容填寫問卷。其他進

行訪談的重要利害關係人，包括培訓課程授課法師 1 位、護法總會專職 1 位、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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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總會義工 1 位、淡水分會茶禪體驗參與者 4 位，各訪談利害關係人的資料如表

4-3。 

表 4-3 利害關係人訪談資料 

利害關係人 代碼 性別 年齡 訪談日期 

茶禪種子培訓課

程授課法師 

T1 女 66 2023/12/15 

茶禪種子培訓課

程學員 

S1 女 54 2023/10/26 

S2 女 60 2023/10/31 

S3 女 49 2023/11/01 

S4 女 76 2023/11/02 

S5 女 68 2023/11/17 

S6 女 68 2023/11/19 

S7 男 66 2023/12/10 

茶禪種子培訓課

程護法總會專職 

F1 女 55 2023/12/06 

茶禪種子培訓課

程護法總會義工 

V1 女 60 2023/12/06 

茶禪體驗淡水分

會參與者 

J1 女 40 2023/12/14 

J2 女 49 2023/12/17 

J3 男 43 2023/12/18 

J4 女 63 2024/01/07 

資料來源：本研究 

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大信南分會學員和淡水分會茶禪體驗參與者，則以電子問

卷連結發放的形式進行資料收集。大信南分會學員 6 人，發放 6 份問卷，回收 4

份，平均回收率約為 66%。淡水分會茶禪體驗參與者為 40 人，發放 40 份問卷，

回收 25 份，平均回收率約為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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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投入與產出 

通過「茶話禪心」利害關係人的深度訪談、問卷和觀察參與，收集相關資料

後開始描繪論述影響力價值鏈中的各項內容，以清楚盤點活動與整個過程，包括

利害關係人一開始的各項投入資源和產出。 

壹、確認投入資源 

本研究之評估分析時間範圍為 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12 月，投入資源包括     

金錢投入、時間投入（授課法師、學員、義工、茶禪體驗參與者所付出的時間）、

人力投入、實物投入（場地）等，所有投入總計數量為 813 小時、人數共 57 人，

價值總計$147,351，現以表 4-4 加以說明。 

表 4-4 投入資源 

利害關係人 投入項目 數量/人數 估算方式 價值 備註 

茶禪種子培訓

課程授課法師 

時間 25 小時/1 人 實際成本法 $24875 註1 

茶禪種子培訓

課程學員 

時間 

（課程、淡水分

會茶禪體驗） 

36 小時/14

人、20 小時

/8 人 

訪談和實際

成本法 

$50508 註
2
 

金錢（購買茶具、

茶葉、隨喜捐贈、

交通費） 

 訪談和實際

成本法 

$28000  

茶禪種子培訓

課程護法總

會、專職 

 

 

 

 

 

 

人力（課程、行

政工作） 

36 小時+12

小時/1 人 

訪談和實際

成本法 

$8748 同註 2 

金錢（購買茶具、

茶葉、隨喜捐贈、

交通費） 

 訪談和實際

成本法 

$3000  

場地費用（培訓

課程、淡水分會

茶禪體驗） 

11 時段+5 時

段 

實際成本法 $19900 註3  

                                                 
1根據 111/2/1，教育部公立大專校院教師支給基準表 995元標準進行價值換算。 
2根據 112年勞動部規定，每小時基本工資 183元進行價值換算。 
3根據法鼓文理學院場地借用收費標準茶禪教室每時段單價 900 元、淡水文化園區場地設施使用收

費標準 2000 元（每 3 小時為一單位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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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投入資源（續） 

利害關係人 投入項目 數量/人數 估算方式 價值 備註 

茶禪種子培訓

課程護法總會

義工 

時間 36 小時/1 人 訪談 0  

金錢 

（購買茶具、茶

葉、隨喜捐贈、交

通費） 

 訪談和實際

成本法 

$5000  

茶禪體驗淡水

分會參與者 

時間 1 小時/40 人 實際成本法 $7320 同註 2 

總計 
 813 小時/ 

57 人 

 $147,351  

資料來源：本研究 

貳、確認產出 

「茶話禪心」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和茶禪體驗於 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12 月舉

行，產出的項目包括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學員茶主人、學員在淡水分會舉辦的茶

禪體驗，如表 4-5 加以說明。 

表 4-5 產出說明 

利害關係人 產出項目說明 

茶禪種子培訓

課程授課法師 

茶禪種子培訓課程、茶主人：法師授課進行茶禪種子培訓課程，

教導出 14 位學員茶主人，包括每堂 2 小時共 11 堂課、1 次戶外

參訪 3 小時，上課時間共計 25 小時。 

茶禪種子培訓

課程學員 

茶禪種子培訓課程、淡水分會茶禪體驗：學員共同參與了 11 堂

課程、課前場佈加上課時間共 36 小時、1 次 3 小時戶外參訪。

另外淡水分會學員在淡水分會舉行了 4 次、每次 1 小時的分會

茶禪體驗活動。 

茶禪種子培訓

課程專職 

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協助籌備參與共 36 小時，包括 11 堂課程，

1 次 3 小時戶外參訪。 

茶禪種子培訓

課程義工 

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協助參與共 36 小時，包括 11 堂課程，1 次

3 小時戶外參訪。 

淡水分會茶禪

體驗參與者 

淡水分會茶禪體驗：40 人參與在淡水分會舉辦的茶禪體驗，每

場 1 小時。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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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影響與成果分析 

確定了各利害關係人的投入和產出後，接著描述和分析影響和成果，此為確立

整體影響力分析評估的關鍵重點。本研究從和各利害關係人的深度訪談所得之資

料內容，呈現利害關係人在參加「茶話禪心」過程中所產生的影響和成果，通過訪

談詳细紀錄各受訪者的親身體悟和感受，將各利害關係人的影響如實呈現。以下透

過茶禪種子培訓課程授課法師、學員、專職、義工和淡水分會茶禪體驗參與者的訪

談內容和問卷結果，分別將各利害關係人之影響呈現，再歸納勾勒出事件價值鏈，

分別詳述各項成果如何產生，並參考第二章文獻探討的內容觀點，加以歸納說明成

果如何發生，以顯示各項產出和成果的資料以及之間的因果關係，以了解各利害關

係人產生了什麼影響和成果，借此探討其社會影響力。 

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中社會影響力的定義和論述，指出社會影響力是對公眾

或個人行為產生的影響，包括對社會大眾產生的改變影響，以及對生活、工作、娛

樂方式和人際互動關係等的影響，也包括對個人價值觀、信仰和信念的影響

（Burdge & Vanclay，1996）。從團體組織本身至當中方案活動，可令個人、群體、

社區，以至社會與環境產生改變，即為社會影響力（LBS, NEF &SBS，2004）。另

外，社會影響力指組織、計畫、政策實施時造成的多方面非財務影響，包括個人、

團體（社區）的福祉、社會資本和環境（Mulgan，2010）。由此可見社會影響力所

產生的影響，包括個人、人際互動關係（他人）、對個人信仰（如佛法）的影響等。 

故本研究透過整理各利害關係人的訪談內容證詞，並呼應第一章的研究動機，

分別從個人、他人、佛法三方面去了解對各利害關係人所產生的影響，包括對個人

身心行為、與他人的關係以及佛法三個面向所受到的影響，再從事件價值鏈中了解

這些影響的過程如何發生、產生的成果。 

壹、茶禪種子培訓課程授課法師（T1）之影響和成果 

一、法師的影響 

十幾年前，法師開始在法鼓文理學院教導茶禪，這是首次在法鼓山體系護法總

會舉辦茶禪種子培訓課程授課，冀望通過培訓課程令法鼓山和聖嚴法師的理念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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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分會推廣，期待各位學員能將所學運用在分會，以茶為工具及媒介，將聖嚴法

師和歷代祖師的禪法，分享及接引社會大眾進入法鼓山體系，共同完成提昇人的品

質，建設人間淨土。 

（一）個人 

對法師來說，剛好有這個因緣舉辦茶禪種子培訓課程，所以就想從淡水分會開

始嘗試看看：首次在護法總會舉行茶禪種子培訓課程，是跨出學校的第一步，也是

很好的一個開端。從以前到現在已比較有系統性和完整的內容，包括茶知識歷史、

禪宗茶公案，下一次或以後就可以更加知道如何去調整課程內容，把它調整得更完

善一點。之前雖然有想過，可是不知道從哪裡開始著手，雖然知道整個體系其實是

需要的，可是不知道什麼時候開端，現在剛好有這因緣推著推著就開始了。（標楷

體文字為受訪者訪談內容，下同。） 

（二）他人 

法師表示，在一年多的授課時間中是一個教學相長的過程：知道還需要更有系

統地去教學，和學員在授課過程中的互動，有相輔相成的作用。和平時在學校上課

有些不一樣，看到學員們都具有使命感，私下都會練習、彼此切磋交流，比較認真，

所以也會教得比較深入、細膩，特別是茶和禪結合的部分，會更加強，也會教的比

較完整。 

（三）佛法 

在教導之後，法師覺得可以更有系統地去授課推廣佛法，同時也有了一個願：

覺得有需要出版一本書作為教學手冊，學員會很方便，我也會更加方便。因為現在

已經摸索了這麼多年，其實已經算是慢慢的完整化了，覺得也可以把內容編輯成書，

這個很好，也是我想做的，而且非常有意義價值。無論是在推廣、還是教學茶禪和

佛法方面，對自己和大家都很有幫助。因為上了這課程後，覺得那個迫切性還是有

的，編輯出版之後，對我們體系才會有一個基準，也有這個需求和必要，這樣子以

後發展下去就會更加方便。只靠我一個人不行，可用這一本書去培訓學生，讓他們

也可以當推廣的種子，就會有比較標準的一套教材。 

二、 成果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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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訪談內容，授課法師在個人、他人和佛法的成果價值鏈統整說明

如圖 4-1。 

 

 

 

 

 

圖 4-1 授課法師成果價值鏈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三、成果歸納說明 

根據以上授課法師的成果價值鏈，現整理歸納成果，加以說明。 

（一）個人：更加知道如何調整課程內容 

由於法師首次在法鼓山護法總會舉行茶禪種子培訓課程，跨出了學校的第

一步，在長達一年半的課程期間，法師可以因應上課的狀況，知道從哪裡

開始著手，加以調整授課內容。例如第二章文獻探討中提到禪宗茶公案是

「茶話禪心」培訓課程的核心內容，也是和其他茶禪最大的不同之處，法

師也因此增加了更多茶公案的講解和討論，令學員更加了解禪宗祖師大德

的義理。 

（二）他人：更有系統授課 

在教學中和學員互動，令法師更加清楚如何更有系統地授課，也和平時在學

校上課有些不一樣，從第二章文獻探討表 2-1「茶話禪心」 茶禪種子培訓課

程內容，可看到法師的培訓課程編排具有系統性，每一堂課都分別從「茶」

和「禪」兩部份加以講解，令學員更加了解學習到茶文化知識和禪理佛法。 

活動/

產出
事件價值鏈 成果

跨出學校第一
步 

可以知道從
哪裡開始著
手 

更加知道如
何調整課程
內容 

首次在法
鼓山護法
總會舉行
茶禪種子
培訓課程 

和學員在授課
中的互動 

教學相長 更有系統
授課 

感到體系標準
教材的迫切性 

對教學和推
廣都很有幫
助 

出版教學
手冊書籍 

茶禪種子培
訓課程，共
11堂課、1次
戶外參訪；
教導出14位
學 員 茶 主
人，上課時
間共計25小
時。 

個
人 

佛
法 

他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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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法：出版教學手冊書籍 

之前曾有出版社邀請法師撰寫關於茶禪的書籍，而上了這培訓課程後，法師

深刻感受會到體系迫切的需求。如果書籍可以編輯出版，為茶禪訂立一個標

準，除了作為教學之用，也可以在地區分會培養出更多像學員一樣的茶禪種

子推廣者。 

 

圖 4-2 授課法師為分會學員進行茶禪種子培訓課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貳、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學員之影響和成果 

本研究以半結構、正式的方式和茶禪種子培訓課程淡水分會七位學員個別、面

對面、公開地深度訪談，從他們全程參與的過程：一開始參加培訓課程，完成後成

為茶主人在淡水分會成為執行者舉行茶禪體驗，分析了解各學員利害關係人在參

加整個過程中對他們產生的影響、有何成果。現透過整理七位學員的訪談內容證詞，

分別從個人、他人、佛法三個面向去了解對各位利害關係人產生的影響。每位學員

利害關係人的背景和經歷皆有不同，可從事件價值鏈中知道這些影響的過程如何

發生，再整合歸納出全體學員共同的最終成果。 

一、學員 S1 的影響 

想更加了解茶和禪的學員 S1，之前去台中寶雲別苑的時候曾體驗過茶禪，覺

得氛圍很好，再加上個人興趣喜歡喝茶，所以來參加這次的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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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 

已經二十幾年沒有買過茶的 S1，自從上了茶禪培訓課程後，又開始去買茶，

品茶喝茶的次數多了，也比以前更喜歡喝茶，同時可以把泡茶運用在日常生活中：

現在假日也會泡茶給家人喝，促進和家人的感情關係，可以藉茶來聊天有共同話題，

也可運用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沒有茶這個媒介大家就會拿著手機邊聊天，心會散掉，

以前不會和家人一起泡茶。另外也促進了社交人際關係，可以一邊泡茶一邊和朋友

聊天，以前沒有，現在大家都很忙碌講究方便快速。 

      學員 S1 覺得多學了一項技能知識，增加了茶方面的技能和知識，也增加了喝

茶興趣：知道如何設計茶席、開展進行泡茶的次序，如何觀看茶葉、品茶，學習了

美化佈置茶席、泡茶、品茶的技能。現在電視上看到關於茶的節目會有興趣，也會

去買茶葉，已經二十幾年沒買過茶葉，出外會留意茶的種類、茶具，以前只喝咖啡

和茶包，現在參觀遊覽的時候會留意有沒有茶席。以前不熟悉不會去特別留意，現

在會有這份熱情，更加關注有關茶的活動信息，一個禮拜會泡一次茶。 

茶技能和知識增加也令 S1 提昇了自信：有能力去佈置一個茶席，自己會別人

不會，比別人多了一份自信。面對茶客可以從容放鬆、更加安定，能完整地讓大家

參加完成整個過程，會感到自信提昇和開心。  

      S1 指出參加活動的當下，以及之後那幾小時回家時增加了喜悅，令心情更愉

快：心情更加平靜安定，身心愉快，有一種喜悅。放鬆引導和泡茶當下安定之後，

就會內心平靜，平靜就會有喜悅的感覺，不是刺激性的而是內心安定的喜悅，和外

在吃喝的那種喜悅不一樣，一種寧靜靈性的喜悅，有淡淡的法喜。  

（二）他人 

同時，S1 覺得可以 利用茶把禪的安定分享介紹給大家：禪是安定的，在茶禪

過程中可以把安定和愉快帶給大家，這是很好的事，雖只是短暫的 1 小時，但在參

加過程中除了自己可以安定、放鬆，也可以令其他人放鬆安定，分享安定。放鬆引

導和茶主人都可以令茶客安定，放鬆引導是前方便、茶主人的動作是當下的安定，

再加上整個茶席的氛圍，茶禪進行的過程會產生這影響，例如當天參加茶禪結束後

身心是安定的狀態，多參加幾次會令安定的頻率增加，茶主人要不斷的參加。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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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茶客安定，也是茶主人的一個目標，安定會令念頭減少、煩惱減少，心情不會那

麼煩燥。茶禪的過程中，在茶湯準備中看到生滅、倒茶時感受聲音，放空才會有佛

理出現，在泡茶動作中回到當下、在做什麼就是什麼，念頭煩惱差不多減少一半，

事情變得較單純。 

（三）佛法 

在茶禪進行時的觀身受法，以及帶領放鬆的過程，也令 S1 加深禪修體驗：多

聽多做多接觸就會有內化的作用，現在放鬆引導在家中也會做，以前不會做這種練

習。 

二、學員 S2 的影響 

曾發願要接引更加多人的學員 S2，覺得茶是一個很好的媒介，這次參加茶禪

種子培訓課程，想知道如何可以把禪修和泡茶結合在一起。 

（一）個人 

 本身喜歡喝茶，但中間斷了很久只是用茶包喝茶的學員 S2，表示在整個泡茶

流程中可反映身心狀態：如果身心很專注、在安定狀態下的話就不容易出錯，但一

分心就會做錯，和身心狀態有關，不急不徐，就不容易出差錯。  

S2 現在也很享受一個人在家裡泡茶那種輕鬆自在的感覺：泡茶喝茶的當下會

令人放鬆，例如放茶葉、聞茶香很舒服、觀茶壺很美，把茶具固定放在家中餐桌上，

按照茶主人的茶席佈置，一個人沒有時間的壓力慢慢地泡，按自己的節奏進行，不

會怕夾杯子出錯，慢慢的撥放茶葉，慢慢地倒水，欣賞水倒入茶壺的感覺，然後自

己慢慢的拿起來喝一杯茶。  

通過上課、法師提供的相關影片、自己搜尋相關的資訊，都令 S2 增加了茶知

識：更清楚茶的種類，了解到茶有多種不同的備茶方法，不是只有泡茶、還有其他

方式，如學習煮茶、點茶，用的茶具也和以前不一樣，但也要練習。上了茶禪課程

去茶園會特別去看茶樹，如到日月潭的時候會去看紅茶，比平常更加關心茶的事情，

也會去體驗採茶。現在買茶葉的時候，會清楚知道自己想買什麼茶、喜歡喝什麼茶，

也會知道哪裏出產什麼茶葉、有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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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他人 

在淡水分會 舉行茶禪體驗擔任茶主人，令 S2 增加了茶席分享禪法的機會：有

參加者之前先生過世情緒不是很好，來參加茶禪體驗後分享說感受到那種安定、每

一泡茶都不一樣，感覺很安定幸福，可以品嘗到茶香很滿足。也有參加者分享說，

第一次參加很注重流程，第二次就已經很不一樣，有回到當下的感覺。  

S2 指出也可以借此互相交流分享學習：和自己一個人學習很不一樣，學員互

相回饋和分享，有成就感，大家也可以一起討論分享茶公案。 

現在多了和朋友泡茶，令 S2 促進了和朋友的關係情誼：會發信息叫朋友來家

泡茶喝茶，每個月大約兩次，之前不會。喝茶的時候讓人安靜放鬆，也促進朋友情

誼，利用喝茶互相關懷。泡茶流程熟悉了會更有自信，也會和朋友分享茶禪的事情，

邀約她們來分會參加。  

（三）佛法 

S2 現在更能體驗禪修當下的感覺：以茶作為一個媒介來體驗禪修，體驗茶的

味道、觀茶湯，一開始的放鬆引導很重要，特別是禪坐共修打坐後的茶禪體驗，就

會發現那個安定的力量。曾在當茶主人時突然發現怎麼那麼順暢已經泡完茶，完全

沒有緊張，專注在每一個動作上。 

三、學員 S3 的影響 

曾參加過法鼓山初心奉茶的學員 S3，疫情期間暫時休息，家人說可以做義工

培福，就來淡水分會擔任知客，剛好參加了新春茶會茶禪體驗覺得很開心，本身也

喜歡喝茶，勾起了以前的記憶，故很想親近學習茶禪，茶有中華文化的底蘊歷史，

又可以和修行有關。 

（一）個人 

S3 覺得在放鬆引導、參茶公案、聽別人分享他們修行的經驗體會時，都好像

甘露，令人法喜充滿、覺得喜悅：特別是從茶公案中找到知識的連接和脈絡，例如

知道森羅萬象出自華嚴經，就會很開心，知道來自哪部經典，因獲得知識感到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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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茶公案再擴展到其他知識領域，如佛學典故、佛學知識的增加，原來很有哲思。

茶公案會令自己去看佛學的經典，法喜充滿的次數也增加，以前很少。 

通過茶禪的整個過程，S3 可藉由一杯茶內省自己的內心狀態，增加了自己的

反省能力：以前會在乎這杯茶好不好喝，現在覺得甘甜或苦澀都是美，好惡心降低

了，這是很棒的體會。曾聽過一句話：沒有所謂的喜歡、也沒有所謂的討厭，現在

好像能體驗到一些：討厭的沒那麼討厭了、執著的沒有那麼執著了，喝茶的時候有

體會到、覺察到自己有這個改變，之前會在乎好不好喝，現在只體驗當下泡出來的

茶，覺得苦甜甘澀都只是體驗當下的狀態。這種內省是透過喝茶前的放鬆引導，空

了東西才會進來，利用內在看事情會比較清楚，再加上之後開始泡茶的身體動作、

靜坐、觀看茶葉，細細品味整個過程。從外在泡茶的感受到往內看，當下覺受茶入

口的感覺，從了解茶道到茶禪，原來一杯茶不只是一杯茶，森羅萬象在當中，茶只

是外在的。 

從以前會在意如何泡才好喝、這壺茶好不好喝，現在 S3 會放下這種感覺，減

輕了好惡心：現在不會太在意別人評價自己泡得好不好喝，如實地呈現茶的味道就

好。如果沒有學習茶禪，會在乎外在的東西和形式，現在不會那麼在意茶的好壞。

透過公案令自己的討厭和喜歡比較不會那麼明顯，茶公案很多都在講當下狀態，沒

有過去沒有未來、只是當下的體驗，森羅萬象都在一杯茶中，茶公案講的是以心印

心，以一些動作去契合當下的禪機，對當下有很深的感受，體驗更加深刻。泡茶喝

茶的過程會令你更加放鬆，專注於當下的狀態，但更深入的東西要從佛法裡面才可

以進去。 

現在會多觀摩別人泡茶，增加茶知識也是 S3 的一大收獲：從第一次泡茶手發

抖、很緊張拘謹，到後來熟練放鬆、不散亂，但現在還在抓那個尺度。學了茶禪之

後，會多了去看別人泡茶，去朋友家也會看她如何泡可以學習。 

（二）他人 

S3 泡茶給朋友喝的機會多了，可經由茶凝聚不同人的情誼：可以從茶開始談

起，也會帶旅行茶具泡給朋友喝，和朋友之間多了聊天的話題，現在會約時間一起

泡茶，多了相聚的機會，利用泡茶喝茶坐下來一起聊天，朋友家有茶具一起泡，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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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月一次。對朋友也會有影響，和朋友分享茶禪，也會談到佛法，令他們對佛法、

禪修產生興趣。  

 在茶禪體驗的 108 自在語分享中，聽到別人不同的生命故事和人生歷程分享，

對 S3 很有啟發性：同一句話大家有不同的生命體悟，聽到不同人故事的分享，不

只是放鬆，借由茶聽到不同的人生故事，分享 108自在語比較有一個主題，不只是

閒聊。有師姐分享她把自我放太大了所以很受傷、應該把自我縮小一點，令自己反

思是不是有時候受傷就是把自我看得太重了，借由別人的生命故事反觀自己的狀

態，很短又很具體的一句自在語，令人很深刻。  

（三）佛法 

同時，S3 也加深了禪修體驗： 之前好久沒有禪修，現在會想每個禮拜參加禪

坐共修、令自己每天打坐，希望從每個星期一次到每天一次。禪坐共修後的茶禪體

驗參加者都有禪修體驗，有不一樣的體悟、不同的歷程，令自己受益，也會令身心

更加安定放鬆。一開始要先放鬆，之後把對肢體的感受結合起來，思緒不會持續在

紛亂裡面，可以觀察身體其他部位的變化，感受就會增加，知覺力也會增加，才能

夠觀照。 

四、學員 S4 的影響 

擔任淡水分會禪坐組悅眾的 S4，覺得剛好有這個培訓課程機不可失，可以學

習，條件是要打過禪七自己也符合，所以就來參加支持。 

（一）個人 

培訓課程中最資深的學員 S4，表示學了茶禪之後生活內涵比以前更加豐富，

感到禪悅法喜：變得更快樂，有生活內涵更加有意義，通過和別人互動，和同參

道友互動研習，在課堂上跟法師學習、在分會舉辦茶禪體驗的實際分享活動，很

豐富。自我成長本身就是一種成長的快樂，成長就是一種喜悅。  

在課程中很努力認真複習寫講義的 S4，也更加提起心力，成為成長動力：聽

法師講課，看同學愈來愈進步，自己接受很多新的教導，這樣的成長很快樂、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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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義，也會提起心力，在疫情期間很努力寫心得感想，把影片內容仔細一看再

看。 

S4 也同時感受到不同的境教體驗：可以去法鼓文理學院參加培訓課程，在遊

心場禪堂舉行茶禪體驗和國際學生交流，在小而美的茶禪教室上課，很有意思，生

活內涵多開了一扇窗。  

以前多喝咖啡的 S4 現在也會開始喝茶：多了喝茶、泡茶，本來只是偶爾喝喝

茶，現在變成習慣，每天喝咖啡變了每天喝茶，多了一種嗜好。 

（二）他人 

同時，S4 也可以和其他學員互相增上、互為善知識：把學到的聖嚴師父禪法

延伸聯繫到生活上，之前也有學習分享過公案，這次來學茶公案容易跟它連結，比

較能夠跟法師互動，學完再把它帶回分會和大家分享，因有禪修的體驗會比較有感

受。大家可以互相學習討論，每次課程、開車時多了和學員交流討論茶公案的機會，

也會和學員學習泡茶技術，大家互相增上。 

（三）佛法 

增加了佛法知識茶公案，令 S4 可以融通解行，學以致用：能夠把以前學的禪

修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呈現，茶禪需要和茶客互動，這個互動和自己禪修、其他方式

不一樣，茶具又很多，泡茶的過程比較細膩，都要練習，開發了另外一個窗口。禪

坐共修也會和別人互動，但是不一樣模式的互動形態。最明顯的幫助就是在禪坐共

修時舉行茶禪體驗，多了一項不同的體驗方式、不同的接引方式，更加多元化，也

令禪坐共修的內容更加豐富。多了一種禪修不同的應用，禪修就是要應用在生活中

才有意義，參公案就是一種體驗，例如舉辦中秋茶會要帶參加者到外面，就要融合

之前所學的並把它簡化。這兩三年也在跟演一法師學習，他用很多種不同模式的引

導，如走路禪、觀身受法等佛法的東西，戶外禪、月光禪、禪坐共修、茶禪體驗都

是實際應用，整合之前解門、行門所學的並把它應用學以致用。 

五、 學員 S5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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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上過茶道課程的 S5，希望了解茶禪是怎麼一回事，希望可以藉由茶禪和更

多人結緣。以前參訪台中寶雲別苑時，用泡茶的方式和大家互動，那次體驗感受很

不一樣，無論身心狀態、喝茶的感覺，還是老師泡茶的安定度、茶食，過程中都在

一個享受安定、進入禪的狀態，但自己沒有這個能力，故想借參加培訓課程來體驗

一下，知道怎樣去呈現讓別人也感受到這種狀態。 

（一）個人 

有禪修和茶道經驗的學員 S5，認為整個「茶話禪心」活動令自己有很不一樣

的茶體驗：上課有很多收穫，之前是有點概念，但沒有那麼完整。以前比較重視怎

樣泡、茶葉茶湯的感覺味道，屬於技術方面。但現在會延伸到修行面和安定度，如

何感受祖師大德對茶的體驗？他們如何呈現和弟子、同儕之間的互動？如何呈現

茶和禪的關係？藉由茶這個媒介去呈現禪的狀態，如何把禪修帶入茶這件事和之

前學的不一樣，祖師大德借由茶這件事情變成他們的修行、是一個媒介，會有安定

度，和以前比較有所求——只是想泡出一壺好茶不太一樣，現在比較能夠安住當下，

專注當下就是茶禪。  

由於生病常在家的 S5，發現透過茶禪可以更加覺察自己的狀態：茶禪要很清

楚自己的動作，在練習過程中發現自己平常蠻急的、排了很多工作事情，時間很緊

迫，如義工、家務。現在會發現自己心急了，就會停下來，也會提醒自己慢下來，

告訴自己不能這麼急，會去發現自己怎麼會這樣，現在心裡不會急，緩慢下來該做

的就慢慢做完。聖嚴法師曾說：過程就是目的、當下就是全部，茶禪的流程就是不

緩不急，會有幫助。茶禪可以配合禪修的三個層次，但也要看自己的狀態，所謂散

亂心到集中心是一定有的，可否到統一心比較難一點，也不是那麼容易。有時候在

家練習，可由散亂心到集中心，看茶主人在泡也可以進入那個狀況。這部分必須和

生活結合，茶禪就是必須和生活結合，在帶領放鬆引導和討論的時候，必須看到大

家的狀態，不能夠完全收攝到自己的狀態，不只是把自己收攝，要用自己的放鬆和

安定度來看別人的狀態，自己是安定的，也不會去排斥別人的狀態，才可以接受所

有的狀態。禪修就是不迎不拒、不取不捨，當別人呈現不同的狀態時就自己去安定，

不會去排斥這些現象的產生和變化，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心不受影響，在過程中觀照

每個人需不需要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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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他人 

因為學佛後參與很多活動，有時候會忽略了家人的 S5，現在和家人多了連結

互動：學了茶禪之後會泡茶給先生喝，他對泡茶也很有興趣、是茶藝協會的成員，

現在他的感受會有點不一樣，至少跟他有些互動，這個互動讓他覺得有點連結，學

了茶禪之後互動之中會有幫助，在生活中盡量去關心他的狀態。以前比較少和家人

泡茶，泡的過程也沒有那麼細膩，泡的口感也不一樣。現在一個月會泡一至兩次，

除了練習之外和家人的關係也會變好，他本來就希望我陪他，現在可以有更多時間

陪他，他也會有回饋。中秋節也會想在我妹妹家泡茶喝，雖然她不太接受，但至少

我有這個心，大家的感受會不一樣。 

有豐富禪修經驗的 S5，現會思考茶禪和平常喝茶有何不同？如何讓禪眾以茶

進入禪的狀態，增加和禪眾互動，觀照別人：雖然不是那麼深入，但會覺得原來禪

是可以這麼簡單地去體驗的，也會帶他們用觸覺味覺各方面去感受，很單純的去體

驗什麼是禪，不用藉由盤腿打坐，蠻安定的。有參與者分享說，之前沒學過禪修，

只是叫她去覺察每個部位的感覺、放鬆，麻痛就不見了。可能在某個情境之下他們

會體驗到不同的狀態，心靜下就會放鬆，在茶禪過程中他們都可以投入放鬆，會有

些體驗，茶主人安定、他們的心也會跟著安定。帶領禪修體驗時，要觀照照顧別人，

完全沒有體驗的人，可以藉由茶禪來引導。和禪眾的互動也可以延伸，觀察他們的

狀態久了，例如他們對茶、流程的反應，也會令你對週遭的人，包括家人更加關

注。  

（三）佛法 

上了茶禪課程後，S5 發現原來茶和修行有很大的關係，增加了對茶公案的理

解和分享：明白了茶和公案的關係有更深層的意義，不只是技術、安定，通過茶真

的可以體驗到禪是什麼，可藉由茶的過程體驗到禪的境界、什麼是禪，很開心。茶

公案雖然只是一個公案，但對我來說不是體驗，我們還處於用方法的層次，還沒有

到體驗的層次。法師上課時指出茶公案中的祖師大德他們本來就是開悟的人，講出

來的話就是他們當下的一個狀態，我們看了變成要去解讀他們，為什麼他們會這樣

講，我們用解讀來推測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子，可是對當時的他們來說就是心的反應，

當時體驗到什麼就是什麼，沒有自我中心的呈現。但我們不是體驗而是去推敲，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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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我們要去解讀他們講的是什麼東西，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看不懂公案，要找很多

資料、在推廣的時候會比較難。其實不用去想要找一個標準答案，覺得這句話什麼

意思就什麼意思，不用去想這樣講對不對，直接感受就可以，以後體會到什麼可能

又會有不同的反應，這跟你當時的狀態有關。法師指出體驗不只是解釋，用自己禪

修的狀態，放下自我中心自然會出現。在茶公案中看到佛法，結合自己讀書會、上

課，把很多東西連結在一起，在法師的帶領下會覺得禪修不只是放鬆安定，想要開

悟解脫還需要有一些知見，如果愈來愈清楚熟悉，參公案就會有所不同，我告訴自

己不能一直用解釋的角度去看，自己要進入那個狀態、而不只是理解，可能需要更

努力投入在禪修、方法的應用上。知見一直有在累積，但方法的部分要再加強，期

許自己愈來愈清楚公案是怎麼一回事，也可以進入依據公案來修行的模式。用直觀

的方法去究竟體驗在講什麼，你用什麼心體驗到什麼就是什麼，看到自己的心是什

麼狀態，即是心的呈現，不只是解釋給大家聽，解釋和體驗不同，知道有佛性，但

並沒有體驗到。體驗是禪修的狀態，方法用得愈好，心就會愈細膩，練習過程中慢

慢放下執著、放下自我中心，最後它就會出現，那就是體驗。 

六、 學員 S6 的影響 

之前沒有學過茶的學員 S6，一開始不太敢參加，後來覺得能學多一點就多一

點，可以儲資糧，希望看看有什麼不一樣，透過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在學佛的路

上提昇自己。 

 （一）個人 

S6 學了茶禪後會主動去找書來看，增加了茶知識：以前不會看，現會特意去

看書，如《茶經》，也會在 YouTube找影片看，學會了品茶聞香，也會更加留意茶

色茶湯，會主動去泡茶，看看如何泡出一杯好茶。   

相對以前，S6 現在心情也比較平靜放鬆：茶席一開始會手忙腳亂緊張，但喝

到第二第三泡心情就會放鬆，知道自己奉茶的動作，面對每一個人心情就會不一樣，

自己心靜了、別人也會跟著放鬆去品茶。現場不容易，在整個茶禪的過程中都會持

續放鬆，但回到生活中就不容易持續。  

（二）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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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S6 來說，能以茶會友、接引信眾，特別有意義：可以接引到一些不曾參加

過活動的人，了解到原來有這個茶禪可引導他們放鬆靜心，分享過程中聽到參與者

的心聲，無意中可挖到很多寶，例如有師姐分享年輕人突然走了家人很慌亂，她去

安慰、安定家人的心，從中看到無常、為自己做一個安排打算。也有分享說可從中

看到自己的缺點，當參與者願意分享，就表示已經把心放下了，在一個信任的氛圍

中，通過這樣的分享可以令人豁然開朗。 

同時，S6 也增加了和家人泡茶喝茶，促進關係：多了和家人一起喝茶泡茶，

朋友來了也會想泡給她們喝喝看，以前很少有這種想法。現在一個月約有兩三次會

泡茶聊天，吃點心下午茶，和女兒、先生的溝通時間也多了，品完茶之後會分享茶

好不好喝、泡得如何，之前不會。  

（三）佛法 

具有禪修基礎的 S6，茶禪的時候更能體驗到禪修安定的力量：比較能以安定

的心帶動現場的人心情平靜下來，聞一杯茶香、觀茶色，帶動他們更加安定。分茶

的時候茶客都很專注、看著你的動作，自己很恭敬地放在他們的面前合掌，合掌回

禮後開始喝，那種氛圍大家都很安定，令自己更安定，也令茶客更加專注於茶，每

個人都能夠安定下來。 

七、學員 S7 的影響 

之前完全沒有接觸過茶禪的學員 S7，只聽過茶禪，但沒有太大印象，因對禪

修有興趣，故好奇茶和禪有什麼關係，所以當要舉辦茶禪種子培訓課程的時候就有

興趣參加，想去了解茶禪。 

（一）個人 

經過茶禪培訓後，學員 S7 現在能更敏銳地專心品茶，也比較能夠把茶和禪結

合在一起：茶禪是能讓我很專心地去品茶的一個方法，比較敏銳。現在會知道茶應

該這麼泡、這麼喝，更加了解茶，所以會比較多頻率去喝茶，也會比較關注茶的品

種、泡茶的處理方法。 

（二）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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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 S7 現會比較多去思考禪修生活化的功能，關注茶禪要怎麼樣進行：因為

茶禪有禪修的一些技巧，故會更注重平常禪修的一些培養。以前我覺得禪修是很制

式的一種東西，不管它是修行或者是共修，但因為茶禪是比較生活化的，生活上你

需要也都可以用到，所以茶禪跟生活會結合在一起，這是它相較於禪修比較不同的

呈現。泡茶有一個很明顯的節奏、有一個流程，要把那個節奏掌握得非常到位才行。

在進行中這是很需要安定和用心的，這也是茶禪在泡茶過程中跟禪修有一些連結

的部分。 

（三）佛法 

課程也令學員 S7 能更加理解茶和禪的關係：誰是主體不是那麼重要，茶是禪

修的所緣境，所以我覺得它是禪修的一個入門。從這個課程開始到最後，法師給我

們一些現場指導，例如茶公案引導，每一項都跟茶禪有關係。泡茶是類似禪修的一

個基本功，它能夠讓我們更了解一些茶的知識，比如茶的演進歷史、茶的基本元素。

法師在講授課程時，一方面能夠建立我們對禪的知見，另外也借由茶公案去連接茶

和禪，它們互相連結，能夠延伸。 

八、成果歸納 

    「茶話禪心」對每個學員都產生不同的影響和成果，現以研究歸納的方式，歸

類成個人、他人、佛法三個面向，整理以上各學員的訪談內容資料，把各利害關係

人所產生的成果重點歸納如表 4-6。 

表 4-6 學員影響成果重點小結 

學員 成果 

個人 他人 佛法 

S1 1 可運用在日常生活，增加

喝茶興趣 

2 多學了一項技能  

3 提昇自信  

4 增加喜悅，心情放鬆愉快   

 

1 可以分享安定 1 加深禪修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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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學員影響成果重點小結（續） 

學員 成果 

個人 他人 佛法 

S2 1 反映身心狀態  

2 個人輕鬆自在的感覺  

3 增加茶知識 

1 增加茶席分享

機會 

2 互相交流學習 

3 增多和朋友泡

茶，促進關係 

1 禪修體驗當下 

S3 1 法喜充滿 

2 內省自己內心狀態  

3 減輕好惡  

4 多觀摩別人泡茶，增加茶

知識 

1 凝聚情誼 

2 分享別人生命

故事  

 

1 禪修體驗  

S4 1 禪悅法喜 

2 提起心力，成長動力 

3 境教體驗 

4 增加喝茶習慣 

1 互相增上 1 融通解行，學

以致用 

S5 1 不一樣的茶體驗 

2 覺察自己身心狀態 

1 和家人多了連

結互動 

2 和禪眾互動，

觀照別人 

1 增加對佛法茶

公案的理解和

分享 

S6 1 增加茶知識 

2 心情比較放鬆 

1 以茶會友，接

引信眾 

2 增加和家人泡

茶，促進關係 

1 禪修安定力量 

S7 1 更敏銳地專心品茶 

2 了解泡茶方法 

1 禪修生活化的

功能 

1 更能理解茶和

禪的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 

九、成果價值鏈 

以上各學員都具有禪修經驗，根據訪談內容和影響成果，現從個人、他人、

佛法三個面向，歸納出各利害關係人共同的成果，並從事件價值鏈中了解這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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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過程如何發生，現統整說明如圖 4-3。

 

 

 

 

 

 

 

 

 

 

 

 

 

圖 

 

圖 4-3 學員成果價值鏈 

資料來源：本研究 

十、成果歸納說明 

根據各學員以上的成果價值鏈，歸納出學員共同的成果如下： 

活動
／

產出

事件價值鏈
成
果

放鬆引導和泡茶的當下，學習

茶禪後生活內涵更豐富有意義 

產生安定、自我成

長、獲得知識的喜悅 
禪悅法喜 

在泡茶、分茶、喝茶的每一個

動作中，體驗到輕鬆自在 

可令身心更加專

注於當下的狀態 
感受到放鬆

自在 

茶席和泡茶的整個

過程、節奏和氛圍 

 

清楚自己的動作，反省覺

察到身心處於何種狀態 

內省覺察自
己的身心狀
態 

法鼓山護
法 總 會
「茶話禪
心」，學員
共參與茶
禪種子培
訓課程 11
堂課、課
前場佈加
上課時間
共 36 小
時、1 次 3
小時戶外
參訪。 
 
淡水分會
學員在淡
水分會舉
行了 4 次、
每次 2 場
的茶禪體
驗。 

 
個
人 

學多了一種不同的禪修方

法，可把泡茶應用於生活中 

 

茶禪較生活化，可在

日常泡茶過程中和禪

修結合 

學以致用，
應用在日常
生活中 

上課、法師提供的相關影

片、自行看書搜尋資料 
學會茶的種類、不同泡茶

方法，懂得品茶佈置茶席 

增加茶知識

和喝茶興趣 

上課和茶禪體驗，多了和其

他人互相學習討論的機會 
和學員一起練習回饋

分享，互為善知識 

 

互相增上，

交流學習 

買了茶具，多了在家泡

茶練習給家人朋友喝  

聊天多了話題，促

進彼此感情關係 
增加和家人朋友泡

茶喝茶，凝聚情感 

 
可在分會舉行茶禪

體驗，擔任茶主人 

增加茶席分享生命故事和禪

法的機會，可把安定放鬆帶

給信眾 

可和禪眾互動分

享，接引信眾 

觀身受法、放鬆引導

後，以茶作為媒介，

用五感體驗茶 

可更專注在茶禪的每一個當

下，感受到禪修安定的力量 

加深禪修體驗，

安定當下 

每堂課觀看聖嚴法師大法

鼓影片、法師教導討論茶

公案和佛法 

更加理解茶和禪的關係，

也更明白茶公案、佛法修

行的深層意義，如何藉由

茶呈現禪的境界 

有助了解分享

茶公案和佛法 

 
他
人 

 
佛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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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禪悅法喜  

（二） 感受到放鬆自在  

（三） 內省覺察自己的身心狀態  

（四） 互相增上，交流學習  

（五） 學以致用，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六） 增加和家人朋友泡茶喝茶，凝聚情感 

（七） 可和禪眾互動分享，接引信眾 

（八） 增加茶知識和喝茶興趣  

（九） 加深禪修體驗，安定當下  

（十） 有助了解分享茶公案和佛法  

根據各學員以上的這些共同成果設計成問卷，用上列 10 個項目的重要性，以

1（最不重要）-10（最重要）對每項成果的重要性進行評分，把每項成果的分數乘

以選擇人數再相加、除以總人數得出重要性程度分數，如表 4-7（請參閱附錄五「茶

話禪心」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問卷調查結果題 16），通過各項成果的重要性程度分

數，可作為分析評估對各利害關係人所產生的影響指標。 

表 4-7 課程學員成果重要性評分 

成果 重要性程度分數 

（一） 禪悅法喜 9 

（二） 感受到放鬆自在 9.15 

（三） 內省覺察自己的身心狀態 9.2 

（四） 互相增上，交流學習 8.4 

（五） 學以致用，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8.7 

（六） 增加和家人朋友泡茶喝茶，凝聚情感 9.2 

（七） 可和禪眾互動分享，接引信眾 8.8 

（八） 增加茶知識和喝茶興趣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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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課程學員成果重要性評分（續） 

成果 學員重要性程度分數 

（九）加深禪修體驗，安定當下 9.2 

（十）有助了解分享茶公案和佛法 9.3 

資料來源：本研究 

根據表 4-7 中培訓課程學員的分數，歸納出個人、他人和佛法分數排名最高的

5 項成果如下，其中個人和佛法方面各兩項，他人方面一項，現加以說明。 

（一）個人：增加茶知識和喝茶興趣 

在學員的十項成果中，增加茶知識和喝茶興趣的重要性程度分數最高，有 9.5

分，共有 9 位學員（75%）填寫 10 分，認為是對自己最重要的成果，也覺

得是沒有其他的課程活動項目可以替代。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表 2-1「茶話

禪心」 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內容（頁 12），每堂課法師都會講解相關的茶知識

和茶歷史文化、進行泡茶實作，學員通過上課和學習、觀看法師提供的相關

影片，再加上自行看書搜尋資料，學會了茶的不同種類、泡茶方法，也開始

懂得佈置茶席、泡茶、品茶。多位學員（S1、S2、S3、S4、S6）指出上培訓

課程之前，已很久沒有自己泡過茶或買過茶葉，但上課之後，喝茶興趣大大

提昇，並開始成為習慣，也會回家練習。 

（二）佛法：有助了解分享茶公案和佛法 

重要性評分排第二的成果，是可以令學員更加了解茶公案和禪修佛法，有 9.3

分，共有 7 位學員填寫 10 分。茶公案是法師授課中獨有的內容，根據文獻

探討表 2-1「茶話禪心」 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內容（頁 12），法師在多堂課中

都會教導和討論分享茶公案，令學員在茶公案中看到佛法。同時每堂課也會

觀看聖嚴法師大法鼓影片、講解佛法，令學員更加理解茶和禪的關係，也更

加明白茶公案、佛法修行的深層意義，如何藉由茶呈現禪的境界，而學員之

間也可以互相分享討論。 

（三）佛法：加深禪修體驗，安定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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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茶禪的時候，學員更能體驗到禪修安定的力量，也是學員重要的成果

之一，有 9.2 分，共有 6 位學員填寫 10 分。文獻探討中聖嚴法師提到禪修

的三個層次（聖嚴法師，2020），首先是從散亂心到集中心，透過在上課前

的觀身受法、茶禪體驗中的放鬆引導、泡茶過程，以茶作為媒介，用五感體

驗茶，令學員可以從散亂的狀態慢慢地收攝身心集中，更加專注在每一個當

下，增加感受到禪修安定的力量。文獻探討中果鏡法師（2016）也指出，茶

禪的核心觀念在於用禪的方法觀照茶，即把禪法的修行運用於泡茶、喝茶之

中，以茶佐禪。 

（四）個人：內省覺察自己的身心狀態 

從文獻探討中的培訓課程內容，可了解到當把禪修心法融入泡茶的實作中，

就可以把「泡茶」（茶）與「禪修」（襌） 結合，在這過程中也可以覺察自

己的身心狀態，這也是學員重要的成果之一，有 9.2 分，共有 6 位學員填寫

10 分。通過課程和在分會舉行茶禪體驗，學員可以在茶席和泡茶的過程氛

圍中，清楚觀照自己的每一個動作，覺察到身心專注的狀態，只要一分心就

會出錯。從外在泡茶的感受到往內觀看當下覺受，從了解茶道到茶禪。 

（五）他人：增加和家人朋友泡茶喝茶，凝聚情感 

對多位學員來說，參加培訓課程的一大影響和收獲，是促進了和家人朋友的

感情，和他人的關係有了改善，這也正是文獻探討中提到的社會影響力其中

一個作用——對人際互動關係的影響（Burdge & Vanclay，1996）。這項成果

有 9.2 分，有多位學員表示在學習茶禪之前，都不會或很少泡茶給家人喝，

但現在因學了茶禪、買了茶具，增加了在家練習，以及泡茶給家人朋友喝，

也多了聊天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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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茶禪種子培訓課程結業合照 

資料來源：研究者 

參、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專職（F1）之影響和成果 

一、專職（F1）的影響 

負責護法總會多元課程的專職 F1，希望透過培訓課程協助法師推動茶禪，了

解到學禪的本來面目是什麼，茶只是媒介，從茶開始慢慢體驗禪是什麼，如何把聖

嚴法師的「身在哪裡、心在哪裡」透過茶去落實。果鏡法師推廣茶禪就是把聖嚴法

師禪宗的精神融入到茶裡面，F1 覺得邀來法師首次舉辦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具有特

別意義，可以由茶入禪學習到實務的東西，把茶和禪結合，對於在分會接引信眾也

有幫助，淡水分會茶禪團隊很有凝聚力，可以共同協力完成，達到護法總會的預期

目標。現從個人、他人、佛法三個面向，加以說明 參加培訓課程對專職 F1 產生的

影響。 

（一）個人 

在學習的過程中， F1 體驗到茶有放鬆的作用、令人慢活，通過茶知識和茶文

化，了解到生活中有開門七件事，茶要融入生活裡面。透過泡茶的動作，也讓 F1

去觀照，以心觀心，通過茶看到自己的心，觀照起心動念，覺得減少了執著和起心

動念：對人事物不會再那麼刻意執著，起心動念不會那麼強烈，看到不好的事情以

前會評論，現在會先用觀照體驗，透過茶連結到禪修，對其他人也會先傾聽他們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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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問題點在哪裡。慢慢練習，也有用默照，你很清楚現象，但心如何不去受影響。

這個過程容易心浮氣躁，沒有打坐的時候沒辦法去止觀，後來慢慢去練習，會開始

去傾聽，心會開始安定下來，知道那只是現象，只是用情緒處理事情，開始把事情

做一個觀察，慢慢的就不會受影響，現在可以慢慢做到。透過一杯茶也可以放鬆，

再加上定課，就可以把妄念止住。 

（二）他人 

專職 F1 指出我們都在動中很忙，心都不安定，通過觀身受法，讓我們知道身

在哪裡、心在哪裡、清楚放鬆、全身放鬆：在這個過程中，可以體驗到原來放鬆的

時候，六根是可以打開的。打開之後就可以傾聽別人的需求、聽到別人講話，用耳

朵去聽，關著的時候就沒辦法。平時會打坐，觀身受法會用在我開始急的時候，會

坐下來，讓自己先沉澱、深呼吸。  

同時，F1 多了和家人泡茶談心，增進感情：以前比較忙沒空和同修聊天，現

在不用照顧老菩薩有自己的時間或很累時，就會想和同修泡茶，想要多一點時間聊

天，泡茶可以把話匣子打開，即所謂的談心，彼此把想要傾訴、聊一些還沒有時間

分享的一些事，透過泡茶、茶香、品茶，那個氛圍有點像芬多精產生正能量，不會

講一些抱怨的事，然後放鬆，反而彼此比較能把一些柔軟語說出來，多了話題。現

在會比較多去泡茶，一個月泡兩三次，同修會主動提出叫我泡茶給他喝、聊聊天。

泡茶可以讓我們坐下來彼此多看對方、了解對方，談心聊天時，茶是一個很好的媒

介，比咖啡更加好，做重大決定的時候會想要泡茶喝。 

（三）佛法 

從泡茶和參茶公案，F1 也提升了強化利人的心：泡完茶心是安定的，然後再

聽祖師大德茶公案背後的哲理，有些哲理原來在古叢林裡面是這樣想的，當中有開

悟，從煩惱中顯出佛心，故會有一顆想要利人的心，也會更加提昇強化利人的心，

因為從公案中體驗到你的心是單純的。以前也聽過公案，但沒有細心的去探索裡面

的哲理是什麼，現在通過法師解說引導帶領才知道，例如吃茶去就是那麼簡單就可

以明心見性。喝茶可以提起悲心，喝茶之後放鬆才會覺察，不會起退心，就會提起

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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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果價值鏈 

    根據以上訪談內容，專職的成果價值鏈統整說明如圖 4-5。 

 

 

竹人女戈 

 

 

 

 

圖 4-5 專職成果價值鏈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三、成果歸納說明 

    根據專職 F1 以上的影響成果，請 F1 按照對自己的重要性，以 1（最不重要）

-10（最重要）對每項成果的重要性進行評分，結果如表 4-8，通過各項成果的重要

性程度分數，可作為分析評估對利害關係人所產生的影響指標。 

表 4-8 專職 F1 成果重要性評分 

成果 重要性程度分數 

（一）減少執著和起心動念 10 

（二）更能傾聽別人的需求 10 

（三）泡茶談心，增進和家人感情 10 

（四）提昇利人的心 10 

資料來源：本研究 

活動/

產出
事件價值鏈 成果

透過茶連結到

禪修，進行觀

照體驗 

練習令心不受現象

影響，慢慢可以做

到，把妄念止住 

 

減少執著和

起心動念 

上課、
泡茶、
喝茶的
過程 

茶禪時進行

觀身受法 
身心放鬆後，

打開六根 

更能傾聽別

人的需求 

多了在家泡茶、品
茶，同修會主動說
泡茶給他喝 

可借此聊天談心，說

柔軟語不會埋怨，多

了話題互相了解 

泡茶談心，

增進和家人

感情 

茶禪種子培

訓課程，共

11堂課、1次

戶外參訪，

上課時間共

計 25 小時。 

參茶公案，明白祖師

大德茶公案背後的哲

理 

體驗到心是單純

的，可顯出佛心，

產生想要利人的心 

 

提昇利人的

心 

個
人 

佛
法 

他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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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4-8 中專職 F1 的重要性程度分數，四項成果分數都是 10 分，包括個

人、他人和佛法三方面都非常重要，現加以說明。 

（一）個人：減少執著和起心動念 

對專職 F1 來說，最重要的影響成果之一是透過 11 堂課、以及泡茶喝茶的過

程，令自己的執著和起心動念減少。從文獻探討的課程內容中，可以看到法

師如何教導利用茶連結到禪修，可借此進行觀照體驗，練習令心開始安定下

來，知道只是現象，慢慢的就可以做到如何不受影響。透過一杯茶可以令人

放鬆，再加上定課，就能不再那麼執著，把妄念止住。 

（二）他人：更能傾聽別人的需求 

在茶禪課程時進行的觀身受法，對專職 F1 影響也很大，禪修的心法讓 F1 可

以清楚放鬆、全身放鬆，讓自己先沉澱、深呼吸，體驗到原來放鬆時，六根

是打開的，耳朵打開之後就可以傾聽到別人講話和需求，觀身受法也可以運

用在日常生活中開始心急的時候。 

（三）他人：泡茶談心，增進和家人感情 

參加茶禪種子培訓課程令 F1 多了和家人泡茶談心，增進了感情，這項影響

成果對專職 F1 也很重要。以前比較忙沒有空，現在 F1 會一個月泡兩三次，

透過泡茶、茶香和品茶，和同修泡茶聊天談心，有時同修更會主動提出叫 F1

泡茶給他喝，互相傾訴分享，而且氛圍充滿正能量，不會抱怨，會說一些柔

軟語，多了話題。 

（四）佛法：提昇利人的心 

參茶公案無論對學員還是專職 F1 來說，都是重要的影響，而且還令 F1 利

人的心得到強化和提昇。在課程中，F1 泡完茶之後心是安定的，然後再聽

法師解說和引導講解祖師大德的茶公案背後哲理，了解到祖師大德如何開

悟，從煩惱中顯出佛心，在茶公案中體驗到心是單純的，故會令自己想有一

顆利人的心。 

肆、茶禪種子培訓課程義工（V1）之影響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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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義工 V1 的影響 

護持課程的義工 V1 之前也學過茶禪，曾參加過另外一個分會的茶禪課程，但

對課程的形式和追求的東西感到困惑，不太能夠接受非常追求外相的東西，剛好知

道法師要舉辦這個茶禪課程，因此就來親近法師。之前學了一年多的泡茶，但不太

清楚它和禪有什麼關係，故想再次參加法師教導的種子培訓課程，了解知道茶禪是

怎麼一回事。 現從個人、他人、佛法三方面，加以說明 參加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對義

工 V1 產生的影響。 

（一）個人 

懂得感恩珍惜每次的因緣，是 V1 可以來上這個課程的最大感受影響之一：令

我更珍惜每一個因緣、每一個當下，今天茶的滋味不管怎麼樣都要感謝有這個因緣、

有這個人、有這杯茶可以喝，好或不好都是它的呈現，只要去接受它，老老實實的

接受當下，這樣生活就會愈來愈愉快。 

同時，也令 V1 更學會專注：專注很重要，應用在生活上的話，現有點年紀做

事情會丟三落四，把泡茶、行茶過程中的專注力運用到生活上，每一個動作如實地

做好，譬如現在要鎖門了，就告訴自己不要再想其他事情，專注於好好地門鎖那個

當下，這個蠻好用的。  

（二）他人 

義工 V1 也通過泡茶增加了和家人朋友的互動：有親戚朋友來的時候會泡茶，

大家喝得很歡喜，是一個很好的社交媒介。母親年紀比較大有朋友來看她時，大家

不是太熟，泡茶可以讓大家放鬆下來聊天。現在泡茶有時候有模有樣的，讓大家也

會很認真的去喝，當下自己也會很認真的去泡這一壺茶，誠心的招待大家，這是一

個很好的過程。以後自己一個人的時候也會佈置簡單茶席，招待朋友鄰居、法鼓山

的信眾，也是社區一個很好聯絡感情的社交活動。去師姐的工作室就會叫我泡茶給

大家喝，現在也泡得比以前好一點，大家都喝得很開心，對人際關係也有幫助 。

對茶葉的味道認識也增加了，也會大概知道這壺茶泡得好不好、什麼樣的狀況，盡

量去體會每一泡茶湯的變化。而且發現很多親戚朋友泡茶的時候覺得你很認真，他

們也很好奇，覺得很開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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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法 

培訓課程讓義工 V1 真正感受明白到茶和禪是有結合的：法師一直告訴我們禪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行住坐臥更合宜，隨時要去觀照自己，了了分明。之前的課讓

我反思茶和禪有什麼關係，現在法師詳細講解，還有茶葉的專業知識、茶歷史、茶

公案也很有趣，以前覺得茶公案很可怕聽不懂，現在也還是聽不懂、但不會覺得羞

恥，很多東西就是薰陶。課堂這麼少，又要有一個完整性，泡茶就比較淡化。上這

個課程令之前的疑惑、抵觸的情緒沒有了，加上閱讀果如法師的《茶禪一味》，試

著自己去理解，再加上法師每一次的引導帶領，每個階段都有每個階段的進步，覺

得蠻有意思的，令我重新體會到茶禪的妙處。透過祖師大德的茶公案令我更明白茶

和禪的結合，法師有介紹這些茶公案的背景、通過脈絡祖譜表，會更加知道了解它

是怎樣來的、禪宗的歷史，以前有聽過這些禪師的名字但都不太懂，現在就會知道

他們的時代背景，很有趣，那個東西不再是書裡面的東西，不用再懊惱為什麼沒有

參透。 

二、成果價值鏈 

    根據以上訪談內容，義工 V1 的成果價值鏈統整說明如圖 4-6。 

 

 

 

 

 

 

圖 4-6 義工成果價值鏈 

資料來源：本研究 

活動/
產出

事件價值鏈 成果

感受課程中的每個因

緣、每個當下 
一杯茶好或不好都

是它的呈現，只要

去接受它 

感恩珍惜每

次的因緣 

把泡茶過程中的專注

力，運用到日常中 
如實做好生活中的每一

個動作、每一件事情 

學會更加

專注 

親戚朋友來家裏會多了泡茶
招呼，大家可以放鬆聊天 

很好聯絡感情

的社交活動 

增加和家人

朋友的互動 

茶禪種子培
訓課程，共
11 堂課、1
次戶外參
訪，上課時
間共計 25
小時。 

透過課程反思茶和禪的關係，
更清楚祖師大德的茶公案，了
解禪宗的歷史脈絡 

重新體會到

茶禪的妙處 
更明白茶和

禪的結合 

個
人 

他
人 

佛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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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歸納說明 

    根據義工 V1 以上的影響成果，請 V1 按照對自己的重要性，以 1（最不重

要）-10（最重要）對每項成果的重要性進行評分，結果如表 4-9。  

表 4-9 義工 V1 成果重要性評分 

成果 重要性程度分數 

（一） 感恩珍惜每次的因緣 10 

（二） 學會更加專注 7 

（三） 增加和家人朋友的互動 5 

（四） 更明白茶和禪的結合 7 

資料來源：本研究 

根據表 4-9 中義工 V1 的分數，最重要的前三項成果排序如下，現在加以說

明。 

（一）個人：感恩珍惜每次的因緣 

義工 V1 表示，可以來上這次的茶禪種子培訓課程，最大的影響是令自己懂

得感恩珍惜每次的因緣，故給這項成果 10 分。在這一年半的上課期間，疫

情或發生的事令 V1 更懂得珍惜每一個因緣、每一個當下，深刻體會到不管

茶的滋味如何，都要感謝有此因緣，好或不好都是它的呈現，只要好好地接

受當下，生活就會愈來愈愉快。 

（二）個人：學會更加專注 

可以令自己更加專注，也是 V1 覺得重要的成果，同時還可以應用在日常生

活中，這也呼應了第二章文獻探討中聖嚴法師在開示影片《禪修對日常生活

的影響好處》（2011）指出中國茶禪文化的核心：禪修就在日常生活和實踐

中。V1 指出現在做事情有時會忘掉，故把泡茶、行茶過程中的專注力運用

到生活上，好好地做好每一個動作、每一件事。 

（三）佛法：明白茶和禪的結合 

通過課程中法師詳細講解茶知識和茶公案，令 V1 反思茶和禪有什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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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開上這課程之前的疑惑，再加上法師每次的引導帶領，每個階段都有進步，

重新體會到茶禪的妙處。透過祖師大德的茶公案，令 V1 更明白茶和禪如何

結合，法師介紹這些茶公案的背景、祖譜表，更加知道了解它的歷史脈絡。 

伍、淡水分會茶禪體驗參與者之影響和成果  

一、參與者的影響 

「茶話禪心」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完成之後，淡水分會學員冀將所學接引大眾，

令大家可以學習佛法、安定身心，以茶融入禪修與佛法，故學員在淡水分會舉辦「茶

話禪心」茶禪體驗，擔任茶主人，讓分會悅眾和義工報名參加，踏出學茶入禪第一

步。通過放鬆引導、茶主人泡茶奉茶、心得和 108 自在語分享，體驗身心放鬆安定，

感受每刻當下，以茶入禪，推廣法鼓山理念，分享佛法。淡水分會於 2023 年 9 月

至 12 月每月一次（9/3、10/1、11/12、12/17），在分會共舉行了四次、每次 2 場、

每場 1 小時的「茶話禪心」茶禪體驗，體驗內容和流程如表 4-10。 

表 4-10 淡水分會茶禪體驗內容和流程 

活動內容 流程時間 

放鬆引導：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學員帶

領，引導參與者先放鬆身心。 

10 分鐘 

茶禪體驗：由學員擔任茶主人泡茶奉

茶，共進行 5 泡茶，前 3 泡茶禁語。 

35 分鐘 

分享：所有參加者分享體驗或禪修心

得、108 自在語 

15 分鐘 

資料來源：本研究 

淡水分會茶禪體驗參與者共有 40 人，以訪談方式訪問了其中 4 人。同時，根

據之前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學員的訪談內容和問卷調查所得出的成果設計成問卷，

以電子問卷連結發放的方式進行資料收集，共發放 40 份問卷，回收 25 份，平均回

收率約為 62.5%，問卷調查結果請參閱附錄六。其中在問卷中請參與者為下列 8 項

成果，以 1（最不重要）-10（最重要）對每項成果的重要性進行評分，如表 4-11（請

參閱附錄六），其中以個人方面的成果重要性評分最高。 

表 4-11 茶禪體驗參與者成果重要性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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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成果 重要性程度分數 

減輕壓力 6 

感受到放鬆自在 6.6 

禪悅法喜 5.8 

專注力提昇，感受每個當下 7 

身心安定 6.5 

可運用在日常生活中 6.4 

增加茶知識和喝茶興趣 5.8 

加深對禪修和和佛法的了解 6.1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成果價值鏈 

    根據表 4-11 參與者的分數，歸納出分數排名最高的 5 項成果，整合歸納參

與者的訪談內容，把排名分數最高的 5 項，以成果價值鏈統整說明如圖 4-7。 

 

 

 

 

 

 

 

 

 

 

 

 

 

 

 

活動/

產出
事件價值鏈 成果

專注於喝茶品茶的過

程和儀式感，味覺比

平時更敏銳。 

暫時放下俗務，不想過去

未來，讓自己的心和身在

一起，更好地享受當下。 

專注力提

昇，感受每

個當下 

用觀身受法去體驗，利用

聽覺、嗅覺、味覺、視覺

和觸覺去感受。 

壓力消除之後就會放

鬆，喝茶過程中不用

去想太多。 

感受到放鬆

自在 

通過茶禪體驗一步一步

的引導深入，令身心慢

慢放鬆 

可以不要去煩惱其他

東西，達到身心安定

的狀態 

身心安定 

淡水分會

舉辦茶禪

體驗，共

舉行了四

次、每次 2

場、每場 1

小時。 

茶禪可以在生活中提

醒自己，令人在平時

慢下來 

日常中可用茶禪的喝茶方

式，令平時對茶葉、味覺

和身心的體驗更細緻 

 

可運用在日

常生活中 

資深師姐講解佛法知

識和禪修的方法，參

加的人互相分享 

更加能夠體驗禪法

和佛理 

加深對禪修

和佛法的了

解 

個
人 

佛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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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參與者成果價值鏈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三、成果歸納說明 

現根據受訪的參與者訪談內容，加以歸納說明圖 4-7 參與者成果價值鏈中，

各項成果如何發生。 

（一）個人：專注力提昇，感受每個當下 

對茶禪體驗參與者來說，這項成果的重要性所佔的比例最多，分數有 7 分。雖

然只有一個小時，但通過放鬆引導、喝茶、吃茶點的過程，也能令參與者專注在當

下，也呼應了文獻探討中聖嚴法師提到的禪修三個層次——從散亂心到集中心的

狀態（聖嚴法師，2020）。 

可以令我專注在喝茶品茶這件事上，生活可能有其他俗務，如論文或其他事情，

在那個時刻可以暫時放下，專注在參加茶禪體驗、喝茶、吃茶點的過程中，感

覺真的在那個當下，不會想過去未來。在喝茶過程中會比平時敏銳，平時也會

泡茶喝，但會一邊做事情一邊喝，不會特別專注地去留意品嚐茶的味道，只是

很隨意的放個茶包沖泡來喝，不會有很香很濃的感覺，平時喝茶的習慣只是當

成水去喝。但茶禪的時候就很不一樣，是有儀式感的東西，桌上會佈置茶席很

漂亮，放著一些植物，茶主人專心的泡茶、分茶給大家喝，引領大家一起合掌，

然後一起去喝那杯茶，和平時匆匆忙忙一邊做事一邊喝的感受很不一樣。喝的

時候真的會喝到茶的香味，口感喝下去的感覺、味蕾的感受，味覺會比平時喝

茶的感覺敏銳很多。（J1，2023/12/14） 

從一開始的引導就已經提高自己的專注力，把眼鏡和手錶拿下來，然後去體驗

每一個當下，做一些放鬆的動作，這時候自己的專注力就有提升，再進入到喝

茶的時候，喝茶體驗的專注力更好地去體驗每一個當下，讓自己的心和自己的

身在一起，更好地享受每一個當下。（J2，2023/12/17） 

（二）個人：感受到放鬆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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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也能從茶禪體驗的過程中感受到放鬆自在，有 6.6 分。文獻探討中提到

茶與禪的關係連結就是通過茶來進入禪，先用茶令身體放鬆、再用心體驗、專注當

下，而在受訪者 J3 的訪談和問卷中，可以看到通過茶禪可以令參與者在體驗中愈

來愈放鬆。 

因為悟寶營要帶小孩開車過來，會有些情緒，把她安頓好了上來參加，通過茶

主人泡三、四輪茶之後，愈來愈有放鬆的感覺。參加了三次，全程眼睛都是閉

起來的，從來沒有看過茶主人泡茶，聽到茶已經好了眼睛才張開，雖然禁語但

會感覺聽到倒茶的聲音，知道現在什麼階段，全程用聽覺，喝的時候用觀身受

法，喝之前眼睛看到茶湯的顏色、鼻子聞到的、含在嘴巴的感受、吞下去之後

的回韻，再把眼睛閉起來感受一下全身，每次喝茶都是觀身受法的體驗，喝下

去之後還會再聞一次茶杯，每一輪都會這樣喝。平時壓力是最大的，壓力解除

之後自然就會放鬆。（J3，2023/12/18） 

等候茶主人在放茶葉加水煮開之後，第一泡第二泡大家聞香、看茶葉的過程中，

身心慢慢地鬆開，會覺得好幸運有人泡茶給我們喝，只要單純的等待那一刻茶

湯出來的時候去品嚐享用，這個過程讓我覺得很放鬆自在，因為不用去想太多，

就只是在那等待一杯茶湯出來。（J4，2024/1/7） 

（三）個人：身心安定 

第三項重要的成果是可以令參與者的身心安定，有 6.5 分。這項成果其實和之

前的兩項成果是息息相關的，當專注在當下、可以放鬆平靜下來，就能夠令身心安

定。 

只要專注在那個當下，不要去煩惱其他東西，就可以感受到身心安定，這是來

自茶禪活動本身給我的。（J1，2023/12/14） 

等待是值得的，讓你整個身心安住在那邊，更能體會到那杯茶湯的味道，也就

是上禪學班時法師說的「身在哪裡，心在哪裡，清楚放鬆，全身放鬆」，當下

的那一刻享用那一杯好茶。 （J4，2024/1/7） 

（四）個人：可運用在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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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只是一小時的體驗，但已經可令參與者運用於日常生活中，重要性有 6.4

分。正如文獻探討中聖嚴法師在開示影片《禪修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好處》（2011）

指出，禪其實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去體會它、體驗它，欣賞自己在喝，而沒有許多

的雜念。 

我平時生活中是很心急的人，茶禪可以令我想慢下來，體驗到慢的感覺，不會

很急，和我平時喝茶的感受很不一樣。對平時生活最大的用處是，當我很心急

想快的時候，會令我有所覺察，這是茶禪體驗給我的一個提醒，可能其他活動

例如打坐瑜珈也會有幫助，但茶禪可以令我在生活中很忙亂的時候，會突然有

一把聲音提醒自己：慢慢來、慢慢來沒問題的，不用那麼急，例如搭捷運想走

快一點的時候，會提醒自己不要緊不用那麼趕慢慢來。中秋茶會喝完茶到戶外

河邊走路時，令我能夠感受到慢，和平時走路的速度很不一樣，感受蠻深刻。

（J1，2023/12/14） 

在日常生活中也會喝茶，但如果沒有通過這樣的學習我喝茶的時候會比較粗

心，平時喝茶對茶葉、味覺的體驗和關注也不會那麼多，但現在通過這樣的體

驗，從茶回到自身的身心狀態上面，通過這樣的喝茶方式令自己在日常生活中，

也能做到身心安定。（J2，2023/12/17） 

（五）佛法：加深對禪修和佛法的了解 

通過一開始的放鬆引導，以及最後的禪修和 108 自在語分享，也能令參與者對

禪法、佛理更加了解，有 6.1 分。 

對我們這些在禪修和佛法方面還不是很了解、但有興趣的人來說，負責放鬆引

導的師姐作為過來人，給我們講了一些知識和禪修的方法，可以加深我們對禪

修和佛法的了解。（J2，2023/12/17） 

能夠回歸簡單樸實的喝茶，並可以在過程中好好的體驗禪法及佛法。（J4，

20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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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在淡水分會舉行茶禪體驗 

資料來源：淡水分會 

 

第四節 其他分析與小結 

本研究用影響力價值鏈，評估「茶話禪心」活動產生的社會影響力，從問卷結

果中也呈現出其他的結果和影響，現加以分析說明。最後，小結部分檢視通過以上

所有的分析，是否達成「茶話禪心」活動的目標。 

壹、成果可持續期 

想維持「茶話禪心」活動所帶來的成果和影響，參加者能夠持續的時間是一個

重要因素，根據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學員問卷結果，如表 4-12（請參閱附錄五），各

項成果影響都有超過 50%的學員覺得大約能持續 5 年，其中「和禪眾互動分享，接

引信眾」一項，共有 10 位學員（83.3%）認為，只要茶禪活動可以一直舉行就能持

續 5 年。「增加和家人朋友泡茶喝茶，凝聚情感」、「增加茶知識和喝茶興趣」、

「加深禪修體驗，安定當下」這三項，也分別有 9 位學員（75%）認為可以持續 5

年。 

表 4-12 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學員可持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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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貳、「茶話禪心」活動的可替代性 

茶禪種子培訓課程的學員除了參加「茶話禪心」活動之外，可能也會參加其他

的活動，了解他們有沒有其他方式或機會得到類似的影響、有多少成果會被其他成

果所替代，可以更加精準地評估「茶話禪心」的成果和影響力。問卷詢問學員如果

沒有參加茶禪種子培訓課程，覺得有多大機會通過其他方式或活動得到類似的影

響？根據學員問卷結果如表 4-13（請參閱附錄五），其中「增加了茶知識和喝茶興

趣」與「增加和家人朋友泡茶喝茶，凝聚情感」，最沒有可能通過其他方式得到相

似的影響，分別有 11 位和 9 位學員認為完全不可能由其他活動所造成，可替代性

最低。 

表 4-13 其他活動造成類似影響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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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至於其他成果可替代性則較高，其中「加深禪修體驗，安定當下」一項可替代

性最高，只有 1 位學員認為完全不可能由其他活動所造成。除了參加「茶話禪心」

之外，學員也可以通過其他活動獲得類似的影響，其中最多人填寫的是禪修活動，

如圖 4-9。 

 

圖 4-9 其他造成影響的活動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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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活動本身的貢獻度 

針對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學員產生的每一項影響，在問卷中詢問參加「茶話禪心」

活動，對各項成果的貢獻度有多少（0-100%）？根據問卷結果，如表 4-14（請參閱

附錄五），「有助了解分享茶公案和佛法」共有 10 位學員（83.3%）認為貢獻度最

高，其中多位學員表示「茶話禪心」對他們來說最大的影響是來自茶公案的分享。 

第二是「增加茶知識和喝茶興趣」，共有 9 位學員（75%）覺得對自己的影響

也很有貢獻，這兩項在學員的重要性評分中也是最高的，反映出對學員來說，成果

產生的重要性影響高低和活動本身貢獻的高低有關。這也和活動的可替代性與獨

特性有關，多位學員表示愈沒有其他活動可以取代，貢獻就愈大、產生的成果和影

響也愈高，如表 4-13「增加茶知識和喝茶興趣」的可替代性也是最低的。 

表 4-14 「茶話禪心」貢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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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肆、小結——目標達成 

法鼓山護法總會首次邀來法師在地區分會舉行「茶話禪心」活動，目標除了

通過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培育分會茶禪種子人才，令人才種子在分會學習成長，學

佛護法；同時也希望透過在分會舉辦茶禪體驗，以茶作為媒介，弘揚禪法與佛法，

令大家學習分享佛法之餘，也可安定身心，令分會可以成為教育與社會關懷的據

點，接引信眾，向社會和分會大眾推廣法鼓山理念，分享佛法。根據以上「茶話

禪心」活動所帶來的影響和成果分析，可以看到達成舉辦組織法鼓山護法總會的

最初目標，產生的影響力與目標基本上是一致的，如圖 4-10。 

從「茶話禪心」所產生的個人、他人和佛法三個面向之成果，可見整個活動

是一個自利利他的過程，從個人的學習成長出發，再到與他人的分享互動、佛法

的推廣弘揚，創造出社會影響力。 

 

圖 4-10 目標達成與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 

護法總會舉行「茶話禪心」活動，其中一個目標是希望以茶入禪，令參加者

透過茶作為媒介、進入禪的境界，以推廣禪修和佛法，從一開始的散亂心進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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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要以茶入禪，必須了解茶與禪的關係，通過以上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學員的

影響分析和成果價值鏈，可以反映出學員如何結合茶與禪、如何以茶入禪，顯示

出學員在「茶話禪心」中身心的改變過程和所受的影響，例如把禪修的觀念和方

法，運用於泡茶過程和動作中，而產生了禪悅法喜、內省覺察自己的身心狀態等

成果，如圖 4-11。 

 

 圖 4-11 茶和禪關係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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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目的之一是希望透過研究過程，了解分析各利害關係人參加「茶話禪

心」的投入、產出與成果，以及在個人、他人、佛法三個面向對各利害關係人產

生了什麼影響，也借此檢視「茶話禪心」的內容和實施方式是否能有效達成預期

效果、是否和本來的目標一致，產生影響力。 

本研究通過進行「茶話禪心」首次的社會影響力評估，以了解成果和影響，

透過對各項成果和影響之間的異同與變化做進一步的比較和論述，發現和得出以

下結論，以呼應本研究之目的與問題。 

壹、成果互相影響 

從第四章各利害關係人的成果分析，可以知道各利害關係人在個人、他人、佛

法三方面皆產生成果和影響，而這些成果之間是互相呼應、緊密相扣的，如圖 5-1

顯示各利害關係人成果的互相影響。茶禪種子培訓課程授課法師提到成果之一是

因跨出了學校第一步為分會授課，故知道如何調整課程內容更有系統，同時也看到

學員有使命，所以就會教得更加深入細膩。 

由於有法師的這些成果，才會令學員、專職和義工在上課的過程中有他們的成

果產生，例如增加了對茶公案和佛法的理解。但這些成果不是單向的，而是互相影

響的，由於和學員教學相長，故也對授課法師產生影響。 

學員完成了茶禪種子培訓課程之後成為茶主人，回到淡水分會舉行茶禪體驗，

學員本身的成果對分會茶禪體驗參與者也產生影響，通過擔任茶主人、泡茶的過程，

和參與者分享自身的成果——安定、放鬆和佛法等，令參與者也產生專注、放鬆、

身心安定等成果，對禪修和佛法也有更深刻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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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各利害關係人成果的互相影響 

資料來源：本研究 

貳、參加時間長短具有重要影響 

從本研究的成果比較中可以發現，各利害關係人參加「茶話禪心」活動的時

間愈長，所受的影響度和重要性就會愈高，如表 5-1 所示。學員、專職和義工參

加了一年半的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加上部分學員繼續在淡水分會舉行茶禪體驗，

故在個人、他人、佛法三個面向都有較大影響。 

有分會茶禪體驗參與者受訪表示，一共參加了三次，發現參加次數愈多，對

他身心專注、放鬆愈有幫助，體驗感受也較為深刻。同時在表 5-1 中，也反映出

參加時間的長短，會影響重要性程度的分數，學員、專職和義工的分數，明顯地

比只短暫參加的分會體驗參與者高，學員的重要性程度分數最高有 9.5 分，分會

茶禪體驗參與者的重要性程度分數最高只有 7 分。 

培訓課程學員 
＊個人： 

-增加茶知識和喝茶興趣 
-內省覺察自己的身心狀態 

＊他人：-增加和家人朋友泡

茶喝茶，凝聚情感        

＊佛法：-有助了解分享茶公

案和佛法                         

-加深禪修體驗，安定當下 

 

 

培訓課程專職 
＊個人： 

-減少執著和起心動念 

＊他人： 

-更能傾聽別人的需求 

-泡茶談心，增進和家人感情 

＊佛法： 

-提昇利人的心 

 

茶禪體驗參與者 
＊個人： 

-專注力提昇，感受每個當下 

-感受到放鬆自在 

-身心安定 

-可運用在日常生活中 

＊佛法： 

-加深對禪修和佛法的了解 

培訓課程授課 
法師 
＊個人： 

-更加知道如何調

整課程內容 

＊他人： 

-更有系統授課 

＊佛法： 

-出版教學手冊書籍 

 

 

培訓課程義工 
＊個人： 

-感恩珍惜每次的因緣 

-學會更加專注 

＊他人： 

-增加和家人朋友的互動 

＊佛法： 

-更明白茶和禪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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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各利害關係人成果比較 

利害關係人 學員 專職 義工 參與者 

參加時間 一年半 一年半 一年半 一小時 

 

 

 

 

 

 

 

 

 

成果 

（分

數最

高５

項） 

 

 

  

 

 

個

人 

重

要

性

程

度

分

數 

-增加茶

知識和

喝茶興

趣  

9.5

分 

-減少執著

和起心動

念 

 

10

分 

-感恩

珍惜

每次

的因

緣 

10

分 

 

 

 

-專注力提

昇，感受

每個當下 

7

分 

-內省覺

察自己

的身心

狀態 

 

9.2

分 

  -學會

更加

專注 

 

7

分 

-感受到放

鬆自在 

6.6

分 

-身心安定 6.5

分 

-可運用在

日常生活

中 

6.4

分 

他

人 

重

要

性

程

度

分

數 

-增加和

家人朋

友泡茶

喝茶，

凝聚情

感 

8.6

分 

-更能傾聽

別人的需

求 

10

分 

-增加

和家

人朋

友的

互動 

5

分 

  

-泡茶談

心，增進

和家人感

情 

10

分 

佛

法  

重

要

性

程

度

分

數 

-有助了

解分享

茶公案

和佛法 

9.3

分 

-提昇利人

的心 

 

10

分 

 

 

-更明

白茶

和禪

的結

合 

7

分 

 

 

-加深對禪

修和佛法

的了解 

6.1

分 

-加深禪

修體驗，

安 定 當

下 

9,2

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 

參、活動的正面影響 

從本研究中表 5-1 各利害關係人的成果比較中，可以發現「茶話禪心」活動中

各利害關係人個人和佛法的成果重要性程度分數高於他人，同時和個人有關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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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也佔最多項，可見對個人產生的影響最大。這也呼應了茶禪種子培訓課程的內容，

從一開始較注重自我成長、從個人出發，但這些個人的成果會因應宗教的力量產生

佛法方面的影響，故學員和佛法有關的成果項目排第二（9.3 分），之後也會漸漸

地推展到他人、社會層面，這也正好呼應了佛法中自利利他的精神，而這些個人方

面的成果絶大部分都是正面的。從表 5-1 中，也發現大部分成果是屬於無形和精神

方面的，這些成果也是「茶話禪心」課程和體驗最重要的影響，故活動值得繼續舉

辦。 

肆、活動的負面影響 

「茶話禪心」活動所產生的影響和成果絶大部分是正面的，但有兩位學員表示

可能會產生一些負面影響（見附錄五「茶話禪心」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學員問卷調查

結果題 23），包括週日參加培訓課程如果有家庭聚會可能會有點影響，有時比較

容易緊張、特別是一開始正式當茶主人的時候。 

伍、呈現茶和禪的關係 

本研究另外一個目的是希望令社會大眾更加明白何謂茶禪、了解茶和禪之間

的關係何在？通過本研究具體有形地呈現了茶和禪如何結合、茶和禪兩者之間的

關係。本來抽象的茶禪觀念，現在透過本研究中各利害關係人的成果價值鏈，清楚

呈現如何通過茶這個媒介進入禪、如何把禪的元素方法融入茶中。禪的元素包括用

禪修的觀念和方法，例如通過培訓課程中法師教導的觀身受法、開示影片、茶公案、

放鬆引導。另外透過觀照，可令學員能夠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內在和覺察去泡茶，

當學員在分會擔任茶主人，在泡茶過程中清楚觀照自己的每一個動作，令茶禪體驗

參與者處於身心安定的氛圍和儀式感中，可用五感去體驗茶而產生專注放鬆、安定

自在的成果，也可以更容易從散亂心進入到集中心。因為有禪的元素，令茶的內涵

層次有所不同，才會成為茶禪，而不只是茶道和茶藝。 

 

第二節 研究建議 

「茶話禪心」是法鼓山護法總會首次由法師為分會舉行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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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意義，根據影響和成果分析，以及上述的結論，本研究嘗試從以下個人、他

人、佛法三方面做出相關建議，以呼應研究目的，作為未來優化茶禪種子培訓課程

和在分會舉行茶禪體驗、調整發展模式的參考依據。 

壹、個人 

培訓課程學員是茶話禪心活動中成果價值最高的個人受益者，他們在課程中

互相學習，課程結束後成為茶主人在分會舉行茶禪體驗。建議學員繼續自我深入學

習，也互相增上、一起練習成長，在分會積極投入持續舉行茶禪體驗，將所學產生

的影響力好好發揮，以做到自利利他，利己可以為自己帶來影響和成果，也能利益

他人。學員產生的成果是最多的，這些無形有形的成果，對個人、他人和團體都具

有效益和價值，可以透過舉辦更多元創新的茶禪活動，為分會帶來新氣象，以擴大

其影響力。 

「結論參」提到產生的正面影響可從個人出發，再遍及到他人、社會層面，建

議各學員可以積極擴大其運作層面，除了個人能獲得的效益以外，也能帶動他人與

分會的共同發展。 

貳、他人 

淡水分會學員個人完成茶禪種子培訓課程之後，首次在分會舉行茶禪體驗，在

當中可以累積、吸收和分享相關經驗，作為地區分會日後舉辦活動的參考依據。本

研究範圍屬於第一階段，暫只開放給分會悅眾、義工報名參加，根據茶禪體驗參與

者問卷的意見回饋（請參閱附錄六「茶話禪心」茶禪體驗問卷調查結果），其中多

位參與者建議，希望茶禪體驗時間可以再長一點，也可以繼續擴大參與者的層面，

讓更加多人參加，增加和他人的互動。2024 年 1 月開始，淡水分會的茶禪體驗會

開放給一般社會大眾報名參加，以接引更多的信眾。 

在淡水分會舉辦茶禪體驗，參與的人同心協力共同籌辦，可以產生凝聚力和向

心力。同時，建議茶禪體驗可以加入不同的主題，以及和不同的領域、禪藝結合，

令分會活動更加創新多元化，以吸引更多不同、新的人士來參加，增加活動吸引力。 

參、佛法 

護法總會首次舉辦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對各利害關係人有明顯的成果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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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在個人方面。護法總會可以藉由這活動，透過參與其中的各利害關係人產生

的互相影響，進行不同的地區分會發展策略，發揮各參加人員的長處，增加推動不

同的活動方案內容，以更有效益地弘揚佛法。同時也可以借此培訓現有分會悅眾、

專職和義工，以更有效地在地區分會組織推廣活動，以作為教育和關懷據點，接引

更多不同的信眾，增加他們對法鼓山和佛法的認識。 

「結論壹」論述參加時間的長短對各利害關係人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從訪談和

問卷中，學員都表示希望可以增加課程的堂數，令所學的內容可以再深化，建議茶

禪種子培訓課程可以加長上課堂數、繼續舉辦，以發揮影響力。從成果分析中可見

茶是一個很好的媒介去推廣禪修和佛法，建議護法總會可以繼續在其他不同的分

會舉辦茶禪種子培訓課程，以借此推廣法鼓山的理念和佛法。 

同時，護法總會也可以在分會針對不同的年齡層和族群，用不同的形式和內容

舉辦各種茶禪體驗活動，例如沒有禪修經驗的初學者、具有禪修經驗的資深者、20

多歲的青少年、30 多歲的父母和 60 歲以上的樂齡族等，讓不同的受眾有不同階段

的感受，而產生不同的改變影響和成果。 

另外，未來也可進行法鼓山體系內不同茶禪的比較，以及和外部茶禪的比較，

因不同的茶禪體驗可以給人帶來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茶禪可能有不同的禪修方法

和內容，通過比較可令參加者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式，更好地去了解自己在佛法和修

行上的需求、如何在茶禪中找到內心的平靜。同時也可以幫助參加者更深入地理解

禪宗的教義和精神，並將之應用到自己日常生活的實踐中，拓展和豐富自己的修行

體驗和生活。通過不同茶禪的比較，也可以互相交流，分享彼此的體驗和心得，有

助於建立不同分會團體之間的聯繫，並促進彼此之間的共同成長和學習。 

 

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分析評估法鼓山「茶話禪心」課程和體驗活動的社會影響力時，面對

以下的研究限制。 

壹、樣本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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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析通常需要比較多的樣本數據，以增加評估結果的可信度，由於「茶話

禪心」活動仍還在開始階段，初期參加的人數相對較少。本研究範圍日期設定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在這期間淡水分會茶禪體驗暫只限於分會悅眾和義工參與，

研究樣本數量不太多，可能不能充分反映出在分會舉行的影響和成果，2024 年 1 月

才開始讓社會一般大眾報名參加。現在暫時只在淡水分會舉行，另一個參加培訓課

程的大信南分會，還沒有舉辦茶禪體驗，學員的影響和成果可能還沒能夠充分體現。

之後或可以有下一階段的研究，以進一步評估茶禪的社會影響力。 

貳、成果的主觀性 

本研究由訪談和問卷收集的許多資料，都涉及各利害關係人參加「茶話禪心」

課程與體驗的主觀感受和意義價值所產生的成果，分析評估這些資料成果可能會

因為各利害關係人的背景、經驗等因素而有所不同。同時，分析無法說明活動本身

是對還是錯，只會如實呈現所得出的影響和成果。 

參、貨幣化的考量 

有些事物對參加者來說可能是無價的，例如參加「茶話禪心」課程與體驗所產

生的多項影響和成果。本研究和各利害關係人訪談後，多位利害關係人表示影響和

成果較屬於無形、精神價值方面，不太傾向於用貨幣化來衡量，覺得很難用貨幣金

錢來加以計算。要考量貨幣化的效度，慎思部份貨幣化及加入其他重要資料，以呈

現其重要社會意涵和價值，例如 SROI 不應視為評估社會績效和影響力的單一指標

（吳宗昇、李俊達，2018）。為了更準確呈現各利害關係人的影響和成果，本研究

現應用影響力價值鏈的評估分析，但日後或可以循此方向繼續茶禪的相關研究，從

另一角度把無形的觀念用有形的貨幣價值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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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茶話禪心」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學員 

訪談大綱 

1. 受訪者基本資料：姓名、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 

2. 您之前參加過法鼓山什麼活動？是什麼原因和動機令您參與「茶話禪心」？ 

3. 您投入了哪些成本項目在參與的活動上？例如人力、時間、物力或金錢等。 

4. 這些投入成本，請問您會如何計算費用？ 

5. 從參與成本項目的投入中，您覺得收獲了什麼？ 

6. 自參加「茶話禪心」後，對您有產生什麼積極或是消極負面的影響嗎？包括想

法、行為、身體狀況、心情、生活態度、人際關係等各方面的影響。（可列舉項

目） 

7. 對周遭人事物（例如家人、朋友、社區等）有沒有帶來什麼影響？ 

8. 承上述，是否能說明有什麼實際例子能夠證明或反映出這些影響？ 

9. 您認為上述哪些影響對您最重要？重要性的排序？ 

10. 請將您受到的影響，按照對您自己的重要性進行評分排列。最重要的請填寫

10，最不重要的寫 1，可以有同等排列，例如其中兩個選項都非常重要可以都

填寫 10. 

11. 請具體描述每項影響是如何形成的？ 

12. 您認為這些影響，大約能夠持續多久時間？（1 至 5 年） 

13. 請問如果沒有參加「茶話禪心」，您覺得有多大機會通過其他方式得到類似

的影響（0-100%）？ 

14. 請問您除了因為參加「茶話禪心」之外，以上各項影響有沒有可能是因為其

他活動所造成？有的話所佔的貢獻比例為多少？請問是什麼活動？ 

15. 參加「茶話禪心」，對各項影響有何貢獻（0-100%）？ 

16. 您對參與「茶話禪心」活動，有其他想法或建議嗎？ 

17. 最後，您還有哪些影響需要再補充說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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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茶話禪心」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學員問卷 

第一部份：基本資料 

1.性別 

     男      女 

2.年齡 

21-30     31-40    41-50    51-60     61 歲以上 

3.教育程度 

國小、國中、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及以上 

4. 您從事哪種職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部份：有關「茶話禪心」相關資訊 

5.請問您在參加「茶話禪心」茶禪種子培訓課程以前，曾參與過相關或類似的活

動嗎? 

有     沒有 

6.承上題，如「有」的話至今有幾年？曾參與過哪些活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請問是什麼原因和動機促使您參加「茶話禪心」茶禪種子培訓課程？  

個人興趣 

提升專注力      增加自信心    

接引信眾        學習禪修和佛法 

其他... 

8.承上題，如選擇「其他」，請補充簡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您投入了哪些成本項⽬在您參與的茶禪種⼦培訓課程中？例如⼈⼒、時間、物

⼒或⾦錢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承上題，這些投入成本，請問您會如何計算費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請問您自從參與「茶話禪⼼」後，在這些成本項目的投入中，覺得收獲了什麼

（對您有哪些幫助）？ 

安定身心                    法喜充滿 

感受到身體放鬆              可以和別人分享 

其他... 

 

12. 承上題，如選擇「其他」，請補充簡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部份：有關您參與「茶話禪心」之後，所發生的影響。 

13.自從您參與「茶話禪心」之後，請勾選以下關於對您自己產生的影響相符之選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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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禪悅法喜       

感受到放鬆自在       

內省覺察自己的身心狀態       

互相增上，交流學習       

學以致用，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增加和家人朋友泡茶喝茶，凝聚情感      

可和禪眾互動分享，接引信眾      

增加茶知識和喝茶興趣       

加深禪修體驗，安定當下       

有助了解分享茶公案和佛法       

其他：      

 

14.承上題，如選擇「其他」，請補充簡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15.對周遭⼈事物（例如您的家⼈、朋友、和社區）有沒有帶來什麼影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請將您受到的影響按照對您自己的重要性進⾏評分排列，最重要的請填寫 10，

最不重要的寫 1，可以有同等排序，例如其中兩個選項都非常重要可以都填寫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禪悅法喜            

感受到放鬆自在            

內省覺察自己的身心狀態            

互相增上，交流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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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以致用，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增加和家人朋友泡茶喝茶，凝聚情感           

可和禪眾互動分享，接引信眾           

增加茶知識和喝茶興趣            

加深禪修體驗，安定當下            

有助了解分享茶公案和佛法            

其他：           

 

17. 請描述以上的影響是如何形成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請問您覺得這些影響，⼤約能夠持續多久時間？  

 
 1 年 2 年 3 年 4 年` 5 年 

禪悅法喜       

感受到放鬆自在       

內省覺察自己的身心狀態       

互相增上，交流學習       

學以致用，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增加和家人朋友泡茶喝茶，凝聚情感      

可和禪眾互動分享，接引信眾      

增加茶知識和喝茶興趣       

加深禪修體驗，安定當下       

有助了解分享茶公案和佛法       

其他：      

 

19.請問如果沒有參加「茶話禪⼼」，您覺得有多⼤機會通過其他方式得到類似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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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可能 

 

稍微可能 

 

有可能 

 

一半一半 

 

很有可

能 

非常

可能 

禪悅法喜        

感受到放鬆自在        

內省覺察自己的身心狀態        

互相增上，交流學習        

學以致用，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增加和家人朋友泡茶喝茶，凝

聚情感 

      

可和禪眾互動分享，接引信眾       

增加茶知識和喝茶興趣        

加深禪修體驗，安定當下        

有助了解分享茶公案和佛法        

其他：       

 

20. 請問除了因為參加茶禪種⼦培訓課程之外，以下各項影響有沒有可能是因為

其他活動或組織所造成？（例如：除了參加茶禪培訓課程之外，自己也同時參與

其他禪修活動，所以也可以感受到放鬆⾃在。） 

                               
 1 2 3 4 5 6 7 8 9 10 

禪悅法喜            

感受到放鬆自在            

內省覺察自己的身心狀態            

互相增上，交流學習            

學以致用，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增加和家人朋友泡茶喝茶，凝聚情感           

可和禪眾互動分享，接引信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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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茶知識和喝茶興趣            

加深禪修體驗，安定當下            

有助了解分享茶公案和佛法            

其他：           

21. 承上題，如果有其他因素（活動或組織）令自己產生這些影響 ，請填寫活動

名稱/組織名稱/相關內容。沒有的話，請填「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請問參加「茶話禪⼼」，對以下各項影響有何貢獻（0-100%）？ 

                                        

 10-20% 30-40% 50-60% 70-80% 90%-以上 

禪悅法喜       

感受到放鬆自在       

內省覺察自己的身心狀態       

互相增上，交流學習       

學以致用，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增加和家人朋友泡茶喝茶，凝聚情感      

可和禪眾互動分享，接引信眾      

增加茶知識和喝茶興趣       

加深禪修體驗，安定當下       

有助了解分享茶公案和佛法       

其他：      

 

23.參加「茶話禪⼼」，會否對您個⼈或您周圍任何⼈產生負面影響或情緒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4.請問您對參與的「茶話禪⼼」活動，有其他想法或建議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完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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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茶話禪心」茶禪體驗參與者問卷 

第一部份：基本資料 

1.性別 

     男      女 

2.年齡 

21-30     31-40    41-50    51-60     61 歲以上 

3.教育程度 

國小、國中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及以上 

4. 請問您以前是否有參與過類似的茶禪體驗或活動？ 

有     沒有 

5.請問是什麼動機促使您來參加茶禪體驗？ 

提升專注力      減少憂慮   

興趣            學習禪修和佛法 

其他.  

6.承上題，如選擇「其他」，請補充簡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部份：茶禪體驗活動 

7.您參與茶禪體驗後，請勾選以下有關於您自己的改變或影響相符之選項：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減輕壓力 

感受到放鬆自在             

禪悅法喜 

專注力提昇，感受每個當下 

身心安定 

可以運用在日常生活中 

增加了茶知識和喝茶興趣 

加深對禪修和佛法的了解 

其他：_______________ 

 

8.承上題，選擇「其他」，請補充簡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請問您覺得這些影響，大約能夠持續多久時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請問如果沒有參加「茶話禪⼼」，您覺得有多大機會通過其他方式得到類似的

影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請問參加茶禪體驗，對以上各項影響有何貢獻（0-100%）？ 

12.請將您以上受到的各項影響，按照對您自己的重要性進⾏評分排列，最重要的

請填寫 10，最不重要的寫 1，可以有同等排序，例如其中兩個選項都非常重要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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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填寫 10。 
 

第三部份：其他 

13.參加茶禪體驗，您覺得最有幫助的地方是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參加茶禪體驗，您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請問您對這次茶禪體驗有何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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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知情同意書 

受訪者，您好：感謝您參與本研究，我是法鼓文理學院社會企業與創新碩士

學程的研究生黃若萍，論文指導老師為陳定銘教授。我們誠摯地邀請您，協助本

論文了解法鼓山護法總會「茶話禪心」活動之社會影響力，以進行茶禪課程和體

驗的社會影響力分析評估，非常感謝您對此研究的協助與付出。 

以下內容將提供您本研究之相關資訊，希望能在研究進行前，讓您對此研究

有充分了解。若您對此研究有任何疑問，歡迎您對計畫主持人或相關研究人員提

問，我們將為您做詳細說明。 

論文名稱：茶禪課程與體驗之社會影響力分析—以法鼓山護法總會「茶話禪

心」為例  

 

研究單位與指導教授：法鼓文理學院_陳定銘校長/教授                                    

研究生聯絡人：黃若萍     

電話：0980297379    電郵: m110416@dila.edu.tw 

一﹑研究目的： 

1、 分析了解「茶話禪心」活動中的利害關係人（老師、學員、專職、義工），

參與課程和體驗後的成果，對自己個人和周遭人事物帶來的影響。  

2、 用影響力價值鏈客觀檢視分析參與「茶話禪心」之狀況，以評估其社會影

響力。研究結果能提供舉辦組織——法鼓山護法總會及相關執行分會，作

為優化課程、調整地區分會發展模式的管理依據，讓法鼓山護法總會、分

會、社會大眾等資源投入單位看見具體成果。  

3、 探討法鼓山在地區分會舉辦茶禪課程和體驗活動，推廣禪修和佛法所產生

的成果、效益、價值和社會影響力，令社會大眾從一個新的不同角度（西

方評估理論）去看東方的宗教文化（茶禪）。  

二﹑研究內容： 

1、 研究時間：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12 月「茶話禪心」活動  

2、 研究對象：立意抽樣，「茶話禪心」活動參加者 

3、 參與方式：面對面深度訪談和問卷，為使記錄資料完整呈現，訪談過程

將錄音。 

三﹑研究參加者之保護： 

1、 本研究依計畫執行，並無預期之不良事件，若在參加本研究過程中發生

不良事件或損害，由本研究者依法負補償責任。除前述之補償原因與方

式外，本研究不提供其他形式之補償。 

2、 您簽署本知情同意書後，在法律上的任何權利不會因此受影響。 

 

mailto:m110416@dil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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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機密性： 

本研究將依法把任何可辨識您身分之紀錄與您個人隱私資料視為機密來處

理，不會公開。為確保個資和隱私獲得保障，將採取匿名方式訪談和填寫問

卷。將來發表研究結果時，您的身份仍將保密，僅以編碼方式表示。倘有委

外蒐集、處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由本研究者確保資料的保密及隱私，並

負監督管理的最終責任。您也了解若簽署知情同意書即同意您的原始紀錄可

直接受監測者、稽核者、研究倫理委員會及主管機關檢閱，以確保研究過程

與數據符合相關法律及法規要求；上述人員也承諾，將不會洩漏任何與您身

份有關之資料，絕不違反您的身份之機密性。 

如果發表或出版研究結果，本研究所收集之研究材料紀錄，如個人資料、訪

談內容、問卷，將妥善儲存並保密，保存期限為研究結束後三年，並在保存

期限結束後銷毁。 

 

五、研究參加者權利： 

1、 如果您對參加研究相關的權益有任何疑問，可查詢研究人員聯絡人黃若

萍，其電話號碼為：0980297379     

2、 本研究人員已經向您說明研究相關之資訊，並已告知可能影響您繼續參

加研究意願之所有資訊。 

3、 本研究人員已將您簽署之一式兩份同意書其中一份交給您，並已充份說

明本研究之內容。 

 

六、確認同意簽名 

1、 本研究人員已詳細解釋本研究計畫的內容，以及參加本研究可能帶來的

益處與風險。 

研究人員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2、本人已詳細了解上述研究方法及其可能的益處與風險，有關本研究計畫的

疑問，已獲詳細說明與解釋，本人同意成為此研究計畫的自願研究參加

者。 

研究參加者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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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茶話禪心」茶禪種子培訓課程學員問卷調查結果 

第⼀部份：基本資料 

1. 性別 

 

2. 年齡 

 

3.教育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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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您從事哪種職業？ 

 

第⼆部份：有關「茶話禪⼼」相關資訊 

5. 請問您在參加「茶話禪⼼」茶禪種⼦培訓課程以前，曾參與過相關或類似的活

動嗎? 

 
 

6. 承上題，如「有」的話至今有幾年？曾參與過哪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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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請問是什麼原因和動機促使您參加「茶話禪⼼」茶禪種⼦培訓課程？

 
8. 承上題，如選擇「其他」，請補充簡答。 

 

9.您投入了哪些成本項⽬在您參與的茶禪種⼦培訓課程中？例如⼈⼒、時間、物

⼒或⾦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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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承上題，這些投入成本，請問您會如何計算費用？ 

 

11.請問您⾃從參與「茶話禪⼼」後，在這些成本項⽬的投入中，覺得收獲了什麼

（對您有哪些幫助）？ 

 
12. 承上題，如選擇「其他」，請補充簡答。 

 
 

 

第三部份：有關您參與「茶話禪⼼」之後，所發⽣的影響。 

13.⾃從您參與「茶話禪⼼」之後，請勾選以下關於對您自己產⽣的影響相符之選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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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承上題，如選擇「其他」，請補充簡答。 

 
15.對周遭⼈事物（例如您的家⼈、朋友、和社區）有沒有帶來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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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請將您所受到的影響按照對您自己的重要性進行評分排列，最重要的請填寫 10，

最不重要的寫 1，可以有同等排序，例如其中兩個選項都非常重要可以都填寫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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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請描述以上的影響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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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請問您覺得這些影響，⼤約能夠持續多久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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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請問如果沒有參加「茶話禪⼼」，您覺得有多⼤機會通過其他⽅式得到類似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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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請問除了因為參加茶禪種⼦培訓課程之外，以下各項影響有沒有可能是因為

其他活動或組織所造成？（例如：除了參加茶禪培訓課程之外，⾃⼰也同時參與

其他禪修活動，所以也可以感受到放鬆⾃在。） 

 
 

21. 承上題，如果有其他因素（活動或組織） 令自己產生這些影響 ，請填寫活

動名稱/組織名稱/相關內容。沒有的話，請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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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請問參加「茶話禪⼼」，對以下各項影響有何貢獻（0-100%）？ 

 
23.參加「茶話禪⼼」，會否對您個人或您周圍任何人產生負面影響或情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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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請問您對參與的「茶話禪⼼」活動，有其他想法或建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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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茶話禪心」茶禪體驗問卷調查結果 

第一部份：基本資料 

1.性別 

 
2.年齡 

 
 

3.教育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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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請問您以前是否有參與過類似的茶禪體驗或活動？ 

 
 

5.請問是什麼動機促使您來參加茶禪體驗？ 

 
6.承上題，選擇「其他」，請補充簡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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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茶禪體驗活動  

7.您參與茶禪體驗後，請勾選以下有關於您自己的改變或感受相符之選項：  

 
8. 承上題，選擇「其他」，請補充簡答。 

 



 

114 

 

9.請問您覺得這些影響，⼤約能夠持續多久時間？ 

 

10..請問如果沒有參加「茶話禪⼼」，您覺得有多⼤機會通過其他⽅式得到類似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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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請問參加茶禪體驗，對以下各項改變或感受有何貢獻（0-100%）？ 

 
 

12. 請將您受到的影響按照對您自己的重要性進⾏評分排列，最重要的請填寫 10，

最不重要的寫 1，可以有同等排序，例如其中兩個選項都非常重要可以都填寫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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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其他 

13.參加茶禪體驗，您覺得最有幫助的地方是什麼？ 

 
14. 參加茶禪體驗，您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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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請問您對這次茶禪體驗有何建議? 

-這次的茶禪活動設計很棒，但是想知道是否還有其他茶禪內容的變化，因為

還蠻期待的。  

-要再用更放鬆的方式  

-茶點心有點硬（核桃糕和杏仁餅），吃的時候怕噴出來。但是非常好吃，謝謝

用心準備。  

-茶禪時間增長  

-若有單張 DM（電子檔）供轉傳更好，另對所使用的茶葉也希望有些介紹  

-環境需要安靜 

-時間可再長一點 

-時間可以延長一點  

-放鬆可再時間長一點 

-我覺得很不錯。 

-希望經常舉辦  

-希望文宣多廣推 多一些人參與 

-希望在靜態的品茶體驗中增加簡短的說法或開示 

-公案帶領可以再多練習 

-如空間允許，盡量不把二個組安排在一個空間裡進行。因為二組人數不同，

泡茶速度不同，一個組已進入討論，另一組還在安靜喝茶，多少有點影響。 

-增加豐富性 

-可拉長時間- 

-可以推廣期普及到一般人 

-一個小時很快就過了，maybe ....可以多一點的分享和「引導」（身口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