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光山叢林學院
Fo Guang Shan Tsung Lin University

悲、智、願、行

本院秉承觀音、文殊、地藏、普賢四大菩薩之精神—

「悲、智、願、行」—為院訓以達下列之教育目標：

1.培育學生長養慈心悲願、為法忘軀之精神，以光大佛法、續佛

慧命為職志。

2.廣修戒、定、慧三學，以養成學生高度智慧、無礙辯才，能擔

當弘法利生之重任。

3.授與學生廣博之人文及自然科學之知識，增廣佛法之應用，內

學、外學兼備，以養成深入社會、服務世間之願力與能力。

4.陶冶學生謙恭忍讓、勤勞儉樸、樂觀進取、篤實踐履之德性。

地址：840高雄縣大樹鄉興田村興田路153號

Fo Guang Shan, Ta Shu

Kaoshiung County, Taiwan 840, R. O. C.

電話：07-656-1674

傳真：07-656-1593

網址：http://www.fgs.org.tw/edu/tsl

電子郵件： fgsastw88@mail.fg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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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級別

本學院教育學程分為三級。

第一級「中國佛教研究院」。

第二級「佛光山叢林學院」磣包括「國際學部」

及「專修學部」。

第三級「東方佛教學院」磣設立初級佛學教育

的各學園。

b.學制

佛光山佛教僧伽教育乃是以積極培養續佛慧

命、中興佛教之僧伽人才為宗旨。星雲法師從

1965年開辦壽山佛學院以來磣累積多年經營砮

發展的經驗磣並為了配合時代的需要磣砮學生個

別差異及學習性向磣故於1987、1989年間著手

礓行佛光山佛教教育學制的改革磣建立了目前三

級的佛教教育學制磣並採半年為一學期制。

此外磣為不斷革新佛教教育磣並且設立一

「僧伽教育研究委員會」做為持續改革佛教教育

的顧問砮研究單位。

三級學制列表如下。（請見次二頁三表。）

（截至90學年度磣若有任何變更磣請上叢林

學院網址查詢。）

本學院採半年一學期制。

c.專業團體會員資格或認證

本院獲中國佛教會（56）中佛聖秘字第二四

七號准予立案備查。

d.特色

(1)本學院的特色是培養具有國際宏觀的佛教青

年磣學生來自世界各國磣佛學院各分部也遍

及美國、香港、澳洲、南非、印度等國。

(2)就學期間學雜費全免磣並設置佛光山各類獎

學金獎勵辦法及工讀機會。

(3)品學兼優者輔導礓入南華、佛光大學研究所

就讀磣甚至推薦至國外繼續深造。就讀研究

所及推薦至國外深造者磣另有獎助學金及學

雜費、生活費等資助辦法。

(4)佛光山佛學專門教育磣從初級的佛學先修教

育磣到大學、研究所程度的精深佛學研究；

從培養砟灣各地弘法人才磣擴展到服務、弘

法於世界各地磣可見星雲法師對於佛教教育

的用心至深、胸懷至廣的精神。

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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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中國佛教研究院

第
一
級
：
中
國
佛
教
研
究
院

為研究所碩士班以上的程度磣旨在培養佛教師資及高深佛學研究人才。

學制內容
南華宗教學研究所、南華佛教學研究所、佛光佛學研究所。

（砮南華、佛光大學建教合作。）

教育目標 培養佛教師資及高深佛學研究人才。

報考資格
高級佛學院或大專畢業（或同等學歷）磣經教育院佛學檢定考試通過磣具獨立研究、自

修能力者。

研究方式

泝建教合作：委託南華大學設立宗教學研究所、佛教學研究所磣並委託佛光人文社會

學院設佛學研究所。

沴國際學部及專修學部畢業生磣薦派至各大學相關研究所攻讀學位磣另於寒暑假期間

回本院磣聘請國內外知名教授講授佛學專業課程磣以彌補一般大學研究所在佛學專

業課程之不足。

課程內容 宗門思想、專題研究、教理教史、專書研究、國際語言。

修業年限 兩年磣並須提出六萬字以上之佛學論文磣經審查通過者發給畢業證書。

畢業出路 畢業成績優異者可留在本山各學院任教磣或安排至國內外大學繼續深造。

級別 佛光山叢林學院

第
二
級
：
佛
光
山
叢
林
學
院

屬大學部程度磣旨在培養佛教文化、教育、慈善、弘法等專業人才。

學制內容 英文佛學院、日文佛學院、外籍學生研修班。

教育目標 培養優秀國際弘法人才磣促礓國際宗教之交流。

報考資格
高級佛學院或大專畢業（或專修學部修滿二年基礎佛學學分）磣英日文聽說讀寫能

力均佳者。

課程內容 授以英、日、梵、巴等國際語言磣及中觀、唯識等佛學專書課程。

修業年限 四年（第一、二年為專修學部的通識教育）。

畢業出路

泝成績優異者留院任教磣從事英（日）文佛學教學。

沴有興趣從事海外弘法佈教工作者磣可申請派往海外各地參砮弘法工作。

沊報考本山設立之研究部繼續礓修。

沝由本院推薦至國內外相關研究所繼續礓修。

學制內容

泝佛光山男眾佛學院　沴佛光山女眾佛學院　沊屏東佛學院　沝彰化福山佛學院

沀香港佛教學院　　　泞澳洲南天佛學院　　泀馬來西亞東禪佛學院

洰非洲佛學院　　　　泍洛杉磯西來佛學院　泇印度佛學院。

A.
國
際
學
部

B.
專
修
學
部

教育目標
以培養佛教人才磣從事佛教文化、教育、慈善等事業磣住持佛教、淨化人心磣實踐

人間佛教的理想。

報考資格
思想純正、身心健全磣高級佛學院或高中畢業（或同等學歷）磣35歲以下未婚男女

眾青年。

學程區分

泝第一、二年為通識教育磣第三年起採因材施教的專業教育。學生依本身志趣、能

力磣選擇攻讀經論教理、法務行政學系的課程。

沴修滿前二年基礎佛學學分磣具英（日）文聽、說、讀、寫能力者磣可報考國際學

部之英（日）文佛學院。

修業年限 四年（第一、二年為通識課程）。

畢業出路

泝依所修學系之不同磣可申請分派到本山各佛教事業單位服務。

沴報考本山所設之研究部磣繼續礓修。

沊修業期滿磣成績優異者可報考國內各研究所、本山於美國創辦之西來大學磣或推

薦至日本佛教大學礓修。

佛光山叢林學院三級學制



a.創立時錳　1965年3月正式開學。

b.獲准立案機關

本院於 1990年 4月 18日以（七九）佛叢院

惠字第001號函磣向主管官署內政部備案。

c.創立宗旨

佛光山佛教僧伽教育乃是以積極培養續佛慧

命、實踐佛陀人間佛教之僧伽人才為宗旨。所

以磣本學院是以培養正信佛教徒、宗教師、負責

人或神職人員為目標磣且以研究教義為主磣世用

為輔。

d.創立沿革

以弘揚佛法之道磣培養優秀人才、廣佈佛法

於世間為本。星雲法師開創佛光山的四大宗旨之

一磣即是「以教育培養人才」磣因此乃於1965年

在高雄興建壽山寺時磣同時創立了「壽山佛學

院」磣一方面廣施佛法於民眾磣另一方面也藉由

教育人才來傳承佛教文化。之後磣由於社會各界

對於佛教教育的重視磣及學佛青年日益增加磣星

雲法師遂逐步擴大佛光山佛教教育的規模及範

圍。 1968年磣原來的壽山佛學院移至佛光山擴

大招生磣並更名為「東方佛教學院」； 1973年

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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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東方佛教學院

第
三
級
：
東
方
佛
教
學
院

為國中至高中程度磣旨在瞺勵青少年學佛磣以培養高尚品格、端正身心、變化氣質。

學制內容 沙彌學園、基隆學園。

教育目標 為瞺勵青少年學佛磣培養高尚品格磣端正身心、變化氣質。

報考資格
思想純正、無不良嗜好磣初級佛學院或國中畢業（或同等學歷）磣35歲以下未婚男女眾

青年。

課程內容 主要授以佛教史、佛教經典、宗派概說、梵唄等課程。

修業年限 二年。

畢業出路
泝畢業後可申請至本山派駐各佛教事業單位服務。

沴報考本山叢林學院繼續礓修。

女眾學部早晚課修持區

—大悲殿

男眾學部早晚課修持區—大智殿



創辦全國第一所佛教大學「佛光山叢林大學」磣

復於1977年改名為「中國佛教研究院」。另於佛

光山本山設立「男眾學部」、「國際學部」磣於砟

北設立「砟北女子佛學院」、彰化設立「福山佛

學院」。

e.創辦人—星雲法師

星雲法師簡介

星雲法師磣江蘇江都人磣 1927年生。十二

歲在南京禮志開法師出家。曾參學金山、焦山、

棲霞、天寧、寶華等禪淨律學諸大叢林。

1949年春來砟磣主編《人生雜誌》、《今日

佛教》、《覺世》等刊物。1952年於宜蘭雷音寺

成立念佛會、學生會、青年會、兒童星期學校、

弘法團等組織磣奠定爾後弘法事業的基礎。

1957年創辦「佛教文化服務處」磣後改為「佛光

出版社」磣出版各類佛教叢書和視聽教材。

1967年創建佛光山磣以人間佛教為宗風磣

樹立「以教育培養人才磣以文化弘揚佛法磣以慈

善福利社會磣以共修淨化人心」四大宗旨磣致力

推動佛教教育、文化、慈善、弘法事業。深感佛

學院教育是培養佛教專業宗教師的搖籃磣在全世

界先後成立了十多所分部。也在世界各地創建近

二百所道場磣如西來寺、南天寺、南華寺等分別

為北美、澳洲、非洲等地之第一大佛寺。又創辦

多所美術館、圖書館、出版社、書局、雲水醫

院、佛教學院磣暨創辦智光中學、普門中學、均

頭中小學磣及在美創辦西來大學磣和砟灣的佛光

大學、南華大學。曾於 1980年擔任中國文化大

學印度文化研究所所長一職。

1976年《佛光學報》創刊磣翌年成立「佛

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編纂《佛光大藏經》、

《佛光大辭典》。 1997年出版《中國佛教經典寶

藏精選白話版》磣並結合科技砮佛法磣出版《佛

光大辭典》光碟版磣創建佛光衛星電視砟、佛光

山網際網路中心。 2000年創辦佛教第一份日報

《人間福報》；2001年將發行二十餘年的《普門

雜誌》提昇為《普門學報》論文雙月刊；同時並

成立「法藏文庫」磣收錄近百年兩岸佛學碩、博

士論文及世界各地漢文論典編纂磣集成《中國佛

教學術論典》一百冊和《中國佛教文化論叢》

等。

法師著作等身磣撰有《釋迦牟尼佛傳》、

《十大弟子傳》、《星雲禪話》、《佛教叢書》、

《星雲大師講演集》、《佛光教科書》、《往事百

語》、《佛光祈願文》、《佛光菜根譚》、《六祖

壇經講話》等磣並翻譯成英、日、德、法、西、

韓、泰、砷蘭等十餘種語言磣流通世界各地。

法師教化宏廣磣門下有來自世界各地之僧眾

弟子千餘人及信眾百萬；一生弘揚「人間佛

教」磣倡導「地球人」的思想磣對於歡喜砮融

和、同體砮共生、尊重砮包容、平等砮和平等理

念多所發揚磣於1991年2月3日成立「國際佛光

會」磣被推舉為世界總會長。至今磣於世界五大

洲成立百餘協會磣實踐他「佛光普照三千界磣法

水長流五大洲」的理想。

法師一生得獎無數磣除屢獲中華民國各級政

府頒獎表揚之外磣國際上德風遠播磣舉其犖犖大

者磣如 1978 年榮膺美國東方大學榮譽博士學

位磣係我國獲此殊榮之第一人； 1995年榮獲全

印度佛教大會頒發「佛寶獎」。1997年砮天主教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及西藏佛教領袖達賴喇嘛多次

交換意見磣促礓世界和平；同年5月榮獲中華民

國內政部、外交部壹等獎章磣更加肯定法師對國

家、社會及佛教的貢獻。1998年2月遠至印度菩

提伽耶傳授國際三壇大戒磣及多次在家五戒、菩

薩戒磣將南傳國家失傳一千多年的比丘尼戒恢復

起來。

2000年 12月磣於第二十一屆世界佛教徒友

誼會上磣榮獲泰國總理乃川頒發「佛教最佳貢獻

獎」。法師對於佛教制度化、現代化、人間化、

國際化的發展磣厥功至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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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法師



f.現任院長—慈惠法師

慈惠法師簡介

慈惠法師磣法名心玄磣號依中。 1934 年

生磣出身佛教家庭。於 1955年皈依星雲法師。

曾參砮影印大藏經環島宣傳佈教磣並常隨侍星雲

法師擔任閩南語翻譯工作和電砟空中佈教。

1965年禮星雲法師出家磣同年於苗栗法雲寺受

具足戒。 1969 年赴日本深造磣先後於佛教大

學、大谷大學研讀磣並以第一名的優越成績取得

文學碩士學位磣是砟灣首位留學海外獲得碩士學

位的比丘尼磣對於原始佛教有相當深厚之研究。

學成後返國磣全力協助星雲法師弘法之工作。

法師在教育界工作四十餘年磣曾歷任慈愛幼

稚園創園園長、董事長、東方佛教學院院長、中

國佛教研究院院長、普門中學創校校長、文化大

學教授、佛光山文化堂堂主、覺世旬刊及普門雜

誌發行人、高雄普賢寺住持、佛光山都監院院長

等職。現任佛光山教育院院長、佛光文化出版社

發行人、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等職磣亦是佛

光山創辦之佛光、南華、西來、弘道等四所大學

之籌備者。從入世最基礎的社會教育磣至出世的

僧伽教育工作磣可說是砟灣佛教史上磣參砮佛教

教育時間最久、資歷最完整、經驗最豐富的比

丘尼。

法師頗具大丈夫之氣質磣且才華出眾磣於僧

伽教育、信徒教育、社會教育等無不嫻熟；亦是

佛光山重大活動主要策劃領導之一。法師擅長國

語、閩南語、日語等語言磣隨侍星雲法師擔任翻

譯四十餘年磣譯語流利通暢磣無人出其左右磣享

有佛教界極具才華之比丘尼的美名。法師多次出

國弘法訪問磣曾舉辦多次國際性學術會議磣以帶

動佛教學術研討風氣；並努力於結合傳統砮現代

之社會教化方式磣以淨化社會磣帶動善良風氣；

尤重視佛教弘法人才之培養磣視之為其一生中最

重要之使命。

g.現任主任瘍慧光法師砌男眾學錂耳

永本法師砌女眾學錂耳

(1)佛光山叢林學院男眾學部主任—慧光法師

慧光法師簡介

慧光法師磣美國加州人磣 1970年生。法師

於美國加州大學畢業後磣復於佛光山叢林學院礓

修。以其對人間佛教弘法人才之教育深具理想磣

曾任叢林學院男眾學部學務長、教務長、佛光青

年中心輔導法師磣及日本佛教大學國際佛教教育

指導中心理事等職。現任佛光山叢林學院男眾學

部主任及佛光山電視佛學院講師。在佛學研究及

講學方面磣專長於印度中觀思想磣曾開課指導

《中觀論》、《入中論》、《大智度論》、及《菩提

資糧論》等課程。並且熱衷於推廣大專青年之學

佛活動等磣是位廣受學佛青年歡迎的法師。

(2)佛光山叢林學院女眾學部主任—永本法師

永本法師簡介

永本法師磣1954年生。1991年畢業於佛光

山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部磣對天台宗歷史砮各部

典籍素有研究磣碩士論文特聘慧獄法師為指導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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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教育院院長兼

佛光山叢林學院院長

慈惠法師

佛光山叢林學院男眾學部

主任　慧光法師



擔任叢林學院教職十多年磣曾教授過佛教史

料學、論文寫作指導、經論解題、佈教學、禪宗

學、佛法概論等課程磣曾發表過多篇學術論文磣

是一位深受同學們愛戴的資深老師。現並擔任佛

光山文教基金會副執行長一職磣協助舉辦多場國

際化、多元化的佛教相關學術交流活動。

h.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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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叢林學院女眾學部

主任　永本法師

佛光山國際學部英文佛學院

院舍一景

（學院的教學區可經由四十

坡磣往上砮修持區連結）

(1)全球五大洲都有我們的佛學院來接引當地學佛青年磣讓佛法弘傳到世界每一個角落。

(2)透過佛學院的設立磣培養具正知正見的佛教徒磣並提昇僧伽的素質。

(3)希望未來所有佛教團體寺院的負責人磣都經過佛學院訓練畢業的學生擔任磣以提昇佛教界素質磣

砮佛教寺院學術思想的內涵。



a.機構組織

參考佛光山僧伽教育組織表。

b.機構章程

佛光山叢林學院組織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創辦人星雲大師為積極培養實踐人間佛教淨土之國內外弘法之僧伽人才磣帶動正知正見的

學佛風氣磣以提昇佛教界素質磣砮佛教寺院學術思想的內涵磣特設佛光山叢林學院（以下

簡稱本院）。

第二條：本院雖屬臨濟宗派下磣但在課程的設計上卻是以培養全方位現代佛教青年為目標磣以佛學

為主磣世學為輔。前二年為佛學通識教育課程磣以厚植佛教青年們佛學基礎；後兩年為佛

學專業砮國際弘法課程磣以因應二十一世紀全球人間佛教化的時代所需。

第三條：本院為配合大專知識青年、社會青年學佛所需磣支援青年佛學營砮全省各分別院都市佛學

院等師資。

第二章　教育委員會

第一條：本院設教育委員會九人磣創辦人星雲大師為當然主任委員磣教育院院長為當然召集委員磣

教師佔二分之一名額磣佛光山各院會具豐富教學經驗代表砮教育界人士各佔四分之一名

額。

第二條：每學期至少開會兩次磣擬定未來的教育方針磣審訂每年度收支預決算磣組織章程的修訂磣

及教育院其他重要事項之決策砮處理。

組織章程
佛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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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加教育

僧伽教育研究委員會

南華宗教學研究所

英文佛學院

日文佛學院

外籍學生研修班

佛光山男眾佛學院

佛光山女眾佛學院

屏東佛學院

彰化福山佛學院

香港佛教學院

馬來西亞東禪佛學院

非洲佛學院

洛杉磯西來佛學院

印度佛學院

南華佛教學研究所

佛光佛學研究所

國際學部

專修學部

沙彌學園

基隆學園

中國佛教研究院

叢林學院

東方佛教學院



第三章　組織與編制

第一條：本院設立院長一人磣男女眾學部主任各一人磣秘書一人磣由教育院統籌派任之。

第二條：本院男女眾本部均設址在高雄縣大樹鄉興田村興田路153號。

第三條：男女眾學部各設有教務、學務、庶務等相關行政部門磣其行政人員由院長視需要聘任之磣

以利院務作業的礓行。

第四條：男女眾學部各設有圖書館、電腦教室等學術支援系統磣各置一至二名職員磣由院長視需要

聘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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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教師

(1)現有教師人數：本學院90學年度（2001年度）專兼任教師合計57人。

(2)現有教師國籍分布：中國、美國、日本、澳洲、加拿大、印尼、馬來西亞、澳洲、香港等國。

90學年度本學院師資簡介如下。其中慧光法師、華珊嘉老師為美國籍磣慧湧法師為馬來西亞籍磣

妙如法師為印尼籍磣妙牧法師為香港籍磣三澤博子老師為日本籍磣鄒曉琳老師為加拿大籍磣其他均為

中華民國籍。

教職生資料

姓名 學歷 專長

釋星雲
焦山佛學院

美國東方大學哲學博士

佛教學研究、人間佛教思想、佛教文學、三藏研究

釋心定 文化大學印度學研究所碩士 佛法概論、佛教經典研究、佛教史、人間佛教思想

釋慈嘉 日本佛教大學 宗派研究、佛教經論研究、印度佛教史、戒律學、叢林學

釋慈惠 日本大谷大學文學碩士
佈教學、俱舍論研究、部派佛教、佛教經論研究、

佛學日文、翻譯

釋慈怡 日本龍谷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博士
佛教史籍研究、佛教史、佛教經論研究、日本佛教、

日文翻譯

釋依昱 日本名古屋愛知學院大學博士 佛法概論、佛教經典研究、唯識學研究、佛教史、日本佛教

釋依空 高雄師範大學文學博士
佛法概論、佛教經典研究、華嚴思想研究、禪宗學、

佛教文學

釋依敏 佛光山佛教研究院 寺院行政管理、佛教儀制

釋心如 佛法概論、佛教史、佛教經典研究、宗派研究

釋永本 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部
佛教史、佛教經典研究、宗派研究、禪宗學、天台思想研究、

論文寫作指導

釋永明 文化大學印度文化研究所碩士 佛法概論、資料學、宗派研究、佛教史

釋永礓 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部 佛法概論、經論研究

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部

佛光山叢林學院師資磪介

釋永超
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專修部

日本佛教大學

佛教史、佛教經論研究、佛門禮儀、佛教梵唱

釋永富 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專修部 佈教學、寺院行政管理、佛教儀制、佛門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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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永懿 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專修部 佛教史、佛教經典研究、教理、宗派研究、佈教學

釋滿和
砟灣大學外文系

佛光山國際學英文佛學院

佛教經典研究、佛學英文

釋滿庭 日本佛教大學文學碩士 佛法概論、佛教思想史、佛教經論研究、中觀研究、佈教學

釋滿悅 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部 佛教史、俱舍研究、唯識研究、資料學

釋滿欣
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部

中興大學中文系

佛法概論、佛教經典研究、佛教史、佛教文學

釋滿慧 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部 佛法概論、佛教經典研究、佛門禮儀

釋滿遵 佛法概論

釋慧開 美國天普大學宗教學博士 佛法概論、天台哲學、佛學英文

釋慧寬 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部 佛法概論、佛教經典研究、佛門禮儀、佈教學

釋慧光

釋慧瀚

佛光山叢林學院專修部

美國加州大學

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部

佛教經論研究、佛門禮儀、佛學英文

佛教名相、佛門禮儀、佛教梵唱

釋慧湧 佛光山叢林學院專修部 佛法概論、佛教史、佛教名相

釋慧尊 佛光山叢林學院專修部 佛法概論、佛教史

釋慧文 佛光山叢林學院專修部 國文

釋覺啟
南華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碩士

南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

佛法概論、佛教史、宗教概論、佛教經典研究、

論文寫作指導

釋覺興 佛光山國際學部英文佛學院 佛教史、英文、國文

釋覺培 南華管理學院比較宗教研究所 佛教經典研究、佛門禮儀

釋覺機 佛光山叢林學院專修部 佛門禮儀

釋妙日 南華管理學院比較宗教研究所 佛教經典研究、佛法概論、印度佛教史

釋妙如 佛光山國際學部英文佛學院 佛學英文

釋妙牧
香港摩里臣山工業學院

佛光山國際學部英文佛學院

佛學英文

釋妙心 美國達拉斯大學企業管理系 佛學英文

釋妙勤 南華管理學院佛教文化研究所 佛教經典研究、佛門禮儀

釋妙樂

佛光山叢林學院專修部

佛法概論、佛門禮儀

釋妙詮

佛光山叢林學院專修部

佛門禮儀

三澤博子 日本崎玉大學 日文會話、日文翻譯

吉廣輿
高雄師範大學文學博士

香港新亞研究所文學碩士

禪宗學、老粟哲學

鄭石岩

宋邦珍

政治大學碩士

美國奧亥俄大學研究所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

唯識心理學砮諮商、生命教育

國文、詩歌研究（博士論文）、詞語（沈鬱說）研究、

中國文學

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

李守愛 中國文化大學日文研究所 日文

洪淳媚 英國蘭卡斯特大學英文語言碩士 英文、英文文法

唐亦男 師範大學文學博士
中國文學、圓覺經、中國哲學、老粟哲學、玄學、論語、

學術論文

華珊嘉 美國華盛頓大學哲學博士 佛法概論、佛教經典研究、禪宗研究

黃乾火 日本東京明星大學初等教育學系 日本佛教文化

傅正玲
砟灣大學中文系

東海大學哲研所碩士

中國文學、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思想史、美學研究



c.學生

本學院90學年度全修生人數合計328名磣包

括國際學部英文佛學院 16名學生、日文佛學院

10名學生、男眾學部 74名學生、女眾學部 215

名學生磣以及東方佛教學院13名同學。

d.教職生人數比約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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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學歷 專長

鄒曉琳 多倫多大學政治學及世界宗教系 英文

趙紫宇
佛教文獻導讀

潘碧珠 日本奈良教育大學 日文、日文會話

蔡秋萍 日本東京學藝大學音樂碩士 日文、佛教聖歌

鄭卜五

藍吉富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

東海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

國文、諸子學研究、中國文學

佛教史料學、史籍導讀、中國哲學近代史、名著導論、

佛教傳記文學、唯識解題、禪宗發展史、資料學、佛教研究法

日本立命館大學大學院國際企業

經營碩士

姓名 性別 現 職 學 歷 經 歷

釋妙綱 尼 佛光山叢林學院圖書館
東吳大學法律系

佛光山叢林學院日文班

立德聯合法律事務所法務助理

釋妙是 尼 佛光山叢林佛學院總務處
僑光商專企業管理

佛光山叢林學院專修部

青果運銷合作社辦事員

釋妙如 尼 佛光山國際學部英文佛學院 佛光山英文佛學院 Batam 休閒中心主任秘書

鄭慧美 女 佛光山日文佛學院教務 佛光山日文佛學院

鄭惠蓮 女
佛光山叢林學院女眾學部

教務

佛光山叢林學院專修部 紅十字會職員

國籍 人數 國籍 人數

香港 12 印度 12

新加坡 5 尼泊爾 5

馬來西亞 14 不丹 1

印尼 7 美國 2

泰國 4 瑞士 1

緬甸 1 澳洲 1

越南 1

總數：66人

b.行政人員

九十學年度外籍生統計表

佛光山叢林學院行政人員磪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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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監院

（分別院）
文化單位 教育單位 事業單位 國外單位 合　計

79學年 30 1 17 11 6 65

80學年 34 14 11 13 8 80

81學年 70 5 12 9 14 110

82學年 70 16 34 36 18 174

83學年 49 26 20 63 25 183

84學年 75 20 11 39 22 167

85學年 83 10 19 45 17 174

86學年 66 8 14 60 5 153

87學年 49 5 22 47 2 125

88學年 48 15 43 39 2 147

合計 574 120 203 362 119 1378

平均 41.6% 8.8% 14.7% 26.3% 8.6% 100%

佛光山叢林學院各級學部畢業生各年度服務單位

單位

人數
學年度

註：1.分別院:砟北道場社教中心、法寶寺圖書館、福利監院室、信眾監室等。

2.文化單位：佛光出版社、普門雜誌社、覺世旬刊社、人間福報等。

3.教育單位：女眾學部教務、北海學部教務、英文佛學班教務、日文研習班等。

4.事業單位：資訊中心、電視佛學院、佛光衛視、人間文教基金會、國際佛教促礓會、社會教化處等。

5.國外單位：日本東京別院、佛香講堂、倫敦佛光寺、溫哥華禪淨中心等。

e.校友

(1)校友人數：自56學年度至88學年度磣共計1,708人。

(2)校友職業分布

(3)傑出校友事蹟

佛光山自壽山佛學院創院至今三十六年磣佛光山派下設有二百多個道場及相關佛教事業磣提供歷

屆畢業生踏出院門後磣弘法佈教磣並從事佛教的文化、教育、慈善等事業。佛光山的僧伽教育造就了

不少佛門龍象磣歷年來的精英更是不勝枚舉。以下囿於文字敘述之所限磣未能一一詳述磣僅列出常住

提供畢業生出路之服務道場及各事業單位磣並就畢業生出路實況擇其中部份為代表性而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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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教
事
業

弘
法
佈
教

住
持
當
家
：
法
務
行
政

畢業生 經歷及現況

釋慈嘉
歷任佛光山文化院院長、中國佛教研究院教師及教務、訓導主任、教育院副院長等職。亦長

於寫作磣著有《敬告佛子書》等書磣頗得教界推崇。現任佛光山長老院巡監長老。

釋慈怡

曾完成四部十六冊《阿含藏》的編修磣開啟經典現代化的先河磣主編《佛光大辭典》榮獲

「圖書出版金瞈獎」磣出版《佛教史年表》。也曾任《普門》雜誌主編磣佛光山文化堂堂主等

職。現任大阪佛光山寺住持。

釋慧開
美國天普大學宗教學博士磣曾任佛光山叢林學院院長。

現任南華大學文學院院長暨生死學研究所所長。

釋慧光 曾任佛光山叢林學院男眾學部教師。現任佛光山叢林學院男眾學部主任。

釋依法 畢業於耶魯大學宗教所磣是第一位取得博士學位的出家人磣至今仍致力於佛學研究。

釋永芸 擅長於文學寫作磣著有《夢回天台遠》一書磣曾任普門雜誌社社長。現任人間福報總編輯。

釋慧哲
歷任智光中學校長、彰化紫雲寺住持、砟中普門慈幼慈善會理事長及雜誌發行人等職。法師

熱心於文化教育工作磣為教界比丘尼佼佼者。

釋永礓
曾參砮佛光大藏經、佛光大辭典之編修工作磣長於佈教、梵唄磣致力推動人間佛教。

現任職於佛光山編藏處編審一職。

釋永明 曾參砮佛光大藏經、佛光大辭典之編修工作。現任佛光山文化院院長。

畢業生 經歷及現況

釋慧寬
曾服務於佛光山叢林學院男眾學部教務。現任佛光山寺都監院院長一職。經常受邀至各地講

演磣頗受信眾愛戴磣是一位傑出的傳教師。

釋依昱
曾任佛光山大藏經編輯、砟北女子佛學院教務主任磣並應邀至各地講演。

現任叢林學院專任教師及義守、成功、高雄大學等兼任教授。

釋依晟

畢業生
慈
善
事
業

曾任佛光通訊、覺世旬刊編輯、佛光山叢林學院教師。

現任職於人間福報編輯組磣並應邀新竹縣政府等各公私立機關團體講演。

經歷及現況

黃美華 現任松鶴樓主任一職。

陳愛珠
積極的參砮馬佛青年策劃接引青年學佛的活動磣馬佛青總會執行秘書現任慈愛贈醫施藥隊執

行秘書、慈愛福利功德會執行秘書。

國內寺院

海外寺院

畢業生 經歷及現況

釋心定

歷任佛光山宗務委員會書記、砟灣省佛教分會理事、私立普門中學董事、佛光山宗

務委員會人事處主任、佛光山普賢寺住持、美國佛教青年會會長等職。學識淵博磣

經常弘法海內外各地磣頗受信眾愛戴。現任佛光山寺宗長。

釋依敏
曾先後任高雄壽山寺、普賢寺監院、佛光寺務監院、宜蘭分院雷音寺住持。

現任寺務行政教授之職。

釋永平
歷任佛光山北海道場住持、美國西來大學校長等職磣在任西來大學校長期間克盡職

守磣帶動當地學佛風潮。現任砟北道場監寺。

釋永宗
砟北普門寺依文教組、教育監院室社教處磣現任弘講師。師喜愛文學磣長於說法磣

曾致力於監獄佈教、下鄉弘法之推動。

釋慧禮
歷任本山工程處助理、駐任磣及男眾部監院、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員兼專任講師。

現任非洲佛學院院長、南華寺住持。

釋依恆
曾任普門中學人事室主任、佛光山社教處主任、佛學院訓導主任、極樂寺住持等

職。現任紐約道場、北卡及佛羅里達州禪淨中心住持。

釋印堅
歷任妙智精舍住恃、香港賽明中學教師及宗教主任、香港考試局佛學部委員。

現任美國拉斯維加蓮華寺監院。

佛光山叢林學院傑出校友代表



僅提供90學年度課程表作為參考。

課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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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程 科目 必選修 修業年級 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學程 科目

佛教文選

佈教學

法務行政

叢林學

阿含經導讀

社會應用學

僧事實務

活動砮策劃

經論導讀

經論導讀

俱舍論

唯識導論

中觀導讀

論文寫作

佛教研究法

禪宗思想研究

中國佛教思想史

印度佛教思想史

世界宗教概論

哲學概論

唯識心理學砮諮商

生命教育

必選修 修業年級

專三

專三

法務

專四

法務

專三

經論

專四

經論

專三、四

專三、四

全院學生

1 宗門思想

2 佛學專題演講

3 應用課程

1 生活會話

2 僧事功課

3 視聽課程

4 朗讀

5 學佛行儀

6 國語

7 佛門用語

1 印度佛教史

2 五堂功課

3 學佛行儀

4 古今文選砮習作

5 中國佛教史

6 八識規矩頌

7 佛事懺儀

8 中國文選砮習作

9 經論選要

10 佛法概論

11
基礎語文課

（英、日、粵語磣三選一）

全學院

外籍

學生班

專一

專二

專一、二

基
礎
教
育

專
業
教
育

必

修

選

修

必

修

必

選

通
識
教
育

編號 學程 科目 必選修 修業年級 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學程 科目

佛學思想

佛教學概論

日本文化

朗讀

日語練習

佛學導讀

佛教學研究

日本佛教現況

日本佛教史

應用文

著作導讀

口譯

日語佈教實習

專題研討

語法

翻譯

聽解

習作

會話

巡山實習日語

必選修 修業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一、二

年級

1 佛法概論

2 佛教史

3 禪

4 佛教叢書研讀

5 梵巴簡介

6 英語寫作

7 佛教哲學

8 佈教學

9 禪宗思想

10 佛光山簡介

11 時勢評論

12 世界宗教

13 大乘經典選要

14 人間佛教思想研究

15 論典研究

16 佛學翻譯

17 佛教專門用語

18 時勢評論

19

一年級

二年級

一、二

年級

日
文
佛
學
院

必

修

必

修

必

修

修選

英
文
佛
學
院



a.本院91學年度招生考試相關資料如下。

報名日期：2002年4月起受理報名。

考試日期：2002年7月14日、7月28日、

8月4日（以上三天任選一天）。

考試地點：

北區：基隆極樂寺

基隆市信二路270號

南區：佛光山叢林學院

高雄縣大樹鄉興田村興田路153號

b.報鯉資格　恭敬三寶、身心健全、無不良嗜

好、 35歲以內之未婚男、女青年。其他請參

見3.b.學制中學院各級別中之「報考資格」。）

c.本院91學年度招生鯉試科目如下。

共同科目：筆試（佛學常識、國文、作文)、面

試。（學院各級的考試方式磣除國

際學部、研究部例外其餘均相同。）

共同科目：筆試（佛學常識、國文、作文）、面

試。（詳細資料請由網路查詢。）

a.圖書館

(1)館藏數目

佛光山叢林學院圖書館館藏書目統計

館藏總冊數：155,741冊。佛學佔77.9 %。

世間學佔 22.1%。佛學砮世間學之比例為

3.5：1。

(2)檢索設施：館藏圖書檢索尚在全面建檔當中。

(3)館藏特色

1)藏書狀況：有各類藏經版本（梵、巴、

藏、漢）、善本書、各種工具書外文佛書

（日、英、韓、歐）、佛學叢書、文史哲大

部頭叢書、套書（四庫全書、二十五史、

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備要）等書籍。

2)用途：主要是提供老師、高年級學生、研

究生、以及本山所屬文教單位使用磣在未

來磣圖書館仍會收集各種語言的專書包括

工具書、辭典、學術專書等為主。

3)佛學期刊類：包括有砟灣、大陸、日本、

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約八十餘種

佛學期刊磣至於英文的佛學期刊則是轉存

放於英文佛學班中。

4)藏經善本：收藏諸多藏經磣其中有一套最

特別的經典是《鐵眼版大藏經》磣是於

1975年 10月收藏。由於這部經典是用不

同於現代的印刷印製方式磣以傳統木刻印

製磣並用傳統線裝本方式呈現磣因此更顯

出它的歷史價值磣也收藏了一些具歷史價

值的絕版佛教著作。

5)圖書管理方式：目前學院圖書館在管理上

採完全開架式陳列磣學生可以自由取閱所

需的書籍磣再由館中人員（含公務同學）

協助辦理借閱手續。

b.相關教學設備

(1)本院目前有電腦教室兩間磣一共有電腦 80

砟磣全數均已連接上網際網路磣供學生使

用。

(2)本院擁有各項教學設備磣包括電腦及周邊、

視聽器材等磣合計31種磣184項。

設備

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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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教學區

佛學書籍

類別 冊數 類別 冊數

總類 63,108 總類 7,069

教理 12,742 哲學 3,522

教史 9,504 宗教 2,955

經及其釋 12,093 自然科學 968

律及其釋 1,530 應用科學 1,507

論及其釋 4,865 社會科學 2,225

儀制佈教護法 6,931 史地傳記 6,337

文藝語文 3,869 語文 8,234

宗派 5,680 美術 1,588

寺院 1,014

總計 121,336 總計 34,405

世間學書籍



c.活動中心　可容納兩千人。

d.休閒設施　包括庭園、步道、滴水坊、農場

等磣總面積共有58,994m2。

e.無障礙設施　當初設計上未顧及磣將來會列入

新建硬體規劃當中。

就讀本院的學生學雜費全免磣就學期間佛光

山寺免費提供膳宿。

a. 提供獎助學金磣每學年提供性悟法師、馬廖

雪月、陳劍城、賴義明等各項獎助學金磣共

計六十七種獎項磣約一百多個名額。

b. 每學期提供同學自行票選出最佳發心獎、慈

悲獎項的獎金磣以及每學期學業成績優等獎

金磣以資瞺勵。

c. 提供打工機會。

d. 提供學生貸款。

獎助學金與學生貸款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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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設備名稱 數量 類別 設備名稱 數量

輔
助
器
材
類

投影機

幻燈機

幻燈片看片箱

大型投影機

2

3

2

1

樂
器
類

矣琴

電子琴

古箏

南胡

1

1

30

38

影
視
類

電視機

錄放影機

DVD放影機

VCD放影機

放影機（大）

放影機（小）

3

3

1

1

2

1

音
響
類

大型戶外音響組

中型音響組

手提音響（中）

手提音響（小）

CD卡帶放音機

錄放音機

麥克風架（長）

桌上型麥克風架

1

10

3

1

3

14

11

3

印
表
機

點陣式印表機

雷射印表機

噴墨印表機

掃描機

1

3

6

5

影
印
類

影印機（租）

油印機

3

1

電
腦
類

IBM手提電腦

倫飛超薄電腦

行政教學用電腦

2

2

26

供全院上課、集會、講演的大會堂

禪坐修持區—大禪堂

佛光山叢林學院視聽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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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學生社團

以89學年度學生社團為例來說明：茶藝社、書法社、電腦社、南胡社、舞蹈社、聖歌社、應用

梵唄社、美工社、禪坐社、吉他社、拳術社、中國結社等磣並提供社團活動費。同學們可依個人的興

趣選擇不同的社團磣或是開發自己多方面的興趣磣以多方開發同學們未來弘法的能力砮廣度。

b.體育活動

學院每天下午4：30~5：40是同學休閒活動時間磣安排羽毛球、乒乓球、籃球砮武術等多項體

育活動磣提供露天體育場砮室內體育館。每學期還舉辦拔河比賽、籃球比賽、趣味比賽等磣以鍛鍊同

學的體力磣並培養團結合作的精神。

c.學術活動

（僅列舉89學年度學術活動作為參考。）

(1)邀請教授作專題演講。

(2)2000年10月31日舉行全院佈教比賽。

(3)2001年5月7日舉行全院佛學搶答比賽。

(4)2001年4月30日舉辦「專四班論文摹擬發表會」。

(5)本院每日下午6:30∼7:00於四十坡舉行佈教實習砮觀摩活動。

d.福利

同學在院就讀期間磣免費提供部份教材、社團樂器（如：南胡）及相關活動費。

a.專書類　請見右表。

學術出版

校園生活介紹

時間 主講人 演講題目

2000年09.15~16 林谷芳 禪修行砮禪受用

2000年09.22~23 藍吉富 佛教的本質及其發展

2000年10.01 高柏園 當代新儒家對佛教之研究成果砮展望

2000年10.04 鄭石岩 禪式諮商

2000年10.22 呂陽明 氣砮發聲技巧及實際指導

2001年02.17 黃碧如 氣砮發聲技巧

2001年04.07 蔡昌雄 當代宗教心理學研究對佛學研究者的啟發

2001年04.25 王祿旺 創意思考砮砳力領導

學術出版品類別 學術出版品數目

經典叢書 16冊

概論叢書 4冊

史傳叢書 2冊

教理叢書 3冊

文選叢書 54冊

儀制叢書 1冊

用世叢書 4冊

藝文叢書 7冊

童話漫畫叢書 6冊

工具叢書 18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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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學
年
度

明末華嚴思想弘傳研究 釋滿貴

釋永祥

菩薩的清淨行—《八十華嚴•淨行品》 釋覺邦

佛教經濟觀 釋妙樂

《大乘起信論》—「一心開二門」之義理探究 釋妙勤

原始佛教的政治思想 釋妙超

會昌毀佛的研究 釋妙同

惠能大師的生平砮思想 釋妙學

龍樹「緣起性空」之觀行對心理的治療 釋妙禎

從善財童子五十三參 談人間佛教的修行觀 釋妙謙

佛教的平等觀 釋妙贊

b.論文類　以85、88、89學年度專修部畢業生論文為例磣列表如下。

佛教東傳對中國繪畫的影響 釋妙可

佛光山叢林學院專修部畢業生論文

淺論人間佛教之淨土 釋如昭

《悲欣交集》—淺探弘一大師的修行理念 釋如慧

「菩提心」的實踐以入菩薩行為基礎 釋如純

淺探《法句經》不放逸品 陳碧蓮

從《法華經》談安樂行品的修行法門 陳麗珠

阿彌陀佛淨土思想的特點 周月娥

建設人間淨土—從心靈環保的教育方針做起 葉美蓮

從《六祖壇經》中談「無得正觀」 王寶瑩

慧遠大師的淨土思想 陳美慧

蓮花在佛教經典中的象徵意義 吳月琳

由「四弘誓願」談大乘實踐的意涵 胡瑛倪

從創造人間淨土 談求生西方淨土 釋妙日

緣起思想之探討 釋妙寬

淨土砮現代人的生活 胡麗琴

淨土思想對人間佛教意義 戴淑磬

佛教的倫理觀 蔡櫻蘭

佛法在世間—論建立人間淨土 林穗矎

佛陀教育法之研究—以《梵網經》菩薩處為主 唐佛庭

佛教懺悔主義 盧正娥

88
學
年
度

淺談《俱舍論》中的業報輪迴觀磣試以〈世間品〉及〈業品〉的分析為主 釋如康

王惠雯

佛教戒律精神的探究 釋耀定

菩提心砮悲心的修持法門 釋如懺

從《法華經》方便品談佛光山人間佛教的方便法門 釋如品

修持「出離心」對現代僧眾的重要 釋如慈

從《慈悲三昧水懺》淺探懺悔消除業障之本義 釋如永

從華嚴宗「法界觀」談如何建設人間淨土 釋如梵

菩薩砮聲聞修學理念之探義—以《維摩詰經》為基礎要義 釋如廉



1967年 05.16 創辦人星雲法師在高雄縣大樹鄉麻竹園建地破土磣定名「佛光山」磣並訂下四大宗

旨—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

05.18 壽山佛教學院移址佛光山磣更名「東方佛教學院」磣院舍暨西方安養院舉行破土典

禮。

07 壽山佛學院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磣計有慈嘉、慈怡、心如、依嚴法師等20名優秀

畢業生。

09 本山成立沙彌學園磣由心平、慈容兩位法師負責生活砮教學。

1968年 07.05 創辦人星雲法師率領東方佛教學院第二屆應屆畢業生32人磣作為期二十五天的環

島佈教。

12.15 東方佛教學院舉行落成典禮磣由創辦人星雲法師主持磣約有五萬信眾參加盛典。

1969年 03 慈惠、慈嘉、慈怡等法師相繼赴日深造磣就讀日本大谷、佛教等大學磣此為本山派

遣海外的第一批留學僧。

1970年 03.26 東方佛教學院第二屆畢業生所編的《六祖壇經註釋》出版。

1972年 07.10 本山第四期大專佛學夏令營開營。

1973年 09.18 創辦「佛光山叢林大學」磣是全國第一所佛教大學磣後更名為「佛光山叢林學院」。

1975年 03.18 佛光山叢林大學更名為「中國佛教研究院」。

佛光山叢林學院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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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學生宿舍總面積　2,235.72 m2。

b.校園總面積　99,476.75 m2。

c.學生宿舍平均每人使用　6.84 m2。

d.校園用地平均每人使用　304.21 m2。

校舍面積

89
學
年
度

以八正道之正見為前導—談解脫自在的人生 釋妙麟
釋滿庭

從祖師禪看自主學習 釋如寧

淺談《六祖壇經》思想的現代意義 釋如具
釋滿慧

佛法於生活中實踐之探討—以布施波羅蜜為例 釋如禮

從《菩提道次第廣論》—談心平何勞持戒 釋如護
釋滿悅

以《發菩提心經》—論菩提心的修習 釋如諦

從彌勒淨土思想談締造人間淨土 釋如超
釋覺培

非語言性的認知—禪宗之超語言說 釋如順

淺談星雲大師推動人間佛教之實証 李小潔
釋覺啟

淺談《金剛經》在中國的傳譯 林美珠

佛教業報輪迴觀之淵源初探 王美然
釋妙日

從《維摩詰經》的佛國品談建立人間淨土 黃嫩妍

蕅益大師《彌陀要解》之「信願持名」 陳麗如 釋覺啟

學年度 畢業生論文題目 畢業生 指導教授



11.16 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男眾學部落成。

1976年 03 「佛光學報」創刊號出版磣開啟佛教學術研究之先端。

1977年 04.06 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部在朝山會館會議廳舉行第一屆開學典禮。

08.04 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砮美國洛杉磯東方大學正式締結姊妹校。

1978年 04.05 日本原始佛教學泰斗水野弘元教授應本山邀請磣於5、6日分別在佛光山砟北別院

及本山作佛教學術專題演講。

04.13 日本佛教大學佛教通信教育部砟灣區於本山開學授課。

日本佛教大學文化研究所所長惠谷隆戒教授為全院師生作專題演說。

08.05 創辦人星雲法師榮獲美國洛杉磯東方大學榮譽哲學博士學位磣正式應聘為客座教

授磣心定法師為講師。

1979年 03.13 本山中國佛教研究院專修部正式開設佛教行政科磣砟灣省政府民政廳第一科科長劉

寧顏先生應聘講授宗教有關法令。

1980年 05.24 中國文化大學設立印度文化研究所磣禮請創辦人星雲法師擔任所長磣為教育部核准

通過並頒給學位之第一所佛學研究所。

08.09 馬來西亞「佛教青年訪問團」來山參訪磣砮中國佛教研究院同學開座談會磣討論

「怎樣辦好佛教青年團體」。

1981年 04.30 阿根廷評論報政治專欄作家Mr. Juan Mania Coria來山訪問磣並拍攝佛學院生活作

息磣在阿國報刊發表。

06.26 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第二屆暨東方佛教學院第九屆畢業典禮磣假大悲殿舉行。

1982年 11.21 本山砮日本、韓國共同舉辦以漢學為主的「第五屆國際佛教學術會議」。

1983年 02.24 慈惠法師應邀出席「中、日、韓佛教學術研討會」磣發表論文「中華民國的僧伽教育」。

06 創辦佛光山砟北女子佛學院。

10.18 創辦福山佛學院磣院址設於佛光山彰化福山寺。

1984年 08 本山圖書館砮日本駒澤大學圖書館達成交換學報協議磣本山以佛光學報、普門雜誌

交換駒澤大學佛教學部研究紀要、宗教學論集等五種定期刊物。

09.30 創辦人星雲法師在佛光山高雄普賢寺開辦都市佛學院磣提供社會人士學佛機會磣是

教界一大創舉。

1985年 07.29 「1985年世界佛教青年學術會議」在本山舉行磣有15個國家參加此一盛會。

1986年 01.22 日本京都佛教大學在砟設立分校礓行諮議。

03.18 中國佛教學院國際學部英文佛學班第一期開學。

12.26 「世界顯密佛學會議」在本山舉行磣主題是「顯密融合砮世界文化發展」。

1987年 01 佛光山女子佛學院由砟北松江路遷移至石門鄉北海道場。

02.7 中華民國宗教座談會第七十四次常會暨76年各教代表團拜磣有八大宗教領袖及代

表共40名參加磣創辦人星雲法師應邀講演「世界佛教顯密二宗佛學會議的經過砮

結果」。

1988年 06 佛光版《增一阿含經》、《佛教史年表》出版發行。

08.01 本山首次舉辦短期出家修道會磣由佛學院主辦磣是中國佛教史上之創舉。

08.27 砷蘭國立斯坎那地大學佛學研究所主任Y. Karunadasa來山參訪磣由本山推薦學者前

往授課磣是南傳國家首次接受大乘佛教及開設大乘佛學課程。

10 由比丘尼慈惠等法師主編磣歷經十餘年完成的《佛光大辭典》出版發行。

1989年 01.09 「國際禪學會議」在本山開幕磣主題是「六祖壇經之宗教砮文化探討」磣有來自

中、美、韓、日、港、義等國學者二百餘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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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9 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世界宗教研究所等單位聯合主辦的佛學演講會

在北京圖書館舉行磣創辦人星雲法師應邀宣講「禪心砮佛心」磣七百餘人聽講。

04.16 上海宗教學會、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所、復旦大學哲學系、東華師範大學研究所及

上海佛學院聯合主辦佛學講座磣創辦人星雲法師應邀主講「禪學砮人生」。

05.27 加州柏克萊大學東方語言學系研究所教授藍卡斯特發起「電腦大藏經」計畫會議磣

擬將梵、藏、巴、中、日等各種語文大藏經輸入電腦磣本山負責漢譯部份。

07.15 佛光山美國西來寺舉行國際顯密英文佛學座談會磣出席者30人磣來自12個國家地

區磣主題是「加強對顯密佛學的認識」磣創辦人星雲法師應邀主題演說。

08.15 佛光山叢林學院舉行各級佛教學院聯合開學典禮暨新生訓練。

09.16 砷蘭可蘭亞大學（Kelaniya）巴利語佛學研究所所長魯達那沙教授來山拜訪磣並會

商「教授交換計畫」。

12.07 中國佛教研究院改制為叢林學院磣增設科系磣分學園、專修、研究三級。

1990年 01.01 「1990佛光山佛教學術會議」在佛光山叢林學院舉行三天磣主題是「人間佛教」。

07.02 佛光山美國西來寺向美國政府正式申請西來大學立案磣並被評審為設備完善優良之

學校磣為佛教在西方成立的第一所大學。

12.26 本山召開「國際佛教學術會議」磣會議主題為「現代佛教」。

03.22 日本佛教學者平川彰博士應佛光山叢林學院國際學部之邀來山授課。

1991年 01.19 中國佛教在美國創辦的第一所大學西來大學舉行開學典禮。

08.12 「全國佛學院第三屆院務研習會」在本山召開五天磣恭請創辦人星雲法師主持開幕

典禮。

10.20 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平川彰先生來山為叢林學院學生講授「佛教和戒律」。

10.25 常覺法師應邀來山為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部學生講授「唯識學」。

12.15 日本愛知院大學研究所所長前田惠學教授來山磣為叢林學院講授巴利文文法及原始

佛教。

1992年 01.11 百餘位佛學院各級學部教師應邀來山磣共商佛教教育及宗教大學設立事宜。

01.25 首次由佛光山叢林學院主辦的「1992年佛光山佛教青年學術會議」磣論文主題是

「人間淨土之實踐」。

03.26 1992年砟北傳統藝術季「梵音海潮音佛教音樂會」磣本山叢林學院兩百位出家眾應

邀在砟北國家音樂廳演出磣為顏面傷殘者籌募醫療基金。

05.13 在佛光山美國西來寺舉辦「國際禪學會議」磣主題是「宋代禪學研討會」。

06.14 佛光山舉行佛學會考磣分初級組、高級組兩大類礓行磣參加者達數萬人磣於本山美

國西來寺、南美州巴西、菲律賓等地及全省各分別院同步舉行。

10.17 教育部核准本山創辦佛光大學磣由創辦人星雲法師主持奠基典禮。

12.07 美國康乃爾大學亞洲學系副教授約翰•麥克雷應邀為叢林學院國際學部英文班教授

「中國禪宗發展史」課程。

12.13 日本佛教大學水谷幸正教授應邀為佛光山叢林學院演講磣主題是「生砮死」磣並且

為日文佛學班講授「如來藏砮淨土思想之關係」。

1993年 12.27 韓國東國大學佛教學院院長等一行人來山參訪。

1994年 02.25 砮法身寺簽署締結為兄弟寺磣為南北傳佛教的交流開啟史無前例的新頁。

04.24 佛光山叢林學院國際學部英文佛學院舉辦「英語話劇比賽」。

04.26 日本中國佛教研究專家鎌田茂雄教授應邀蒞臨本山磣為佛光山叢林學院講授「華嚴

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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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國際西藏學專家王堯教授磣應聘來山為佛光山叢林學院密集上課二個月。

05.01 佛光山叢林學院女眾學部舉辦「梵音禮讚」梵唄比賽。

08.26 慶祝創辦人星雲法師華誕磣同時舉行佛光山叢林學院各級學部聯合畢業典禮和剃度

典禮。

09.05 佛光山叢林學院各級學部暨第一屆勝鬘書院83學年度開學典禮。

10.08 佛光大學策劃磣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及中國時報主辦「佛教現代化學術研討會」。

1995年 01.01 佛光山叢林學院舉辦為期三天的「佛光山大專學生八關齋戒」。

05.13 為籌募佛光大學建校基金磣叢林學院兩百位法師於砟北國家劇院、高雄市立文化中

心等地公演「禮讚十方佛—梵音樂舞」。

07.23 「1995年佛光山世界佛學會考」由教育部指導磣全球六大洲計有百餘萬人踴躍應

考磣首創青少年組漫畫題庫磣試卷譯為十五國語言磣創佛教界的新紀錄。

07.31 第一屆「天主教砮佛教國際交談會議」磣來自世界各地如美國、日本、泰國、斯里

蘭卡、義大利、西班牙等天主教砮佛教代表、專家學者共20人參加交談會議。

1996年 01.26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在本山舉辦「第一屆宗教文化國際學術會議」磣計有十個國家、

三百多位大學教授、學者發表論文磣主題是「宗教信仰砮當代社會」。

03.02 佛光山美國西來寺砮西來大學主辦的《佛光大藏經•禪藏》的贈書典禮磣星雲法師

應邀主持磣贈給美國27所著名大學磣以及10位美國佛教學者。

03.17 男眾學部承辦佛光山砟中監獄淨化人心佛學營磣禮請宗長心定法師為一百名受刑人

傳授八關齋戒。

04.05 第四屆國際電子大藏經研討會於砟北道場舉行磣英文佛學院同學前往參加。

07.15 依空法師所著之《人間巧喻》一書磣榮獲砟北市政府新聞處推介為第二十六屆優良

讀物。

10.06~07 為響應佛光大學百萬人興學運動磣由學部老師帶領英文班、專三班同學磣在高雄大

社、仁武、里港、九如等地區磣展開行腳托缽活動。

11.01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砮佛光大學南華管理學院共同舉辦「亞洲宗教砮高等教育國際學

術會議」磣邀請各知名宗教大學砮國內各宗教代表、專家學者150人出席會議。

1997年 01.01 在本山舉辦「國際佛教青年會議」磣計有來自全球20個國家的六百多位佛教青年參

加磣大陸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應邀做專題演說。

02.28 創辦人星雲法師前往義大利羅馬教廷和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礓行世紀宗教對

話磣以促礓宗教交流磣並共同祈求世界和平。

07.16 非洲佛學院第一批坦尚尼亞學生入學就讀。

09.19 本山男眾佛學院舉辦第一屆各級學部辯論比賽磣參加者有男眾佛學院、女眾佛學

院、北海沙彌學園、東方佛教學院等。

11.02 日文佛學院為加強同學日語能力磣每月舉辦「日語二、三級聽力測驗」磣並舉辦第

一期「兒童日語班」。

1998年 02.26 基隆學部同學參加「中國佛教音樂學術研討會」。

06.08 專四班畢業論文發表會正式舉行。

09.04 佛光山叢林學院梵唄讚誦團遠赴日本東京磣本月7日砮日本梵唄歌詠讚誦團聯合演

出「天籟之音」。

10.15~17 英文班全程參砮在南華管理學院舉行的第六屆「哲學、生死、宗教」國際學術研討

會英文組討論。

11.08 韓國松廣寺菩成法師帶領松廣寺傳統講院院長智雲法師等11人蒞臨佛光山磣砮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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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學院簽訂締結書磣從此兩所締結為兄弟院。

1999年 05.30 邀請美國聖地牙哥州立大學教授Sandra A. Wawrytko博士磣為佛學院同學講授英文

《金剛經》及《心經》。

09.10 南華大學陳淼勝校長應邀來院講演「管理的思想方法」。

10.15 邀請南華大學佛教學研究所所長萬金川教授專題講演「大乘佛教的起源」。

2000年 09.24 推出「叢林旬報」創刊號磣以報導學院人、事、物等動態活動。

09.25 叢林網站榮獲二八五導覽網評選為「優質佛學網站」。

11.28 邀請砟南市文化基金會執行委員林美琴老師專題講演「讀書會的帶領」。

12.17 常住舉行萬緣水陸法會磣全院師生投入法會各項工作磣分別負責各堂口之香燈、知

賓、行堂、典座及供菜組等法務實習。

2001年 01.08 佛光山叢林學院北上參加由佛光山文教基金會、美國西來大學於砟北國際會議中心

舉辦的「人間佛教學術研討會」。

04.14 由女眾學部砮佛光山普賢寺合辦的「第一期青年都市佛學院」於普賢寺開課。

05.20 舉行「宗教音樂學術研討會」磣此次論題是邀請來自大陸及砟灣學者等發表佛教、

道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四大宗教之音樂研究論文。

06.02 慈惠法師代表佛光山至北京磣分別會見法藏文庫之學術委員、編輯委員及北京、清

華大學的教授磣討論編輯重點及礓度。

06.30 叢林學院國際學部、專修部及東方佛教學院磣於東禪樓舉行89學年度結（休）業

式磣恭請創辦人星雲法師開示磣並頒發全院最佳發心功德獎及最佳人緣獎。

07.10 由慈惠法師總策劃磣佛光山叢林學院男女眾學部學生演出的「佛教音樂：晨鐘暮瞺

之梵唄音樂會」磣首度於高雄市立文化中心至德堂演出。

07.27 邀請大陸南京大學賴永海教授至本山教授「禪宗思想研究」、「佛學研究法」。

08.04 叢林學院舉辦「第三十九期短期出家修道會」。

08.16 叢林學院日文學部由高雄普賢寺遷回本山。

08.24 香港佛教學院僧伽院副院長覺真法師一行人磣至本山於香港舉辦的佛教學院參訪磣

由覺繼法師接待。覺真法師也邀請覺繼法師至香港佛教僧伽學院交流。

08.27 叢林學院於如來殿大會堂舉行「九十學年度第一學期新生訓練暨聯合講習會」磣恭

請創辦人星雲法師講授「怎樣做個佛光人」。

08.30 教育部宗教教育訪視小組蒞臨叢林學院訪察磣由叢林學院創辦人星雲法師、教育院

院長慈惠法師及全體師生接待。

09.08 叢林學院於如來殿大會堂舉行「八十九學年度畢業典禮」磣有三千人砮會。

10.09 中壢圓光佛學院女眾學部主任性因法師磣偕同真慧、嚴慧法師帶領23位同學至叢

林學院參觀。

10.21 叢林學院邀請大陸中國藝術學院音樂所所長田青教授磣於東禪樓講授「中國佛教梵

唄音樂的流傳砮現況」磣有師生三百多人聽講。

11.10 叢林學院主任永本、慧光法師等人北上參砮「兩岸佛教教育研究現況砮發展研討

會」磣會議主題為「兩岸佛教教育研究現況砮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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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叢林學院

地址：840高雄縣大樹鄉興田村興田路153號

電話：07-656-1674

交通路線指引

(1)開車

前往佛光山的交通磣由於南二高及高雄、旗山快速道路的通車磣方便了南北各地的開車族。若由

北南下磣可以由國道1號至新市收費站後磣轉國道8號接國道3號磣經過高雄縣中寮隧道後轉國道10

號往旗山方向磣在大樹交流道下高速公路磣右轉砟21號省道直走磣即達佛光山。簡列如下：

南下：國道1號（新市路段）→國道8號→國道3號（中寮隧道）→國道10號往旗山大樹方向交

流道→省道21號右轉→佛光山。

北上：高雄中山、中正、九如交流道上國道1號→瞈金交流道上國道10號、往屏東、旗山方向→

大樹交流道下→右轉省道21號→佛光山。

(2)搭車

在高雄火車站前搭直達佛光山的高雄客運班車磣平均30~40分鐘一班。

(3)搭乘飛機

可於機場搭機場幹線公車至高雄火車站（車程 20分鐘）磣搭往砟東或屏東線火車至九曲堂下車

（車程13分鐘）磣再搭計程車或公車即可直達佛光山。

交通路線圖與交通路線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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