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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聖嚴教育基金會 

 111 年度工作成果報告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學術研究部 

 

 第八屆近現代漢傳佛教研究論壇 
一、時間：2022 年 12 月 23 日至 24 日。 

二、地點：台大集思會議中心。 

三、主題：近現代漢傳佛教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四、研討子題： 
 近現代漢傳佛教研究典範的創造與再生 

 近現代漢傳佛教學術研究之演變 

 台灣佛教信仰與文化之研究 

 近現代佛教管理與數位人文之研究 

 近現代民間佛教  

五、會後回報： 
    第八屆近現代漢傳佛教論壇的主題是「近現代漢傳佛教研究的回顧與前

瞻」，承繼歷年豐富的研究成果，今年特別就近現代近現代漢傳佛教學術研

究之演變、漢傳佛教研究典範的創造與再生、台灣佛教信仰與文化之研究、

近現代民間佛教、近現代佛教管理與數位人文之研究等面向，邀集跨領域漢

傳佛教學者對上述主題進行研討、回顧與前瞻，透過論文發表及與談對話的

方式，呈現近現代漢傳佛教領域的深度與廣度。 

    在研究範疇的定位方面，「近世佛教研究論式的再省思」是此次論壇的

重要焦點。中研院文哲所廖肇亨教授從荒木見悟與聖嚴法師論爭談起；而日

本青山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系陳繼東教授也對江戶中期到晚清所開展的

淨土學論爭進行爬梳。除此之外，此次論壇相當有趣的部分是將近世佛教的

關懷也延伸到台灣佛教史的研究領域，不僅有佛光大學佛教學系闞正宗教授

探討了日本在臺殖民時期福建鼓山禪派在宜蘭的發展，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

學系邱敏捷教授也以陸鉞巖、井上秀天為研究對象，探索東亞禪學在台灣的

發展特徵。 

    在研究方法的運用方面，這屆的論壇也探討到如何採借跨學科的方法論

遺產以更深入探索近現代漢傳研究領域，尤其是站在肯認各學科研究方法論

之特殊性的基礎上，延伸開展跨學科的領域對話與相互補強，或許將會是未

來的研究趨勢。 

    在近現代漢傳佛教的當代實踐方面，本屆有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

營學系暨全球變遷與永續科學研究中心池祥麟教授對佛法與經營管理之跨領

域結合的重要性與未來展望，提出七大精彩探問各個問題皆直指佛教與企業

管理對話的核心。作為一個學術交流的平台，近現代漢傳佛教論壇學術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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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高，又特別強調多元對話的重要性，參與者可以從中了解佛教是如何被關

注、被討論、被研究，而其中又有哪些方法等等，為佛教研究開啟了更多的

可能性。 

          法鼓文理學院生命教育學程特聘副教授兼人文社會學群學群長楊蓓在論

壇最   後，除了感謝學者與所有報名者及工作人員的參與，也借引徐聖心老師第

一天的發言與大眾互勉：「不管是客觀研究或主觀研究，對研究者而言，自我覺察

與自我觀照是非常重要的關鍵點。」期望學術研究的積累能因為研究者的自我覺察

與關照，而能夠世代傳遞不絕。 
日期 現場 直播線上(人次) 線上參與地區 
12/23 83 人 454 人次 台灣、中國、香

港、日本、韓

國、馬來西亞、

新加坡、越南、

泰國、緬甸、歐

美等地 

12/24 97 人 403 人次 
合計 180 人 857 人次 

六、活動報導及媒體露出請參考【附件一、二、三、四】。 

 

 「漢傳佛教四百年」學術研習營 
一、時間：2022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2 日。 

二、方式：線上（視訊會議室）。 

三、研習營簡介： 

    弘揚漢傳佛教的相關研究一直是聖嚴法師念茲在茲的心願，聖嚴法師也曾

對明代佛教進行過深刻的研究，迄今仍然嘉惠學子良多。長久以來，近世東亞漢

傳佛教在學界始終缺乏深度的探討。然而，不管是文獻的數量，或牽涉的問題之

複雜，漢傳佛教四百年來規模宏大，流傳廣遠，然前賢研究多有餘蘊未發，本次

研習營嘗試從多元的視域切入，邀請國內外一流專家學者授課，並希望透過各

種多元的型態，與青年學子一起探究漢傳佛教的獨特景致。 

 

四、研習主題： 

 明清以來的觀音信仰 

 黃檗宗與東亞禪宗之交流 

 佛教戲曲藝術 

 近世佛教神聖空間探析 

 台灣佛教的前世今生 

 佛教與社會科學  

五、研習營講師： 
王靜靈 / 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 

李玉珍 / 政治大學宗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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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  喆  / 法國東方語言與文明學院 

林智莉 / 臺灣大學戲劇學系 

紀華傳 /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所 

陳繼東 / 日本青山學院大學 

簡凱廷 / 臺灣大學中文系 

廖肇亨 / 中研院文哲所 

 

六、會後回報： 

聖嚴教育基金會、法鼓文理學院及中華佛研所於 8 月 31 日至 9 月 3 日，透過線

上會議及寺院參訪，聯合舉辦首屆「漢傳佛教四百年學術研習營」；並於 31 日上午

9 點開幕式中，為 2019 至 2021 年榮獲聖基會「聖嚴漢傳佛教傑出博士論文獎」的 3

位學者，頒發獎勵。 

3 位獲獎論文博士分別為，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簡凱廷、國立臺灣大學文

學院歷史學系郭珮君、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黃庭碩；營隊特別邀請法鼓山

方丈和尚果暉法師、聖基會董事長蔡清彥、中華佛學研究所所長果鏡法師出席頒獎，

以彰顯殊榮。 

此次研習營共有近 150 位相關科系碩博士研究生、博士後研究員、助理教授報

名參與，晚間還有小組討論。師資包括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研究員王靜靈、政

大宗教所教授李玉珍、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教授汲喆、臺大戲劇學系副教授林智

莉、中國社科院宗教所教授紀華傳、日本青山學院大學教授陳繼東、中研院文哲所研

究員廖肇亨等等。首屆傑出博士論文獎得主簡凱廷也應邀講授。 

聖基會說明，弘揚漢傳佛教的相關研究一直是創辦人  聖嚴法師念茲在茲的心

願，聖嚴法師也曾對明代佛教進行過深刻研究，迄今嘉惠學子良多。長久以來，近世

東亞漢傳佛教在學界始終缺乏深度的探討，因此本次研習營嘗試從多元的視域切入，

希望透過多元的型態，與青年學子一起探究漢傳佛教的獨特景致。 

 
 《聖嚴研究》第十五輯出版 

            聖嚴法師的思想融貫傳統與現代，透過積極推動漢傳佛教智慧與

社會的交流，將能為世界帶來安和樂利的幸福之道。 

 

本書精選研討會七篇論文，議題包括：聖嚴法師天台教學之研究、聖嚴法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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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佛禪法、聖嚴法師的華嚴與如來藏思想、研發「溝通與修行」課程的反思、

心靈環保如何同時帶來經濟富足與心靈安樂、心五四能否提昇經濟行為的利他

傾向、聖嚴法師推動漢傳禪法的現代創新等。藉由諸多精彩討論，引領讀者深

入思索漢傳佛教古為今用的全新可能。 

        內容主題包括： 

        ．聖嚴法師天台教學之研究──以《天台心鑰—教觀綱宗貫註》授課

逐字稿之整理為主 

        ．聖嚴法師的念佛禪法──參究念佛的演變 

        ．聖嚴法師華嚴與如來藏思想之脈絡化與再脈絡化詮釋與反思 

        ．研發「溝通與修行」課程之自我覺察與反思 

        ．經濟富足與心靈安樂──心靈環保、廠商經濟行為與永續發展 

        ．心五四能否提昇經濟行為的利他傾向？ 

        ．建設人間淨土──聖嚴法師復興漢傳禪法的現代化特徵 

 

 《當代漢傳佛教論叢 2》- 聖嚴法師心靈環保學意義與開展 

            聖嚴法師的「心靈環保學」為何能蔚為風潮？如何帶動現代佛教

建設   人間淨土？心靈環保不只是回應時代環保議题所提出的觀念，更是禪的

精神、禪的教育、禪佛教、禪文化。本書分為六大章：第一章簡述心靈環保定

義和背景，第二章說明研究心靈環保學的重要性，第三章探討心靈環保和環保

意識、人間淨土的議題，第四章從佛教發展、經典立論來溯源心靈環保思想脈

絡，第五章解說心靈環保的當代實踐與開展，第六章分析心靈環保學的詮釋系

統，全書並搭配近百張的豐富圖表。 

           為讓人們能深入理解心靈環保學，縱觀思想脈絡、橫觀發展面向，

作者從心靈環保溯源的「脈絡化」、當代實踐的「應用化」、「系統化」與超越系

統的「詮釋化」，全方位探研聖嚴法師心靈環保學，以期圓滿「實踐大悲心起」

的學習系統，人人都能深探其理，並於日用中學習心靈環保。  

 學術補助－漢傳佛教學術發展專案 

一、聖嚴漢傳佛教碩博士論文撰寫獎助：2022 年碩士申請者 1 位；博士申請者

5 位，年後公布得獎者。 

二、聖嚴漢傳佛教傑出博士論文獎：2022 年申請者 3 位，年後公布得獎者。  

三、補助學術出版： 

    ．2022 台大佛學研究期刊第 41、42、43 期  

 持續執行之學術合作案 

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講座教授、出版專案、博士後研究員。 

二、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漢傳佛教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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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佛羅里達大學：講座教授。 

四、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漢傳佛教博士後研究員。 

五、法國法國國立東方語言與文明學院：聖嚴近現代漢傳佛教講座教授。 

 

 生命故事館 

一、「生命故事館」活動目的為讓參與者練習將生命故事說的深刻，需要一段聽

與說的練習，在「常說常聽→覺察更細微→想聽想說」的循環中，讓「生命敘

說」自然成為修行的方法之一。 

二、「生命故事館」為長期舉辦活動，每月舉辦一次，並與法鼓文理學院人文社

會學群合作。初期活動對象以學校學生為主，採報名制，每次人數上限為 30 人。

自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12 月活動共舉辦 16 次，每次邀請法鼓山體系不同單

位法師或師長分享個人生命故事，透過分享人的深刻分享，現場參與者也紛紛

踴躍回饋，以一篇又一篇的生命故事，激盪出「心生命」的深度與厚度。 

 

 

 

 

 

 

 

 

 

 

 

 

 

 

 

 

 

 【談書時光】講座 
【談書時光】邀您一同深入高僧夢境解析之旅 

《高山寺的夢僧：明惠法師的夢境探索之旅》邀您一同深入高僧夢境解析之旅 

本次活動以《高山寺的夢僧：明惠法師的夢境探索之旅》一書內容開場，主講人將分

享豐富僧人夢境研究史料，與談人分別從榮格心理分析學派及現象學心理學角度精

闢分析高僧的夢境，精彩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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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日期：2022/10/15（六）14:00-16:30   

二、舉辦方式：實體 / 線上會議同步舉行 

三、活動地點：法鼓山心靈環保學習中心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二段 95 號 2 樓) 

四、主辦單位：聖嚴教育基金會、法鼓山心靈環保學習中心 

五、協辦單位：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有知心理 

六、主持人：楊蓓 

    主講人：廖肇亨 

     與談人：李維倫、呂旭亞 

七、會後回報：本場講座在行前受到很多對此議題有興趣的人關注。活動當天雖然因

颱風下著大雨，現場仍有約 60 位觀眾到場參加；講座進行期間，參與線上直播人數

達 393 人；人次達 2170 人次；平均觀看時間達 51 分鐘。會後觀看人次達 3700 多 人

次。一週後，於 10/23(日)上午在大陸回放首播，有約 500 人參加， 等於這個活動

的首播有近 1000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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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緣推廣部 

 聖嚴法師 108 自在語 

    《108 自在語》自 2007 年推廣至今共有 21 種語言：繁體中文、簡體中

文、日文、西班牙文、英文、法文、德文、泰文、印度文、韓文、緬甸文、越

南文、印尼文、葡萄牙文、斯里蘭卡語、西藏語、柬埔寨語、阿拉伯文、俄羅

斯文、西藏文、蒙古文…等，與全球人士共享法語。 

    出版多種品項：書籍類包含摺頁、口袋書、漫畫，以及影音類，如 CD、

DVD 動畫等，深受大眾喜愛，索取率頻繁。 

    發行至海外：中國大陸、香港、韓國、日本、新加坡、印尼、泰國、越

南、馬來西亞、美國、澳洲、巴西等地。 

一、 摺頁類 

品項 語言版本 

摺頁類(一) 
繁體、簡體、英文、日文、西班牙文、印度文、緬甸文、斯

里蘭卡文 
摺頁類(二) 繁體、簡體、英文 
摺頁類(三) 繁體、簡體 
摺頁類(四) 繁體、簡體 

二、 口袋書 

品項 語言版本 
平裝合輯 繁體、簡體、英文、英繁、簡英、韓繁、日繁 

平裝(一) 
中英日韓、英泰印尼越中、英西葡法中、英德藏印度中、英

斯緬柬中、英法德義中、英俄阿法中、蒙中繁英日 

三、 漫畫 

品項 語言版本 
自在神童漫畫(一) 繁體、簡體 
自在神童漫畫(二) 繁體、簡體 
自在神童漫畫(三) 繁體 
自在神童漫畫(四) 繁體 
自在樂活漫畫 繁體、簡體、英文 
自在時光筆記書 繁體、簡體、英文 

四、 精裝本 

品項 語言版本 
全球版 1A 中、英、日、藏、西、韓 
全球版 1B 英、法、泰、越、德、印 
精裝合輯 繁英、簡英 

 



8 

結緣推廣部 

五、 DVD 類 

品項 語言版本 
自在神童 3D 動畫

(一) 
繁體、簡體、台語、英語、粵語 

自在神童 3D 動畫

(二) 
繁體、簡體、台語、英語、粵語 

六、 CD 類 

品項 語言版本 
CD(一) 國語、台語 
CD(二) 國語、台語 

 聖嚴法師 108 自在語系列 111 年印製數量統計 

品項 111 年印製數量 
108 自在語(二)中英泰印尼越南-2B 平裝本 30,000 
108 自在語(合輯)繁體版-平裝本  20,000 
108 合輯(英繁)雙語版-平裝本   3,000 
108 自在語(一)全球版 A[中英日法西韓]-精裝本 3,000 
108 自在語(一)中英泰尼越-1B 平裝本 15,000 

總計     71,000 

 聖嚴法師 108 自在語「哇！悟卡」系列 111 年飯店結緣數量 

一、 「哇！悟卡 I」：1619 套 

二、 「哇！悟卡 II」：350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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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化著述部 

◆《本來面目》聖嚴法師紀實電影 

    《本來面目》電影官網更新上線 

   https://www.shengyen.org.tw/movie/ 

《本來面目》電影官網將聖嚴法師的生命故事與簡介及本片的相關介紹與所得

獎               項全部重新整理，以便大眾對聖嚴法師及本片有更完整的認

識。 

《本來面目》完整影片公開在 YouTub，提供大眾線上觀影 

 

  

  

 

 

 

 

 

 

 

 

 

 

 

   自上線至今，觀看次數已近 42萬次。 

 《本來面目》臉書粉絲專頁自 2020 年 7 月起至 2021 年 12 月底共累積 12000

粉絲追蹤。 

 

◆智慧傳承 法燈不滅 線上共讀會 

為培養一群願意共同成就弘揚聖嚴思想和理念的菩薩行者，凝聚建設人

間淨土推廣的共識，擬透過共同的閱讀、討論並提供個人寶貴的弘化建議，發

現願意擔任未來弘化推廣活動的鼓手（義工），特別舉辦「智慧傳承 法燈不滅 

線上共讀會」，邀請常耀法師帶領，共讀《好心．好世界》。 

讀書會成員採邀約模式，由本會董事長、董事具名邀請法鼓山社會菁英

共修會悅眾菩薩，以及讀書會籌備委員推選名單，組織「智慧傳承 法燈不滅 

線上共讀會」LINE 群組，除了布達讀書會相關事宜，也開放群組成員討論讀

書會相關內容。 

https://www.shengyen.org.tw/mov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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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成果 

1) 群組共 42 人，累計參與人次 246 人次 

2) 統計表 

 期間 閱讀內容 次數  

第一期 2021/10/5~2022/1/18 第一篇 什麼是心靈環保（15 頁～51

頁） 

8  

第二期 2022/3/1～2022/3/29 第二篇 禪修的心靈環保（55 頁～

127 頁） 

3  

第三期 2022/4/19～

2022/5/17 

第三篇 生活的心靈環保（131 頁～

200 頁） 

3  

 

◆好心好世界 心靈環保系列對話 

為呈現讀書會成果，並分享心靈環保實際的操作成效，擬於每期「智慧

傳承 法燈不滅 線上共讀會」後，舉辦一場「好心好世界 心靈環保系列對

話」，邀請僧團法師、讀書會成員、基金會代表就一主題共同對話。 

活動設計原是以現場+直播方式進行，受疫情影響，僅有第一場開放現

場，具體成果如下： 

 日期 主題 形式 主持人 與談人 實體出席

人數 
觀看直播

人數  

 
第

一

場 

3/19 後疫情時代，如

何安己安人？ 
現場+
直播 

吳嘉沅 果賢法師 
陳武雄 
賴杉桂 

76 人 378  

第

二

場 

4/16 生活處處皆是

禪，安心從自己

做起 

直播 許悔之 常乘法師 
謝美慶 
劉錦樹 

-- 421  

第

三

場 

5/28 面對的勇氣，化

危機為轉機 
直播 楊月娥 常耀法師 

洪景山 
周映岑 

--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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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卡片 

後裔情時代，人與人的連結情感與過去不一樣，為重建人際連結，發起

「一人一卡片 一心一關懷」活動，鼓勵民眾動手寫卡片，關懷問候親朋好

友，並在關懷他者的同時，也回過頭關懷自己，設計一套二式四款卡片，首刷

一萬套，並於農曆年前全數出貨完畢，作為分寺院新春結緣，亦有部分教師將

之應用於教學，引導學生學習感恩與關懷他人。 

 

研究發展部 

◆2022「氣候變遷與心靈環保」論壇 –  

動盪中的寧靜：氣候變遷下的心靈環保 

Time for Meaningful Transformation - Facing Climate Change 
 

一、時間：2022/7/1（五）9:30～17:00 

二、形式與地點 

(一)嘉賓：現場發表、討論（集思台大會議中心柏拉圖廳，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85

號 B1） 
(二)觀眾：透過「ZOOM＋YouTube 直播」收看參與 

(三)論壇結束後，影片上傳至 YouTube。 

二、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聖嚴教育基金會 

三、協辦單位：中央氣象局、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

金會、聚界 

潔能股份有限公司 

四、論壇緣起：「氣候變遷」是當前重要的國際議題，包括達賴喇嘛及梵蒂岡教宗

都高聲呼籲必 

須正面應對迫切的氣候危機。2021 年「第 26 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

（COP26）在各國共識下，開始逐步施行淘汰燃煤、控制甲烷排放、

保護森林、氣候融資以及訂定全球碳市場機制等策略，可預見未來因

應氣候變遷所推動的政策發展，勢必對臺灣社會、經濟及人民的生活

形態產生巨大的衝擊。 

因此，本基金會擬舉辦「氣候變遷與心靈環保論壇」，期能透過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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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襄盛舉，思考在面臨氣候變遷所引發之社會、經濟、生活嚴峻變動

下，如何運用聖嚴法師提倡之「心靈環保」核心價值，契入氣候變遷

下心靈調適的需求，以平靜、穩定、自主、自在的心提升心靈韌性，

安頓個人身心，更因此積極推動人類社會的再提升。 

五、會後回報 

邀集產官學各界相關專家，共同探究極端天氣、物種消失、糧食短缺種種

環境危機的解方。聖嚴教育基金會於 7 月 1 日上午 9 點半，線上舉行「氣候變

遷與心靈環保論壇」，上千人次透過雲端會議及 YT 直播在線同步觀看；談到

切身有感的政策法規和自然災害時，網友線上提問尤為熱烈。 

法鼓山方丈和尚果暉法師在開幕式中，以「感恩大地，愛惜自然」、「少欲

知足，勤勞簡樸」、「和敬共存，躬自實踐」、「智慧處事，慈悲待人」，解說 聖

嚴法師提倡的自然、生活、禮儀及心靈環保；藉以提醒科技可以治標，但治本

還需從人心的改變、轉化開始，若能從教育來著手努力，這樣地球還是有希望

的。 

聖基會董事長、前氣象局局長蔡清彥說明，全球暖化導致的氣候變遷，已

經是必須面對的迫切危機。人類努力於人與人爭、人與天爭、改革社會、征服

自然，卻忽略了內心價值觀的調整、欲望的節制。「心靈環保」提倡好心好世

界，本次論壇即在討論面臨氣候變遷所引發的社會、經濟、生活等嚴峻變動

時，如何運用「心靈環保」積極推動人類社會的再提升。 

聖嚴教育基金會表示，感謝中央氣象局、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以及聚界節能股份有限公司等企業和學界的贊助參

與，讓論壇發揮效益。完整錄影將於日後置於該會官網及 YT 頻道，歡迎未及

與會的民眾關注、分享。 

六、活動報導(附件五、六、七) 

 

◆氣候變遷與心靈環保  

珍愛地球 專題演講暨青年工作坊 

一、時間：2022 年 10 月 30 日 10:00-12:00、14:00-17:00 

二、地點：法鼓德貴學苑 2 樓(台北市延平南路 77 號) 

三、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聖嚴教育基金、法鼓山世界青年會 

四、活動目的：氣候變遷是青年世代最嚴峻的挑戰，本活動之目的為利用演講及工

作坊，讓大眾 

了解如何應用心靈環保，面對全球氣候變遷。 

◆認識氣候變遷對全球環境、人類生活將造成的影響。 

◆學習以心靈環保的觀念轉化思維，進而產生行動，發揮一己之力

愛護地球。 

◆以演講形式闡述由於人類歷史發展出提倡物欲與消費主義的「死

亡經濟」，使得氣候變遷已是你我有生之年會親歷的嚴酷事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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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我們尚有機會扭轉局面，從「死亡經濟」轉向「生命經濟」意

識，落實心靈、禮儀、生活、自然四種環保，在自然環境和經濟發

展間取得平衡，重新看待人我關係，以此由內而外徹底蛻變，珍愛

我們所處的地球。 

◆以工作坊引導青年們發掘自身與世界的連結，並使之激發參與在

地行動，開創各種善的連結，以邁向更美好的世界。 

五、活動內容/參與人數 

時間 上午 10:00-12:00 下午 14:00-17:00 

形式 專題演講 青年工作坊 

講師 常濟法師 常濟法師、果禪法師 

翻譯 韋徵儀 - 

司儀 陳修平 范云瑄 

對象 一般大眾 18～45 歲 

報名人數 59 名 24 名 

實到人數 42 名 19 名 

 

六、會後回報 

面對地球危機，除了嘆氣能如何？20 多位青年於 30 日下午 2 點，參加聖嚴

教育基金會、法鼓山世界青年會首次合辦的「珍愛地球工作坊」。為有助與會青

年及社會大眾，認識「氣候變遷與心靈環保」的連結，尋找全球危機的解方，主

辦方特地邀請自美返臺的常濟法師先於上午進行英文專題講座，鼓勵青年為更

好的環境暢所欲言，讓法鼓德貴學苑現場猶如小型氣候會議。 

邀請先生和就讀國小的孩子們一起參加講座，高郁華說，雖然下週學校就

要期中考，但是氣候變遷是身為人類都應關切的議題，即使孩子能記住一句話、

一個想法，都很值得；聽到法師用心靈來連結暖化等環境問題後，也觸動她深

思面對、處理問題的方式，加入後續議題討論的工作坊。 

丁毓娟說，因為朋友的推薦來參與工作坊，時間雖短卻覺得非常有收穫。

帶領的法師們都十分瞭解國際上的各種觀點，尤其將環境和心靈連結，從環境

收縮到內在，再由內在發散出利人的願力，提昇認知問題的觀察點，落實到具

體生活中。最讓她感動的是，常常以為自己是在幫助他人、守護環境或動物，

這些從自我為出發點的概念，如果換個角度，就會發現並不正確。 

聖基會董事長蔡清彥表示，青年正是受到「氣候焦慮」影響最深的族群，

想要改善地球環境、減少破壞，需要從人類價值觀的改變做起，希望藉此活動，

喚醒年輕世代的關注；這也是該會推動人間淨土、心靈環保的宗旨。「一個人的

高度，決定他的氣度」，青年院監院演柱法師說，歡迎關注世界議題的青年及學

生族群，參考法鼓山青年會在各地舉辦的公益課程、社會關懷，學習放寬視野、

調整自己的價值觀，透過心靈環保，化解個人及世界面臨的煩惱。 

七、活動報導(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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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教育基金會心靈環保推廣專案-氣候變遷心生活運動 

歸零心生活 跨界視野與對話(焦點座談) 

一、時間：2022 年 11 月 19 日 14:00-17:00 

二、地點：法鼓德貴學苑-法⿎⽂理學院推廣教育中⼼ (台北市延平南路 77 號) 

三、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聖嚴教育基金 

協辦單位：法⿎⽂理學院推廣教育中⼼ 

四、活動目的：本次焦點座談邀請之對談者，皆為能掌握且運用心靈環保之方法，

透過對話，分 

享他們在實作的過程中，如何從影響認知、行為與習慣，進而對提

昇自我、改變世界，這群伙伴的存在，讓心靈的實踐路上不孤單。 

五、主持人/與談嘉賓：(一)主持⼈：辜琮瑜博⼠ 

(二)與談嘉賓：張芷睿、⿈尚衍、王艾岳、蕭麗吉 

六、會後回報：聖嚴教育基金會於 11 月 19 日在法鼓德貴學苑，邀請四位環保實踐

代表人，進行 

「跨界視野與對話」，座談由法鼓文理學院推廣教育中心主任辜琮

瑜主持，聖基會董事長蔡清彥與近八十位民眾，共同聆聽達人如何

運用創新的思維，投入環保實踐、環境保護、生活改善，以心靈環

保創造更友善的世界。 

七、活動報導(附件九) 

 

◆聖嚴教育基金會心靈環保推廣專案-氣候變遷心生活運動 

哲學家咖啡館-100 物件過⽣活 

一、時間：2022 年 11 月 26 日 14:00-17:00 

二、地點：法鼓德貴學苑-法⿎⽂理學院推廣教育中⼼ (台北市延平南路 77 號) 

三、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聖嚴教育基金 

協辦單位：法⿎⽂理學院推廣教育中⼼ 

四、活動目的：哲學家咖啡館是以談話的形式，透過傾聽、表達、省思、溝通，讓不

同的生命經 

驗交會，進而觸動生命轉化的可能。與會者在討論時應專心聆聽別

人說話，不要中途打斷他人的發言，不互相攻擊，遇到意見不同時，

能尊重和自己不同的意見，讓大家都有發言的機會，每個人都能分

享、暢所欲言，同時吸收別人的生命經驗，轉成自身的養分。本次主

題為 100 物件過生活，由每位參與者對於此主題各自經驗出發的敘

說，由帶領者引導交錯之對話，以期能真實傳遞感知參與者對人我

關係。 

五、帶領人(促進者)：楊婉儀、辜琮瑜 

六、參與狀況：71⼈報名，實到 50⼈，報到率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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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 

 

【第八屆近現代漢傳佛教論壇】 報導 I 

推開近現代漢傳佛教研究之門 聖基會辦論壇鑑往以啟後 

「第八屆近現代漢傳佛教論壇」於 12 月 23、24 日，在集思台大會議中心舉行。

聖嚴教育基金會邀集 30 多位海內外重量級教授切磋交流，在 6 篇論文發表之後，繼以

兩場圓桌論壇，各場次均有 2、3 百人參與，綜觀漢傳佛教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重申法鼓山的使命，是「以心靈環保為核心，弘揚漢傳禪佛教；透過三大教育，達

到世界淨化」，方丈和尚果暉法師表示，有精深的佛教研究，就可以透過教育培養佛教人

才，有佛教人才就能推廣佛教弘化，就能淨化人心、淨化社會。感恩此次網路與會的全

球學者、聽眾，同為佛教的歷史研究鑑往知來、承先啟後。  

 

  

 

                                   

聖基會董事長蔡清彥說明，聖嚴法師曾說「只要有學佛的人，就有對於佛學作研究

的必要」，感謝林鎮國等與會教授們的帶領，為佛法的長久住世，長期投入學術研究。此

行政會務 

 聖嚴教育基金會行政會務 

      一、董事會：第五屆董事會召開兩次董事會會議：109 年 5 月 14 日、11 月

12 日。 

      二、例會暨其他會議：例會於每月第二週星期四下午 15:30-17:30 召開，109

年共計召開 9 次。 

      三、109 年參與三次法鼓山宗務聯席會議。 

      四、聖嚴教育基金會 110 年月曆，印製 25,0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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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論壇議題著重於近現代及典範人物，並回顧國內外的研究脈絡、展望新世紀的觀點。

在 21 世紀各領域都深受 AI影響，也期盼能透過相關討論，提供學者新的思考和方向。 

 

 

 

                                   

論文首篇剖析「荒木見悟與聖嚴法師的論爭」，談大神級別的矛盾，果然相當受注

目；發表人廖肇亨教授說，其實他想要傳達的是，即使雙方對於晚明佛教復興的原因，

方法、見解不同，但聖嚴法師仍邀請荒木見悟教授到中華佛研所講學，他們兩位都為後

世學人，樹立了嚮往的典範。 

 

 

 

                                 

    

    

 

                                    

 

陳繼東、闞正宗、譚偉倫、邱敏捷、池祥麟等學者們，繼之在淨土學、鼓山禪派、

民間應門佛教、臺灣佛教等比較與跨領域研究發表論述，這些鮮少受到關注的論點，在

在引起現場及線上會議廳的熱烈討論。周玟觀等多位與談者都認為，這是論壇別具意義

之處，彌補了對近現代佛學研究的空白，並為學界開發了新的研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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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宜蘭的陳子勤說，原以為專業論文會是艱澀難懂的，一場場認真聽過後，對於

發表者長時間的田野調查肅然起敬，更深刻感受到聖基會對歷史傳承的用心及責任感。

從闞教授談「日本殖民時期福建鼓山禪派在宜蘭的發展」，開啟她對宜蘭佛教歷史的天

窗，將來就要隨著論文，從頭城吉祥寺出發，做一次朝聖之旅。 

 

 

 

 

                                    

 

 

 

                                         

 

維持以圓桌論壇、綜合討論，聚焦各屆主題。汲喆、簡凱廷、龔雋、何燕生、康特、

曹德啟等學者，應邀為佛教研究的回顧、前瞻，貢獻統整的研究成果，由於多是獨特珍

貴的一手新知，聽眾紛紛拿起筆記本、手機拍寫記錄；林鎮國教授在閉幕前，也為本屆

多元、反思性強等特點表達鼓勵，期盼將來有更多正面的實踐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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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學術研究雖然是少數人的工作，但卻足以影響一整個時代。」聖基會表示，鼓勵

年輕研究人才，該會特別設置「聖嚴漢傳佛教碩博士論文撰寫獎助」、「聖嚴漢傳佛教傑

出博士論文獎」，歡迎從事當代漢傳佛教及聖嚴思想的學者踴躍申請，方式請詳見官網

(https://www.shengyen.org.tw/)。 

 

◎文：張曜鐘 20221224 

◎圖：李東陽、張曜鐘 20221224 

 

 
 

【第八屆近現代漢傳佛教論壇】 報導 II 

展望二十一世紀的近現代漢傳佛教研究 

每逢一年的尾聲又是「近現代漢傳佛教論壇」喜相會的時刻，第八屆的主題是「近現

代漢傳佛教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承繼歷年豐富的研究成果，今年特別就近現代近現

代漢傳佛教學術研究之演變、漢傳佛教研究典範的創造與再生、台灣佛教信仰與文化

之研究、近現代民間佛教、近現代佛教管理與數位人文之研究等面向，邀集跨領域漢

傳佛教學者對上述主題進行研討、回顧與前瞻，透過論文發表及與談對話的方式，呈

現近現代漢傳佛教領域的深度與廣度。 

https://www.shengye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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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範疇的定位方面，「近世佛教研究論式的再省思」是此次論壇的重要焦點。中

研院文哲所廖肇亨教授從荒木見悟與聖嚴法師論爭談起，論述這兩位重要研究者對明

末佛教論旨之觀點差異主要是因爲對蕅益大師的認識不同；而日本青山學院大學國際

政治經濟學系陳繼東教授也對江戶中期到晚清所開展的淨土學論爭進行爬梳。除此之

外，此次論壇相當有趣的部分是將近世佛教的關懷也延伸到台灣佛教史的研究領域，

不僅有佛光大學佛教學系闞正宗教授探討了日本在臺殖民時期福建鼓山禪派在宜蘭的

發展，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邱敏捷教授也以陸鉞巖、井上秀天為研究對象，探索

東亞禪學在台灣的發展特徵。綜合此次發表多元面向，與會學者歸納出在探討近現代

漢傳佛教時，採取近現代東亞研究的整體視角將會是重要的未來研究方向，包括明清

中國佛教史、日本近世佛教、台灣佛教史等皆涉及東亞佛教的交涉互動等，從東亞視

域來掌握近現代漢傳佛教的特徵將是關鍵著力點。  

在研究方法的運用方面，這屆的論壇也探討到如何採借跨學科的方法論遺產以更深入

探索近現代漢傳研究領域，尤其是站在肯認各學科研究方法論之特殊性的基礎上，延

伸開展跨學科的領域對話與相互補強，或許將會是未來的研究趨勢。包括法國國立東

方語言與文明學院與法國多學科佛教研究中心主任汲喆教授在本屆暢談漢傳佛教在法

國的學科化過程，反思漢傳佛教研究如何鑲嵌在法國知識發展的研究脈絡而一路開展

至今；武漢大學國際禪文化研究中心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何燕生講座教授也從

京都大學對禪宗研究的百年回顧與前瞻中，藉日本學者之研究成果為鏡，探索作為中

國學的中國禪宗史研究的未來研究取向。不同區域的漢傳佛教研究往往受到在地知識

背景、文化傳統與社會變遷趨勢的影響，未來的近現代漢傳佛教研究或者可以在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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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義、經典、語言、文獻等佛學研究的基礎上，多元採借西方哲學、歷史學、人類

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多元研究徑路，更豐富地掌握近現代漢傳研究的多元樣貌。  

在近現代漢傳佛教的當代實踐方面，本屆有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暨全球

變遷與永續科學研究中心池祥麟教授對佛法與經營管理之跨領域結合的重要性與未來

展望，提出七大精彩探問：包括佛法對於企業違反社會責任的行為有解決之道嗎？佛

法能對企業經營提出的道德難題提出明確指引嗎？有可能將佛法融入企業倫理的教科

書嗎？佛法所倡導的企業倫理會如何對企業經營管理產生影響？如果搭配佛法來修正

資本主義，會因此更公平正義還是會降低效率？佛法作為一種積極應世的觀念會對企

業經營產生什麼影響？如何期許佛法與企業經營的跨領域未來展望？各個問題皆直指

佛教與企業管理對話的核心。與談人靜宜大學企業管理系吳成豐特聘教授也以佛法作

為「心的設計」提出深具創意性的佛法與企業管理結合回應；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

黃國清教授亦暢談人間佛教作為企業經營管理的入世經營之道；法鼓文理學院生命教

育學程暨心靈環保研究中心果光法師更從聖嚴法師與法鼓山指導菁英禪修及企業禪修

的案例提供反思。本場次主持人法鼓文理學院陳定銘校長也總結並分享到法鼓文理學

院設有社會企業與創新碩士學位學程，未來將會持續進行社會企業責任的個案研究並

培養落實企業倫理之人才。  

本屆論壇在知性、溫馨、法喜且充滿未來前瞻性的氣氛下圓滿落幕，期待未來的近現

代漢傳佛教論壇持續深耕緣漢傳佛教的研究寶庫，為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帶來更多光明

與希望。 

◎文：劉怡寧（台大社會系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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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論壇分享 1 - 開啟一扇窗 

原本以為這樣專業深奧的論文發表，對於非涉入學術性議題的一般學佛人會是一場艱

澀難懂的，沒想到一場場認真聽下來，對於論文發表者花長時間的田野調查研究，精

彩的呈現結果肅然起敬外，更深刻感受到聖嚴教育基金會舉辦「近現代漢傳佛教研究

的回顧與前瞻」的用心及背負著為佛教歷史傳承的責任。 

身為宜蘭人在聽到闞正宗教授的「日本殖民時期福建鼓山禪派在宜蘭的發展」，了解

到宜蘭佛教是由真精法師、通本法師赴福建鼓山湧泉寺出家受戒後回台在頭城九股山

創建吉祥寺開啟的，繼而有了冬山白蓮寺、蘇澳祥光寺、礁溪崇福寺、礁溪圓明寺、

開成寺及頭城靈山寺等，對我而言無非開啟了解宜蘭佛教歷史的天窗，回去後一定要

來一次宜蘭佛教早期寺院的朝聖之旅⋯⋯跟隨教授的論文內容重新學習宜蘭福建的歷

史。 

◎文：陳子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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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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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雜誌 2022/08/01。1 版要聞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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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全球資訊網 2022/07/01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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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07 聯合報 A9 法鼓山心靈環保論壇 氣候變遷中找寧靜心 

 

 

  

【附件七】 
 



26 

 
法 鼓 山 全 球 資 訊 網 /法 鼓 新 聞  2 0 2 2 / 1 0 / 3 0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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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雜誌 2022/12/01 改變世界在生活中學習歸零 

 
 

【附件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