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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一本書來譬喻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的一

生，會發現打開扉頁之後，有說不盡的故事流瀉而

出，有難以想像的作為蜂擁而現，在短短的八十世

壽中，彷彿活出好幾倍的豐富與精采。

從現象、事件、故事與作為鋪陳來看，是一個很

難一言道盡的生命歷程，法師以「盡形壽、獻生

命」的精神所活出的人生，如同他擊出的法鼓般，

在每次鼓棒落下的瞬間，敲在人間，讓佛法的好，

無遠弗屆地聲響千里；也如他的僧袍飄然而過，舉

重若輕地在世間留下不著痕跡卻綿長的影響。

除了故事與許許多多的傳承與創造，這本生命之

書裡還有著密密的字跡，是法師留下的理念與教

法。深邃的法義來自他一生未曾停歇的學習，並經

由體悟與揉捻，以熨貼人心的智慧法語，划過許多

人的生命，從而觸動，因而轉化。

在閱讀這本生命之書時，可以找到我們熟悉的各

種稱謂，諸如本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風雪

中的行腳僧、宗教家、學問僧、禪師等，但這些稱

謂，皆無法道盡法師生命本質中的核心精神。

從佛法典籍、禪修的實踐中，理出具當代意義與

影響力的「心靈環保」，或是法鼓山的理念、「四

種環保」、「心五四」、「心六倫」等概念，好像

也只能知道，法師給世間、給許多的生命帶來影響

的內涵。

法師的一生中，一直有兩條河靜靜的流過，流過

他的生命之旅，流過他的教導與理念，流過所有親

炙過法師，或只是遙遠地在大型演講會、乃至於只

是透過影像接觸過的人心中，那兩條河一路蜿蜒迤

邐，帶著我們來到法鼓山的大殿與祈願觀音殿。

大殿入口的「本來面目」，說的是不斷鍛鍊、探

索的智慧如海，祈願觀音殿的「大悲心起」，則說

的是法師一生未曾歇止的大願，如他童年最深刻的

觸動「上求下化」，上求佛法的智慧，下化所有需

要慈悲撫慰的眾生。

閱讀這本生命之書，循著書中的故事，彷彿聽見

法師說著：一生就是一場實踐佛法的歷程。

一場實踐佛法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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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山沙彌
1943∼1949

從小聽著狼山大聖菩薩的傳說，

出家，對年少的聖嚴法師而言，

猶如一個美夢。

課誦法器、灑掃種菜、縫補燒飯等出家本分事，

他學得興味盎然；

在禮觀音中開啟智慧，

令他對觀音的信仰一生不渝；

在佛學院的學僧生涯中，

他得以親炙當代明師長老⋯⋯

與佛法的初相遇，

已讓他不由自主地想將佛法的好，

與更多人分享。

狼山廣教寺全景（圖攝於1988年4月）



狼山沙彌  

▲ 上海靜安佛學院的畢業證

書。

▲

 1948年，與靜安佛學院師

長守成法師（右）合影於

上海。
▲  1948年，上海靜安佛學院

第一屆畢業生合影。

西元1930年，聖嚴法師出生於中國江蘇南通，在

那個天災、戰亂頻仍，百姓貧困的年代，法師由於

先天體弱，加上長期營養不良，因而瘦弱多病，語

言、動作都發展得較一般同齡孩童緩慢。

十三歲時（1943年），法師在鄰居的引介下，欣

然赴狼山廣教寺出家，在寺中做小沙彌，學習著出

家人應學的一切。法師這時已發現佛經的好，不僅

是用來超度亡靈，而是讓人們照著去做的，於是心

裡湧起一股讀懂佛經，並分享他人的願望。

對日抗戰勝利後（1946年），法師隨同師長轉赴

上海大聖寺以趕經懺為生，經過多次爭取，終於得

以進入靜安佛學院就讀，奠下佛學基礎。

貧寒出生，出家為僧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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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旅臺灣
1949∼1960
在動亂的大時代中，

為了個人的安全，為了苦難的國家，

也為了垂危的佛教，

法師做出從軍的決定。

十年漫漫，他大量閱讀、

廣泛涉獵、練筆成作家，

念念不忘的是自己仍是個出家人，

念茲在茲的是佛教的現況與未來。

聖嚴法師早期以醒世將軍的筆名在《人生》月刊上發表文章，

期勉「攝化眾生與喚醒世人」。



軍旅臺灣  

1949年，戰亂中法師易服投身軍伍，隨軍隊抵

臺。在艱苦的軍旅生活中，心志與體魄皆得到嚴苛

的鍛鍊。同時，利用圖書館及圖書巡迴車，廣泛閱

讀文、史、哲等書籍，進而投身創作，陸續於《佛

教青年》、《今日佛教》、《人生》、《海潮音》

等佛教刊物上發表作品，探討人生與宗教等問題。

這段期間，法師不僅與先後抵臺的佛學院師友保

持連繫，並且親近長老、結識青年法師、關心教界

情況，期待有朝一日得以重新再出家。

1949
從軍抵臺，親近教界

 ▲  軍官時期  ▲ 圖為同是出身靜安佛學院的軍中

同僚：左起為田楓、聖嚴法師及

了中法師。

  ▲ 1950年，於陸軍通訊隊受訓時與同學合影，前排右二為聖嚴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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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旅臺灣  

 ▲  1978年12月5日，拜訪靈源

老和尚（左），並得其禪法

入處。
▲  

臨濟法脈傳承譜卷《星燈

集》封面

 
▲
 於《星燈集》中，聖嚴法師

蒙靈源老和尚賜臨濟法脈字

號「知剛惟柔」。

原已一身宿疾的法師，在考取國防部通信部隊之

後，由於需夜間值班而經常日夜顛倒，再加上熱衷

讀書寫作，導致長期睡眠不足，因而罹患了慢性風

濕症等病症。

1958年，法師利用休假至高雄佛教堂，偶然與靈

源老和尚同單兩宿，法師將生命及修持上的問題盡

向老和尚請益，受老和尚棒喝而得到禪法入處。後

因教禪弘化，於1978年得老和尚正式賜法派字號

「知剛惟柔」，為虛雲老和尚下第三代，臨濟義玄

下第五十七代傳人。

1958
靈老棒喝，得一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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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旅臺灣  

法師由於投稿《人生》雜誌而受到創辦人東初老

人的器重與照顧，因此經常造訪位於臺北市北投的

中華佛教文化館。東初老人得知法師身體狀況不

佳，以及出家志向，為法師的退役事宜給予諸多協

助及鼓勵，終於順利退役。

法師感於東初老人的恩義，於1959年病假期 

間，便住進北投文化館，1960年退役令正式生效，

法師即於農曆十二月初八佛陀成道日，正式在東初

老人座下剃度出家，得法名「聖嚴」，意為「以聖

教莊嚴佛法，又以聖法嚴飾身心，復用聖德淨毘

尼」，勉嚴以律己並發揚聖業。同時，也接下《人

生》雜誌的編務工作。

 
▲  

1 9 6 7年東初老人（ 

中）、聖嚴法師（右

一）於智光長老圓寂四

週年紀念會後，與眾人

合影。智光長老為聖嚴

法師授沙彌十戒。

 ▲  東初老人於中華佛教文

化館前留影。

1960
東老恩義，二度披剃

 
▲  

靜安佛學院同學性如法

師（左）與軍中時的聖

嚴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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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閉關
1961∼1968

為了佛學經論及修持上的提昇與精進，

為了替日後的弘法利生扎下根基，

聖嚴法師於美濃朝元寺掩關自修，解行並進。

學思上，將研究化為著述，陸續問世；

禪修上，體會身在禪中不見禪。

位在深山中的關房，環境清淨，十分簡樸。



美濃閉關  

▲於關房內閱藏

 
▲

攝於朝元寺大殿前

 ▲  1968年2月20日第二次出關

1961年冬，法師受完大戒未久，為充實佛學及修

持，便南下至高雄美濃朝元寺自修，解行並進—

行則拜懺、打坐；解則閱藏，以律學為主，兼研

《阿含》部等經典，以深入佛法思想根源。至1968

年出關為止，此番閉關潛修長達六年，中間曾一度

因眼疾外出就醫，並應邀講經、講學。

期間法師寫作不輟，陸續發表自修所得。在戒律

方面，整理並撰寫出版《戒律學綱要》；亦應《菩

提樹》雜誌邀稿，據研讀《阿含》之心得，以通俗

文字介紹佛教內涵，後集結成《正信的佛教》；並

著手撰述自傳《歸程》，於《慈明》雜誌上連載。

1961
閉關自修，山中閱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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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日本
1969∼1975

為了提高佛教整體素質，

法師以四十高齡，赴日求學。

國內傳來的流言蜚語，是不曾斷過的雜音；

日日苦讀的單薄身影，是圖書館裡不變的風景。

備歷艱辛，以六年取得碩、博士學位，

學界一致讚歎，咸認不可思議。

圖左側二樓的房間為聖嚴法師留日六年的居所



留學日本  

 ▲ 留日期間，每日於東京住處早晚持續

定課。

早於1965年，東初老人便函促法師出關赴日留

學，以備他日弘化之用。法師經長考，為提高佛教

的學術地位以及僧人素質，以開創佛教教育新局

面，毅然於1969年赴日本東京立正大學攻讀碩士。

由於赴日僧侶還俗者多，因此教界一片反對聲浪，

致使法師留學經費幾無著落。然而法師仍刻苦於

1971年獲碩士學位，1975年則完成獲致極高評價的

論文《明末佛教之研究》，順利取得博士學位，並

於同年應邀赴美弘化。

留日期間，法師利用課餘參訪多處道場，跟隨幾

位禪師學禪。取得博士學位之後，法師參加曹洞宗

派下的總持寺所舉辦之精進禪七，獲原田祖岳禪師

的弟子伴鐵牛禪師印可。

1975
留學日本，取得博士

 ▲ 於東京寓所讀書，書

桌上方貼著東初老人

的勉勵。

  ▲ 1975年3月17日，從立正大學校長菅谷正貫博士手中領取博士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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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遊化
1976∼

因緣際會，法師應邀赴美，

以超越語言及文化的禪，

將佛法的智慧與慈悲帶到西方。

一度流浪紐約街頭，

終於創立「禪中心」（東初禪寺）。

隨緣應化，無不點頭，萬里奔波，

將禪法的種子遍灑亞、歐、美三洲。

�東初禪寺外觀（圖攝於1989年）



西方遊化  

1976年9月，法師被美國佛教會選為董事，兼副

會長及大覺寺住持，此係法師第一次住持寺院。

同年，法師於美國大覺寺開設週日禪坐班，此為

法師第一次以禪者身分指導禪修，更陸續開設禪坐

訓練班，以接引中、美青年學佛。此後，法師便經

常應邀以禪修、佛法為主題進行演講，以及至各知

名學府指導禪修。

次年（1977年），法師應學員請求，於「菩提精

舍」首度舉行禪七，學員反應極佳，因此，法師於

1978年將此主持禪七的經驗帶回臺灣，於國內帶領

禪修活動。

▲  
東初老人（中）訪美

時，與弟子聖嚴法師

（左）、沈家楨居士

（右）合影。

▲  

1976年於大覺寺開設

禪坐班。

 ▲  於紐約帶領禪眾戶外

經行。攝於1979年。

1976
赴美弘化，指導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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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持農禪
1977∼

恩師東初老人圓寂，

法師回臺承接法務，

慈善、文化，延續東老人的遺志；

教禪、講經，讓學佛與禪修蔚為風氣。

佛法生活化深入社會，

點燃起漢傳佛教的火炬。

東初老人創建文化館時的外觀



住持農禪  

1977年12月15日，東初老人無疾坐化，法師接獲

消息後立刻返臺處理恩師身後佛事，並邀集諸山長

老及相關法師，商討文化館產權繼承與支配問題，

法師以三項原則自勵：盡力推動並實踐東初老人為

佛教文化及教育奉獻的遺志；竭盡所能維護並照顧

文化館的道場及其原有住眾；不支用東初老人所遺

的財產。

次年（1978年），財團法人中華佛教文化館依東

初老人之遺囑籌組完成，召開「中華佛教文化館董

事會」成立會，法師被選為董事長兼任館長，住持

文化館及下院農禪寺。

 
▲  

1978年3月24日，

接任中華佛教文化

館之晉山典禮。

 
▲  

東初老人於文化館

前，與青年學生交

流互動。
 ▲  1979年，於文化館

前廣場，指導大專

青年修行方法。

1977
恩師坐化，繼承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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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持農禪  

回臺住持文化館後，感於美國出家、在家弟子求

法熱誠，因此法師以三個月為期，固定往返臺灣、

美國兩地。由於沒有固定的住所，甚至一度與弟子

流浪街頭，法師幾經奔波，終於在1979年，於紐約

皇后區租屋成立禪中心。

同年十月，法師得仁俊長老及沈家楨、應行久、

馬宜昌夫婦等居士護持，購得同區一棟二層樓舊

屋，並於1981年5月正式啟用。為紀念東初老人法

乳之恩，特將禪中心取名為

東初禪寺。後信眾增加、法

務日繁，致使空間不敷使

用，於1987年於同街買下一

棟三層樓房，為東初禪寺新

址。

▲ 1983年6月12日，東初禪寺在紐約羅蘭公園舉行野餐會。

▲1984年，於東初禪寺舊址前。

▲  
遷入東初禪寺新址後，

諸山長老來訪。

1981
創禪中心，返往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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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持農禪  

法師繼承東初老人的遺志，期能對佛教文化、佛

教學術做一份貢獻，於是在1980年成立東初出版社

（即法鼓文化前身），透過文字和媒體傳播佛教觀

念，使大眾能夠認識正信的佛教。

此外，1949年由東初老人創辦，以倡導人生佛教

為宗旨的《人生》雜誌，在停刊二十一年後，也於

1982年復刊。同年，在美國除了已固定發行英文季

刊《禪雜誌》、月刊《禪通訊》外，也在東初禪寺

成立了法鼓出版社，以出版英文著作。

法師的著作，於1993年由東初出版社彙編成《法

鼓全集》全套四十冊出版，又於1999年由法鼓文化

重新彙編為七十冊，再於2005年，集結達一百冊。

1982
辦出版社，復刊《人生》

▲  

聖嚴法師的英文

著作

▲  

《人生》雜誌，

於1982年復刊。

▲  聖嚴法師的著作

《法鼓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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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持農禪  

法師繼1981年於臺南首次主持連兩場近兩千人的

對外大型普化演講之後，1983年，於臺北國父紀念

館，以「禪與現代人的生活」為題進行演講。開創

國內佛教團體舉辦對外大型演講之先河，此後多次

應邀於國內外舉辦大型演講，包括香港、新加坡、

澳洲等。

自1990年起，法師於國父紀念館進行一系列的

經典講座，包括《心經》、《金剛經》、《法華

經》、《維摩經》等，每場皆有上千人參與。1999

年起，法師更與高科技、教育、文化、演藝界的頂

尖人士，舉行多場大型的對談、鼎談及座談等，影

響力深入社會各層面。

▲  

出席新竹交通大學舉辦

的「科技與人文大師論

壇」座談會。

▲  

1993年9月25日，於臺

北國父紀念館演講「《 

維摩經》生活系列」。

▲  1996年4月21日，於香

港灣仔伊莉沙白體育館

宣講《無量壽經》。

1983
大型演講，開新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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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持農禪  

1988年，法師原擬赴英國倫敦主持禪七，因簽證

問題而臨時決定改赴大陸巡禮探親，此係自1949年

來臺後，第一次返回大陸，主要除探親之外，另完

成三個心願：探訪中國佛教的源頭古蹟；重回狼

山，重溫少年出家時代的舊夢；以及巡禮東初老人

的得法道場鎮江焦山定慧寺。法師自稱「這次大陸

探親之行，與其說『歸根』，毋寧說是回到我血

緣的源頭及法緣的源頭，做一次巡禮式的尋根訪

問。」

1991年，法師為法鼓山的建設，組成考察團再赴

中國大陸考察佛教建築特色；1996、2002年則兩度

帶領僧俗弟子分赴中國北方及南方，進行禪宗溯源

之旅。

▲
 2002年，帶領僧俗

弟子進行禪宗溯源

之旅。

▲  

東初老人舍利迎奉

典禮，聖嚴法師將

東初老人舍利交予

東初老人法子茗山

法師。
▲   1988年4月，離鄉

近四十年的聖嚴法

師踏上回家的路。

1988
大陸巡禮，尋根探源

/ 41     聖嚴法師的故事 40



佛教興學
1978∼

走過佛教衰頹的年代，

法師深知今日不辦教育，佛教便沒有明天，

從接任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所長，

到獨立興學，創辦中華佛學研究所、

僧伽大學，及佛教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今更名「法鼓文理學院」），

建構完整的大學院教育，

全方位培養漢傳佛教宗教師及高等佛教人才。

中華佛教文化館於1986年改建落成，

做為中華佛學研究所之用。



佛教興學  

1978年，美國佛教會駐臺譯經院移至農禪寺，並

請法師擔任院長，同時，亦應中國文化學院（即今

文化大學）邀聘為哲學研究所教授。同年10月，更

受邀接任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所長，該所於1981

年招收第一屆研究生。此為臺灣佛教教育史上，第

一所以現代化方式，培養高等佛學研究人才的機

構。

後由於文化學院改制，佛研所停止招生，法師為

持續培養佛教弘法及研究人才，於1985年以「中華

佛學研究所」名義繼續招生、辦學，並以文化館新

建大樓為所址。

▲

 1978年，於中國文化

學院哲學研究所講授

隋唐佛學。

▲
 1987年8月22日，中

華佛學研究所在新所

址中華佛教文化館舉

行成立大會。
▲  1978年，拜會中國文

化學院創辦人張其昀

先生（左二）後合

影。

1978
投身教育，培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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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興學  

1990年，中華佛學研究所主辦第一屆中華國際佛

學會議，由法師擔任總召集人，於國立中央圖書館

（今國家圖書館）舉行，以「佛教倫理與現代社

會」為主題，共有二十多國佛學學者一百五十多名

參加，提交論文四十篇。

法師指出召開國際性佛學會議有三個主旨：一、

提倡佛教學術的研究，發揚佛教文化的精神；二、

把世界佛教引回中國，把中國佛教傳到世界；三、

讓國內的教內外人士，認同佛教學術研究的重要和

必要，並致力於佛教人才的培養。

此後，中華國際佛學會議數年召開一次，致力於

提昇國際學術地位，促進學術交流，成效卓著。

  

▲
 第四屆中華國際

佛學會議，於開

幕典禮中致詞。

▲
 第五屆中華國際

佛學會議，與各

國學者交換意

見。
▲  第一屆中華國際

佛學會議於1990

年1月12日至15

日在國立中央圖

書館舉辦。

1990
倡佛學研究
開國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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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興學  

為培養漢傳佛教宗教師而創辦的僧伽大學，於

2001年招生，這是法師繼創辦培養佛教學術人才的

中華佛學研究所之後，又一教育理念的實現。

早在東初老人的時代，即有呼籲教界成立佛教大

學之芻議，而法師也曾於《人生》、《覺世》等刊

物，為創辦佛教大學請命，希望「以佛教的力量創

辦佛教的教育機構」，「以佛教的教育來培植佛教

的人才」。

法師期許僧伽大學培育出能洞悉新時代要求，足

以代表漢傳佛教的精神與內涵，並在國際宗教界和

學術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僧眾人才，也期勉學僧能夠

成為真正的宗教師，具有奉獻的精神。

▲
 僧伽大學於2001年9

月12日至14日，在法

鼓山園區舉行第一屆

「新生講習」。

▲  於雀榕下為僧大學僧

上課。圖攝於2004年

1月3日。

▲
  2001年9月30日，法

鼓山僧伽大學創校暨

開學典禮、中華佛學

研究所「九十學年度

開學、畢、結業典

禮」，及第一屆漢藏

佛教文化交流班開學

儀式，同時在法鼓山

新啟用的校舍舉行。

2001
創辦僧伽大學
培育佛教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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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興學  

繼中華佛學研究所、僧伽大學之後，2007年4月8

日佛誕節，「法鼓佛教學院」正式成立，成為國內

第一所教育部核可通過的單一宗教研修學院。

2014年，法鼓佛教學院與籌備中的「法鼓人文社

會學院」合併為「法鼓文理學院」，於2015年正式

招生，培養具有國際宏觀視野的宗教師及學術文化

兼具的領導人才。法師興學悲願終於得以圓滿，亦

是法師留給後世的祝福。

  ▲法鼓文理學院校園景觀

  ▲2015年，法鼓文理學院正式招生。

▲
 2007年4月8日佛誕

節，「法鼓佛教學

院」正式成立。

2007
大願興學，圓滿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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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開山
1989∼2005

為了創建一個具有長久性、

安定性與未來性的道場，

法師以十六年時間創建法鼓山──

一個具有時代性的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以「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為理念，

涵蓋教育、宗教、文化與修行，期以教育著手，

從而提昇人品淨化人心，

達成人間淨土的實現。

遠眺建設中的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圖攝於2001年）



法鼓開山  

1989年，農禪寺面臨拆遷，購買土地刻不容緩。

由於多年來尋找土地未果，經弟子熊清良醫師建

議，法師於是帶領千位僧俗四眾弟子共同持誦〈大

悲咒〉二十一遍，期望獲得安定、長久之道場用

地，三日後好消息傳來，法師前往位於北海岸的金

山地區看地，一週後便與土地所有權人代表全度法

師簽訂土地轉讓契約。

同年七月，法師自美返臺後，將四月間所購得之

金山道場，正式命名為「法鼓山」，期能如晨鐘暮

鼓般，以佛法普化人間。法師強調，法鼓山不但屬

於整體佛教，也是屬於全民教育的地方，是一座涵

蓋學術、教育，以及提昇人品的國際性修行中心。

 
▲

 中華佛學研究所的董事與

護法居士們覓地良久，土

地找到了，但漫長的建設

之路才正要開始。左起全

度法師、聖嚴法師、今能

長老。圖攝於1989年7月

17日。

 
▲

 到法鼓山園區巡視建地。

 ▲  隱身在山林間百坪大的觀

音殿，是法鼓山園區原有

的建築，所在位置即目前

的第二大樓。

1989
持咒求地，創法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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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開山  

1989年，法師提出「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

土」為法鼓山的理念，並於同年創辦《法鼓》雜

誌，以聯繫日益增加之信眾、會員。接著，於1991

年提出〈我們的共識〉──

▲

 於1990年，在農禪寺大殿宣講〈四眾佛子共勉語〉，

期使法鼓山信眾能在生活中實踐佛法。

1989
建立理念共識
建設人間淨土

▲ 1989年提出的「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為法鼓

山的理念。圖為1995年於金山國小舉辦的兒童學佛營。

 ▲於1990年手書的〈四眾佛子共勉語〉。

我們的理念：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

我們的精神：奉獻我們自己，成就社會大眾。

我們的方針：回歸佛陀本懷，推動世界淨化。

我們的方法：提倡全面教育，落實整體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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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開山  

1991年，法師於美國紐約東初禪寺首次傳授在家

菩薩戒；並於1993年，首次於國內傳授在家菩薩

戒。

法師早於寫《戒律學綱要》時，便有了推廣菩薩

戒精神，改良菩薩戒的心願，並指出菩薩戒的目

的，在於發菩薩悲願的大菩提心，而不拘泥於瑣碎

戒條項目。經過三十年的醞釀，根據學理及經論改

良的菩薩戒，目的在於回歸佛陀時代的精神，並適

應時代環境的變遷，故以「四弘誓願」及「三聚淨

戒」為基礎，再以淨化身、口、意三業的「十善

法」為準則，祈願以平等的慈悲容納一切眾生，以

清淨的戒行導正社會風氣。

▲
 1993年，首次於

國內傳授在家菩

薩戒。

 

▲

 1 9 9 7年 1 2月 8

日，於紐約東初

禪寺傳授第二屆

在家菩薩戒。
▲   1991年12月22

日，於美國紐約

東初禪寺首次傳

授在家菩薩戒。

1991
醞釀三十年
菩薩戒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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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開山  

1992年，法師訂此年為「心靈環保年」，然而，

始自1989年，法師即開始提倡心靈環保的觀念，認

為唯有心靈淨化，才能帶動個人行為乃至社會的淨

化。隨後於1994年，法師又提出「禮儀環保」，加

上先前倡導的「生活環保」、「自然環保」，是為

「四環」運動。1999年，更進一步推展「心五四」

運動，為心靈環保具體的實踐

方法。

九二一大地震之後，發起

「台灣，加油」人心重建運

動，全國響應；2007年，提出

「心六倫」運動，期許藉由推

廣家庭、生活、校園、自然、

職場、族群六種範疇的新時代

倫理，達成「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

▲ 聖嚴法師手書「心五四」

運動內容。

1992
提倡心靈環保
淨化社會人心

▲ 2002年心靈環保全民博覽會，法青會同學現場示範禪坐。 ▲ 法鼓山邀請企業界與學界代表，擔任「心六倫」推手。圖攝於

2007年12月21日，臺北信義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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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開山  

1994年，電視弘法節目「大法鼓」在華視頻道播

出。節目中，法師以佛法觀點為大眾解答生活及修

行疑問，內容深入淺出，原本預定製播五十集，因

廣受歡迎而延長成一千餘集，播出時間長達十餘

年。節目配上英文字幕，跨海於紐約當地有線電視

播出後，亦接引許多人成為佛教徒。

節目內容經整理成文稿並集結成書出版，包括：

《找回自己》、《從心溝通》、《真正的快樂》、

《工作好修行》、《覺情書》等。

法師另一節目「不一樣的聲音」則於1996年開始

製播，法師於節目中與國內外各界傑出人士進行對

談，時間亦長達十年。

 
▲

 「不一樣的聲音」

十週年慶

 ▲ 在安和分院錄製「大法鼓」節目

1994
電子傳媒，無遠弗屆

 ▲ 早期「不一樣的聲音」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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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開山  

1997年，由於東初禪寺信眾持續成長，場地早已

不敷使用，因此，法師與弟子在幾經尋覓後，終於

在紐約上州購得土地建立道場，法師取名為「象

岡」，期許培養出法門龍象人才。

新購入的象岡道場未及整修，法師便於此舉辦禪

修及北美年會，更於1998年首度分別舉辦單一法門

禪七，專修「話頭禪」及「默照禪」，引領禪眾一

門深入、契理契機；2000年更首度在此舉辦禪四十

九。

▲
 於象岡道場主持

禪七

▲

象岡道場外觀

▲  象岡道場舉辦禪

七，領眾於戶外

經行。

1997
創象岡道場
建禪修系統

/ 65     聖嚴法師的故事 64



法鼓開山  

1998年，《天下》雜誌於第200期特刊中，遴選

聖嚴法師為四百年來對臺灣最具影響力的兩百位人

士之一，同時獲選的有蔣經國、孫中山、孫運璿、

李遠哲、王永慶、施振榮，佛教界人士則有印順長

老、證嚴法師。

其後《天下》雜誌進一步由讀者票選出前五十名

的影響力人物，法師再度入選。法師指出：「這是

因為我們法鼓山，不論舉辦任何大小型活動，都賦

有提振人心、改良風俗、影響社會的教育功能，十

多年來的心靈環保等四環運動及四安運動，已獲得

回響。」

▲

 聖嚴法師獲選《天下》

雜誌四百年來臺灣最具

影響力人士之一。應邀

出席《天下》雜誌舉辦

的座談會。

▲

 1994年開始，法鼓山舉

辦佛化聯合婚禮，以實

際行動改善婚禮習俗。

▲  1999年，臺灣發生了九

二一大地震，聖嚴法師

拍攝的「台灣，加油」

公益廣告，成為災後社

會安定力量的來源之

一。

1998
天下雜誌票選
列影響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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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開山  

2005年10月21日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落成開

山，為已創立了十六年的法鼓山，開展了新的一

頁。法師於致詞中指出：「回想十六年前，這裡原

本並沒有法鼓山，如今出現了許多建築物，建築物

要有意義、發揮作用，就要用它來做對社會與世界

有用的事。有些事情還沒有人想到要做，卻是社會

與世界需要的，我們就應盡力而為，這也是法鼓山

最初的信念。」

落成大典以「大悲心起」為主題，期許每個人從

自己的內心中生起大悲心，平等地愛護家人、朋

友，乃至於所有族群；也祈願全人類都能發起大悲

心，為世界帶來永久的和平。

▲

  1996年10月6日，法

鼓山舉行「心靈饗

宴．人間淨土」奠基

大典。與諸山長老，

將代表當代佛教的文

物恭送至地宮安放。

▲   2005年10月21日，舉

辦「大悲心起―法

鼓 山 落 成 開 山 大

典」，與各界貴賓、

護法信眾代表，一起

為佛像揭開佛幔。

▲

 臨時寮（現法華書

苑）是法鼓山主體工

程完成前，主要弘化

和活動中心。

2005
大悲心起，落成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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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弘化
1989∼

多年致力於禪修推廣、宗教交流，

尤其於「世界宗教暨精神領袖和平高峰會議」，

法師闡揚心靈環保，

展現的智慧與風範普獲各界認同，

此後，持續受邀參與各種國際會議，

指出國際間不和諧的根源，

在於宗教的互相歧視排斥，

期許宗教互敬互助，

共同致力推動世界和平。

2004年8月10日，參加世理會董事會，參觀約旦大力士神廟（Temple�of�Hercules）。



國際弘化  

1989年，法師應英國弟子約翰．克魯克博士

（Dr. John H. Crook）之邀，赴英國威爾斯主持禪

七，應是第一位至英國指導當地人士禪修的中國法

師，眾人獲益匪淺，深受感動。

此後，法師帶領禪修的身影遠至捷克、波蘭、克

羅埃西亞、俄羅斯、德國、墨西哥等地，只要有禪

眾邀請，法師便不遠千里，前去遍灑禪修的種子，

將佛法的智慧與慈悲帶到世界各地。

1989
國際行腳，帶領禪修

 ▲ 1992年4月，接受英國弟子約翰．克魯克博士之邀，至其禪修中心

指導禪七後，與禪眾合影。

 ▲ 1998年，首度應邀至俄羅斯主持禪修。

 ▲ 1992年，至英國威爾斯主持禪七，帶領戶外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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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弘化  

2000年，法師受邀至聯合國舉辦之「世界宗教暨

精神領袖和平高峰會議」發表演說，呼籲以慈悲關

懷各個族群，並用智慧化解宗教間的衝突和種族間

的歧視。法師展現的智慧與風範普獲各界認同。

法師在演說中提出「心靈環保」的重要性，並指

出國際間不和諧的根源，在於宗教問題，因此展開

推動世界和平的運動，期望宗教發揮力量，促使世

界和平早日實現。

▲ 2003年5月21日，應聯合國祕書長安南（Kofi Annan）邀請，在紐約

舉辦的「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會議發表演說。

▲  2000年8月29日，應邀參加於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之「千禧年世界

宗教暨精神領袖和平高峰會」，並發表演說。

2000
登聯合國演說
致力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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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弘化  

2002年開始，法師受邀參與「世界經濟論壇會

議」、「世界宗教暨精神領袖理事會」、「全球和

平婦女宗教暨精神領袖會議」等各種國際會議，發

表專題演說，再次強調心靈環保的重要性。

2003年，代表「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至莫斯科

與東正教、伊斯蘭教、佛教等宗教領袖代表會面。

並應以色列、巴勒斯坦政府之邀，以世界宗教領袖

理事會理事身分前往以、巴進行宗教和平之旅。

▲

 2005年1月31日、2月

1日受邀參加由世界

銀行於愛爾蘭都柏

林舉辦的「信仰暨

發展領袖會議」。

▲

 2003年12月，應以色

列、巴勒斯坦政府之

邀，前往兩國訪問。

▲  2003年12月，訪問以

色列時，行走於耶路

薩冷的苦路（ V i a 

Dolorosa）。

2002
參與國際會議
推廣心靈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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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法捨報
2006∼2009

一生抱持著「盡形壽、獻生命」態度的法師，

即使二○○五年罹病以來，仍運筆不輟，

只為人間需要一所「心靈環保」的大學，

其末後偈言：

無事忙中老，空裡有哭笑，

本來沒有我，生死皆可拋。

為後人示現生死自在，

是為法師最後一堂珍貴的身教。

聖嚴法師親自用毛筆所撰寫的〈病中手書〉



傳法捨報  

為了永續傳承法鼓山的法脈法統，使佛法明燈永

續不斷，繼2005年9月2日在農禪寺舉辦傳法大典，

將法脈傳持的任務，交給十二名法子之後，2006年

9月2日，法師更進一步，正式將法鼓山方丈一職，

交由果東法師接任。新任方丈係依據「方丈敦聘辦

法」選出，由僧團大會通過任命，顯示法鼓山制

度、規章已臻完備，法師認為唯有如此，方能世世

代代承先啟後，延續弘揚漢傳禪佛教永住於世。

此舉象徵著法鼓山僧團第二代正式承擔起如來家

業，也凸顯出法師念茲在茲於三寶長久住世利生的

無我精神。

 
▲

 2005年9月2日，法鼓山於農禪寺首度舉

辦傳法典禮，圖為聖嚴法師手拿將交付

予十二位法子的「中華禪法鼓宗法脈傳

承證書」。

 
▲

 2006年9月2日，法鼓山第二任方丈接位

大典於法鼓山園區大殿舉行。由果東法

師接任第二任方丈。

2006
傳法後代，方丈退位

▲於傳法大典中，將法脈傳持任務，交給法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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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法捨報  

2007年，法鼓山首度啟建漢傳佛教最盛大的法會

──水陸法會，並以「大悲心」為永久主題。

法師少年經歷經懺生活，早已思及法會改良。

1997年，為紀念東初老人，農禪寺首度舉辦梁皇寶

懺，不同於傳統拜牌位、吃齋飯、燒冥紙的作法，

並注入禪修的觀念和方法，創造一場安定攝受的共

修法會，更是一方如蓮池海會般的淨土，這是法師

改良法會的一大步。

在法師的指導下，法鼓山首度啟建的水陸法會，

結合了人文、環保、科技與藝術，讓儀軌回歸佛法

經典、壇場回歸禪宗的本來面目；並推廣網路共

修、前行功課等，種種落實環保的變革，讓參與的

信眾體驗人間淨土。

 
▲

 2008年水陸法會，至

每壇關懷信眾。

 
▲

 2007年12月15日，第

一屆大悲心水陸法會

送聖儀軌中，向大眾

開示法會修行意義。

2007
法會回歸修行
體現慈悲精神

▲2013年水陸法會，三大士瑜伽焰口法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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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法捨報  

法師以八十世壽，於2009年2月3日捨報圓寂，荼

毘後，靈骨植存於法師生前為改良殯葬風俗、落實

環保理念而致力推動的「金山環保生命園區」。

法師早於2004年便預立遺言，刊登於《法鼓》雜

誌中，囑咐：「不發訃文、不築墓、不建塔、不立

碑、不豎像、勿撿堅固子」，以及身後佛事「不可

辦成喪事，乃是一場莊嚴的佛事。」自2005年罹病

以來，法師便抱持著盡形壽、獻生命的態度直至圓

寂。其末後偈言：「無事忙中老，空裡有哭笑，本

來沒有我，生死皆可拋」，為後人示現生死自在，

是為法師最後一堂珍貴的

身教。

▲  

2009年2月3日捨報圓寂，法師

靈骨植入金山環保生命園區。

▲

 2006年，在美國象岡道場書寫

不輟，於病中留下墨迹法語。

2009
自在捨報，悲願無盡

▲2004年，於美國象岡道場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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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願相續

聖嚴法師自2009年捨報示寂以來，

法鼓山僧俗四眾謹記創辦人遺願，

共勉將漢傳佛法普及國內外，

並戮力實踐法鼓山理念，於人間建設淨土。

法鼓山園區全景



願願相續  

佛學教育

法鼓山創建之初，聖嚴法師就期許，法鼓山是屬

於全民教育的一個地方。普化中心所開辦聖嚴書院

的佛學班、禪學班，以及長青班、快樂學佛人等課

程，是法鼓山在全人教育積極落實的重要里程。

承先啟後，願願相續
聖嚴法師的願，我們一起實現

▲ 聖嚴書院接引學員，建立佛法正知見，養成解行並重的菩薩行者。

▲

 寶雲寺

▲
農禪寺

道場建設

2010年三峽天南寺、臺南雲

集寺啟用；2012年農禪寺新建

水月道場；2015年寶雲寺、

2016年蘭陽分院落成啟用。道

場相繼建設完成，讓法鼓山理

念在各地弘傳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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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願相續  

網路數位弘化

聖嚴法師網站開站、法鼓山網路電視台的開播，

是運用並結合現代網路科技優勢的傳播媒介；法鼓

講座、數位學習等網路教學跨越時空的限制，接引

大眾更容易親近佛法。

文化出版

歷經十餘年編撰的《聖嚴法師年譜》出版，藉由

閱讀《年譜》重溫法師行誼；邁向七十年的《人

生》雜誌，舉辦「世界佛教村」國際座談會，邀請

東西方僧團代表、學者、佛教文化工作者，集思廣

益，擘畫未來的佛教世界藍圖；出版品亦朝多元方

向開展，期以接引更多人認識佛法、親近佛法。文

化出版承先啟後、繼往開來，共同延續法師大願，

耕耘人間淨土。

▲

《聖嚴法師年譜》出版

▲聖嚴法師數位典藏網站  

▲

法鼓山網路電視台

 

▲

 2018年6月27日，《人生》雜誌創刊七十年之際，法鼓文化、普化

中心、聖基會於集思臺大會議中心合辦「世界佛教村」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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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願相續  

安心工程

延續聖嚴法師「心安就有平安」的願心，持續關

懷災後重建工程（例如：中國四川震災重建、八八

水災重建等）。在風災、水災過後，可以看見法鼓

山的義工前往協助清理家園、慰訪關懷。不分海內

外，只要有需要的地方，就可以看見法鼓山打造安

心工程的身影，為社會注入安定的力量。

 ▲  2016年2月6日，

臺灣南部發生強

震，時任方丈的

果東法師親至永

大路安心服務據

點，主持祈福平

安法會。

5475大願興學計畫
為籌募法鼓大學建設經費，於2007年發起「5475

大願興學計畫」。在2014年通過教育部審議會，成

立「法鼓文理學院」，建構佛法與世學兼備的教育

環境。

▲ 為保持法鼓山的自然環境，聖嚴法

師堅持施工過程及建築體，要與自

然環境和諧共存。

 ▲  2008年汶川地震

後，援建的安縣

秀水鎮民興中學

圖書館，於2016

年1月22日落成

啟用。

▲ 2017年4月8日法鼓文理學院

舉行「大願橋」、「大願．

校史館」啟用典禮。

▲

法鼓文理學院校園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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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願相續  

漢傳佛法國際推廣

將漢傳禪佛教推廣至全世界是聖嚴法師畢生心

願，自法師捨報以來，僧俗四眾持續推廣海外各項

法務與國際交流活動。近年來，僧團法師積極參與

國際會議與國際活動，延伸多元關懷觸角，分享漢

傳佛教的智慧與推廣「心靈環保」理念。

聖嚴法師傳記

聖嚴法師一生有多本傳記出版，親自撰寫或口述

的傳記包括《歸程》、《聖嚴法師學思歷程》、

《雪中足跡》、《美好的晚年》等，另有《枯木開

花》一書，則是由作家施叔青所寫。透過不同的時

空和視角，體現了法師的慈悲胸懷、以及化俗救世

的思想與人格情操。透過閱讀法師傳記，除了能重

溫法師行誼，更能感受法師所說：「我的生命就是

一場實踐佛法的歷程」。

▲   2009年，果暉法師代表

法鼓山，於聯合國衛塞

節大會上致詞。

▲
 2016年，果元法師前往

墨西哥玉海禪堂帶領禪

修，並於活動結束後與

大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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