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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坤宏 
*

2024年 8月下旬，筆者到花蓮慈濟慈善基金會參加「第二

十二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藥師法門與臺灣佛教

醫療國際學術會議｣時遇到光持法師，承蒙法師請我為她即將

要出版的新書《興衰 挑戰 轉機：當代臺灣大專青年學佛運動》

寫篇序文，一時我也不好回絕。會議之後，慢慢把此事忘了，

近日突收到法師電郵，並寄來新書逐章排出的文稿，因出版在

即，就趕緊拜讀，以下即是讀完此書稿後的一些想法與心得。 

法師的這本新書，是以過去在玄奘大學就讀碩士班時的畢

業論文為基礎，再經修訂擴展而成。全書主要分就如下主題進

行討論：臺灣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興起（1958）、臺灣大專院

校佛學社團暨青年營隊之萌芽蓬勃期（1960-1990）、臺灣大專

青年學佛運動的變遷與轉型（1991-2017）、臺灣大專青年學佛

運動近期的挑戰與轉機（2010-2024）；在修訂過程中，作者能

充分掌握相關文字史料，也實地進行田野調查，針對一些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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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進行口述訪談；結合「質性」與「量化」研究方法，輔以

個案分析，深入剖析此一運動的發展脈絡與變遷過程；並從中

揭示此運動從衰微中逐漸露出的「復甦」跡象，最後再對臺灣

佛教青年運動的薪火相傳前景，提出一些作者個人的反思意見。

總體以觀，法師的這本著作，是一本研究戰後臺灣佛教大專青

年學佛運動不可多得的佳作。 

光持法師來自馬來西亞，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碩士班

畢業後到北京人民大學就讀博士學位，畢業後再回玄奘大學宗

教與文化學系任教。記得 2021年，筆者在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

教研究中心出版《論馬來西亞近代漢傳佛教：一個局外人的觀

察》一書時，法師就自己去買了一本，讀完後就提供了拙書中

幾個錯誤的地方。一位出身臺灣的學者研究馬來西亞佛教歷史，

對出身馬來西亞的佛教學者（光持法師）言，實有班門弄斧之

嫌。如今，來自馬來西亞的光持法師，以「一個華裔學者的視

角」，研究當代臺灣佛教，在筆者看完本書之後，並無任何違

和之感。原因在於法師治學嚴謹又認真，對其研究議題投入甚

深，並能以她獨特的研究角度，書寫出一部具有學術份量的著

作，真是可喜可賀！光持法師在臺灣出版這本研究臺灣佛教的

書，其意義不僅是她自己說的：「能為當代臺灣佛教界貢獻綿

薄之力，作為我在臺灣留學經歷的一種回饋」而已。 

依個人理解，《興衰 挑戰 轉機：當代臺灣大專青年學佛

運動》一書，具有如下幾個特色，值得讀者們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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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研究視角與跨度上：戰後臺灣佛教的發展與臺灣大

專青年學佛運動關係十分密切，國史館曾在 2010 年出版黃詩

茹撰《戰後臺灣佛教的僧俗關係：以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為背景》

一書，此書研究戰後臺灣佛教的大專青年學佛運動，僅限於

1960 年代至 1980 年代臺中蓮社及蓮因寺的儒佛合作，以及

1980 年代至 2010年代香光尼僧團的僧俗教育，未能全面關照

整體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全面。光持法師寫的《興衰 挑戰 轉

機：當代臺灣大專青年學佛運動》一書，將關照對象擴及至各

「大專院校佛學社團」與各佛教團體舉辦的「「佛教青年營隊」。

前者如：臺大晨曦社、中興大學智海學社、北醫慧海社、交大

鐘鐸社、師大中道學社、文化大學慧智社、臺中科大等觀學社、

政大法青社團、高雄師大福智青年社、輔仁大千社、玄奘大學

清涼禪學社等；後者有：松山寺大專佛學講座、大專慈光學術

講座、蓮因寺大專齌戒學會、西蓮淨苑大專青年念佛會、臺東

清覺寺大專精進佛七、臺中蓮社明倫講座、南投縣名間鄉靈山

寺青年營、法鼓山大專青年學佛會、法鼓山大專卓越禪修營、

香光慧青社香光營隊、福智大専生命成長營、佛教弘誓學院「「觀

自在青年成長營」等。可見本書作者關注的對象不僅數量多而

且層面廣；且就其研究主題在時段上來看，從 1960年直到 2024

年，因時間跨度長，可以呈現整個運動變化的軌跡；這樣的研

究視角與時間跨度，有助於我們對戰後臺灣大專青年學佛運動

之掌握。 



• 興衰 挑戰 轉機： 

當代台灣大專青年學佛運動   

iv 

二、在研究方法的運用方面：書中針對推動大專青年學佛

運動的團體（或個人），多次運用 SWOT分析法，其中（S）

表優勢（strength），（O）是機會（opportunity），（W）為劣

勢（weakness），（T）指的是威脅（threat）。這個原用在企業

經營問題進行分析的模式，法師把它用來分析推動大專青年學

佛運動的個案上，完全能掌握其精髓；法師在資料之使用上，

並不僅限於文字上的說明，根據掌握的資料，能繪製出不同的

圖表，在論證上更具有說服力。又，為進行本研究，光持法師

常到各地進行實地田野調查，也針對幾位相關人士進行口述訪

談，如昭慧法師、惠謙法師、花蓮慈濟公關劉鈞安、臺大晨曦

學社第七屆社長鄭振煌、慧炬雜誌社莊南田等。藉由上述各種

研究方法的使用，使得本書具有一定的學術意義。 

三、記錄了一些值得留意的佛教往事：當筆者在閱讀書稿

時，發現書中記錄了一些值得留意的佛教往事，其中有兩件事

讓我印象特別深刻。其一是，在戒嚴時期的 1960 年 10 月 22

日，臺北工專「「慧光社」因邀請出家僧人至社團演講，引起政

府注意，最終導致社團被撤銷。其二是，中國佛教會文獻委員

會編輯部 1975年出版的「《中華民國六十年來佛教文獻目錄》，

臺灣大學「「晨曦學社」同學「（如陳叔平、慧開法師）曾經參與

編輯；此書雖屬工具書，但對近代佛教學術之整理貢獻極大，

尤其是陳叔平在實際執行中的辛勤付出。該書編纂初期，團隊

由二十餘位志願者組成，最終僅剩陳叔平與慧開法師堅持，每

日清晨赴松山寺進行校對與分類，圓滿完成了這一艱巨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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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對研究六十年間中國佛教的發展及佛學研究具有重要參

考價值，張曼濤後來據此編輯「《現代佛教學術叢刊》，進一步

總結了現代佛學研究的成果。 

四、關心未來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發展：當年臺灣大專青

年學佛運動，對 1980、1990年代臺灣佛教的興盛曾產生深遠的

影響，不僅為當時臺灣佛教注入了新活力，也擴大了佛教基礎，

對提升佛教整體素質及促進其持續發展功不可沒。我們關心的

是：目前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情況到底是如何？當筆者讀到：

臺灣師範大學中道社僅剩三人，活動簡化為每月一次的讀書會

與聚餐，隨著社長李釗豪畢業後，後續幹部接任者無人，中道

社於 2016 年 6 月正式休社的訊息時，心中難免一震。法師在

書中也提到，自 2017年 1月起，臺灣全面執行「新南向」政策

（New Southbound Policy，NSP），在「以人為本、雙向多元」

交流原則下，吸引來了不少東盟、南亞以及澳大利亞、紐西蘭

的青年到臺灣留學、就業，甚至移民與定居，成為臺灣的新住

民，新住民的第一、二代已在臺灣形成了一個不小的社群團體，

正好可以緩解臺灣面臨的「少子化」及寺院「老齡化」問題，

對臺灣佛教青年運動的復甦也會有所幫助。法師也發現到，當

前佛教社團開始跨社團跨校進行觀摩與交流，佛教青年營的重

啟，也揭示了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新趨勢，儘管這一趨勢仍處

於不穩定狀態。凡此種種，都點出了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一些

問題，值得關心臺灣佛教未來發展的同人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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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筆至此，想起當年曾經參加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一些成

員，如今已成為今日臺灣佛教界的檯面人物，是臺灣佛教菁英

階層，但這些人均已逐漸邁入中、老年階段，我們很關心：目

前在臺灣推展大專青年學佛的團體（或個人），真能培養出下

一代的佛教接班人嗎？ 

印順導師在「 建設在家佛教的方針〉一文中說，我們應該

著重於青年的佛教、知識界的佛教和在家的佛教，佛教如果只

是局限於衰老的、知識水準不足的、出家的，那麼佛教的光明

前途，將永遠不會到來。他又說：「青年佛教的真精神，在乎

精進不已。」「真佛教之新生，佛教青年事也！」光持法師所

研究的大專青年學佛運動，就是「青年的佛教」。佛教的希望

在青年，臺灣佛教未來發展是否有光明的前途，有賴佛教青年

多多加入；佛教領導人和活動策劃者對此問題應有更為積極、

更為長遠的策略規劃。就此意義而言，光持法師所寫的這本書，

就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侯坤宏 於新北市新店自宅 2024年 10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