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銀台（高雄市正信佛教

青年會）

　在一次課堂中，宏印法

師 提 到 將 接 任 慧 日 講 堂

（第十五任）住持的消息，

大家聽了均與有榮焉並為

宏印師父高興。下課後，

學員們聚在一起討論是否

包一台遊覽車北上替師父

祝 賀？ 宏 印 法 師 向 來 低

調，囑咐高雄學員不用如

此大費周章。但因緣有時

很奇妙，隨順著它而有了

這次「宏印法師慧日講堂

晉山陞座之旅」。

　六月八日當天，大夥在

住宿的奉天宮用早餐，隨

後即出發至慧日講堂。提

早一小時抵達應算早，但

慧日講堂已是熱鬧滾滾。

很多學員是第一次到慧日

講堂，自己也是第一次去。

印象中的慧日講堂是黑白

照片、印順導師筆下修行

說法的地方；是印順導師

正 式 收 慈 濟 證 嚴 法 師 為

徒，給她「為佛教、為眾

生」六個字的地方。試著

在時間、空間、人與人間

找些懷舊感，除了看見與

會師父們容顏漸長外，莊

嚴的佛像大殿、牆壁上的

冷氣提醒著這是現代化的

慧日講堂，已創建五十三

年了。

　這次慧日講堂新舊任住

持交接典禮，恭請上印下海

長老監交，上厚下宗法師送

位。在場諸山長老、法師、

護法善信蒞臨約一千二百

人。現場莊嚴隆重、觀禮

人員眾多，展現出佛教界

對慧日講堂的肯定，令人

感受到一股正法永續的力

量。厚觀法師致祝賀詞時

非常肯定宏印法師的弘法

經歷，更提到「宏

印 法 師 的 點 子 很

多」；而宏印法師

在致謝詞說：「對

印順導師的感恩，

不 只 在 佛 法 的 法

義 上 受 到 導 師 的

啟發，在遇到波折困難時

導師更默默伸出慈悲的手

來照顧，如要詳細說會感

動到掉眼淚……。」宏印

法師也提到，弘揚佛法需

三種人才：一、講述人才，

二、翻譯人才，三、推廣

人才，而他是屬於第三種

人才。

　宏印法師長期推廣印順

導師思想，近期更大力提

倡初期大乘佛教思想。接

任住持後，將舉辦人文講

座及僧伽進修班，以期帶

動大台北地區佛學素養。

　隨行有位許民穀醫師，

於民國六十一年與宏印法

師在慧日講堂相識。這次

特別邀約家人同行，不僅

為師父祝賀，同時也見證

這歷史的一刻。

　許醫師當年受宏印法師

的啟發而接觸到印順導師

著作，因導師的書脈絡清

楚又合乎邏輯，對佛法有

更系統完整的了解，讓他

受益良多，因而持續親近

宏印法師。許醫師認為，

宏印法師二十幾歲就能投

入弘揚印順導師思想甘於

寂寞、淡於名利，是宿世

善根，也是過去所播種的

好因緣，今日能接任慧日

講堂住持實是眾望所歸！

■宏印

　這次個人覺得是意外的

因緣，促使我又回到慧日

講堂擔任較重職責。我也

重 新 又 閱 讀 印 公 導 師 的

「平凡的一生」回憶錄，

導師創建慧日講堂的昔日

因緣，真是感慨良多，好

慧日講堂
新舊住持交接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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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印法師力求再創新局
發揚印公人間佛教的清流特色

　印海長老（中），見證舊住持厚賢法師（右）移交印章給新住持宏印
法師（左）。

　慈忍（左）和厚觀（右）兩位法師為宏印法師祝賀。

事多磨！是什麼力量又推

動我再次投入慧日的繁重

法務工作呢？那應該是為

了回報印公導師昔日相遇

照顧晚輩的一念動機吧！

　依導師的構想，慧日講

堂是「外弘」的道場，因

此我們必須規劃種種弘法

活動。台北市是台灣的首

善之都，人口眾多，文化

較高，說來應是理想的弘

法環境，也因此，我們有

義務，應當多辦些弘法工

作。但是，我也覺得這是

個講組織、講制度、講團

隊的時代。希望「慧日」

能在原有的基礎上，再創

新局，帶領風尚。這些說

來真是容易做來難！怎樣

推動印公導師的卓越思想

法義及正知見，如何發揚

印公人間佛教有別於人的

清流特色。而需要何種格

局，何等魄力！有那些助

緣！有那些資源，在在都

需要有此共識者，前瞻的

共同承擔，為如來家業齊

赴心力！

　如今世界多元而紛歧，

戰亂難免，眾生多苦而無

助；我們深信佛陀的智慧

（無緣大慈）與慈悲（同

體大悲），能帶給世界人

類和平的願景！這次個人

能得到開仁法師的傾力相

助，又有謝水庸、葉瑞圻

二 居 士 帶 領 志 工 團 隊 幫

助， 十 分 感 恩、 十 分 欣

慰。為了振興「慧日」的

清流的佛門道風，真發菩

提 心 的 殊 勝 者， 何 興 來

乎！（ 於 蘭 潭 海 印 精 舍                                                   

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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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慧日講堂於民國 50 年 1 月 22 日落成，是印

順導師不依靠經懺佛事，為純粹尋求一處弘宣

法要的道場。導師創建慧日講堂之緣由，可推

至其民國 45 年元月三日善導寺董監事會決議，

敦請其為住持，導師任期自 3 月 4 日陞座，至

民國 46 年 7 月堅辭住持，8 月 7 日董監事同意

請辭，凡一年又 4 個月。導師請辭後公推演培

法師接任住持，復聘印公為善導寺導師，印公

函辭善導寺導師一職，函云：「善導寺昔時精

簡淡薄，講說薰修，歎為難得。印攝導無方，

致經懺齋水，形同商賈，實愧對虛公大師兜率

之靈。」（註 1） 

　導師在自述創建慧日講堂原因時提及：「佛

教難道非應付經懺、賣素齋、供祿（蓮）位不

可？」、「以講經弘法為目的，看看是否可以

維持下去！」、「而且，對精舍的學眾，也可

以對外宣揚實習機會。另一重要原因，是福嚴

精舍在新竹，經費是依台北及海外的。海外不

可能持久，而台北方面，福嚴精舍護法會，還

依賴善導寺（住持是演培）而活動。然在我觀

察中，善導寺的問題，不久就要到來。那時候，

與台北信眾的聯繫，將缺乏適當的地點。」（註

2）這在在都說明，慧日講堂創建，實是基於講

經弘法之所需，排除經懺佛事等應酬文化為要

因。

二、慧日講堂的創建
　民國 47 年 10 月 3 日，導師自菲律

賓返台，旋與弟子慧泰（曾華英）、

慧教（普良姑）、法觀、法慧等集議，

擬於台北市西區購地籌建慧日講堂，

陳列經書，為弘宣法要。（註 3） 雖然

導師已辭去善導寺住持、導師之位，

但是，仍在善導寺講經，如民國 48

年元月，於善導寺冬季講經法會連作

7 天佛教學術專題演講。（註 4）而導師

在台北的弘法活動，一切以講經為主，正因為

如此，亟需一處講經弘法道場。民國 48 年 11

月 1 日，導師辭退福嚴精舍住持，並請續明法

師（1919-1966）續任。（註 5） 

　導師建立慧日講堂，楊普良居士為其中關鍵

人物，她熱心護持，邀請了林挺生一家人，因

為林挺生的母親慧觀老居士皈依導師。林挺生

所屬大同公司在由協志建築公司協助下，以 35

萬新臺幣購買中興中學隔壁的四百坪土地，建

築工程則花費有 50 多萬台幣。（註 6）

　民國 49 年 5 月間慧日講堂動工，報導說：「本

刊社長印順老法師，為積極展開弘化工作起

見，去年乃有修建『慧日講堂』之計劃，經獲

海內、外道友以及信徒之贊同，而於臺北市中

崙購得地基三百五十坪（一千一百餘平方米），

有關建築工程，均洽商就緒，刻已開始動工；

如籌款順利，預計半年之內即可完成。聞該講

堂落成之後，除領導信眾共修及作通俗布教之

用而外，每月並將設立佛學專題講座，或研究

學理之座談會，以接引一般知識份子云。」（註

7） 慧日講堂動工，工程由林堤灶（尚志，1893-

1971）發心負責。（註 8） 

   林堤灶與導師的因緣應溯自民國 43 年，臺北

市大龍峒平光寺聘為導師，（註 9）導師原在臨沂

街有一靜室，慧日講堂動工後，靜室即出售，

以充經費，故自 48 年冬，導師即卓錫於平光

寺。（註 10） 慧日講堂兩年內順利完工，李珠玉、

侯慧玉、張陳慧融、葉朱淑文、薛吳徽、黃陳

世德、曾華英、周王慧芬、蘇慧中、黃擎宇及

王天鳴等皈依導師的男、女居士們對於導師都

非常擁護。後來有李子寬、姜紹謨、徐瑰生、

鐘伯毅、趙恒惕、鐘德華諸位居士與劉亮疇夫

婦十分護持道場，對於慧日講堂的創建皆有著

不可磨滅的貢獻。（註 11）                                   

　民國 50 年 1 月

22 日，慧日講堂

落 成，（ 註 12） 印

海法師奉導師之

命，由福嚴精舍

隨從導師到慧日

講堂負責當家的

事務，從旁輔佐

導師所交付之寺

務。（註 13）導師在〈慧日講堂落成紀念〉一文說：

「說到講堂的法務，將著重於佛法的闡揚。除

了定期的集眾共修而外，並想舉行通俗講演、

學術講座、經論研究、講經等工作。而輔導經

論的閱覽，文字宣揚，也是想逐步推行的要務。

我希望能夠好好使用講堂；希望護持講堂的，

能給予更多的鼓勵與協助！使講堂能克盡弘揚

佛法的任務……。」（註 14）

　導師希望慧日講堂扮演弘法講經的工作，講

堂建成之後，整個運作亦朝此一方向。慧日講

堂建成後導師講經一覽如下：

   導師任住持期間，與僅隔講堂一個巷口「臺

北市蓮友念佛團」常有互動，該蓮友念佛團為

在家居士王天鳴等居士等人所創，專門修持念

佛法門。一些念佛信眾，大部分也是皈依導師

的弟子，所以導師每月第一、第三週日大多去

蓮友念佛團念佛，第二、第四週日下午蓮友念

佛團則來參加講堂般若及觀音共修會。（註 15）

　導師住持道場不做佛事，沒有香火，經濟來

■文 / 闞正宗

1961.1-1964.3
首任住持 印順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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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是法會時由信徒填寫牌位，或接受供養等方

式來支持道場經濟來源。所賴者為導師住持善

導寺時期所成立的「福慧護法會」，最初有葉

朱淑文、張陳慧融二位老居士等向信徒們募款

每個月發心隨意負擔供養「福」「慧」二個道

場的日用開支。（註 16）

　慧日講堂以「宣講佛法為主」，不做經懺佛

事，以為嘗試，三年下來信眾的反應，導師的

觀察是：「在臺灣呢，有的年齡大了，有了自

己的傾向；有的學力不足，聽了也沒什麼反應；

有的因為我的障礙多，不敢來共住。這樣，我

雖也多少講說，而缺乏了過去的熱心。」（註 17） 

導師自認：「我沒有口才，缺乏振奮人心的鼓

動力，對於宗教宣揚來說，我是不理想的。」（註

18） 民國 53 年 3 月，導師以慧日講堂三年任滿，

依例推選印海法師繼任，3 月 29 日舉行晉山大

典。交接典禮當天，導師對護法信徒說：「希

望各位護法要本過去愛護慧日講堂的精神，要

繼續來護法，不要說師父退位了，就顯得有些

不同，要擁護著這整個的慧日講堂。」（註 19）

自民國 53 年 3 月卸下講堂住持後，往來各地

弘法，未曾再任講堂住持。               ( 待續 )

慧日講堂五十年誌（一）

印順導師住持慧日講堂三年講經一覽
1961.05.15　宣講《妙法蓮華經》，歷時三個月
1961.11.19　續講《妙法蓮華經•化城喻品》
1962.02.26　開示「五戒之原理及其實踐」，為期一週
1962.04.08　宣講《大寶積經•普明菩薩會》
1962.09.18　秋季講經開始，宣講《維摩詰經》（卷上）
1962.10.27　啟建藥師法會，開示「東方淨土發微」。
1962.11.25~12.15　冬季講經法會開始，續講《維摩詰經》（卷中）
1963.02.17　春季講經法會開始，續講《維摩詰經》（卷下）
1963.06.8~29　夏季講經開始，每晚開示《金剛經》，至 29 日圓滿
1963.08.31　盂蘭盆法會期間，每晚宣講「地藏菩薩聖德及其法門」
1963.12.1~7　冬季講經法會開始，宣講《往生淨土論》凡七日
1964.2（？）　宣講「佛教的孝道觀」
1964.3.24　宣講《辨法法性論》



第三版

郵政劃撥帳號／ 00143225　郵政劃撥戶名／慧日講堂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下車前，德士司機大哥給了一個價錢，是比

價表的三百二十五台幣，還少了二十五元。隨

行友人說，也許他知道我們是要去佛教道場，

所以也順道接個善緣，少收我們些。

    慧日講堂地處臺北，卻建在一個幽靜的社

區。印順導師當年在臺北創建講堂，是為了與

新竹福嚴精舍相輝映，一個外弘，一個內修。

我們抵步的第一個感覺：是肅穆、是莊嚴，少

了一般道場的信眾香客人來人往。

　2009 年夏天，我們八個人代表馬佛青去了新

竹福嚴精舍，分別在福嚴佛學院與壹同女眾佛

學院掛單。其中一位同行的理事，其友人也在

福嚴佛學院就讀。他看了看福嚴佛學院的住宿

環境，就打趣說：「我這友人法師，他在這裡

能呆下去，的確需要毅力。」

　福嚴佛學院，沒有一般佛學院的龐大，其環   

境與設備，也算不上是一流。但，研習佛法這

一條路，我們更需要的是對方向的確立，還有

對佛法的堅信。外在的環境，不管是順流、逆

流，也是考驗我們對佛法的認知與體會。

　接待我們的，是現任與前任當家，道興法師

與普觀法師。在會談前，我們參觀了講堂數個

主要場所，其中一個是正聞圖書館，陳列了導

師的一生論述，與其著作。打開圖書館入口的

門，乍看之下，是活生生的導師坐在書桌旁，

慈祥笑臉迎接訪客。那是個非常逼真的 2D 圖

像。

　2013 年冬天，這一次馬佛青組了一個三十

人的團隊，來到了導師位於嘉義的妙雲蘭若關

房。妙雲蘭若建築設計簡樸、典雅，目前仍保

留了當年的外觀，不作太大的修整。

　進入關房，看到導師生平使用的器具、文房

四寶等，想想導師當年在這裡完成《妙雲集》

系列著作，這一切猶如時光倒流，走進一個大

德為思考「此事、此地、此人」的時空。

   佛陀的教法，原就是為了解決人生的不圓

滿。但，兩千五百年的進程，佛教的變異，是

契應了時代，還是被時代給俗化了？這是當代

佛教社群需要認真思考的。佛教的流變，不變

的是精神與中心思想，需要改變的，是外在弘

教的方法與形貌。

　道興法師慈悲跟我們講解講堂的活動，也讓

我們看到「以弘法利生而建，不為燃香祈福而

設」的道場，要與方便接眾的寺院相比，需要

付出更大的努力，來經營與維持。我們也講解

了馬來西亞佛教發展的概況，包括了不少大專

院校佛學會的佛學班，是以導師的書籍為授課

與學習的基礎。

　2005 年 6 月，那是我第一次踏入台灣，卻

是為了代表馬佛青出席印順導師圓寂的荼毘大

典。我跟隨一位元法師理事出席，全程我肩負

報導與攝影的工作。

　在苗栗的荼毘大典，法師與信眾們列隊數百

公尺，是一路以佛號隨著禮車往荼毘場。當荼

毘場的煙囪出現了第一道煙，我即刻放下手上

的相機，雙手合十，默念佛號；此時，淚珠也

不自禁地在眼眶內打滾。我知道，自此人間又

少了一位智者。

　上空的直升機，也即時飄揚著「乘願再來」

的布條。當下的我，祝願導師一定要乘願再來，

也祝願自己哪一天，也要負起承擔如來家業的

擔子。人間不能只有一個佛陀。

　人間還會有疾苦，皆因我等沒有精進修習，

所以一直無法脫離苦痛的輪迴；佛法無法普及

與流傳，也因我等沒有負起「舍我其誰」的大

勇猛。

　臨別前，道興法師與普觀法師一直把一些包

裝小食塞給我們，希望這幾天一路上能夠享

用。法師的關懷，是一個長者對晚輩的愛護，

猶如佛法的傳授，也是為了讓我們在心靈上的

飽足與依靠。

　每一趟去台灣，都離不開參訪道場、親近善

士；每一趟，都是帶著滿滿的法喜回國。但願

這樣的法喜，能讓我有更大的力量推動佛教。

筆於 2014 年 9 月 28 日

走進「平凡的一生」 ■薛振榮（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總秘書）

參訪慧日心得



‧ 宗旨：激勵佛教界對「人文」的重視，進而提升人文水準。
‧ 活動時間：民國 103 年 11/23、12/28（週日）( 下午 2:30 至 5:00)
‧ 活動地點：慧日講堂
‧ 活動內容：

‧ 講師介紹：

．報名方式：
    電話報名 : （02)2771-1417 
    Email 報名 :  syoung.judy@msa.hinet.net
．主辦單位：慧日講堂  
　協辦單位：中華佛教青年會、佛教青年文教基金會、台北市佛教青年會

【6 月至 9 月之大事紀】
6/8  ：慧日講堂新舊任住持交接典禮

7/13：八關齋戒

8/10：盂蘭盆報恩法會

8/26：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三位代 

　　　表來訪

8/27-31：浙江香海禪寺賢宗法師來訪

103 年慧日講堂「人文講座」

7 月 至 12 月
定期共修及法會

 停 課 通 知
※（週二）《中阿含經》：11/25
※（週五）《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9/26、 
     10/10、10/17
※（週六）《中觀今論》：9/27、10/11、10/18、 
     11/29、12/13

上課地點
‧ 慧日講堂：台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36 號 
（中興高中隔壁）

報名、聯絡方式
‧ 上網報名
    http://www.lwdh.org.tw/
‧ 或向慧日講堂聯繫報名
   電話：（02）2771-1417
   傳真：（02）2771-3475
   E-Mail：light.wisdom@msa.hinet.net 
歡迎隨喜贊助
郵政劃撥：
    慧日講堂 / 00143225
    印順佛教基金會 / 50024173 
  （請註明「慧日佛學班」）

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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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主題 主持人 主講人 回應與談人

11/23 劇變的時代 宏印法師 柴松林教授 黃書瑋博士

12/28 中共佛教史研究的省思 宏印法師 侯坤宏博士 林建德博士

柴松林教授 法國高等研究院統計學博士，政大教授，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創辦
人，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環境與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黃書瑋博士 中國文化大學 / 日本東京農業大學農業博士，曾任國大代表、立
法委員，現任龍山寺副董事長。

侯坤宏博士 政治大學歷史學博士，二二八、近代史、佛教史等歷史學者，有
四十幾種重要著作，現任國史館修籑處處長。

林建德博士 台灣大學哲學博士，現任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副教授。

慧日佛學班

法會共修日期：
• 103 年 8 月 10 日（農曆 7 月 15 日，

週日）星期日上午 9 時至晚上 8 時，
舉行盂蘭盆報恩法會。

• 103 年 10 月 17 日至 19 日（農曆
9 月 24 日至 9 月 26 日，星期五至
星期日），舉行藥師佛三法會。

八關齋戒日期：
• 103 年 7 月 13 日 ( 週日 )
• 103 年 9 月 14 日 ( 週日 )
• 103 年 11 月 9 日 ( 週日 )
• 103 年 12 月 14 日 ( 週日 )
• 時間：09：00-17：30

第 17 期課程

班別 課程名稱 時   間 授課老師

初級班 《中阿含經》 週二 
19:00-21:00 道一法師（視訊教學）

初級班 《妙法蓮華經》 週三 
19:00-21:00 厚賢法師

中級班 《初期大乘佛教
之起源與開展》

週五 
19:00-21:00 長慈法師（視訊教學）

高級班 《中觀今論》 週六 
14:00-17:00 厚觀法師（視訊教學）

民國 103 年 9 月 16 日～ 104 年 1 月 17 日

註 1： 李子寬，〈十年來的善導寺紀實〉，《海潮音》第 40 卷 10 月號（1959 年 10 月），頁 20。 註 10： 鄭壽彭，《印順導師學譜》，頁 62-63。

註 2： 鄭壽彭，《印順導師學譜》（台北：天華、1981），頁 58-59。 註 11： 〈慧日講堂 50 年問卷調查表印海法師回函〉，慧日講堂提供。

註 3： 鄭壽彭，《印順導師學譜》，頁 58-59。 註 12： 侯坤宏編著，《印順法師年譜》（臺北：國史館，2008），頁 198。

註 4：
〈教界簡訊〉，《海潮音》第 40 卷 1 月號（1959 年 1 月），頁 23。此次演講講題為〈心為一

切法中的主導〉、〈涅槃思想之開展〉、〈修身之道〉。

註 13： 〈慧日講堂 50 年問卷調查表印海法師回函〉，慧日講堂提供。

註 14： 印順，〈慧日講堂落成紀念〉（1961 年 4 月 15 日印）。

註 5： 鄭壽彭，《印順導師學譜》，頁 61。 註 15： 〈慧日講堂 50 年問卷調查表印海法師回函〉，慧日講堂提供。

註 6： 〈慧日講堂 50 年問卷調查表印海法師回函〉，慧日講堂提供。 註 16： 〈慧日講堂 50 年問卷調查表印海法師回函〉，慧日講堂提供。

註 7： 〈教界簡訊〉，《海潮音》第 41 卷 5 月號（1960 年 5 月），頁 14。 註 17： 印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竹北：正聞出版社，2005），頁 120。

註 8： 鄭壽彭，《印順導師學譜》，頁 62。 註 18： 印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竹北：正聞出版社，2005），頁 107。

註 9：
《中國佛教會暨縣市佛教會沿革及寺院簡介（上）•平光寺簡介》（台北：中國佛教會，

2010），頁 44。
註 19： 默如，〈賀印海法師〉《海潮音》第 45 卷 4 月號（1964 年 4 月），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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