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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來的學問僧 

——初到臺灣的印順法師（1952-1960） 

 

 

侯坤宏 

 

 

1952年 9月 3日，印順法師在李子寬安排下從香港搭輪船到臺灣，

代表中華民國出席在日本召開的世界佛教友誼會第二屆大會，會後他就

住錫臺灣，直到 2005年 6月 4日圓寂。本文以 1952年印順法師初到臺

灣迄 1960年間，觀察他在這 8年間的弘法歷程。在這期間，印順法師除

了負責編輯《海潮音》，住持臺北善導寺，也經歷過《佛法概論》事件，

應邀到各地講經說法，陸續發表具有相當學術份量的著作，如《成佛之

道》即完成於此時。希望透過本文的梳理，可以呈現從香港來臺的學問

僧，初到臺灣八年間的相關弘法活動。 

 

關鍵詞： 印順法師、臺灣佛教、《海潮音》雜誌、臺北善導寺、《佛法概

論》事件 

  

 
 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榮譽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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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holarly Monk From Hong Kong: Master 

Yinshun’s Early Years in Taiwan (1952-1960) 

 

Hou, Kun-hung 

 

Abstract 

On September 3, 1952, Master Yinshun took a ship from Hong Kong to 

Taiwan under the arrangement of Li Zikuan, and represented the Republic of 

China at the Second Conference of the World Buddhist Friendship Society 

held in Japan. After the conference, he lived in Taiwan until his passing on 

June 4, 2005.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eriod from 1952, when Master 

Yinshun first arrived in Taiwan, to 1960, observing his propagation process 

during these eight years. During this period, Master Yinshun was not only 

responsible for editing “Hai Chao Yin” but also served as the abbot of Shandao 

Temple in Taipei. He also experienced the “Introduction to Buddhism” 

incident, was invited to lecture in various places, and successively published 

works of considerable academic weight, such as “ Path to Buddhahood ” 

which was completed at this time. I hope that through the review of this article, 

I can present the relevant Dharma-promoting activities of the scholarly monks 

who came to Taiwan from Hong Kong during the first eight years of their 

arrival in Taiwan. 

 

Keywords: Master Yinshun, Taiwanese Buddhism, “Hai Chaoyin” magazine, 

Taipei Shandao Temple, “Introduction to Buddhism” inc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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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 9月 3日，印順法師在李子寬安排下從香港搭輪船到臺灣，

代表中華民國出席在日本召開的世界佛教友誼會第二屆大會，會後他就

留在臺灣，直到 2005年 6月 4日圓寂。1952年他初到臺灣，原先他是

準備再回香港的，但在某種因緣促成之下，臺灣竟成為他一生中住最久

的地方。 

本文以 1952年印順法師初到臺灣迄 1960年間，觀察他在這 8年間

的弘法經歷與學術性活動；印順法師是當代佛教界中的思想家，到臺灣

之前，已撰寫了多部具有份量的作品，因此，本文即以「從香港來的學

問僧」作為主標題。 

1949年 6月，印順法師為逃避戰亂，從廈門到香港。初夏間，，當時

已在臺灣的大醒法師，來函勸他到臺灣，印順法師也有前往之意。但看

到信上提說「你來，住所我一定可以為你設法」，這倒讓印順法師猶疑，

因他不會閩南話，也不擅長與人交往，自覺難以適應而罷。1 直到 1952

年 5月底，李子寬從臺灣來信說，中國佛教會決議，推請他代表中華民

國出席在日本召開的世界佛教友誼會第二屆大會，2 因此才有臺灣之行。 

1952年 9月 3日下午，印順法師從香港搭輪船赴臺灣。3 到後方知

去日本出席世界佛教友誼會第二屆大會的代表，只限 5人。印順法師認

為自己沒有過人的才能，語言也不通，李子寬卻堅決非要他去不可。他

自述說：「我到了臺灣，去日本出席的名額，雖不知會輪到誰，但到底被

 
1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臺北：正聞出版社，1994年 7月，

初版），頁 44。 

2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56。 

3 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編：《道安法師遺集》（臺北：道安法師紀念會，1980

年 11月），第 6冊，頁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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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佔了，佔去了大家的光輝。」等到知道以後，去日本的期限也近了，

「只有隨波逐浪，將錯就錯的錯下去」。4 

1952年 9月 25-30日，「第二屆世界佛教徒會議」在日本東京召

開。5 參加這次會議的，還有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章嘉、趙恆惕、李子寬、

李添春等人。會議結束後，前往奈良、京都、大阪等各地參觀瞻禮。6 10

月 24日，印順法師一行由日本乘機返臺北，他本想回香港的。可是，因

李子寬幫他辦入境時沒有同時辦理出境，這樣就走不了。要想回香港處

理一些事，只能先申請在臺定居。7 也因為這樣而長住臺灣，印順法師

說：「這一年的離香港到臺灣，與二十五歲的離家出家，在我的一生中，

都有極深遠的意義，但意義並不相同。」8 印順法師這時 47歲。 

闞正宗教授撰有〈善導寺時期（1952-1957）的印順法師：《佛法概

論》事件前後相關人物的動向〉，著重分析與此事件背後涉及的派系恩

怨、善導寺住持、第二屆世界佛教友誼會出席問題，以及圓明法師過分

推崇印順法師而得罪其他法師等問題。9 本文所談，不限於《佛法概論》

事件，舉凡從 1952至 1960年間，有關印順法師的弘法經歷與學術性活

 
4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56-57；釋妙然主編：《民國佛教大

事年紀》（臺北：海潮音雜誌社，1995年 1月，初版），頁 284-285。 

5 〈世界佛教會  我提五議案〉，《中央日報》，1952年 9月 27日，版 2。 

6 中佛會代表團：〈第二屆世佛會議的觀感〉，《海潮音》季刊，第 33 卷冬季號

（1952年 12月 16日），頁 76。 

7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60；侯坤宏著：《印順導師年譜》

（臺北：慈濟人文出版社，2023年 5月，初版），第一冊，頁 456。 

8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56。 

9 闞正宗：〈善導寺時期（1952-1957）的印順法師：《佛法概論》事件前後相關

人物的動向〉，藍吉富主編：《印順思想：印順導師九秩晉五壽慶論文集》（新

竹竹北：正聞出版社，2000年 4月，初版 1刷），頁 38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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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都包括在內。以下由：住持善導寺期間的活動、《佛法概論》事件、印

順法師的講經活動、印順法師的寫作與出版等部分展開論述，希望透過

本文的梳理，可以呈現印順法師初到臺灣的相關弘法活動。  

 

1952年 10月 24日，印順法師由日本乘機返抵臺灣（臺北），1952

年 10月 25日下午，中國佛教會、臺灣省佛教分會、臺北市佛教支會等

單位，在善導寺舉行出席世佛會代表歡迎會。10 在李子寬提議下，被聘

請為善導寺護法會導師。11 從此以後，他即以善導寺為中心，展開了初

到臺灣的弘法活動。為明晰起見，以下分由：接任《海潮音》社長、擔

任臺北善導寺住持及參加臺北善導寺的法會活動等三方面來說明。 

一、接任《海潮音》社長：1952年 11月 8日，善導寺護法會歡宴

出席世界佛教徒會議代表，及新近來臺之屈文六、陳靜濤居士。席間，

李子寬提：《海潮音》有悠久歷史，自大醒法師有病以來，負責無人，甚

可惜，亟應恢復出刊，，以應者之之望。經大商定定：推印順法師為社長，

續明法師任編輯。12 

二、擔任臺北善導寺住持，：1956年 1月 3日，臺北善導寺董、監事

 
10 記之：〈歡迎佛教代表團回國大會特寫〉，〈消息一束：臺北〉，《海潮音》季刊，

第 33卷冬季號，頁 90-92、98。 

11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57；〈消息一束：臺北〉，《海潮音》

季刊，第 33卷冬季號，頁 98。 

12 〈海潮音社啟事〉，《海潮音》第 33卷冬季號，頁 98；印順法師著：《平凡的

一生（增訂本）》，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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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決議，請印順法師接任該寺住持。13 3月 4日，升座。14 印順法師在

典禮中致辭說：「所以稱寺院的主持之為住持，是希望佛法永住於人間，

而且不歪曲變失佛教的真義。對住持進院而舉行隆重典禮，對於住持，

並非榮耀，不是權力，而是對於住持佛法的責任，作一番莊嚴的警

策！」15  

三、參加臺北善導寺的法會活動，：舉其要之有：佛前上 ，、藥師法

會、護國息災法會、觀音法會、普佛追悼、追思法會等項。 

1. 1954年 10月 20日，，本日起臺北善導寺啟藥藥師法會 7天，印順

法師領商誦經、持名、念咒、回向、發願。16  

2. 1956 年 5 月 4 日，玄奘大師靈骨暫移獅頭山開善寺 奉 3 個月

後，本日依期送回善導寺，印順法師主持於佛前上 。17  

3. 1956年 5月 17日起 7天，為紀念釋迦佛 2,500年誕辰及玄奘大

師靈骨歸來藥塔奉安，陳誠、于右任、莫德惠、葉公超、嚴家淦等 48人，

發起在善導寺舉辦大白傘蓋金剛護國息災法會。法會分為顯、密二壇，

顯壇由印順法師主持誦經，密壇由章嘉大師主持修法。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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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頁 20。 

14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95。 

15 鄭壽彭編：《印順導師學譜》（臺北：天華出版公司，1981年 2月，初版），

頁 48-49。 

16 印海：〈藥師法會紀實〉，《覺生》第 53、54期（1954年 12月），頁 18；

〈佛教簡訊：臺北〉，《海潮音》第 35卷 11月號（1954年 11月 15日），

頁 24；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57。 

17 〈教訊集錦：臺北〉，《海潮音》第 37卷 5月號（1956年 5月 15日），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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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57年 3月 4日，章嘉大師圓寂，善導寺忙了一星期。18  

5. 1957年 3月 13日起，善導寺啟藥 7天觀音法會，每日前往拈香

念佛之信商甚多。19  

6. 1957年 3月 15日，為尊師清念老和尚圓寂終七，在善導寺舉行

普佛追悼。 

7. 1957年 3月 17日，為紀念太虛大師圓寂 10週年忌辰，在善導寺

領商舉行追思法會。20  

8. 1958年 2月 2日，清念老和尚靈骨奉塔典禮，本日上午 8時在善

導寺上 ，由印順法師與印實法師主持，，隨後由車護護送至新竹嚴嚴 

舍，再舉行奉安典禮。21  

9. 1958 年 3 月 4 日，參加善導寺舉行之章嘉大師圓寂週年藥師法

會。22  

四、參加在善導寺舉行的會議：主要有兩種，一是修訂中華大藏經

會議，二是玄奘大師靈骨塔寺籌藥委員會成立大會。 

1. 1956年 5月 27日，參加修訂中華大藏經籌備委員會在善導寺召

 
18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96；于凌波編撰：《現代佛教

人物辭典》（高雄：佛光出版社，2004年 5月，初版），上冊，頁 1115-1117。 

19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96；〈教訊集錦：臺北〉，《海

潮音》第 38卷 4月號（1957年 4月 15日），頁 24；〈敎界消息：清念老

和尚舍利奉安典禮〉，《臺灣佛教》第 12卷第 2期（1958年 2月 8日），

頁 24。 

20 〈教訊集錦：臺北〉，《海潮音》第 38卷 4月號，頁 24。 

21 〈教訊簡報：臺北善導寺〉，《海潮音》第 39卷元月號（1958年元月 15日），

頁 24；教界消息：〈清念老和尚舍利奉安典禮〉，《臺灣佛教》第 12卷第

2期，頁 24；釋妙然主編：《民國佛教大事年紀》，頁 326。 

22 〈教訊簡報：臺北、新竹〉，《海潮音》第 39卷 3月號（1958年 3月 15日），

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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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之第一次會議。23  

2. 1956年 11月 4日上午，參加在善導寺舉行之玄奘大師靈骨塔寺

籌藥委員會成立大會。24  

3. 1956年 11月 11日下午，參加在善導寺舉行之修訂中華大藏經籌

備委員會成立大會。25  

4. 1956年 12月 26日上午，參加修訂中華大藏經會首次會議，決定

編印一套以漢文內典為範圍之大藏經。26  

五、參加在善導寺舉行的佛教外交（或與政治相關）活動：善導寺

位在臺北市首善之區，主導善導寺的是黨國元老李子寬，所以這裡常被

用來招待外賓，可說是一處從事佛教外交的宗教場域，，也常被用來作為

響應政府號召舉辦各種活動；印順法師身為住持，，得以東道主身份出席，

例如： 

1. 1956年 9月 30日，參加中佛會章嘉大師在善導寺宴請緬甸民主

黨主席德欽巴盛之歡迎會。27  

2. 1957 年 1 月 8 日，李豪偉與美國亞洲協會在華正副代表史鱗書

（Dr. Earl Swisher）、舒威鱗（Dr. William R. Schultz），以及來臺留學之

 
23 〈教訊集錦：臺北〉，《海潮音》第 37卷 6月號（1956年 6月 15日），頁

26。 

24 〈教訊集錦：臺北〉，《海潮音》第 37卷 11月號（1956年 11月 15日），

頁 24。 

25 〈教訊集錦：臺北〉，《海潮音》第 37卷 12月號（1956年 12月 15日），

頁 22。 

26 〈教訊集錦：臺北〉，《海潮音》第 38卷 1月號（1957年 1月 15日），頁

24；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編：《道安法師遺集》第 8冊，頁 1753-1755。 

27 〈教訊集錦：臺北〉，《海潮音》第 37卷 10月號（1956年 10月 15日），

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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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愛博（Albert E. Dien）等 4位美國人到善導寺，會定有關撰寫中國佛

教發展史及現在中國佛教等文章。28  

3. 1957年 8月 22日晚，參加菲律賓佛教居士林回國訪問團在善導

寺回請各界人士之邀宴。29  

4. 1958年 2月 1日上午，在善導寺接待美國希伯來教聯合會主席艾

森德。30  

5. 1958年 10月 4日上午，參加中國佛教會在善導寺舉行之「支援

金馬軍民祈禱法會」。31  

6. 1959年 8月 15日下午，參加中國佛教會為響應政府號召救濟臺

灣中、南部因豪雨造成的災害，在善導寺所召開之救災會議。32  

 

闞正宗認為，《佛法概論》事件是在臺南開元寺證光法師被保密局逮

捕（1949年），慈航法師師生十餘人在新竹被逮補（1949年）之後，戰

後臺灣佛教第三件涉及僧侶的「白色恐怖」案件。33 筆之亦以為，戰後

 
28 〈教訊集錦：臺北〉，《海潮音》第 38卷 1月號，頁 24；道安法師遺集編

輯委員會編：《道安法師遺集》第 8冊，頁 1768-1769。 

29 〈教訊集錦：臺北〉，《海潮音》第 38卷 9月號（1957年 9月 15日），頁

24。 

30 〈教訊簡報：臺北〉，《海潮音》第39卷2月號（1958年2月15日），頁24。 

31 〈教訊簡報：臺北〉，《海潮音》第 39卷 10月號（1958年 10月 15日），

頁 23。 

32 〈教訊簡報：臺北〉，《海潮音》第 40卷 9月號（1959年 9月 15日），頁

24。 

33 闞正宗：〈善導寺時期（1952-1957）的印順法師：《佛法概論》事件前後相關

人物的動向〉，藍吉富主編：《印順思想：印順導師九秩晉五壽慶論文集》，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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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 1949年秋至 1954年間，發生了三次佛教界寃案，即慈航法師師生

被囚案、臺南開元寺證光法師被誣案和印順法師，《佛法概論》事件，。這

三次案件，為往後半世紀的臺灣政治與佛教的關係訂下了基調。34 我們

好奇的是：原題為，《含講講要》，是 1949年 10月在香港出版的《佛法概

論》，35 何以在印順法師來臺之後，竟成為一宗政治案件的「證物」？ 

1954年 1月 12日（農曆 12月初 8日）晚，善導寺有一小集會。白

聖法師、佛教會祕書長吳仲行、南亭法師、周子慎居士等與會。吳仲行、

周子慎代表發言，問印順法師對圓明法師的看法？是否贊同他的思想？

印順法師表示：圓明留學日本，學到一些治學方法，至於圓明自己對佛

法的思想如何，印順法師完全不知道，與圓明也沒有什麼關係。這樣的

回答，與會之並不滿意。會議末了，吳仲行祕書長把桌子一拍說：「為共

產黨舖路！」這次集會就這樣結束。36  

在這次會議不久，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內部發行的一份刊物登出：

據報，印順所著《佛法概論》，內容歪曲佛教教義，隱講為匪宣傳毒素，

希各方嚴加注意取締。吳仲行看了此報導，去找中國佛教會會長章嘉大

師，認為中佛會應該有所表示。1954年 1月 23日，中佛會分電臺灣省

分會、各縣市支會、各佛教團體會員、佛學講習會等單位：《佛法概論》

乙書，「希一致協助取締，勿予流通傳播」。37  

 

383。 

34 侯坤宏著：《論戰後臺灣佛教》（新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9 年 12

月，初版 1刷），頁 92。 

35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73、175。 

36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70-71；〈吳仲行〉，網址：

http://m.gerenjianli.com/Mingren/58/l9c6tekpkl.html，下載日期：2021 年 6 月

22日。 

37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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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謠言紛起，有說：印順被逮捕了；有說：拘禁了三天；也有說，

印順不敢到臺北來；也有說：躲起來了。印順法師對李子寬說，他要闢

謠。李子寬問如何闢？印順法師說：「公開宣講佛法」。就這樣，先在，《中

央日報》刊登演講廣告，以：〈佛法之宗教觀〉，、〈生生不已之流〉，、〈 

境決定還是意志自由〉，、〈一道道德與佛化道德〉，、〈脫者之之境界〉為

題，講了七天，使得離奇的謠言大大的減少。38  

1954年 1月 25日，因李子寬之請，將《佛法概論》呈請中國佛教

會轉呈有關機關再予審查。印順法師表示，《佛法概論》被認為有問題的，

主要是北拘盧洲。但此稿原是 1944年在四川的講稿，發表在《海潮音》，

當時都是經過新聞檢查而刊佈的。這一講稿，還受到太虛大師的獎勵。

四大部洲說，與現代的知識不合，但這在古代是有事實根據的，不過經

傳說而漸與事實者節。拘盧即今印度的首都德里，為古代婆羅門教的中

心。但審查結果，未能過關。不得已在 1954年 2月 5日，申請再審查，

依李子寬之意，由中國佛教會轉呈申請修正，只要針對《佛法概論》第

九十三頁有關脫說北拘盧洲部分。修正時只能說，在香港出版的《佛法

概論》，反對唯物、極權、殘暴，因逃難時，缺乏經典參考，文字難免有

所出入，「如九十三頁有應行修正刪易之處，當遵指示修改。懇轉請政府

明示，以憑修正。」1954年 3月 17日，有關方面通知中國佛教會，要

印順法師「將《佛法概論》不妥部分，迅即修改，檢呈樣本，以便轉送」。

1954年 4月 23日，得到中國佛教會通知，將修正樣本發下，「希將印妥

之修正本，檢送四冊來會，以便轉送」。39  

印順法師自述說：「為了佛法的真義，我是不惜與婆羅門教化，儒化，

道化的神化的佛教相對立。……在這一次經歷中，我才認識了自己。我

 
38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73。 

39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7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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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請再審查，還是理直氣壯的。但在申請修正時，卻自認『逃難時缺

乏經典參考，文字或有出入』。我是那樣的懦弱，那樣的平凡！我不能忠

於佛法，不能忠於所學，缺乏大宗教家那種為法殉道的 神。我不但身

體衰弱，心靈也不夠堅強。這樣的身心無力，在此時此地的 境中，我

能有些什麼作為呢？空過一生，於佛教無補，辜負當年學友們對我的熱

誠！這是我最傷心的，引為出家以來最可恥的一著！」40 在這次事件中，

他雖未遭人盤問，也沒有被傳詢、被逮捕。但卻是有生以來不曾經歷過

的衝擊。在「平凡一生中，成為最不平凡的一年」，41 而這次案件就發生

在他從香港到臺灣的第二年。 

 

在 1952至 1960年 8年間，印順法師雖然要面對許多紛雜的人事，

但作為一位佛教思想大家，仍繼續從事講經與研究撰述的工作。本節介

紹他在此段期間的講經活動。為突出印順法師在此時期的講經特色，茲

分為：在臺北善導寺的演講、在菲律賓與香港的演講、在臺灣其他地方

的演講等三類，逐一介紹之。 

一，、在臺北善導寺的演講，：印順法師自日本返臺，被聘請為善導寺

護法會導師，之後擔任善導寺住持，所以他在善導寺講經說法的機會就

比較多，當然也是份內應做的事。在 1952至 1959年 7年間，講經紀錄

如下： 

1. 1952年 9月 13日起連續三天，每晚 8時至 9時半，在臺北善導

寺講〈怎樣才能真正學佛〉、〈學佛應學菩薩〉、〈學佛三要〉，由演培法師

 
40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74-77、84-85。 

41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62-6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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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書，楊秀鶴居士翻譯臺語。42  

2. 1952年 11月 14日起連續三天每日下午 7時至 9時，應善導寺護

法會之請，在龍山寺講演佛法，由楊秀鶴居士翻譯臺語，三天的講題分

別是：〈信〉、〈佛化的新人〉及〈佛法與真正和平〉。43 

3. 1953年 3月 14日起，在善導寺宣講《瑜伽師地論》〈真實義品〉，

每星期六講一小時。44 

4. 1953年 11月 7日起，在善導寺講《大寶積經》中菩提流支所譯

之《妙慧童女經》，為使臺胞便於聽講起見，有臺語翻譯。45 

5. 1953年 12月 16日起，主持善導寺佛七，法會期間每日兩次開示

淨土法門，常覺記為《念佛淺說》46 

6. 1954年 2月 17至 21日，《佛法概論》事件發生之際，印順法師

為闢謠，在善導寺辦佛學講座，時間為每日下午 7至 9時，連講 7天。

講題有：〈佛法之宗教觀〉、〈生生不已之流〉、〈 境決定還是意志自由〉、

〈一道道德與佛化道德〉、〈脫者之之境界〉。47 

 
42 〈各地簡訊：臺北善導寺〉，《覺生》第 28期（1952年 10月），頁 2；星雲大

師口述，佛光山書記室紀錄：《百年佛緣》（高雄：佛光出版社，2013年 5月，

初版），08─僧信篇─2，頁 140-143。 

43 〈一月佛教：臺北善導寺〉，《菩提樹》創刊號（1952年 12月 8日），頁 2；

釋妙然主編：《民國佛教大事年紀》，頁 285。 

44 〈善導寺護法會民國 42年 1月 26日至 43年 4月 30日會務總報告〉，《海

潮音》第 35卷 6月號（1954年 6月 15日），頁 24。 

45 〈佛教新聞：臺北善導寺〉，《海潮音》第 34卷 11月號（1953年 11月 15

日），頁 24；印順法師：《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64。 

46 〈佛教簡訊：臺北〉，《海潮音》第 35卷 1月號（1954年 1月 15日），頁

24；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56、177；釋妙然主編：

《民國佛教大事年紀》，頁 293。 

47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73-74、157；《海潮音》第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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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954年 5月 10日，善導寺護法會舉行慶祝釋迦牟尼佛聖誕儀式，

午前普佛、浴佛、上 。午後，演講〈佛為救護我們而來〉。48 

8. 1954 年 9 月 4 日起，每日下午 7 時半至 9 時半，在善導寺宣講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由玄深法師（尼）臺語翻譯。49 後由常

覺、妙峰二法師記錄成書。50 

9. 1955年 5月 29日，善導寺護法會舉行慶祝釋迦牟尼佛 2499年誕

辰，請章嘉大師修法，午前普佛、浴佛、上 ；下午 3時，請印順法師

講述〈菲律賓佛教漫談〉，常覺、妙峰記錄。51 

10. 1959年 1月 4日起，應善導寺住持演培法師之請，在善導寺連

續作 7天車題演講，講題有：〈心為一切法的主導之〉，〈佛教之涅槃觀〉，

〈修身之道〉，由慧瑩法師筆記。52 

二、在菲律賓與香港的演講，：印順法師自 1952年來臺灣，曾去過日

本、美、泰國、高棉、香港、菲律賓、星洲（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弘

法，在上列地區中，印順法師與菲律賓特別有緣，曾去了 6次。這裡介

紹他在 1954至 1959年間三次赴菲途經香港，在此兩地的演講活動。 

 

卷 3月號（1954年 3月 15日），頁 24。 

48 〈佛教簡訊：臺北善導寺〉，《海潮音》第 35 卷 5 月號（1954 年 5 月 15

日），頁 24。 

49 〈佛教簡訊：臺北善導寺〉，《海潮音》第 35 卷 9 月號（1954 年 9 月 15

日），頁 24。 

50 印順講，常覺、妙峰記錄：《藥師經講記》（臺北：正聞出版社，1992年 2

月，修訂 1版），頁 1-2。 

51 〈教訊彙編：善導寺護法會〉，《海潮音》第 36卷 6月號（1955年 6月 15

日），頁 24；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編：《道安法師遺集》第 7 冊，頁

1379；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57。 

52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58；〈教訊簡報：臺北善導

寺〉，《海潮音》第 40卷元月號（1959年 1月 15日），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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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在 1954年 12月 24日出發，1955年 5月 27日返臺，赴菲弘

法講學，歷時 5 月。第二次是 1958 年 6 月 7 日前往，為性願法師講經

祝壽而去，10月 3日由菲律賓返臺，歷時近 4個月。第三次在 1959年

3月 4日出發，7月 25日，由菲律賓搭飛機至香港，在港期間於正覺蓮

社等處宣講佛法。8月 7日下午，由香港返臺，歷時超過 5個月。53 

1. 1954年 12月 24日上午，印順法師由臺北搭機飛往菲律賓。1955

年 1月 2日，假信願寺對僑胞公開演講，講題為〈佛法為救世之光〉。 

2. 1955年 1月 5日，假大東廣播電臺講〈新年應有的新觀念〉。54 

3. 1955年 2月 3日至 9日，應信願寺瑞今法師敦請，在該寺連續 7

日講演，講題為〈信佛與信仰佛教〉、〈佛教對於財富的看法〉、〈懺悔之

真義〉、〈從人到成佛之路〉。55 

4. 1955年 2月 22日至 24日，應菲律賓佛教居士林之請前往講演，

講題為〈為居士說居士法〉、〈生死事大〉、〈求生天國與往生淨土〉。56 

5. 1959 年 3 月 4 日，飛往宿霧，假宿霧黨支部及普賢中學禮堂說

法。57 

6. 1959年 3月 27日，以寺主身份，主持馬尼拉大乘信願寺慶祝觀

 
53 侯坤宏：〈印順法師的東南亞佛緣〉，《法印學報》第 9期（2018年 12月），

頁 23-36。 

54 〈教訊彙編：菲律賓〉，《海潮音》第 36卷 1月號（1955年 1月 15日），

頁 26；慈怡法師主編：《佛光大辭典》第 4冊（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1997年 5月，初版 5刷），〈信願寺〉條，頁 3723。 

55 〈教訊彙編：菲律賓信願寺〉，《海潮音》第 36卷 3月號（1955年 3月 15

日），頁 24。 

56 〈教訊彙編：菲律賓佛教居士林〉，《海潮音》第 36卷 3月號，頁 24。 

57 鄭壽彭著：《印順導師學譜》，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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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法會，並開示法要。58 

7. 1959年 4月 9日，出席菲華僑各界支援西藏抗暴運動，代表佛教

演說。59 

8. 1959年 5月 20至 22日，應世界佛教徒聯誼會菲律賓分會之請，

在國民黨駐菲總部大禮堂演講，講題有：〈自由祖國佛教之現況〉、〈佛教

與國家〉、〈佛陀及其教義〉。60 

9. 1959年 7月 25日，由菲律賓搭飛機至香港。在港期間，曾應香

港正覺蓮社、中華佛教圖書館、法雨 舍等處之請，分別在各該處宣講

佛法。61 

三、在臺灣的其他演講，：其中有到臺中、彰化、基隆的，也有在新

竹女商佛學院、政治大學、教育部、石油公司大客廳的演講（或講經）。 

1. 1952年 10月 24日，印順法師在參加第二屆世佛會之後，由日本

返臺。11 月 18 日，和臺灣省佛教分會理事長宋修振和李子寬居士到臺

中，當晚至臺中市佛教支會演講，開示有關信佛的基本條件及佛教與外

道不同之處。62 

2. 1952年 11月 19日上午，與省分會宋修振理事長、李子寬居士，

抵員林員林寺，在歡迎茶會中做簡短開示，旋赴彰化曇花堂，參觀前太

 
58 〈教訊簡報：菲律賓〉，《海潮音》第 40卷 4月號（1959年 4月 15日），

頁 24。 

59 鄭壽彭著：《印順導師學譜》，頁 60。 

60 〈教訊簡報：菲律賓〉，《海潮音》第 40卷 7月號（1959年 7月 15日），

頁 24；鄭壽彭著：《印順導師學譜》，頁 60。 

61 〈教訊簡報：臺北〉，《海潮音》第 40卷 8月號（1959年 8月 15日），頁 23；

〈高僧印順法師  正覺蓮社說法〉，《星島日報》，1959年 8月 1日；〈印順週

五返臺  週四晚在法雨開示〉，《華僑日報》，1959年 8月 3日。 

62 〈各地簡訊：臺中〉，《覺生》第 30期（1952年 12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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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大師來臺住宿該堂之情形。晚，參加臺中佛教蓮社舉行之茶話會，印

順法師為信商講脫四恩的意義。11 月 20 日上午，參加臺中佛教會館舉

行之祈禱護國消災法會暨新住持妙然法師（尼）就任典禮。下午 2時，

該會館特請印順法師講演，並由李子寬報告參加第二屆世佛會情形。63 

3. 1954年 9月 27日，應邀至基隆佛教講堂說法，並為信商傳受三

皈五戒。64 

4. 1957年 9月 6日，新竹女商佛學院在壹同寺舉行入學典禮。65 時

印順法師住嚴嚴，共住的有印海、妙峰、隆根、真華、幻生、正宗、修

嚴、通妙等法師。印順法師在新竹女商佛學院曾講《華嚴》、《法華》、《楞

伽》等經要義，並特別宣講宋譯本《楞伽含跋多羅寶經》。66 

5. 1959年 11月 13日，印順法師應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主任周兆堂

之邀，赴該所作一小時之車題演講。印順法師本其對佛教教育所具之特

見，說明教育對於自我革新之重要。67 

 
63 〈各地簡訊：員林員林寺、彰化曇花堂、臺中佛教會館、佛教蓮社等〉，《覺

生》第 30期，頁 2-3；一月佛教：〈臺中慎齋堂、蓮社〉，《菩提樹》創刊

號，頁 2；〈臺中佛教會館沿革〉，網址：https://dudu60.pixnet.net/blog/ post/ 

95337590，下載日期：2021年 6月 18日。 

64 〈佛教簡訊：基隆佛教講堂〉，《海潮音》第 35卷 10月號（1954年 10月

15日），頁 24。 

65 〈各地簡訊：新竹女商佛學院〉，《覺生》第 8卷第 6、7期（1958年元月），

頁 44；釋妙然主編：《民國佛教大事年紀》，頁 322。 

66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19、158；印順法師講述、釋

印海記：《楞伽含跋多羅寶經親聞記》（臺北：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1996年 2月），〈晴虛法師序〉，頁 2-3、748。按《楞伽含跋多羅寶經親聞

記》一書，師未曾修改。 

67 〈教訊簡報：臺北〉，《海潮音》第 40卷 12月號（1959年 12月 15日），

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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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959年 12月 10日晚，應中華民國聯合國同志會之邀，在臺北市

中山南路教育部禮堂講〈發揚佛法以鼓鑄世界性之新文化〉。68 

7. 1960年 11月 1日，印順法師自菲律賓返臺。有鄧翔海、鄭震宇

等居士請講《楞伽經》，地點在臺北市重慶南路石油公司大客廳，時間是

每星期六、日、一，下午 3時至 5時。聽商大半是立法委員、監察委員

和國大代表。宣講中圖示綱要，並分科判，再次第講脫。69 

 

演講以外，寫作與出版對於印順法師來說更為重要。本節就談在

1952至 1960年間的寫作與出版。 

1953 年 3 月 17 日，《海潮音》34 卷 3 月號起，印順法師正式擔任

海刊社長，一共維持了十三年（1953-1965）。70 在這往後的時期，《海潮

音》常可以看到他的文章。以下分為：車書、為他人寫的序文悼念文及

對時局之看法、用「善慧」或「僧政」為筆名發的文章、教史教理與人

間佛教、一道開示見聞與修學等五個部分來說明。 

一、車書部分：1. 1954年《佛法概論》修正後，重版流通。71 

2. 1956年 9月中旬，印順法師與妙欽法師合著之《中國佛教史略》

 
68 印順法師：〈佛學的世界性〉，《大陸雜誌》第 20卷第 1期（1960年 1月

15日），頁 30-32；〈教訊簡報：臺北〉，《海潮音》第 41卷元月號（1960

年元月 15日），頁 35。 

69 〈教訊簡報：臺北〉，《海潮音》第 41卷 11月號（1960年 11月 30日），

頁 2；釋妙然主編：《民國佛教大事年紀》，頁 349。 

70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58。 

71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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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由善導寺佛經流通處及新竹嚴嚴 舍流通。72 

3. 1956年，印順法師因深感近年來多障多病，選了一些論文及講錄，

編為《人間佛教》、《學佛三要》、《以佛法研究佛法》、《頑石點頭》等 4

冊，用以結緣。73 此為後日編印《妙雲集》之先聲。 

4. 1957年，應星洲彌陀學校的請求，為編寫《佛學教科書》12

冊。74 

5. 1959年初，完成《成佛之道》。75 1960年 10月，《成佛之道》出

版，在印順法師的寫作中，這是流通量較大的一部。76 

二、為他人寫的序文、悼念文及對時局之看法：1. 1953 年 1 月 30

日，在善導寺，寫續明法師著《佛教時論集》序文。77 

2. 1953年 3月 17日，在《海潮音》34卷 3月號，發表〈大醒法師

略傳〉。78 

3. 1953年 9月 15日，在《海潮音》發表〈警覺吧！佛教弟兄們！

——從「中國佛教協會」說起〉，認為中國大陸地區成立的「中國佛教協

 
72 〈教訊集錦：臺北〉，《海潮音》第 37卷 9月號（1956年 9月 15日），頁

15、24。 

73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77-178。 

74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58；印順法師著：《青年的佛教》

（臺北：正聞出版社，1992年 2月，修訂 1版），頁 137-231；印順導師著，

慧信、慧行、慧聞、慧宏注音：《初級佛學教科書（注音本）》（臺北：正聞出

版社，1993年 12月，初版）；印順導師著，慧信、慧行、慧聞、慧宏注音：

《高級佛學教科書（注音本）》（臺北：正聞出版社，1993年 12月，初版）。 

75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59。 

76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78。 

77 印順法師：〈序佛教時論集〉，印順法師著：《華雨香雲》（臺北：正聞出版

社，1992年 4月，修訂 1版），頁 253。 

78 印順法師：〈大醒法師略傳〉，《海潮音》第 34卷 3月號，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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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不是為了佛教，而是為了利用佛教。79 

4. 1954年 5月 15日，在《海潮音》發表〈我對慈航老法師之哀

思〉。80 

5. 1956年 2月 15日，在《海潮音》發表〈悼念守培上人〉。81 

6. 1957年 3月 15日，在《海潮音》發表〈太虛大師菩薩心行的認

識〉。82 

7. 1958年 4月，為定熙居士《宇宙萬有本體論》寫序。83 

8. 1958 年 5 月 15 日，在《海潮音》發表〈祝性願法師七秩大

壽〉。84 

9. 1958年 2月 15日，在《海潮音》發表〈清念上人傳〉。85 

10. 1959年 5月 1日，在《今日佛教》雜誌 2卷 9期，發表〈積極

支援西藏抗暴的弟兄〉。86 

 
79 印順法師：〈警覺吧！佛教弟兄們！——從「中國佛教協會」說起〉，《海潮音》

第 34卷 9月號（1953年 9月 15日），頁 2-3。 

80 印順法師：〈我對慈航老法師之哀思〉、〈生生不已之流（上）〉及〈放下你底

憂苦〉，《海潮音》第 35卷 5月號，頁 2、7-10、19-22。 

81 印順法師著：〈悼念守培上人〉，《海潮音》第 37卷 2月號（1956年 2月 15

日），頁 2-3。 

82 印順法師：〈太虛大師菩薩心行的認識〉，《海潮音》第 38卷 3月號（1957

年 3月 15日），頁 8-13。 

83 定熙居士著，慧律法師編校：《宇宙萬有本體論》（高雄：財團法人文殊文

教基金會，1998年 6月，初版），慧律法師：〈倡印序〉，頁 1，及本書目

次頁、正文頁 1。 

84 印順法師：〈祝性願老法師七秩大壽〉，《海潮音》第 39 卷 5 月號，頁 14-

15。 

85 印順法師：〈清念上人傳〉，《海潮音》第 39卷 2月號，頁 22。 

86 印順法師：〈積極支援西藏抗暴的弟兄〉，《今日佛教》第 2 卷第 5 期（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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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959年 11月 15日，在《海潮音》發表〈懷念長老‧想起佛

教〉。87 

以上所列，《佛教時論集》及《宇宙萬有本體論》屬於書序，〈祝性

願法師七秩大壽〉是壽序，〈大醒法師略傳〉、〈我對慈航老法師之哀思〉、

〈清念上人傳〉、〈懷念長老‧想起佛教〉、〈太虛大師菩薩心行的認識〉

是對佛教僧人的傳記或懷念文章，〈警覺吧！佛教弟兄們！——從「中國

佛教協會」說起〉、〈積極支援西藏抗暴的弟兄〉，是對時局之看法。 

三、用「善慧」或「僧政」為筆名發的文章：印順法師在《海潮音》

發表的文章中，早期曾用「啞言」，、，「力嚴」，、，「緣緣」發表。在 1953年，，

曾用「善慧」、，「僧政」筆名。88 

1. 1953年 3月 17日，《海潮音》34卷 3月號，發表〈海潮音之意

義及其旨趣——太虛大師去世六週年之追思〉、，〈中國佛教前途與當前的

要務〉、〈佛法與人類和平〉、〈說幾句關於海潮音的話〉、〈學佛三要〉、

〈龍樹龍宮取經考〉、〈華雨集〉等文。其中最後兩篇，用「善慧」筆名

發表。89 

2. 1953年 4月 15日，在《海潮音》發表〈中國的宗教興衰與儒家

（一）〉、〈中國佛教各宗派之創立〉、〈泛論中國佛教制度〉、〈信心及其修

學〉、〈華雨集（一續）〉等文。其中〈泛論中國佛教制度〉，用「僧政」

 

年 5月 1日），頁 15。 

87 印順法師：〈懷念長老‧想起佛教〉，《海潮音》第 40卷 11月號，頁 2。 

88 侯坤宏編著：《印順法師年譜》（臺北：國史館，2008年 3月，初版），頁

1-3。 

89 印順法師：〈海潮音之意義及其旨趣——太虛大師去世六週年之追思〉、〈中國

佛教前途與當前的要務〉、〈佛法與人類和平〉、〈說幾句關於海潮音的話〉、

〈大醒法師略傳〉及〈學佛三要〉，善慧：〈龍樹龍宮取經考〉及〈華雨集〉，

《海潮音》第 34卷 3月號（1953年 3月 17日），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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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名，〈中國佛教各宗派之創立〉、〈華雨集（一續）〉兩文，係用「善慧」

筆名發表。90 

3. 1953年 5月 15日，在《海潮音》發表〈中國的宗教興衰與儒家

（二）〉、〈自利與利他〉、〈觀世音菩薩的讚仰〉、〈中國佛教之特色〉、〈華

雨集（15-25）〉等文。後兩文，係用「善慧」筆名發表。91 

4. 1953年 6月 15日，在《海潮音》發表〈中國的宗教興衰與儒家

（三）〉、〈慈悲為佛法宗本（上）〉、〈文殊與普賢〉、〈華雨集（26-32）〉

等文。後兩文，係用「善慧」筆名發表。92 

5. 1953年 7月 15日，在《海潮音》發表〈藥設在家佛教的方針〉、

〈慈悲為佛法宗本（下）〉。又本期刊有慧吉祥居士與善慧（師筆名之一）

對於〈禪宗是否真常唯心〉之論爭。93 

6. 1953年 8月 15日，在《海潮音》發表〈勝鬘夫人經大意〉，另以

筆名「善慧」發表〈華雨集〉（五續 33-39條）。94 

四、佛教史、佛學義理與人間佛教：有關這方面的文章，因限於篇

 
90 印順法師：〈中國的宗教興衰與儒家（一）〉及〈中國佛教各宗派之創立〉，僧

政：〈泛論中國佛教制度〉，善慧：〈信心及其修學〉及〈華雨集（一續）〉，《海

潮音》第 34卷 4月號（1953年 4月 15日），頁 3。 

91 印順法師：〈中國的宗教興衰與儒家（二）〉、〈自利與利他〉，善慧：〈觀世音

菩薩的讚仰〉及〈中國佛教之特色〉、〈華雨集（15-25）〉，《海潮音》第 34

卷 5月號，頁 4。 

92 印順法師：〈中國的宗教興衰與儒家（三）〉及〈慈悲為佛法宗本（上）〉，善

慧：〈文殊與普賢〉及〈華雨集（26-32）〉，《海潮音》第 34卷 6月號，頁

2-3、11-18、23。 

93 印順法師：〈藥設在家佛教的方針〉及〈慈悲為佛法宗本（下）〉，《海潮音》

第 34卷 7月號，頁 2-4、11-15。 

94 印順法師：〈勝鬘夫人經大意〉，及善慧：〈〈華雨集〉（五續 33-39條）〉，

《海潮音》第 34卷 8月號（1953年 8月 15日），頁 4-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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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僅列其篇名如下：〈佛陀為救護我們而來〉、〈生生不已之流（下）〉、

〈大乘三系的定榷〉、95〈大乘經所見的中國〉、96〈者「大乘三系概觀」

以後〉、97，〈「」」之研究（上）〉、98，〈慧學概說（上）〉、99，〈慧學概說（中）〉、

100 〈慧學概說（下）〉、101〈人間佛教緒言〉、102〈從依機設教來說明人

間佛教（上）〉、103，〈從依機設教來說明人間佛教（下）〉、104，〈人性〉、105

〈中道之佛教〉、 106 〈人間佛教概說（上）〉、 107 〈人間佛教概說

 
95 印順法師：〈佛陀為救護我們而來〉、〈生生不已之流（下）〉及〈大乘三系的

定榷〉，《海潮音》第 35卷 6月號（1954年 6月 15日），頁 4、11-18。 

96 印順法師：〈大乘經所見的中國〉，《海潮音》第 35卷 7月號（1954年 7月

15日），頁 12-15。 

97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57；《海潮音》第 35卷 12月

號（1954年 12月 15日），頁 4-6。 

98 印順法師：〈「」」之研究（上）〉，《海潮音》第 36卷 3月號，頁 2-4。 

99 印順法師：〈慧學概說（上）〉，《海潮音》第 37 卷 1月號（1956 年 1 月 15

日），頁 3-5。 

100 印順法師：〈慧學概說（中）〉，《海潮音》第 37卷 2月號（1956年 2月 15

日），頁 4-6。 

101 印順法師：〈慧學概說（下）〉，《海潮音》第 37卷 3月號，頁 10-12。 

102 印順法師：〈人間佛教緒言〉，《海潮音》第 37卷 5月號，頁 10-12。 

103 印順法師：〈從依機設教來說明人間佛教（上）〉，《海潮音》第 37卷 6月號，

頁 6-9。 

104 印順法師：〈從依機設教來說明人間佛教（下）〉，《海潮音》第 37卷 7月號

（1956年 7月 15日），頁 9-15。 

105 印順法師講、仁俊記：〈人性〉，《海潮音》第 37卷 8月號（1956年 8月

15日），頁 7-11。 

106 印順法師：〈中道之佛教〉，《海潮音》第 37卷 9月號，頁 2-4。 

107 印順法師：〈人間佛教概說（上）〉，《海潮音》第 37卷 10月號，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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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108〈菩提心的修習次第〉、109〈美麗而險惡的歧途——從身體

的自動說起〉、110〈論佛滅的年代〉、〈教法與證法的仰信〉、 111〈北

印度之教難（上）〉、112〈北印度之教難（下）〉、113〈如來藏之研究

（上）〉、114，〈如來藏之研究（中）〉、115，〈如來藏之研究（下）〉、116，〈宋

譯《楞伽》與達摩禪〉、117〈藥師經開題〉。118 

五、一道開示、見聞與修學：有〈新年的舊希望〉、〈以佛法研究佛

法〉、〈普陀山誌奇的來歷〉、119 ，〈修學觀世音菩薩的大悲法門〉、〈一道

 
108 1956年另撰有〈印度佛教與中國佛教之關係〉。印順法師：〈人間佛教概說

（下）〉，《海潮音》第 37卷 11月號，頁 5-7；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

（增訂本）》，頁 158。 

109 印順法師：〈菩提心的修習次第〉，《海潮音》第 38卷 1月號，頁 5-9。 

110 印順法師：〈美麗而險惡的歧途——從身體的自動說起〉，《海潮音》第 38

卷 2月號，頁 16-19。 

111 印順法師：〈論佛滅的年代〉及〈教法與證法的仰信〉，《海潮音》第 38卷

5月號，頁 8-9、17-18。 

112 印順法師：〈北印度之教難（上）〉，《海潮音》第 38卷 8月號（1957年 8月

15日），頁 4-7。 

113 印順法師：〈北印度之教難（下）〉，《海潮音》第 38卷 9月號，頁 5-8。 

114 印順法師：〈如來藏之研究（上）〉，《海潮音》第 38卷 10月號（1957年 10

月 15日），頁 3-6。 

115 印順法師：〈如來藏之研究（中）〉，《海潮音》第 38 卷 11 月號（1957 年

11月 15日），頁 5-9。 

116 印順法師：〈如來藏之研究（下）〉，《海潮音》第 38卷 12月號，頁 4-8。 

117 印順法師：〈宋譯《楞伽》與達摩禪〉，《海潮音》第 39卷元月號，頁 4-6。 

118 印順法師：〈藥師經開題〉，《海潮音》第 39卷 10月號，頁 2-5。 

119 印順法師：〈新年的舊希望〉、〈以佛法研究佛法〉及〈普陀山誌奇的來歷〉，

《海潮音》第 35卷 1月號，頁 2-5、9。 



香港來的學問僧  55 

 

道德與佛化道德〉、120 ，〈脫者之之境界〉、〈我怎樣選了了佛教〉、121 ，〈新

年應有的新觀念〉、〈我的宗教觀（上）〉及〈降魔的方法〉、〈我之宗教觀

（下）〉、〈佛法是救世之光〉、122 ，〈從世間見見比說說到真常論〉、〈論培

養弘法人才〉、123 ，〈紀念佛誕說佛誕〉，、124 ，〈從金龍寺大佛說起〉，、125 ，〈編

修藏經的先決問題〉、126 ，〈舍利子釋疑〉、〈泰國佛教見聞（上）〉、127 ，〈泰

國佛教見聞（下）〉，、128 ，〈論佛學的修學〉、129 ，〈談彌彌山與四洲——兼

答林楞真居士〉、130  〈佛化音見的應有認識——為岷尼拉 進音見團

說〉、〈皆大歡喜——在馬尼拉大乘信願寺講〉、131 〈心為一切法的主

 
120 印順法師：〈修學觀世音菩薩的大悲法門〉及〈一道道德與佛化道德〉，《海

潮音》第 35卷 8月號（1954年 8月 15日），頁 5-8。 

121 印順法師：〈脫者之之境界〉及〈我怎樣選了了佛教〉，《海潮音》第 35卷 9

月號，頁 5-8、19-20。 

122 〈佛法是救世之光〉講於菲律賓信願寺，小娟記。《海潮音》第 36卷 2月

號（1955年 2月 15日），頁 5-7。 

123 印順法師：〈從世間見見比說說到真常論〉及〈論培養弘法人才〉，《海潮音》

第 37卷 4月號，頁 6-8、14-16。 

124 印順法師：〈紀念佛誕說佛誕〉，《海潮音》第 37卷 5月號，頁 4。 

125 印順法師：〈從金龍寺大佛說起〉，《海潮音》第 37卷 6月號，頁 3。 

126 印順法師：〈編修藏經的先決問題〉，《海潮音》第 37卷 12月號，頁 3-5。 

127 印順法師：〈舍利子釋疑〉及〈泰國佛教見聞（上）〉，《海潮音》第 38卷 7

月號，頁 2-3、18-20。 

128 《海潮音》第 38卷 8月號（1957年 8月 15日），頁 20-22。 

129 印順法師：〈論佛學的修學〉，《海潮音》第 39卷 4月號，頁 4-5。 

130 印順法師：〈談彌彌山與四洲——兼答林楞真居士〉，《海潮音》第 39卷 6月

號，頁 3-4。 

131 印順法師：〈皆大歡喜——在馬尼拉大乘信願寺講〉，《海潮音》第 40 卷 3

月號（1959年 3月 15日），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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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之〉、132 〈佛教之涅槃觀〉、133 〈修身之道（一）〉、134 〈修身之道

（二）〉、135 ，〈修身之道（三）〉、136 ，〈修身之道（四）〉、137 ，〈修身之道

（五）〉、138 〈發揚佛法以鼓鑄世界性之新文化〉等篇。139 

 

前文已就印順法師在 1952年至 1960年間，因住持善導寺所展開的

相關活動，以及得罪當時在臺灣的佛教界，而被告密引發《佛法概論》

事件，此對於一位從香港來的學問僧而言，無疑是一大衝擊。但我們更

應重視，印順法師在這八年間的寫作與出版。關於這方面，在，《海潮音》

發表的文章，大多成為後來《妙雲集》的篇章；1960年 10月出版的《成

 
132 印順法師：〈心為一切法的主導之〉，《海潮音》第 40卷 6月號（1959年

6月 15日），頁 4-7；印順法師：〈心為一切法的主導之〉，印順法師著：

《學佛三要》（臺北：正聞出版社，1994年 12月，重版），頁 43-63。 

133 印順法師講、慧瑩記：〈佛教之涅槃觀〉，《海潮音》第 40卷 9月號，頁

3-8；印順法師：〈佛教之涅槃觀〉，印順法師著：《學佛三要》，頁 213-

241。 

134 印順法師：〈修身之道（一）〉，《海潮音》第 41卷 6月號（1960年 6月 30

日），頁 5-9。 

135 印順法師：〈修身之道（二）〉，《海潮音》第 41卷 7月號（1960年 7月 30

日），頁 6-8。 

136 印順法師：〈修身之道（三）〉，《海潮音》第 41卷 8月號（1960年 8月 30

日），頁 10-12。 

137 印順法師：〈修身之道（四）〉，《海潮音》第 41 卷 9 月號（1960 年 9 月 30

日），頁 12-14。 

138 印順法師：〈修身之道（五）〉，《海潮音》第 41卷 11月號，頁 5-7。 

139 〈發揚佛法以鼓鑄世界性之新文化〉寫於前 1年 12月。印順法師著：《平

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59；《海潮音》第 41卷元月號，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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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之道》一書，包講甚多他對古來難脫之佛法義理之詮釋，以及作之多

種獨特看法。這是一部理脫佛教有重大貢獻的書，堪與《俱舍論》、《攝

大乘論》等書相較。140 

然前述內容，並不能涵括印順法師在這八年的全部經歷，以下補充

三點，希望這樣比較能夠全面呈現印順法師在 1952年至 1960年間的學

思經歷。 

一、籌藥嚴嚴 舍與新竹地區的相關活動，：嚴嚴 舍原本要藥在香

港新界。141 1953 年 2 月，印順法師在臺等候回港出境無消息，遂改變

在香港藥 舍計畫，將功德款移到臺灣，適逢演培法師在新竹靈隱寺講

課，乃請他就近了地。142 1953 年 4 月中（農曆），決定購買在新竹壹

同寺後山，俗名觀音坪約一甲坡地。5 月初（農曆），地買定，工程包

發。143 1953年 10月 18日，嚴嚴 舍舉行落成開光禮。144 從此以後，

印順法師有了自己的道場，為兼顧善導寺的法務，就在新竹與臺北間來

回走動；到新竹，可兼顧「臺灣佛教講習會」和在壹同寺的新竹女商佛

學院。 

1954年 12月 19日，新竹「臺灣佛教講習會」舉行第一屆學僧畢業

 
140 藍吉富：〈臺灣佛教思想史上的後印順時代〉，財團法人弘誓文教基金會：

《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人間佛教與當代對話——第三屆祝壽研討會

論文集》（桃園：財團法人弘誓文教基金會，2002年 4月），頁 O2-3。 

141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59-60。 

142 鄭壽彭編：《印順導師學譜》，頁 35。 

143 印順法師：《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60-61。 

144 印順法師：《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64；釋傳妙主編：《嚴嚴 舍五

十周年紀念特刊》（新竹：嚴嚴佛學院，2003年 10月 18日），〈嚴嚴 舍

大事記〉，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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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145 有幾位想到嚴嚴 舍共住，所以增藥關房，146 關房外是小講

堂，另外有臥室 4間。因在臺北是非多，印順法師當時的心願「是準備

在可能的情況下，退出是非場，回 舍來與大家共同研究的。」147 

新竹女商佛學院設在壹同寺，於 1957年 9月 6 日上午 9時，舉行

入學典禮。印順法師以院長身分出席，教務主任為妙峰法師，訓育事務

由壹同寺住持玄深法師（尼）兼任。148 1957年 12月 8日，新竹女商佛

學院舉行開學典禮。印順法師報告創辦該院的意義與經過，他說：「本人

來到臺灣之後，見此地女商出家的很多，覺得從事佛教的女商教育，是

一樁極迫切的工作，所以從旁鼓勵玄深法師，希望利用壹同寺這現成的

 境，創立一所女商佛學院，讓有志向道的女青年們，能有研修佛法的

機會。」149 

二、赴泰國參加佛元 2,500年大慶典：1957年 5月 7日，中國佛教

會應泰國邀請，組團前往曼谷出席佛元 2,500 年大慶典。團長甘珠爾呼

圖克圖，團員有：印順法師與道源、道安諸法師及周宣德、雲竹亭、羅

光海、朱斐等人。150 

 
145 〈教訊彙編：新竹臺灣佛教講習會〉，《海潮音》第 36卷 1月號（1955年

1月 15日），頁 26。 

146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01。 

147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93。 

148 〈各地簡訊：新竹女商佛學院〉，《覺生》第 8卷第 6、7期（1958年元月），

頁 44；釋妙然主編：《民國佛教大事年紀》，頁 322。 

149 記之：〈新竹女商佛學院開學記〉，《海潮音》第 39卷元月號，頁 22-23；

〈教訊集錦：新竹〉，《海潮音》第 38卷 12月號（1957年 12月 15日），

頁 24；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編：《道安法師遺集》第 8冊，頁 1975。 

150 釋妙然主編：《民國佛教大事年紀》，頁 319-320；幻生著：《滄海文集》

（臺北：正聞出版社，1991年 6月），頁 566；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

（增訂本）》，頁 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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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 5月 8日，香港佛教聯合會在跑馬地「佛有緣」設宴歡迎，

到會之有：覺光、優曇、茂蕊、松泉諸法師，陳靜濤、林楞真、妙吉祥

諸居士及喇嘛吐丹大師等。後至荃灣瞻禮太虛舍利塔。5 月 9 日，代表

團抵達曼谷。5月 12日至 18日，參加為期一週之佛紀慶典。151 1957年

5月 19日，隨團訪問各佛教團體。龍華社公宴各代表，並訂 19，、20，、21

日晚，分由印順法師及道安、道源三位法師宣講佛法。5月 20日，拜會

泰國總理鑾披汶。5月 24日下午，隨代表團離泰前往金邊。152 5月 25

日，上午，訪高棉宗教部部長兼國家安全部長春莫珠璧。中午，到菩提

覺苑午齋，參訪西方念佛社。下午 5 時，訪問高棉僧伽醫院。6 時，訪

蓮林 舍，繼訪觀慧寺、十方正覺寺。5月 26日，訪郊外香光、彌陀、

法華、蓮光、竹林等 舍及西方念佛社。5 月 28 日，上午，印順法師

至正覺寺講〈學佛應發菩提心〉；下午，轉飛吳哥窟。5月 29日遊吳哥

窟。153 5月 30日，代表團由高棉返泰。6月 3日，由曼谷飛香港，停留

4天。6月 7日，由香港返臺。154 

三、兩度赴菲律賓弘法，：第一次到菲律賓弘法，是在 1954年底。當

時他發現有肺結核，未加重視，還是去菲律賓。155 1954年 12月 24日，

由臺北松山機場搭機飛菲律賓。156 抵岷後，由性願、瑞今、如滿等法師

 
151 鄭壽彭著：《印順導師學譜》，頁 54。 

152 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編：《道安法師遺集》，第 8冊，頁 1891；鄭壽彭

著：《印順導師學譜》，頁 54。 

153 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編：《道安法師遺集》，第 8 冊，頁 1891-1893、

1896-1897。 

154 鄭壽彭著：《印順導師學譜》，頁 54-55。 

155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90。 

156 陳鏡惕：〈機場速寫——歡送印順老法師赴菲弘法點滴〉，《覺生》第 56期

（1955年 2月），頁 26；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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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前往市郊華藏寺。1954年 12月 27日，旅菲佛教團體設茶會為師

洗塵，性願、瑞今二法師相繼致歡迎詞。157 1955年 5月 27日，赴菲弘

法講學，歷時 5月，本日下午返臺。158  

印順法師第二次到菲律賓是在 1958年，6月 7日應菲律賓華僑團

體之邀，本日乘西北航機赴菲弘法，嚴嚴 舍研究員正宗法師隨同前

往。159 8 月 24 日，菲律賓馬尼拉市區信願寺及市郊之華藏寺兩寺合併

組織，公選印順法師為首任上座，統理兩寺，於本日上午 9時至 11時，

分別在兩寺舉行晉院典禮，各僑團代表、佛教善信數百人參與盛會。160 

10月 3日，下午，由菲律賓乘民航機返臺。161 

臺北善導寺是印順法師 1952年從香港到臺灣，最先住錫的地方，也

因爲他在這裡，引起某些佛教人士的嫉妒，才有了《佛法概論》事件。

對印順法師言，善導寺是一處是非之地，但如何離開？並不容易！直到

1957年 8月 7日，善導寺董、監事才接受他辭退善導寺住持一職，同時

推選演培法師為住持，聘他為導師。162 演培法師在 1957 年 9 月 15 日

繼任善導寺住持。163 這對印順法師言，還是有著間接的關係，因為演培

 
157 〈教訊彙編：菲律賓〉，《海潮音》第 36卷 1月號，頁 26。 

158 〈善導寺護法會董監事暨護法同仁歡迎印順導師回國攝影紀念〉，《海潮音》

第 36卷 6月號，頁 23；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編：《道安法師遺集》，

第 7冊，頁 1379；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85-87。 

159 〈教訊簡報：臺北海潮音社〉，《海潮音》第 39卷 6月號（1958年 6月 15

日），頁 23。 

160 〈海外佛教通訊：菲島信願、華藏兩寺合併公請印順法師為聯合上座〉，《菩

提樹》第 70期（1958年 9月 8日），頁 23。 

161 〈教訊簡報：臺北〉，《海潮音》第 39卷 10月號（1958年 10月 15日），

頁 23。 

162 李子寬：〈十年來的善導寺紀實〉，《海潮音》第 40卷 10月號，頁 20。 

163 釋妙然主編：《民國佛教大事年紀》，頁 322；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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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是他的學生。 

1960年 9月 23日，演培辭退善導寺住持，由護法會禮請默如法師

續任。164 印順法師「多年來的願望，才真正的實現了！」165 本文就此

打住，有關印順法師接下來的弘法行程，另文再說。 

  

 

訂本）》，頁 118。 

164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95、115；〈教訊簡報：臺北〉，

《海潮音》第 41卷 9月號，頁 2。 

165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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