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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當代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興起，對戰後臺灣佛教發展史

上有著時代意義與貢獻。「青年」代表一個組織或團體的延續

與未來。無論在企業界或佛教界，培養青年是延續傳承的最佳

方式。 

近數十年來，隨著多元化社會的發展，網絡文化及人工智

能等科技興盛的形勢；臺灣社會「少子化」及佛教人口「老齡

化」等問題逐漸顯現，這些問題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大專青年

學佛運動，在扎根和運作上面临著更為其復雜的挑戰。 

過去大學青年學佛運動的興盛與當前的實際情況存在顯

著落差。當前，這不僅是當代臺灣大學青年學佛運動在運作上

遭遇了新的內外部瓶頸，也是整個臺灣佛教所面临的困境。然

而，在充滿挑戰與不穩定的時期，仍有佛教道場、佛學社團及

關心佛教發展的青年佛弟子，在這一領域堅持應變、調適並穩

固推進。 

值得注意的是，已有幾位從事教育的法師不以單一宗派

或教團自居，並在北部、中部、南部地區的佛教寺院道場推動

「跨寺院團體青年活動」方案，並推動各寺院道場成立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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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旨在聯結各寺院及關注佛教青年發展的團體，這無疑是在

運動衰微中顯現「復甦」的跡象，值得深入探究。 

本研究探討當代臺灣大學青年學佛運動的主要動因，首

先，儘管已有研究觸及該議題的起源與發展成果，但國內外鮮

有涵蓋 1960 年至 2024 年間，尤為專注於代表性的「佛學社

團」及「青年營隊」的個案分析。其次，，探討，「中台剃度風波」

事件後至今，，所面臨的新問題，、新挑戰，。最後，，對，「變遷」與

「衰微」後的現狀進行深入研究，，以及，「復甦」進入成長期現

象鮮有見及。 

「當代臺灣大學青年學佛運動」是宗教社會學領域的新

興佛教運動，本文以此作為研究對象，採取「質性研究」

（qualitative research）與「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

相結合的方法，，並辅以，「個案」分析，，結合文獻研究，、田野調

查，（field study）、實地參與式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及

問卷調查等實證法，，進行焦點團體的深度訪談，，進而彙整訪談

結果，深入剖析，期冀有所創建。  

本研究先從歷史背景著手，進而分別闡述當代臺灣大専

青年學佛運動的興起，（1958年）、萌芽與蓬勃，（1960-1990年）、

變遷與轉型，（1991-2017年）、挑戰與轉機，（2010-2024年）這

四大階段的發展，，並以個案為主線進行分析，，作為研究臺灣佛

教大専青年學佛運動領域各章的主題。 

本書主題為， 興衰 挑戰 轉機， 當代臺灣大專青年學佛運

動》。本研究除緒論，、結論外，，共分成六章，，將從四大階段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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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論述。主要章節結構性思路如下   

第一章緒論部分，主要闡述選題緣由，梳理當前研究現

狀，，並說明本研究意義與方法，。首先，，對當前研究現況進行簡

要整理和概略評析，，闡述選擇，「當代臺灣大專青年學佛運動」

作為研究對象的意義及填補，「學術空缺」的價值，。研究方法主

要採用用，「質性」與，「量化」研究，，輔以，「個案」分析法，，深

入剖析該運動的發展脈絡與變遷過程，揭示其從衰微中逐漸

顯現，「復甦」跡象，，挖掘當代臺灣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興衰，、

挑戰與轉機。 

第二章是臺灣大專青年學佛運動興起的背景。本章從兩

部分切入，。首先，，探討戰後臺灣戒嚴時期的社會動態與佛教發

展概況，，並聚焦推動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兩位先驅， 星雲法師

和周宣德居士，。他們如何秉持，「振興佛教，，需要青年」的理念，，

在戒嚴時期結合，「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培養優秀青年，，推動

佛教青年運動興起，以挽救當時神佛混雜臺灣佛教。 

第三章至第五章是本論文的主體部分。實際上緊扣並對

應核心主題，正是本文展開研究動機所在。 

第三章是臺灣大專院校佛學社團暨青年營隊之「萌芽、蓬

勃期」（1960-1990）本章分為三部分切入。首先，探討戒嚴前

後大專校內佛學社團創立初期的挑戰，分析臺灣最早且具有

影響力的佛學社團其成立的動因、過程與發展動態，並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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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至 1991年間全國大專院校「佛學社團」結構」與「社員」

成長比例的量化數據，特別關注戒嚴期佛學社團「無聘請僧

人」的爭議，。其次，，論述大專校外具有影響力的，「佛學講座」

及，「宗教體驗」的特色，。最後，，深入剖析大專青年學佛運動蓬

勃發展的因素，並論述五位核心人物在推動大專青年學佛過

程中的引導策略，從而凸顯佛教青年運動的意義。 

第四章臺灣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變遷與轉型（1991-

2017），本章主要分為三部分論述，。首先審視臺灣大專青年學

佛運動的現狀與變遷，，概述全國大專院校，「佛學社團」的整體

發展情況，，分別討論大專院校擁有，「佛學社團」的比例和數量

增長趨勢，，並對比學生自組，「佛學社團」（臺大晨曦學社，、師

大中道社，、中興智海社），與，「道場社團」的增長趨勢，。其次，，

通過分析佛光，、法鼓，、福智三大佛教道場的青年活動現狀與特

色，並分析大專青年學佛運動在面對衰微期時的轉型趨勢。 

第五章  臺灣大專青年學佛運動近期的挑戰與轉機

（2010-2024）本章主要分為三部分論述。首先論述運動初期

環境、中期發展所面臨的挑戰及其現狀發展的瓶頸，以探討臺

灣大專青年學佛運動如何適應現代化要求及應對策略。其次，

隨著大環境變遷，運動逐漸衰微。但本研究深入「現狀問題」

後發現，現今「危機」中蘊含「轉機」，興衰之中，逐漸顯現

「復甦」的跡象及其帶來的機遇。儘管這一趨勢有所復甦，但

仍處於不穩定狀態，面臨著多方面的挑戰。最後，審視大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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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社團」及「青年營隊」的平臺存續功能，以及兩者間的

相關性價值與意義。 

第六章本研究成果發現及其全書內容要點重溫、調適建

議與及其侷限與展望的論述。 

首先對全文作一總結，並針對大專院校佛學社團在每段

時期的差異性，、「學生社團」與，「道場社團」的趨勢及其在，「經

費與人力」運作上的差異分析。探討每段時期法門風行的變

遷，佛教道場多樣化的策略以及大専生多樣化的體驗平臺。 

其次，，針對本書主題內容提供調適與建議，。鑒於當前充滿

「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的趨勢，，現今大專院校青年的價

值觀、參與動機與需求已不同於以往，「多樣化」、「不確定」

成為現今青年的口頭禪，。面對多樣化的挑戰，，佛教青年運動者

唯有在變遷中尋求不變的「真諦」，轉而以「變」為立。 

最後，，在不穩定性中，，推動佛教青年運動者急需轉換思路

與跑道，，走向，「與時俱進，、多元開展，、雙向互惠」的路線，。每

一次的變遷與調適，，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都是對大環境或內

在核心的一種考驗，。其核心在於解決，、克服與超越極限，，在此

過程中創造新的機遇，。鑒於此，，本研究亦對臺灣佛教青年運動

的薪火相傳前景進行反思，，以提供因應之拙見，，作為本研究者

在臺灣留學經歷的回饋。 

 

關鍵詞 大專青年學佛運動、星雲法師、周宣德、佛學社團、

佛教青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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