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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觀音坪上之菩提道場 

  台灣有兩處寺廟密集的靈山聖地，一處是新竹市郊區

古奇峰和青草湖一帶，另一處是台北市北投區幽雅路杏林巷。

二者相同之處是位於風景優美的地區，不同之處在於前者大

多是大型的寺廟，信眾可以隨意的參訪禮拜，後者大多是清

修道場，且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發展受限，只能維

持現況使用。 

 明湖路是溝通新竹市區與青草湖郊區的交通要道，在路

途中段靠近俗名「牛屎崎」（現更名「御史崎」）旁的山丘，

其名為「觀音坪」，有三座佛教寺院毗鄰而建，是名副其實

的靈山寶地，這三座寺院分別是「壹同寺」、「福嚴精舍」、「智

觀寺」。在台灣佛學教育史上，「壹同寺」與「福嚴精舍」將

會名留青史，千古流芳。 

 或許是巧合，「壹同寺」與「福嚴精舍」一前一後，兩

座寺院僅有一牆之隔，「壹同寺」是比丘尼寺院，「福嚴精舍」

則為比丘道場，其佈局頗符合比丘尼須於有比丘處居止的戒

律。 

二、從壹同堂發展為壹同寺 

  壹同寺位於新竹市東區明湖路 365 巷 1 號，前身為壹

同堂，原址位於青草湖灣仔內，即現在山門左前方的一片荒

林中，目前已無路可通。在日治時代，地址為新竹州青草湖

379 番號。 

 壹同堂初建於清光緒十八年（1892），為新竹望族鄭如

蘭夫人（鄭陳潤）所創的一幢簡單私人齋堂，日大正四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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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四年，1915）交由出身

新竹望族，曾任通草會社

的董事長的覺明優婆夷

（俗名陳林進治）經營，

此後由覺明優婆夷擔任住

持，一直到昭和五年（民

國十九年，1930）才由孫

女玄深法師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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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同堂原為齋教的齋堂，屬

齋教龍華派壹是堂系。齋教混融

佛道，信徒帶髮修行，雖非純正

的佛教，卻是清朝至日治時期佛

教的主要型式，在重男輕女的年

代，齋堂提供許多女性修行之場

地，讓她們能安身立命，是有其

社會功能。 

 之後覺明優婆夷皈依法雲寺

開山覺力禪師，遂將壹同堂改稱

「壹同禪堂」,與覺力禪師的法

雲寺法派結緣，壹同堂才由齋教

的形式轉為佛教寺院。在覺明優

婆夷皈依覺力禪師前後，壹同寺歷經約三十年左右的風霜，

建築物已老舊，大正十一年（民國十一年，1922）曾加以整

建，整建後的壹同寺宛如同新屋，致大正十五年（即昭和元

年，民國十五年，1926）八月二十三日《台灣日日新報》記

者誤會壹同寺的創立時間：「新竹州青草湖壹同堂，自創迄

今有四載矣。」 

 《台灣日日新報》記者雖然誤會壹同寺的創立時間，但

在報導中留下相當多的資訊：「內居尼眾有十餘人。該堂住

持林正（進之誤）治，者（這之誤）回特發起講經法會，聘

請大湖法雲寺教授余達精、曾真常二名，到該堂內，宣講《華

嚴原人論》，及《佛學概論》，訂來二十七日至九月初九日

二週間。聽講者應備之書籍及食費概由該堂負擔。有意參與

者，亦無任歡迎云。」從這則報導得知，當時的壹同寺對外

名稱還是壹同堂，常住比丘尼有十餘人，是有一定的規模的

寺院。覺明優婆夷重視常住與外界信徒的教育，所以舉辦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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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法會，提供書本費和餐費，歡迎有意者共同學習。所禮聘

的教師為大湖法雲寺的達精法師和真常法師，宣講內容為

《華嚴原人論》，及《佛學概論》。覺明優婆夷這項作法，

日後為玄深法師所繼承，成為「寺廟學院化」觀念的源頭。 

 

三、玄深法師：壹同寺的中流砥柱 

覺明優婆夷苦心孤詣的經營壹同寺，其孫女玄深法師則

克紹箕裘，發揮中流砥柱的精神，將壹同寺經營得茁狀發展，

成台灣佛學教育重鎮。 

 玄深法師，俗姓鄭，名

綉梅，字義，大正二年（民

國二年，1913）十一月九日

出生於新竹市。幼年時便經

常跟隨祖母覺明優婆夷出

入齋堂，九歲時，就想出家，

但是家人不許，平日行止學

習僧尼的模樣。十一歲時，

便在佛前發願剃度，祖母見

無法改變其心意，只有讓她

依止達精和尚，落髮出家，

更於昭和五年（民國十九年，

1930）接任一同堂住持。 

 根據王宣蘋在台灣師範大學台史所的碩士論文《日治時

期留學日本的尼僧》中統計，從大正十四年（民國十四年，

1925）台灣第一次舉辦女眾講習會以來，直到日治結束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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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年間，女眾能參與講習會的機會頂

多五到六次，且每次講習會的名額只

有二十多位。台灣受日本統治時，對

佛法的宣揚並不普遍，學習佛法大多

前往日本。由於對佛法的好樂，玄深

法師自覺所學不足，遂決心遠赴日本

求學，就讀於京都「淨土宗尼眾學校」，

除了鑽研佛學之外，對於出家人所應

有的威儀、生活管理、修行道風的養

成亦有－番心得，而這些學習都有助

於日後回國，對寺院的管理。 

雖然在日治時期，有許多日僧在台

灣擔任「佈教師」，但完全是對在台的

日本人佈教，台灣人無法聽他們講經，

他們也不會教台灣人修行的方法。如學

法師（在一同寺由玄深法師剃度出家）

說：「日本的佈教師來台灣，對台灣沒

有影響。他們高高在上，像是一個警察，

只有管束而沒有感化。」亦即日本的佈

教師對於台灣的寺廟基本上只是一種

行政的關係。故「我們去日本留學，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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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因為羨慕他們來此地的和尚有什麼了不起才去的，主要

還是為了求學問，因為除日本之外就無處可去了，所以才會

去日本讀書」。但是在日本國內的情況又不同，留學生到那

裡能和一般日本國民一樣，受到很真切的指導。「日本佛教

對台灣如果有影響，是透過留學生帶回來的影響。」 

 玄深法師在日本，除努力學習佛法外，也向當地會說國

語（漢語文）的老師學習，此一契機造就法師回國後，擔任

一些大陸來台法師弘法的翻譯，從而與許多學問僧有良好互

動關係，進而促成壹同寺興辦佛學院，成為台灣佛學教育的

重鎮。 

 玄深法師在日本學成後，曾被邀請至一所尼寺當住持。

隨著二次大戰結束，日本結束在台灣的統治，面對時代的變

局，以及百廢待興的壹同寺，法師毅然回到台灣熟悉的家園，

貢獻所學，致力於寺院建設及寺眾佛學教育。 

在寺院硬體建築方面，壹同

寺原本的建築是由一座簡單草

寮仔，中間雖然曾整建，因時間

久遠，屋況不佳而不得不修茸。

接著又在民國四十二年，為了寺

眾閱藏之需，另建藏經樓及客廳，

以期寺眾在佛學領域中有所增

上、辦道。 從民國三十八年政

府施行三七五減租開始，後經四

十年的公地放領，到四十二年的

耕者有其田政策，許多寺院的土

地銳減，以致經濟困難。玄深法

師本來私產很多，但因為政策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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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在這次的土地改革用動中田地被放領；而這些私產本來

是其父親與祖母留給她做為修行本錢的（早期出家，自己要

有資產；不像現在，常住可以照顧到經濟方面的問題）。 

為求寺院經濟不致於匱乏，於民國四十年時，在觀音山

選購現壹同寺址所在約四甲餘的土地，並對師弟玄源法師說：

「玄源，我們以後沒米吃，要到山上去蓋一座寶塔，往後才

有生活來源。」這座寶塔就是矗立在寺院後方三座塔中間的

的那座「福藏寶塔」。 

 「福藏寶塔」從民國四

十四年開始動工，然而當

時物資條件相當缺乏、民

生困苦，再加上寺中開辨

的佛學院尚要供應一切物

資所需，在蠟燭兩頭燒的

情況下，玄深法師拖著患

有氣喘病的身體，南北奔波，

說法、勸募，所幸寺眾知曉

共體時艱，不以為苦，全心

為常住奉獻，幫忙募款蓋寺、

起塔，至民國四十六年，才

完成艱鉅的建塔工程。此寶

塔高七層，為放置亡者骨灰；

自第一一層起，由下往上分別

為「極樂園」、「涅槃城」、「吉

祥山」、「光明藏」，最上兩

層並未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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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藏寶塔」

落成，本來可以讓

玄深法師喘一口

氣，不必奔波募款，

以營建工

程，未料民

國四十八

年台灣發

生災情慘

重的「八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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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災」，使得緊鄰山坡建築的壹同寺舊址，不堪雨水沖刷而

損毀，不得不另行覓地重建。

在幾經考量後，在民國四十

九年後，擇地於「福藏寶塔」

前啟建大殿建築，即是目前

「壹同寺」大殿所在位置前

半部分，現在大殿佛龕內的

釋迦牟尼佛，及左右脅侍文

殊菩薩、普

腎菩薩，都

是在當時塑

造的。大殿

完成後，又

相繼完成琉

璃寶殿，前

後歷經十年

之久，其中

艱辛不為人

知。民國六

十三年，因

為寺眾之需，

又增建大殿

左右的僧房。

民國七十七

年，為了八

關齋戒戒子

過堂用齋、

上課的場所，

及春秋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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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信士用齋場所，決定擴建五觀堂。五觀堂的更是日後佛

學院學生舉辨各種活動的主要場地。 

在寺眾佛學教育

方面，「寺廟學院化」

一直是壹同寺的教育

方針，從覺明優婆夷

開始，寺方就經常舉

辦講經法會。另外，

法雲寺派重視僧眾教

育，在民國五十年代

時，法雲寺派已有信眾三萬多人，和一百二十間相關寺院，

創辦六所佛學院：妙果法師創辦的中壢台灣佛學院、無上法

師創辦的新竹靈隱佛學院、慈航法師創辦的汐止靜修佛學院、

玄深法師創辦的新竹壹同寺女子佛學院、妙果法師創辦的苗

栗法雲寺女子佛學院、圓明法師創辦的中壢元化院。「寺廟

學院化」是古代佛教的傳統，法雲寺派所創辦的六所佛學院，

則是直接繼承近代佛教教育體制。 

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所佛學院是湖南長沙開福寺的僧學

堂，為因應廟產興學時被政府提撥寺產，住持笠雲法師接受

日僧水野梅曉的建議而創辦，以後逐漸被各地寺院仿效，也

可以說，中國近代的佛學院制度設計，是間接受到日本的影

響。日治時期，法雲寺派最少有十二位比丘尼留學日本，在

佛教所舉辦的學校中就讀，對於日本佛學教育的精神知之甚

詳，故回國後能積極投入僧教育中。 

玄深法師在民國三十六年回到台灣，面對戰後民生凋弊，

政權更迭的環境，官方語言從日語轉換成國語（華語），不

久又遭遇到大陸山河變色，政府播遷來台，許多僧侶從大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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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到台灣，以及政府在台灣實施土地改革運動等變化。玄深

法師以其所學及毅力，將許多阻力化為助力，將壹同寺營建

成台灣佛學教育的重鎮之一。 

玄深法師重視佛學教育，曾經禮請眾多法師為寺眾授課，

如慧三法師就曾在壹同寺，教導寺眾佛學課程，達六年之久。

此外，玄深法師對信眾也常宣講佛法意涵，使之能於佛法大

海中得利益。在寺內則親自講授《佛說阿彌陀經》、《藥師

琉璃光如來本願功德經》、《地藏菩薩本願經》、《慈悲三

水懺》、《金剛科儀》、《梁皇寶懺》等一般寺院較熟悉的

經典及懺本。希望透過大家熟悉的經文講解，能夠確立寺眾

的正知正見，此即「寺院學院化」的具體表現。另外，民國

六十年十一月，於本寺傳在家菩薩戒，禮聘
上
慧

下
三法師為戒

和尚，廣傳佛法。 

民國三十八年，許多法師隨著政府從大陸來到台灣，輾

轉到達新竹，其中有太虛大師的第子大醒法師，他到台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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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久，就向政府申請成立一所培育僧才的佛學機構「台灣佛

教講習會」，吸引大批青年學僧，如星雲、了中、印海法師

等數十位青年法師前來聽課。可惜在開辦半年後，因大醒法

師往生而告停。 

 「台灣佛教講習會」停辦後隨即由台灣省佛教會承接主

辨，於民國四十年春發函各縣市佛教會招收學僧，又專程從

香港禮聘演培法師來台主持教務。此次重新開辦講習會，就

讀的學僧主要則以台灣的青年學僧為主。由於演培法師,堅

持主張男、女二眾一定要分班，所以尼部就被分置於中壢圓

光寺;而男眾部設置於新竹青草湖靈隱寺，學僧有晴虛、聖

印等數十位法師。 

第一屆「台灣佛教講習會」於民國四十三年畢業，因經

濟問題，在民國四十六年才重新招生第二屆，男眾部繼續由

靈隱寺提供場所，易名為「靈隱佛學院」，由績明法師擔任

教務主任；女眾開辦地點則改在壹同寺（舊寺），名為「新

竹女眾佛學院」，教授佛學課程的老師，都是禮請福嚴精舍

的法師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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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女眾佛學院」是

台灣佛教首次正式開辦的

女眾佛學院。院長為印順導

師，副院長為演培法師，教

務主任為妙峰法師，玄深法

師則擔任訓導主任一職，參

與學生之生活管理，輔導教

化學生。可惜後來由於經濟問題，所以只辨一屆三年後就停

辦了，培育學員達四十多人。 

佛教講「諸法無我」，緣起緣滅，一切都是因緣和合。

雖然玄深法師本身對「寺廟學院化」已有深刻體驗，又在日

本觀察佛教興學的精神，但促成法師毅然興辦「新竹女眾佛

學院」的動力卻是印順導師與演培法師，因為印順導師觀察

到民國四十年代的寺院，大都由女眾住持，她們勤勞節儉，

將道場整理得清淨莊嚴，一生歲月全奉獻在佛教。導師看出

這股力量，認為寺院的運作，弘揚佛法功能更不可缺少，為

了培養此能力，得成教育著手。演培法師則是正式向玄深法

師提議辦

理女眾佛

學院者，雖

然當時的

經濟不寬

裕，但玄深

法師仍毅

然投入，無

怨無悔的

培育僧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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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深法師基於敬重正法的傳播者，只要是弘法的法師，

在能力所及範圍內，都會竭力護持，如飲食的供養、護持講

習會、弘法的翻譯工作、興辦佛學院等。在玄深法師所護持

的法師中，影響台灣佛教發展最大者，首推印順長老，民國

四十二年，印順長老到從香港到台灣來，有一天到壹同寺掛

單，這是玄深尼師與印順導師結緣的開端。後來印順法師選

定壹同寺後面的山坡地創建了福嚴精舍。由於印順導師忙於

講學，福嚴精舍的

設計圖出來之後，

建築的工事大多

由玄深法師幫忙，

這是一段台灣佛

教史上的佳話。 

除了協助福

嚴精舍的興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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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養青年學僧，玄深法師也利用在日本所學的國語，幫大陸

來台的法師做翻譯工作，讓這些學養俱佳的法師，不會因語

言隔閡，而使失去聽聞佛法的機會，她先後為慈航菩薩、印

順導師、演培長老、星雲長老、慧三長老等諸大長老做過翻

譯，獲得眾長老的讚賞。 

中國佛教的特質在菩薩道的弘傳，菩薩道是以「上求佛

道，下度眾生」為職責。玄深法師除了積極在建設與弘法

工作外，也重視法會共修的功德與力量。共修的意義在於

大眾能透過共修的力量，和合同聲，摒除雜念，淨化心靈，

同時透過共修後法師的開示，煩惱得以蠲除。另外，也使寺

院能正常運作，法師們能安心辦道，達到內修外弘的功能。 

基於自利利他的想法，壹同寺在玄深法師的規劃下，有

了一些常態性的法會：除每月農曆初一、十五的共修法會，

每年三次為期七天的大悲懺法會，還有每月一次一天一夜的

八關齋戒，每年年初為期十天的新春法會以及一年兩次的春

秋二季法會，並逢佛誕日舉辦朝山。 

玄深法師數十年來，一直護持佛教，弘法度眾，常雪中

送炭，協助有需要的人，以致法體日漸衰弱，最後於民國七

十九年農曆五月十一日圓滿示寂，世壽七十八，僧臘六十九。

雖然說生老病死是有情眾生必經的歷程，其往生仍帶給弟子

們極大的震憾。雖

然哲人日已遠，但

慶幸的是壹同寺在

其弟子如琳法師的

領導下，以師志為

己志，壹同寺仍然

在茁狀成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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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深法師對於佛教界的貢獻有目共睹，曾於民國四十二

年獲選為台灣省佛教會理事。在地方佛教支會方面，於民國

四十年二月至四十二年四月間，擔任新竹縣佛教支會第二屆

常務理事，復於民國四十二年

四月至七十二年八月間，擔任

第三屆至第八屆理事。民國七

十二年八月一日，新竹市升格

為省轄市，另組新竹市佛教支

會，玄深法師於民國七十二年

八月至七十八年七月擔任第

一、二屆理事。分別在各級佛

教（支）會推動慈善教化、講

經弘法等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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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琳法師：師志己志，克紹箕裘 

如琳法師俗名姚玉雀，生於昭和十

三年（民國二十七年，l938），俗家經

營金箔生意。民國五十二年禮玄深法師

出家，隔年三月於基隆十方大覺寺受三

壇大戒，民國五十七年畢業於福嚴佛學

院，為女眾第一屆畢業生。民國六十三

年，因感世俗學歷之不足，遂進入新竹

市光復中學高中部夜補校就讀，民國六

十六年畢業。 

玄深法師曾在在民

國四十六年左右，於新

竹市中心開辨幼稚園。

但在開辨幾年後，卻因

人手不足與缺少管理而

關閉。如琳法師為圓滿

玄深法師照顧幼同的願

力，也不忍見附近孩童

缺乏足夠的活動空間，

遂於民國六十六年

八月創辦「壹同幼

稚園」自任園長。

當時如琳法師雖已

參加台北的暑期幼

教訓練班，曾受過

一年幼教訓練，已

具幼教教師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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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為取得合法園

長資格，如琳法師

復考取台北師專

幼教科，在每年的

暑假期間，每天通

車至台北上課。如

此辛勤耕耘數年，

終於取得師專畢

業證書。「壹同幼

稚園」自開辦以來，

獲得許多家的長信任，將家中幼兒送來就讀。這項啟蒙、栽

培民族幼苗的工作，－做就是十幾二十年，法師始終無怨無

悔，樂在其中。當年這些孩子在長大事業有成之後，也不忘

當時的啟蒙之恩，而前來致謝。其中亦不乏受佛教感動而出

家修行，或在家學佛者。

後來由於壹同寺建設不斷，

法務繁忙，才不得不結束

經營多年的幼教事業。 

「壹同幼稚園」結束

後，如琳法師主動提出將

原先的房舍及土地，無條

件借給福嚴佛學院使用三

十年。因此福嚴趁此難得

因緣，決定將其作為向外

推廣弘揚佛法的基地。福嚴推廣教育班自民國九十年四月成

立後，師資來源都是來自於福嚴佛學院。為此，推廣班的成

立不單只是落實導師弘揚佛法、利濟有情的理念，亦提供了

研究所的學僧向外學習弘法的機會。如琳法師大公無私的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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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與其師玄深法師對於法師的尊重與護持，前後呼應，為

佛門樹立良好的榜樣。 

如琳法師在出家之後，即全力輔佐恩師玄深法師，為恩

師分攤許多重責大任，而如琳法師亦具極佳的修行根器，尤

其對於法器、唱念的學習更具天賦，出家不久即可擔挑大樑，

在誦經為主要修行之餘，甚至帶上毘盧帽主法繁複的焰口儀

式。 

民國七十九年玄深法師圓

寂，如琳法師繼任壹同寺住持，

其念茲在茲者惟以師志為己志，

故所做的一切建設、教育，都是

延續玄深法師未竟之議，也是為

了眾生得到更好的佛法滋潤。 

  壹同寺極具特色的八關齋戒，

是為了眾生道業增進，雖然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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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早有意舉辦，但苦於場地因素而無法進行。直到民國七

十七年底，大五觀堂擴建完成，廚房重新建設完畢，人事也

妥當安排，諸緣具足後，於民國七十八年三月十八日第一次

舉辦八關齋戒，禮請真華長老為得戒和尚。一切過程如法如

律，希望信眾能在受戒、守戒、護戒中慧命得以增長。民國

七十八年八月的八關齋戒，玄深法師代理有事不克前來主持

的真華長老，雖然身體違和，仍然走上主法位置，此次的主

法是玄深法師為壹同寺八關齋戒唯一一次的主法。玄深法師

圓寂後，如琳法師謹遵師父教誨，無論參加人數多寡，都必

須如期舉辦，故每月一次的八關齋戒，除民國九十二年因受

SARS影響停辦一次外，均能如期舉行。 

  在建設方面，如琳法師擔任住持後，於民國八十年二月

將琉璃寶殿改建成現貌。民國八十二年五月大殿擴建，更換

天花板，並向前延伸至廣場，而與琉璃寶殿接壤，中間僅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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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通道；擴建後的新大殿，是

以木質素材為主，信眾在此禮佛

誦經或參加法會，不會因通風不

良或環境悶熱而感不適。民國八

十三年，在福藏寶塔兩側，各增

建一座三層塔，使之成為三塔並

立的今貌。同年四月，大寮住眾

之齋堂及信眾之寮房動工，年底

完成。民國八十七年年初，為迎

接緬甸帕奧禪師來台舉辦的第一

屆禪修營，為方便禪修期間，禪

修者個別向禪師請益修行方法，遂興建「小參房」與禪師禪

房。同年年底，於後山興建一座地上三層，地下一層的建築

「大悲院」，內含佛堂、圖書館、辦公室、客室、廚房、中

庭花園及住眾寮房（衛浴設備一應俱全）等。這是如琳法師

體恤長年辛勞的住眾，能於平時有安靜、較不受外界干擾的

修行空間所做的設計。 

如琳法師畢業於福嚴佛學院女眾第一屆，與其師玄深法

師一樣，相當重視僧伽教育。由於福嚴佛學院女眾只辦到第

六期，到了第七屆，又由女眾轉換為男眾。如琳法

師認為眾生是平等的，看到男眾有好的學習環境，

認為假如女眾也有的話，那就是平等了。於是去請

教一些長老，長老們都說壹同寺的地緣是天下找不

到的。為延續福嚴女眾教育理念，也恢復民國四十

年代「新竹女眾佛學院」辦學精神，如琳法師決定

辦理女眾佛學院。為辦好佛學院，一定要給學生一

個完整的環境，不能有所參雜。於是，就把原有的

舊房子一直去改變，改變到現在學院所使用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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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不是很大，不是很寬闊，但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圖書館、教室、寢室、齋堂、大寮、活動的地方、淨房等一

應俱全。 

「壹同女眾佛學院」於

民國九十一年正式成立，學

生來自海內外，課程含括三

藏典籍、梵巴語文、英日文、

教史教制，古文書法、太極

拳等。教師以福嚴佛學院

的法師為主，亦禮請外界

一些學養俱優的師資。對

於學生，除在課業上嚴管

勤教外，也重視僧格人格

的養成，以身教、言教、

境教陶冶，學生在潛移默

化中成長，畢業後回到原

來的常住，常住師長看到

學生的成長與進步，亦讚

嘆有加。佛學院復辦至今，

研究部已有二屆，大學部

和高中部已至第六屆。 



28 
 

民國八十五

年，在因緣和合的

情況下，如琳法師

至加拿大買下當

地一所教堂，成為

「加拿大壹同寺」，

至此開始海外分

燈，隨緣度生事業。

或許是為其修行

功德所感，不少外

國人也皈依了佛門，

參加當地的共修活

動，加拿大壹同寺

現由如琳法師的徒

弟負責管理。此外，

民國七十二年農曆

三月十二日，如琳

法師遵師命接管竹東大覺寺。晉山典禮當天由星雲法師送位，

民國八十七年，由於內外眾逐漸增多，法務繁忙，遂將大覺

寺轉贈佛光山。 

壹同

寺在如琳

法師的帶

領下，除了

一些常態

性法會：佛

誕日法會、

每月農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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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的共

修法會、

每月一次

的八關齋

戒，每年

年初的新

春法會以

及一年兩

次的春秋

二季法會，

每年一次

的藥師佛

七及齋僧

法會之外，

並於民國

八十八年

九二一大地震後，每週

六晚上地藏經共修。另

外，亦曾舉辦數次大型

活動：民國八十七年三

月至六月舉辦帕奧禪

師禪修營，民國九十一

年四月禮請
上
道

下
海長

老傳授五戒菩薩戒，民

國九十五年暑假的兒

童學佛夏令營及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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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年暑假的大專青年佛學營，

以及民國一百年的「日本 311 地

震賑災法會」等。除此，佛學院

每年一次與福嚴舉辦聯合論文發

表會，鼓勵年輕學僧深入法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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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琳法師亦積極參

與新竹市佛教會會務之

推動，從民國八十二年四

月開始，至民國九十四年

三月，就獲選為該會第四、

五、六屆理事。民國九十

四年三月，出任第七屆理

事長，九十八年五月，因

眾望所歸，又連任第八屆理事長，直到民國一O二年才圓滿

卸任。另也曾獲選為台灣省佛教會副理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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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關懷方面，自民國七十

七年始，即創先至新竹縣尖石鄉關

懷鄉民；尤其是單親家庭、獨居老

人，更是給予定期的幫助。曾在尖

石民眾服務站，同與九位校長座談，

討論孩子的營養問題，並捐獻救護

車及醫療儀器；而且，讓山上的孩

子也能享受到一個難忘的畢業旅行！

宗教團體對尖石鄉的

關懷，如琳法師可說

是開其先河；因此，

鄉民若有所需，必先

想到法師，而法師也

有求必應地幫助尖石

鄉一步步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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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

玄奘大學宗

教研究所的

清度法師，

因在學期間

參加帕奧禪

師禪修營，

有機會親近

如琳法師。

清度法師在

民國九十一年十二月《風城法音》季刊撰寫〈壹同寺〉一文，

寫下對如琳法師的入微觀察：「平日好樂修行的她，以誦經

為主要修行法門。自年輕時出家至今，從不埋怨工作的繁重；

而總以無怨無悔的心默默奉獻，從不使師長為難。至於領眾

方面，自有其一套哲學，當逆緣來時，以善意對待，則自然

削減之。若待之以惡，則更增惡緣。或許因此，她能將其師

留下來的寺院，整理得井

然有序、日益光華，其雖

不擅外交，卻是位持家高

手；從她身上我們看到傳

統婦女的堅韌與美德。」

清度法師的觀察，其實也

是親近過如琳法師的四

眾弟子信徒，大家共同的

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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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年回頭，無任感恩 

  壹同寺創建至今已逾百年，當初從一間簡陋的齋堂開

始，到今天幽雅莊嚴建築。回顧百年歷史的軌跡，覺明優婆

夷的開創與從齋教的形式轉為佛教寺院，重視常住教育，使

「寺廟學院化」成為傳統。玄深法師則繼承覺明優婆夷未竟

之業，發輝中流砥柱的精神，將壹同寺經營得茁狀發展，創

辦全台首間「新竹女眾佛學院」，使壹同寺成台灣佛學教育

重鎮。如琳法師則克紹箕裘，以師志為己志，繼續完成各建

築，為延續福嚴女眾教育理念，也恢復民國四十年代「新竹

女眾佛學院」辦學精神，成立「壹同女眾佛學院」，招收海

內外學生。 

壹同寺是佛學教育的重鎮，也是清靜幽雅的修行道場，

寺中常住和合共修，領眾修行，深得海內外諸山長老讚許與

護持。如今壹同寺葉茂枝繁，分燈海內外，滋潤眾生，佛法

長存。感謝天龍護法、四眾護持，以及一切善緣成就。 

 

        （本文感謝黃運喜教授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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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民國  大事記 

1892 -19  ◎最初為新竹望族鄭如蘭夫人鄭陳潤所創私人齋

堂一同堂。 

◎早年一同堂原為柴橋里一林灣仔內的一幢簡單

建築。 

1915 4  ◎由覺明優婆夷(陳林進治)經營擔任住持，本是齋

教的齋堂。皈依法雲寺開山覺力禪師後，遂將一同

堂改為「壹同禪堂」。 

1922 11  ◎玄深法師皈投於覺力禪師派下的達精法師出家。 

◎壹同禪堂建築物已老舊，加以整建。 

1930 19  ◎玄深法師接任壹同禪堂住持。 

1936 25  ◎玄深法師遠赴日本求學，就讀於京都「淨土宗尼

眾學校」。 

1947 36  ◎玄深法師學成返歸台灣，重新整修壹同堂。 

1950 39  ◎玄深法師獲選為台灣省佛教會理事。 

1951 40  ◎是年 2 月至 42 年 4 月間，擔任新竹縣佛教支會

第二屆常務理事。 

1953 42  ◎是年 4 月至 72 年 8 月間，擔任新竹縣佛教支會

第三屆至第八屆理事。 

◎添建藏經樓一座及客廳一所。 

1954 43  ◎玄深法師於觀音山選購現壹同寺址所在，約四甲

餘的土地。 

1955 44  ◎始建「福藏寶塔」。 

1956 45  ◎於福藏寶塔前興建一同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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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46  ◎「福藏寶塔」竣工，高七層。 

◎印順法師於本寺創辦「新竹女眾佛學院」，玄深

法師擔任訓導主任。 

1960 49  ◎因環境整體考量，擇地於福藏寶塔前啟建大殿建

築，即目前大殿所在位置前半部分。 

1963 52  ◎大雄寶殿暨兩側廂房落成。 

◎是年農曆 12 月 8 日，如琳法師禮玄深法師出家。 

1964 53  ◎如琳法師 3 月於基隆十方大覺寺受三壇大戒。 

1967 56  ◎大殿旁擴增一平房，後又將兩側廂房改為二層樓

房的建築。 

1968 57  ◎是年，如琳法師畢業於福嚴佛學院，為女眾第一

屆畢業生。 

1971 60  ◎11 月，本寺首次傳授在家五戒菩薩戒，禮聘慧

三法師為戒和尚。 

1972 61  ◎琉璃寶殿動工，歷時兩年完成。 

1974 63  ◎增建左右兩僧房及大雄寶殿（第二次擴建僅將原

大殿兩側各拓寬約兩坪大小）。 

1977 66  ◎8 月，玄深法師創辦「壹同幼稚園」，擔任董事

長，如琳法師親任園長。 

◎創設「壹同講堂」於新竹南大路，禮請高僧大德

每週宣講妙法。 

1983 72  ◎玄深法師於是年 8 月至 78 年 7 月擔任新竹市佛

教會第一、二屆理事。 

◎農曆 3 月 12 日，如琳法師尊師命接管竹東大覺

寺，晉山典禮由星雲法師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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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74  ◎玄深法師舉辦重陽節敬老活動。 

1988 77  ◎大寮重建，同年亦擴大五觀堂。 

◎7 月 18 至 24 日，首次舉辦兒童佛七夏令營。 

◎是年起，每年年底至新竹縣尖石鄉關懷鄉民、冬

令救濟。 

 

1989 78  ◎年初五觀堂完工。 

◎3 月 18 日，第一次舉辦八關齋戒，禮請真華長

老為得戒和尚。 

 

1990 79  ◎6 月 3 日（農曆 5 月 11 日）寅時，玄深法師圓

寂，世壽七十八，僧臘六十九。 

◎7 月 21 日（農曆閏 5 月 29 日），上午九時於本

寺舉行「玄深和尚尼追思讚頌大典」，下午二時引

靈尊制荼毗靈骸迎歸於本寺祖師堂。 

◎年底更換大殿天花板。 

 

1991 80  ◎如琳法師接任壹同寺住持。 

◎2 月 14 日，琉璃寶殿改建為現貌，4 月 4 日完工。 

◎是年起，陸續禮請本因法師、大航法師、性瀅法

師、性演法師、許洋主老師等至本寺為常住眾及信

眾授課。 

 

1993 82  ◎如琳法師於是年 4 月始，至 94 年 3 月，擔任新

竹市佛教會第四、五、六屆理事。 

◎大殿第三次擴建，向前延伸至廣場而與琉璃寶殿

接壤，並更換天花板，5 月 20 日動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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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83  ◎4 月 14 日，大寮、住眾齋堂及信眾寮房動土。 

◎6 月 19 日，大殿工程完成。 

◎增建福藏寶塔左右二塔。 

◎12 月底，大寮、住眾齋堂啟用。 

1996 85  ◎如琳法師至加拿大購買當地一所教堂，改修為加

拿大壹同寺，開始海外度生。 

1997 86  ◎如琳法師率錙素二眾至印度朝聖，至印度一貧苦

村莊，幫助孩童完成校舍，並贈送孩童就學所需資

源。 

1998 87  ◎為迎接帕奧禪師來台舉辦第一屆禪修營，加工趕

建小參室與禪師禪房。 

◎3 月底至 6 月初舉辦禪修營，百多位僧眾共修，

因緣殊勝。 

◎年底於後山興建大悲院。 

◎8 月，大悲院開工。 

◎9 月，如琳法師再次率眾至印度朝聖。 

◎竹東大覺寺轉贈佛光山。 

1999 88  ◎921 大地震後，每週六晚上地藏經共修。 

2000 89  ◎9 月 22 日，四大天王殿改造。 

◎12 月底，預備佛學院之一樓學生齋堂及二樓教

室開工。 

2001 90  ◎「壹同幼稚園」結束後之原先房舍及土地，提供

福嚴佛學院成立福嚴推廣教育班。 

◎5 月，佛學院一樓學生齋堂及二樓教室完工。 

◎6 月，佛學院院務處、圖書館、電腦教室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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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月，花園圍牆、大悲院庭院、擋土牆動工。 

◎8 月，大悲院落成，常住眾遷入大悲院住。 

◎12 月，佛學院院務處、圖書館、電腦教室完工。 

◎是月，花園圍牆、大悲院庭院、擋土牆完工。 

2002 91  ◎4 月 23 至 28 日，傳授在家五戒菩薩戒，禮請道

海長老為得戒和尚，果清長老為羯摩和尚，慧天長

老為教授和尚，本因法師為開堂和尚。 

◎9 月，復辦壹同女眾佛學院，如琳法師親任院長。 

◎9 月 12 至 14 日，佛三，禮請厚賢法師主法。 

◎9 月 21 日，佛學院復辦之首次開學典禮。 

◎10 月，仁俊長老蒞臨開示。 

◎11 月 24 至 25 日，如琳院長率學院全體師生至

屏東法雲精舍向印公導師禮座，並至高雄佛光山參

訪座談（心定和尚親臨座談會），以及元亨寺參訪。 

2003 92  ◎1 月 18 至 23 日，佛七。 

◎2 月 24 日至 3 月 2 日，佛七，禮請道海律師主

法，本因法師教授。 

◎4 月 17 日，開印法師蒞臨專題演講「發心與改

習的重要」。 

◎10 月 17 至 18 日，福嚴五十週年慶，本寺協助

提供活動及用餐場地。 

◎11 月 8 日，圓光佛學院師生參訪座談。 

2004 93  ◎1 月 7 至 9 日，禪三，禮請果化法師指導。 

◎3 月 5 日，元亨寺菩妙長老蒞臨。 

◎4 月 12 日，如琳院長率學院全體師生至福嚴精

舍向印公導師禮座。 

◎4 月 21 日，印公導師蒞臨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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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9 日，福嚴校友會第一屆第二次校友大會

於本寺舉行。 

◎4 月 30 日，印順導師百歲嵩壽慶祝法會，本寺

協助提供活動及用餐場地。 

◎6 月 14 日，如琳院長率全院師生至尖石救濟，

並至梅花村、國光眷村、天然谷、秀鑾國小、新光

國小參訪。 

◎6 月 16 日，如琳院長率眾至花蓮慈濟醫院探望

印公導師。 

◎6 月 18 日，開恩法師蒞臨開示「慈悲觀」。 

◎9 月 20 日，竹山德山寺來訪。 

◎10 月 17 日，佛教僧伽醫護健康檢查於本寺舉

辦，約三百位僧眾參加。 

◎12 月 5 日，如琳院長母親百歲祝壽於本寺舉辦。 

◎12 月 27 日，韓國釋迦寺法師參訪。 

2005 94  ◎1 月 21 至 23 日，禪三。 

◎3 月起，如琳法師接任新竹市佛教會第七屆理事

長。 

◎4 月 8 至 12 日，壹同女眾佛院第二屆畢業參訪

（日本）。 

◎5 月，香光尼眾佛學院院長悟因法師率眾參訪。 

◎5 月 19 日，新竹市佛教會第七屆理事長交接典

禮於本寺舉行。 

◎5 月 20 日，大航法師蒞臨專題演講「聞道、修

道、弘道」。 

◎6 月 11 日，如琳院長率全院師生至慈濟香山聯

絡處參加印公導師追思讚頌會。 

◎6 月 13 日，佛學院第二屆高中部畢業謝師宴暨

畢業歡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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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5 日，《雪洞》之主角傑尊瑪丹津•葩默

（Tenzin Palmo）來訪。 

◎7 月 3 日，本寺護法居士舉辦齋僧，供養福嚴及

本寺出家眾。 

◎7 月 6 日，妙峰長老蒞臨開示。 

◎9 月 10 日，大四班至法光佛學研究所參加全國

佛學論文發表會。 

◎10 月 7 日，苑芝珊醫師蒞臨本寺健康講座。 

◎11 月 17 日，學院師生至溪頭戶外參學。 

◎12 月 9 日，學院師生至陽明山、故宮博物院戶

外參學。 

2006 95  ◎1 月 17 至 19 日，禪三，禮請大乘法師指導。 

◎2 月 24 至 26 日，佛三，禮請本因法師主法。 

◎3 月 9 日，學院師生至新竹玻璃館參觀「新竹市

國際玻璃藝術節展覽」。 

◎4 月 3 至 4 日，學院師生至宜蘭五峰旗瀑布及羅

東運動公園戶外參學。 

◎5 月 8 日，如琳院長率學院全體師生至南普陀向

海公導師禮座。 

◎5 月 20 日，學院師生至玄奘大學參加「印順導

師與人菩薩行」學術研討會。 

◎6 月 5 日，佛學院第二屆大學部畢業謝師宴暨畢

業歡送會。 

◎6 月 25 日，本寺護法居士舉辦齋僧，供養福嚴

及本寺出家眾。 

◎7 月 1 日，福嚴第二屆第二次校友大會於本寺舉

辦。 

◎7 月 4 至 8 日，舉辦兒童學佛夏令營，隊輔和學

員近二百人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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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1 至 13 日，佛三，禮請本因法師主法。 

◎10 月 19 至 20 日，學院師生至法鼓山、朱銘美

術館、烏來和金山綠峰山莊戶外參學。 

2007 96  ◎1 月 20 至 22 日，禪三，禮請大乘法師指導。 

◎3 月 5 至 7 日，佛三，禮請本因法師主法。 

◎5 月 15 日，學院師生至苗栗華陶窯、風情海岸

戶外參學。 

◎6 月 24 日，本寺護法居士舉辦齋僧，供養福嚴

及本寺出家眾。 

◎9 月 6 至 8 日，佛三，禮請本因法師主法。 

◎9 月 15 日，學院師生至圓光佛學研究所參加全

國論文發表會。 

◎9 月 28 日，福嚴校友會第三屆第一次校友大會

於本寺舉辦。 

◎10 月 2 至 4 日，學院師生至花蓮、台東戶外參

學。 

2008 97  ◎1 月 19 至 22 日，禪三，禮請大乘法師指導。 

◎2 月 27 至 29 日，佛三，禮請本因法師主法。 

◎4 月 28 日，如琳院長率學院全體師生至南普陀

向海公導師禮座。 

◎4 月 28 至 29 日，學院師生至中台山、日月潭、

阿里山戶外參學。 

◎5 月 24 日，佛學院第三屆高中部謝師宴暨畢業

歡送會。 

◎5 月 27 日至 6 月 2 日，佛學院第三屆畢業參訪

（日本） 

◎6 月 21 日，本寺護法居士舉辦齋僧，供養福嚴

及本寺出家眾。 



44 
 

◎7 月 3 至 6 日，與福嚴佛學院合辦「活出佛力」

大專青年佛學營（7 月 1 至 2 日幹部訓練）。 

◎7 月 13 日，學院師生至圓山大飯店參加兩岸佛

教「教理教團與教史學術研討會」。 

◎9 月 25 至 27 日，佛三，禮請本因法師主法。 

◎11 月 19 日，學院師生至三峽滿月圓、鶯歌戶外

參學。 

◎11 月 26 日，妙峰長老蒞臨開示。 

◎是年起，每年農曆 12 月 8 日法會加入「歲末傳

燈祈願活動」。 

 

2009 98  ◎1 月 13 日，如琳院長率眾至南普陀向海公導師

禮座。 

◎1 月 14 至 16 日，禪三，禮請大乘法師指導。 

◎2 月 19 至 21 日，佛三，禮請本因法師主法。 

◎4 月 12 日，福嚴校友圓忠法師率眾參訪。 

◎4 月 19 日，八關齋戒二十週年，與大眾結緣保

溫便當盒。 

◎4 月 29 日，學院師生至深坑、五峰旗瀑布及羅

東運動公園戶外參學。 

◎5 月，如琳法師連任第八屆理事長，直至 102 年

圓滿卸任。 

◎5 月 7 日，捷克籍性空法師蒞臨本寺專題演講。 

◎5 月 23 日，佛學院第三屆大學部謝師宴暨畢業

歡送會。 

◎4 月 30 日，避雷針施工，至 5 月 25 日完工。 

◎6 月 5 日，陳一標老師夫人吳翠華教授蒞臨專題

演講「日本詩人金子美玲之童謠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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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2 日，福嚴與壹同大學部第一次舉辦聯合

論文發表會。 

◎6 月 28 日，本寺護法居士舉辦齋僧，供養福嚴

及本寺出家眾。 

◎6 月 28 日，中華佛教護僧協會傳孝法師率眾參

訪。 

◎9 月 7 至 9 日，佛三，禮請本因法師主法。 

◎9 月 20 日，法鼓佛教研修學院校長惠敏法師率

眾參訪。 

◎10 月 29 日，學院師生至清華大學參加「聯合國

際學術研討會：東亞的靜坐傳統暨佛教的禪坐傳

統」。 

◎11 月 12 日，西藏仁波切 KhenpoSonamGyatso 蒞

臨開示。 

◎11 月 4 日，韓國曹溪宗奉寧寺僧伽大學金剛律

院妙嚴長老尼率畢業生至本寺參訪掛單。 

◎11 月 18 日，學院師生至台北植物園、故宮博物

院戶外參學。 

2010 99  ◎1 月 16 至 20 日，禪五，禮請大乘法師指導。 

◎3 月 1 至 3 日，佛三，禮請本因法師主法。 

◎3 月 19 日，開印法師率領馬來西亞寂靜禪林信

眾蒞臨本寺參訪。 

◎3 月 28 日，前地方法院王瑞林院長蒞臨專題演

講。 

◎4 月 18 至 27 日，如琳和尚尼率常住眾至大陸西

天目山禪源寺參與本寺獨性水陸法會。 

◎5 月 5 至 6 日，學院師生至高雄橋頭糖廠、大崗

山超峰寺、龍湖庵、新超峰寺、開元寺、妙心寺及

台南孔廟戶外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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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2 日，福嚴與壹同兩院正式合辦「福嚴壹

同聯合論文發表會」。 

◎6 月 20 日，本寺護法居士舉辦齋僧，供養福嚴

及本寺出家眾。 

◎9 月 9 日，新竹市長許明財蒞臨本寺鳴鐘祈福。 

◎9 月 28 日，福嚴第四屆第一次校友大會於本寺

舉辦。 

2011 100  ◎1 月 19 至 23 日，禪五，禮請大乘法師指導。 

◎2 月 16 日，如琳院長率眾至福嚴精舍參加仁俊

長老追思讚頌會。 

◎3 月 3 至 5 日，佛三，禮請本因法師主法。 

◎3 月 27 日，新竹市佛教會於本寺舉辦「日本 311

地震賑災法會」。 

◎4 月 27 至 28 日，學院師生至埔里正德大佛、清

境農場、廬山、挑水古道、鹿港戶外參學。 

◎5 月，懷恩堂及新法師寮整修重建動工。 

◎5 月 7 日，學院師生至桃園中壢高商參加「廖大

華老師書畫展開幕茶敘」。 

◎5 月 13 日，開印法師來訪。 

◎5 月 21 日，福嚴壹同聯合論文發表會。 

◎5 月 27 日，如琳院長率眾至高雄六龜妙崇寺參

加祈福大法會。 

◎6 月 4 日，佛學院第四屆大學部高中部謝師宴暨

畢業歡送會。 

◎6 月 6 日，捷克籍性空法師蒞臨專題演講「四無

量心」。 

◎6 月 18 日，鼓山寺光宗長老尼率領信眾蒞臨本

寺參訪。 

◎6 月 25 日，本寺護法居士舉辦齋僧，供養福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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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本寺出家眾。 

◎6 月 28 日，如琳院長率學院全體師生至南普陀

向海公導師禮座、。 

◎9 月起，佛學院開辦研究部。 

◎9 月 5 日，本寺榮獲新竹市政府績優宗教團體表

揚。 

◎9 月 13 至 15 日，佛三，禮請本因法師主法。 

◎10 月 1 日，大四班至放生寺參加南山佛教文化

研討會。 

◎10 月 26 日，西藏仁波切 KhenpoSonamGyatso 蒞

臨開示。 

◎11 月 11 日，學院師生至齋明寺、妙覺寺戶外參

學。 

◎11 月 12 日，學院師生至成功大學參加帕奧禪師

「禪法與當代台灣學術研討會」。 

◎11 月 22 日，印海長老蒞臨開示。 

◎12 月 3 日，學院全體師生至新竹市文化中心參

加「開印法師書畫展開幕茶敘」。 

◎12 月 8 日，開印法師蒞臨本寺專題演講「如何

讓生活更具菩提資糧」。 

◎12 月 13 日，佛光山永富法師率三壇大戒戒子行

腳托缽至本寺掛單。 

◎年底大殿地板更新。 

◎年底懷恩堂及新法師寮整修重建完成。 

2012 101  ◎1 月 10 至 12 日，禪三，禮請大乘法師指導。 

◎2 月 23 至 25 日，佛三，禮請本因法師主法。 

◎4 月 8 日，如琳院長率全體師生於懷恩堂安「全

體師生共同完成之讚觀音文及觀音聖像」。 

◎4 月 14 至 20 日，佛學院第四屆畢業參訪（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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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6 日，福嚴壹同聯合論文發表會。 

◎6 月 17 日，本寺護法居士舉辦齋僧，供養福嚴

及本寺出家眾。 

◎6 月 23 日，學院師生至慧日講堂參加「印順導

師思想巡迴講座暨座談會」。 

◎9 月 16 日，開印法師、泉平法師來訪。 

◎9 月 17 日，如琳院長率眾至南普陀向海公導師

禮座。 

◎9 月 18 日，馬來西亞寂靜禪林監院泉平法師蒞

臨專題演講「學習與承擔」。 

◎9 月 28 日，如琳院長率全院師生至嘉義聖善寺

觀禮「圓波法師陞座大典」。 

◎11 月 5 日，韓國奉寧寺金剛律院至本寺畢業參

訪掛單。 

◎11 月 15 日，學院師生至至桃園角板山、大溪花

海農場戶外參學。 

◎12 月 8 日，如琳院長率眾至屏東妙光禪寺參加

「慈悲三昧水懺•千僧護國祈安消災超薦大法會」。 

◎12 月 11 日，開印法師蒞臨本寺專題演講「念念

覺照念念禪--學院禪修導航」。 

 

2013 102  ◎1 月 20 至 22 日，禪三，禮請大乘法師指導。 

◎3 月 5 至 7 日，佛三。 

◎3 月 9 日，如琳院長率全院師生至南普陀參加海

公導師追思讚頌會。 

◎3 月 13 日，如琳院長率眾至嘉義妙雲蘭若參與

「常光法師陞座大典」。 

◎4 月 24 日，如琳院長率眾至嘉義聖善寺參加真

一長老尼追思讚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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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 至 3 日，學院師生至墾丁、恆春半島及佛

陀紀念館戶外參學。 

◎5 月 18 日，福嚴壹同聯合論文發表會。 

◎6 月 9 日，本寺護法居士舉辦齋僧，供養福嚴及

本寺出家眾。 

◎6 月 23 日，學院同學至慧日講堂參加「印順導

師思想巡迴講座暨座談會」。 

◎6 月 28 日，如琳院長率學院師生共 26 人至苗栗

大湖法雲寺參加覺力老和尚圓寂八十週年紀念法

會及曹洞宗法雲禪寺法脈聯誼會。 

◎9 月 23 至 25 日，佛三，禮請本因法師主法。 

◎11 月 4 日，印海長老蒞臨開示。 

◎11 月 18 至 22 日，佛學院第五屆畢業參學（馬

來西亞寂靜禪林）。 

◎寂靜禪林參學回院後，早午齋過堂改為托缽式過

堂。 

◎11 月 26 日，開恩法師來訪。 

◎12 月 20 日，開照法師、開印法師來訪。 

◎是年起，慈濟人醫會每年一次於本寺義診。 

2014 103  ◎1 月 7 日（農曆 12 月 7 日），院內師生舉辦「如

琳院長出五十週年慶祝活動」。 

◎1 月 16 至 18 日，禪三，禮請大乘法師指導。 

◎1 月 28 日起，常住與學院早午齋共同托缽過堂。 

◎2 月 25 至 27 日，佛三，禮請本因法師主法。 

◎4 月 20 日，學院師生至桃園縣文化局參加「廖

大華老師書畫展開幕茶敘」。 

◎5 月 1 日，學院師生至東眼山戶外參學。 

◎5 月 15 日（農曆 4 月 17 日），大殿木雕三十三

觀音安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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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7 日，福嚴壹同聯合論文發表會。 

◎5 月 31 日，第一屆研究部暨第五屆大學部高中

部謝師宴暨畢業歡送會。 

◎6 月 9 日，印海長老蒞臨開示。 

◎6 月 21 日，本寺護法居士舉辦齋僧，供養福嚴

及本寺出家眾。 

◎6 月 22 日，學院同學至慧日講堂參加「印順導

師思想巡迴講座暨座談會」。 

◎9 月 16 至 18 日，佛三，禮請本因法師主法。 

◎10 月 23 至 25 日，電影「百日告別」於本寺拍

攝取景。 

◎11 月 18 日，學院師生至九份、平溪戶外參學。 

 

2015 104  ◎1 月 21 至 23 日，禪三，禮請大乘法師指導。 

◎3 月 10 至 12 日，佛三，禮請本因法師主法。 

◎5 月 6 日，學院師生至苗栗華陶窯戶外參學。 

◎5 月 30 日，福嚴壹同聯合論文發表會。 

◎6 月 13 日，本寺護法居士舉辦齋僧，供養福嚴

及本寺出家眾。 

◎6 月 27 日，學院同學至慧日講堂參加「印順導

師思想巡迴講座暨座談會」。 

◎9 月 8 至 10 日，佛三，禮請本因法師主法。 

◎10 月 8 日，福嚴第六屆第二次校友大會於本寺

舉辦。 

◎11 月 24 日，學院師生至板橋林家花園及鶯歌戶

外參學。 

◎11 月 29 日，院內師生舉辦本寺百週年慶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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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國 77 年 7 月 18-24 日，兒童佛七夏令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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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國 97 年 7 月 3-6 日，大專青年佛學營

◎ 民國 95 年 7 月 4-8 日，兒童學佛夏令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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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國 91 年 9 月 21 日，第二屆壹同女眾佛學院開學典禮 

◎ 民國 49 年（庚子季夏），第一屆新竹女眾佛學院畢業典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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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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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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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四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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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五
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