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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俊和尚尼略傳（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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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閉關入於光明藏

10、安僧護法辦教育

～以下，待續。



10、安僧護法辦教育

師父以戒為師，一絲不茍，皎若

日星，夕惕若厲。對待徒眾，為教養

成材，故錘鍊砥礪；可謂愛之深，責

之切。漸漸的，愈來愈多的出家尼眾

、優婆夷聞風而來親近共住。師父曾

經開示：「不管誰做和尚尼，師徒的

關係在哪裡？在『紹隆佛種，正法久

住』。我們的關係，僅僅限於這個，

其他沒有。」

由於道風淳淨，人眾漸增，從自

修而形成共修的尼僧團，於是辦教育

成立僧團學院，依律和合共住，弘演

毘尼，豎立戒幢。最早是在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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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姓南林精舍成立「南山律佛學

院」。經過十年的成長，辦學理念逐

漸成熟，於2003年向內政部登記獲准

，於魚池南林尼僧苑成立「南林學佛

院」，設有：律儀教理苑、高等教理

苑、專修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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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律佛學院 拍攝於公元2000年左右



僧伽的課程，在實施上，是依

「戒別」做教學分班，即：行者班、

沙彌尼班、式叉摩那班、比丘尼一班

、二班等等。這樣分班有一個好處，

即教學內容直接針對該階段僧格養成

的需求而安排，解行合一。首先在僧

源的純正與素質的提昇上，可發揮極

大的功效。出家後，受沙彌尼戒、式

叉摩那戒，此期的教育內容，著重在

去除世俗習氣，趨向出世間的見解與

行持。而後二部僧中受比丘尼戒，以

戒律為主，以經論為輔來莊嚴戒體。

師父曾慨言：學了戒律，為了戒

德能夠增長，教育內容必須「學貫五

門」，即：解門、行門、生活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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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門、弘化門，五門一同重視，才能

把僧格完整的培養出來。

解行方面：課程含括般若、瑜伽

唯識、如來藏、戒律、毘曇。尤其以

佛性思想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為成佛

之道的指南與歸趣。在自利方面，目

標為養成僧伽應有的德業，令清淨與

增長，實踐戒律止作二持之行事，以

佛法綱紀為己任，趨向現證菩提；在

利他方面，實習僧院自治，建構清淨

和合安樂的僧團。

在生活當中，能觀照自心、剋除

習氣、愛護常住、和合互助。領職事

時，能盡忠職守、清白耐心、敬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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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以護持常住、住持三寶為己任。

當他弘化時，實踐三聚淨戒的內涵，

令導俗化方而不流俗，隨機赴感成就

菩薩行。

學佛院的生活，從行者出家，如

法次第的受戒、學行至菩薩比丘尼，

在僧團的共住砥礪中，在師長的言傳

身教中，在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中，

一步一腳印，熏陶正法的種子，逐漸

健全僧格，長養菩提心。期能培育出

福慧雙修、弘範三界的人天師表。師

父曾開示：僧教育的可貴，正是在於

培養一心求解脫的僧伽，達到正法的

修證與傳承，如果把握不到這個宗旨

，就不名為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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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南林學佛院有以下目標：

一、學院與寺院融合，通才與專

才並具，培育佛教各類僧才。

二、以法與律攝僧，令知見透徹

，辨別邪正。

三、成立解行雙到，住持正法，

續佛慧命之菩薩比丘尼僧團。

學僧修學畢業之後，可以依自己

的性向，投入僧伽教育，擔任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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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入寺院行政，擔任職事；乃至入世

弘化，致力於社會教育。

在南林學佛院的教育制度中，足

以顯現出師父對「安僧護法」的體認

與詮釋。師父志願之高遠，可謂「一

念即萬年」──每一舉念，皆是為萬

年三寶，為整體佛教的傳承、證悟與

弘揚而竭盡真誠，堅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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