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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傳佛教薩迦派在台灣的發展初探
——  以北部地區為主（1959-2002）

釋振原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畢業論文摘要

         藏傳佛教現有寧瑪、薩迦、噶舉、格魯四大教派，對於在台已有為數不少修學者的薩迦

派而言，目前仍缺乏足夠的研究成果，來瞭解該派在本地發展的脈絡。四大教派來台發展的

因緣、傳法的情形各有不同，所以，單就各派去詳論在台發展的歷史，是有其必要性的。故

本文專以薩迦派為研究對象，來探討該派在台灣發展的狀況。

在信仰、修學藏傳佛教的風氣帶動之下，到目前為止有一些「藏傳佛教在臺灣」的作品

產生，包括：陳玉蛟（釋如石）〈臺灣的西藏佛教〉、釋如石〈再談臺灣的西藏佛教—以格

魯派為中心〉、姚麗香〈藏傳佛教在台灣發展的初步研究〉、耿振華〈藏傳佛教源流及其在

台灣地區的發展〉、王俊中〈台灣與西藏及在台的藏傳佛教研究〉、王惠雯〈近十年台灣藏

傳佛教弘法研究著譯作品評析〉、耿振華〈臺灣藏傳佛教的現狀與發展〉、黃慧琍〈藏傳佛

教在台發展初探—以台南地區的藏傳佛教團體為研究對象〉、蘇全正〈921 震災中的在臺藏

傳佛教〉、蕭金松〈台灣藏傳佛教發展管窺〉、耿振華〈西藏佛教在台北地區的發展及社會

功能的探討：以密宗噶舉派宗教活動為中心〉、劉國威〈台灣現今藏傳佛教發展研究-以藏

傳佛教中心為主體之分析〉等諸篇論文。



上述論著中，以噶瑪噶舉傳承的創古仁波切、香巴噶舉傳承的卡盧仁波切、格魯派的達

賴喇嘛首次抵台，作為分期指標，並不適用於薩迦派在台灣發展的分期。因此，本篇論文四

階段來區隔薩迦派在台灣的發展：第一是播種萌芽期，指 1959 年至 1983 年，明珠仁波切

抵台至德松仁波切首度來台公開傳法為止，當時明珠仁波切受限於翻譯人員是國大代表，不

易配合翻譯時間，加上本身中文表達不熟練等因素，所以大部分時間是為蒙藏委員會工作及

解答信眾的藏文問題，並沒有舉行公開弘傳薩迦教法的活動。第二是茁壯期，指 1983 年薩

迦派上師在台首次公開傳法至 1992 年祿頂堪仁波切傳授號稱是漢地自元朝以來的第一次會

眾式「道果」教授為止。這段時期，除德松仁波切、達欽仁波切、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聽

列拿旺仁波切、堪布阿貝仁波切等相繼抵台傳法，遍德仁波切、塔立仁波切及堪布蔣揚西祿

等藏籍上師亦開始長期駐台傳法。「密宗薩迦佛學會」、「中國藏密薩迦佛學會」經向內政

部申請後，獲准正式成立。簡易咒語簡軌、簡易法本的整理及由喇嘛手寫，觀想所需的圖像

則由親繪的完整法本也陸續出版。第三、成熟期，指 1993 年至 1999 年薩迦崔欽首次蒞台

為止。這段時期堪布貢噶旺秋、察巴領袖究給赤千仁波切、永貞本洛札西喇嘛、札西滇津仁

波切抵台傳法授課，其中，堪布貢噶旺秋首開薩迦派仁波切在台講授論典的風氣，漢籍喇嘛

貢噶學珠亦自印度薩迦佛學院畢業返台弘法，這是本地學習薩迦教法的僧眾，參與該派的傳

法行列的開端。第四、蓬勃發展期，指薩迦崔欽首次抵台傳法後至今。薩迦崔欽首次訪台及

公開傳法後，台灣官方承認具資格得推薦藏僧來台的幾位仁波切（包括薩迦崔欽、達欽仁波

切，其中達欽仁波切授權札西仁波切，諾爾巴方面是祿頂堪仁波切，察巴則是究給赤千仁波

切，另外，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及堪布貢噶旺秋也具資格得推薦藏僧來台），終於都在台灣

公開傳法予信眾了，就注重傳承上師的藏傳佛教而言是具殊勝意義的，因此，薩迦派在台灣

也由薩迦崔欽的蒞台傳法，而進入蓬勃發展階段。



研究區域則含括全台灣，本文以北部地區為主，是因為北部弘傳薩迦教法的中心，在保

存團體資料方面較為齊全，另以其他參與台灣薩迦派傳法活動，但尚有各自活動重心之佛教

團體為輔，全面予以觀察分析。

歷史的研究，除了敘述靜態的制度和史實活動外，解釋歷史的淵源與變遷，探求歷史轉

變的重要原因，將是較重要的工作。所以本篇論文採取「歷史研究法」，配合各種文獻記錄，

來分析薩迦派傳入台灣的原由、發展的狀況與產生的影響。

關於研究的角度，因為薩迦派在台灣發展是以藏籍上師為主，本文將援引「口述資料」

來回朔他們記憶中，對過去弘法行程的回憶、初到台灣傳法時對大環境的看法、對未來的期

望等。加上中心的歷史紀錄、所發行的刊物及相關佛教雜誌等，並延伸蒐集資料的觸角至坊

間非佛教刊物，以呈現更詳盡的發展面貌。另外，就各中心既有的活動紀錄，歸納出上師們

傳法特性及所重經論，呈現從藏區到印度再到台灣後，其信仰內涵在本地所形成的風格，而

就大多由信眾請求才會舉行的灌頂法會的紀錄中，可略探信眾學法、祈願的趨向。此外，在

西藏、印度等地寺院重建與擴充及僧侶教育等方面，中心大多給予相當的經濟支援，故以此

切入探討本地中心的財務與其經費使用的重心。

同時，嚴格區分「研究者」和「研究對象」兩者不同的角色，避免不自覺地將資訊的提

供與研究的詮釋相混淆。

研究薩迦派在台灣發展的史料可分為二類，一類是屬於薩迦派團體本身的記錄，例如各

薩迦團體發行的法訊、活動的書面記錄及出版品等，這類資料，優點是能確實記錄發展的狀

況，但會有記述者的主觀價值，及以護教精神為情緒，作為前提的記錄等缺點。第二種是薩

迦派團體以外的評論，它們所引用的記錄，對史料的解讀，並不一定採第一類資料的看法，

就此而言，可以作為考察相關史料的工具，這是其優點，但圈外人並不一定了解圈內人的實

際經驗，不同的研究方法，所可能產生的研究隔閡，是這類史料的缺點。



本篇論文共分為六個章節：緒論、薩迦派的歷史與教義、薩迦派在台灣的發展、薩迦派

在台灣的信仰內涵、薩迦派中心的存在基礎及結論。於薩迦派在台灣的發展章節中，就兩方

面來觀察探究：一是自國外受邀訪台具薩迦傳承的藏籍上師部分，他們的傳法行程、內容，

主導在台灣學習藏傳佛教信眾，影響他們對薩迦教法的熟悉度與學法方向；另一方面，是就

台灣本地信眾的角度而言，他們為了向這些來台傳法上師學習而聚集形成團體，這些從剛開

始的家庭式佛堂，到獲得內政部正式通過申請立案的宗教團體，其成立至今活動推展的紀錄，

呈現出薩迦派在台灣發展的軌跡。

上述兩部分交織出薩迦派在台灣發展的概況，因此，本章先以“年”來呈現整體發展的

脈絡，另就部分上師在台傳法的紀錄及佛學中心的活動情形，勾勒出薩迦派在台灣發展更清

晰的面貌。礙於時間久遠、各中心大多未逐次保存法訊之故，只能以中國藏密薩迦佛學研究

會、臺北縣薩迦喜金剛協會、及中華民國薩迦諾爾旺遍德林佛學會三團體為主，從歷年的活

動資料，呈現其旺盛的活動力及信眾求法的熱忱，也看到除了灌頂法會之外，堪布阿貝、堪

布貢噶旺秋及歷年來台的數位上師都認真的講授經論予學法者。

於薩迦派在台灣的信仰內涵一章，首先是就資料所及各中心所印行的法訊，來分析其中

有關傳法灌頂、法會等活動的特性，並由法訊所刊載對該項活動的介紹，探察學習薩迦教法

者對其基本認識何在，而不去討論未受灌頂者不可討論的修行方法及儀軌部分；活動是以中

國藏密薩迦佛學研究會、台北縣藏密薩迦喜金剛協會、中華民國薩迦諾爾旺遍德林佛學會及

藏密迦旺強巴彌勒佛學會．台中竹巴噶舉佛學中心等為研究主軸；後段是就講授經論此類與

傳法灌頂、法會互相輝印的活動，來呈現信仰內涵中的另一面。

自 1983 年至 2002 年 4月止，自上述信仰內涵概況中，可以觀察出灌頂、火供、薈供

及除障消災等法會，與講授經論的活動相比，兩者的比例是懸殊的，即使如此，有關薩迦派

教義及傳承的書籍，自該派上師在台首次公開傳法那一年，就有《大乘要道密集》一書出版，



陸續有《遠離四種執著修心法集解》、《薩迦道果新編》、《道果本頌金剛句偈註》等及薩

迦派相關譯著作在台發行，另外，仁波切的演講、經論介紹及梵唄等有聲出版品，也在信徒

及業者的努力下，替薩迦派教法的弘傳增添與大眾的接觸面，部分中心對法本的翻譯及印行，

也是不遺餘力的推動，在薩迦派上師及各中心的互相配合與努力下，兩類活動仍繼續為薩迦

派在台灣的發展扮演中堅的角色。

本文由薩迦派中心的存在基礎一章中，就佛學會所推動的中心理念，經費的籌措、運用

方式兩方面，略探其在佛教風氣鼎盛的臺灣如何生根、茁壯發展。要呼應佛學會所推動的中

心理念並予以施行，籌募足夠的經費是首要之務，其中包括固定、不固的收入。信徒捐錢造

三寶尊像，刊刻大乘經律，建立三寶寺院、施香燭燈油和飯僧等佈施，都是寺院不固定的經

濟來源，這個部分以堪布蔣揚西祿為西藏及印度塔蘭寺的勸募塑造佛像、建立寺院為例，來

略述經費的籌措、運用方式。不同於台灣本土寺院道場因數代相傳而有固定資產，薩迦派中

心在台灣固定收入的來源，除了舉辦法會、設置祿位及點燈之外，就是佛學會的會費收入。

台灣薩迦派的中心募集經費去支援國外的薩迦派團體，這是為眾人所知的現象，西藏上

師逃亡到印度或尼泊爾，因為當地物資非常缺乏，重建非常困難，工作機會也非常少，他們

要把法教重建起來，就只能仰賴國外的幫助。另一方面，就所蒐集的資料來看，當薩迦教上

師剛到台灣傳法時期，也有帶著其他地區信徒的資源，來此地建設道場的情況存在。各中心

在經費的籌措、運用過程，往往能凝聚信眾向心力，進而形成團體的中心理念，這互相依存

的狀況堅固了團體的存在基礎，各自獨立的佛學中心，就這樣在台灣蓬勃的學佛風氣中，為

薩迦教法的發展貢獻力量。

在附錄一的訪談記錄部分，共收錄薩迦崔欽、明珠仁波切、堪布蔣揚西錄、永貞本洛札

西仁波切、堪布貢噶旺秋、堪布仁謙、安江仁波切、明性法師、王智勇、林阿姨（林瓊娥）、

張惠娟、陳永權等人的訪談稿。除了呈顯仁波切、中心負責人、志工等個人對過去薩迦派在



台弘法所遇狀況的回憶、現況的分析、未來的計劃等，也包括筆者在寫作本論文時，有關薩

迦教法不明白處，各訪談對象不吝惜地給予簡略的解說，該項附錄資料可視為本文不可或缺

的一環。

而附錄二的法會、講課日程，是寫作整篇論文花費最多時間去蒐集、登錄的部分，由各

中心法訊，佛教雜誌如《菩提樹》、《慈雲》、《密藏院》、《法鼓》、《佛教新聞》、

《菩提季刊》、《經續》、《福報》、《文殊》，報紙等所匯集而成，這些資料除了形成第

三章的發展架構，由這些既存的道場紀錄，去還原我們沒有參與、卻想明瞭的過去。整合這

部分的資料，予以分析、歸納後所得，就是薩迦派在台灣的信仰內涵的主軸，藉由定期活動

的特性，歸納出上師們傳法系統及所重經論，另從所傳的灌頂，略探信眾學法、祈願大概的

內容。若忽略佛教傳入西藏地區，再從藏區到印度再到台灣，其信仰內涵在各地的差異性，

而此些學者批評最多的灌頂法會，其對不同層次信眾的意義也被否定。研究者忽略了信仰面

的不同需求，而將此種弘法方式予以負面評價，對其研究觀察到的現象，產生單方面的解讀。

本文將所蒐集到的薩迦派在台傳法相關出版品，包括以中國藏密薩迦佛學會為主的藏漢

對譯法本，仁波切、堪布演講授課及梵唄卡帶等，來佐證其在台弘傳教法的積極面。

綜合薩迦派在台的發展過程來看，是藏籍上師與本地信眾所共同努力的弘法史，即使國

籍不同、風俗文化有所差異，甚至本地較興盛的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在修學方式上的分岐，

這些都會在彼此尊重、精進修行的求法態度下排除障礙，如此，無論傳法上師是藏籍或台灣

國籍，藏傳佛教薩迦派必會紮實地在本地重建其教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