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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社會以前是神佛不分，加以戒嚴時期民間集會結社是統治階層的

大忌，佛學社團的成立自是困難重重；然而，臺灣大學晨曦學社卻突破當時

限制，帶動全臺知識青年成立佛學社團的熱潮。本文引用整理臺灣大學晨曦

學社創社成員暨首任社長─郭森滿發表之〈追憶五十年前創立臺大晨曦

學社之歷程〉一文，及邀請師範大學中道學社發起成員之一的簡茂發校長，

與我們分享當時創立社團的理念、過程與心路。

聽聞正法 默默許願

張澄基博士的一場佛學演講，成為影響郭森滿創立佛學社團的重要契

機。年少好奇的他聽講之後，激起身心靈的極大震撼，而默默地許下願望：

若能順利考上大學，定要創立佛學社團，將深奧佛法以淺顯易懂的現代語

言，介紹給大專青年學子，進而普被社會各階層，早日淨化人間世界。

臺大晨曦學社的創社過程

民國四十六年，郭森滿考進臺大法律系，並經常拜訪《慧炬雜誌》創辦

人周宣德老居士，探討佛法及人生道理。民國四十八年三月某日，郭森滿的創

社構想得到周老居士的肯定與鼓勵；隔日一早，他便迫不及待直奔訓導處課

外活動組，詢問組織社團的規章，與至交好友劉勝欽、張泰隆開始創社的籌

備，經過將近三個月的忙碌、日夜奔走，至同年五月底向校方正式提出申請。

經郭森滿主動且多次地拜訪校總區承辨人員，一波三折之後，終於得

晉見錢思亮校長。首次的拉鋸式對話中，郭森滿雖遭婉拒，但並未灰心。第

二次受校長約見時，錢校長尊重其創社的決定，但基於當時維持學校對宗

教的中立態度，與之「約法三章」：一、學社名稱不得具有濃厚宗教色彩；

二、出家人不可進入校園演講或參與活動；三、社團不可有宗教儀式或宗教

意味的活動。郭森滿回想，錢校長在關鍵時刻，展現了「維護校園自主、崇

尚學術自由」的氣魄，堅持自古以來讀書人「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風骨，使

晨曦學社順利誕生，讓臺大學生以及全國大專青年有機會共享法益，飲水思

源，錢思亮校長確是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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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宣德老居士捨身弘法的偉大精神感召力

校長准予成立社團當晚，郭、劉二人急著拜訪周老居士分享喜訊。在籌備創社

期間，周老居士積極協助，面授各種因應機宜，為這群年輕人打氣、鼓勵。每當看

到周老居士廢寢忘食、出錢出力，為大專青年審閱大量徵文至深夜……等捨身弘法

的情景，更讓郭森滿自覺責無旁貸，為創社奔波的汗水滋味也就覺得甘之若飴。

國內第一個佛學社團正式成立

民國四十九年三月中旬，郭森滿接獲學校

准予組織佛學社團之通知函後，選定四月八日佛

誕日為學社之成立日期，並於同年四月十九日舉

行晨曦學社成立大會，不多久即接到校方寄發的

「核准晨曦學社成立通知書」。臺大晨曦學社於

焉正式創立，積極展開各項社務活動。

師範大學中道學社繼起成立

繼晨曦學社創立之後，師範大學中道學社亦立即跟進，於民國四十九年六月

十三日正式成立。發起成員之一的簡茂發回憶，中道學社主要是由國文系黃淑灌等數

十位愛好佛學的同學所發起，在周宣德老居士輔導之下，共同努力獲得校方同意，順

利創社。在師大樂群堂的成立大會上，教育學院院長田培林受邀致詞、演講，周老居

士也對學社同學勉勵有加；學社並聘請田培林、巴壺天、謝冰瑩與周老居士等學者擔

任顧問。之後，透過慧炬機構作為各佛學社團的聯絡總部，中道學社與各學社合作接

引學佛青年，當時許多中道學社師生如王熙元、賴炎元、徐芹庭、黃永武、黃昆輝、黃

武鎮等人，後來皆為社會中堅、名學者，堅守校園正法，為社會培養許多重要人才。

「萬法因緣生」，回顧晨曦學社與中道學社的創立歷程，涵括了發起同學利益

大眾的深心，志同道合的友人砥礪合作，以及周宣德老居士全方位的支援激勵，加

以錢思亮校長勇於任事成全，諸般善因、善緣之具足，促成各校佛學社團能順利地

繼起成立，使全臺灣大專青年的學佛之路蓬勃展開。

周宣德老居士伉儷與臺大晨曦學社學員
於「淨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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