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緬懷師恩 紹繼絕學 
——君庇亟美喇嘛圓寂十五週年追思 

 

 
轉眼之間，一代藏學巨擘、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西

藏佛學組導師——君庇亟美喇嘛（歐陽無畏教授）圓寂

已經十五週年了，幾位當年絳帳門生提議在《法光》出

一期專輯用表追思，林崇安教授、陳又新教授、如石法

師三位寫的都是學術論文，本人筆拙，分配的任務是撰

此短文略述緣由，表達追思。 
回想十五年前的雙十國慶前後那幾天，筆者遭逢一

生中二件重大的不幸，一是惠我最多督我最嚴的恩師圓

寂，二是生我育我無微不至的慈母往生，兩位都是影響

我一生最深，仰賴最最多的長輩，於我恩重如山情深似

海，相繼頓失依祜，悲慟之情，至今猶難忘懷。 
歐陽老師原籍江西，在東北長大，早年畢業於馮庸

大學之後，赴青海師範任教，課餘參加藏文研究社，合

編藏漢辭典，旋隨青海省遊學團入藏學習佛法。選擇進

哲蚌寺果芒學院，出家學經，前後十餘年，精通五部大

論，多次代表學院立宗答辯，熟諳經論，博通義理，辯

才無礙，學冠群倫，榮獲學院堪布提名候補「拉然巴格

西」，成為該年度「全拉薩最有學問的僧人」之一（每年

最多十六個名額），因避赤禍，來不及參加次年大招寺的

排名競試就倉促離藏。 
歐陽格西回到台灣以後，應羅家倫館長之邀擔任國

史館纂修，並前後二次受聘於國立政治大學邊政學系及

邊政研究所為兼任教授，講授西藏語文、西藏歷史、西

藏文化、藏傳佛教專題等課程，培育藏學人才，除了正

式研究生之外，也吸引很多校內外人士慕名來旁聽。雖

然七十年初從國史館退休後，也同時辭退了政大的教

職，卻仍維持早先緣起於劉銳之上師敦請成立，每週六

上課一次的「藏傳佛學講座」，在南港、深坑二地寓所，

全年無休的持續開講，直到圓寂前的那個星期六為止，

長達二十餘年之久。這個班次從基礎藏語、藏文文法、

藏字梵文、印藏佛教史、宗義寶鬘、心類學、攝類學、

因類學、現觀莊嚴論金鬘疏、入中論善顯密意疏、到釋

量論解脫道明義疏，準備按照三大寺五部大論的學程，

將「般若」、「中觀」、「因明」、「俱舍」的代表性注疏為

教材，有系統的講述。可惜吾等福薄，因緣止於「因明」

的三分之二階段，「俱舍」還來不及開講，不勝悵然！ 
    幾十年來，台灣的藏學和藏傳佛學研究能夠不絕如

縷，主要歸功於歐陽喇嘛的絃歌不輟和有教無類，當代

重要學者，泰半出其門下。因此，民國七十八年成立的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分設印度佛學、中國佛學、西藏

佛學三組，也特別邀請他擔任西藏佛學組的導師，多所

指導。十多年來，法光佛研所持續紹承師志，逐年加強

西藏語文和藏傳佛學課程教學。以最近二年的「佛學成

人教育」來說，從「藏語入門」到「進階」、「語文法」

的紮根訓練。接著在訓練藏文閱讀能力方面，開設了「藏

漢經論研讀」、「藏文名著選讀」、「藏密佛法選讀」、「噶

舉派道歌選讀」、「現觀莊嚴論心要莊嚴疏」等課程。在

口語訓練方面，除了初級、中級「藏語會話」外，也將

成立「藏漢口譯班」。此外，為使學員對藏傳佛教更宏觀

的瞭解，開設了「印藏佛教宗義」、「印藏佛教文獻」、「藏

傳佛教史」、「藏傳佛教藝術」等課程。另一方面，為使

不諳藏文的民眾有學習藏傳佛法的機會，也邀請西藏格

西直接以中文教授「菩提道次第」、「入中論」、「入菩薩

行論」、「藏傳因明學」、「八事七十義」…等課程。這是

在緬懷師恩之際，所差堪告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