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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2002 年 6 月 26 日總統公布的《終

身學習法》，終身學習是指個人在生命全程

中所從事的各類學習活動。孔子說：「吾十

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

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

不踰矩。」是終身學習的好榜樣，值得大家

效法。 

從小學到大學的正規教育體制，是全職

學習的黃金時段，以十幾二十年的青春，辛

苦搏來的學習成就，固然是一生事業、志業

的主要依賴，但畢竟只是學術基礎與方法訓

練的紮根而已。即使練成了十八般武藝，獲

得了最高的博士學位，在順利進入職場或商

場工作時，面對激烈的競爭環境，才覺得「書

到用時方恨少」，想要出人頭地，還得隨時到

處切磋武功，繼續順應趨勢，開拓多元領域、

多元語文的學習，否則會跟不上時代，很快

就被淘汰。 

即使有些人畢業之後學非所用，或甚至

錯失了正規教育的某些環結，也不必灰心喪

志，有的是多元的終身學習管道，如果因應

得宜，就足以強化或彌補。像前不久來訪的

日本建築大師安藤忠雄，他雖然不是建築系

科班出身，卻能透過自修和遊學，從一名默

默無聞的拳擊手，搖身一變，在學歷掛帥的

日本建築界闖出一片天，就是很好的明證。 

現代的終身學習風潮，始於 1970 年聯合

國教科文等組織的提倡，1990 年代起，許多

國家紛紛響應，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成為

知識經濟時代的核心要素——「知識就是經

濟、學習就是財富」。終身學習的意義，在

於凸顯非正規教育和非正式學習的重要

性，強調不分年齡、性別、職業與地位，人

人享有的普遍學習機會。學習者可以突破傳

統學校教育與時空的侷限，由被動接受轉為

主動出發，不間斷的自我學習。透過個人的

尋求和外力的協助，利用不同的學習資源，

達成不同的學習目的。 

2003 年 11 月 14 日教育部公布「終身學

習法施行細則」後，各地社區大學紛紛成立，

各級政府開始建立各級各類回流教育制度，

研擬各類學習方案，並鼓勵所屬學校提供學

習機會，開辦各類推廣教育班次及在職專

班、在職班，招收在職人士重回學校學習。

學習網路體系的建構，和終身學習機構終身

學習資料庫的建置，並且相互連接，促進資

訊流通，帶動了全民終身學習的熱潮。 

擅用時間，才是學習的關鍵，減少過度

的應酬、消遣和娛樂，培養終身學習的習慣，

可以節省金錢，提振心靈，造就人格，成就

事業，甚至儲積功德，是真正享受人生、昇

華人生的妙方，是預防老人癡呆的仙丹，也

是追求終極目標、出凡入聖的不二法門。總

之，終身學習的世間、出世間利益難以細數。

人生雖然短暫如朝露，生命流續卻是無限的

展延，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循環之中有大

妙用，世間的不完美，就是希求解脫的最大

動力。 

隨著佛教研修學院的納入正規教育體

系，為佛教教育樹立了新的里程碑，包括法

光佛學成人教育在內的終身學佛機制的啟

動，也提供了學佛人士更多的進修機會，這

裏沒有必修課程的壓力，不受學習年限的限

制，可以引發你的興趣，因應你的程度，學

習梵、巴、藏、漢、英、日等佛學語言，研

究漢傳、藏傳、南傳佛教經論義理，了解佛

教的歷史、文學、藝術，以及相關的佛法應

用，每年持續選課的學員，已經增加到二百

多位。這期《法光》雜誌特別推出「學習心

得專輯」，請大家一起分享他們學佛的喜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