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香光尼僧團的發祥地是香光寺。雖然日後隨著僧團的

發展，在台灣南北各地又建立了六個分院，僧團的本山

仍然是香光寺，這是僧團的老家及根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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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亮香光



香光寺位於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離嘉義市不遠，

開車不到半小時，它是百年以上的歷史古剎。

早在清朝末年，一位住在白杞村的林姓村民，家中

供奉一尊從大陸來台的觀音菩薩，有求必應，非常靈

驗。同村的人們請求林家讓大家共同禮拜觀音，保佑地

方安寧，白杞村的村民因而安居樂業，生活日漸富裕，

於是決定建廟。光緒元年（1875）經觀音佛祖親自擇地，

於現址動土興工，次年完工，廟名「玉山岩」。

為什麼玉山岩的廟址在這個地點呢？這與此地的風

水有關，當地人把廟址所在稱為「密婆穴」（蝙蝠穴），又

稱為「金交椅」，有如下的一段掌故：

據說當年嘉慶君遊台灣行經嘉義時，發現縣城東方

有一地金光漫天、靈光四溢，請教地理師其緣由。地理

師說此地為百年難覓的吉穴，「地理」極佳，得此「地

理」者必有天子命、君王相。嘉慶君聽完後心裡想：若

由百姓得到的話，則大清王朝將易主，須將此「地理」

點破。嘉慶君原先想用其御筆點破該地「地理」，要下筆

時，佛祖突然現身，告訴眾人說此地已為佛祖所得，將

來要建廟安其金身，請勿破之。嘉慶君心想，此好「地

理」既已為佛祖所得，百姓也就得不到，因此不必加以

點破。後來，該地地名就稱之為「金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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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圖：今玉山岩香光寺的觀音殿。

右上圖：觀音殿中觀音菩薩聖像。

左下圖：香光寺三尊觀音佛祖，由右至左分別為二媽、大媽、三媽。

右下圖：農曆正月，香光寺繞境平安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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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宇建成後，觀音佛祖的金身就從林家接來，安放

在廟內。庄民31人並合力捐出田園二甲，登記地主「觀

音佛祖」，後為耕者有其田的保留地，所收佃農的地租，

供玉山岩香油及開銷迄今。光緒三十二年（1906）嘉義發

生大地震，木造的佛殿倒塌，居民在同處用石重建，名

曰「金蘭寺」，從此成為五村十三庄的信仰中心。每年農

曆正月十六、十七兩天用神轎抬觀音佛祖遶境，祈求平

安。民國三十二年（1943）嘉義再遭地震，大殿倒塌，寺

地也無存，觀音佛祖像由村民請回家，輪流供奉。

民國五十八年（1969），一些地方人士發心成立重建

委員會，決定用鋼筋水泥再一次重建。經過三年才完成

現在的殿宇，1973年向政府正式登記，共議禮請出家法

師擔任住持。

1973年，玉山岩金蘭寺正式納入寺廟登記，村民的

法定信徒代表就到高雄禮請心志擔任住持。那時心志已

離開了興隆寺，在高雄市內的一處佛堂自修，高雄師院

大慧佛學社的一些同學也時常來請益。

剛開始，心志不想接受村民們的邀請，去嘉義的山

區過相當艱辛的生活，更何況當時的金蘭寺並無任何寺

有土地。但是，由於他們的堅請，她終於在1974年正式

晉山，次年經信徒大會同意，把「金蘭寺」改名為「香

光寺」。這是取自《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的

「香光莊嚴」，經曰：「若眾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

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如染

香人，身有香氣，此則名曰：香光莊嚴。」當時，她是

因為金蘭寺聽起來太像民間廟宇，而接受覺生法師的建

議變更。

有人對心志說：「香的光太小了！」她總是回答：

「只要有香就有光，雖然香的光只有一丁點兒，但是很多

小香的光也會聚成大的光啊！」

香光莊嚴【第九十九期】民國九十八年九月48



香光莊嚴【第九十九期】民國九十八年九月 49

1982年，悟因（前排左一）、心志（前排右

一）、與周居士全家合影於香光寺觀音殿前。



心志肯來山區，接下管理香光寺的責任，其實是受

天乙所謂「新寺不設，舊寺不滅」的啟示。剛來時，香

光寺只有大殿和茅蓬一間，心志四處募緣，把登記在村

民名下的土地，一寸寸買下來，登記為香光寺所有。

1978年四月，心志請從夏威夷回國的悟因法師常住香光

寺。1980年元月，悟因晉山為香光寺的第二任住持，同

時創辦香光尼眾佛學院。從此之後，來寺出家的人逐漸

增加，她們多半是大專畢業的女學生。

心志和悟因兩人早年在三藏佛學院是同學，後來又

在興隆寺共事，可以說是多年的道友。心志早就有心使

香光寺成為現代修學的道場，不做經懺，不起納骨塔。

現在既然有年輕的大專女生來寺出家，她不像悟因，不

但大學畢業，還到夏威夷留過學，因此覺得悟因更能擔

任指導她們的任務。所以，很自然地，就決定請悟因擔

任住持，她則擔任香光寺管理人，一起發展香光寺的未

來。早期發展香光寺成為佛教道場的，除了悟因及心

志，還有明迦（1951~）。明迦是高雄市人，高中時代就已

經信佛，跟心志和悟因在興隆寺認識的，從那以後，她

時常去找她們。前面提到悟因考大學之事，當時陪考者

即是明迦，二人相識因緣，即由此而起。

明迦在1969年考上高雄師範學院，當時各大專院校

都有成立佛學社，高師院也不例外。明迦擔任大慧學社

的第三屆社長，她帶同學參訪佛教道場，親近佛教界大

德。明迦出家的意願，就是在1969年，她第一次參加懺

雲為大專女學生辦的暑期齋戒學會後產生的。以後她每

一放假就去參加，漸漸而決定出家。可是懺雲不剃度女

弟子，明迦在跟悟因和心志商量以後，就在十普寺由白

聖剃度，那時是1977年的正月。明迦在圓通學苑住了半

個月不到，就到香光寺。這以後，除了在美國留學的那

四年（1987~1991），她一直在悟因的身邊，協助香光寺及

香光尼僧團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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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因與香光寺前後任住持合影於高雄紫竹林精

舍。右起為心志、悟因、明迦。



香光尼僧團的崛起

香光尼僧團的崛起，是在1980年代悟因晉山以後。

在這十年以內，有六十多位大專女青年加入僧團。這個

現象並不限於香光寺，比如佛光山也是這樣，其中的原

因，是很值得研究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應該是教育的

普及，帶給婦女更多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她們因而從事

專業工作。職業婦女晚婚或不婚的現象逐漸被社會接

受，出家也變成是一種專業的選擇。

政府在1968年施行九年的義務國民教育，在1970

年末及1980年中，台灣大量大專畢業的女青年出家，她

們出生在1956到1961年之間，正好成長於政府的新教

育政策施行之後的數年。而在1980年以後，台灣的大專

學校也快速增多，這反映經濟的繁榮，升大學的機會多

了，畢業後婦女追求自己的志趣和理想，不再視結婚為

唯一的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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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悟因晉山香光

寺前，高雄已有接引年

輕學子學佛中心，即日

後高雄分院紫竹林精舍

的前身。

圖為 1978年，悟因與心

志合影於高雄舊精舍。

1983年，香光三十餘位

法師同上臨濟寺求受大

戒，一時傳為美談。比

丘尼學戒受戒持戒，受

過高等教育，對於人生

懷有理想。出家不再是

逃避或養老的決定。

圖為1987年，香光寺舉

辦傳授在家五戒菩薩戒

活動，戒壇引禮法師們

合影於香光寺。

悲願、力行、和合，是

香光尼僧團僧眾內修外

弘的精神指標。



因為有願

的確，來香光寺出家的女青年，有些是一畢業就出

家的，但也有不少是工作了好幾年後才出家的。在出家

以前，她們有的教書；有的在公司任職；有的擔任其他

不同的工作。這些職業婦女為什麼會選擇出家呢？她們

主要是希望對社會有貢獻。悟因這麼說：

凡是到香光寺請求出家的人，我都會問她：「一般

大學畢業能找到一份教書的工作，已經很不錯了，你為

什麼一定要放棄而出家呢？」她們都說因為覺得自己很

不足，想修道驗證真理，所以需要再進修。

我就問：「既然是要進修，為什麼不去考研究所，

而跑來出家做比丘尼呢？」她們的答覆是—只是為了

一個想再為更多人奉獻的心願。僧團也有幾位法師是自

教育界退下來的，這「退下來」，不是65歲的退休，而是

畢業教了幾年書後出家的，但她們並沒有放棄教育的理

想，對教育工作仍無時或已地奉獻著，這就是願。

以香光寺為例的廿世紀的比丘尼，展現出一個前所

未見的新形象，她們不但跟過去台灣的「齋姑」不同，

也跟傳統歷史上的「尼姑」迥異。最大的不同自然是她

們在出家前受過高等教育，而且對佛學已有相當程度的

造詣。她們是嚮往修道的生活，抱著弘法的志願而做了

獻身佛教的決定。

在這個人生歷程中，她們加入大專的佛學社，參加

齋戒學會，有機會過七天或十四天近乎出家的生活。此

時，認識了來授課的悟因、明迦或其他年資較高的學

長，往往齋戒學會結束後，她們會到就近的香光寺參

訪。因此，她們在出家時選擇香光寺，就是非常自然的

一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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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因雖然不以女性主義者自居，但是，她堅信比丘

尼有做宗教師的能力及責任。她提出了辦學的教育理

念，在1980年僧團成立時，即有很多大專女青年因此前

來出家隨學。她曾回憶當年的情況：

香光尼僧團接引女眾出家，其面臨的時代已迥異於

本人過去的成長背景，社會的教育水平提升，女性出家

的原因不再是婚姻或命途不順，或從小抱養而出家。但

在當時的佛教界，出家眾的教育程度普遍還在國中以

下。悟因以辦學的「教育」理念號召，吸引大專女青年

絡繹來集。依止披剃的出家尼眾，學歷基本是高中，百

分之八十以上是大專畢業，有的已經是在教育界服務。

他們在大專時代多已接觸佛法，由好樂佛法而來出

家。基於對知識青年出家的責任感，加上僧眾年輕活潑

的生命展現，悟因常思考的一個課題是「知識青年進到

佛門可以為佛教做什麼？」

於是1985年九月，在香光寺召開「僧眾大會」，會議

主題「香光尼僧團的存在意義何在？」討論六個子題，

包括「香光尼僧團」存在的使命、住世的任務、志業發

展方向等，有關僧團修學，也別立一個子題「比丘尼的

修學次第」。由會議主題的規劃可以看出，香光尼僧團的

教育發展策略，已兼顧「內修」與「外弘」二個主軸。

該次僧眾大會共有47人參加，會期長達兩週（9月15日至9

月27日），其會議主題即是「香光尼僧團」名義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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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悟因來到嘉義香光寺，自此，建立

比丘尼僧團、辦佛學院、佛學研讀班、辦兒

童營、婦女營、雜誌出版⋯⋯。

多年前，文藻語專旁田中揮汗墾地的畫面，

已不再；而是比丘尼也能以宗教師的角色參

與社會，奉獻人間。

度眾、領眾，讓佛法傳續不斷。

左上圖為1989年，悟因在香光寺，為新剃度

者授沙彌尼戒。

1982年，香光寺舉辦第一期兒童冬令營，計

有54名小朋友參加。服務員由香光寺的尼僧

們擔任。

右下圖為結營時學員與法師們合照。

悟因自1963年任臨濟寺戒壇引贊師開始，便

常參與佛教界傳戒活動；並因對比丘尼戒的

注重與研究，1993年起，常受邀至戒壇擔任

講戒阿闍黎。

右上圖為1983年，臨濟寺傳授三壇大戒，悟

因任引贊師。

1978年，高雄師院大慧社假香光寺舉辦幹訓

營，悟因授課講「八識規矩頌」。

左下圖為結營時全體合影於香光寺觀音殿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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