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 序 

1994 年，本校創辦人聖嚴法師（1930-2009）為提供中華佛學

研究所之各種研究成果以及各種獎助或補助的佛學相關著作，給

學術界與社會大眾參考使用，精選出版《中華佛學研究所論叢》

（Series of the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簡稱 SCIBS），

希望能達到出版優良學術作品之目的外，更能鼓勵佛教研究風

氣，希望由作者、讀者的互動中能培養更多有志於佛教學術研究

的人才。同時，也藉由國際各佛學研究機構的出版品相互交流，

進而提高國內佛教研究的國際學術地位。 

因此，2007 年，法鼓佛教學院延續中華佛學研究所 26 年辦學

經驗而成立之後，也延續創辦人聖嚴法師的願望，將各種佛學研

究與實踐修行成果、或研討會議論文集與研修論壇等，經過相關

審查程序，依照不同性質或版型，分為《法鼓佛教學院論叢》

（Dharma Drum Buddhist College Research Series，簡稱 DDBC-RS）、

《法鼓佛教學院譯叢》（Dharma Drum Buddhist College Translation 

Series，簡稱 DDBC-TS）、《法鼓佛教學院特叢》（Dharma Drum 

Buddhist College Special Series，簡稱 DDBC-SS）等類別。 

2013 年 7 月，原「財團法人法鼓人文社會學院」與「財團法

人法鼓佛教學院」合併存續更名為「法鼓學校財團法人」。2014 年

8 月，教育部通過兩校合併申請，校名為「法鼓文理學院」（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縮寫 DILA）。原來「法鼓佛教學院」

繼續以「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博士、碩士、學士班」的名義招

生。原來「法鼓人文社會學院」則以「法鼓文理學院人文社會學

群」的名義招生，將於 2015 年春季開始招收「生命教育」、「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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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再造」、「社會企業與創新」、「環境與發展」等四個碩士學位

學程學生。因此，原來的各類叢書，也更名為《法鼓文理學院論

叢》（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Research Series，簡稱

DILA-RS）、《法鼓文理學院譯叢》（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Translation Series，簡稱 DILA-TS）、《法鼓文理學院特叢》

（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Special Series ，簡稱

DILA-SS），可以更多元的發展學術出版成果。 

未來因應 Web 2.0 時代，如何繼續結合網際網路（Internet）與

資訊數位化出版趨勢，經由網誌（Blog）、分享書籤（Sharing 

Tagging）、維基（Wiki）、和社群網絡（Social Network）等新功能，

讓上述成果能更快分享（share）與互動（interactive），讓資訊內容

可因使用者的參與（participation）而隨時產生，發展為更具互動性

與分享性之開放性學術研究環境（或許可稱為 Science 2.0），進而

產生更豐富的數位人文資源，則是我們應該持續努力的目標。 

 

 

 

 

 

法鼓文理學院校長 

2014 年 8 月 15 日序於法鼓文理學院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8%86%E4%BA%AB%E6%9B%B8%E7%B1%A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6%AD%E5%9F%BA&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Wiki&variant=zh-tw


 

 

 「心靈環保講座」選輯（二）：共生智慧 

編輯序 

 
為落實法鼓文理學院設校宗旨「以心靈環保為核心價值，培

育兼具慈悲與智慧的領導者與卓越人才，服務社會、促進文化與

國家發展、探索與反思人類未來願景」，特成立「心靈環保講座」。

本講座設立目的有四：（一）促進學生學習佛學、人文社會科學中

與心靈環保相關的核心理念、研究方法與最佳實務。（二）提供佛

學、人文社會科學之跨領域交流學習平台。（三）協助新生規劃在

校期間與心靈環保有關的學習與研究計畫。（四）建構博學多聞（終

身學習）、雅健生活（身心健康）的校園文化。爰此，本講座規劃

為碩博班新生校必修，學士班新生屬通識必修之課程，於每學年

第一學期開設，由本校「心靈環保研究中心」主辦。 
聖嚴法師由《維摩詰經》指出，「只要人類的內心清淨，所見

的世界便是佛國，只要人類的內心平安，生活的環境也能平安」，

進而提出「心靈環保」之主張。相應於此，生態社區從人如何與

自己、社群與自然萬物和諧共存之提問出發，強調整合永續性的

生態、經濟、社會與文化等面向，實踐全面向永續生活平衡。換

言之，心靈環保與生態社區皆以如何善待自己、他人與環境為核

心關懷，同係「共生智慧」（symbiosophy）之展現。職是之故，105
學年心靈環保講座規劃有系列專題演講與分組討論課程，專題演

講由「心靈環保專論」與「生態社區」兩大主軸構成，並以生態

社區為分組實作主題，共計九次專題演講、三次綜合討論與期末



8	∙	 心靈環保講座選輯（二）：共生智慧  

 

呈現。 
心靈環保專論敬邀校長惠敏法師主講「佛教心識論與生命

觀」，佛教學系主任果暉法師闡釋「正信的佛教與心靈環保」，生

命教育學程辜琮瑜主任介紹「心靈環保心地圖」，由佛法的核心哲

理、心靈環保的思想脈絡，到法鼓山落實體現的弘法作為，引導

同學們深入了解心靈環保主軸思想。生態社區之主軸則廣邀校外

學者專家指導，包括中央研究院退休研究員劉小如主講「生物、

生態與永續」、臺灣大學名譽教授郭華仁主講「農業的典範轉移：

由慣行到有機」、清華大學倪進誠教授主講「生態社區與營造：艱

鉅緩慢的城鄉新風貌運動」、屏東科技大學陳美惠教授主講「找回

人與土地的連結：生態旅遊與環境教育共創社區根經濟」、新故鄉

文教基金會廖嘉展董事長暢談「從桃米生態村到埔里蝴蝶鎮的社

群經濟營造」，以上專題係從全球生態演變與環境變遷、當代農業

典範的轉移、生態社區營造的學理、發展策略、臺灣成功典範，

精彩演講內容匯集了多位大師的專業學術觀點與鮮活生動的實務

經驗智慧。 
本選輯雖有未能納入朱銘美術館吳順令館長所分享的「生命

美學」之憾，但另外收錄「心靈環保講座選輯（一）：明心淨境」

之遺珠：臺灣大學於幼華名譽教授主講之「環境與發展共生」，維

持全冊 9 篇之數不變。心靈環保研究中心悉心收錄這九篇演講文
稿，編輯成冊並上網流通，與君分享慈悲的智慧良言。 

 
心靈環保研究中心 
2017年 9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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