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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聖嚴法師簡歷及其著作年表 
 

釋果徹‧釋果惟 

 

 

 
p. 539 ↴ 

(一)出生： 

1930 年 12 月 4 日，生於江蘇省南通（狼山前小娘港） 

(二)現職： 

1.法鼓山文教及禪修體系創辦人 
2.農禪寺住持 
3.齋明寺住持 
4.財團法人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董事長 
5.財團法人法鼓山中華佛教文化館董事長 
6.財團法人法鼓山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兼執行長

7.財團法人法鼓山佛教基金會董事長兼執行長

8.法鼓人文社會學院創辦人兼董事長 
9.法鼓山美國分會董事長 

一、學歷 

(一)佛學 



1943 年秋 出家於江蘇省狼山廣教寺 

1947 年夏 靜安寺佛學院入學 

1948 年 7 月 靜安寺佛學院畢業 

1960 年 二度被剃 

1961～1966 年 年至美濃朝元寺閉關閱藏 

1976 年 承東初老人曹洞宗焦山法脈 

1978 年 承靈源長老臨濟宗法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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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學 

1954 年 6 月 陸軍通信兵學校畢業 

1969 年 4 月 日本立正大學研究所入學 

1971 年初 獲日本立正大學碩士學位 

1971 年 4 月 日本立正大學博士班入學 

1975 年 3 月 獲日本立正大學文學博士學位 

二、經歷 

(一)創業 

1977 年 發行英文《禪雜誌》 

1979 年 發行英文《禪通訊》 

1979 年 於紐約成立「禪中心」 

1980～1996 年 年成立東初出版社 

1981 年 於紐約創建東初禪寺 

1982 年 《人生雜誌》復刊 

1982 年 於紐約成立法鼓出版社 



1985 年 創辦中華佛學研究所 

1986 年 中華佛教文化館重建落成 

1987 年 創刊《中華佛學學報》 

1989 年 創建法鼓山文化教育禪修體系 

1990 年 創刊《法鼓雜誌》 

1992 年 成立法鼓山文教基金會 

1993 年 成立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籌備處 

1994 年 成立法鼓山美國分會 

1996 年 成立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7 年 成立法鼓山佛教基金會 

1997 年 創刊《中華佛學研究》 

1997 年 於紐約開創象岡道場 

1998 年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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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弘化 

1.國內 

1978 年 於臺灣首度舉辦禪七 

1993～1994 年 推動「自然環保」、「生活環保」 

1993 年 推動「心靈環保」 

1993 年 臺灣初傳菩薩戒 

1994 年 推動「禮儀環保」——提倡佛化聯合奠祭、佛化聯合祝壽、佛化聯合婚

禮等 

1995 年 推動「人品提昇年」——「安心、安身、安家、安業」的全民「四安運

動」 



1996 年 推動「菩薩成長年」 

1997 年 推動「人間淨土年」 

1998 年 推動「人間淨土」，並推出「新世紀全民運動」 

1988～1998 年 共五度訪問中國大陸 

1999 年 推動「祝福平安年」頒贈十大傑出平安貢獻獎 

2000 年 推動「平安推廣年」，推出四安、四它、四要、四感、四福之「心五四

運動」 

2.國外 

1977～1998 年應邀於亞、歐、美三大洲，計 80 多所大專院校演講 150 多場，

主持禪修指導近 200 期。曾到香港、新加坡、菲律賓、日本、印度、北美、中

南美諸國，如美 國、加拿大、哥斯大黎加、巴西、烏拉圭、阿根廷、英國、德

國、義大利、波蘭、捷克、克魯埃西亞、俄羅斯等國家地區。並於歐美各地佛

教寺院及社團演講佛法、 指導禪修、傳菩薩戒等。 

1977 年 於紐約菩提精舍舉行首度禪七 

1991 年 於紐約東初禪寺首傳在家菩薩戒 

1997 年 到羅馬會見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1998 年 在紐約與達賴喇嘛舉行漢藏佛學之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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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 

1966 年 於壽山佛學院講「比較宗教學」及「印度佛教史」（首度佛法教學） 

1968 年 2 月 善導寺佛學文化講座主講 

1978～1987 年 中國文化大學華岡佛學研究所所長 

1981 年 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 

1981 年 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及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論文指導教授 

1981 年 政大中文研究所論文指導教授 



1985～1991 年 中華佛學研究所所長 

1985 年～現在 中華佛學研究所研究員 

1986～1988 年 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 

1989 年 輔仁大學神學院教授 

(四)榮譽 

1990 年 中華民國好人好事代表八德獎 

1992 年 臺北市榮譽市民獎 

1993 年 吳尊賢公益基金會全國愛心獎 

1993 年 中華民國行政院社會運動和風獎——傑出社會運動領袖獎 

1993 年 所著《聖嚴法師學思歷程》榮獲中山文藝創作獎——傳記文學 

1994 年 所著《聖嚴法師學思歷程》榮獲行政院出版物金鼎獎 

1995 年 大法鼓電視弘法節目榮獲行政院新聞局社會建設獎 

1995 年 榮獲臺北市教育局推動社會教育有功個人獎 

1996 年 國際傑人會中華民國總會第一屆國際傑人獎 

1999 年 第一屆國家公益獎 

(五)其他 

1969～1975 年 日本印度學佛教學會會員 

1971 年～現在 日本道教學會會員 

1976 年 美國佛教會副會長及董事 

1977 年 美國佛教會大覺寺住持 

1978 年 美國佛教院駐臺譯經院院長 

1978～1986 年 中華佛教文化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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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 第一屆中華佛學會議召集人兼主持人 

1992 年 第二屆中華佛學會議召集人兼主持人 

1994 年 佛教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會議主持人 

1997 年 第三屆中華佛學會議召集人兼主持人 

三、著作論文目錄 

(一)著書 

◎中文 

1.評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 慶芳書局 1956 年 
2.佛教人生與宗教 佛教文化服務處 1963 年 
3.佛教文化與文學 佛教文化服務處 1963 年 
4.佛教制度與生活 佛教文化服務處 1963 年 
5.什麼是佛教 佛教文化服務處 1964 年 
6.佛教實用法 佛教文化服務處 1964 年 
7.戒律學綱要 佛教文化服務處 1965 年 
8. 正 信 的 佛 教  佛 教 文 化 服 務 處  1965 年

（越南文版） 越南佛教會 （1991 年） 
9.基督教之研究 佛教文化服務處 1967 年 
10.聖者的故事 臺南開元佛經流通處 1967 年 
11.瓔珞 臺南開元佛經流通處 1968 年 
12.歸程 臺南開元佛經流通處 1968 年 
13.比較宗教學 臺灣中華書局 1968 年 
14.世界佛教通史（上冊） 臺灣中華書局 1969 年 
15.中國佛教史概說（譯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2 年 
16.從東洋到西洋 中華佛教文化館 1979 年 
17.大乘止觀法門之研究  中華佛教文化館  1979 年

（碩士論文中譯本） 
18.佛教與佛學 中華佛教文化館 1979 年 
19.佛教入門 中華佛教文化館 1979 年 
20.禪與科學 中華佛教文化館 1979 年 
21.禪 中華佛教文化館 1979 年 
22.禪的體驗 中華佛教文化館 1980 年 
23.禪門修證指要 中華佛教文化館 1980 年 
24.禪門驪珠集 東初出版社 1983 年 



25.佛心眾生心 東初出版社 1984 年 
26.佛心 東初出版社 1984 年 
27.禪的生活 東初出版社 1984 年 
28.拈花微笑 東初出版社 1986 年 
29.明末佛教研究 東初出版社 1987 年 
30. 明末中國佛教的研究  臺灣學生書局  1988 年

（博士論文中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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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世謙譯） 
31. 明 日 的 佛 教  東 初 出 版 社  1988 年

（越南文版） 越南佛教會 （1993 年） 
32.牧牛與尋劍 東初出版社 1988 年 
33.法源血源 東初出版社 1988 年 
34.學佛群疑 東初出版社 1988 年 
35.佛國之旅 東初出版社 1990 年 
36.禪與悟 東初出版社 1991 年 
37.金山有礦 東初出版社 1991 年 
38.聖嚴法師法鼓集 九歌出版社 1991 年 
39.漢藏佛學同異答問 東初出版社 1992 年 
40.密教史（譯著） 東初出版社 1992 年 
41.火宅清涼 東初出版社 1992 年 
42.東西南北 東初出版社 1992 年 
43.聖嚴法師學思歷程 正中書局 1993 年 
44.春夏秋冬 東初出版社 1993 年 
45.行雲流水 東初出版社 1993 年 
46.法鼓全集（四十一冊） 東初出版社 1993 年 
47.禪的世界 東初出版社 1994 年 
48.禪的體驗.禪的開示 東初出版社 1994 年 
49.心靈環保 正中書局 1994 年 
50.福慧自在 皇冠出版社 1994 年 
51.神通與人通 東初出版社 1995 年 
52.唸佛生淨土 東初出版社 1995 年 
53.律制生活（修訂版） 東初出版社 1995 年 
54.佛教入門（增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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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初出版社 1995 年 
55.叮嚀 皇冠出版社 1995 年 
56.法鼓鍾聲 皇冠出版社 1995 年 
57.智慧的花串 漢光出版公司 1995 年 
58.聖嚴法師教禪坐 東初出版社 1996 年 
59.菩薩戒指要 東初出版社 1996 年 
60. 禪 鑰  法 鼓 文 化 事 業 （ 股 ） 公 司  1996 年

（以下簡稱法鼓文化） 
61.禪門 法鼓文化 1996 年 
62.聖嚴說禪 法鼓文化及遠流出版社 1996 年 
63.修行在紅塵——維摩經六講 法鼓文化 1997 年 
64. 心的詩偈 —— 信心銘講錄  法鼓文化  1997 年

（義大利文版）  Ubaldini Editore Roma （1991 年）

（ 法 文 版 ）  Editions Dharma （ 1997 年 ）

（德文版） Germany （2000 年） 
65.心的經典——心經新釋 法鼓文化 1997 年 
66.步步蓮華 法鼓文化 1998 年 
67.智慧一ＯＯ 法鼓文化及聯經出版社 1998 年 
68.是非要溫柔 天下雜誌 1998 年 
69.隨身經典——四弘誓願講錄 法鼓文化 1999 年 
70.隨身經典——慈雲懺主淨土文講錄 法鼓文化 1999 年 
71.隨身經典——四十二章經講錄 法鼓文化 1999 年 
72.隨身經典——普賢菩薩行願讚講錄 法鼓文化 1999 年 
73.隨身經典——金剛經講錄 法鼓文化 1999 年 
74.隨身經典——觀世音菩薩普門晶講錄 法鼓文化 1999 年

75.隨身經典——八大人覺經講記 法鼓文化 1999 年 
76.隨身經典——佛遺教經講記 法鼓文化 1999 年 
77.人行道 法鼓文化 1999 年 
78.平安的人間 法鼓文化 1999 年 
79.空花水月 法鼓文化 1999 年 
80.動靜皆自在 法鼓文化 1999 年 
81.48 個願望 法鼓文化 1999 年 
82.法鼓全集（七十冊） 法鼓文化 1999 年 
83.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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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訪談記錄） 法鼓文化 1999 年 
 



84.兩千年行腳 法鼓文化 2000 年 
85.公案一ＯＯ 法鼓文化 2000 年 

◎日文 

1.大乘止觀法門の研究（碩士論文） 立正大學 1971 年 
2.明末中國佛教の研究（博士論文） 山喜房佛書林 1975 年

3.寶鏡無境 禪學社 1992 年 

◎英文 

1. Getting the Buddha Mind, Dharma Drum publications, New York. 1982 
（Polish version）Domy Polskie, Warsaw. （1998） 
2. The Advantages One May Derive from Zen Meditation, Dharma Drum 
Publications, New York. 1987 
（Spanish version）Empresa Grafica, Argentina. （1995） 
（Portuguese version） 
（Czech version） 
3. The Poetry of Enlightenment, Dharma Drum Publications, New York. 1987 
（Finnish version）Basam Book, Helsinki. （1998） 
4. Faith in Mind, Dharma Drum Publications, New York. 1987 
（Italian version）Ubaldini Editore, Roma. （1991） 
（French version）Editions Dharma. （1997） 
（German version） （2000） 
5. Ox Herding at Morgan Bay, Dharma Drum Publications, New York. 1998 
6. The Infinite Mirror, Dharma Drum Publications, New York. 1990 
7. The Sword of Wisdom, Dharma Drum Publications, New York. 1990 
（Polish version） 
8. Catching a Feather on a Fan, Element Books, U.K. 1991 
9. Zen Wisdom: Knowing and Doing, Dharma Drum Publications, New York. 1993 
（Spanish version）Empresa Grafica, Argentina. （1995） 
10. Dharma Drum: The Life and Heart of Chan Practice, Dharma Drum Publications, 
New York. 1996 
（Polish version）Domy Polskie, Warsaw.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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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atian version）Croatian （1998） 
（Russian version）Russian Buddhist Center, Russia. （2000） 
11. Complete Enlightenment, Dharma Drum Publications, New York. 1997
（Dutch version）Asoka Nieuwerkerk, Holland. （1999） 
12. In the Spirit of Ch'an, Dharma Drum Publications, New York. 1998 



13. Meeting of Mind: A Dialogue on Tibetan and Chinese Buddhism, Dharma Drum
Publications, New York. 1999 
14. Subtle Wisdom, Doubleday Publications, New York. 1999 
15. Hoofprint of the O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00 

(二)論文 

◎中文 

1.中國佛教的特色——禪與禪宗� 華岡佛學學報 1980 年 
2.明末的居士佛教� 華岡佛學學報 1981 年 
3.密教之考察� 普門雜誌 1982 年 
4.淨土思想之考察� 華岡佛學學報 1983 年 
5.明末中國的禪宗人物及其思想� 華岡佛學學報 1984 年 
6.明末中國淨土宗人物及其思想� 華岡佛學學報 1985 年 
7.明末的唯識學者及其思想� 中華佛學學報 1987 年 
8.六祖壇經的思想� 中華佛學學報 1990 年 
9.印順長老的護教思想與現代社會� 中華佛學學報 1991 年 
10.現代臺灣佛教的學術研究� 中華佛學學報 1992 年 
11.從三聚淨戒論菩薩戒的時代適應� 中華佛學學報 1993 年 
12.中國佛教以《法華經》為基礎的修行方法� 中華佛學學報 1994 年 
13.十善業道是菩薩戒的共軌論� 中華佛學學報 1995 年 
14.戒律與人間淨土的建立� 中華佛學學報 1996 年 
15.中國佛教建築� 中華佛學學報 1999 年 
16.人間佛教的人間淨土� 中華佛學研究 1999 年 

（備註：標記 �，已收於『法鼓全集』之《明末佛教研究》; 

�，收於『法鼓全集』之《禪與悟》; 

�，收於『法鼓全集』之《菩薩戒指要》; 

�，收於『法鼓全集』之《學術論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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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 

1.智旭の著作にあらわれた人びとの系譜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 43 號 1973 年 
2.智旭の思想と天台學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 45 號 1974 年 



◎英文 

1. "Four Great Thinkers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Buddhism." Narain
(edito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Wis., USA, August
19~21). pp. 283~294, B.R.Publishing Corporation, Delhi, 1980, and Buddhist Ethics
and Modern Society, Greenwood Press, pp. 55~68, 1991. 1976 
2. "Tso-Chan (Zazen)." Chung-Hwa Buddhist Journal No.2, pp. 361~390. Also
published in Zen Tradition and Transition — A Sourcebook by Contemporary Zen
Masters and Scholars as "Zen Meditation", pp. 30~44. 1988 
3. "Vinaya Thought during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Early Ching Dynasty." This
paper was presented at the Ni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ist Studies in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July 26~28. 1991 
4. "A Study on the Thoughts of the Bodhisattva Precept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明末的菩薩戒思想 )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Buddhist Conference （中華國際佛

學會議 ) 1990 
5. "The Renaissance of Vinaya Thought during the Late Ming Dynasty of China." 
Buddhist Ethics and Modern Society, Greenwood Press, pp. 41~54. 1991 
6. "Buddhist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Buddhist Ethics and Modern Society, 
Greenwood Press, pp.3~4. 1991 
7. "The Thought of the Platform Sutra." translation by Dr. Chun-fang Yu. Chung-Hwa
Buddhist Journal No.5, pp. 319~340. 1992 
8. "On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Adaptability of the Bodhisattva Precepts, with
Reference to the Three Cumulative Pure Precepts." Buddhist Behavioral Codes and
the Modern World, Greenwood Press, pp. 3~50. 1994 
9. "Pure Lnd in the Human Realm." Buddhist Peace Work: Creating a Culture of
Peace, Boston Research Center (BRC). 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