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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佛教學院選送學生赴國外研修 

 

短期修讀學分 

短期學習專業佛典語言 

其他            

 

成果報告書 
 
 
 
 
 

（南印度藏文學習） 

 
 

 

 

學生姓名：劉育靜 

班別年級：佛教學系一年級 

出國地點：印度 

研修機構：雪域五明佛學院 

出國期間：   2016  年   6  月  29   日至  2016  年   7  月  30   日 

報告日期：2016/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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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因為法鼓文理學院有選送學生赴國外研修的計畫，所

以對於學習藏文有興趣的我們，才有機會到印度短期學習

專業佛典語言，此行是到「印度下密院雪域五明佛學院」

進行為期一個月的藏文學習。學習課程包括有佛法課與藏

文生活會話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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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剛學佛時，親近的道場「生命電視台」即是兼具漢、

藏傳佛教（顯密雙修），所以不定期會有國外的藏傳法師

來台灣弘法，舉辦法會或是結緣的灌頂活動，一開始會覺

得語言不同，要透過翻譯才能了解法師在講甚麼，一來一

往很花時間，有時沒有翻譯或法本，就不知道法會進行的

內容，在現場就不知道接下來要做甚麼，儘管如此對於藏

傳佛教就不感到陌生，因為參加過數次，大概知道法會的

流程！去年進入文理學院就讀，剛好學士班四年級有開藏

文課，時間剛好，我可以選修，所以就想說去聽看看，便

開始我的藏文初學習…。一開始並沒有出國學習藏文的計

畫，然而有幸一月份在印度參加了噶舉派的祈願法會，法

會有法本，因為那時已經學了一學期，雖然不知道字的意

義，速度太快的話也跟不上，但是會讀法本中某些的藏文

字的讀音，還是讓我覺得很法喜，後來對於出國學習藏文

感到很有興趣！ 

 

二、研修機構(或活動)簡介 
 

    此次的研修機構是位於南印度的雪域五明佛學院，是

附屬於下密院，全名稱為「印度下密院雪域五明佛學

院」！ 

 

（一）歷史背景 

    「印度下密院雪域五明佛學院」是在 尊貴的法王—第

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建議下，所成立的一所以在家居士為主

的國際佛學院校，並於 2011年 12月 7日 法王蒞臨開光大

典，目前有許多來自歐美、俄羅斯與亞洲等地的學生於此

學習佛法與藏文。 

下密院自古即以修習《密集金剛》密法著稱，僧人以清修

刻苦聞名，環境清幽，是格魯派閉關聖地，數百年來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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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古樸之風，並蒙尊貴的法王多次讚揚，因此也培育了許

多精通顯密經論的法師。 

 

（二）學院簡介 

    西元 2007年 1月 8日， 尊貴的法王—第十四世達賴

喇嘛親自蒞臨下密院為新校舍主持開光大典。 法王首先

向僧眾開示新校舍——「顯密講修佛學院」 的建立很圓

滿，並「感謝大家的辛勞」。同時也另外諭示:「目前顯密

講修佛學院主要是提供出家僧眾學習，而當前三大寺並沒

有以在家居士為主的學校，所以建議下密院再興建一個以

在家居士研修佛法為主的國際性學校，這樣更能讓西藏這

個完整來自古印度那爛陀寺的佛法傳承，有機會傳布到世

界各地，不分國籍與人種，凡是有心於佛法者都有機會學

習，這將帶給世間很廣大的利益與幫助。」當天開光大典

圓滿完畢後，在場的寺院住持、副住持與學校校長，還有

下密院僧眾另外召開會議討論 法王所做的諭示，會議中

僧眾們一致公認法王的建議非常殊勝，隨即達成共識，通

過決定要去落實建立一所在家居士為主的國際性學校。西

元 2007年 5月 1日下密院開始規劃國際學校的課程、教

室、設備、建築、土木工程以及其他細項，並於 2010年 4

月 28日落成啟用，2011年 12月 7日法王親自蒞臨開光大

典，並正式命名為「印度下密院雪域五明佛學院」。 

 

（三）環境介紹 

    雪域五明佛學院座落於清幽古樸的下密院旁，包括教

學大樓、圖書館、電腦室、食堂、宿舍（獨立衛浴設備）

等等，附近還有西醫院與藏醫院，方便學生就醫。照片請

參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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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介紹 

    課程內容：以修習藏文與顯密佛法課程為主，分別設

有短期與長期課程，前者可分二週、一個月或三個月等，

後者則須修習一年或四年，長期課程結業後，還可繼續更

深入的佛法課程。長期學生另外可以申請學生簽證，修習

及格者由下密院發給結業證書。 

  

（五）師資：聘任下密院或三大寺的專業師資 

 

 

三、國外研修課程之學習 
 

    這次雪域五明佛學院幫我們安排了藏文會話課跟佛法課，上、

下午各有一小時的藏文生活會話課跟佛法課，每周星期四則是休息

日，周休一日，因為佛法課有時沒有翻譯所以有時配合翻譯師姊，

會在晚上加課二小時，而會話課的老師會在課前先將藏文翻譯成英

文，再帶著我們抄寫板書並教我們正確的讀音，總之老師們為了幫

助我們學習都非常的盡心、盡力與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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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行學習的學生共有七人，

也算是小班教學，有時老師要我

們個別背誦或唸誦，我都有些緊

張，因為覺得沒有信心怕發音不

標準，其實去學習就是要讓老師

糾正發音，所以是很好的正音學

習機會！ 

 

    我們非常有福報，我們的佛

法老師是下密院已經完成 14年

修習畢業的格西，老師非常的慈

悲想在我們學習期間將完整的佛

法概貌介紹給我們，所以偶爾會

利用夜間趕課，內容有三皈依、

四聖諦、三學、六波羅蜜、十二

因緣、二諦、四部密續…等。 

 

    會話老師是下密院十年級的

學生，班上也有來自美國跟俄國

的學生，老師不會中文，所以會

利用課前將藏文翻譯成英文，然

後透過抄板書，讓我們練習書寫

與發音，之前在法鼓文理學院並

沒有教藏文會話，所以一些簡單

的問候語，在此有了學習的機

會。 

 

 

四、國外研修生活之體驗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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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下密院的大殿，沒有

金碧輝煌的擺設，只有一層

樓，非常的簡單質樸！ 

    在大殿外拍的開學團體

照，我們很恰巧的參加了藏人

為期六個月佛法學習的開學典

禮！  

 
    會話老師知道我們吃飯、

吃餅配辣椒後，可能覺得我們

很可憐，所以有一天中午招待

我們，親手做的道地 MOMO與

生菜！很感動的一餐！ 

 
    印度下密院雪域五明佛學

院的大樓，一樓是廚房、齋堂

及二間小教室，二樓是禪修教

室與上課教室，三樓是做早課

的大殿！ 

 
    我們入境隨俗，在課後，

學著當地的法師，會繞者學校

散步，這是常會遇到的藏人朋

友，他們是從西藏來到印度，

我們試著用藏文跟他們打招

呼，不過微笑真的是世界共通

的語言！ 

 
    藏人嬤嬤，雖然看起來有

九十多歲，還是很硬朗健康，

行走自如，雖然不識字，念著

六字大明咒開朗法喜，也會背

誦皈依發心偈喔！希望我今生

也可以跟她一樣開朗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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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期間，剛好遇到下密

院的大型法會，雖然聽不懂法

會的內容，還是感到很幸運地

可以隨喜參加，體驗藏傳佛教

的法會，法師們頭戴的也是五

方佛像帽喔！ 

 
    在無上瑜伽密法法系中，

格魯派最注重的是勝樂金剛、

密集金剛和大威德金剛三尊。

而下密院自古即以修習《密集

金剛》密法著稱！ 

 
     初到印度散步時， 玉米

才 50公分高左右，在糧食缺

乏的情況下，我每次經過玉米

田時都期望它們快快長大，終

於長得比我高大也長出玉米

了，但是在玉米成熟前，我們

就離開了印度，最後所以還是

無緣吃到玉米！ 

 
    對印度人來說，他們有三

個母親，是生母、牛及恆河，

因為牛提供牛奶，而恆河提供

必需的水，所以在印度，牛就

像是家人一樣，是在庭院及路

上可見或隨意走動的喔！ 

 
    在周休一日的假期，我們

 
    寺院的壁畫，可能是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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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參訪了附近的寺院，格魯派

的色拉傑、色拉昧及寧瑪派的

黃金寺！ 

像、護法、歷代祖師或是佛經

上的故事，最常見的故事是佛

陀從出生到涅槃的成佛之道！ 

 
    這是我們常行的散步道

路，七月是雨季，但是雨通常

只下 5分鐘，聽說乾季時，這

一片綠油油的大地就變成了枯

黃，又聽說在不遠方有野生動

物園，是森林區，而學校附近

也出現過雲豹，所以校方要我

們天黑後不要出門！ 

 
    在我們要回台灣的最後一

次散步，出現了彩虹，我們很

開心地自以為見到瑞相，可能

是很開心地要歡送我們這些闖

入的臨時客離開吧！ 

 

    回台灣後，整理照片時，意外的把七、八百張照片刪掉，

感到非常心疼，所以可以當成果的照片選擇很有限，而我以後

可能再也記不起來，那十幾天去過甚麼地方，見過的達賴喇

嘛、仁波切、法師，還有寺院，只能安慰自己，一切都是假

的！ 

 

 

五、遭遇之困難 

 

    雖然帶了很多希望能讓自己適應的生活用品，但是人

到異鄉，還是感到諸多不便與不適應，心無法安定在學習

上。伙食三餐是我很難適應當地的原因之一，餐桌上常出

現的豆子湯，會令我脹氣不舒服，但是有時就只有這一道

湯可以配飯，實在有些痛苦，常會感到肚子餓想外出覓

食。而宿舍在印度算是不錯的住宿環境，但是我不知怎樣

就是睡不好，加上時差 2.5小時的緣故，好不容易調好時

差，就準備回台灣再調一次時差了，所以一個月的語言學

習，是有點太短了，花很多時間在適應環境上！另外是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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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藏文，我不擅於背誦，所以對我來說也是件困難的事！

最後是同行學習的夥伴，一個月的異國相處，也是一件考

驗，如果每個人可以先把自己的活照顧好，就不會造成別

人的負擔，把自己的情緒照顧好，就不會帶給別人負面的

情緒，我感到自己心量還是不夠寬大！ 

 

六、研修之具體效益 

 

    盡管在印度生活不適應，一個月還是學了一些藏文生

活會話，藏傳佛教整體的佛法概論，並了解藏傳法師們的

日常生活，感受到不同的生活體驗，對於台灣生活的種種

便利，應該更加懂得感恩與惜福。 

 

七、感想與建議 
 

    一個月的藏文學習收穫在於，學習沒有學過的藏文生

活會話、藏傳佛教的基本佛法概說與體驗當地生活，但是

第一次總是會有讓人有調整跟改進的空間，相信第二次的

話，就較能在生活及飲食上適應，而自己的心量希望也能

夠再多寬大一些，能多反省自己一些！很感恩學校給我們

機會出國學習！ 

    此次同行的夥伴有七人，在程度上還是有些差異，但

是集中在一班上課學習，不管對程度好一點的人，或是較

落後的人來說，都不是最好的方式，或許下次可以考慮能

力分班，或是有些課可以分級上課，效果會好一些！在時

間上或許可以延長成六個月或一年，因為到印度學習花費

最高的應該是機票，所以時間長一點，希望可以提高經濟

效益及增加學習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