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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實習考評成績或評語  
一、 緣起  

	   	   	   	   2016 年，台灣時間 7 月 4 日 18:40，由桃園搭乘長榮航空，於美國時間 7 月 4 日 22:05

抵達紐約甘迺迪機場。此次實習由鄧偉仁教授及果慨法師共同向教育部申請「學海築夢」

通過的海外實習計劃案，主要實習地點為法鼓山東初禪寺，實習內容大致由監院法師安

排，包括道場每日作息，以及課程、法會、禪修等活動的參與，並參訪其他寺院、大學。	  

二、 國外實習機構簡介  
法鼓山創辦人聖嚴師父於 1979 年建東初禪寺，又名禪中心。禪寺位於紐約皇后區，

1987 年遷入現址，是法鼓山創辦人聖嚴師父生平首座建立之道場。 

東初禪寺附近有許多不同宗教、種族所建立的集會場所（寺院、教堂、禮拜堂、廟宇

等等），當地街上常可見到穿著該文化之傳統服飾的居民。 

在宗教活動方面，東初禪寺提供多樣化的課程予有興趣的人參加，如：禪宗經典的研

習、禪訓班、鼓隊、太極拳、梵唄共修等等，不分年齡、宗教、種族、性別，只要有興趣

都可以參與。 

三、 國外實習企業或機構之學習心得  
這次主要實習場所是東初禪寺，為了讓習慣於台灣漢傳佛教的我們，對於在美國發展

的漢傳佛教，能夠有較多面向的認識，除了行前會議，這一個月中，也曾隨著老師至法鼓

山在美國其他城市的道場弘化。透過與道場的住持法師、護持居士們交流與分享，一筆一

劃描繪出我腦中「海外弘化」的形象——聖嚴師父創辦的法鼓山在美國的發展，以及過程

中所遇到的困難。	  

大家都說美國是文化的大熔爐，世代以來，接納了許許多多不同種族與文化的移民，

但就算如此，非主流文化的漢傳佛教要在西方社會發展，仍然是一件非常困難，且需要耐

心與毅力堅持，才能支撐下去的事情。	  

跟果慨法師出國進行弘化的實習，對我來說是非常不同的體驗與學習。平常在學校上

老師的課，並沒有特別意識到在分院或分會的居士們，是多麼積極的希望能有法師去講

課。在台灣的居士們對於佛法的需求尚且如此，更何況是遙遠的異鄉。這個暑假我們所參

訪的海外道場，只要有法師去講課或主持法會，到場的參與者們一定都比平常活動多出許

多。由此可見，對於海外認真學習的居士們，每一堂課、每一場法會都極為珍貴。其中，



我們也有幸參與幾次的籌備與檢討會議，能夠最直接的觀察海外分會的活動是如何籌辦或

甚至從無到有。並且在活動進行過程中，所有籌備人員積極的討論是否有可以更改善的地

方，對可以修正的部分進行適當的調整，讓每一次的經驗都比上一次好。	  

因為是在一個非東方人所熟悉的環境，要「走進」當地人的生活中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過程中會遇到許多困難與挑戰。能夠看得出國外的分會，在每一個活動都非常謹慎，希望

能讓第一次參加分會所舉辦的活動的居民留下良好的印象，有意願參加未來的活動，或甚

至將分會消息分享給親友。分會成員們抱持這樣的心念，就如同聖嚴師父對於法鼓山的期

許：「提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若有越多人心中抱持著善念，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

界就會越接近淨土。 

 

四、 國外實習之生活體驗  
在美國生活的這一個月，每天的序幕從六點半準備早餐開始（大多數時間我們會自行

準備早餐），而後是早課及用餐。這對於在學校生活中，沒什麼機會鍛鍊廚藝的我，是需

要費一點心力的事。所幸，我有一個非常可靠與有創意的學長，讓同行的老師與法師每天

一大早就有滿桌子豐盛的早餐。有時，會有分會的居士們與我們一同進行早課以及早餐，

知道他們是上班上學前，特別提早來分會參與我們的作息，非常敬佩他們對於修行佛法的

精進程度。	  

平日除了隨同果慨法師進行課程或活動，也到許多所美國頂尖大學參觀。如：多倫多

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史丹佛大學、柏克萊大學，以及華盛頓大學等。非常幸

運的是，住在當地的分會居士們在這幾所大學裡，都有認識的人可以協助校園介紹，而其

中幾所大學的教授或研究生甚至也與法鼓文理學院有淵源。此行除了有熟知校園密道的

「地陪」外，也有機會與該校宗教研究所的教授交流。若不是參與實習計畫，拜訪這幾所

學校時，有極大可能會像一般的觀光客走馬看花而已。	  

這一個月的時間中，每週會有大約一天的時間可以自由活動，行程全部都是按照個人

安排。在這個與自己家鄉完全不同的環境裡，所見、所聞、甚至空氣中的溼度都不同，平

常因習慣而倦怠的觀察力在此時極度活躍。就像一個嬰兒，所有的一切都是新鮮的，會用

盡一切力量去吸收新資訊。就算是前一晚的計畫當然也趕不上變化，常常會遇到與自己想

像中不同的情境，而這又訓練了自己如何在遇到挑戰時，去應變、化解。	  

	  

五、 國外實習之具體效益(請條列式列舉)  
1. 擁有新視野：分會有許多華人，隨同果慨法師外出參訪時，也幾乎不需要用到英文，分

會的居士們都非常貼心的當我們的導遊。但是當我們兩位學生自行出門時，就不再有熟知

當地情況的人隨行了，必須發覺自己的潛能，並且互相配合調整，也藉此培養了同行間的

默契。而這樣在陌生環境中求生，所學習到的會是最多，也會體會到原來很多事情並沒有



想像中困難。 
2. 照顧好自己：維持在現代社會基本的生存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如何將冰箱裡的食材變

成桌上的菜餚、在街頭迷路了該怎麼辦、注意天氣別生病讓別人擔心、自己使用過的空間

要恢復原狀別讓他人善後。這些都是平常在家裡被父母提醒到早已成為耳邊風的話語，這

次出了門才知道，再平凡不過的叮嚀包含了多少人生經驗。	  

3. 人生藍圖規劃：過去我一直抱持著「船到橋頭自然直」的心態過日子，而這樣的生活也

恰好還沒遇上波折。這次與一位本來在台灣工作，為了改變週而復始、了無新意的辦公室

生活，而到美國進修的學生交流，發現自己竟然沒有可以拿出手的專長，而對於自己的興

趣也沒有特別努力追求或培養過。才警覺到夢想之所以逐漸荒廢遠去，正是因為我的安逸

與惰性，在回程的飛機上也開始思考該如何耕耘「夢想」這畝田地。 

 

六、 感想與建議  
原本認為自己在大學時期沒有機會到海外交流，透過平常在學校與老師互動及討論，

非常感謝學校與老師給了我這樣難能可貴的機會。「只有自己願意主動跨出那一步，世界

才會走進你的心裡」。很多事情在腦海中想像時，會覺得很辛苦、很麻煩，但實際上，他

並沒有那麼難以達成，只要跨出了第一步，很多自以為困難的事會迎刃而解。	  

回台灣後，除了「學到什麼」之外，很多人問我如果再讓你出去一次，你還會想去嗎？

我非常肯定的回答：「當然啊！」每一次離開自己的國家，總是會帶一點新的東西回來，

這東西可能是坐在博物館前寫的明信片，可能是在迷茫十字路口中央張嘴用英文問路的勇

氣，可能是忍下許多杯珍珠奶茶及電影票換來的機票，而其中我認為最可貴的是永遠好奇

的「？」。	  

這簡單的符號具有神奇魔力，可以聽到分院所在小鎮的珍貴歷史故事；可以不靠導航

找到地鐵入口；可以聽到許多當代高僧的精彩互動；可以從看似平凡的大叔口中得到挑選

好吃水果的萬用秘方。而這個符號，在熟悉無比的日常生活中，常常被遺忘與忽略。所幸，

這個符號在參與實習計畫過程中全程陪著我，以及一起實習的老師、學長，大家一起挖掘

出許多異國文化與精彩思維。而聽了這麼多、看了這麼多之後，才察覺自己的不足。塵封

已久的木井蓋終於被掀開，而井底的青蛙終於看見耀眼的陽光與綠樹。看見了自己的不足

與長久的惡習，有了改善與努力的方向。世界之大，學海之廣，還有許多待我學習的。	  
	  



	  

完成日常環境維護後，與多倫多分會來自中國的師姐分享在法鼓文理學院的學習

以及日常生活。	  



	  
與分會駐院法師以及義工們一起準備當日課程的午餐。	  

	  
參與分會法會以及前置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