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鼓講座心得 

由公共佛教到公民佛教 

演講者: 中央研究院丁仁傑博士 

演講時間:109/05/27(三) 

學生:U108103釋法賢 

 

本學期第一場法鼓講座，系方邀請來自中央研究院的丁仁傑教授為我們講授

「由公共佛教到公民佛教」。主講者丁仁傑教授是臺灣頂尖的社會學家，主要研

究宗教社會學、民間宗教等有關的社會議題。法鼓講座乃校方為學士班舉辦，讓

我們增廣見聞。這次的主題與主講者正好達到此效果：一位社會學家是如何看待

佛教徒的一些社會責任？此則引起我的好奇之心。 

 

讓我印象深刻的便是教授使用大量社會學專有名詞為我們講授。一位社會學

家會用自己所熟知的領域去看待一個宗教團體。要為一位「局外人」介紹佛教，

我們應以他人所熟悉的領域去引導他們。我們要站在他人的角度，他人的立場為

他人解釋。我們總不能用一些很專業的佛教術語來為他人講解。我們要如何站在

他人的角度，他人所熟知的領域才能真正地把「佛教公民化」。我們總不能以自

己為主，都會覺得自己很懂佛教而反駁他人的想法，甚至為他人定位為：不懂佛

教。試著放寬心胸聆聽他人的一些想法，試著從他人的角度去理解，做一些篩選

的工作，合理的接受、學習，不合理的便試圖與他人對話。我想，這也是校方的

用意，為我們建立一種學習的態度。 

 

這場演講中，我比較有心得的便是系主任的回應。在演講中教授也有題到：

在公民意識我們要站在社會弱勢的那部分。我們要如何站在他們的立場，重視人

權呢？每當我們積極為他們發聲的時候未免也會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而讓

我們生氣甚至暴躁。當脾氣生起時，我們不但幫不上忙而且還會把事情變得更糟

糕。我們運用一些佛教的思想、理念來調調自己的心情。公民佛教提供一些禪修

的方法讓我們如何在抗爭之時保持不憤怒，如何在悲傷之時自我點亮。 

 

教授所理解的「出世的佛教」與我們有所不同的時候，系主任是如何與一位

社會科學家對話。這也是讓我們從中學習一些如何去回應對自己的意見有所不同

的專家。身為佛教學系的學生，我們要如何從中思考佛教，站在多元的角度去看

待佛教、消化我們應該知道的知識，從而以最淺顯易懂的例子去回應他人而不是

為他人貼上一個「不懂佛教」或「不理解佛教」的標籤。我想，這也是我們應該

有的態度，從此才能達到所謂的「公民佛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