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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現代禪教團由李元松老師創立於 1989年 4 月。在 1994年 5 月，

教團已進入平順發展的時候，為避免膨脹速度過快，而弱化了原本的

理想，決議全面潛修。潛修之後的教團，其實內部是更有活力、更穩

健紮實朝古仙人道邁進。由於李老師原本就住在象山社區的附近，教

團弟子為親近李老師，經常到象山來求教。之後，弟子們共同在象山

附近租下一間房子，做為法談和憩息場所。又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發

展，到 1996年 7月左右，「象山修行社區」才開始建立。 

此次專案主題在介紹「象山修行社區」的發展，是以專就「象山

修行社區」的特色和具體的運作情形做說明。 

一、現代化的都市叢林 

1. 成員： 

                                                 
* 財團法人淨土宗文教基金會執行長（原現代禪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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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進象山修行社區的資格，必須經過傳法會議嚴格審核，目前審

核通過搬進社區的共有一百多戶。且因現代禪強調「在履行責任義務

中邁向解脫」，絕不可因學佛有虧任何應盡的責任義務，所以，絕大

部分都是舉家搬遷過來。成員來自全省各地，各行各業都有，也有一

部分從國外回來，還有從各行各業提前退休，到象山社區來當專業的

修行人。大家搬到象山的目的，都是為了親近李老師，在日常生活、

待人接物之中學習佛法，過真正的修行生活。 

2. 建設方式： 

  象山修行社區就在原有的社區裏面，與社區原來的居民錯落而

居。而不是像一般的觀念中，買一塊地重新蓋。 

3. 地理位置： 

  象山修行社區位於台北市的「信義計劃區」。位置就在四獸山森

林公園的「象山登山口」附近。近鄰台北市政府、市議會、世貿中

心、⋯⋯，距離東區最新的休閒娛樂區華納威秀影城、新光三越、紐

約紐約、⋯⋯，走路大約只有十分鐘的路程，生活機能強，交通四通

八達。更得天獨厚的是，這個社區擁有遼闊的綠地。四獸山就在旁邊，

同修經常去爬山、經行。還有中強公園、三犁公園，就像社區的後花

園一樣。所以象山修行社區不止享有現代化一切便利快捷的生活，同

時還有濃厚的人文氣息，又富山林之美。 

  六年來，這一群人在現代化的都會區，將世俗生活與修行生活緊

密結合，過著有如古代叢林的團體生活，共同組成一個有制度、有組

織的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個「都市叢林」。 

二、不廢治生產業，自給自足 

  現代禪教團主張不廢治生產業，就在原本的士農工商當中學習。

而教團也秉持「藏富於民」的原則，一切運作都以讓同修安居樂業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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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一切自給自足，同修對教團的義務，也只有每個月繳交五百元

的義務金。 

三、團體依律共住 

  要使「僧團和樂、正法久住」團體不能沒有規範、制度。現代禪

教團採取民主議會制度，人人謹遵「團體依律共住，個人以法為師」

的準則： 

1. 宗門規矩： 

  「宗門規矩」是現代禪教團的根本法、根本律。內容清楚記載現

代禪的傳承、宗風、道次第、組織架構、師資資格、制度與法規、同

修須知、執事信念與守則。是每一位現代禪同修所共同遵循、實踐的。 

2. 象山修行社區規矩： 

  是象山修行社區團體生活的公約，比如要求社區常住要有每日運

動、流汗、讀經、打坐的習慣。還有像：嚴禁同修有金錢往來，不可

有財物的私相授受行為。而若遇到必要財物往來的情況，也都透過教

團執事公正仲介。諸如此類的規範，旨在端正發心，避免是非，維護

教團清淨。 

四、群策群力的社區組織 

  象山修行社區同修來自各行各業，各有專長，團結互助的情形可

以比美世界先進的社區主義。更難得的是，同見同行、情深義重的一

群同修，群策群力，又比社區主義對居民的照顧，更加全面而細密。 

  在「宗門規矩」中有完整的組織圖表，宗長之下設執行長總管教

團一切行政，包括統籌象山社區所有行政事務。社區常住以義工的形

式，依各自專長組成社區服務小組、危機處理小組、財務小組、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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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網路小組、工務小組、資訊小組、文書小組、電腦維修小組⋯⋯

等。 

  社區中的每個人只要盡小小的一分力，就得到整個教團完整的照

顧。 

五、共修方式及內容 

1. 共修方式： 

  分二種，一種大型的共修會，每個月舉行一次，包括象山社區常

住，還有全省北中南各共修會的重要成員，也都到象山來共修。把聽

聞的法要，帶回去轉述給各地的同修。 

  另外一種是小組共修，將所有成員依程度分班、分組，每週固定

共修一次。共修地點在同修家，平常則以小組為單位，時常相約一起

爬山、聚餐、法談⋯⋯。小組成員之間關係非常緊密。小組中有任何

事，比如有人要搬家，除了行政系統的工務組從買房子、整修、裝潢

都一貫作業幫忙做到好以外，搬家的時候就是以小組為主。整個搬家

的過程，從舊家的打包，到新家的物品上架，都是小組分工合作，通

常都在一天之內全部完成。 

2. 共修內容： 

  簡要言之，現代禪十三道次第就是共修的內容。現代禪的主張，

未學佛之前，應先學做人，在這樣的基本主張下，現代禪內部不僅只

說佛法，更廣泛涉入家庭、事業、婚姻、子女教育、投資理財、⋯⋯

等議題，在切身的問題之中學習「做人的道理」。除涉及個人隱私必

須私下請教外，其他在共修時無所不談、無所隱諱，每個人都談自己

真正的心情，接受同修的直言切磋。長期真心、直心的互動，師生和

同修之間建立起的深厚道情，又輾轉加速了同修道業的進步。 



專案介紹─現代禪教團「象山修行社區」的發展 205 

  此外，現代禪教團從創立開始，就非常強調「理性民主科學經驗

主義的學習態度」，李老師也是以身作則，鼓勵同修有疑就問，隨時

隨地都可以提出質問、詢問、盤問、追問，所以，現代禪學風非常富

有批判的精神，共修時有一個特色，就是追問「為什麼」？不斷地追

問、追究「為什麼？」也不斷地實踐已知的「是什麼」。 

3. 道基前行： 

  李老師非常重視道德的薰練。現代禪的教育，有關道基戒德的部

分，有近六百條的戒律，這些也都是同修必須不斷充實的內容。絕對

不容僥倖、躐等，必須具足道基，才能通過門檻，接受禪門口訣的傳

授。 

六、第二代小蜜蜂的教育 

  現代禪對第二代的教育，也是象山社區的一項特色。象山修行社

區的孩子從小一起長大，父母又是志同道合的同修，這種兩代世交的

情誼，在現代社會，是非常罕見的。李老師也為現代禪第二代的教育

擬訂出整體性的規畫： 

1. 1998 年成立了小蜜蜂讀書會、小蜜蜂登山隊： 

  採取中國儒家的倫理道德和美國的民主自由精神來教育小蜜

蜂。由淺入深次第選擇心理學、哲學、宗教……等教材，讓小蜜蜂研

讀。幾年下來，小蜜蜂在享受物質文明的同時，也薰習到古典的中國

文化、健康的人格和待人處世的道理，表現出理性、獨立、友愛還有

自律的特質。比如：「世界上講道理的人最大」，家庭成員有意見，

都可以理性討論。還有「快樂、聰明、有品」都是象山社區的小蜜蜂

朗朗上口，也確實在實踐的座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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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親子討論室： 

  現代禪網站特別開設一個內部的「親子討論室」，提供兩代間溝

通的園地，也讓小蜜蜂多一個表達看法、分享心情的地方。小蜜蜂之

間情誼深厚，互動良好，會互相傾訴心事，同儕間也發揮了很大的輔

導功能。 

七、實用取向的硬體建設 

  創立初期，李老師曾經提出十項堅持，這十幾年來，現代禪一直

恪實實踐初期理想，在道風的維護上，從未妥協，現在也逐漸看出成

果。十項堅持其中的第七項：「佛教應以興學辦教育為重，勿將佛教

絕大部分的資源投置在興蓋雄偉的寺廟上。」現代禪不蓋大廟，也沒

有儀軌，只有在共修結束時唱「三寶歌」，還有每月大型共修會前，

誦讀宗門規矩的「制度與法規」，如此而已。 

  硬體建設都以配合同修的實際需要為主，目前主要的設施有： 

1. 基金會象山社區辦公室： 

  現代禪文教基金會的辦公室，同時也是現代禪網站和社區各義工

小組辦公、活動的場所。為教團、基金會、及社區行政中心。 

2. 中觀書院： 

  一樓供做大型共修會、演講會（不定期邀請各界精英到中觀書院

演講，擴充同修的生活領域，增廣見聞。）、聯歡會⋯⋯等功能。二

樓主要做為傳法會議室，還有招待貴賓和座談之用。 

3. 第一活動中心： 

  設有佛堂、還有小蜜蜂的網咖、社區聯播網，提供高性能的卡拉

OK 中心，這些設施主要在提供社區同修和小蜜蜂休閒娛樂之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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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程錄影、錄音。並同時可以在中觀書院等其他地方同步看到演唱

現場的畫面。 

4. 第二活動中心： 

  設有撞球檯、桌球檯、其他諸如桌上足球檯、氣墊球檯⋯⋯等，

提供社區同修運動、休閒之用。為鼓勵大家養成運動的好習慣，社區

每年都舉辦各種球類比賽。 

5. 掛單中心： 

  為提供遠道訪客蒞臨時，一個舒適自由的獨立空間，同時也不干

擾同修原本的生活，我們在社區中設有一個「掛單中心」。 

八、以現代禪文教基金會善盡社會、文化責任 

  教團潛修期間，仍以文教基金會隨分、隨力履行社會、文化責任。

現代禪文教基金會自 1998 年起就不再接受任何社會人士的贊助。所

有經費與開銷一概由全體董事捐助。主要業務重點包括： 

1. 佛教現代禪網站： 

  利用網際網路無遠弗屆的特性，達到訊息傳播的功能。現代禪網

站完全不以營利為目的，內容十分豐富，提供現代禪叢書全文上網，

重要訪談錄音、及各界精英人士在中觀書院的演講內容全程語音上

網。目前造訪量已超過一百五十萬人次，是目前佛教網站上網收視率

特高的網站。 

2. 現代禪出版社： 

  不定期出版現代禪叢書、兩岸學術著作（中國佛教學術論叢）。

不以營利為目的，每年大量贈書給海內外各大圖書館、佛教寺院及佛

學院、大專院校、佛學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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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隨緣贊助佛門同道及社會公益： 

  比如慈濟功德會、弘誓學院等佛門清流；以及社會重大急難事件

的救助。 

九、未來發展 

  現代禪教團未來仍將以潛修為主，致力於： 

1. 建設象山社區： 

  繼續朝向使象山社區每一位同修都達到「安居樂業、安身立命、

慈悲喜捨」的方向。目前正在積極籌劃建設一個「養護中心」，內部

設備完全以療養、健身、復健的需要為主。未雨綢繆，進一步照顧象

山社區同修的生老病死。 

2. 繼續培養修行弘法人才： 

  現代禪成立十六年來，一直致力於「建立台灣第一清淨的教團，

培養追踵古德的現代禪師」之理想。建設象山修行社區的目的，就是

為了培養修行弘法人才。今後更將持續。 

結  語 

  現代禪象山修行社區的建設，是現代禪教團隨緣發展的結果，隨

著時間的經過，人人都能安居樂業，也愈來愈感到安心滿足。但這畢

竟只是佛教史上的新嘗試，我們不敢說它已經做到最好，也樂見有其

他人，其他的團體，能有更好的形式出現。 

  因為時間有限，沒辦法完整介紹。在現代禪網站中有更充分完備

的資料，請諸前輩先進指教，並歡迎隨時提出諍言，做為我們改進的

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