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  華  大  學 

民族音樂學系 

學士論文 

 

 

創 新 佛 曲 之 研 究 － 以 「 福 智 讚 頌 」 為 例 

 

 

 

 

 

 

 

 

學    生：黃 鈺 婷 

指導教授：明 立 國 教授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一日 

 

 



 

 ii 

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學士論文上傳同意書 

 

 

立書人 : ______黃鈺婷_____________ 學號 : _95205005_________ 

 

同意將學士班階段撰寫之論文放置於南華大學網頁，以利教學資源共

享。 

 

外國論文題目 :巴林音樂研究 

 

 

本國論文題目 : 創新佛曲之研究－以「福智讚頌」為例 

 

 

學生 : __ ______________ (請親自簽名) 

 

 

 

中 華 民 國  _    九十九_   年_  _六 __月_  一_  日 



 

 iii 

  

 

 

 

 

 

 

 

 

 

 

 

 

 

 

 

 

 

 



 

 iv 

誌        謝 

 

本研究題目為創新佛曲之研究－以「福智讚頌」為例，由於筆者

為團體大專班的學生、父母為廣論學員，所以想以福智團體為研究例

子，在剛要想做這題目時，尋問了學校很多老師，也感謝宗教所呂凱

文老師、周純一主任、及黃淑基老師的指教及意見，更感謝我的指導

老師明立國老師的幫助，從確立研究的主題及方向到方法的教導，指

導我研究並完成此論文。 

在這一個對福智讚頌的認知過程中，開始進入藉由大專班老師的

引荐，認識了中區讚頌合唱團團長，並由團長介紹，參與福智讚頌研

習班，及在憶師恩法會中大專班老師帶我認識中區演奏班的師姐，也

參加福智讚頌演奏班的練習，由衷感謝福智團體大專班、讚頌研習班、

演奏班、中區讚頌小組及中區學苑資深的全職義工等這麼多的師兄、

師姐的幫助，不論是提供意見或資料，都是很熱心的幫忙，也感謝我

的父母，因為在寫論文當中，有些詞彙不懂的地方，給予的幫助與講

解。 

感謝學校老師、福智團體、父母及同學的幫助與教導，讓我順利

的完成此論文，衷心的感謝。 

 

 

 

 

 



 

 v 

摘要 

目前創新佛曲已被廣泛的使用，於台灣各大宗的佛教團體也陸續

出版創新佛曲的商品並使用於很多場合中，相對於傳統佛教音樂－梵

唄，出現的另一龐大的佛教音樂系統。 

本研究以台灣灣佛教眾多團體中其中之一的「福智團體」，為一研

究的個案。研究「創新佛曲」（「福智讚頌」）所呈現的風格與特色之外，

也將進一步探討其背後與佛法修行之間的關係，並研究「福智讚頌」

在現代社會中如何藉此來運作？而其中所含之文化中意義又為何？ 

 

 

關鍵字：創新佛曲、福智讚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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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像在媽媽的懷抱裡，可以很安穩，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在唱讚頌時，覺得旁邊有一棵樹在抱著我、很溫暖的感覺， 

師父（指日常老和尚）在身邊傾聽我的心聲。 (學員，A) 

 

上述的內容，是我在跟媽媽一起到「福智團體」中區讚頌研習班上課時，聽

到一位學員。在唱完讚頌＜旅程＞這首歌曲後分享的感覺，讓我感到驚奇是，為

什麼她唱讚頌時會有在媽媽懷抱裡的感覺呢？更特別的是她會覺得師父在她的身

邊傾聽著她的心聲，讓我感到不可思議，也引起了我想進一步探討的興趣。 

「福智團體」為台灣佛教眾多的團體之一，於民國八十一年創辦，創辦人為上

日下常老和尚，於民國七十六年開始講授《菩提道次第廣論》（簡稱「廣論」）。《菩

提道次第廣論》是藏傳佛教宗喀巴大師於 1402 年所著，總攝三藏十二部經的要義，

說明修學佛法所必須經歷的過程（「三士道」）之次第、體性和思維修學的方法1。

日常老和尚認為，「廣論」含攝佛陀所有教法，由淺入深有次第，是最適合現今人

類學習佛法的論著2
 。「福智讚頌」是「福智團體」自 2001 年所推廣的「創新佛曲」，

乃修行者仰慕佛菩薩行儀，引發內心供養意樂，詞曲自然天成的，作者創作時是

內心相應證量現出來，有別於世間歌曲的（王勝枝 2006：9）。「廣論」及師父（日

常老和尚）為讚頌詞曲音樂創作的靈感來源。 

在聽了福智讚頌後，發現讚頌在歌詞當中有的會出自梵唄，或是引用經論，

這些與其他宗教團體創新佛曲不太一樣的現象，引發了我想進一步研究的興趣。

                                                 
1
參考法尊法師譯，宗喀巴大師著，《菩提道次第廣論》。台北市：福智之聲出版社，2006 年，頁 592、

607。 
2
 參考財團法人福智文教基金會網站（創辦人簡介）： 

http://educational.blisswisdom.org/media/1.1.1.pdf 瀏覽日期：2010.04.14 

http://educational.blisswisdom.org/media/1.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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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除了試圖瞭解「福智讚頌」在「創新佛曲」中所呈現的風格與特色之外，

也將進一步探討其背後與佛法修行之間的關係，並研究「福智讚頌」在現代社會

中如何藉此來運作？而其中所內含之文化意義又為何？ 

 

第二節 文獻探討 

 

以下有關佛教音樂之相關文獻，分為傳統佛教音樂與創作佛曲兩大部分來進

行探討。 

（一）傳統佛教音樂 

      於1979年《呂炳川音樂論述集》中，一篇研究＜佛教音樂－梵唄－台灣梵

唄與日本聲明之比較＞。日本的佛教是中國化的佛教文化，日本的聲明（梵唄）

分為兩種。為梵讚、漢讚及讚。此篇文章主要是從音的組織、旋律型、節奏、

表演形式…等方面來進行台灣梵唄與日本聲明的比較。兩者比較之共同特徵

為，一、一首經文是各種旋律型的組合；二、較多形式是先由獨唱者領唱，然

後在進入齊唱；三、聲明的使用樂器，除了法螺以外梵唄均有。由此篇文章可

了解梵唄的旋律型、節奏及樂器的使用上有一定的型態。（呂炳川 1979：

201-223） 

梁蟬纓（2000）指出，梵唄主要是在平時的課誦、法會儀式及宣唱佛理，

與僧侶的修行有很大的關係。其研究佛教修行的目的與方法，來探討其與音樂

之間的關係。她發現，「梵唄音樂」在佛教的宗教儀式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佛教不是「非樂的」宗教。「梵唄音樂」可攝受人心，當梵音一起，可以令人

妄念頓消。那種內心安定的感覺，不同於一般的靡靡之音，而且使用的是法器。

（梁蟬纓 2000：91） 

蕭興華提出中國的佛教音樂一開始就取材於民間音樂，而從事佛教活動的

音樂家，利用民間音樂素材，進行音樂的再創造，所以不同於印度佛教音樂，

中國的佛教音樂有著強烈的民族屬性。作者將佛教禪宗音樂依組成因素分為，

讚、偈、咒、白等類，其讚、偈、咒、白分別使用於佛教各種活動形式，如《課

誦》、《焰口》、《水陸》當中。（蕭興華 2005：57、89-92）現今每位學者對佛教

音樂的分類有不同的劃分、定義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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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常惠在《台灣音樂史初稿》中提到：所謂佛曲，即梵唄的意思。關於「梵

唄」的定義，廣義的「梵唄」包括佛教平時的課誦、法會儀式及宣唱佛理，也

就是包括讚頌佛陀的歌唱「梵唄」、朗誦佛教經文的「轉讀」及宣講佛法的「唱

導」。狹義的「梵唄」，指唱讚、讚頌佛陀的歌唱，而不包括念經式的轉讀。（許

常惠 2005：240） 

以上研究說明傳統佛教音樂（「梵唄」）具有的音樂功能及感受力，以及梵

唄在佛教音樂中的重要性。 

 

（二）創作佛曲 

近年來，出現許多創新的佛教音樂，現今台灣眾多佛教團體皆陸續出版創新

佛教音樂，大多數的佛曲是由佛教的高僧大德作詞，曲由在家居士作，或者是信

仰佛教的在家居士作詞作曲，風格也越來越多元，受到學界相當深切的關注。 

在高雅俐（2000）藉由實際田野觀察出家者（僧團）音樂操演過程，探討嘗

試建構出家眾的音聲概念及其與修行的關係。她認為，佛教音樂本身除了直接對

修行者身心靈的產生影響外，唱念的經文部分對佛教教理的傳播也有直接的宣導

作用。她發現，音樂在佛教儀式中扮演雙重重要性的角色：介於可見世界（俗界）

與不可見世界（冥界）的溝通工具、啟動自然界力量的 “能量”。每一次的音樂操

演都是“音聲糧食”的製造。法師在儀文音樂化的過程，製造 “音聲糧食”，達到音

樂修行的目的。（高雅俐 2000：44-48） 

王勝枝（2006）《創新佛曲與生命教育關係之個案研究－以福智讚頌為例》 ，

對「創新佛曲」定義為「以佛教為主題的創作性佛教歌曲」。提及弘一大師於 1929

年所創作的佛曲『三寶歌』（太虛大師作詞）為首開風氣者，至今仍被佛門弟子廣

為傳唱。其指出，在福智團體的讚頌詞曲主要是由一人所作。 

此篇論文主要以福智團體最先出版給學員聽的「2004 福智讚頌專輯」中的 36

首曲目作音樂分析、訪談福智教育園區學生及福智讚頌班學員等，主要是篇重於

創新佛曲與生命教育關係的研究，他指出生命教育的實施，首要乃依師，依師有

了，慈悲、智慧、實踐自然應運而起。（王勝枝 2006：7、15、242-250） 

此篇研究者於音樂分析中，將 36 首歌分析出每首歌的調性或調式，筆者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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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有問題的，就筆者的訪問中，所出版的譜或學員所看的簡譜曲子有的是很難

分國樂或西樂的，所以是很難分出調性或調式的。王勝枝研究者並無詳細的將「福

智團體」的相關組織與作法，及其讚頌詞曲內容的呈現方式，作詳細的討論。將

為本論文研究的方向。 

釋妙樂（2007）探討佛光山「佛教音樂」之實踐歷程。他以「念佛會」、「歌

詠隊」、及「佛光山梵唄讚頌樂團」的發展，指出佛光山以「傳統梵唄音樂」和「創

作佛教音樂」為兩大主軸進行，將傳統梵唄搬上舞台，另一方面也鼓勵佛曲創作

來傳道。早期與星雲大師一起合作譜聖歌之曲的音樂家，如：吳居徹、李中和等

人，皆為西洋音樂教育之受學者，因此西洋樂曲之曲風被運用在星雲大師所作之

佛教聖歌之中，其實有部份原因取決當代資源條件的限制所致，但也因為這些音

樂本身帶來人們熟悉節奏與韻律，使之覺得習慣並可以在日常生活的許多場合來

使用與聆聽，讓佛教聖歌因此成為可以走入人們生活的捷徑。佛光山為了讓佛教

易於為當代人所接受，以「佛教音樂」為橋樑，運用音樂進行弘法。（釋妙樂 2007：

71-91）由此可見創新佛曲的創作形式與實踐是可以有多元的呈現方式。 

 

以上文獻對筆者有很大啟示，現今創新佛曲越來越多，風格也越來越多元，

但由於宗派的不同，音樂呈現的方式也不一樣，所代表的意義也不同，佛教音樂

與修行亦是密不可分的。本研究將以「福智讚頌」為個案，瞭解「福智讚頌」在

「創新佛曲」中所呈現的風格與特色，進一步探討其背後與佛法修行之間的關係，

並研究「福智讚頌」在現代社會運作之機制以及所具有之文化意義，這是值得探

討的。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台中學苑讚頌研習班，以及該苑的資深全職義工（幹部）廣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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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班之學員為訪談對象進行田野調查。曲目則以『2004 福智讚頌專輯』及陸續

出版的《紫羅蘭》、《憶師恩》、《想上師》、《永恆》、《想上師》鋼琴演奏、《琴

韻心聲》小提琴演奏等系列及鋼琴伴奏譜來進行分析與研究。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主要以質性研究方法為主，透過訪談對唱誦者接觸創新佛曲的參與

動機及過程體驗、「福智團體」的幹部如何推動讚頌進行瞭解。初進入田野時

多數受訪者對筆者持有戒心，及有些資訊可能不方便透露，所以除了出版的影

音或資料有些資料之外有些資料是不可使用的。在福智讚頌的詞意解析上，由

於筆者未學習「廣論」，和田野的時間有限，可能無法很完整的呈現其內在的

深層意涵，這是本研究的限制。  

 

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田野工作中的參與觀察法、深度訪談及資料搜集。筆者進入「福

智團體」台中學苑的讚頌研習班參與其中，自身體驗與觀察並尋求願意接受訪談

的受訪者，及盡可能參與他們在讚頌研習班課後的樂曲練習、增加筆者瞭解唱誦

者如何將創新佛曲與個人生活體驗作結合和佛法修行之關係。在資料搜集方面，

對佛教音樂文獻 (如圖書、碩博士論文、期刊等相關資料)進行收集。田野調查的

資料與相關文獻，以所學的民族音樂學進行分析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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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佛曲背景介紹及其發展 

 

 

第一節 傳統佛曲 

 

中國古代的佛教音樂可以分為兩大類，分別是「聲樂」和「器樂」。根據慧皎

在《高僧傳》中的敘述是，把曲調拿來樂器演奏的叫「樂」，又叫「佛樂」、「佛曲」；

歌頌佛法而用的樂器伴奏的叫「唄」、「梵唄」、「讚唄」。在印度，佛教音樂的聲樂

都稱為「唄」，而在中國的佛教聲樂分為兩種，念誦經文的轉讀及讚頌佛菩薩的「梵

音」。（田青 2000：18）根據呂炳川先生在＜台灣漢族音樂概況＞中提到目前台灣

的佛教音樂大體分成兩個系統，分別是大陸北方系的海潮音及南方系的鼓山音。

（呂炳川 1979：71）他對梵唄的定義中提到，梵唄的起源於印度，但今日在台灣

的梵唄多已中國化，並非使用印度原有之曲調或音階歌詠，所以對梵唄的定義為

在佛教儀式中所歌詠之各種經典。（呂炳川 1979：202-203） 

佛教音樂除了為儀式音樂－梵唄；另一則是供養音樂－民間佛曲或創作。在

傳統的儀式音樂對音聲本身是很重視的，而在褚柏思＜佛教的文化思想與藝術＞

的佛曲方面有提到，佛曲在隋唐就有了，而梵音語梵唄也可以入樂。而佛教唄讚

類音在唱誦時，對於樂器及速度與表現都有一定的要求，通常是平穩緩慢的。（高

雅俐 1999：36-45） 

而供養音樂的音樂特質是比較屬於「非儀禮性質」，為含有佛教相關題材的

曲子，這類佛曲多有樂譜留下，音樂風格也較多樣化及活潑生動。演出的共同目

的皆為讚嘆佛德、供養諸佛，演出型態多為器樂或聲樂型態，同樣也據有供養的

功能。 

對於佛教的音樂觀，從梁蟬纓（2007）＜佛教的音樂美學＞中寫到佛教對於

音樂觀點，在原始佛教時期（相當於中國殷商時期）對僧團來說佛教音樂是禁止

接觸的，因為僧侶認為音樂是刺激情感，會有礙於修行者「開悟」，直到佛教大乘

時期，為了弘法將音樂視為傳教的有力的工具，所以由原先的禁止音樂改觀到重

視音樂。文中提到一個例子，在《華嚴經》中也有教導弟子「以音聲作佛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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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所以目前除了梵唄佛教音樂這一領域外，開始發展佛曲。 

 

第二節 創新佛曲 

 

弘一法師為首開佛曲創作的風氣，創作了＜三寶歌＞，歌曲的作品集為《清

涼歌集》。國民政府來台後，佛化歌曲的創作多為法師參與歌詞的撰寫，或由居士

作詞曲的創作。六○年代開始有佛曲曲集的出版，如佛光山出版的《佛教聖歌集》、

台中蓮社出版的《梵音集》及台北華嚴蓮社出版《佛教聖歌集》。到了七○、八○

年代出現了專業作曲家投入創作，如黃友棣、李中和、蕭滬音、劉紫荊等人。創

新佛曲發展到九○年代進入高峰，陸續有些佛教團體的文教機構成立，並也加入

創作的演出及錄音的行列，如佛光山、法鼓山、慈濟、福智等在台的佛教團體。

（高雅俐 1999：45-48） 

（一）佛光山 

佛光山由星雲法師於 1967 年開創，弘揚「人間佛教」為宗風，樹立「以文化

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之宗旨，致力

推動佛教教育、文化、慈善、弘法事業，並融古匯今，手擬規章制度，印行「佛

光山徒眾手冊」，將佛教帶往現代化的新里程碑。3
 

   1953 年星雲大師初底宜蘭時，為了接引青年學佛，於是填寫歌詞以現代歌曲

為橋樑，成立了「青年歌詠隊」。（慈惠法師 2003：11）1957 年起，在大師的領導

下錄製全台第一張佛教唱片，並在佛光山的活動中穿插佛教歌曲，讓信眾透過音

樂的傳遞，體會佛法生命的真義。1979 年，大師以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融合

的創作方式，將梵唄結合敦煌舞蹈、國樂，甚至交響樂，再成立「佛光山梵唄讚

頌團」。4
 

  在音聲錄製方面，以「如是我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佛光山的佛教梵唄

經典，是一套涵蓋歷代梵唄音樂精華的經典唱片。由數十位佛光山法師及音樂工

作者，重新整理、編曲、配唱錄音，歷時兩年完成，全套 22 片裝，分有誦經類 5

張、懺悔類 4 張、拜願類 3 張、欣賞類 5 張、念佛類 5 張。如是我聞現有【經典

                                                 
3
 參考佛光山全球資訊網：http://www.fgs.org.tw/master/biography.htm 瀏覽日期：2010.04.19 

4
 參考佛光山文教基金會：http://song.fgs.org.tw/ 瀏覽日期：2010.04.19 

http://www.fgs.org.tw/master/biography.htm
http://song.fg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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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唄系列】、【新世紀梵唄系列】、【聖歌系列】、【節慶音樂系列】、【心靈花園音樂

系列】等五大系列。5
 

  「人間音緣」徵曲活動，透由向全球徵曲方式，徵求具有各國有特色的佛曲

創作，用樂曲宣揚佛法，讓人間音緣音樂會能每年主辦，為人間佛教多元化的傳

教方式開啟另一扇門。（慈惠法師 2003：13） 

 

（二）法鼓山 

   法鼓山起源於 1955 年，東初老人於北投興建中華佛教文化館，推動佛教文化

弘法、開辦冬令救濟。並帶領弟子於關渡平原整地開墾，以「禪修為主，務農為

生」將此處命名為「農禪寺」。1959 年，退下戎裝的聖嚴法師來到中華文化館，在

東初老人的座下二度出家。1977 年，東初老人無疾坐化，囑聖嚴法師繼承法業，

接任中華佛教文化館、農禪寺住持，致力佛法弘化與禪修推廣工作。於 1989 年 7

月聖嚴法師正式宣佈將金山的新道場命名為「法鼓山」。6法鼓山的核心主軸為佛法

是「心」法，是釋迦牟尼佛得道後，留給世人的觀念和修行方法，使人心不受煩

惱污染，不受環境與挫折干擾，隨時保持安定、純淨。以現代的語言詮釋，就是

「心靈環保」。並提倡「四環運動」的核心思想，強調以具體行動從心出發，由內

而外，推己及人擴大到對社會、人類、環境、自然、生態的整體關懷。7行動方針

為心五四運動，其基本精神是把佛法普遍地運用在生活中，以「實用為先」，是人

間化、人性化。生活化的佛法。8 

     於 1993 年 12 月成立法鼓山合唱團，成立的宗旨為一、以清涼的樂音，接引

眾生「修學佛法、護持佛法、弘揚佛法」。二、以妙音演唱佛法之殊勝，實踐「提

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理念。三、演唱經團本部委員會議通過之共同曲目，

推動正信佛法與法鼓山理念，達成教育與關懷之任務。並於二００四年九月二十

七日在台北中正紀念堂國家音樂廳和愚韻交響樂團配合演出『禮謝師恩音樂會』。

                                                 
5
 參考如是我聞文化有限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vg.com.tw/ 瀏覽日期：2010.04.19 

6
 參考法鼓山全球資訊網：

http://www.ddm.org.tw/ddm/intro/index.aspx?cateid=2&contentid=642&page=0 瀏覽日期：2010.04.19 
7參考法鼓山全球資訊網： 

http://www.ddm.org.tw/ddm/intro/index.aspx?cateid=725&contentid=3646&page=0 瀏覽日期：

2010.04.19 
8參考法鼓山全球資訊網：

http://www.ddm.org.tw/ddm/intro/index.aspx?cateid=725&contentid=3649&page=0 瀏覽日期：

2010.04.19 

http://www.vg.com.tw/
http://www.ddm.org.tw/ddm/intro/index.aspx?cateid=2&contentid=642&page=0
http://www.ddm.org.tw/ddm/intro/index.aspx?cateid=725&contentid=3646&pag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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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合唱團的成立，以 1995 年台北團與台中團成軍的時間最早，於 1998 年增設

兒童合唱團。（胡麗桂 2005：169）歷年來，法鼓山合唱團除配合聖嚴師父講經活

動，對更積極配合體系內的各項活動，有佛化聯合婚禮、中秋音樂饗宴、佛化聯

合祝壽、慈善關懷活動、冬令慰問、新勸募會員法鼓傳薪暨授證典禮等活動的演

唱。其音樂出版品方面有 1996 年《法鼓山聖嚴法師佛曲集》、1998《佛曲新韻——

我為你祝福專輯》2002 年《聽見菩薩》、及 2003 年《如來如去》。9 

 

（三）慈濟 

   證嚴法師的生命教育觀，包括了啟發良知、良能的「全人教育」、立己立人、

學程兼備的「全程教育」、人本精神與生活的美善教育，以「愛」為基礎完全的教

育。於各地區的分部皆有合唱團。音聲出版主要由靜思文化所出版，有清淨妙樂

系列、法音宣流系列及心靈活水系列等音聲出版系列。（王勝枝 2006：20） 

    由以上幾個佛教團體的理念及創新佛曲的運用中，看得出創新佛曲已成為佛

教文化中重要的一環，也是佛教文化事業的一部分。關於「佛教文化」一詞，在

周慶華著的《佛教的文化事業－佛光山個案探討》中有講到，佛教文化中的文化，

它包括佛教的終極信念、佛教的思想觀念、佛教的道德規範、佛教的藝文表現、

佛教的管理行動等。（周慶華 2007：17）也如明立國（2003）在＜梵唄與佛曲＞

中提到： 

 

相對於傳統的梵唄而言，這些新創的音樂『佛曲』，具有著更廣面

的適應及應用性，使這些音樂可以在平常生活的許多場合中來使

用，這種現象反應了現代人對於佛教音樂的一種需求。（王勝枝 

2006：22） 

 

 

 

 

                                                 
9參考法鼓山全球資訊網：

http://www.ddm.org.tw/ddm/intro/index.aspx?cateid=20&contentid=852&page=1 瀏覽日期：2010.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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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福智讚頌」的組織及其運作  

 

 

第一節 「福智」團體概述 

 

福智團體創辦人：
上
日

下
常老和尚，也是福智團體的精神導師。日常老和尚生

於民國十八年，從小父親即教導他背誦四書五經，並鼓勵他出家利益眾生。民國

三十六年來台，畢業於台南工學院（成功大學前身）土木系。民國五十四年於苗

栗獅頭山元光寺出家，廣學禪淨，長年親近海內外漢傳及藏傳佛教界的大德，遍

學大、小乘佛教，一生持戒嚴謹。親身體驗對比後，更確認佛法與傳統儒家文化

對人類的心靈提升具有很大的價值。並於民國七十六年，開始講授《菩提道次第

廣論》（簡稱「廣論」），以推廣《菩提道次第廣論》為主軸，。 

民國八十一年創辦福智團體，認為人類升沉的樞紐在教育，省思要生命圓滿

必須要有良善的社會風氣做為基礎，於是站在第一線戮力推廣生命教育，呼籲做

好教育紮根工作，上日下常老和尚創辦福智法人團體，即是為了幫助僧俗二眾，為

落實佛法與生活相結合，能將佛法落實於生活中，使學者得以集資淨障、利益社

會大眾，同時亦營造身、心、靈整體提升的成長環境。，相繼於1997年成立「慈心

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及「福智文教基金會」，並於2002年開辦「福智教育園區」。

老和尚觀察現代社會的時勢因緣，開展出三大事業體──慈心(身)、文教(心)、淨智

(靈)，以下分別簡介其理念內涵。在民國八十六年發起成立福智文教基金會，更深

廣推展各項文教活動，如「全國教師生命教育成長營」（教師營）、「全國教育

行政人員生命教育成長營」、「全國大專青年生命教育成長營」（大專營）、「企

業主管生命教育成長營」等大型成長營隊。雲林縣古坑鄉的福智教育園區，以心

靈提升、圓滿生命為目標，涵蓋從幼小、國小、國中、高中至大學研究所完整的

學程，並規劃終身學習園區。10
 

                                                 
10參考財團法人福智文教基金會網站（創辦人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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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有機農法、德育教學到生命教育，從身體健康、心地善良到心靈提升，從

體認生命無限、確立長遠目標到實踐觀功念恩，點點滴滴的努力，都有著自利利

他的願力。11
 

福智團體在台灣的據點有台北學苑、基隆支苑、桃園支苑、湖口教室、新竹

支苑、竹南教室、台中學苑、彰化支苑、褔智教育園區、雲嘉分苑、嘉義支苑、

台南支苑、高雄學苑、屏東支苑、台東教室等據點，並於日本也有日本東京教室。

這些據點主要是廣論研討班為主，給廣論學員學習討論的地方。12
 

福智團體出版的書籍有《福智之聲》、《福智之友》。 

 

第二節 「福智讚頌」的組織編制與表現型態 

 

福智讚頌從 1991 年開始推動，並於 2002 年成立福智讚頌班，結合了有興趣

及音樂素養的廣論學員，善巧的運用音樂把人引導向正面、健康、光明。希望藉

由「福智讚頌」將佛法的種子種入人們的心中，並引領廣論學員特過讚頌行禮敬

供養、不斷的練習串習廣論的內涵，引發正向的覺受。（王勝枝 2006：73-74） 

福智讚頌是由一群長時間跟隨著日常老和尚修學廣論也熱愛音樂的弟子，以

《入行論》：「我以海潮音，讚佛功德海，願妙讚歌雲，飄臨彼等前。」、《入菩薩

行論‧懺悔罪業品》：「別此亦獻供，悅耳美歌樂，願息有情苦，樂雲常住留。」

等理念13，將多年學習佛法的成果與音樂結合，並組成福智讚頌小組，經由多年的

努力，錄製出「福智讚頌」專輯及鋼琴譜。14並於 2001 年成立「福智讚頌合唱團」、

2006 年「福智讚頌交響樂團」、及由群畢業於音樂系所的音樂專業人士組成「琴韻

絲竹樂團」，定期參與「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15
 

                                                                                                                                               
http://educational.blisswisdom.org/media/1.1.1.pdf 瀏覽日期：2010.04.19 
11參考財團法人福智法人南加支苑：

http://www.gelsociety.org/bwsc/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blogcategory&id=20&Itemid=34

瀏覽日期：2010.04.19 
12參考財團法人福智文教基金會網站：http://educational.blisswisdom.org/content/view/131/244/ 瀏覽

日期：2010.04.26 
13

 參考《紫羅蘭》福智讚頌交響曲系列，頁：１、５。 
14

 參考附錄 ：關於福智讚頌的傳單 
15參考附錄 －節目單 

http://educational.blisswisdom.org/media/1.1.1.pdf
http://educational.blisswisdom.org/content/view/131/244/


 

 12 

「福智讚頌合唱團」與「福智讚頌交響樂團」的成員來自社會各階層，主要

是以各級學校的音樂老師或音樂系的學生為主。固定每週練習並定期的舉辦發表

會於國家音樂廳、林口體育館、新舞台、及香港，也配合福智文教基金會所辦的

各項活動，如全國教師成長營、全國大專生命成長營等大型營隊，參與獻唱，也

到。16
 

「琴韻絲竹樂團」是由對自我生命提升的期許與對音樂教育的熱忱的一群畢

業於音樂系所的專業人士所組成，也是固定練習及演出。主要樂器有古箏、二胡、

簫、木魚等樂器組成。曾在香港、新舞台及國家音樂廳與「福智讚頌合唱團」、「福

智讚頌交響樂團」一起演出，於 2008 年 12 月 18 號參與福智文教基金會舉辦的全

面企業主管生命成長營之「音樂饗宴」的演出。17 

目前出版品大致可分為四個系列： 

一、交響曲系列：《紫羅蘭》。 

二、合唱系列：《想上師》、《憶師恩》、《永恆》。 

三、樂器演奏系列：《想上師》鋼琴演奏、《琴韻心聲》小提琴演奏。 

四、音樂會 DVD：《2009.10.07 國家音樂廳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實況錄影》。 

鋼琴譜目前已出版五本，分別為： 

一、《想上師專輯讚頌合唱系列（一）鋼琴伴奏譜》 

二、《憶師恩專輯讚頌合唱系列（二）鋼琴伴奏譜》 

三、《福智讚頌合唱系列 鋼琴伴奏譜（三）》 

四、《福智讚頌合唱系列 鋼琴伴奏譜（四）》 

五、《福智讚頌合唱系列 鋼琴伴奏譜（五）》 

 

圖 1：讚頌出版品：交響曲系列《紫羅蘭》與合唱系列《想上師》、《憶師恩》 

                                                 
16

 參考附錄－節目單 
17

 參考附錄－節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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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讚頌出版品：演奏系列《想上師》、《琴韻心聲》。 

 

 

圖 3：《福智讚頌合唱系列 鋼琴伴奏譜（三）》 

 

在福智團體出版的《紫羅蘭》有日常老和尚對「福智讚頌」的意義及作用的

幾段文字： 

 

學習讚頌，正如孔子所說的：「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興

於詩，興些什麼？「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本身

是以詩來興的，運用的時候則是用禮，表現在一切行為、一切時處，

從起心動念開始，最後則成於樂。如果這些東西消失掉了，「仁」就

沒有內涵，沒有意義。       

                                   －日常法師－18
 

 

                                                 
18參考《紫羅蘭》福智讚頌交響曲系列，頁：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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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學讚頌？原本我們內心當中應該透過親近善知識、聽

聞正法、如理思惟等內涵與法相應。但是單單聽或看，效果不好。

以大師教法來說，一個人默默的聽，跟大眾在法會上，哪一種效果

好？大師告訴我們在大眾中效果比較好，《廣論》中說：「若善說者

為善聽者宣講演說，如法會中所變心力，暗中獨思難得生起。」我

們的經驗也是如此。 

                    －日常法師－19
 

 

除了佛法的聽聞思惟以外，樂本身的旋律最容易感動人心，所

以我們要體會法，也可以用樂的旋律，幫助增長法的體驗，如此樂

的價值就呈現出來了。今天我們讚頌，內心一定要先跟它相應，這

時去唱讚頌，心裡就會產生力量。我們可以讚頌三寶、讚頌種種功

德，讚頌我們顯發的善淨之業。 

                    －日常法師－20
 

 

以上是福智讚頌在福智團體中所代表的意義及內涵。 

根據中區讚頌合唱團團長的描述，福智讚頌除了在北區有管弦樂團和國樂

團，北中南也有讚頌班，參與者主要以廣論學員。中區的讚頌班主要分為讚頌合

唱團及研習班，合唱團在學習方面除了了解讚頌的意涵外，練唱的部分也很重視，

主要是在國家音樂廳或台中新舞台等大型的表演場合；讚頌研習班，主要是讓對

讚頌有興趣的廣論學員可以更進一步的了解讚頌的內涵，研習班分三個班及一班

演奏班，演奏班的成員，為會一些樂器的廣論學員一起組成，演奏班的組員也會

到研習班的其中一班一起學習讚頌的意涵與共學並會將課堂所上的曲子作編曲在

課堂中演奏，作為分享與供養。21中區讚頌演奏班組成的樂器有古箏、揚琴、二胡、

鋼琴、中國笛、長笛、吉他等樂器，持續邀約會樂器廣論學員一同參與；而研習

班以合唱團方式學習。 

關於福智中區讚頌合唱團 2009 的讚頌活動有： 

 

                                                 
19參考《紫羅蘭》福智讚頌交響曲系列，頁：１４。 
20參考《紫羅蘭》福智讚頌交響曲系列，頁：１８、２２、２５。 
21

 參照附錄讚頌合唱團簡章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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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由讚頌研習班課堂播放 2009 台中學苑讚頌活動紀錄，由筆者紀錄及製表。 

時間 活動名稱 

2009.01.04 南投梅花茶會 

2009.01.29-30 朝禮法會 演出 

2009.02.07 心光大道 初選 

2009.03.08 心光大道 複選 

2009.03.28 心光大道 決選 

2009.04.11-12 古坑教育園區讚頌提升營 

2009.06.07 中科里仁開幕 

2009.08.07-12 全國大專青年生命教育成長營 學員體驗讚頌演出 

2009.08.15-17 香港演出 

2009.09.04 台中學苑讚頌研習班開班音樂會 

2009.09.05 新團員甄選 

2009.09.17 彰化讚頌研習班開班音樂會 

2009.09.27 霧峰萊園中秋聯誼會、清水讚頌研習班開班音樂會 

2009.10.6-7 國家音樂廳演出 

2009.10.25 看見松竹梅老同學音樂會 

2009.10.26 南投讚頌研習班開班音樂會 

2009.11.6-8 憶師恩法會 

                                                    筆者製作 

 

 

第三節「福智讚頌」研習班的田野 

 

本論文田野工作方面參與及紀錄內容包括 2009 年 11 月 8 日憶師恩法會；2010

年 2 月 18 日朝禮法會；2010 年 2 月 25 日祈願法會；2009 年 12 月 27 日福智青年

2009 歲末巨獻 天空之旅心靈圓舞曲；訪談福智中區讚頌合唱團團長及台中學苑中

區讚頌研習班。參與觀察主要以讚頌研習班為主，筆者以學員的身分進入隔週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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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五上一的讚頌研習班，一同學習及參與觀察，從 2009 年 10 月 16 號第三堂課參

與至今到第十四堂課，已有 12 堂課，以下為筆者整理讚頌研習班第三堂課到第七

堂課的田野記錄： 

一、＜第三堂課＞ 

    1、時間：2009.10.16 

2、地點：福智團體 台中學苑 

3、課程：祈求、念恩 

4、練習曲目：＜密集嘛＞ 

5、流程表：7：20-7：30 前行緣念（用一般唱法唱 3 次密集嘛） 

               7：30-7：40 前言 

               7：40-8：20 理念 

               8：20-9：15 讚頌練習 

9：15-9：30 總結 

由於護持這班長有事不能到，也沒有拿到點名單，所以大家位置隨意坐，不過原本有分組

的。由三位師兄護持上課。 

6、理念：歌詞中的「無緣大悲」是指佛菩薩可憐我們而產生很大的悲心，而

「無緣」是指有所緣；「無垢」是希望我們遠離；「秘密尊」是指大勢智菩

薩、金剛勇菩薩，十方三世的總聚體。「雪頂」是西藏地區的雪頂；「智巖」

所有的智者推宗大師為西藏地區最莊嚴的賢慧普聞。賢慧普聞為宗大師的

本名。宗喀為地名、巴是尊稱。此曲為宗喀巴大師寫給上師仁達瓦的。 

7、過程描述 

＊讚頌主要是對上師三寶的祈求及道次第的內涵 

＊＜密集嘛＞為宗喀巴大師祈禱文，有三種唱法。 

        （1）淨遠法師的唱法 

        （2）合唱團的唱法 

        （3）正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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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頌練習：（在每聽為一段唱法及護持的師兄提策心力後大家一起唱） 

（1）聽如證法師的正音 

（2）聽淨遠法師唱法：題字：密集嘛對大師深切的祈願與呼喚。師長功

德 

（3）聽仁波切的唱法 

護持 a 師兄教導學員：藏系的就用藏系來唱；漢系的就用漢系的來唱，不

論是用那一語系唱，最主要的是提策心，要想如何在具有大智、大悲、大

力的人面前祈求。至於如何祈求，淨遠法師有教大家，想要祈求什麼宗旨

要明確，像小孩要糖，要、要、要到最後就會得到。其實在教唱有兩種：

一為告訴你音階和節奏；二是心擁有什麼就會唱出什麼。在唱密集嘛時，

開始時可做祈求，在結尾時可做回向。 

在讚頌的傑仁波切就是宗喀巴大師；在上師頌歌詞中的「真理」、「空性」、

「大悲」→大力、大智、大悲都有就是在說宗大師。 

＊總結： 

（1）每次的練唱護持的師兄都有做錄音，最後總結時大家跟著最後一次

的錄音一起唱，供養給師父（日常老和尚）及佛菩薩作音聲供養。 

（2）請 2 位學員分想 “我向師父祈求的一句話” ，其中一位學員的分享是 

“希望可以在唱讚頌與廣論的學習上相輔相成。 

二、＜第四堂課＞ 

    1、時間：2009.10.30 

2、地點：福智團體 台中學苑 

3、課程：曲目複習 

4、練習曲目：＜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密集嘛＞ 

5、過程描述 

       ＊先大家一起唱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密集嘛這兩首讚頌。 

＊護持 a 師兄：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中體會到什麼是讚頌。有位師姊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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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讚頌班上課插了一盆花，師姐用插花來表達讚頌，那盆花主要是表

達讚頌「歡樂頌」這首歌的第四句。我們教的是去感覺、去唱。 

＊分享（分享唱的感覺）： 

（1）護持 b：剛開始聽到「南無釋迦牟尼佛」這首讚頌時，覺得很類似、

很好聽。但其並不然，往往忽略了。創作者遇到逆境（無常時，向

釋迦牟尼佛祈求寫的讚頌曲），聽到前奏有感到希望，產生皈依的

心。 

（2）護持 c：聽說這首讚頌是歌詞最簡單，但好像很難唱。 

（3）學員 a：分享對「南無釋迦牟尼佛」這首讚頌的感受，剛開始聽到

這首讚頌感覺曲調美，但還沒有感動，受到以前聽到不同版本的影

響，直到遇到有位師姐，她說：一聽就感受很大，一聽就哭。我就

開始想為什麼 

＊護持 a：補充說：在這首歌裡有 2 句旋律和歌詞是一模一樣的。如何練

習，就多念幾次，唱的時候就會比較準。提策大家：我們怕什麼？墮三

惡去、怕苦的輪迴。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算不算是倫迴？算！不過輪迴

是人，佛是轉世。每次都是要表示我們要轉世、成佛，最終的目的成佛

的動力。 

（4）學員 b：在研討班班長帶著唱，唱唱唱有時沒什麼感覺，來到讚頌

班了解內涵後唱就不一樣。向佛祈願，在唱時會想到大勢智菩薩…

想到大悲大力的菩薩 

＊護持 c：能唱一首曲子就能知道是誰作的嗎？孔子可以！接著看影片「孔

子」片段。孔子可以在與人合奏共吟，領悟到曲子的志趣神韻與作者的

為人風貌 

＊護持 b：唱讚頌是透由上師感到憶念師父。 

（5）學員 c：看「孔子」的片段，感覺到收獲是 “怎麼樣來心賞”，不是

作者是誰，而是（心）胸懷，揣摩的感覺。分享密集嘛：除了護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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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領導，我們自己本質上與讚頌 “相應”，對內涵的了解後，每次唱

的感覺都不一樣。 

＊護持 a： “孔子”為何要這樣拍，主要要表達的意思是「興於詩，立於禮，

成於樂」 

（6）學員 d：分享密集嘛：讓人感到清醒，想法清靜，由其是淨遠法師

唱的，讓人感到清淨。 

＊護持 c：唱密集嘛不是為了 108 次。在去印度請法的路上，持頌密集嘛，

不知不覺就會超過 108 次了。 

（7）學員 e：用吉他伴奏唱密集嘛分享給大家。感謝護持 a 的意樂，感覺

就很強烈，常常可能意到，但可能還無法用文字來表達。為什麼不

了解還可以感覺，宗喀巴大師就是觀世音菩薩…就是師父，想到師

父我就很有感覺，師父本身就具有大智大悲大力所以就是佛的化

身，所以不論我呼喚到誰，祈白不要遺棄我，藉這個機會供養給師

父並向師父祈求。 

＊護持 a：在還沒有上廣論，學讚頌時是如何？是否專注力，內心要很清

楚每一字、每一句的意思。了解詞是什麼後，心也就跟著走，就會有感

受力，最後皈依境。讀懂內心深處，內心去淌流會自然到。用內心的力

量，將所以的細胞去唱，會只有唱 108 遍嗎？每次唱後可以將自己的感

受寫下，會發現有不同的感受。 

＊護持 c：補充如何皈依境、如何觀想。先去感受，先看一個人在你前面，

然後在閉上眼想師父在你面前。這就是簡單的觀想。 

三、＜第五堂課＞ 

    1、時間：2009.11.13 

2、地點：福智團體 台中學苑 

3、課程：聞法勝利 

4、練習曲目：＜讀經頌＞、＜開經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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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過程描述 

護持兩人：護持 a 師兄、護持 b 

＊分享參加憶師恩法會心得 

       (1)學員 a：很多師長的功德，感受很深。每次去都會有不同的感受。 

       (2)護持 b：在一場法會當中變心力是很大的，感受比在家憶念師父還要大。 

＊開經偈：是在聽聞或誦經時要唸的 

＊聽聞的前行：性證法師；觀想師父在前面 

＊唱六字大明咒：觀想觀世音菩薩在前面，而自己像小孩衣偎在觀世音菩

薩的懷裡。在唱的當中我們的心念可能會跑來跑去，所以我們要藉由這

來練習觀察心念在哪裡，提正念，如果發現心念跑掉了趕快抓回來，可

以幫忙在聽聞時念頭跑掉時自己可以發現並抓回來。 

＊聽聞的前行很重要： 

(1)在廣論 師父錄音帶的 9A 11 分 處：聽聞前要做準備，準備好，聽聞

就會做的不錯。 

         (2) 在廣論 師父錄音帶的 13A 處：做好前行，得到的法喜充滿內在，

把煩惱拿掉，用恭敬、專誠的心去做前行。 

＊由讚頌演奏班的一組成員演奏讀經誦給大家，彈二胡二位、古箏二位、

揚琴一位。 

＊在 CD 裡 開經偈與讀經頌是連在一起的。＜Q：讀經頌是否是為了開經

偈而作的？＞ 

＊由師姐帶大家唱開經偈。 

(1)提策：感受、想早餐的每好和師長的美好，開心的感覺。頭盡量不要

低低的，怕聲音出不來。唱起來又像五歲小孩唱的感覺。咬字清楚，

有自信有活力的唱，注意嘴型。心情愉悅的唱。唱開經偈時，氣要飽

滿一點。 

(2)在 “清晨到”的 “到”要往上揚，在 “啦啦啦啦…..”這要結實一點、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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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 

(3)分前後兩組唱：一二段 前面唱；三四段 後面唱；最後“啦啦啦啦…..”

大家一起唱。 

＊問大家唱這感覺如何 很開心，學廣論前要念的開經偈。 

＊護持 a：開經偈是武則天做的。覺得螞蟻、蟑螂很可憐，墮入出生道，

就像 “百千萬劫難遭遇”。 

＊師姐： “無上甚深為妙法”， “無上”是指佛陀的言教； “甚深”是指多麼

深廣的；般若的法是微妙的，如何去實踐它。 

＊分享唱這兩首後的心得： 

         (1)護持 b：平常唱讚頌會選擇一些常聽的，不會選這兩首(讀經頌、開經

偈) 

(2)學員 b：唱讀經頌可以用一個方法，身體可以動起來，唱的時候共鳴在

上面，俏皮的感覺、輕鬆感。 

        (3)教唱師姐：原本心情不好，但聽到這兩首歌心情就好了。 

＊一位四歲快五歲的小朋友（就讀妙慧幼稚園，早上在幼稚園都會唱）唱

這兩首給大家聽。 

＊為下一堂課作預習：思維法人事業對我們生命有什麼好處。 

＊最後請演奏者再一次演奏這兩首歌作音聲的供養，最後回向。 

四、＜第六堂課＞ 

    1、時間：2009.11.27 

2、地點：福智團體 台中學苑 

3、課程：師長行誼(一) 

4、練習曲目：＜旅程＞ 

5、過程描述 

護持兩人：護持 a 師兄、護持 b 

＊看盧學長演講的影片：暇滿的人身、重視實踐所以有法人、正法、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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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法。 

＊護持 a：師父把格魯引進來，讓我們學習，那如何實踐呢？像我們在家

會有懶散之心，也比較聽世間的音樂，但一踏入學苑整個心就不一樣了，

把握暇滿的人生。 

＊法人事業與我們有什麼關係？ 

         (1) 護持 a：像我在家用的、吃的、及在學苑的上課教室、教材、甚至是

廣論都是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 

＊討論：師父如何用法人事業來照顧我們的法身慧命，讓我們生生增上？ 

先分組討論＜六組＞ 

         (1)學員 a：先講上了這幾堂的讚頌班後的心得，以前太太唱讚頌時或是

會為了在車上放讚頌而吵架，但現在自己會偷偷在車上放讚頌，也覺

得很有感應。太太很早就在法人服務，所以有時會一次就買很多的衣

服或生活用品，穿健康的衣服。從 94 年接受師父的功德，參加企業

營受到法人文教的受益，得到法喜。只要是有機的店都去護持。獲益

太多了。 

        (2)學員 b：這組的同修師姐分享，吃的、喝的、用的都很安心。另一位師

姐是從文教、淨智、廣福…等來分析。自從有了法人事業後我們可以

變成燒得開的開水了。 

(3)學員 c：接觸的比較少，但法人事業也不是就只有看得到的，也可以從 

“聽聞”來增長，先從它文，如何從感動到受用，是靠聽聞及體會。 

(4)護持 a：聞思修、戒定慧，眼前的我們可能無法完全照這走，所以師父

幫我們創辦了法人事業。佛七，每年盡量去參加一次，每天早上都有

受八戒，受五天的八戒；八戒。這些是師父讓我們暇滿人生的因。隨

順布施、施選助伴 無逅進願 

＊師姐教唱：旅程 

         (1)暖身：將自己想像是一棵樹，然後風從你的前、後、左、右吹。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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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互相對拉，往左右兩測拉。 

(2)發聲練習：阿阿阿阿阿 123454321；跳音的 123454321 

(3)念歌詞 

(4)講解：節拍、速度… 

(5)唱音符 

(6)唱歌詞：想像遊子回到師父旁喜悅的心情，沒有很沉重。在 “散發著

『溫』暖的光”和 “『睡』在月亮旁”和 “『輕』輕唱，這三字唱短一點，

輕一點。 

(7)分兩組唱 

(8)第一組唱完分享：學員 d：唱第三段時感覺很舒服 

(9)師兄帶唱： “阿－阿”像風聲； “睡在月亮旁”有好幾次，可以想我們

在師父旁邊，堅定的感覺。讚頌用很多比喻和感受。從開頭想像自己

看到月亮，然後月亮在散發著光，然後用唱來描述； “有你在身旁”

先想你對別人說的時候是什麼語氣；在 P.159 的第一個 “有”你在身旁

的 “有” 歡喜的感覺，第二個 “有”有篤定的感覺； “睡”在月 “亮”

旁，歡喜的感覺，重音在睡跟亮。最後一句用很篤定的感覺來唱。 

         “感受” “語氣” 

＊回向、禮佛 

五、＜第七堂課＞ 

    1、時間：2009.12.11  

2、地點：福智團體 台中學苑 

3、課程：曲目複習 

4、練習曲目：＜讀經頌＞、＜開經偈＞、＜旅程＞ 

5、流程表： 

7：30-7：35 前行緣念（用一般唱法唱 3 次密集嘛） 

        7：35-7：40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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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0-8：20 練唱旅程 

        8：20-8：50 演奏組表演＜讀經頌＞、＜開經偈＞、＜旅程＞ 

8：50-9：10 練唱＜讀經頌＞、＜開經偈＞ 

9：10-9：25 討論廣供 

9：25-9：30 結行 

6、過程描述 

護持兩人：護持 a 師兄、護持 b 

＊護持 a 帶暖身：將自己想像是一棵樹，從還是種子的時候開始長大，然

後風從你的前、後、左、右吹。禪動 

＊先請學員分享對唱旅程的心得 

      （1）學員 a 演奏組的師姐分享 

＊練唱一次旅程 

＊學員分享 

      （1）學員 b：像在媽媽的懷抱裡、可以很安穩、在一個安全的地方，在

唱時，覺得旁邊有一棵樹在抱著我、很溫暖的感覺。師父在身邊傾

聽我的心聲。也許是上過課了，所以對這音樂比較深刻。 

（2）護持 a：你們認為廣論與讚頌有什麼的差別？共學：廣論因為有消

文（消化文義）先去了解意思，所以我們在研讀廣論時可以進一步

思考；但在讚頌時，會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唱到那個 “點”。能跟自己

的生活與曲子做結合，而且像學員 a、學員 b 那樣會樂器很好，其

實樂器可以表達音聲表達不出來的。 

      （3）學員 c：看了 “佛陀傳”之後，在彈這首歌時，師父就是在那個地方。 

      （4）護持 a：今天是什麼日子？是宗喀巴大師示寂日。所以我早上五點

跟大家到筏子溪去放生，人生中在經歷有很多旅程，我們的旅程是

什麼？在旅程這首歌的「白月亮掛天上」的白月亮是什麼 “月亮”？

「散發著清明的光」的光是什麼 “光”？在 P.144「重逢」這首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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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段歌詞中「芳菲異國夢，煙雨月明中」的 “月”，這裡的月亮不

太清楚，再看到 P.82「月上青天」這首歌的 “月上青天，月上青天，

師在我心，師在我心，宇宙好清明，宇宙好清明。”師父在，光才

會在。 “慈心悲心皓月明”的慈心悲心就是慈悲心，師在我心 “睡在

月亮旁，有你在身旁:”。 P.95「藕花深處」的 “上師上師在何方，

就在我心上，就在我心上”、 “千江有水，月投千江，藕花深處，藕

花深處，蓮飄香。”→師父的慈悲。P.174「大悲光」的 “慈悲的你，

笑在千古的記憶，像萬道光扣著”→ “那萬道光，徘徊徘徊，在我心

靈的窗，在我心靈的窗，像月光……”→ “那萬道光，源於你的大慈

目，源於你的慈悲心腸”。在唱「旅程」的 “啊….”怎麼唱→P.174

「大悲光」的 “啊－－－，菩薩”， “在我的心裡詠唱詠唱”， “教

我不能忘”→ “有你在身旁”。「大悲光」的 “慈悲的蓮花”是什麼花？

→P.113「水晶心花」的 “月亮又圓啦，月又缺啦”－初一、十五的

月亮不一樣。所以總結 在唱「旅程」的 “白月亮”時想到“慈悲的蓮

花” ，「水晶心花」。 唱到 “掛天上”想到“月上青天，師在我心，宇

宙好清明。”。唱到 “啊….”想到 “啊…菩薩”。所以我在唱旅程時，

不只是在唱旅程，是整個法。有一次登泰山看日出的經驗，那時是

晚上沿途真的只有月亮在陪我，長期以來我們都會對月亮、對師父

遺忘。 

＊演奏組表演 

＊請演奏的學員分享 

      （1）學員 d：感謝師姐幫我們翻成簡譜，剛開始我們都在摸索，像我基

礎不是很好，音也不是很準，透由研習班我們也很開心。 

      （2）學員 b：謝謝組長把我們心力拉起來，會關顧我們的心情，在怎麼

苦都會有人在身旁，讚頌就像我的糖罐，心情不好時，就到我的糖

罐裡抽一首讚頌來聽。師父在意的是你的心意，在練習時要自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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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不管做什麼事情，重點就是意樂。 

     （3）學員 e：感謝師父的支持，師父功德。 

     （4）學員 f：自己以前是學國樂的，所以很期待讚頌演奏班的成立，很想

來參加。自己如果不投入，這樂團也不會成立。在憶師恩法會，讚

頌樂團的表演給的心力真的很大。用一個佛法來觀待緣起，希望可

以更多人投入，也是接引眾生的方便道。 

     （5）班長：當初成立讚頌班，有三個班是研習班，有一班演奏班。有演

奏班一起上課一起研習，覺得很好，可以一起分享，一起憶念師長，

可以依止法，對師父的恩德馬上興起。 

＊分享＜讀經頌＞、＜開經偈＞ 

     （1）班長：在廣論 P.8、P.15，暇滿人生，聽聞軌理。性証法師：晨起緣

念，一起來就要往正面發心發願，一整天都要提正念，抓住自己的

念頭 

＊由師姐帶唱 

＊分享： 

     （1）學員 g：感謝師姐，我和班長是一起到印度請法時認識的，今天來上

讚頌班覺得是不虛此行，隨喜演奏班，非常高興，隨喜讚嘆上課方

式及護持的帶領，見到上師的功德，與上廣論的不同是在學廣論後

來唱，觸動心弦，感動。 

     （2）學員 h：前兩次課沒參加，第三次來之後很快樂。看到剛剛演奏表演

有很多感動，一個是投入的感動，一個是專注的感動，讚頌可以幫

助學廣論很大的幫助很平順。 

     （3）學員 i：記得師父講過 “善知識”最重要，進入一種意境。須要善知識

來依止，不論是廣論班或讚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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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的內容，我們可以歸納出幾點： 

一、課堂程序：（一）前行緣念；（二）曲子的意趣與內涵，提策心力，由一些師

父的開示及影片提策；（三）教唱，歌曲的練習；（四）學員分享唱讚頌後的心

情或想到什麼可以分享，與大家一起共學。（五）回向、禮佛。 

二、唱讚頌的四個重點：（一）提念力：心專注在每個字到每一句。（二）思惟力：

一句句思維內涵。（三）感受力：心要有感覺。（四）皈依境：觀想師父在眼前、

唱給師父聽，很歡喜。 

三、班上領導大家的有：班長、教學：理念及教唱等人三個來護持。 

四、上課大家的位置以圖式來呈現，如下： 

 

 

 

圖 4：中區讚頌研習班（星期五班）上課的位置示意圖。 

佛像 

 

學員 

護持：班長、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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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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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為中區讚頌演奏班，於 2009.12.11 讚頌研習班，第七堂課：曲目複習的演出。演奏曲目為＜

讀經頌＞與＜開經偈＞。 

 

筆者從台中學苑讚頌研習班的上課觀察及訪談合唱團團長的內容中看出，「福

智讚頌」的內涵與意義無一定的標準答案，而廣論學員可以透由讚頌研習班，除

了班長或教學的提策與引導，也根據對廣論的學習，對讚頌有不同的體會，經過

課堂分享給其他學員聽，可以讓大家的感受更深一點。而根據訪談中知道「福智

讚頌」的內涵與意義就在歌詞裡，而對於讚頌的感受是因人而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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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福智讚頌」及其音樂分析 

 

 

本論文研究創新佛曲在一個佛教團體中如何的運作及曲子本身的意涵與架構

帶給團體什麼樣的功能作用，及創新佛曲與學員、信眾的生活與修行有著什麼關

係。本章分為兩節，第一節為創新佛曲（「福智讚頌」）在福智團體中使用的場合

描寫與分類；第二節究曲子本身的結構與意涵作進一步的分析。 

 

第一節 「福智讚頌」的意涵及內容 

 

一、「福智讚頌」釋義 

「福智讚頌」是由一群長時間跟隨著日常老和尚修學廣論也熱愛音樂的弟

子，以《入行論》：「我以海潮音，讚佛功德海，願妙讚歌雲，飄臨彼等前。」、《入

菩薩行論‧懺悔罪業品》：「別此亦獻供，悅耳美歌樂，願息有情苦，樂雲常住留。」

等理念22，將多年學習佛法的成果與音樂結合。日常老和尚也認為除了佛法的聽聞

與思維外，樂本身的旋律最容易感動人心，而如果我們內心與讚頌相應，在唱讚

頌時，心裡就會產生力量，也可以讚頌三寶、讚頌種種功德。 

二、分類與類型 

將大型的活動依照場合性質來做分類，主要為三類：法會、營隊及福智讚頌

創作發表會，主要以 2008.2009.與 2010 年的活動為主。並記錄那些場合所使用的

讚頌曲目。筆者有參與憶師恩法會、祈願法會、朝禮法會及福智青年 2009 歲末巨

獻 天空之旅 心靈圓舞曲（台中場）做曲子的記錄。 

（1）法會 

＊憶師恩法會 2009.11.08 為日常師父已圓寂五年，這段間廣論同修依循上師

教誡，努力聞思廣論，心靈不斷成長，更加感念師父的恩德。十一月七、

八日兩天，僧俗二眾再次齊聚林口體育館，將所有的感恩、報恩心情呈獻

於師父。23主要內容為學習與僧團的分享及讚頌演出。讚頌曲有主題曲－

                                                 
22

 參考《紫羅蘭》福智讚頌交響曲系列，頁：１、５。 
23參考福智佛教基金會 福智之聲 http://voicefriend.blisswisdom.org/Tvo/tvo_188/tvo_188_23.htm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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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你來＞、＜皈敬文殊尊＞、＜度母讚＞、＜紅寶石白曼達＞、＜紫羅

蘭＞、＜讚僧（二）＞、＜護法讚＞、＜福智美＞、＜供曼達＞、＜想上

師＞。 

＊朝禮法會 2010.02.18：朝禮法會的時間固定在過年期間大概初五的時候，

所舉辦的一個法會，主要是因為一整年的工作或忙碌，所以會在過年這期

間犒賞自己，往往重於物質上的追求，而忽略了心靈上的提升，所以在過

年的大概初五，學員們也大家齊聚一起，透由各種方式來提升我們的心

靈。筆者有參與 2010 年的朝禮法會，參與的時間是 11:00-14:30 並記錄下

當天所演出過的讚頌曲，為＜向日葵＞、＜讀經頌＞、＜大悲光＞、＜向

日葵＞、＜那天天空好晴朗＞、＜文殊菩薩祈求頌＞、＜度母讚＞、＜想

上師＞、＜拉緊我的手＞、＜月上青天＞、＜謝謝好慈心＞、＜皈依頌＞，

表演型式有的是樂團、或是合唱的方視來呈現。 

＊祈願法會 2010.02.23-2010.03.01(2/25)：主要以講佛陀的本身故事及供養為

主。並無於法會上表演讚頌，不過在中午用餐時間或法會開始前的空檔，

會以播放 CD 的方式播放讚頌。曲子有＜憶昔人＞、＜喜悅＞、＜相思樹

＞、＜水晶心花＞、＜皈依頌＞、＜旅程＞、＜大雄大力尊＞。 

 

（2）營隊 

營隊為福智團體每年所辦的大型活動，透過營隊廣論學員可以將所學運用在

其中，主要有全國教師成長營，全國大專生命成長營…等營隊。有關於營隊的曲

目是由大專班老師及台中學苑資深義工提供，自己未親自到現場，不過 2009 全

國教師成長營（教師營）曲目是由輔導手冊上取得。 

＊2009.12.全國大專生命成長營（冬令營）： 

       輔導組（義工）：＜精進鼓音＞、＜決戰生死＞ 

學員：＜覓幽蘭＞、＜祈禱＞、＜跟上文殊行＞ 

＊2010 全國教師成長營（教師營）： 

       福青組（義工）：＜決戰生死＞、＜善友＞、＜永恆＞、＜盼你來＞ 

       法師帶大專班老師唱（由老師點曲）：＜度母讚＞、＜喜迎菩薩冉冉來＞ 

＊2009 全國教師成長營（教師營）： 

＜走過千生萬世＞、＜曠谷幽蘭＞、＜度母讚＞、＜讀經頌＞、＜皈敬文

殊尊＞、＜護法讚＞、＜精進鼓音＞ 

 

（3）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 

     為讚頌團定期的大型表演，主要場地在國家音樂廳或台中新舞台與中興堂。

由 A 團代表演出，曲目來自音樂會的節目單。詳細資料參見附錄。 

＊2008.12.18 美化人生 心靈饗宴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 （台中中興堂） 

                                                                                                                                               
日期：2010.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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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觀音菩薩頌（廣頌）＞、＜文殊菩薩祈求頌

＞、＜妙音天女讚＞、＜上師頌＞、＜常相思＞、＜紅寶石白曼達＞、＜

月光＞、＜永恆＞、＜憶昔人＞、＜藕花深處＞、＜重逢＞、＜旅程＞、

＜紫羅蘭＞、＜夢蓮花＞、＜白蓮花＞、＜相思樹＞、＜福智美＞、＜有

一條路在你身邊＞、＜喜悅＞、＜歡樂頌＞、＜謝謝好慈心＞ 

＊2009.10.6/7 琴韻心聲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 （國家音樂廳） 

  2009.10.6：＜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上師尊＞、＜永恆＞、＜拉緊我

的手＞、＜皈敬文殊尊＞、＜白蓮花＞、＜月上青天＞、＜藕花深處＞、

＜憶昔人＞、＜重逢＞、＜旅程＞、＜文殊菩薩祈求頌＞、＜度母讚＞、

＜紫羅蘭＞、＜夜讀＞、＜搖籃曲＞、＜紅寶石白曼達＞、＜密集嘛＞、

＜想上師＞、＜福智美＞。 

2009.10. 7：＜向日葵＞、＜那天天空好晴朗＞、＜暇滿人身多美好＞、＜

覓幽蘭＞、＜祈禱＞、＜重逢＞、＜喜悅＞、＜悲華經＞、＜相莊嚴尊身

＞、＜紫羅蘭＞、＜憶昔人＞、＜旅程＞、＜皈依頌＞、＜搖籃曲＞、＜

紅寶石白曼達＞、＜思念＞、＜文殊菩薩祈求頌＞、＜傑仁波切＞、＜梵

文四皈依＞、＜讚僧（二）＞、＜護法讚＞。 

＊天空之旅 心靈圓舞曲為福智團體於大專院校中成立的福智青年社團（福青

社），團體為大專生成立大專班，每週六於台中學苑上心靈課程，於期末與

各校的福青社一起辦心靈圓舞曲，作為課程的結束。 

＊2009.12.27 福智青年 2009 歲末巨獻 天空之旅 心靈圓舞曲（台中場 中興大

學）＜夢蓮花＞、＜覓幽蘭＞、＜旅程＞、＜綠葉飄＞、＜善友＞、＜福

智美＞。 

＊2008.12.24 耶誕夜的飛翔夢─「天空之旅」心靈演唱會（北區大專福青社）：

＜覓幽蘭＞＜旅程＞＜紫羅蘭＞＜走過千生萬世＞＜跟上文殊行＞＜福智

美＞。24
  

 

根據上述，以樂曲來分類所作的表格，如下： 

 

表二：樂曲分類 

讚頌曲名 次數 

盼你來 憶師恩法會、2010 教師營 

精進鼓音 冬令營、2009 教師營、 

決戰生死 冬令營、2010 教師營 

覓幽蘭 冬令營、心靈圓舞曲、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天空

之旅」心靈演唱會 

祈禱 冬令營、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 

                                                 
24參考福智佛教基金會 福智之聲 http://voicefriend.blisswisdom.org/Tfr/tfr_83/tfr_83_09.htm 瀏覽日

期：2010.04.19 

http://voicefriend.blisswisdom.org/Tfr/tfr_83/tfr_83_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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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上文殊行 冬令營、「天空之旅」心靈演唱會 

善友 2010 教師營、心靈圓舞曲 

永恆 2010 教師營、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2008 福智讚頌

創作發表會 

度母讚 憶師恩法會、2010 教師營、2009 教師營、2009 福智讚頌

創作發表會、2010 朝禮法會 

喜迎菩薩冉冉來 2010 教師營、 

向日葵 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2010 朝禮法會、2010 朝禮法

會 

讀經頌 2009 教師營、2010 朝禮法會 

大悲光 2010 朝禮法會 

那天天空好晴朗 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2010 朝禮法會 

文殊菩薩祈求頌 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

2008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2010 朝禮法會 

拉緊我的手 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2010 朝禮法會 

月上青天 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2010 朝禮法會 

謝謝好慈心 2010 朝禮法會 

皈依頌 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2010 祈願法會、2010 朝禮法

會 

憶昔人 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

2008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2010 祈願法會 

喜悅 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2008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

2010 祈願法會 

相思樹 2008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2010 祈願法會 

水晶心花 2010 祈願法會 

旅程 心靈圓舞曲、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2009 福智讚頌

創作發表會、2008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2010 祈願法會、

「天空之旅」心靈演唱會 

大雄大力尊 2010 祈願法會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2008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 

觀音菩薩頌（廣頌） 2008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 

妙音天女讚 2008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 

上師頌 2008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 

常相思 2008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 

紅寶石白曼達 憶師恩法會、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2009 福智讚頌

創作發表會、2008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 

月光 2008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 

藕花深處 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2008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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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逢 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

2008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 

紫羅蘭 憶師恩法會、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2009 福智讚頌

創作發表會、2008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天空之旅」心

靈演唱會 

夢蓮花 心靈圓舞曲、2008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 

白蓮花 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2008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 

福智美 憶師恩法會、心靈圓舞曲、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

2008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天空之旅」心靈演唱會 

有一條路在你身邊 2008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 

歡樂頌 2008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 

謝謝好慈心 2008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 

上師尊 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 

皈敬文殊尊 憶師恩法會、2009 教師營、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 

夜讀 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 

搖籃曲 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 

密集嘛 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 

相莊嚴尊身 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 

暇滿人身多美好 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 

悲華經 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 

思念 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 

傑仁波切 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 

梵文四皈依 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 

讚僧（二） 憶師恩法會、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 

護法讚 憶師恩法會、2009 教師營、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 

綠葉飄 心靈圓舞曲、 

供曼達 憶師恩法會、 

想上師 憶師恩法會、2009 福智讚頌創作發表會、2010 朝禮法會 

走過千生萬世 2009 教師營、「天空之旅」心靈演唱會 

曠谷幽蘭 2009 教師營、 

                                                             筆者製表 

 

三、福智讚頌及其活動 

福智讚頌的活動，主要有定期的創作發表會及一些法會或營隊等活動中使用

從表格來看，讚頌曲＜旅程＞、＜度母讚＞、＜紫羅蘭＞、＜福智美＞使用率最

高，本論文將以前三首曲子於下一節作音樂本身的分析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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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福智讚頌」的音樂分析 

 

一、讚頌＜旅程＞ 

1、意義： 

＜旅程＞為讚頌研習班第六堂課的曲目，配合這首曲子的課程為師長行誼，

藉由看影片及護持者以「法人事業與我們有什麼關係？」的議題，讓學員分組討

論，並於討論後一起分享，來提策學員思維師長的功德與行誼。學員從討論日常

老和尚創辦的法人事業中，興起師父的恩德及憶念師父。 

2、歌詞內容：  

（一）白月亮  掛天上  散發著清明的光  

     流浪的我在曠野上  有你在身旁  有你在身旁  

（二）白月亮  明又亮  散發著溫暖的光  

     你在路上  輕輕唱  像那家園的光  

     你在路上  輕輕唱  多像那家裡的光  多像那家裡的光  

     啊  啊  有你在身旁  有你在身旁  

（三）白月亮  明又亮  散發著溫暖的光   

     躺在山頂上  耳畔聽著悠揚的歌唱  

     睡在月亮旁  睡在月亮旁  睡在月亮旁  睡在月亮旁  

（四）啊  有你在身旁  有你在身旁  在身旁  

    歌詞分為四段，每段皆押ㄤ韻，如：散發著清明的「光」、有你在身「旁」、

散發著溫暖的「光」、輕輕「唱」、像那家園的「光」、多像那家裡的「光」、躺在

山頂「上」、悠揚的歌「唱」、睡在月亮「旁」。研習班教時在教唱詞的部分有提到：

想像遊子回到師父旁，喜悅的心情，沒有很沉重。然後在唱「啊 啊」感覺像風聲

而「睡在月亮旁」有好幾次，可以想我們在師父旁邊，堅定的感覺。讚頌是用很

多比喻和感受的，所以從開頭想像自己看到月亮，然後月亮在散發著光，然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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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來描述； “有你在身旁”先想，你對別人說的時候，是什麼語氣；在 P.159 的第

一個 “有”你在身旁的 “有” 是歡喜的感覺，第二個 “有”有篤定的感覺； “睡”在

月 “亮”旁，歡喜的感覺，重音在睡跟亮。最後一句用很篤定的感覺來唱。 

而另外一位護持人他認為唱＜旅程＞不只是在唱這首歌而已，而是整個法，

他的詮釋如下：從 “月亮”和 “光”可以連接到＜重逢＞這首歌，從＜重逢＞的月又

可連接到＜月上青天＞這首歌，從＜月上青天＞的 “師在我心”連接到＜藕花深處

＞的 “上師在何方，師在我心上”。連接到最後，所以我在唱讚頌時，是覺得在唱

整個法。25
 

以上根據民族誌所記錄學員對此首讚頌的感受。 

3、演出型式：合唱方式、及絲竹樂的呈現。本研究主要是以合唱簡譜與鋼琴伴奏

譜為分析譜例，而這首歌的絲竹樂譜由於尚未出版，所以並未一起用來分析比

較。 

4、歌唱速度：從學員的簡譜與鋼琴伴奏譜中發現在譜上標的速度都不一樣，簡譜

上的速度為       ，       ，      ；而鋼琴伴奏譜上的速度為         ，                              

不過都是在段的開始處開始變換速度。 

5、拍子結構：第一段：4＋4＋8＋8＋8＋8。 

第二段：4＋4＋8＋8＋8＋8＋8＋8＋4＋4＋8＋8。 

第三段：4＋4＋8＋8＋12＋8＋8＋8＋8。 

             第四段：4＋8＋6＋6。 

  前三段的開頭都以 4＋4＋8＋8 開始，樂句主要由 4 拍或 8 拍組成，在第四段的

地方樂句的有做了變化，比較特別的是在第三段中有一樂句為 12 拍，而這 12

拍又不能切開，從這可以看出，此曲是歌詞搭配旋律，與一般由旋律來支配歌

詞的音樂不同。 

6、音域寬度：13 度。 

7、音組織：七聲音階。使用最多的音為 sol，有 53 個，使用率高同時也是用於開

頭與結束；re 有 32 個；do 有 29 個；la 有 27 個，si 有 19 個；fa 有 25 個。從

音的使用次數來看，它同時含有大調與小調的特質，而且十二度音程的使用率

                                                 
25

 參照第三節田野第七堂課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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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多。 

 

8、譜示：簡譜與鋼琴譜 

 

 

譜 1：此份樂譜為讚頌研習班學發給學員的樂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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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2：此份譜為《福智讚頌合唱系列 鋼琴伴奏譜（四）》中的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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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分析時發現鋼琴譜的最後多了一個樂句，與簡譜及音樂檔相較來看，推測於

鋼琴伴奏譜的第 53 小節後半部處為多印出，與音樂不相關，有小小的出錯。 

 

 

 

 

二、讚頌＜度母讚＞ 

1、意義：度母數觀世音菩薩的化現，善巧的來渡化眾生。唱＜度母讚＞的時候內

心相應的是向度母的祈求，由對度母的讚揚，發起自己相應的菩提心，

並祈求度母的加持，願意去承擔渡天下蒼生的決心。（王勝枝 2006：

115）與廣論相呼應的地方為： 

 

學《廣論》真正最重要的是要學習發菩提心，菩提心最圓



 

 40 

滿的是上士道的七因果教授：「七因果者，謂正等覺菩提

心生，此心又增上意樂，意樂從悲，大悲從慈，慈從報恩，

報恩從念恩，憶念恩者從知母生，是為七種。」（王勝枝 

2006：115） 

 

在《福智之聲》有一學員提到唱＜度母讚＞的感受： 

感受到度母的慈悲與溫暖，像佛菩薩慈悲的手撫著我們的

頭加持我們，引導我們走上增上生道。26
 

         以上為＜度母讚＞的意涵。 

2、歌詞內容：由七字一句的方式表現。 

（一）彎彎雙眉 秋月臉，雙眸湧動 悲無限， 

丹唇勝似 紅梅豔，法音涓涓 十方傳。 

 （二）藕指當胸 說法印，慈目悲視 有情心， 

千秋不變 菩薩願，生生世世 為有情。 

（三）讚你美你 度母來，夜半傾聽 我心曲，  

茫茫輪迴 眾有情。教我勸我 菩提心。 

（四）生生願與 你相伴，美哉度母 永相憐， 

願你慈手 撫頂上，敢向地獄 慰蒼生。 

（五）生生願與 你相伴，美哉度母 永相憐， 

願你慈手 撫頂上，敢向地獄 慰蒼生。 

敢向地獄 慰蒼生，敢向地獄 慰蒼生。 

3、演出型式：在《紫羅蘭》這片 CD 中是以交響樂團與獨唱一起演奏，也有樂器

獨奏與鋼琴及在《想上師》合唱系列、《想上師》鋼琴演奏及《琴

韻心聲》小提琴演奏 CD 中演出型式。 

4、歌唱速度：  

5、拍子結構：第一段：8+8+8+8。 

                                                 
26

 參考《福智之聲》http://voicefriend.blisswisdom.org/mmm_tr.htm#XxNoChg 瀏覽日期：2009.04.25 

 

http://voicefriend.blisswisdom.org/mmm_tr.htm#XxNoC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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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8+8+8+8。 

第三段：8+8+8+8。 

             第四段：8+8+8+8。 

             第五段：8+8+8+8+8+12。 

   在拍子結構上：我們可以看出第一段到第四段都是固定的拍子結構，而第五段

除了最後的拍子結構不同外，其餘的皆與前面幾段相同，也看得出音樂旋律與

歌詞在結構上是有一致性的。 

6、音域寬度：11 度。 

7、音組織：由 La、Si、Re、Mi、Fa 這五個音所組成的五聲音階，是有別於自然

小調 Do、Re、Mi、Sol、La 的五音音階。為一特殊的音階。其中又以

La 與 Mi 音的使用率最高，分別為 52、51 個。 

 

 

8、譜示： 

譜 3：此份樂譜為讚頌研習班學發給學員的樂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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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4：此份譜為《想上師專輯讚頌合唱系列（一）鋼琴伴奏譜》中的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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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讚頌＜紫羅蘭＞ 

1、意義：從表面上的距離來表達心靈上的距離，從較遠的地方，繁星萬點、清風

徐徐到寺廟來找心靈的導師。繞過山間、小路，經過河水，看到綠樹蔭蔭，濃

郁的綠樹中有古寺聳立，代表法。寺院有香，有眾多的僧眾，有很多的善男信

女去上香，祈求上師三寶，要永遠皈依。接著看到青石鋪地，表示更靠近寺院，

請師父為我們講法，講法時白雲為傘蓋，綠茵為椅坐在草地上，好像就對著我

們幾個講，那內涵是傳遍三界的。師父開示究竟的般若法門，般若內涵顯發的

是萬物無自性，是緣起而有的，它有它的作用，但是並沒有自性，所以我們不

可以對它有自性執。這首歌以散文的方式來講一故事，講求法的歷程、求法心

情的轉折與當中所遇到的見聞，顯出來自四面八方的有緣佛子，終於找到心靈

導師的歷程，與永永皈依的心境。可與《廣論》道之根本親近善知識軌理相呼

應。（王勝枝 2006：102-103） 

 

2、歌詞內容： 

（一）紫羅蘭花開遍大地，繁星萬點清風徐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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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魚聲聲 送來你 亙古的吟頌。 

上師三寶啊！永永皈依。 

（二）綠樹蔭蔭古寺聳立，雲霧裊裊高山依依， 

清泉點點香煙裊繞， 

上師三寶啊！永永皈依。 

（三）彎彎山路青石鋪地，繁星萬點相伴相倚， 

袈裟飄舉臨風佇立， 

上師三寶啊！永永皈依。 

（四）白雲為蓋綠茵為椅，青山靜靜傘蓋齊， 

心音遍至三千界啊， 

上師三寶啊！永永皈依。 

（五）泉水流 山脈走，絕頂佇立萬為一， 

萬物本非獨立有， 

上師三寶啊！永永不離， 

上師三寶啊！永永皈依。 

3、演出型式：在《紫羅蘭》這片 CD 中是以交響樂團與獨唱一起演奏，也有樂器

獨奏《琴韻心聲》小提琴演奏 CD 中，與合唱團與交響樂團一起演

出等型式。 

 

4、歌唱速度：開頭的速度為 到了第五段速度變為          。 

5、拍子結構：第一段：7+7+7+4+4。 

第二段：7+7+7+4+4。 

第三段：7+7+7+4+4。 

             第四段：7+7+7+4+4。 

             第五段：8+8+8+6+5+6+5。 

  前四段的拍子結構是一樣的，到了第五段由於拍號的改變使得拍子結構也開始

改變，此首歌的拍號固定的在改變，前四段是以七拍變四拍，第五段是接續著

第四段最後的拍號四拍，變成八拍接六拍接五拍。拍號的變換讓音樂有流動性，

也因以固定的拍子結構進行，使音樂有穩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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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音域寬度：12 度。 

7、音組織：在音組織方面與＜度母讚＞一樣使用了 La、Si、Re、Mi、Fa 這五個

音，形成一個特殊的五聲音階，不過在這首歌中以 Mi 音用 45 次與

La 音 37 次為使用率最高的音。 

 

 

 

8、譜示： 

 

譜 5：此份樂譜為讚頌研習班學發給學員的樂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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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6：此份譜為《憶師恩專輯讚頌合唱系列（二）鋼琴伴奏譜》中的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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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前面的分析，可看出「福智讚頌」在音的使用上有其常用的音階，但無

明顯的大調或小調的風格；音域寬度也是 10 度以上；使用非等質性的拍節

(isometric)。在歌詞的方面使用了詩經的寫法、及偈頌的一些特色。從王晴慧＜淺

析六朝漢譯佛典偈頌之文學特色－以經藏偈頌為主＞中提到： 

 

詩係依據韻律法則而形成的，詩中或蘊含對於人生之醒覺、警惕，

或為內心狀態的描寫。例如長老僧尼之詩收於《長老偈》、《長老尼

偈》內，其中頗多描述僧人求道初衷之產生、修道之經過、外在自

然景物與內在心靈的交感之美，及修道心鏡等等之描寫。（王晴慧

2001：29） 

 

在讚頌歌詞中表現的手法運用到譬喻、排比、象徵及寫實的方式呈現出堆疊的美。 

在＜紫羅蘭＞與＜度母讚＞中都使用特殊的五聲音階，在宋錫球《佛教音樂

的美學試論》中提到有關音階的記載 

 

《觀無量壽經》稱：「無量樂器以為莊嚴，八種清風從光明出，

鼓比樂器。」《無量壽經》又稱：「清風時發出五音聲，微風徐動，

吹諸枝葉，演出無量妙法音聲。」這些描述表明了音與樂這一合成

語的意義，並不在於單純的聽音聽聲，而在於律音。也就是說音指

旋律，樂指節奏，這裡的樂起到調和宮、商、角、徵、羽五音的作

用。《無量壽經》說宮、商、角、徵、羽五音自然相和出妙法音，但

是這裡所謂的五音並非指具體的音階，它是指微風徐動，吹諸枝葉

而發出來的音聲，或者是白鶴、孔雀、鸚鵡、金翅鳥等共鳴相和而

發出來的音樂，這就進一步揭示了淨土世界是一個常伴隨音樂的極

樂佛國。（宋錫球 2000：265） 

 

從這段文字中可以了解，佛教音樂無一定的五音音階，而探討的是那五音的

象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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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 

 

 

本論文從「福智讚頌」（「創新佛曲」）探討創新佛曲在一個佛教團體中是如何

運用及操作的，也將進一步討論其樂曲背後與佛法修行之間的關係，並研究「福

智讚頌」在現代社會中如何藉此來運作？而其中所含之文化中意義又為何？根據

以上的分析及探討，看出創新佛曲已成為未來的一種趨勢，是繼梵唄後的一種新

的樂曲型式。創新佛曲的風格與內容，由於不同團體的宗旨不同及學習的經論不

同而有不同的發展。 

筆者從基礎的讚頌研習班開始做 12 次的田野及參與福智團體所辦的一些法會

中，看到了「福智讚頌」的運用是很廣的，從各資料中顯示出福智團體對於「福

智讚頌」的運作方式，對象是屬於比較針對團體裡的廣論學員，與其它宗教團體

不同，對於參加的學員是有限定的，只有《廣論》學員才能加入，因為從筆者的

課堂記錄中可以發現，有些讚頌的意涵是需要學過《廣論》的學員才比較能理解

的，而研習班的操作模式就是將自己對於讚頌音樂感受的部分與自己所學的《廣

論》或生活做結合，並輔助《廣論》的學習，音聲供養就是一種修行。讚頌研習

班是在團體中學習讚頌的第一個階段，從中可以看出創新佛曲對於他們來說是一

個輔助廣論學員修行，重要的一部分。而不侷限於合唱團是因為學員們可以就自

己的能力、才能來做音聲的供養，所以有交響樂團、絲竹樂團等演出的型式來運

作創新佛曲，也可看出福智團體透由讚頌的學習使大家凝聚，讓學員更有一家人

的感覺，及佛法的增上。 

從分析「福智讚頌」中，可以看到現代佛教歌曲的創作主要以宏揚佛法，而

非商業的企圖。（陳碧燕 2004：328） 

隨著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佛教音樂演變出創新佛曲，而創新佛曲會不會一

直在創新的過程中失去它的語言的部分，而只求音樂上的創作，從筆者所研究的

福智讚頌來說，筆者認為「福智讚頌」是不會失去它的語意的部分，而是在音樂

與詞彙上是等值的。 

現今創新佛曲商品化，如陳碧燕學者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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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的商品佛樂，儘管其和佛教之關聯，多趨勢向世俗生活的

觀點和面向，認同於現代化、科技成就、和當下的娛樂型式。（陳碧

燕 2004：332） 

 

從「福智讚頌」的演出型式、記譜方式與出版品所使用的概念都是比較偏現

今當代的音樂文化的趨向，但佛曲的風格是有別於一般現今的流行歌曲型式，架

構就偏向詩經等傳統的風格。且福智團體對於「福智讚頌」的運作方式是非常特

別，也從中看出對於現代人在學習佛法的路程中，是可以與創新佛曲緊密的結合，

環環相扣。也可看出創新佛曲可以有一套意義而不單單只是追求創新而使佛教音

樂失去意義。 

本研究由於時間的限制，只以讚頌研習班為主要田野的對象，希望日後可以

加入合唱團及樂團做進一步的了解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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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資料 

 

2010.01.08   16:00-17:15  福智台中學苑  訪問福智中區讚頌合唱團團長 

 

Q：是否所有的讚頌都可以在所有的場合播放？還是有規定在什麼地方才可播那些

曲子嗎？ 

就是…不同的人，譬如說他對，如果說以佛曲的角度來講，那每個人他對佛

教的看法不同啦！所以他在不管在什麼場合聽到這個音樂，因為他個人對這個佛

法了解的程度而有不同的看法，那包括學習上面，包括他學的方式，或者他認知

的方式也會影響他對讚頌的看法，所以應該不是說從讚頌本身在什麼時候放與不

放，因為很多音樂我們都不是主動的，我們都是被動的被接收的。所以像之前新

聞不是有一個兩個鄰居吵架，然後就是有一個鄰居他都放那個心經放的很大聲，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就是說然後他就說因為你們自己都做了很多壞事啊，就

是說這是一個放的人的心態，那他的心態其實是有問題的，可是他不會覺得他有

問題，因為他的認知裡面這個是他對佛法的一種認知，所以他做出來是這樣子的。

那可是他有這樣的認知，可放的人被接受到這個訊息的這個人他的認知是跟他不

同的嘛！所以這個東西不是單純的從我什麼時候放讚頌，而是任何人聽到讚頌他

的感受是什麼？所以很多聲音應該是說，譬如說你可能去麥當勞讀書，然後他有

放音樂，可是你只是看看小說什麼的覺得那應該還好，可是你想去用功的時候，

他放的音樂對你來說就是一種干擾，所以他這個應該是相對的啦！我覺得這個若

從這個方向應該是相對的角度來探討才對。 

所以就是說一個讚頌出來，比如說一個廣論學員，以福智團體的人來說，那

聽讚頌可能就是因為他學習廣論對教導他佛法的師長有一種信心，或者是說那跟

一般稍微了解佛法的人，那他可能是另外一種看法，可能以前我們，那就是一個

教徒對於他的信仰的一種抒發或什麼嘛，就是說那我沒有信佛，但是我認同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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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這件事情。譬如說可能我們來看基督教，譬如他們禮拜唱聖歌、唱詩歌，那

我們也是一種看法嘛，他們這樣唱，然後抒發他們的感受；那如果說對宗教不採

取一種比較否定態度的，那他就是一種迷信啊，用一種東西來渲染啦這樣子。但

是，我覺得從這邊是可以在探討到一個問題，就是說，音樂它就有一種功能就是

它對人的情緒就會有一種感染，所以說，不是說華格納的音樂，那個很多猶太人

是很不喜歡的嗎，因為當初希特勒是利用華格納的音樂來屠殺猶太人嘛，就是說

音樂是有這種作用，所以在禮記，你可以去翻禮記，禮記裡面音樂的作用裡面就

有提到它為什麼古代的文人要學音樂，因為禮記裡面就有提到說，因為音樂它對

人的一種情緒的作用是很大的，可是，這種很大的作用，我們自己、一般人是不

會發覺的。 

那今天假如說不管它對人產生什麼作用，就是說這個作用是正面的還是負面

的，但是這還是牽扯到，當一個反對宗教的人，他會覺得說宗教就是用這種來怎

麼樣，但是對於有宗教信仰的人，就是覺得這個東西是對他的心靈是有幫助的。

就是說，你的角度，如果說是要從一個客觀的可能從這樣來看吧！我想到的是這

樣子的。 

 

Q：讚頌是什麼時候放的、在團體中是站在什麼位置？ 

讚頌對我們來講、對這個團體來講就是幫助我們學習佛法，幫助我們學習對

佛法的這種感受是這個部分。因為音樂它就是屬於感性的部份，音樂它重要在感

性，那因為我們一般研討廣論或什麼的是在那種理性，譬如說我研討什麼親近善

知識的時候，可我不一定有感受，我可以講出很多理路出來喔，但是我對依師的

感覺並沒有感受，可是可能我唱＜想上師＞，那種感受跟我那種把消文消的很好，

那個是不一樣的，但是比較有幫助的是哪些，是後者那個感受的部分，你有上廣

論嗎？就是說對我們產生作用力的，其實不是那種理論的東西，譬如以和聲學來

講，很多規則，我可能可以寫很高分，可是我今天在聽上面，和聲的進行上面，

我不一定是真的對那個和聲的進行有感覺喔！我和聲習題可以作的很高分，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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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不能聽出和弦的方向是另外一回事，這就是這樣，那所以你能聽的出來是一

種你對和聲的感受，那這個東西完全是它很難說你是用理性，就是說你作作業是

一回事，你的感受是一回事。那對我們真正有幫助的就是那個感受，以和聲來講，

你聽的出來比你習題作的高分，實際上來講你聽的出來比你習題作的高分要有用

啦！ 

所以在學習佛法也是一樣，就是說我不一定能講出長篇大大的什麼依師有什

麼勝利啊，而是我真的透由這樣，對師長有感覺，是比較重要。那音樂就是讚頌，

就是輔助我們這個部分。 

 

Q：藉由音樂來讓你比較容易體會它在寫什麼、廣論在做什麼這樣子！ 

對！ 

跟音樂這其實是相共的，譬如說今天一首歌曲、一首藝術歌曲、甚至早期的

望春風，它的詞也是很優美的啊，台灣以前流行歌曲，它的詞也是很優美的啊，

可是你今天你只是念這些詞，你不一定有感覺，可是你透由旋律加上去你一唱，

那個就會產生一種感覺。 

 

Q：讚頌的詞有什麼依據嗎？有特別從廣論裡面出來嗎？ 

有的有，譬如說＜修心八偈＞，＜修心八偈＞它就是一個偈頌。有的是直接

從經文的，或者是像＜相莊嚴尊身＞，那是在《廣論》裡面，佛的身功德裡面的

文字。 

 

Q：那所以在團體裡面有把它分類，有把讚頌分類嗎？ 

並沒有特別，讚頌有想做分類，但是其實很難分。譬如說一首讚頌，其實你

從哪個角度來講都可以，就讚頌它本身一定離不開我對三寶的皈依，所以每個讚

頌都有這內涵，它很難說別別的分，整個來說是這樣一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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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因為我在福智之聲有看到有一段是寫分四個系列的，「祈請加持」、「呼喚恩師」、

「暇滿人生」、「悲智雙運」等系列。 

其實你說祈請加持，每首都可以祈請加持，只是說它這樣子安排應該只是說

一種，因為我們在做讚頌發表會，其實我們不是把它當成是個音樂會，而是把它

當成一個法會，所以那個法會的流程，一開頭你一定是先跟三寶祈請，然後後面

可能是什麼，暇滿人生，反正就是禮讚諸佛，讚嘆諸佛，那其實這個跟就是說，

你可以去翻廣論的七支供養，裡面就是說你修一座供養，你可以先把佛菩薩觀想

在前面祈請它過來，或者是說你做一個法會，或者是像你去你參加廣大供養，廣

大供養不是會先爐香讚，爐香讚就是觀想那個香啊飄啊請佛菩薩下來，所以在讚

頌發表會，它其實是當成是一個，最後一定是回向！ 

所以就音樂會是當一個法會的進行，所以在這部分參與的都是學員，那他可

以隨著這樣子來一起做，所以其實曲目每首都有的！它總得來講就是讚嘆佛菩薩

啊、佛的功德或憶念師長。 

 

Q：那那個琴韻心聲呢？也是把它看作是法會嗎？ 

對啊！ 

所以在讚頌發表會裡面，即使是只有樂器演奏，它也是打字幕出來，把詞的

內容打出來。 

 

Q：今年的老師也有參加嗎？琴韻心聲？ 

今年的，有啊！ 

 

Q：不對，是 2009？ 

2009 我們中團有去演。 

 

Q：台中是很晚成立的嗎？大概是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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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3、4 年吧 

 

Q：老師之前是在台北上課還是在台中上課？ 

我一直都在台中 

 

Q：讚頌班是以廣論學員為主？ 

對。合唱團的部分，幾乎都是廣論學員。你在台中看到的合唱團員幾乎、應

該都是廣論學員。 

 

Q：合唱團，北中南都有？ 

   嗯 

 

Q：要表演在集合在一起？到台北 

   對。我們也有在台中辦過集訓，北南一起過來。 

 

Q：所以中區讚頌團剛創就參加了嗎？ 

   對。我才加入讚頌班。之前就參加廣論了。是台中成立才加入讚頌班。 

 

Q：是上了一年才可以加入樂團嗎？ 

因為我本身就有帶國樂團，在台北的國樂團的主訓及編曲我都有參與。 

 

Q：所以老師的職業？ 

我的職業是教胡琴，接一些樂團的編曲。 

 

Q：都在中部教嗎？ 

對。但接 case 都是台北的樂團，一些作曲編曲的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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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什麼時候開始學廣論的？ 

今年三月，就好像是十年了。退伍沒多久就開始學了。 

 

Q：怎麼會來學廣論？別人介紹的嗎？ 

對。別人介紹的 

 

Q：那你剛學廣論的時候有聽過讚頌嗎？ 

沒有。讚頌應該是我學廣論三年、四年才開始有讚頌。 

 

Q：聽了讚頌後，有感覺對讀廣論有幫助，相應的嗎？ 

會有啊。我早期接觸到讚頌，其實我不太練，因為我覺得我看譜就會，不用

練。但是在讚頌班裡，就是上台你要背。其實對我產生幫助的是那過程，就是你

必須背，在背的過程，腦子常常串習的是這個東西，可是這個東西，你在背的過

程，你對境的時候，就很容易現起，因為這個東西烙印下來，跟大專班、文教推

背書是一樣的，譬如說背入行論啊，或者是小朋友背論語，遇到一個境，很容易

就會現起來。所以很密集的接觸之後，因為我以前對讚頌沒有太大的感覺，人家

唱就跟著唱，我也不會唱錯，後來上台要背，背的那個過程很辛苦，有時候一場

要背到二十首，就是可能一個多月裡要背二十首，因為我們現在都要背譜上台，

那個很忙碌的過程，但是我就覺得我那陣子的心緒特別平穩。我發現是在背詞的

那過程得到授用的，因為讚頌的內容都是一種好的，至少對廣論學員來講，至少

是比較光明面的。 

 

Q：因為我在想說相應，是唱這首曲子跟廣論那一部分有相應，還是經文上的？ 

不一定是那個部分。就是一種對師父比較有感覺，或對佛菩薩。即使學了廣

論，有時候你看到佛像或是觀世音菩薩，你還是不會有一種感覺，可我覺得這樣

唱一唱（＜觀音菩薩頌＞），譬如「楊枝淨瓶漫揮灑」，然後你常唱你就會常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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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就會推著你，久了你就知道觀世音菩薩是什麼相狀，或者說＜文殊菩薩祈求頌

＞：祈求增長聞思修慧能、祈求盡斷身心疑惑網，因為有加上旋律，像剛說的有

時這樣唸我們不一定有感覺，一個歌詞加上旋律的時候你內心才會有感受，祈求

是可以這樣子的，所以有時如果你有困惑，內心就會現起這句「祈求盡斷身心疑

惑網」，那時候就會比較平穩。就是說這個東西不是你對某一部分或段落有感覺，

而是你對於宗教或佛法或佛菩薩開始有一種親近，好像不會很遙遠。所以很難講

說是對那一個（部分相應）。 

所以說什麼時候放，因為你要看對象，以三樓辦公室（福智台中學苑），以廣

論學員來講，讚頌是要比較恭敬的。所以不可能要求說一天八個小時要一直維持

著專注力，那個會繃太緊。對我們來說，是剛好我有個空檔可以聽，但這個聽是

有幾種，一個是我很恭敬的、我可以當作修法；也可以是說我前行提心力，因為

有時間，來就要做事，可是我內心沒有一種逸樂，讚頌就可以提醒你，來這邊還

是要憶念師長三寶。以團體來講是這樣看待，但是對外面的人，可能是心境很苦

惱啊，譬如說他聽一些佛曲可以穩定自己的心，那這個也可以達到。 

 

Q：老師現在是屬那一團的？ 

中團，就是讚頌它分北中南，台北、台中、高雄，那我就是台中團的。 

 

Q：聽說今年又有考試，是什麼？ 

若要到合唱團就要考過，這個考是說，你想來但承擔不了。 

 

Q：考些什麼？ 

就是聽你唱。有兩部分，一個是你的動機，像說：我想加入合唱團，因為合

唱團有一個就是說會常上台，可是就讚頌來講，逸樂不是就上台，就是說你不是

為了上台而來的承擔，這動機有問題。就是以學員來講，學到業果才能當義工嘛，

為什麼學到業果才能做義工，就是你對作義工這個詞有相對的認知，師父他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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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做事，不只是做事，而是有相對的動機來做。這就像大專營有前行，為什麼

要來大專營，跟為什麼要來讚頌合唱團是一樣的，要把更好的動機放進去。 

 

Q：老師有幫讚頌編曲，曲子怎麼分國樂西樂呢？ 

曲子就沒有分，會看說適不適合，像覓幽蘭就不太適合國樂，或者是說看你

怎麼編。 

 

Q：因為看曲子好像很難分是西樂還是中樂 

它沒有分，它就可能有的比較輕快，有的比較抒情啊。 

 

Q：那老師對讚頌的了解是怎麼來？ 

應該是說我們這樣練，對讚頌的感受。 

其實音樂這種東西是講感受的。就是你可以去分析它的曲式，但它的內涵是

什麼，那每個人的體會會不一樣，所以這種東西就是說，每個人根據對廣論的學

習，有不同的體會。 

 

Q：目前老師有編哪幾首？ 

我記得大概有七首，紫羅蘭、相莊嚴尊身、善友、旅程、月上青天、重逢。 

 

Q：目前在讚頌團有什麼職務嗎？ 

我是中區合唱團團長。 

這種就是譬如說一個學指揮的，畢業時指揮一首貝多芬交響曲跟工作五年後

再指，感覺會不一樣。因為是同一個交響曲，年紀較大的，看待的東西不一樣。 

 

Q：讚頌的組成 

團長、教學、關懷跟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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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是，我是團長，我的上面是台中讚頌推動小組，學苑有個義務是讚頌推

動，讚頌推動組需要聽台中學苑主任。這是我的上面。我下面需要跟我共事的幹

部，就有教學、行政、關懷。教學又分兩個，一個是音樂上面的，譬如樂譜、樂

理方面，學讚頌需要一些音樂的教學、或者聲樂發聲部分；另一個就是理念的教

學，讚頌理念如何扣上廣論的內涵，所以教學有分兩組。行政就是譜的發放啊，

或上課的流程這樣子。那關懷就是同學的出缺席，或者是同學有什麼困難。伴奏

大部分是固定的，也是配合教學，所以要分應該是在教學那組。 

 

Q：琴韻心聲已經辦了幾年了？ 

在國家音樂廳辦兩次，新舞台有五次了吧 

 

Q：那教學要如何教？ 

我們可能是透由共學，研討廣論、或者是說我唱一唱有什麼感受，大家來討

論。譬如說我唱到這段祈求，譬如我講到祈求，每個人對於祈求就有一個想法，

那我唱讚頌，我對祈求的感覺是什麼。或者是我唱＜夢蓮花＞我這樣唱過去，我

對高遠的目標有沒有更有推動力，譬如在唱的時候，可能有人是對師長比較有感

覺，或者是學到佛法生命有了什麼轉變，讓他更有一種更強烈的感受。所以讚頌

是要幫助我們修行，主要是這個。可能有些地方會有教授，但不是全面的。我的

角度是一種共學，這個部分是大家都可以討論的。不是誰上去講就是標準答案，

而是她對讚頌的感受體會，可是她也可以策力我們。就跟《廣論》的學習一樣，

可能我可以講的很精彩但沒有感受，講跟學是兩回事，這是學習的過程，是互相

的。所以說任何音樂你要完全了解作曲者的，本來就很難。不要講讚頌，其他音

樂也是。就算他說，我就能完全體會嗎，還是有距離，我的體會還是有限，我覺

得這個東西是相共的。我們的理解還是根據廣論的學習和我對師長的感覺，得到

的那個體會。所以一首曲子是一次又一次的揣摩。 

Q：有與生活結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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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頌是輔助你對佛法的學習。這是一定扣在一起的。任何學習都離不開快樂，

學習佛法對我的快樂會有幫助的，而這種快樂不是像我們去玩那種顯而易見的，

在人際互動上我內心的波動減少，看事情的角度是正面的，那我學習佛法，我需

要很多的輔助，譬如說我需要一個環境，來大專班學習需要同行老師，我要這樣

的環境，再來以慈心來講，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有好的理念，那讚頌也是啊，

這些都是輔助我們的。輔助你對佛法的感受。這個影響這個，這個就可以去影響

另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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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讚頌介紹傳單於販賣出版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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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研習班上課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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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研習班上課補充資料－中區讚頌研習班提供

於課堂給學員輔助學習唱讚頌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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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學苑讚頌小組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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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研習班招生報名表 
 

台中學苑 98 年『讚頌研習/演奏研習班』招生報名表 
 

一、宗旨： 

1.希望藉著讚頌的音聲和言詞的牽引，大家能再度地體認佛菩薩的慈

悲，能夠再現心中的虔誠、相互激盪內心深處綻放出來的一種讚

嘆、一種感動、一種無法言喻的感恩和崇仰。 

2.將噎於心中大塊的千言萬語，藉由每個法音妙韻，從指間緩緩滑

出，領納師長智慧深廣無涯，悲心美妙如畫；法音涓涓廣傳三界，

饒益無量無邊有情。 

二、研習課程內容： 

   a、讚頌研習班：內容包涵（1）讚頌意趣共學（2）師父的行誼  

(3)讚頌練唱、觀摹(4) 基礎樂理學習 (5)讚頌

詞曲初探等等。 

   b、演奏研習班：內容同上、演奏共學。 

三、開班時段：a、讚頌研習班：自 98 年 9 月起，為期壹年之研習課程，

每月第二週及第四週共計兩次。週二下

午,週五晚上,及週六上午三個班別。 

           b、演奏研習班：自 98年 9月起，每月第二、四週五晚

上。  

四、報名資格：08秋系列（含）以上之廣論學員皆可報名參加，每班三

十人為限。 

※【演奏班需樂器熟悉者】 

五、報名：請於 98年 7月 4日前交回淨智信箱或陳素玲師姐/陳政輝師

兄，學苑分機 125。 

六、上課地點：台中學苑 中港教室 

 

班級：___________ 

姓名 電話 

讚頌研習班 

選擇研習時間（請打「V」） 
演奏研習班 備註 

週二下午 
13:30-15:30 

週五晚上 
19:30-21:30 

  週六早上 
9:30-11:30 

週五晚上 
19:30-21:30 

演 奏 研 習
班，請註明
樂器。 

       

       

台中學苑讚頌小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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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節目單

 

 

為中區讚頌小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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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讚頌小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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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讚頌小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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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讚頌小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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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福智讚頌」樂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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