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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憶曾於湖北黃石合資興學， 

因政治誤解，功敗垂成，常憾我心。 

百歲老人 李發強 

時序位於 2023 年，亦即民國 112 年，舊曆正月十五日之元

宵節日下午五時，一代偉人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圓寂於佛光

山，傳灯樓開山寨，享耆壽 97 歲，消息傳出後，舉世同悲，痛

惜不已! 

大師一生，弘揚佛教，建設佛光開

山 56 年，於全球建立寺院 300 餘

所，於台、美、澳、菲等地，創建

幼兒園、中小學及美國西來、台灣

南華、佛光、澳洲南天及菲律賓光

照等五所大學。其最為遺憾的是計

劃於大陸北京、上海、南京、武漢

等地，能創辦一所一流大學，以培

養中國之一流人才，合資於湖北黃

石創校，是其開端，竟因政治誤

解，功敗垂成，使大師從此不提大

陸辦學之事，其損失豈僅中國而已。             圖 3-1 星雲大師遺像 

大師一生熱心好學，從未受過正式教育，取得任一所學校

畢業證書，但其一生著作等身輯成「星雲全集」395 本，逾四千

萬字，出版發行。榮獲世界 17 所院校榮譽博士學位，成為教育

部的特聘博士學位之監察人，很是位高權重，他一生寫照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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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他自撰詩說: 

心懷度眾慈悲願， 

身似法海不繫舟； 

問我一生何所求， 

平安幸福照五洲。 

大師出生於江蘇揚州，幼年家貧，12 歲時出家南京棲霞寺

削髮為僧，以「地球人」自居，弘法 80 餘年，來台之初，被誤

認為匪諜，曾入獄近一個月。1967 年大師在台灣高雄大樹鄉麻

竹園開創佛光山，樹立「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

以慈悲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致力推廣「人間佛教」，至

今已實現「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流長五大洲」的宏願。 

在星雲大師圓寂後，世界各國各界的領導人，都有至誠悼

唁，人潮湧至佛光山，令人感動，在其生前，蔣經國總統曾造

訪佛光山 4 次，在其 2 月 13 日舉行圓寂茶會，讚頌典禮時，有

五萬多人跪地送行，總統蔡英文親自頒布褒揚令，高雄市長陳

其邁親贈榮譽市民證，國民黨朱立倫主席親頒最高榮譽一等獎

章等三大殊榮。大陸官方及民間，擬組團來祭，但執政黨未讓

大陸官方成行，民間痛惜失去一次交流機會。 

 
圖 3-2 蔣總統將國先生訪問佛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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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大陸南京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程恭讓教授，認為星雲大

師對佛教有十大貢獻： 

一、系統的建立人間佛教思想，理論體系。 

二、推展人間佛教實踐層面的建設事業。 

三、創建高素質的人間佛教僧團。 

四、積極發揮信眾對佛教弘法的作用。 

五、提倡佛教文化知識與信仰的整合。 

六、成功實踐佛教現代化的轉型。 

七、推廣佛教國際版圖的拓展。 

八、真誠、積極、推動兩岸和平。 

九、現代台灣佛教發展探索正確方向。 

十、為大陸佛教改革與發展提供啟示。 

最令人欣慰的是，雖然當前兩岸關係低迷，共產社會主張

無神論，大陸官方仍然願意組團前來悼念，可惜台灣官方未能

放行，實在可惜! 

關於我等決心在大陸湖北黃石興學之事，其經過如下: 

緣於民國 81年(1992)的陽春 5日，有湖北同鄉會現任理監事

等一行 70 餘位，受到湖北省政府之熱情邀請到省府訪問，在聽

完簡報後，我等認為湖北乃荊楚勝地，文風鼎盛，且文風薈

萃，有「惟楚有才、以善為寶」之譽，且教育為百年大計之根

本，因思 最有意義之投資，莫如響應「民辦大學」。於是在訪問

返台後，同鄉會理監事諸公，於李理事長重輝之「以利貨運航

空公司」相商可行性，最後決議進行一試，出席會議的有李重

輝、何澤浩、詹惠宇、曾紀春、周明良、王磊以及筆者，都是

同鄉會的現任理監事。會後經過進一步與湖北有關單位協商，

初步選定位於湖北黃石市為建學之處。蓋因黃石位於長江中

游，為湖北之新興都市，具開發潛力，另在黃石市前市長劉道

熺兄，係何澤浩與筆者求學農大之校友，現為黃石漢臬大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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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校負責人，經商定由其為董事兼籌備校長。後經決定興建弘道

大學，以 15 年為期，分依「籌備、興建、推展」三個階段完成

建校。學校院系，以配合政府需要，先設工商，次設文法，再

設醫農。學校建設要有民族風格及西方現代精神，要如孫中山

先生所說「對西方文化要能夠迎頭趕上，對中華文化要從根救

起」。最後目標要使弘道大學在湖北、在大陸成為一流學府。 

 
圖 3-3 弘道大學創校會議 

在一切既定之後，我等創校董事各有分工，各盡其力，要

經常往來台海兩地，以筆者為聯絡人。先後選定黃石沈下路文

教區之「城建技校」為校址，進行收購土地，籌集資金，與湖

北教育當局進行立案事宜，尚稱順利。 

正當一切進行確定後，筆者於十一月初銜命到黃石與黃石

市政府及地方各界進行座談，受到熱烈歡迎，但各界認為 15 年

完成建校，時間嫌長，特別建議縮短為 5 到 8 年，但是如此以

來，對於資金籌措，較為困難。於是再邀請好友袁大松、賀壽

義、樊承杞等鄉親為新增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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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另悉佛光山星雲大師對大陸辦學，頗有興趣，且人才、資

金充足，並獲悉佛光山普門中學駐校董事張培耕兄、係何澤浩

與筆者在救國團之好友同事，深受星雲大師之信任，因請其向

星雲大師，陳述諸況，盼能在湖北黃石合資興學，獲得首肯，

隨於 3 月 10 日上午專程拜訪，確定於 3 月 28 日下午，由佛光山

設宴，假台北道場舉行弘道大學董事會改組事宜。弘道大學原

創校董事李重輝、詹惠常、曾紀春、周明良、王磊及筆者等一

同出席，首場會議由何澤浩董事主持，經過修訂弘道大學董事

會章程，增設董事會名額至 25 位，係由佛光山教育基金會介

任，設副校長 1 到 3 位，名譽董事長一位，董事長一職，請由佛

光山，現任教文化大學，並擔任佛光山普門中學董事長的慈惠

大師為董事長，原董事長改任副董事長，並一致推請星雲大師

為榮譽董事長等決議。大師很喜歡弘道大學這個校名。 

接著舉行第二場會議，由星雲大師主持，決議請劉道熺董

事續任董事兼校長，請佛光山佛光大學校長龔鵬程博士為駐校

董事兼副校長，再請留學日本，現任教於國內大學之慈容、依

空、心定、依淳及惠開博士等 7 位為新任董事。 

接著討論如何慶祝弘道大學創校週年，決定由何副董事長

澤浩率同詹惠宇、曾紀春、王磊、龔鵬程及筆著等新任創校董

事，親往黃石市出席 4 月 6 號，弘道大學周年之慶，難得黃石市

政府有關各界，湖北教育當局及有關單位均出席，熱鬧非凡。 

繼又討論弘道大學發展事宜，星雲大師綜合眾議，提出五

項要點: 

一、為充實弘道大學圖書館，請佛光文教基金會發起捐書

運動，其個人願意先捐贈新臺幣一百萬元在大陸上購

置重要圖書。 

二、土地為建校之必須，請利用 4 月 6 日慶祝建校周年之

便，請黃石市府為鼓勵民辦大學，提供優惠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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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三、請慈惠董事長積極籌措美金至少 500 萬元，每年支付

100 萬元為原則，以應建校之需。 

四、學校建設以教學大樓為優先，有關辦公室，可先借教

學大樓。 

五、為了增進弘道大學學生進修及就業，請即研擬安排與

國外大學交換留學生及就業機會。 

我們敬佩星雲大師念茲在茲的在會中特別提示: 

弘道大學不是佛教大學，弘道大學是育才大學，是學術重

鎮，今後要特別尊重大陸教育政策，希望以「信心、毅力、智

慧、誠意」之理念，秉持「堅持理想、尊重環境、整體規劃、

逐次完成」之方式，為建學原則，要匯集智慧，創辦一所有益

國家民族的一流大學，佛光文教基金會願以「出世的精神，做

入世的事業，必會全力以赴。 

 
圖 3-4 作者與星雲大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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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當四月六日，弘道大學舉行成立週年之慶祝時，我們欣慰

湖北省方，黃石市政府、地方各界都有代表人物出席，尤其湖

北省方與黃石當局，莫不期待一所一流大學，早日出現在各位

創校董事之前，同樣歡欣鼓舞，我們的創校美夢已經成真了。 

但是天下事「誠如容易卻艱難，看似平凡最奇絕」，誠如易

經所說:「變是不變的真理」，當一切努力，已進入佳境時，竟然

無一人想到在一夜之間，弘道大學竟化為泡沫。是即原由黃石

市政府所屬「城建技學」辦學失敗，黃石政府才廢校轉售弘道

大學，並請弘道大學協助完成技校任務，但是技學高茂寅校

長，曾圖出任弘道大學副校長，加上黃石地方有派系暗流及弘

道大學遇到逆流，遭致學校變成被利用的棋子，於 1995 年 2

月，犯上作亂，向湖北高等法院控告黃石市政府「圖利台商、

非法售校，請撤銷售校」之事，黃石市政府在此關鍵時刻，竟

未阻止城建技學不當行為，亦未提出控告上訴，使弘道大學陷

於進退維谷之境，且想到當時湖北省教育委員會袁副主委於批

准本案時，曾讚許弘道大學「真的是在辦學校」，如今變局，竟

成一大諷刺。 

至於何以如此，當系兩岸信心不足，弘道大學亦有疏失之

處。是即: 

一、創校之初，弘道大學只知道忙於與黃石市政府與湖北

省教育單位密切交往，而疏於向湖北省台辦請益不

夠，而有得罪，招來誤會。 

二、弘道大學僅知為辦好一所一流大學而傾心努力，而不

知國共之間尚有矛盾，尤其共產主義為神論者，今竟

請到宗教團體合資興學，殊不知佛光大學人才充足，

資金充足，心中善良，正是弘道大學所需，我們有何

理由不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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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三、湖北同鄉會是一個愛國愛鄉的愛國社團，組成份子多

是避秦來台的逃亡人士，因此被認為多是「反共不反

中」的愛國人士，因此組成的理監事，或有心有不測

之處，但是兩岸應是一家親，參與辦學相親，應不致

於借題發揮。 

四、弘道大學功敗垂成，致命之傷，是「許家屯事件」，許

家屯是香港新華社社長，其因為支持中共總書記趙紫

陽，受到中共譴責而出走美國。因中國記者陸鏗引介

許家屯駐於美國佛光山西來寺，被中共總理李鵬厭惡

並拒絕往來，又因陸鏗反厭李鵬，關係更為惡劣，雖

有中國佛教協會趙樸初會長從中調解，但仍貌合神

離，至於星雲大師以慈悲為懷，與中共亦無敵意，且

其與中共初與往來，曾與同鄉江澤民總書記有多次見

面，另與楊尚昆主席亦有見面，2014 年國民黨主席連

戰於連習會時，星雲大師亦會見習近平主席，凡此關

係均極良好。可惜自弘道大學興學功敗垂成後，星雲

大師未在提及在大陸辦學之事，實一大憾事。 

今年適逢我癡長百歲，承蒙在台之湖北省市鄉親等為我祝

壽，又蒙棗陽名作家詹華如鄉親等賜文頌壽，並苦心安排將我

刊於棗陽名刊「棗陽人」為封面人物，不勝感愧，以我與大師

相比，大師乃泰山之聖人，我乃泰山之下之無名塵土，何感相

比，但有幸相識，合資興學，卻又功敗垂成，何其心憾，我為

挽回敗局，曾著文向黃石市民請命，然無任何結果，最後以

「擁抱中華民族真辛苦」一文，載於敝著「尋夢人生」，請求公

論。 

再說為今大師已經圓寂，當年熱心創辦學校之多位董事，

如何澤浩、詹惠宇、曾紀春、王磊、袁大松、劉道熺等都已往

生，所交興學資金至今部分未退，試問政治道德、是非良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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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何解釋，我亦垂垂老矣，雖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筆者僅不

過是一個「愛國有餘，報國不足的平凡之輩」，至感當前人類正

處於生存危機，世人應如何化中華文化為世界文化，化世界大

同為地球村，比之弘道大學之興辦，尤為重要，世人能否化解

尚書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為「允執厥中」而努力，但

願世人以星雲精神，努力以赴。幸甚! 

百歲老人 李發強 寫於 

星雲大師圓寂後 

2023 年 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