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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宗教信仰自由，佛教中不止漢傳佛教，連藏傳佛教、南傳佛教、日本佛教

等在台灣都有許多信徒，本文欲介紹一個在台灣數十年的日本佛教派別立正佼成會。 

立正佼成會名稱中之「立正」是指「以正確的教義為依據」，「佼成」是指「通過

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相互激勵，形成高尚之人格」。
8
教團於 1938 年由開祖日本人庭野

日敬、脇祖長沼妙佼創立，是以法華三部經（《無量義經》、《妙法蓮華經》、《佛說觀普

賢菩薩行法經》）為所依經典的在家佛教教團。信眾力行菩薩道和祖先供養，欲將釋迦

牟尼佛的教誨運用在家庭、社會生活的實踐中，以建立幸福的人生，明亮的社會，與

和平的世界為目標。
9 

台灣的立正佼成會目前以台北教會、台南教會為主，
10
成立淵源皆不同。以台南教

會言之，前身為台南支部，是 1975 年日本秋田縣立正佼成會大館教會的大櫬定央先生

與台灣生意往來中，引導台南莊金泳先生進入佼成會。1978 年，莊金泳陸續入奉御本

尊釋迦牟尼與御守護尊神。1979 年 3 月初，日本立正佼成會與台灣的中國佛教會開始

交流，
11
台南莊金泳先生參加。1983 年 1 月，大館教會石山教會長派令莊金泳為台南法

                                                 
 陳雯宜，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講師，國立中正大學史學博士班。 

8 參《佼成》雜誌（台南：社團法人台南市在家佛教立正佼成會，2006 年底發行所改為台北：立正佼成

會台灣教會）各期封面。 
9〈什麼是立正佼成會?〉，《立正佼成會台南教會部落格》，網址：

http://koseikaitainan.pixnet.net/blog/post/22615591，2014 年 10 月 2 日檢索。 
10 原尚有高屏支部與台中法座所，因會眾過少，高屏支部已將社團法人解散，支部長亦辭職，今只留一

會眾代理簡務。台中法座所幾年前亦無形解散。以上係筆者 2013 年聽聞社團法人台南市在家佛教立

正佼成會理事長陳正羲先生口述。 
11 中國佛教會在台灣 1987 年解嚴之前，是台灣佛教界唯一的中央級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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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所主任，法座所正式成立於台南市樹林街，以莊先生為中心之會員開始積極引導信

眾入會。1985 年，日本立正佼成會本部海外課將台南法座所編入本部直轄，會員歷年

來陸續參加東京總部舉辦的慶典團參活動。1989 年法座所亦為了對信眾傳達佼成會之

教義，發行雜誌，
12
直至今日仍在刊行中。 

1990 年，台南法座所遷移至台南市永福路，1991 年，升格為台南支部。時台南支

部會員約 1000 戶家庭，莊金泳任第一任支部長。1994 年支部遷移至台南公園對面的公

園南路與西華街口。1994 年 4 月底，立正佼成會總會長庭野日敬（今總會長庭野日鑛

之父）至台南舉行入佛典禮安置釋迦牟尼世尊金身。2000 年「社團法人台南市在家佛

教立正佼成會」重新登記，理事長任期兩年，得連任一次。2003 年，日本本部撥款台

幣 1000 萬元，台南支部募款 700 萬，共 1700 萬元在台南市崇明二十三街購置新會址，

2004 年 4 月底遷入新址。2008 年 12 月，支會升格為台南教會。 

該會的幹部需至日本的立正佼成會東京本部研究部研修，會員有責任導引未曾接

觸佼成會者瞭解法華經，會員間亦需互相拜訪、勉勵，常需在法座（小組座談）中反

省、懺悔。
13
而每兩個月一次的家庭日中，教會替會員慶生，會員的家人可至教會表演

才藝等，拉近會員、會員家人間之距離，亦期勉會員關懷他人、欣賞他人之長處，行

善舉、捐助天災、貧病，將佛陀的教誨運用於日常生活。 

簡言之，台南市在家佛教立正佼成會與台灣佛教各教團不同，未曾舉辦大型活動

。在許多教團融入商業行銷、拓展名聲與信徒的今日，立正佼成會始終為默默行善的

修佛團體。 

                                                 
12 台南法座所（1991 年升格為台南支部）編的《中華佼成》雜誌，由 1989 年 9 月發行創刊號，至 1994
年 12 月發行最後一期第 63 期。1995 年 6 月台南支部將之改名《佼成》雜誌，並發行創刊號，2006
年底由台北支部接續發行，直至今日。而 2008 年 12 月升格後的台南教會，亦在 2011 年 4 月發行《

台南佼成》雜誌。不論是《中華佼成》、《佼成》、《台南佼成》，雜誌內容大都為開祖庭野日敬與會長

庭野日鑛法語，信眾的體驗說法、法華三部經之解說、立正佼成會的教誨與行法等，幾乎皆為日本本

部雜誌的中文翻譯，偶一間雜台灣信眾的信仰體驗。以上請參各期雜誌。 
13 參瞿海源，章英華，第十二章〈台灣外來新興宗教發展的比較研究—自日本傳來的新宗教〉，收錄自

瞿海源，《宗教.術數與社會變遷》（台北：桂冠圖書出版，麗文文化發行，2006）；亦可參〈第七講 
在台灣的日系宗教之現況〉，http://getychen.myweb.hinet.net/japan%20new%20religion/n7.htm，2014 年

10 月 5 日檢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