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最美校园

拥有牧场的东海大学

� �

走进校门，是以首任校长曾约农的名字命名
的“约农路”，路上夹道的凤凰木宛若绿色隧道，这
些树木高大而又虬曲生姿，随着季节变幻着不同
的美丽风景。

熟悉东海大学的人都会提到“东海牛奶”，东
海大学是一所校园里有牧场的学校，东海牧场位
于校园西南的山坡上，占地约

50

公顷，目前饲养
着约

200

头奶牛。看着奶牛在山坡上吃草，喝着自
己学校生产的牛奶，这里的学生应该会更加质朴
简约，更加懂得人与自然的融合吧！ 校园内的“乳
品小栈”是一个人气很旺的地方，坐下来歇歇脚，

品尝一下各式“质纯味醇”的鲜奶制品，那感觉真
的很棒！

路思义教堂是东海大学的代表景观，也是台
中的著名地标。 这个教堂是国际建筑大师贝聿铭
的经典之作，由四片双曲面组成，四面各自分离，

中间以玻璃边窗连接。 近观，像一双虔诚祈祷的
手，优美而神圣；远看，恰似航向天堂的飞帆，引领
着心灵飞扬。

文理大道是东海校园的主干道，两旁分布着
各个学院系所。 其设计理念来自美国开放空间概
念，以及日本寺院的平台坡道，再融合中华文化的
延续包容特性。 如今，这条大道早已超越了最初
连接各学院的功能。 一格格的草皮，串连成犹如
绿色瀑布般延展不尽的清新。 行走在两旁的石板
路上，享受着茂密榕树绿荫所带来的清凉，透过林
间的缝隙，看到两旁建筑物祥和而巧妙的空间变
化，令人不禁赞叹设计者的创意与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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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校园游

拜访配备炸药的学校

� � �如果你对大学的印象只停留在

课桌黑板， 那你真该出门走走了。

学海无涯，方向和方式多种多样，自

然学校也有自己的性格。 你见过中

国最自由也最严格的学习制度同时

并存吗？ 你听说过拥有自己农场的

大学吗？ 那配备炸药和枪支的学校

是不是就更陌生了？

五明佛学院

充满微笑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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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天葬台， 车子进入色达喇荣寺
五明佛学院的大门， 顺着盘山路向上开
去。 这个大门上的校名，藏文和汉文分别
是由十世班禅和赵朴初所题写的。 走不
了多远，路两侧的山坡上，无数的小红房
子密密麻麻地拥挤在一块， 着实让人震
撼。 这都是在这里虔诚学佛的学生自行
盖起来的小宿舍。 红房子们沐浴在夕阳
余晖之中，显得既温暖又充满生机。 这还
不算什么，车子越往前开，越来越多的红
房子们出现在眼前， 一大片一大片的山
坡都被占满了。

俯瞰佛学院的全景， 红房子们簇拥
着从一个个山坡的山脚连到天际， 就像
一个个巨型的蚁堆， 又像一个个庞大的
蜂巢。 天上云层滚动，地面阴晴变幻，红
房子们漠然处之， 就像一颗颗虔诚向佛
的红心。 据说有不少人终老于此，来了就
不再离开。 粗略估计，这些红房子不下万
幢，大概有几万人在此诚心学佛。

五明佛学院的历史并不长。 它始建

于
20

世纪
80

年代， 至今不过
30

余年。

这里地处偏僻的川西北地区，交通不便。

学生们还必须自己解决吃住的问题。 山
上无水， 所有用水必须由学员自行背负
上山。 我们可以看见年轻的尼姑，背着一
大桶的水，慢慢向山上走去。 也可以看见
拎着一袋蔬菜的喇嘛， 他的小屋很快就
会飘出缕缕的炊烟。 这些小屋的建筑材
料各异，有木板、塑料板甚至是苇席。 不
知他们将如何度过冬日的严寒。 可是，你
完全不会觉得这些简陋的屋群是个脏、

乱、差的地方。 这里几乎看不到垃圾，也
没有横流的污水。 每个披着红衣的喇嘛
或尼姑的脸上都充满了微笑和希望。 佛
学的真谛将他们的心灵照得通亮。

五明佛学院最辉煌的建筑当属山顶
的坛城和半山腰的大经堂。 坛城被彩绘
和金塑装扮得很花哨， 它的金顶在夕阳
下灼灼闪亮。 不断地有人在这里转经或
者磕长头。 在坛城边上，有一处殿阁，里
面供着晋美彭措上师。 他就是喇荣五明

佛学院的创始人，将佛学院从只有
32

名
学员的小型学经点起步， 发展到如今这
样庞大的规模。 大经堂的门口高高树着
张牙舞爪的金翅鸟。 经堂内有喇嘛们不
懈地进行辩经。 喇嘛们的辩经过程很有
观赏性。 回答问题的人端坐在地上，站立
的提问者居高临下，每提一个问题，都要
朝着端坐者向前一步， 将巴掌由上往下
拍得轰响。

如果将五明佛学院也列入中国的大
学排名，也许可以名列最好的大学之一。

因为这里有着中国最自由也最严格的学
习制度。 所有学僧来者不拒，甚至文盲也
可在此先通过扫盲后再进入正式学习。

学僧可以自由选择任课堪布， 学习方式有
讲课、辅讲和辩论。学完后有平时抽考和期终
大考。期终大考分讲、著、辩、背诵、研讨五类，

在持续一个半月的时间内， 通过讲经、 写论
文、辩难、背诵基本论典和读经体会当众
研讨等方式， 在很短的时间内让学僧尽
可能地提高佛学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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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绍兴大通师范学堂，挂着师范的名头，实际
上是浙江光复会的重要据点，由徐锡麟创办，秋瑾为
第二任校长。按办学规定，学生一律加入光复会，并进
行为期半年的军训，毕业后依然受学堂节制，所以大
通学堂实质上是浙江各地的革命力量中心。

通学堂借军训名头，配置了一些炸药和枪支。 在
秋瑾的督促下， 全体师生按军事化要求进行学习生
活，无论天晴落雨，都进行严格操练。秋瑾自称鉴湖女
侠：“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秋瑾以大通
学堂为据点，联络浙江各地反清力量，积极筹备响应
徐锡麟安徽起义。

秋瑾
1875

年出身书香门第，

1896

年嫁给湖南湘
潭一个富豪家庭，育有一子一女。

1897

年
12

月随丈
夫到北京，期间接触了新思想。

1904

年
6

月脱离樊笼
东渡留学。在日本，秋瑾认识了很多革命志士，参加了
“洪门天地会”，又加入“同盟会”。

1905

年
12

月后回
国，先去南浔教书，后在上海编印《中国女报》。

1907

年
2

月担任绍兴大通学堂校长，操练光复军。

1907

年
7

月因徐锡麟事败，受牵连而被杀。 （据搜狐网）

大通学堂

秋瑾操练革命军的地下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