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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在世間的傳播迄今已逾二千五百年，在本師釋迦牟尼佛以及古來大德努

力弘揚下，佛法不論是理論或修持體系，可謂已粲然大備，成為後人學佛的源頭

活水。儘管佛教所揭櫫的「緣起」、「無我」……等理則是宇宙萬法亙古不變的實

相；然而，隨著人類文明的累積和變遷，人心的好惡也隨之消長，如何在不違佛

法旨趣原則下，覓得適合今人習性的修持法要，無疑已成為芸芸佛子躋身新紀元

所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我們目下所身處的時代，較諸過去千百年任一時空的人事物都更顯複雜而多

元。選擇性的增加固然帶來了生活的便給，但稍一不慎，卻可能換來更多的茫然！

在從前農業社會裡，緩慢的生活步調使人們比較容易心繫或固著於特定的價值

觀，在那樣的時空背景下學習佛法，可以想像不但煩惱障、即連「知識障」都比

現在少得多；那樣的年代，沒有媒體吹捧，有真正的「明師」、卻無所謂「名師」

或「大師」。際此二十一世紀前夕，各種新舊思潮匯聚且衝擊著人心，物質文明

急速地成長，不禁讓人想問；我們的內心是否也同樣跟著進化？ 

  許多人已加入了這一自省的行列，並選擇佛法做為切入點。然而，他們雖從

佛法切入以觀照生命，卻不見得將之視為宗教信仰，而是當做探詢人生方向的指

標。佛教做為傳統宗教，有自成體系的儀軌、戒律及制度，但撇開佛教徒不說，

人們真正感興趣的也許是「佛法」而非佛教──他們或者希望透過般若智慧為生

命指出嶄新視角、或者孺慕禪者放曠自在的生活態度……等等，不一而足。面對

這些訪道者，二十一世紀的佛教能夠提供足夠的協助嗎？二千多年所累積的經、

律、論資料固已為佛法奠定了相當程度的基礎，但相關資料仍待我們這些「使用

者」的解讀和詮釋，才可能再「活」起來。 

  未來新時代是一個開放、整合的時代，佛教絕無可能自閉於冷峻的高牆內，

無動於衷。不同於佛教的其他靈修流派在這個時候紛紛出籠，並結合新興思潮以

全新面貌示人。置身在這一時代洪流中，過去大乘佛教的涵容精神恰能得到發

揮。《般若經》形容菩薩智慧就如「大火炬」般，能夠廣納各式物件、觀念，非

但不影響火勢，還更助長其燄！實則，在佛教發展史上，每當時代環境有所變動

更迭之際，總有傑出的祖師大德發揮原創性，為古樸的佛法再做詮釋與解讀，增

加適用性。這樣的例子不勝枚舉，如印度的龍樹菩薩、中國的六祖惠能、日本的

道元禪師……等都是。 

  據了解，位於美國舊金山的恩典大教堂於十年前成立了「靈性探索整全中

心」，主要目的是希望在傳統教會與日益蓬勃的新興靈修流派間搭起相互了解的

橋樑，俾能接引更多慕道者。因著對物質文明的反動，許多人開始探索靈性層面

的物事，從而發展出另類的身心療法或冥想方式；而在這一過程中，人們也開始



重視「心」的許多面向，並在這內在穹蒼中看到了無限的可能性。其實，不少看

似另類的冥想主題如：光、聲音、影像……等，無不可在傳統佛法裡找到相關的

領域，若能善用並加交流，對二十一世紀的佛教發展定有極大幫助。 

  「從佛法看見新時代」當是每一個佛教徒的最大心願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