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雨在人間
—印順老法師6月4日捨報於花蓮

當代佛教界的思想巨擘—印順老法師於2005年6月4日捨報於花蓮慈濟

醫院，住世101歲。6月11日舉行追思讚頌大典及荼毗大典，並於12日奉安

於新竹福嚴精舍福慧塔院。法師的圓寂引起各界震驚、追悼。

印順法師於1906年出生於浙江省海寧縣，俗名張鹿芹。生逢清末民初的

離亂時代，23、24歲時，父母相繼過世，目睹生命與國土的危脆，乃於25

歲秋，依止普陀山福泉庵清念老和尚出家。1936年在普陀佛頂山完成全藏的

閱讀，隔年即遭遇七七事變，全國軍民開始八年的對日抗戰。1946年6月長

達三年的國共內亂又全面爆發，從少年、青年、壯年時代，法師歷經戰亂與

國勢的衰微，眼見人間苦難無時或已，由憂國憂民而時時砥礪，以一介方外

之士，不顧身體的孱弱多病，拾其如椽大筆，終生孜孜不倦于佛教教理、教

史的整理、釐晰，為苦難的人間尋出路！法師倡導的「人間佛教」思想，形

成一大思潮與運動，影響近代中國佛教的發展甚鉅。

法師在1952年來台並常住，一生著作不綴。等身的著作與思想的開啟，

令台灣佛教界不斷的自我對話與省思。聖嚴法師云，法鼓山推出「人間淨土」

與「心靈環保」的構想，即是出於人間佛教的啟發；佛光山星雲法師推動的

法水長流五大洲，慈濟證嚴法師提倡的人間大愛，香光尼僧團悟因法師倡導

的「關懷佛教教育，共創人間淨土」，都是以佛教在人間，落實在人間的關

懷。

一代思想大師的一生雖然從此畫上句點，他的思想倡導，在佛教史上已

具有難以抹滅的重要地位；他所留下來的多部著作，將為後人作修學的明

燈；他的認真誠篤、徹骨徹髓的悲願，將持續久久迴響於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