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光莊嚴【第九十六期】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96

任何一個佛法課程的講述或演說都有它的脈絡，我將從佛教的發展談

到大乘佛法的分辨、大乘佛法與菩薩道的相關思考，再談到現代佛教如何

實行菩薩道。

佛教的傳承與發展

2500年前，當時的印度教慢慢沒落，佛教才逐漸發展興盛。印度教

的沒落有多重因素，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印度社會的種姓制度。平民

或賤民階級一輩子都是低層的種姓，他們不能參與印度教的修行，也無法

享受法的利益，更不可能成為傳法的人。釋迦牟尼佛創建佛教，有其社會

意義：他打破種姓制度的隔礙，想修學佛法的人都可以進入僧團修行。他

是個偉大的社會運動者，這在當時的印度社會是非常不簡單的。

佛入滅後，佛教逐漸分派，主要分成南傳、北傳及密乘。南傳從印度

往南亞的其他地區走，流傳至今，慣稱為原始佛教的修行。北傳傳到中國

後，又傳往韓、日、越南、台灣等地。金剛乘或密乘進入西藏後，逐漸發

揚光大並發展為四大教派，每一派都有完整的修學理論與次第，較為人熟

識的達賴喇嘛十四世屬於黃教的傳人，同時也是西藏的領袖。密乘也有傳

到中國與日本等地，因此，早期修行者去日本學習，除了有名的東洋禪

大 乘菩薩道的
現代意義與實踐

「眾生不可盡－我願不可盡；世界不可盡－我願不可盡；虛空不可盡－我願不可

盡；」民國96年三月，見咸法師在印儀學苑新址啟用時，以菩薩道的現代意義講述佛

教與現代社會實踐的關係，並為我們指出菩薩道的行持方向與方法。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釋見咸

【演講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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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有學密的。佛教在佛滅後2500年，發展出許多不同的傳承。我們

很幸運地出生在大乘佛法流傳最廣的地區，而這個法脈至今仍傳續不絕。

今日談大乘佛法，一方面感念從佛陀時代一脈相傳下來的佛教法脈；

一方面在舊傳承當中，不斷加入新的元素，不斷調整，以融合出一個更適

合現代人學習與修行的方式。因此，在台灣談菩薩道的實踐，有其歷史性

的背景，也有其時代性的意義。

佛教在台灣的發展

佛教在台灣的發展大致可分四個時期。第一、清朝時期的佛教。此期

深受閩南佛教的影響，當時的出家人有些並非僧尼，只是住在寺廟中清

修，因此，也有人稱為齋教。第二、日據時期的佛教。日本本土佛教開始

傳至台灣，在殖民的優勢力量下，強烈影響台灣佛教的發展。

第三、民國38年，國民政府退守台灣，很多中國大陸的比丘也隨政

府移住台灣，這是二次大戰後的佛教，算是中國佛教的延續。此期不但是

延續中國佛教，也帶入戒法的復興與弘揚，台灣傳戒的風氣及傳統，從此

開始，是台灣佛教的重要里程碑。國民政府解嚴後，團體結社的自由讓佛

教的發展更形蓬勃，除在台的中國佛教會外，任何有組織、合法的道場或

佛教組織，也可以申請及建立各類戒壇。這個時期的佛教，不但有大乘佛

法的傳揚，而戒法的興盛對帶動學佛與出家的風氣也十分有利。

第四、現代台灣佛教，從民國85年至今。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台

灣政治、社會、經濟、科技、人口組成與流動已有很大的變化。前一時期

很多在校園中學佛的知識份子，到了這個時期則持續在佛教裡經營：或任

教於大專院校、佛學院、佛教課程，或組成各種佛教社團，延續了二次大

戰後的佛教，並更加發揚光大。

近代台灣佛教的特色

台灣佛教有它的特殊性與特色，以下分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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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發展

第一、台灣社會的開放也影響了宗教上的開放。除佛教社團與組織的

鬆綁外，修行法也趨於多元。佛教的修行法跟社會潮流是相應的，亦即在

思考的多元、社會的多元、政治的多元、經濟的開放等等因素的影響下，

人的需求已不可能滿足於單一的來源。

教育與文化事業的興盛

第二、台灣佛教的文化與教育事業興盛。在台灣，佛教教育不但普

及，傳播方式也多。佛教教育為因應更多元的需求，也走向高等教育的發

展，目前已設立五所佛教大學，新的佛教學院也在教育部法規放寬後，紛

紛積極申請中。近年來，一些大的佛教團體，如中台山、佛光山、慈濟、

法鼓山、福智等，更籌辦了各類各級學校，透過教育以佛教精神培育社會

的下一代，這也是佛教在近代的重要行動與參與。佛教的文化與學術近年

快速成長，也是特殊的現象之一，例如：佛教建築藝術取得社會的重視；

佛教傳播媒體亦是多元發達，像24小時播製的佛教電視台超過五家以

上，這在世界上是異數，在正統的佛教國家裡，也是罕見的現象。

社區教育也是現代佛教重要的經營之一。以香光尼僧團為例，多年來

投入輔育院少年的輔導教育、各中小學的心智教育、大專青年的禪修教育

及社區中的外籍配偶教育。其他佛教團體更是積極走入社區，甚至與政府

合作，有計劃的參與辦理社區大學，心靈教育、反毒教育、護生教育及環

保教育等。

大乘佛法在台灣的弘揚，正以多元的方式關懷台灣社會每個角落與階

層。佛教的慈悲透過真實的投入，回到更人性的體證與實踐。

社會運動的推動

縱觀佛教在近代的發展特色，佛教徒在政治與經濟的參與就比較不

足。此處的政治參與並非特指成為政治人物或從事公職，而是對公共事務

的參與及關心。監督政府或公部門做出更符合社會需要的決策，增加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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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福祉，是需要佛教徒多投入的。經濟方面，像大財團擁有強大的資本及

優勢，常是在犧牲大多數民眾及國家的福利，以極少的投資獲取大量的利

益。從大乘佛法的立場而言，對方所做的事，無論是不利或可以更有利於

眾生，我們都要積極提醒或規勸，否則即是犯了菩薩戒。因此，佛教徒若

能組織起來，發出聲音，讓企業主知道：對人民福祉、國家前途會有的影

響，這就是正義的聲音，它是應該出現的。例如有些跨國企業剝削落後國

家的勞力，轉手之間賺進大量的財富，但是否回饋這些國家，是應該被監

督與提出的。

國際化與現代化的趨勢

現代佛教的另一個特色就是國際化與現代化。國際化最常見到的就是

國際交流，如香光尼僧團的方丈悟因法師屢次被邀請為西方尼眾說戒及協

助尼眾僧團的成立。此外，跨宗教間的合作與對話也日益頻繁，相同或不

同宗教間的交流增進對彼此的了解，也有助於攜手合作、服務社會。

除了上述的對外事業之外，現代佛教的另一個特色，就是佛教本身的

改革。所謂的改革，指的是溫和性的改進，包括佛教的管理與經營。過

去，一些佛教組織透過有計劃的組織與訓練，集結各種人力、物力、財力

乃至智慧資源，提供更有效及全面的宗教服務。

其次，是有關佛教的僧制與戒律的改革。台灣幾十年來都以中國佛教

為主流，近年逐漸有不同教派與服裝的僧侶來台。南傳與藏傳的尼僧們，

在其傳統中沒有受比丘尼戒的機會，會到大乘佛教國家，如韓、台，參與

戒會，也積極爭取自己的佛教傳統承認比丘尼的地位。這樣的運動與聲音

正方興未艾，透過國際性的會議與聯結，這些訴求會逐漸產生力量，影響

教團的制度與生態。未來，我們將持續看到這樣的努力與改變。

再則是佛教教育的改革。佛教教育愈來愈有結構，一方面不任意揚棄

舊有傳統，一方面又順應現代社會的潮流及學習者的需要，以各種新方式

與新面貌出現，結合現代的科際與管道，讓更多人有更多元的方式參與和



香光莊嚴【第九十六期】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100

受益。

以上是對近代台灣佛教變化的觀察。而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怎麼來

看待大乘佛教菩薩道的現代精神與實踐？

大乘佛教與菩薩道

大乘為佛說的爭辯與詮釋

談此主題前，應該先對所謂「大乘非佛說」的論點加以辯證。對於此

事，我喜歡一位近代日本學者的觀點：他對「大乘非佛說」的辯證，是從

「成佛而非信佛」的觀點來說，即佛教徒都應瞭解：佛陀是自覺覺他圓滿

的聖者，也唯有如此才可以稱為佛，所講的法才叫做經。並非學佛的人都

能寫出經典，但是，雖非釋迦牟尼佛，可是自己已覺悟到釋迦牟尼佛所悟

的法，證到同樣的境界，因此成佛了，才能寫出大乘經典。

印順導師談到「大乘為佛說」，有五種觀點，他認為其中三點最為可

信：一、本身修行到某個禪定的境界，在定中，見到他方佛來為說法。

二、在定中證悟佛法，而說出大乘法。三、也有可能是因為前世修行，在

這一世成熟而說出所證的法。如果佛法是自動湧出，這都必須是證者才有

辦法。因此，所謂的「大乘為佛說」，不一定指釋迦牟尼佛，而是與釋迦

佛證悟到相同法的佛，亦即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所說是相同的法。從此觀點

來看，就沒有大乘非佛說的問題，也不須再無止境、無濟於事地辯證。

大乘的殊勝：菩薩的大行

那麼，大乘的殊勝處是什麼？就是菩薩的大行。菩薩大行是指：十方

三世的眾生依著大乘經典，即覺悟者所說的法而行，這就叫做菩薩大行。

菩薩與他的身分或外相沒有必然關係，亦即無論出家在家，對菩薩大行的

修持並無妨礙。正因為菩薩大行的修持，不會受到外相的影響，所以成為

大乘佛法殊勝處。為什麼佛滅度這麼多年，全世界還有這麼多地方、這麼

多人能夠看到大乘經典的流傳？這是因為佛法不可能只存在出家僧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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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或僧院的圍牆內。大乘佛教面向所有眾生，只要依著經典所說修行、

發菩提心，行菩薩道，都有成佛的可能。我們從釋迦牟尼佛的本生故事就

得到印證，他並非生生世世都現出家相，在成佛前，每一世的修行都是菩

薩道的累積。

印順導師在〈大乘是佛說論〉裡提到：「釋尊的三業大用，菩薩的本

生談，經長期的融合而使它普遍化，綜合為一般菩薩的大行，與一切諸佛

的妙果。我覺得：大乘的真價值，大乘的所以可學，不在世間寂滅的解

脫，卻在這菩薩的大行。」菩薩道的特別不只是要了解苦集；而是透過長

期累世，不斷不斷的菩薩大行，去累積自己的成佛資糧，圓滿菩薩的悲

智，成為最高的覺者。印順導師也談到，對於信仰大乘，哪方面應該要重

新思考，必須批判，而不是照單全收。這些在《妙雲集》裡可以找到。我

們去看這些書時，重點在判別哪些是對眾生或自己最有利，而不是大乘、

小乘孰高孰低的比較！

菩薩道的實踐

發菩提心

大乘菩薩道的實踐次第。第一、是從發菩提心開始。菩提心有二個重

要的元素，一是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另一個是以智為導的大悲心。藏傳

典籍對發菩提心是十分要求及重視的。在一些大德，如阿底峽尊者或岡波

巴大師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們為法忘軀，為了救度眾生，勇往直前，不

顧一切的悲心與大願。要發菩提心，行菩薩道，才能成就像佛一樣的圓滿

功德。為什麼我們在修習大乘佛法時很難發起菩提心，無法成就菩薩道？

古德跟這些成就者能夠如此認真地發菩提心，應是他們比我們更強烈地相

信佛的道路，相信依佛道而行，必能達到圓滿究竟。亦即佛法告訴他們，

要為眾生發最大的菩提心，發最大的悲願，才能夠入佛的道及行佛的行。

佛陀說，凡夫經三大阿僧祇劫可以成佛，這三大阿僧祇劫只是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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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必須在其中累積菩薩資糧，成就所有的功德，這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

為一個時間行程。如果不信佛說，三大阿僧祇劫只是悠忽過日，自欺欺

人，不管經過多久都是難以成就的。所以，發菩提心是種子，要在累劫累

世中積聚資糧，立志堅固，不管多麼困苦，都要發利他的菩提心。立志堅

固，不是一直想哪天成佛，而是不斷不斷地做，此世未完成，發願下輩子

再來，要如此堅固，成佛才有希望。除了發菩提心，成就佛道也必須從化

度眾生裡去成就，這是一體的兩面。亦即沒有一個人，只是化度眾生，不

成佛道；也沒有一個圓滿者，只是成就佛道，而不化度眾生。

菩薩的菩提心也可稱是大悲心，這樣的大悲心必須以智為導，悲智雙

運。真正的菩薩悲心，一定要以大悲為上首，無所得為方便。有菩提心，

有大悲心，行菩薩道時，還要與空性相應，如果常想我在發大悲心，在幫

助別人，這樣就沒有與空性相應。所以，此處所說的以智為導，不是一般

的智慧，是空性的智慧。大乘菩薩不僅有空性的智慧，對所有法門也全都

了解，才能不斷以種種方便化度眾生，成就佛道。

為了不斷修習佛法，必須常常讀誦大乘經典。大乘既然是佛說的，因

此，讀誦大乘經典就是在讀誦諸佛從修行歷程中流露的修行法要。讀誦大

乘經典，很重要的是，要學菩薩發願。佛經中記載各個菩薩的大願，如四

弘誓願、菩賢菩薩十大願王、地藏菩薩本願等。佛陀說法，也常常演說發

願的不可思議功德。將來大家進入懺悔堂禮懺時，在禮拜每尊佛號時，也

要隨文作觀，因為這些過去、現在、未來的諸佛，就是在因地發大願，才

能成就如其佛號般的圓滿。

學佛讀誦經典，並不為了誦給別人聽，在佛前讀誦當然有專注、虔誠

的意涵，也可以用自己的音聲供養十方諸佛及諸天菩薩，但最受用的仍是

自己。沒有讀誦經典，我們會忘了自己的發願與發心，在很多事情上也不

能與空性智慧相應。誦經時，就會去思考什麼是「無所得為方便」，什麼

是「大悲為上首」。所以，在誦經或禮懺時，要學佛菩薩發願，並將佛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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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當成自己學法的對象。在《慈悲道場懺法》（粱皇寶懺）中第九卷提

到：「大眾各各覺悟此意，毋自放逸。宜與時競，行菩薩道，勤求諸法，

利益眾生。一自滅罪，二生他福，此則自利利他，彼我無異。相與今日，

起勇猛心，起堅固心，起慈悲心，度一切心，救眾生心，至坐道場，勿忘

此願。」誦經禮懺是學習菩薩發心發願的最好方法，這豈是不了解者或不

經心者，所能從中獲益及成就的！

佛教與社會實踐

佛教跟社會的實踐，可以從三個面向觀察。一、佛法的社會性與脈絡

性。大乘佛法流傳到不同地域與國家時，會隨著地域及時空而不斷調整。

二、此外也重視不同的文化與需求，托缽是佛陀時代僧人的生活方式，在

今天的南傳佛教地區，如泰國、緬甸、斯里蘭卡仍在使用。但這個制度到

了中國就不適用，主要受中華文化對乞食的不良觀感所影響。於是，中國

的祖師大德創建叢林制度，讓僧眾共聚一處，共修共學，維持僧侶生活資

具無缺，也能將佛法不斷傳揚下來。中國佛教十分重視音聲佛教，透過早

晚課、梵唄等引發修行者對自己的反思及發願，這都與佛法的社會性及脈

絡性相關。

三、佛教在當代弘傳，也必須重視互依互存的事實。在科技及資訊的

影響下，地球村已成了人類的共識。例如，印尼發生大海嘯時，慈濟團體

立刻撥出人力與物力前往救助。佛教資源來自社會，也用於社會最需要的

地方。到現場去幫助受難者、受傷者及憂苦者時，我們正在創造一個更好

的世界。幫助他們，自己也會更好。不幫助他們，後果也會回到整個世

界，恐怕要付出更多的成本來補救。所以，世界是共依共存的，而且永遠

在眾生中成就佛道。

菩薩道的現代義

大乘菩薩道的現代義可從三方面說明。一、大乘佛法的住持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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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間的菩薩。三、現代菩薩道實踐的先趨者。《法華經》言：「佛以

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這是說佛成道後，還

是不忘眾生，要令眾生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及入佛知見。佛是

沒有疲憊，沒有休息的。在大乘菩薩的修行中，十地菩薩每轉昇一地，在

止觀部分更深入，也更有功德去化度眾生。菩薩成了佛，還是在眾生裡成

就眾生。

大乘菩薩除了要了解佛的出世因緣外，也要時時不忍眾生苦，發起大

悲心。發起大悲心有二個方法：一、自己能體會苦。即使不在眾生身上觀

苦，自己其實也充滿了苦；二、從體會自己的苦再去體會他人的苦。對苦

有深刻體會，利他的大悲心就能發出來。在人間，發願成為一位人間的菩

薩，成就菩薩的世間。我們必須要非常踏實，在人的本分上成就自己的佛

道。行人間菩薩道可分正行與發願，正行即是六度與四攝，接引更多人來

學習佛法。發願則以四弘誓願為主，也可以再加入其他佛菩薩的發願，做

為自己修行的典範。此外，也要發切合時代需要的願，如果能看到眾生的

需要與根性，為眾生發大悲願時，就會用最好的方法去化度。

佛教的社會實踐

最後，我們來看一些現代菩薩道的實踐與典範。第一個是在斯里蘭卡

1950年代開始的「薩沃達亞分享運動」（Savrodaya Shramadana Movement）。斯里蘭

卡社會十分貧窮，加上種族引起的內戰，整個社會民不聊生。透過這個組

織，建立一個大家和平共享的社會。它雖是由佛教發起，但不同宗教、階

級的人都可以參加。目的是要讓參與者分享所有的食物與資源，讓每個人

都能離苦得樂，得到更好的生活改善。在這個團體中，人跟人之間是互

信、友愛的。斯里蘭卡佛教十幾年來持續在做，他們創立一個小銀行，貸

款給非常貧窮的人，讓大家可以在不受大企業的剝削下，自力更生，改善

生活。

第二個要介紹的是一行禪師。他是越南戰爭時逃難到海外的大乘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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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他透過佛教及青年團體的力量，幫助那些因為亡國而流離失所的越南

百姓。他提倡覺知、專注的禪修，並在世界各國舉辦禪修營，讓廣大的民

眾在禪修中釋放煩惱的枷鎖，找回自我。有位越戰的老兵，在參加一次禪

修後表示：從越戰退下來後，因為在戰場中傷害越南的童兵而無法成眠。

透過禪修，他饒恕了自己，也饒恕自己在那個因緣下所造成的傷害。在西

方世界，大概很少有人不認識一行禪師，他是一位悲心甚深，用心帶動無

暴力改革的一位現代大乘菩薩。

再來，介紹台灣的聖嚴長老。他帶動僧團加入世界和平組織，並用心

推動台灣的心靈環保運動，推動社會良好風氣，受到各方的肯定與推崇。

此外，長老也認為可把整個世界看成一個僧團，彼此可以共同修學佛法，

來成就世間的佛道。

除了上述重要的指標人物外，三十年前，一群女青年依止悟因法師，

透過年青與專業，為台灣的佛教教育盡一份心力，而成立了香光尼僧團。

香光尼僧團在佛教教育的努力外，也帶領居士投入社會的關懷與心靈教育

的實踐。走了二十幾年，面對社會的需求，香光重新建構新的願景，在新

的發展中，仍是關懷眾生及大乘佛法的實踐。未來，香光會更精進的修法

來增進僧眾的修持和弘法方式，但整體精神與意義仍是大乘佛法的傳承與

實踐。因為這是佛所說的，我們要依著佛說，追隨佛走過的路，才是佛教

持續傳承的希望與依據。最後，以《慈悲道場懺法》第十卷「菩薩發願迴

向法」，與大家共勉：「眾生不可盡－我願不可盡；世界不可盡－我

願不可盡；虛空不可盡－我願不可盡；法性不可盡－我願不可盡；涅

槃不可盡－我願不可盡；佛出世不可盡－我願不可盡；諸佛智慧不可

盡－我願不可盡；心緣不可盡－我願不可盡；起智不可盡－我願不可

盡；世間道種法、道種智慧、道種不可盡－我願不可盡。若十種可盡

－我願乃可盡。」

祝祈大眾不斷聞法發心，行菩薩道，得大乘究竟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