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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間佛教」是當今世界佛教發展的必然趨勢 

 

許抗生  

北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人間佛教，顧名思義，就是要在人世間實現佛國的淨土，即是要把佛國的極樂世界在現

實的人間付諸實現。這就是「人間佛教」的根本思想。這是當今佛教的一個偉大的理想，也

是當今佛教一切活動的行動指南。「人間佛教」已成為了近、現代世界佛教發展的一股強大

的思想潮流。「人間佛教」不僅為中國，而且為印度、東南亞、日本、乃至全世界的佛教界

所提倡和弘揚，已經成為佛教發展的一個具有世界性的大趨勢。 

  就我國而言，無論在大陸，還是在臺灣，「人間佛教」都得到了大力的提倡。早在本世

紀二、三十年代，佛學大師太虛，即已提出佛教要適應時代的要求，要「隨時代以發揚佛法

教化功能」，並提出「要去服務社會，替社會謀利益」（見《太虛大師全集》第五冊〈學佛

先從做人起〉）和「佛是現實主義者」的口號，並視「現實」即是「人生宇宙」的思想。由

此可見，太虛大師雖說沒有明確提出「人間佛教」這一理念，但已蘊含有「人間佛教」的一

些重要思想。時至八十年代，中國大陸的佛教界又明確提出了「人間佛教」的思想。一九八

三年，趙樸初會長在中國佛教協會成立三十周年紀念大會上，對「人間佛教」的思想，作了

較為系統的闡說。他認為「人間佛教」的思想，就是要實現人間淨土的理想，就是要發揚利

樂有情的大乘佛教的精神；並號召廣大的佛教信徒，要達到這一偉大的目的，就應當捨己為

人，努力做好服務社會，造福眾生的一切事業，以此為大陸佛教的發展指明了自己努力的方

向。 

  在寶島臺灣，在廣大的佛教信徒的努力下，在一些著名的佛教大師的倡導下，「人間佛

教」得到了很大的發展。尤其是星雲大師所開創的佛光山的「人間佛教」事業尤為人們所矚

目。佛光山所提倡的「佛光學」，就是「人間佛教」思想的具體體現。佛光學提倡尊重包容，

促進普世和平；提倡道德倫理，鼓勵生活修行；提倡以人為本，主張平等共尊；提倡環境保

護，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提倡大慈大悲的精神，主張「天下一家，人我一如」的思想；提

倡生活佛教，主張和睦家庭和圓滿人格等等。總之，所有這一切都是為了提倡佛教的人間性、

生活性、利他性、喜樂性、時代性、普濟性等等，其目的就是要弘揚人間佛教，實現人間淨

土；或者說，就是要用佛教的慈悲愛心思想，利樂有情的精神來過世俗的生活，實現人間淨

土的偉大理想。可見，佛光學已是一個較系統、全面的人間佛教學說，就是要在人世間開創

佛國淨土的事業。 



《普門學報》第 4 期 / 2001 年 7 月                                               第 2 頁，共 4 頁 

論文 / 「人間佛教」是當今世界佛教發展的必然趨勢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在佛教的發祥地印度，近、現代所開展的佛教復興運動中，也有著「人間佛教」的思想

傾向。佛教曾經在印度歷史上有過十分輝煌的時代，但由於種種原因，佛教在十三世紀時終

於在印度消亡。時至十九世紀開始，印度的佛教又重新開始出現。至二十世紀，印度佛教掀

起了復興的運動。新復興的佛教，已不是原封不動地照搬傳統的佛教，而是適應著時代的需

要，強調了佛教的積極入世性，認為「不論比丘，抑或世俗之人都應報效現世，以服務社會

為己任，佛教徒要為維持社會道德秩序而發揮作用」（《當代佛教》第五十六頁，一九九三

年東方出版社出版）。這說明印度的佛教復興運動，也在向著佛教的生活化、社會化、人間

化而努力。 

  至於東南亞的佛教，則與印度佛教一樣也在向著人間佛教的方向前進。在此我們可以以

泰國佛教為例。當代泰國佛教最有影響的思想家是佛陀達沙。他的佛教思想是針對著現實社

會的矛盾、貧富的不均、道德的迷惘等社會弊端而提出的。他主張消除貧困，克服道德危機，

消除爭端，互相合作，創造一個求解脫的良好環境。以此他提倡發揚大乘佛教的利他思想，

並認為這種利他思想，即是人人為大家的社會主義思想。在這裡他用佛教的教義來解釋社會

主義，其目的是為了消除社會的矛盾在人世間以實現佛教理想的。可見，佛陀達沙的佛教思

想，從某種意義上說，其實就是宣揚「人間佛教」的思想。（關於佛陀達沙的思想可參閱《當

代佛教》第二章第六節〈泰國的佛教〉。 

  「人間佛教」的思想，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日本，也得到了迅速的發展。戰後由於特

定的歷史條件，日本的新興宗教得到了很大的發展，尤其是佛教系新宗教更是異軍突起。他

們的思想都帶有大眾性和人間性，一般都是教義通俗，禮儀簡單，便於大眾接受。他們注重

現世生活和社會問題，追求現實生活中得到利益，實現「地上天國」，而不把希望寄託在天

上，或死後的極樂世界。他們主張「現世主義」和「人類救濟」，同時還宣揚孝敬父母，夫

妻和睦，捨己利人，獻身工作等生活倫理，以實現他們的人間天國的理想。 

  總上所述，可見「人間佛教」的思想，已是一個帶有世界性的佛教思想潮流，已不是某

一個人的或某一地區的偶然性的思想行為。既然形成了如此強大的世界性的時代思想潮流，

那麼他的產生也就有著歷史的必然性，有著深刻的社會歷史的必然原因。而這個必然性的原

因又是什麼呢？這是我們需要加以認真研究的一大課題。 

  就我所見，我想「人間佛教」思想的產生定是有著深刻的時代根源和深厚的歷史根源的。

這些原因總起來說，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人間佛教」是當今時代的產物，是當今社會發展的需要。佛教與其他宗教，乃

至一切哲學思想一樣，都是隨著一定的社會、一定的時代的需要而產生，亦隨著一定社會時

代的變遷而變遷的。從歷史上看，佛教最初是由古印度社會的需要而產生的，是在反對婆羅

門教所維護的種姓不平等制度的鬥爭中形成的。之後又隨著印度社會的發展而發展。佛教傳

入中國之後，又與中國的傳統文化（主要是儒、道兩家思想）相融合，形成了符合中國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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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所需要的中國化的佛教，從而使得佛教能在中國土地上得到了空前的發展。至於當今「人

間佛教」思想勃興的原因，也是與歷史上的佛教的產生與發展是當時時代的需要一樣，必須

要在當今的時代，當今的社會需要中去尋找。這就首先要我們弄清楚當今時代和當今社會的

特點，揭示出當今社會根源之所在。 

  那麼當今時代是怎樣的一個時代呢？當今的社會又是一個怎樣的社會呢？當今時代和當

今社會最大的特點是：科學技術的高度發展，工業化的高度發達，人類已經進入了電子、原

子時代，進入了當今社會的信息時代，高度發達的科學技術促進了經濟全球化的到來，整個

地球的各個角落都已聯繫在一起，成為一個「地球村」，從而促進著經濟的發展，為人們帶

來高度的物質文明的享受提供了條件。但這是問題的一面，高度發達的工業化和高度發展的

科學技術，又給人們帶來了無窮的災難，甚至把人類推至死亡的邊緣。這絕不是危言聳聽，

工業化的高度發展，它所產生的廢棄物卻污染了整個純潔的地球，破壞了人類賴以生存的生

態平衡，毀滅著自己生活的家園。工業的發達，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一方面促進著經濟全球

化的到來，另一方面卻又加劇了世界經濟的競爭，加劇了社會的矛盾和社會的緊張，直至爆

發戰爭，尤其給第三世界人民帶來更大的災難。科學技術和工業的高度發達，還促進了財富

高度集中，分配的更加不均，加大了貧富兩極的分化：一邊是造就了少數的億萬富翁，一邊

是使得一些人破產、失業，淪為流落街頭的乞丐；社會矛盾更加激化，從而使得犯罪率不斷

提高。工業和科學技術的發達，一方面帶給了人類豐富的物質財富，同時另一方面又促使人

們去追求物質欲望，造成了道德的敗壞和精神的空虛等等。所有這一切都帶給了人們無窮的

痛苦和煩惱。 

  針對著這些現實的痛苦與煩惱，針對著人類自己在毀滅自己的行為，面臨著這一切，人

們應當怎樣對待呢？是消極地不管聽之任之呢？還是積極地起來採取應有的措施加以解決

呢？這一問題已經嚴肅地擺到了我們每一個人的面前，同樣也擺到了每一位有慈悲心的佛教

徒的面前。「人間佛教」的思想就是在當今的這一時代背景下產生的。拯救社會，拯救人類，

已成為了時代的課題。以往人們把佛教看作是求來世的宗教，解決的是死後升入天堂的問題，

這樣的宗教顯然已經不能解決拯救社會，拯救人類這一當今時代現實的要求。為了幫助人們

擺脫現實的痛苦與煩惱，為了拯救社會和人類自己的生存，「人間佛教」的思想也就隨著時

代的需要應運而生了。「人間佛教」就是要幫助人們解決當今社會現實的痛苦和煩惱，努力

在人世間實現佛國淨土的偉大理想。由此可見，「人間佛教」乃是當今時代的產物，是適應

著當今時代的需要而產生的，她的產生已有著深刻的社會與時代的根源。 

  其次，「人間佛教」也是當今佛教自身發展需要的產物。正如上文所說，傳統的把佛教

當作求來生幸福，求死後升入天堂的思想，已經遠遠不能適應當今科學技術高度發達的社會

需要。也正如佛學大師印順所說：佛教是人的宗教，而不是鬼的宗教，如不能重視人間，會

變成著重於鬼與死亡的，近於鬼教。（《佛在人間》，《妙雲集》下編之一，第二十二頁）

為此為了克服以往佛教的這一偏向，他又接著說：「所以特提『人間』二字來對治他。」「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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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佛教，是人間的，惟有人間的佛教，才能表現出佛法的真義。所以，我們應繼承『人生

佛教』的真義，來發揚人間的佛教」。（同上）印順認為惟有人間佛教，才能表現出佛法的

真義，只有建設人間佛教，佛教才能重新得到發展的生機。可見，當今佛教要求自身的生存

與發展，必須走「人間佛教」之路，重視起現實的人生，幫助解決人們現實的痛苦與煩惱，

努力在人間實現佛國的淨土。不然的話，就會脫離現實的社會，脫離現實的人生，背離時代

的需要，而成為落後的東西，最後為時代所淘汰。 

  其三，「人間佛教」的思想，還有著深厚的歷史根源。「人間佛教」也是對歷史上佛教

中重視現世，主張佛法不離世間思想的繼承與發揚的產物。在原有的印度佛教中，例如在著

名的《維摩詰經》中，尤其在我國的禪宗思想中，都深深地滲透著這一思想的傾向，《維摩

詰經》描繪了一位富有的在家居士維摩詰，能夠深契佛法，獲得解脫的故事。這本書在歷史

上很受中國士人（知識分子）的歡迎。該書是在《般若經》思想基礎上產生的一部大乘空宗

經典。他的佛教思想值得注意的主要有這樣兩點： 

  (一)宣揚生死即涅槃，「不斷煩惱，而入涅槃」，出世間不離世間的思想。全書講的就是

維摩詰居家修行，不出世間，亦能獲得解脫的事。 

  (二)宣揚「入不二法門」的中觀思想。經中廣說不二，破除對待，即所謂不落兩邊的思想。

該經認為，世俗的見解總是處於對立之中，不是生就是死，不是無相就是有相等等，這就產

生了互相對立的意見，要消除這些爭端，就必須懂得大乘佛教的破除對待的不二法門。經中

詳細地闡說了生死不二、垢淨不二、菩薩心聲聞心不二，世間出世間不二，生死涅槃不二等

等。至於為什麼說生死即涅槃，世間即出世間呢？這是因為「世間性空，即是出世間」的緣

故。所以獲得涅槃的極樂境界並不要脫離人世間，出世間即在世間中。 

  中國的禪宗繼承和發揚了這一印度的佛教「不二法門」的思想，更提出了「佛法不離世

間覺」的思想，「法元在世間，於世出世間，勿離世間上，外求出世間」（《壇經》法海本）

和「佛法在世間，不離世間覺，離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壇經》惠昕等本）由此可見，

中國的禪宗更是強調了「出世間不離世間覺」，如果離開人世間去尋求菩提和涅槃，就如求

兔角一樣是不可能求得的，從而牢牢地把佛法建立在現實的世間中，要在現實的人世間上實

現佛國的淨土。在這裡已是很明顯地帶有了「人間佛教」的思想傾向。當今的「人間佛教」

思想可以說是我國禪宗「佛法不離世間覺」思想的直接繼承和發揚。可見「人間佛教」的思

想是有著深厚的歷史淵源的。 

  綜上的原因可見，「人間佛教」確是有著深刻的時代的根源和歷史的原因的。「人間佛

教」所以能在當今社會得到蓬勃的發展，就是與這些原因密切分不開的。「人間佛教」是當

今時代的需要，也是佛教歷史發展的產物。所以我的結論是，「人間佛教」是當今世界佛教

發展的必然趨勢，是有著強大的生命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