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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報導】 

「國際佛光會世界會員大會特別學術研討會」報導 

 

依昱 

義守大學應用日文系系主任 

 

一、會議緣起 

  全球性的不景氣，造成經濟成長低迷，社會不安，再加上去年美國發生的九一一事件，

造成社會人心惶惶。因此處在這動盪紛爭的二十一世紀，如何以佛教的思想來淨化社會人心，

如何以佛陀的智慧來探討人類生命意義的真實層面，來體證無上般若之境正是當務之急。國

際佛光會特於日本東京舉辦研討會，其主要目的即是基於國際宏觀來探求佛法、淨化人心之

要道。 

  大會籌備委員會主席林寧峰會長提到：「日本自從泡沬經濟崩潰之後，景氣一直陷於低

迷狀態，九一一事件之後，日本的經濟成長受到打擊，大型企業的破產，國民失業率的上昇，

社會的不安造成青少年犯罪率及中、高年層自殺率之增加。且現代的日本社會無宗教信仰者

越來越多的情況下，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能在日本東京舉行第九次會員代表大會，深具重大

意義。二千五百年來佛教思想是人類心靈的導航，常常帶給世人無限的智慧與勇氣。總會長

星雲大師所提倡的『人』，正是世人追求幸福與和平，建設『人間淨土』最好的指針。」 

二、星雲大師致詞：現代佛教四化 

  二○○二年四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時三十分於日本東京太陽城劇場，舉行國際佛光會世界

總會第九屆會員大會特別學術研討會，由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主辦，國際佛光會東京協會和

大阪協會承辦，中華民國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中外日報、台灣觀光協會日本事務所協辦。

會場有七百餘位來自日本各界的貴賓和學者參加。研討會皆以日文為主，首先由淨土宗宗務

總長水谷幸正教授介紹星雲大師及國際佛光會沿革，並恭請星雲大師致詞。大師以下列四點

來作為期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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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佛法人間化。佛法不能只為祭祀所用，佛法已經從山林走上國際，走上社會，走到家

庭，走到我們每一個人的人心。所以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對於佛陀的教義──幸福、安樂、

真誠、善美，都已經了然於胸。凡是人間的大眾所喜歡的慈悲、所喜歡的歡喜，甚至於財富、

合群、和諧等，多年來的佛光會都一直在推動這許多精神，希望不但國際佛光會的會員能受

用，全世界的大眾都能以「佛法人間化」的理念，促進世界的和平。 

  (二)生活書香化。生活中要能充滿書香氣息，看到日本的社會大眾很會利用時間讀書很感

佩，我也經常鼓勵大家要懂得買書，如果生活中只是吃、睡，而不知運用智慧，甚為可惜。

古人說：「三日不讀書，面目可憎，言語無味。」佛教主張人人追求智慧，所謂「聞所成慧，

思所成慧，修所成慧」。一個國家的進步與否端看教育，教育程度如何就看國民的讀書情況。

最近正和一位大學教授一起推行一個運動──「做一流的人，讀一流的書，建立一流的事業」，

希望人人讀書，來提高我們的素質，昇華我們的人格；用佛法淨化自己，用書香充實自身。

各個國家、各個地區，都能成為一個書香社會。 

  (三)信仰尊重化。去年九一一事件時，我曾應邀至紐約廣場主持祈福法會。由於在場的美

國人士各有其信仰，因此我的祈禱文是：「偉大的佛陀，偉大的耶穌基督，您們各自的子弟

受難了，請賜福給所有信仰您的弟子們……。」世界宗教中，回教、基督教、佛教各有其信

仰對象，佛陀、耶穌、默罕默德都是我們內心景仰的對象。因為心境層次的不同，所以信仰

的對象也有所不同。今年在大陸被指定為國寶的佛指舍利來到台灣，全世界的人都來禮拜，

三十七天中有四百萬人以上禮拜佛指舍利，祈求佛光加持。在佛陀座前，人人平等，不分貧

富，神明也來禮拜。禮拜完後的神像暫時供奉在大雄寶殿的佛桌上，那些信徒非常高興我們

如此禮遇神明。希望從這些宗教之間的平等和諧來發展創造今後世界上國家與國家的平等、

民族與民族的平等，宗教和宗教之間，也應該都是兄弟姐妹。如此才能建設一個相互尊重平

等和諧的世界。 

  (四)行事現代化。僧侶的生活、行為是傳統，但既然生活在現代的社會中，契合真理固然

重要，契合眾生的根機更為重要。人人都有佛性，都能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

人方便，凡是大眾所喜歡的慈悲、智慧，我們都要廣為發揚，與眾生分享，讓大家共同受用，

並以人間佛教的理念來建設幸福、安詳的人間淨土。 

  星雲大師致詞後，水谷教授感謝大師將難解的佛法，如此懇切生動地開示悟入，讓日本

的與會者受用、歡喜，並說：從每一個滿足的笑容中可見現場的聽眾們今天的收獲非常豐富。 

三、研討主題：佛法如何改造人生觀（依照發表順序） 

  引言人：石上善應教授（淨土宗總合研究所所長，大正大學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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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者：上田紀行教授（東京工業大學大學院助教授、宗教人類學者） 

  現今的日本社會由於科技文明發達，導致物質生活豐富，精神卻陷於苦悶之境，這三年

來自殺者已超過三萬人，自殺率是歐洲各國的二倍，也是日本歷年來最高的比率。其中男性

占七十％，年齡層大約在五十－六十歲之間。 

  現代日本人的心病有哪些？可分成二個方向，一個是生理上的因素，例如：身體殘障，

或幼兒時期被虐待造成的心理障礙；另一個原因就是被社會孤立造成心理的不平衡。什麼才

是人類所追求的幸福？考上好學校、年收入數百萬元、好的工作、開名牌轎車……，這些都

是外在虛榮心的滿足。真正內心的幸福感必須由自己去探討、去發掘。就如同一位長年生活

在輪椅上的一位女士所言：「擦乾眼淚吧！面對生命中的缺憾，只有堅強勇敢地走下去，去

找尋生命中的智慧花朵，如果沒找到，自己自身就是自心灌溉成長的生命的智慧花朵。」佛

陀所教化我們的苦集滅道四聖諦，就是教導我們要正視無常之苦，把眾生的憂悲喜苦和自己

合而為一，不自私、不貪求、不比較、不計較，凡事與大眾分享，就如同星雲大師所說的「給

人信心，給人歡喜」就能開拓幸福快樂的人生觀。 

  發表者：奈良康明教授（駒澤大學前任校長，曹洞宗總合研究所所長） 

  以前的人類，平均年齡大約是五十歲，隨著現代醫學發達，平均壽命已達八十歲，生理、

心理也隨著現代文明大幅度成長，在這些成長過程中，出現很多社會問題，例如和生命、倫

理有關的試管嬰兒，雖然解決了不孕者的困難，但對於孕育者而言，所生之子不能視為自己

的兒子，心理上、精神上如何排解這些矛盾與痛苦？ 

  二十一世紀的人類，不斷地追求物欲，隨著各種欲望的產生，痛苦、煩惱也倍增。佛陀

的四聖諦說明人生是苦，因為人的欲望不斷，所以痛苦也不斷，若能正視現實層面的苦，以

樂觀和積極向上的心態處世，就不會為生活層面的苦和精神層面的苦所困擾。例如現代的日

本家庭中常會發生「嬰兒猝死症（SIDS）」，這些受難的家屬如何度過難關呢？他們組成一

個 SIDS 義工團體，彼此相互扶助、勉勵，進而對人伸出援手，以佛法真理，即諸行無常、

諸法無我、緣起性空等道理來提昇精神領域豐富生活內容，以雙手合十的慈悲包容與關懷，

來面對二十一世紀多災難的時代，以時時反省自覺的心境來創造和諧、幸福、身心安樂的二

十一世紀。 

  發表者：天谷中央教授（立正佼成會教學委員長、日本印度學佛教學會理事） 

  宗教的實踐正是佛法以真理療心的呈現。立正佼成會以《法華經》的思想為依據，來指

導信眾的生活層面，如同星雲大師提到的「佛法人間化」，將佛法落實在生活層面。宗教的

本質就是宗教精神的實踐，也就是以佛法真理來治癒人們的心病，現代的宗教學者有些人空

談理論而缺乏實踐，我們必需深刻地自省自覺，才能深入佛法真諦。佛陀在菩提樹下所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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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理就是以四聖諦──苦、集、滅、道來解除人們的生、老、病、死等諸苦的根源與解脫

之道。立正佼成會的宗旨就是以菩薩道的行為來實踐佛陀濟世的悲願。 

  發表者：依昱法師（義守大學應用日文系系主任、愛知大學文學博士） 

  此次國際佛光會世界會員代表大會的主題是「發心與發展」，因此可將星雲大師的主題

演說的內容分成二點來說明：(一)國際佛光會的宗旨與未來的成就；(二)國際佛光會會員的生

命意義和社會人心淨化之關係。 

  二十一世紀是「心靈的世紀」，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物質生活的豐富，人們的精神狀

態越顯空虛，也忘失生命存在的真正意義。我們往往對於臉上的細紋非常在意，卻忘記歲月

的痕跡就是刻劃生命成長的最佳回憶錄。生命成長的歷程伴隨著「心」的開發而臻完備純熟

之境。 

  星雲大師在國際佛光會創會屆滿十一週年，又值二十一世紀人類新紀元的初始，特別在

國際佛光會第九次世界會員代表大會在日本東京召開的此刻，提出「發心與發展」的主題，

希望今後人人在「發心」方面，要能發四種心： 

  1. 要「發慈悲心，怨親平等」。 

  一九九七年三月，國際佛光會在美國加州洛杉磯成立「緊急災難救濟基金會」，不問國

籍、種族，無論哪一個國家有災難，該基金會都會及時伸出援手，例如對於日本的大地震以

及去年紐約的九一一事件均加以援助。另外也在巴布新幾內亞幫忙建設，成立學校，提供百

餘位學生的生活補助和教育資金等。 

  2. 要「發增上心，定慧等持」。    

  佛光會經常舉辦定期的禪坐會、佛七、短期出家修道會、大專佛學夏令營、世界佛學會

考、教師生命研習會、寺院行政管理講習會等活動，提昇社會各個階層的精神領域和淨化心

靈之道。 

  3. 要「發同體心，人我一如」。 

  所謂同體共生，就是不分種族、膚色，大家皆擁有如來智慧德相。人類因為無明、愚癡、

有差別心、有比較心，才覺得人生是苦海。佛光山目前有十位南非來的黑人，也正式剃度成

為佛弟子。 

  4. 要「發菩提心，自在圓滿」。 



《普門學報》第 10 期 / 2002 年 7 月                                                第 5 頁，共 6 頁 

學術報導 / 「國際佛光會世界會員大會特別學術研討會」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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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光會未來的發展就是每一個會員建設幸福的佛光家庭，安住在光明祥和的佛光淨土

中。佛光會的主旨目標就是讓每一個人能夠改善自己，從煩惱的枷鎖中能解脫出來，從物質

和自我的束縛中解脫出來，享受與眾同在，群我共生的喜悅。所以「發心」就是要開發心中

的眾生，就能人我一體，無怨無悔。開發心中的真理，就能智慧如海，辯才無礙；開發心中

的歡喜，就能利樂眾生，永不退轉；開發心中的世界，就能廣大無邊，法界一如。 

  「發心」之外，還要有四種「發展」： 

1. 要「發展人性的真善美好」。 

2. 要「發展世間的福慧聖財」。 

3. 要「發展人際的和樂愛欲」。 

4. 要「發展未來的生佛合一」。 

  發心，就是建設自我；發展，就是建設世界。幫助自己要「發心」；幫助世間要「發展」。 

  第二項，關於國際佛光會會員的生命意義與社會人心淨化之關係。一般的社會民眾都汲

汲於自己的事業，自己的財富，一切以自我的利益為出發點；而佛光會的會員們，卻以開發

福德智慧的事業為目標，不重視個人財富的多寡，專心致力於道德、人格、良知、品性、信

用、人緣、真心、道業等精神層面的開發。 

  懂得開發內心的能源、淨化自身的行為，就能體會每一個時間都是吉時，每一個挑戰都

是機會，每一個逆境都是考驗，每一個善行都是善緣的創造。 

  〈七佛通偈〉云：「諸惡莫作，眾善奉行，自淨其意，是諸佛教。」佛光會的會員珍惜

大自然提供給我們的資源──陽光、空氣、和風、淨水，與大自然共生存，因為宇宙山河大

地、鳥語花香、森林海洋都是我們所能享有的無限財富。 

  佛光山目前每天發行近二十萬份的《人間福報》，提供最佳精神食糧，全球播放的「佛

光衛視」多媒體視聽弘法淨化心靈，《普門學報》蘊含佛陀思想的智慧精華，讓眾生轉迷為

悟，滋潤每一個眾生。誠如星雲大師所云：「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流五大洲。」 

  每一位國際佛光會會員的生命意義落實在星雲大師所創辦的各項福利社會人群的佛法事

業中，他們樂觀進取、積極向上；他們發心行道，自然聚合諸上善緣於一處，而能無事不辦；

他們熱心助人，自能累積福德資糧，利己利人，成功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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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石上善應教授總結大家的發言說道：「日本人每天誦念懺悔文，卻沒有真正地發懺悔心。

要使社會大眾淨化，須人人自覺自省，懺悔發願，須將佛法教育普及到社會各階層。如同星

雲大師所提倡的人間佛教，正是菩薩道的具體實踐，是每一個宗教家的模範。」 

  奈良康明教授也深有同感地表示：「我曾經到過佛光山，那裡真正是一個人間淨土的菩

薩道場。所以人心淨化需佛法加持的力量，須有大善知識教育引導，須真誠懺悔才能改變自

己，造福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