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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略論人間佛教及其在當代的推展  

 

洪修平  

南京大學中國哲學與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長 

  

一、人間佛教與佛陀本懷 

  提到人生佛教、人間佛教，很多人都認為這是中國佛教的特色。確實，從一般意義上說，

佛教在本質上是一種追求出世的宗教，其立論的基點是對人生所作的「一切皆苦」的價值判

斷，其根本宗旨就在於把人從現實的「人生苦海」中解脫出來。佛教的全部理論學說都可說

是在論證解脫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所謂「四諦」、「五蘊」、「八正道」、「十二因緣」和

「三法印」等最基本的教義，其重心都在於說明萬法無常，緣起無我，從而揭示人生痛苦的

本質及其原因，並為人們指出超脫生死輪迴、達到涅槃解脫的途徑與修行方法。這種講求出

世的人生哲學在肯定解脫之彼岸的同時，對現實的人間社會和人生的意義與價值顯然並不持

肯定的態度。  

  但是，從根本上看，佛陀創教的本懷仍然是對人的關懷。佛教基於「人生皆苦」的價值

判斷而提出的超脫生死輪迴的解脫理想，本身就表達了佛教對人間苦難、人生的悲憫以及對

永超苦海之極樂世界的嚮往，透露出了對人生永恒幸福的一種追求。正因為此，佛教在以反

婆羅門教的姿態登上社會歷史舞台的時候，為了反對婆羅門教關於有萬能的造物主（大梵天）

和不死的精神主體（神我）等說教，破除古代印度社會實行的不平等的種姓制度的神學基礎，

才以「緣起」和「無我」作為其全部思想學說的理論基礎，通過否定神意和神創說而大力倡

導「眾生平等觀」，強調種姓並不體現神的意志，不應以人的出身而應以人的德行來劃分人

的社會等級，這種否定神本、確立人本的眾生平等觀充分體現了佛陀關懷現實社會和人生的

情懷，在當時，這也是為最大多數人爭取在現實社會中平等生存之權利的根本之舉。同時，

佛教又通過對「自作自受」的「業報輪迴」的強調而將人們引向了「諸惡莫作，眾善奉行」

的人生道德實踐，鼓勵人們通過自身的努力來實現美好的人生，雖然佛教將人生由「現世」

而延長為包括過去與未來的「三世」，但這正是佛教關懷人和人生的獨特性，這種理論不僅

蘊含著勸人向善、積極進取的精神，有助於確立現實社會中每個人的道德責任感，而且其本

身就表達了佛教的某種人間性和佛陀對社會人生的關懷。對此，星雲大師曾明確地說：「追

本溯源，人間佛教就是佛陀之教，是佛陀專為人而說法的宗教。」[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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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佛教的出世從根本上說，追求的是智慧解脫，是一種精神的超越與昇華，而不絕對

地排斥入世，因而到大乘佛教時期更是發展起了「唯心淨土」說和「生死與涅槃不二」、「世

間與出世間不二」等基本精神，這就進一步溝通了佛教的理想與現實人生的聯繫，既為佛法

常住人間、化導世間提供了契機，也為建立人間佛教、人間佛國淨土提供了依據。中國佛教

正是繼承並發展了這種人生佛教的精神，走上的也正是人間佛教的道路。  

二、中國佛教人間化的特色 

  中國佛教的入世化、人生化傾向可謂由來已久，它構成了印度佛教中國化的重要內容之

一。同時，中國佛教也在理論上對入世化和人生化做出了說明。  

  從歷史上看，漢魏佛教通過譯「無我」（同時否定肉身之我與精神之我）為「非身」（僅

否定肉身之我），就不僅假借中國傳統的「神不滅」的觀念而得以在中土流傳，而且亦以其

永恒的主體和三世說為傳統的人生論開闢了新的天地。而漢譯佛教中出現的迎合中國儒家倫

理的傾向在以後的譯經中也有更進一步的發展，乃至在唐代甚至出現了中國人自己編的《父

母恩重經》等專講孝道的佛經。魏晉佛教般若學與玄學的交融合流，使佛教進一步得以與道

家的自然主義人生哲學及儒家的名教相溝通，因為玄學本質上就是以老莊為基本骨架的儒、

道合流；南北朝佛性論與傳統的心神相合，也使佛教最終確立了自作自受的輪迴解脫之主體，

並進一步從傳統人性論與修養論中獲取養料，因為心神實際上就是不滅的靈魂與本善的人性

之混合體。正是在此基礎上，佛教才得以在隋唐時創宗立派，形成了中國特色的中國佛教宗

派。隋唐佛學的核心是心性論，心性論既是本體論，更是人生論，它在對宇宙人生的整體思

考中重點探討的就是主體的解脫問題。以禪宗為代表的中國佛教強調每個人的自性自度，反

對離開現實的社會人生來追求解脫，通過突出自我主體而肯定了挑水搬柴、穿衣吃飯等每個

人平常的真實生活及其意義，既反映了它深受傳統文化重現世現生精神的影響，同時也為它

自身入世影響社會生活打開了方便之門。  

  中國佛教的入世化、人生化傾向，一方面是佛教為適應中國社會和人生的需要所做出的

隨機調整，另一方面也與整個中國文化的重要特點和基本精神密切相關。以儒家為代表的傳

統思想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在於具有一種關懷現實人生的入世精神和現實主義品格，因

此，本質上追求出世解脫的佛教傳到中國來以後，在傳統文化的氛圍中日益獲得了關注現實

人生的品格，立足於「眾生」（人及一切有情識的生物）的解脫而強調永超人生苦海的佛教

在中國則更突出了「人」的問題。隋唐以來興起的中國佛教宗派禪宗，在充分肯定每個人的

真實生活所透露出的生命的底蘊與意義的基礎上，融理想於當下的現實人生之中，化求佛（修

道）於平常的穿衣吃飯之間，強調「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異」[註 2]。它所說的「佛

性」主要是指「自心」或「自性」，是對人生實踐之主體的一種肯定，它所說的「佛」實際

上也就是指內外無著、來去自由的解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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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明以後，中國佛教的入世化、人生化傾向表現得更加充分，「世間法則佛法，佛法則

世間法」[註 3]成為佛教界的普遍共識，憨山德清甚至提出了「捨人道無以立佛法」的說法，

並明確地說，這裡「所言人道者，乃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民生日用之常也」[註 4]。主張

「出世」的佛教在中國終於面向人生，依「人道」而立「佛法」了。  

  近現代復興的中國佛教更是一步步走上了人間佛教的道路。本世紀六○年代以來在台港

興起的新型佛教團體和佛教文化事業，均以面向現代社會和人生為主要特徵，中國大陸的佛

教目前也正在大力提倡人間佛教的思想以期自利利他，實現人間淨土。這樣，「出世不離入

世」、「入世以求出世」不僅在中國佛教理論上得到了充分的論證和肯定，而且成為一種實

實在在的具體實踐。  

  當然，中國大乘佛教的入世化傾向並不影響它從本質上說仍然是一種講求「出世」的宗

教，因為它畢竟不是以入世為最終目的，而是視入世為方便法門，以出世為旨歸的。中國大

乘佛教的入世化、人生化傾向，從佛教自身的發展來說，是大乘佛教的入世精神在中國社會

文化歷史條件下的新發展。大乘佛教的「世間與出世間不二」等思想為佛法與世間法的溝通

提供了可能，而中國佛教則在傳統文化的影響下使這種可能成為現實。換一個角度看，中國

佛教所倡導的「出世不離入世」實際上也是印度佛教的「出世精神」在中國文化中的一種特

殊表現。  

三、太虛法師對人間佛教的提倡 

  近代以來中國佛教的發展及其特點都與「人間佛教」有密切的關係，而人間佛教的提倡

與推行與近代佛教史上的著名高僧太虛法師的努力是分不開的。太虛法師當年所倡導的佛教

革新運動雖然沒有取得完全的成功，但佛教革新運動所提倡的「人間佛教」的基本精神卻對

近現代佛教發展的走向產生了深遠的影響。  

  太虛法師在倡導佛教革新、推動佛教復興的過程中，曾寫下了許多文章並發表了大量的

講話，積極提倡建設「人間佛教」。所謂「人間佛教」就是在人間發揚大乘佛教救世度人的

精神，多關注現生問題，多研究宇宙人生的真相，致力於推動人類的進步和世界的改善，建

設人間淨土。太虛法師在〈怎樣來建設人間佛教〉一文中對什麼是人間佛教作了這樣的說明：  

  

人間佛教，是表明並非教人離開人類去做神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林裡去做和尚的

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理來改良社會、使人類進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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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並非人離去世界，或做神奇鬼怪非人的事。即因世人的需要而建立人間佛

教，為人人可走的坦路以成為現世界轉變中的光明大道，領導世間的人類改善向上進

步。 

  

  這就是說，人間佛教必須革除舊佛教專言死後或鬼神之事、遠離社會現實的弊端，以佛

教的真精神面向社會，服務於人生。在太虛法師看來，佛教是有助於現實人生的，他甚至提

出，「唯佛陀為真正現實主義者」[註 5]，「釋迦為解放印度四姓階級而創建平等自由之社會

者，……佛陀可於近代人類自由運動之基礎上，為人類完成自由本性之導師，然非後代衰腐

之佛徒也」[註 6]。據此他提出，「若要佛教真精神表現出來，須將神怪等等的煙幕揭破，然

後才可見到發達人生的佛教真相」[註 7]。這就是說，可以「發達人生」而不是遠離人生或脫

離人生的才是佛教的真精神。  

  在提倡人間佛教的時候，太虛特別強調了建設人間淨土。他認為，當下的人世間確實是

不完美的，從戰禍頻繁、窮濫無恥之徒苟生偷活等來看，甚至可以說「人道幾希乎息矣」

[註 8]。但這並不意味著必須離開這個惡濁之世而另求清淨之世，相反，人們應該努力改造這

個不完美的世界，致力於在人間創造淨土。他強調，淨土是要人創造的，把當下不完美的人

間創造成淨土是可能的。他在〈建設人間淨土論〉中曾說：  

  

徧觀一切事物無不從眾緣時時變化的，而推原事物之變化，其出發點都在人等各有情

之心的力量。既人人皆有此心力，則人人皆已有創造淨土本能，人人能發造成此土為

淨土之勝願，努力去作，即由此人間可造成為淨土，固無須離開此齷齪之社會而另求

一清淨之社會也。質言之，今此人間雖非良好莊嚴，然可憑各人一片清淨之心，去修

集許多淨善的因緣，逐步進行，久之久之，此濁惡之人間便可一變而為莊嚴之淨土，

不必於人間之外另求淨土，故名為人間淨土。 

  

  從太虛的反覆論證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所積極倡導的建設人間佛教、人間淨土，就其實

質而言，就是要把出世的佛教改造為入世的佛教，把佛教的出世法與世間法更加緊密地結合

起來，而這其實也是在新的歷史條件下對大乘佛教入世精神特別是唐宋以後中國佛教入世

化、人生化傾向的繼承和進一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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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虛一方面為使佛教適應新時代新潮流而依佛法契理契機原則大力倡導人間佛教，要求

服務於社會，建設好國家，把中國佛教的入世精神推向了一個新的階段；另一方面又提出要

能在人生的道路上更進一步依佛的教法去信、解、行、證，以超越生死苦海的厄難。他曾說：  

  

我們畢竟是人世間的人，我們不是披毛戴角的動物。……我們從生身起以至老死，每

天所需要的衣食住行之具，從何而來？你如果肚皮餓了，有食物來充饑；冷了，有衣

服來遮體；風雨襲來，有房屋給你住；你如果往何處去，有道路給你走。這些資生的

贈與，都是仗人類互助的能力──大眾的力量而得到的。……換句話說，你的生命完

全倚靠社會大眾的能力來維持、資養。所以你要去服務社會，替社會謀利益，凡是社

會各種辛苦事業，你要耐勞的去做。 

  

  他還號召大家要愛國，他說：  

  

若無國家，不但外患無法抵禦，國內人民的生命也沒有保障，生活也沒有安寧。……

所以……大家要以愛國心為前提！……一致奮起建設光榮的國家吧！[註 9] 

  

  太虛認為，這是新時代對佛教的要求，佛教應該努力地去加以適應，他正是據此而提出

了他的革新佛教的主張，強調應該「依佛法契理契機原則，以佛法適應這現代的思想潮流及

將來的趨勢」，應該「根據佛法的常住真理，去適應時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不合時代性的

色彩，隨時代以發揚佛法之教化功用。……把握佛教中心思想，去適應時機、融攝文化和適

應新時代新潮流去發揚宏通佛法」[註 10]。太虛認為，如果能面向人生，服務社會，又能「進

德修道」，依佛法修習，那麼就達到「自他兩利」、既做人又成佛了。  

  太虛倡導的「人間佛教」，在當時就引起強烈反響，雖然在他那個時代難以建設人間淨

土，但這對近現代中國佛教的發展卻產生了極其深刻的影響。太虛以後的中國佛教可以說正

是一步步逐漸走上了「人間佛教」的道路。重溫太虛法師對人間佛教的提倡，對我們今天推

行人間佛教，仍具有重要的意義。  

四、論人間佛教在當代的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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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在二十一世紀如何進一步發展並發揮其積極的作用？佛教在未來的發展中如何沿著

人間佛教的道路進一步踐行？在當代人間佛教的推展中，應該注意怎樣的問題？都市寺院可

以發揮怎樣的作用？我想，太虛法師上面所說的「依佛法契理契機原則，以佛法適應這現代

的思想潮流及將來的趨勢」，以及「根據佛法的常住真理，去適應時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

不合時代性的色彩，隨時代以發揚佛法之教化功用」等等，都能給我們以重要的啟示。  

  首先，契理和契機應該是最基本的原則。所謂契理，就是從根本上說，要合乎佛法的根

本道理，契合佛法的根本精神，如果違背了這一條，那就不成其為佛教，當然也就沒有所謂

的佛教發展和發揮作用了。在契理的同時還要契機，所謂契機，就是要隨順時代的變化和大

眾的不同需要而不斷地更新發展自己，並應機接物，方便施教。契理和契機如鳥之雙翼，車

之雙輪，不可偏廢，更不可將之對立起來。從歷史上看，佛教正是在契理的同時又能契機，

才保持了它持久的生命力，從而從印度傳到中國，從亞洲傳到世界，並從古代走向了現代。

在當代，為了更好地推展人間佛教，探討並發揮都市寺院的作用，佛教也需要從契理和契機

兩個方面進一步從自身尋找內在的理論依據，從世間尋找新的突破口。需要注意的問題是，

人們在承認契理契機應該統一的同時，在實際中卻往往會不自覺地將它們對立起來，例如有

的在強調「契理」時就不喜歡聽佛教的改革、變革或佛教的中國化，一提，就覺得會有違佛

教的根本；而有的在強調「契機」時，又會過分地強調隨順不同的時代和不同的民族與文化

的「變」，甚至在強調佛教的中國化或禪宗的儒學化、道學化時而忽視或不承認其對印度佛

教的繼承及與之根本上的一致。因此，契理契機的原則如何在實際中得到貫徹，這才是最重

要的。  

  其次，從契理契機的原則出發，在推展人間佛教的過程中，佛教還需要「去適應時代性

的思想文化，洗除不合時代性的色彩」。佛教畢竟創立於古代印度，發展興盛於古代中國，

同時，中國長期以來又是一個以小農經濟為主的農業社會，與此相適應而發展起來的佛教，

必然帶有過去那個時代的色彩，現在社會發展了，城市化水平也大大提高了，科技和思想文

化都有了突飛猛進的發展，人們的觀念和需求也有了很大的變化，佛教如何洗除自己不合時

代性的色彩以與飛速發展的社會、文化和人生相適應，就成為佛教面臨的重要問題。尤其是

在現代化大都市的寺院，如何保持佛教的獨特價值，使之不被商業化的花花世界所污染或湮

沒，同時又改革自己不適合時代的東西，與時俱進，這成為佛教存在發展並推展人間佛教必

須解決好的一個十分嚴峻的問題。  

  第三，佛教在自身不斷改革發展的基礎上，還需要進一步「以佛法適應這現代的思想潮

流及將來的趨勢」，「隨時代以發揚佛法之教化功用」。也就是說，佛教的改革發展和與時

代相適應，從根本上說是為了更好地發揮其救世度人的作用。適應是為了更好地發展，發展

是為了更好地發揮作用，這樣才符合佛教慈悲救世、普度眾生的大乘菩薩精神。這也就是太

虛法師所說的「人間佛教，是表明並非教人離開人類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林裡去

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理來改良社會、使人類進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為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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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這樣的目標，就需要探討現代社會和人生有怎樣的需要？佛教在滿足這種需要中能發揮怎

樣的作用？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而宗教文化多元化的當代世界，都市寺院如何在其中發揮

其特有的作用？筆者認為，探討佛教所能發揮的也許是別人不可取代的「特有」作用，是當

前推展人間佛教和發揮都市寺院作用值得去關心的一個重要問題。  

  應該說，社會的急速發展和現代化進程，對傳統佛教而言，既是面臨著重大挑戰，也是

提供了新的機遇，特別是對都市寺院而言，尤其是如此。在當今之世，物質財富和人的物欲

都在同步迅速增長，人們在追求外在的財富的同時往往忘卻了自身內在價值和「人」的生活，

精神空虛、道德失範等各種社會和人生問題層出不窮，在人們普遍面臨著追尋或重建精神家

園之需要的時候，如何幫助現代人擺脫各種精神困擾以安頓自我，正確對待物欲以提昇自我，

佛教可以發揮它獨特的作用。寺院是佛教活動的中心。社會的發展和城市化、現代化、科技

化的進程，實際上都為都市寺院推行人間佛教提供了更好的平台。大城市人口集中，幅射面

廣，影響力大，對外交流頻繁。而現代網路和資訊的發達等等，更為都市寺院的發揮作用提

供了很大的便利。因此，我們有理由相信並期待，都市寺院應該在人間佛教的推展中發揮更

大的作用。  

  

【註釋】  

 [註 1] 星雲法師，〈人間佛教的藍圖〉(一)，《普門學報》第五期，第三頁。 

 [註 2]《景德傳燈錄》卷七〈幽州槃山寶積禪師〉，《大正藏》第五十一冊，第二五三頁中。 

 [註 3]《大慧普覺禪師語錄》卷二十七。 

 [註 4]《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四十五。 

 [註 5]《太虛大師全書》第四十七冊，〈自由史觀〉，第二八三頁。 

 [註 6] 同 [註 5]，第二八二頁。 

 [註 7] 同 [註 5]，〈怎樣來建設人間佛教〉，第四三三頁。 

 [註 8] 同 [註 5]第六十一冊，〈覺社叢書出版之宣言〉第一○三六頁。 

 [註 9] 同 [註 5]第五冊，〈學佛先從做人起〉第一七三－一七四頁。 

 [註 10] 同 [註 5]，第二冊，〈新與融貫〉第四五○－四五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