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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旭對《周易》「大過卦」的佛學解讀 

 

陳堅 

山東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提要：晚明高僧智旭所撰的《周易禪解》是易學史上首部系統地以佛解易的佳作。本文探討

了其中解「大過卦」的一節。在這一節中，智旭通過對「大過卦」的佛學解讀，依傍「大過

卦」中的易學原理闡明了佛教修行中「定」與「慧」的互利關係，指出只有「定慧兼濟」、

「定慧雙修」才能最終修成正果，並告誡要防範因「定」或「慧」太過而造成的「增上慢」

或「枯木禪」現象。最後筆者指明了智旭以佛解易對現代易學解釋的啟示。 

關鍵詞：智旭 《周易禪解》 大過卦 定 慧 增上慢 枯木禪 

 

《周易》有著廣闊的意義空間，在這個廣闊的意義空間中可以構築出許多不同的學術領

域，這就是人們可以從不同的角度來解讀《周易》，並賦予《周易》以各種獨特的文化內涵，

從而使表面上單調、晦澀的《周易》變得豐滿而豐富多彩。直到今天為止的易學發展史告訴

我們，人們不斷地通過解讀《周易》來解釋各種自然現象、社會現象和思想文化現象，其中

《周易》中的各種原理便是此類解釋的有效的「依傍」或公理。可以毫不誇張地說，《周易》

儼然是一個「意義庫」，人們可以從中尋找出自己所需要的各種意義來為自己服務。 

既然《周易》是一個「意義庫」，那麼這個「意義庫」中有沒有佛教的意義呢？智旭

[註 1]所作的《周易禪解》給了我們一個肯定的回答。《周易禪解》是易學史上第一部完整系

統地以佛教的知識和道理來解讀《周易》的傑作[註 2]，其作者智旭在中國佛教史上以推動儒

佛合流而聞名，這部《周易禪解》就是他為推動儒佛合流所作的努力的一部分。智旭認為《周

易》是儒學的「首經」，瞭解儒學必「先從《周易》始」，講儒佛合流也必須從易佛合流始，

這是他作《周易禪解》的緣由。智旭通過《周易禪解》，一方面從《周易》中讀出了佛教的

意義；另一方面又借助《周易》中形象的卦爻原理顯明了佛教晦澀的道理，尤其是使佛教中

的某些概念之間的關係變得更為清晰明朗，易於為人理解。因此，對於那些想要瞭解佛教的

人，尤其是那些初涉佛教的人來說，《周易禪解》實在是一本不可多得之入門讀本。 

關於《周易禪解》的總的思想，筆者在〈以佛解易，佛易一家──讀智旭《周易禪解》〉

一文中曾作過全面系統的宏觀介紹和論述（參見《周易研究》一九九八年第四期），這裡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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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再重複。本文擬作「解剖麻雀」的工作，對《周易禪解》中解「大過卦」這一節作些微觀

的分析，看看智旭是如何用佛學的思想來解讀「大過卦」並反過來借「大過卦」中的易學原

理來闡明佛理的，從而「以斑觀豹」，對《周易禪解》有個更為深入細緻的認識。對《周易

禪解》的瞭解也像對其他作品的瞭解一樣，只有同時以宏觀和微觀兩個角度去觀察，才能全

面地加以把握。 

另外，我們之所以要選取《周易禪解‧大過卦》一節進行「解剖麻雀」，還有一個更為

重要的考慮，那就是，智旭在解讀「大過卦」的過程中，闡發了中國佛教修行中的核心問題

即「定」與「慧」的關係問題（這個問題在宋明以後演變為「禪」與「教」的關係問題）。 瞭

解中國佛教的人都知道，這個問題乃是中國佛教中的大是大非的根本問題，中國佛教各宗派

的觀點、立場、方法甚至宗派與宗派之間的差異從根本上來說就取決於如何理解「定」與「慧」

的關係；對其理解的不同導致了宗派的不同。 

一 

智旭立「大過卦」（巽下兌上）的主題曰： 

 

約世道，則賢君以道養天下，而治平日久；約佛化，則四依以道化群生，而佛法大行；

約觀心，則功夫勝進而將破無明也。夫治平既久，則亂階必萌，所宜防微杜漸；化道

既盛，則有漏易生，所宜陳規立矩；功夫既進，則無明將破，所宜善巧用心也。 

 

這個主題是從「大過卦」的卦辭「棟撓」取意並以世法比照佛法的。「棟」即屋之棟樑；

「撓」是彎曲之意。一幢房屋，最關鍵的部位就是底部的地基和頂部的棟樑。棟樑的彎曲對

屋來說顯然是個壞兆頭，但是棟樑部位高高在上，平日不易為人所注意，一旦彎曲變成傾斜，

那將後患無窮，因此「棟撓」象徵著事物的隱患。智旭取此意認為，佛教在「佛法大行」和

「功夫勝進」的時候，也是存在著隱患的，猶如世道「治平日久」就會萌生「亂階」一樣，

此時乃需要做「防微杜漸」之工作。 

那麼，何以佛教在「佛法大行」和「功夫勝進」的時候也還存在著隱患呢？或者說，何

以「化道既盛，則有漏易生」，而「功夫既進，則無明將破（智慧）」呢？這是佛教中的兩

個 paradox（似非而是的觀點或現象），其中一個叫「增上慢」現象，另一個叫「枯木禪」現

象。所謂「增上慢」，佛經上說：「不得謂得，是為增上慢。」它是佛教的「七慢」之一

[註 3]，意謂得增上之法而起慢心也，通俗地講就是，一個人懂得了佛法就沾沾自喜，自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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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超凡脫俗了，進入高層次了，從而自我增高而生傲慢之心；殊不知，佛陀告訴我們，聖

即凡，凡即聖，凡聖不二，執著於聖，便是「有漏」[註 4]，便不是究竟[註 5]，一個真正進入

佛道的人是平平常常的人，是不以聖自居的人，這就是禪宗的「平常心是道」、「擔水劈柴

是道」。智旭之所以說「佛法大行」時也存在著隱患，說「化道既盛，則有漏易生」，正是

基於上述「增上慢」的原因。有了這種「增上慢」的心理，佛法越是大行，就越是背離佛教

真諦，離真正的佛教修行也就越遠，這是一個二律背反的 paradox 真理。 

對於智旭所說的「化道既盛，則有漏易生」的「增上慢」現象，我們還可以用智顗[註 6]

所說的「度變蔽」現象來加以佐證。「度」即「六度」，指能度人成佛或度人到彼岸的六種

行法：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進，五禪定，六智慧；「蔽」即「六蔽」，是相對於

「六度」而言的，指阻人成佛的六種因素：一慳貪，遮蔽布施使不生；二破戒，遮蔽戒行使

不生；三瞋恚，遮蔽忍辱使不生；四憐念，遮蔽精進使不生；五散亂，遮蔽禪定使不生；六

愚癡，遮蔽智慧使不生。智旭通過自己的觀察認為，在末法時代，「度」行法在佛教界雖然

十分盛行，但是這些「度」實際上卻都變成了「蔽」，因為它們不但不能助人成佛，反而阻

礙了人成佛。他在《觀心論》一文中一針見血地指出了一點，他說：「終日忍饑非節食，終

日忍寒非苦行，終日少欲不乖貪，終日行慈奪他命，終日畏罪轉行非，終日求醫彌益病，終

日布施更增慳；終日斷嗔三毒盛，難思議難思議。」[註 7]智顗的這段話實在是對智旭「化道

既盛，則有漏易生」的最好註腳。以「終日布施更增慳」為例，布施本是無慳，本是能度人

成佛的「化道」，然而何以「終日布施更增慳」？何以如此之盛的「化道」反而會生「有漏」

之慳呢？個中緣由是這樣的：布施者不是出於慈悲或輕視物質財富而布施，而是為求取社會

聲望而布施，因為布施會給他們帶來社會聲望，布施越多，社會聲望就越高。他們貪戀並執

著於布施所帶來的社會聲望。在這樣的動機下，越是布施，離佛就越是遠。[註 8] 

以上我們探討了在「佛法大行」時所存在的「增上慢」隱患，接著再來探討一下在「功

夫勝進」時所存在的「枯木禪」隱患，只有同時瞭解了這兩種隱患，我們才能深切地理解智

旭對「大過卦 」的卦辭「棟撓」的佛學解釋。 

「枯木禪」本是《五燈會元》卷六中所記載的一則公案，此公案曰： 

 

昔有婆子供養一庵主，經二十年，常令一二八女子送飯給侍。一日令女子抱定，曰：

「正恁麼時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女子舉似婆，婆曰：「我

二十年祇供養得箇俗漢。」遂遣出，燒卻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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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案中的「庵主」自以為禪定功夫到家了，當一個二八芳齡女子過來抱住他時，他毫無

感觸，說是「枯木倚寒巖」，這時「婆子」遂稱他是個「俗漢」。按理說，坐懷不亂應該是

修成正果了，但是，中國佛教是講求「煩惱即菩提」、「世出世間不二」的，不懂得中國佛

教的這一究竟勝義，越是坐禪就越是遠離佛。中國佛教本質上如太虛大師[註 9]所說，是一種

人生佛教，要求修行者去做一個有血有肉、有靈有性的真正的人，而不是去做一段「枯木」，

去做一個毫無感情的冷血動物。智旭所說的「功夫既進，則無明將破（智慧）」，其意思就

是，一個人雖然禪定很有功夫，但卻為「無明」所蔽，缺乏中國佛教的智慧，不懂得禪定的

目的是要做人，而不是要做「枯木」。應該說，「枯木禪」現象在佛教修習者中是很常見的，

它是禪定中存在的最大隱患。可悲的是許多人陷於「枯木禪」而不知，還以為得了真正的禪

定。殊不知，真正的禪定不是枯坐，而是活潑潑無煩惱的人生狀態，難怪上述公案中的「婆

子」要稱「枯木坐」的「庵主」為「俗漢」了。 

二 

不管是「增上慢」還是「枯木禪」，對於佛教修行來說都為害匪淺，所以要加以預防，

防微杜漸，智旭在解釋「大過卦」的彖辭時闡明了這一點。此彖辭曰： 

 

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未弱也。剛過而中，巽而說行，利有攸往，乃亨。大過之

時，大矣哉！ 

 

智旭解釋曰： 

 

「大」者既「過」，所以必當思患豫防。「初」、「上」皆弱，所以剛中，不宜恃勢

令撓，剛雖過而得中。又以「巽」順而悅行之，所以猶有挽回匡濟之術，乃得「亨」

也，永保無虞亦在此時，盛極忽衰亦在此時，其關係豈不大哉！ 

 

「增上慢」和「枯木禪」都屬於繁榮背後所藏著的隱患，是「大」者之「過」，前者屬

於大「慧」之「過」，而後者則屬於大「定」之「過」。孔子曰：「過猶不及。」「慧」太

「過」和「定」太「過」都不是好事，因此，需要「思患豫（預）防」。智旭根據「大過卦」

的卦畫結構 指出，此卦「初」、「上」位均為陰爻，中間二、三、四、五位均為陽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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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剛中」之象，「雖過而得中」，所以「慧」和「定」雖「大過」，但其主體依然還是剛

強中正的，是好的；也就是說，「慧」和「定」本身並不是什麼壞事，只是「過」了才顯不

當。總之，在智旭看來，  這個卦畫的「初六」和「上六」正是表示著「慧」和「定」之

「過」，而中間九二、九三、九四、九五的剛強又表示這種「過」是完全可以挽救的，而且

這種可挽救性還表現在「大過卦」的上下卦的關係上：上卦兌 ，「兌」者「悅」也；下卦

巽 ，「巽」乃「順」也，「順而說（悅）行之」，則必有挽救之術，故「亨」。 

既然根據「大過卦」的卦畫  ，「慧」之「過」──「增上慢」或「定」之「過」─

─「枯木禪」還是可以挽救的，或者說還有挽救的可能性，那麼究竟該如何挽救呢？智旭通

過解釋「大過卦」的象辭闡明了這一點。該象辭曰：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立不懼，遁世無悶。 

 

智旭解釋曰： 

 

澤本養木，而反「滅木」，「大過」之象也。惟以「獨立不懼，遁世無悶」之力持之，

庶學有本而養有素，可以砥柱中流耳。 

 

「大過卦」  之下卦巽  為「木」，上卦兌  為「澤」，「澤」本應在「木」之

下而養「木」，今卻反了過來，「澤」在「木」之上而滅「木」，此乃「大過」之象也。智

旭以此象此喻「慧」與「定」本是有助於修行成佛的，但「慧」若「過」而成「增上慢」，

或「定」若「過」而為「枯木禪」，則「慧」與「定」就將有礙於修行成佛，這時，真正的

修行者（「君子」）就應該「獨立」和「遁世」；只有「獨立」才能「不懼」，只有「遁世」

才能「無悶」，這是什麼意思呢？ 

所謂「獨立」，在佛教中是指不為「方便」所惑而直達「究竟」，就「慧」與「定」而

言，「方便」是指在人們的一般理解中，兩者都是有助於修行成佛的，但實際上，這一點並

不是絕對的，就其「究竟」而言，兩者之中乃是隱藏著阻人修行成佛的隱患「增上慢」和「枯

木禪」的，修行者必須認清這一點，不為常見所囿，「獨立」地對自身的「慧」與「定」的

狀況作出判定，弄清楚自身的「慧」，是真正的「慧」呢？還是「增上慢」的「慧」？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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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是真正的「定」呢？還是「枯木禪」之「定」？唯有具備了這種「獨立」的精神，

修行者才能不為「增上慢」和「枯木禪」所懼並消除之，完成修行使命。 

再看「遁世」。所謂「遁世」，不是「遠離世間」之意，而是「從世間超越」之意（「遁」

者，遁升，超遁，超越也）。中國佛教要求從俗世生活中獲得超越，而不是鼓勵逃離俗世生

活，因此，中國佛教亦可稱為「遁世主義佛教」（加拿大 Mc Master University 冉雲華教授之

語）其實，此 中並無消極的意味。智旭認為，要消除「增上慢」和「枯木禪」，必須回到俗

世生活中，採取「遁世」的方法。一個人身處俗世而能認清俗世的虛幻性質，這才是真正的

「慧」；身處俗世而不為俗世所累，這才是真正的「定」。任何逃避俗世生活的修行都不能

獲得真正的「慧」與「定」，都是處於「悶」中，唯有「遁世」，從俗世生活中瀟灑地超越

出來，才能「無悶」，才能處理好「慧」與「定」的關係。總之，智旭告訴我們，要挽救「慧」

之「過」和「定」之「過」，消除「增上慢」和「枯木禪」之隱患，必須從「獨立」和「遁

世」做起。 

三 

以上智旭通過解讀「大過卦 」的卦辭及其相應的彖辭和象辭闡明了在佛教修行中「慧」

與「定」中存在著的「增上慢」和「枯木禪」隱患，並提出了消除這種隱患的方法。接下來，

智旭通過解讀「大過卦」中的六條爻辭及其相應的象辭全面地展開了有關在佛教修行中應如

何正確處理「慧」與「定」及其相互關係的闡述，茲分別引述於下，並作簡單的點評。 

 

(一)初六：藉用白茅，無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智旭解釋曰： 

 

世法佛法，當「大過」時，皆以剛柔相濟為得，過剛過柔為失，今「初六」以柔居「巽」

體之下，而在陽位，無功名富貴以累其心，唯庸德庸言，下學上達以為其務者也，約

佛法者，定有其慧，兼以戒德精嚴，故「無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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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點評：「初六」陰爻居陽位，剛柔相濟之象也，以喻定慧兼備、「定有其慧」，非

「枯木禪」也。又「初六」居「巽」體之下，「無功名富貴以累其心」（因為「巽」是風，

風之流動順暢，毫無累礙），故「無咎」。 

 

(二)九二：枯楊生稊，老夫得其女妻，無不利。 

〈象〉曰：老夫女妻，過以相與也。 

 

智旭解釋曰： 

 

剛而得中，又居陰位，陽得陰助，如「枯楊生稊、老夫女妻」之象，蓋過於下賢者也。

約佛法者，慧與定俱，如先見道，後修事禪，故「無不利」。 

 

筆者點評：「稊」同「荑」，草木初生的葉芽。「枯楊生稊」，「老夫女妻」，乃是陽

得陰助也。如果「慧」得「定」助，見道又修禪，那佛法就會勝進，故「無不利」也。 

 

(三)九三：棟撓，凶。 

〈象〉曰：棟橈之凶，不可以有輔也。 

 

智旭解釋曰： 

 

過剛不中，任其剛愎，以此自修，則德必敗；以此治世，則亂必生，故「棟撓」而「凶」。

約佛法者，純用邪慧，故「不可有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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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點評：表面上看來，九三爻辭「棟撓，凶」與卦辭「棟撓，利有攸往，亨」是相矛

盾的，但實際上兩者卻是一個問題的兩個方面，並不矛盾。九三爻辭是說「棟撓」本身是「凶」，

而卦辭則是說「凶」的「棟撓」可以引起人們的注意而防微杜漸，故又是「亨」的。前文已

說過，智旭認為「棟撓」在佛法上喻示「慧」之「增上慢」和「定」之「枯木禪」，但是智

旭在這裡只是講到「增上慢」即「邪慧」（可能是疏忽，也可能是以一代二）。既然是「邪

慧」，當然不可以助其膨脹，故「不可以有輔也」。 

 

(四)九四：棟隆，吉。有它吝。 

〈象〉曰：棟隆之吉，不撓乎下也。 

 

智旭解釋曰： 

 

剛而不過，足以自立立人，但居悅體，恐其好大喜功而不安守，故誡以「有它」則「吝」。

約佛法者，亦是慧與定俱，但恐夾襍名利之心，則自利利他，未必究竟，故誡以「有

它」則「吝」。 

 

 

筆者點評：「隆」者，高也；「棟隆」指的是房樑高聳，表示房屋完好穩固，這是「慧

與定俱」，修持穩健之象也；但是，由於是不離俗世而修行，很有可能還「夾襍名利之心」

（即「有它」），「慧與定俱」只是一種假像，故誡以「吝」。 

 

(五)九五：枯楊生華，老婦得其士夫，無咎無譽。 

〈象〉曰：枯楊生華，何以久也？老婦士夫，亦可醜也。 

 

智旭解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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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云陽剛中正，然在「大過」之時，則是恃其聰明才智者也。享成平之樂，不知民事

艱難，且不知下用賢臣，惟與「上六」陰柔無用之老臣相得，何能久哉！約佛法者，

慧力太過，無禪定以持之，何能發生勝果？ 

 

筆者點評：「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中國古代講求夫死不改嫁，今「老婦得其士夫」，

老婦都還嫁人，此事實在太過而「可醜也」。智旭以「老婦士夫」喻「慧力太過，無禪定以

持之」，就不勝得佛法正果。 

 

(六)上六：過涉滅頂凶，無咎。 

〈象〉曰：過涉之凶，不可咎也。 

 

智旭解釋曰： 

 

居過極之地，惟有柔正之德，而無濟難之才，故不免於「凶」，而實非其咎也。約佛

法者，正定無慧，終為頂墮。 

 

筆者點評：上六陰爻，太軟弱而居於頂，必將墮墜。智旭以此喻定而無慧，也將一事無

成，不能成正果。 

結語 

智旭用佛教的知識和道理對「大過卦」的卦辭、爻辭及其相應的彖辭、象辭逐條逐項地

作了詳細的解讀，他通過這種獨特的解讀，依傍「大過卦」中的易學原理闡明了佛教修行中

「定」與「慧」之間的互利關係，指出只有「定慧兼濟」、「定慧雙修」才能最終修成正果，

並告誡要防範因「定」或「慧」太過而造成的「增上慢」或「枯木禪」現象，因為這兩種現

象將會導致一切佛教修行前功盡棄。雖然歷史上易學對佛學的契入不像儒學和道學對佛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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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入那樣廣泛而深入，但是智旭在《周易禪解》中以佛解易、以易學契入佛學的工作卻是相

當出色的，無論在佛學史上還是在易學史上，這樣的工作都應佔有一席之地。本論文雖然只

論及智旭對「大過卦」這一卦之佛學解讀，但是，僅此已足以讓我們瞭解作為出家僧人的智

旭對易學的精通矣。同時，我們也從智旭以佛解易的工作中看到了易學在中國文化中真的是

無處不在，處處滲透──易學的文化力量不可謂不大矣！另外，我們還可以從智旭以佛解易

的方法中抽繹出對現代易學詮釋的一些啟示，即對於現代人來說，古老《周易》之價值並不

在於它本身說了些什麼，並不在於它的「先天」意義，而在於我們如何去解讀它並發掘出它

所蘊含的「後天」意義，因為任何文本的意義都是不囿於它那機械的詞句的，而是追隨著人

類的精神、思想和社會的發展而不斷豐富的。 

 

【註釋】 

[註 1] 智旭（一五九九－一六五五），字蕅益，自號「八不道人」，晚明「四大高僧」之一，以推動儒佛合流

而聞名於中國佛教史。 

[註 2] 今人陳德述和施維對此書作了精心的註釋和點校，並將其與智旭「以佛解儒」的三部作品《論語點睛》、

《大學直指》和《中庸直指》合編為一本，名為《周易‧四書禪解》（團結出版社，一九九六年十二月），

為我們研究《周易禪解》提供了一個方便的版本。在這個合編本的書背有如是之介紹：「《周易禪解》、

《四書禪解》是明代四大著名僧人之一智旭的兩部精心之作。他主張融會性、相兩宗，用禪、教、律相

統一，定慧雙修的佛理，對《周易》和《四書》（缺《孟子》）進行系統的、精密的註解。這兩部書融

熔儒、道、易理、佛法於一爐，溶仁愛、慈悲於一體。這是第一部用佛理佛法解儒、解易的創造性著作，

也是首次標點、註釋出版問世的極有價值的書籍。《周易》和佛教愛好者可以從中獲得「易道廣大」和

「佛法無邊」的深邃智慧，還可以從中領悟到奧妙的人生哲理，獲得極豐富的《周易》和佛教和知識。

對於專業學術工作者來說，也是一部難得的研究儒佛會通的佳作。」 

[註 3] 「七慢」指：一、慢，二、過慢，三、慢過慢，四、我慢，五、增上慢，六、卑慢，七、邪慢。 

[註 4] 「有漏」，相對於「無漏」而言，所謂「有漏」，從某種角度來看，就是有分別，猶如一口碗分裂成兩

半，水就會漏出來一樣。佛教反對一切分別，講求「不二」（生死不二、凡聖不二、一多不二等等），

認為一有分別便易生煩惱，猶如碗一分裂就會漏水一樣。如果一個人執著於聖，作凡聖分別，那麼他就

不可能脫離煩惱道。 

[註 5] 佛陀同時還認為，就是對佛法本身也不能產生執著之心，因為佛法本身也是空的，它只是渡人之船，人

一到彼岸便應捨棄船，不能帶著船上岸；同時佛法也像治病之藥，病一好，藥也應捨。佛陀為了防止後

人執著於法，遂在弟子面前說，他一生中不曾說過一個字的法，然而實際上他卻說了四十九年的法，此

不可不深思也。 

[註 6]  智顗（五三八－五九七），字德安，俗姓陳，陳、隋間高僧，天台宗的實際創始人。 

[註 7] 《大正藏》第四十六冊，第五八七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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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8] 現代社會中的有些富翁的布施，即舉辦慈善事業，就是出於這樣的動機──為了社會聲望、「廣告效應」

及死後的餘榮。雖然這些富翁的行為客觀上無疑是有利於社會和民眾的，但是這些行為卻偏離佛教意義

上的布施。這一點是我們必須注意的，可見，興盛的布施背後也是隱藏著佛教的隱患的，是為「布施增

上慢」。不過，不可否定，有些信佛的富翁，尤其是在港台日韓及東南亞地區的富翁，他們的布施確實

是具有佛教意義的。 

      另，《壇經》（契嵩本）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公（韋刺史）曰：弟子聞達磨初化梁武帝，帝問云：朕

一生造寺、度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磨言：實無功德！弟子未達此理，願和尚為說。師（惠能）

曰：實無功德，勿疑先聖之言。武帝心邪，不知正法，造寺、度僧、布施、設齋，名為求福，不可將福

便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不在修福。」（參見郭朋，《壇經對勘》，齊魯書社，一九八一年六月，第

七十八－七十九頁）在達磨和惠能看來，梁武帝的布施也不是佛教究竟意義上的布施，儘管梁武帝表面

上看來為佛教做了許多事。 

[註 9] 太虛大師（一八九○－一九四七），俗姓呂，浙江海寧人，中國近代著名佛學家和佛教改革家， 以提倡

人生佛教而著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