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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佛學新講禪風重振 

──試評星雲大師《六祖壇經講話》 

 

彭肜  

四川大學副教授 

   

《壇經》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部重要經典，惠能大師其人其書在中國佛教史上佔有極其

重要的地位。星雲大師新近出版的《六祖壇經講話》（台北：香海文化出版社，二○○○年

十月，第一版）是對《壇經》又一次現代性解讀，是值得廣大僧俗二眾信賴的法寶。它對新

世紀佛教禪宗的重振和「人間佛教」的建設具有重大的歷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壇經》的本子很多，但歸結起來，主要有四種版本系統，它們是敦煌法海本、惠昕本、

契嵩本和宗寶本。[註 1]星雲大師這部《六祖壇經講話》一共四冊，以明代以來通行的宗寶本

為準，分十品逐字逐句講解經文。每品  當中，除詳刊經文外，還列出名相注釋、白話譯文

和專題講解三個部分的內容，對經文進行了全面、詳盡、深刻的講解和闡釋。第一冊所附之

「前言」從宏觀上對《壇經》及禪宗的整體風貌、思想源流、主要內容和精神實質等進行了

一個總體勾勒。此外，《六祖壇經講話》還收錄了星雲大師〈禪與現代人的生活〉、〈禪堂

的生活與清規〉和〈從教學守道談禪宗的特色〉等三次主題演說，更為信眾和其他讀者提供

了瞭解禪宗、學習修行的重要途徑。這樣，《六祖壇經講話》就與星雲大師其他相關講述和

整體思想融為一個有機體。因為有了星雲大師深廣的「佛光學」背景思想的支撐，《六祖壇

經講話》更加顯得微言大義，字字珠璣。 

  星雲大師的《六祖壇經講話》不僅內涵豐厚，而且在形式表達上深入淺出，語言活潑生

動，頗有佛陀見機說法之效，可以適用不同根器眾生。《六祖壇經講話》既對《壇經》本身

做出了細緻的講解，又對禪宗進行了宏觀的描述；既適用於普通讀者增加佛教文化知識，也

有利於信眾修行。 

  總體來看，星雲大師的《六祖壇經講話》緊緊圍繞著下面幾個方面的問題來進行闡述，

從而形成此書簡明平實而深廣豐厚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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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見性成佛：以「生活佛教」解註《壇經》 

  眾所周知，六祖惠能直承菩提達摩東來意而開創了佛教思想傳承的新階段，其新意就在

於將傳統佛教所說之「佛性」、「心性化」，即所謂「見性成佛」和「即心即佛」。 

  星雲大師的「佛光學」思想高度重視人間生活。星雲大師曾說：「如果我們一直不提倡

人生的富樂，這就是背棄人生的佛教，不重視家庭的佛教化、生活的佛教化，假如一直如此，

我看今後的佛教不容易為社會大眾所接受。」星雲大師所提倡的絕不是「背棄人生的佛教」

而是面向世間和社會的佛教，是「生活佛教」[註 2]。「生活佛教」也就成為星雲大師創辦「國

際佛光總會」的重要宗旨，即所謂「倡導生活佛教，建設佛光淨土；落實人間，慈悲濟世」。

[註 3]正因為稟持著「生活佛教」這一線血脈，星雲大師才高度看重佛教禪學與《六祖壇經》。 

  在一九八九年佛光山「國際禪學會議」的主題演說中，星雲大師從四個方面深入闡述了

佛教禪學的深意。星雲大師指出，禪具有「人間社會性」、「時空普遍性」、「自尊規範性」

和「生活實踐性」，其中，反覆強調的是禪學不離人間和見性成佛的性質。所謂「人間社會

性」就是「人間到處有禪機」。「真正的禪者山林水邊，陋巷鬧市，不分僧俗，不計男女，

人人可以參禪，人人可問道，所謂『一鉢千家飯，禪僧萬里遊』。禪者的雲遊行腳，就是那

麼人間化、生活化、社會化。」所謂「時空普遍性」是指「萬古長空，一朝風月」。「在禪

裡，沒有時間的長短，沒有空間的遠近，沒有人我的是非，沒有現象的變化。」「自尊規範

性」是指禪者重視「迷時師度，悟時自度」的主體性和遵守清規的自覺性。而「生活實踐性」

則概括了禪宗不離世間、在生活中修行的不二法門。[註 4]貫穿禪宗上述四個特徵的一條脈絡

則是在此岸世間當下超越的「見性成佛」思想。星雲大師在《六祖壇經講話》的各品中從各

個角度和側面反覆講解，有效地突顯了禪宗精神實質。可以說，《六祖壇經講話》是星雲大

師整個「佛光學」思想精髓在《壇經》注釋上的落實和體現。 

  星雲大師在《六祖壇經講話‧前言》中直接了當地指出：《壇經》的「摩訶般若波羅蜜

法」「揭示世人皆具有菩提般若智慧和自性三寶，確立了南宗禪『佛不向外求』的特有旨趣」

（第一冊第二十四頁）。這說明，「六祖惠能把脫離苦海，去迷得悟的責任回歸給修行者本

身，樹立了禪者自信自尊的典範」。星雲大師以他深邃的般若智慧為我們指出，所謂「見性

成佛」首要的就是「破除障自本性的結縛，直入『外離相、內不亂』的禪定三昧，見到宛然

本具的菩提自性，爾後自修、自行、自成佛道，登上頓悟的大法船」（第一冊第二十五頁）。 

  在《六祖壇經講話》第二品〈般若品〉的問題講解中，星雲大師專門擬出「如何認識自

性般若」和「如何體認緣起性空」等幾個問題來深入闡釋「見性成佛」的含義。星雲大師開

示說：「真如、自性、般若、實相、涅槃、菩提、法身、本性……等等，這些名相雖然名稱

互異，其實意義只有一個，就是指我們的本來面目，也就是本來的自我。」（第一冊第一七

二－一七三頁）這個本來的自我，就是所謂的「般若自性」，而「自性般若」最大的功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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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讓我們認識、體證緣起性空」。星雲大師指出，所謂「緣起」就是說：世間上沒有獨

存性的東西，也沒有常住不變的東西，一切都是因緣和合所生起。所謂「性空」則指：因緣

和合所生起的是假有，本性是空的；如果自性不空；則不能生出萬有，這就是「真空生妙有」

的意義。（第一冊第一七七頁） 

  達摩東來，以「壁觀」教人安心，外止諸緣，內心無念，以此達到佛教真理。後世淨土

又行念佛修行法門，發願往生西方。而惠能大師反對「常坐不動，妄心不起」，認為「禪」

不是蒲團上的靜坐，而是能在一切處無論行住坐臥都能經常修行一正直心。星雲大師在第十

品〈付囑品〉中講解「一行三昧」的含義時指出：「過去一般人以為參禪一定要打坐，其實，

行住坐臥都可以參禪。參禪悟道，用心即是，不關身相：心為萬事之主，任何修行，重在明

心耳！」（第四冊第八九○頁）《六祖壇經‧決疑品》說：「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

性迷即是眾生，自性覺即是佛。」（第二冊第二二八頁）星雲大師在第七品〈機緣品〉的問

題講解中將禪宗的「即心即佛」解作「佛就是心，心就是佛」（第三冊第六四一頁）。禪宗

認為吾人本性之中即具有西方三聖的慈悲喜捨和平等真心，所以主張吾人在現實生活中實踐

五戒十善，當下即是西方，現生即到極樂淨土。可見，星雲大師抓住了「見性成佛」這個關

鍵環節，並根據「佛光學」、「生活佛教」的思想，從義理上闡明禪宗的精神實質及其在中

國佛教史上劃時代的革命性意義。 

二、「無住、無念、無相」：修行方法新釋 

  《六祖壇經講話》不僅在義理學理的深入闡發上取得了成功，而且為現代社會的人們提

供了可用以修行的方法。星雲大師曾在台北國父紀念館的一次演講中深入闡述過「禪宗的教

學守道特色」，認為其表現在「肯定自我」、「惜福結緣」、「慈悲感化」和「方便靈巧」

四個方面。[註 5]這主要是從教學和守道兩個方面來講的，而《六祖壇經講話》則側重闡發禪

宗修行觀念。在〈前言〉裡，星雲大師將《壇經》所揭示的修行觀念概括為三個要點，即「隨

緣不變的無住修行」、「心無愛憎的無念修行」和「僧信平等的無相修行」。星雲大師高度

評價《壇經》以「無念、無住、無相」為主的修行法門，認為它「在中國思想史上，深具影

響力，他所揭示的修行觀念，為佛教傳統修行方法注入活水，促使禪宗蓬勃發展」（第一冊

第二十－二十一頁）。星雲大師不僅在〈前言〉裡高度凝練地歸納了南宗禪的修行方法，而

且還將其貫穿在全書的註釋和講解中。在《六祖壇經講話‧行由品》的問題講解中，星雲大

師專題解釋了惠能大師「隨緣不變的無住修行」。「隨緣不變的無住修行」要求修行者不論

身處寒暑冷暖、榮辱苦樂、貧富得失、是非人我中，都能保有一份「隨所住處恒安樂」的曠

達和寧靜。我們知道，惠能大師在得道以後，為避難曾隱匿在獵人群中跟許多打獵殺生的人

住在一起，為了維持生命還吃一些「肉邊菜」。星雲大師在題為「為什麼要吃肉邊菜？」的

問題下就以此為事例專門闡釋了禪宗「隨緣不變的無住修行」法。星雲大師指出：「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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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佛，吃不是重要問題，淨心，心意清淨，這才是最重要的。」（第一冊第一一二頁）也就

是說，只要悟到自性般若，本心便會無住而行，禪者就可以隨緣任運而心性不變。 

  在《六祖壇經講話‧般若品》中，星雲大師以「無念法門，十種分別，何以無別？」為

題重點講解了禪宗的「心無愛憎的無念修行」法門。星雲大師說：「念，就是分別；無念，

就是不分別」。無念修行並非百物不思，而是「知見一切法，心不染著」，也就是面對一切

境界不起喜惡愛憎等念頭。那麼，怎麼「無念」，怎麼「無別」呢？星雲大師指出，這不僅

要能清淨自己的本心，而且做到〈般若品〉中所說的「十種無分別」，即「頓漸無別、迷悟

無別、智愚無別、邪正無別、淨穢無別、人我無別、道魔無別、是非無別、愛瞋無別、世出

世間無別」。（第一冊第二一四－二二一頁） 

  〈決疑品〉是《六祖壇經》講授淨土概念最集中的地方，星雲大師在《六祖壇經講話‧

決疑品》的注講中也重點講解了禪宗和淨土宗在此問題上的同異及其相互關係。在這裡，星

雲大師同時也就深入探究了《壇經》「僧俗平等的無相修行」觀。〈決疑品〉說：「若欲修

行，在家亦得，不由在寺。在家能行，如東方人心善；在寺不修，如西方人心惡。但心清淨，

即是自性西方。」（第三冊第二二九頁）星雲大師闡發說，按六祖的觀點，在家出家都不足

成佛的必要條件，所以無須在虛妄假相上分別，一心只以「自淨其意」為修行要務，這就是

所謂「無相修行」。就淨土而言，雖《阿彌陀經》中講淨土在「十萬億的佛土之外」，也就

是在十萬億個三千大千世界之外，然而，星雲大師則指出：「這只是比較上的說法，真正從

法性上來講，淨土是沒有遠近之別的，淨土就在心中，所以說『唯心淨土，自性彌陀』。」

（第二冊第二五七頁）這就將《壇經》的淨土概念與淨土宗的淨土觀區分開來，同時也調和

起來，有效地化解了像韋刺史那樣的一些修行者在此問題的疑惑。 

  《六祖壇經講話》從「隨緣不變的無住修行」、「心無愛憎的無念修行」和「僧信平等

的無相修行」三個方面傳授禪宗的修行方法，將禪宗、淨土、華嚴等修行觀念融和起來，並

最終落腳到《壇經》「無住、無念、無相」的修行實踐上。這既是星雲大師對《六祖壇經》

的新闡釋，也是現代社會廣大禪宗修學者的福祉。 

三、刻畫大師形象，提供精神力量 

  《壇經》強調「迷時師度，悟時自度」，這並未否定禪師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壇經》

非常強調禪師對弟子的引導作用。六祖大師一再告誡信徒、弟子要親近「善知識」。所謂「善

知識」是指正直而有德行、能教人正道的人。佛陀是一個偉大的善知識，而六祖惠能也是一

位偉大的善知識。鑑於善知識巨大的影響力，星雲大師在《六祖壇經講話》中濃墨重彩地勾

畫出了六祖惠能的偉大形象。這無疑為處於現代社會中的人們提供了一種可供親近的榜樣和

巨大的精神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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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雲大師這樣為我們刻畫惠能大師的形象：「他不只是學佛修行者的模範，更可以說是

冒險犯難、追求成功者的老師。六祖的一生，是鼓舞人們向上的勵志史，具有寧靜致遠的人

生意境。」（第一冊第二十五－二十六頁）在《六祖壇經講話‧前言》中，星雲大師將六祖

一生的行誼概括為四個要點：即「求法具有大行力」、「迫害具有大悲力」、「隱遯具有大

智力」和「弘法具有大願力」。（第一冊第二十六－二十八頁） 

  惠能大師一生求道路途坎坷。早年得到慈善人士安道誠的布施，從南方的廣東前往湖北

的黃梅縣，整整走了一個多月的時間，歷經千辛萬苦才跋山涉水來到五祖弘忍的法堂。然而，

六祖不僅沒有得到一句安慰的話，反而遭受譏笑，入柴房劈柴舂米，日日勞役辛苦。八個月

的隱晦自泰，惠能大師終以一偈受到五祖弘忍的印證並傳與衣鉢。為了避開惡人的追逐，又

藏於獵群中一十五載。〈行由品〉中記載，六祖「一日思惟，時當弘法，不可終遯」（第一

冊第五十八頁），這才離開獵人隊，到廣州法性寺由印宗法師剃度受戒。可見六祖從二十四

歲往黃梅參禮，付衣法，中間南歸隱遁十五年，直到三十九歲遇到印宗法師，可以說得法十

六年後才得以出家說法。後來，六祖在廣韶二州弘法度眾近四十年，並受到朝廷和皇室的尊

崇和敬重。如果惠能大師沒有具足「大行力」、「大悲力」、「大智力」和「大願力」，如

何能毀譽不動、得失自在、苦樂如一，並最終成就為禪宗一代宗師呢？ 

  星雲大師在《六祖壇經講話》中數次標榜六祖的偉大人格。第一冊〈行由品〉的第十個

「問題講解」中，星雲大師從六個方面來說明六祖惠能悟道後的生活境界，即「侮辱不以為

恥」、「卑屈不以為賤」、「艱難不以為苦」、「恩寵不以為榮」、「迫害不以為意」、「度

眾不以為煩」。（第一冊第一三一－一三三頁）又在〈般若品〉中稱讚惠能大師是與佛陀一

樣偉大的「善知識」。（第一冊第二一二頁）經過星雲大師的講解和刻畫，六祖的形象更加

生動和鮮明，使僧眾在奮勇精進時所更加易解、更加充滿力量。 

  星雲大師在《六祖壇經講話》裡還表現出他佛學思想的寬廣和圓融。他旁徵博引，出入

多種禪門公案。諸家禪師的機鋒、話頭以及鮮活的參禪行誼和方法都在星雲大師的筆下紛然

簇擁，共同印證著禪學的美麗與光華。同時，星雲大師還打通了佛學諸流派，在他的註疏中，

華嚴、唯識、淨土，禪宗等諸家經典與觀念無不各得其宜。星雲大師的智慧流動在佛教三藏

十二部經中左右逢源，真可說得上是達到了「天花亂墜、地湧金蓮」的境界。星雲大師開篇

曾引《五燈會元》中「拈花微笑」的著名公案。誠哉斯言，這部《六祖壇經講話》想來也應

該是星雲大師向世間有情拈超出示的一支花朵。願現代社會中的人們都能接受星雲大師的教

誨：不僅「如是我聞」而且「信受奉行」（第一冊第一一一頁）。 

  百年來，佛門禪宗淡泊久矣。學者們在總結二十世紀百年禪史的時候曾指出禪學在清末

以來的總體走向是「使禪法趨於多樣化，不論僧俗，幾乎都強調在動用中、世俗生活中參禪，

將生活與禪、世間與出世間打成一片」[註 6]。星雲大師緊承太虛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以

「佛光學」註疏《六祖壇經》，著成這部《六祖壇經講話》。太虛大師在研究了中國佛教全

部歷程後，曾總結說「中國佛學的特質在禪」，並由此預言：中國佛教若能復興，仍在乎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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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星雲大師重新講授的這部《六祖壇經講話》無疑也是中國佛教禪宗振作與復興的一個

重要步驟與偉大見證！  

  

【註釋】 

[註 1] 壇經的版本問題，教界學界眾說紛紜，本文採用郭朋先生觀點。詳見郭朋，《壇經導讀》（巴蜀書社，

一九八七年五月版），第三十九頁。 

[註 2] 慈容法師，〈立足本土，胸懷法界──國際佛光會的回顧與前瞻〉，《普門學報》二○○一年第二期，

第三二九頁，「佛光會的宗旨」第二條。 

[註 3] 同 [註 2] 。 

[註 4] 星雲大師，〈禪與現代人的生活〉，一九八九年，佛光山國際禪學會議主題演說。 

[註 5] 星雲大師，〈從教學守道談禪宗的特色〉，民國七十四年，台北國父紀念館主題演說。 

[註 6] 陳兵、鄧子美，《二十世紀中國佛教》（民族出版社，二○○一年十一月版），第三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