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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得好書――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 
的深度閱讀

黃國清

南華大學宗教學所副教授兼所長

星雲大師以佛光山和各處別分院作為基地推行人間佛教，在海峽兩岸及

世界各地已蔚為一股當代佛教運動，導引眾多佛教行者的生活實踐，並為廣

大人群提供心靈成長資源。星雲大師開展與創建人間佛教的功績卓著，然學

界對其人間佛教之理論與實踐的研究明顯落後於實際發展進度，尚未形成體

系化觀點，如此無由幫助各界人士對人間佛教獲致具廣度與深度的了解。程

恭讓教授所著《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的出版，填補一些空白，使星

雲大師人間佛教的體系化研究更向前邁開一步。程教授學養精湛，學術觸角

深入佛教經論義理與近現代中國佛教思想，更長期致力於人間佛教鑽研，能

從多元寬廣視角觀照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審視其開展歷程的脈絡與線

索，解析其思想理念的內涵與特質，探索其思想詮釋的佛教義理基礎，層次

豐富，脈理分明，堪稱一大佳作。

一、首卷為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尋求歷史定位

全書共分四卷十二章，首卷論說「星雲大師與二十世紀人間佛教」，可

為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尋求歷史定位，尤其是與太虛大師之間的思想銜

接關係及理論特徵對顯。太虛大師於二十世紀人間佛教的思想創發與倡導宣

傳之功實居首位，許多佛門緇素都受其精神感召與思想啟迪，影響層面非常

廣泛。程教授認為太虛大師所「倡導」的人間佛教與星雲大師所「創立」的

人間佛教之間存在「傳心」與「接棒」的關係，這個見解是適切的；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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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大師的人間佛教更為精準的觀察是「異中有同，同中有異」，基本精神

上有「異中之同」，思想和方向上則有「同中之異」。

星雲大師在理論建設層面有其個人特徵，諸如人間性、生活性、利他性、

時代性、普濟性，更創立佛光山教團開出實踐層面的建設，使其思想理念得

以具體落實；太虛大師對人間佛教雖有倡導之功，但受限於當時社會歷史條

件，無法實際建立人間佛教的實踐推廣工作。程教授因此用「倡導」與「創立」

來區隔兩位大師的人間佛教功績，可作為此書閱讀上的重要提點。

在此卷中還介紹 1975年星雲大師的三天佛學講座，通過《六祖壇經》、

《金剛經》、《阿彌陀經》分別闡釋禪宗特質、般若性空、淨土思想，顯示

其人間佛教思想理念已初步臻於成熟；另概括了 2013年首屆「星雲大師人間

佛教理論實踐學術研討會」的整體發表成果，指出對「什麼是人間佛教」的

基本議題仍有待進一步形成共識，以指導人間佛教的研究。最後一章通過明

代釋寶成《釋氏源流》與星雲大師《釋迦牟尼佛傳》這兩部佛陀傳記的對比

解讀，彰顯星雲大師在二十世紀五○年代，這部文學創作不同以往的重要思

想，特別是在推動漢傳佛教佛陀觀與佛教思想現代轉型方面的重大意義與價

值。在大師的書中，佛陀的形象具有人間性色彩，深含革命、平等、自由民主、

佛教女性思想的進步理念。

二、卷二分論星雲大師青年時期幾個核心思想理念

卷二的主題是「星雲大師青年時期人間佛教思想之研究」，分論星雲大

師在大陸修學時代的人間佛教思想起點，青年時期人間佛教思想的幾個核心

理念，以及在青年時期也已成型的人間佛教理論型態。星雲大師 19歲時發表

二篇文章，雖未用到「人生佛教」或「人間佛教」的語彙 (甚至此後相當一

段長時間亦是如此 )，但已涵蘊人間佛教的基本思想。一篇涉及佛教與政治

的關係，相對於太虛大師主張「問政而不干政」，星雲大師認為僧人有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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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政的權利，甚至可干治、為官，態度至為積極。另一篇關心佛教經濟議題，

論說達到經濟上自主自立的佛教寺僧經濟建設，提出具體的建議。星雲大師

這兩篇文章關注佛教與社會關係的層面，與人間佛教將佛教導入社會、將社

會導入佛教的基本方向相合。

星雲大師在青年時期 (1945-1960)之人間佛教思想的幾個核心理念歸納有

四：(一 )人間的佛陀，佛陀是具道德與智慧品格的人中覺者；(二 )釋迦牟

尼佛的革命精神，對不合理的社會制度、錯誤的思想觀念、及自己的虛妄小

我進行革命；(三 )有為正直的佛教青年，青年是推動佛教革新、變化及推進

人間佛教建設的真正動力；(四 )佛教大眾化與社會化，展現人間佛教的弘法

方向與發展方向。以上四點在星雲大師青年時期的著作中並未見到系統的論

述，是由程教授透過整體性的解讀方式所歸結而得，已呈現出人間佛教的基

本價值指向。

星雲大師在其青年時期，人間佛教思想的理論體系已趨向成熟，可用《釋

迦牟尼佛傳》與〈六年來台灣佛教的趨勢〉兩部著作作為標誌，闡述上述四

大理念，並據以觀察、研判台灣佛教的發展趨勢。程教授在這一卷通過星雲

大師青年時期著作的細密爬梳，歸納大師此期的核心思想理念，幫助閱讀者

了解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其實醞釀很早，青年時期已有相對成熟的發展，而

非在提出「人間佛教」標誌以後才開始針定方向與建構理論。

三、卷三以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內涵與特質之解析

全卷分為四章，首章論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特徵，從詮釋方法、傳

統觀念、論說模式、價值方向四個面向，透過探討其中所蘊涵的張力結構以

揭櫫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特徵。在詮釋方法上主張做到佛法的「佛說的」與

「人要的」之辨證統一；「淨化的」與「善美的」之辨證統一；要能「契理」

又「契機」，即呼應「傳統」與適應「時代」。在傳統觀念上，以佛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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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 (尤其是大乘佛教思想傳統 )作為人間佛教的文化底蘊，但人間佛教不

應自我封限，應以全人類的優秀宗教文化作為歷史背景，及在印度佛教文化

與中國佛教文化之間維持必要的張力與均衡。在論說模式上，以人間佛教思

想為中心，而論說取向在「人間佛教」與「人生佛教」二種模式之間相互跳轉。

在價值取向上，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應歸屬於「人文佛教」，有對人文的尊

重與愛敬，但也具「參與佛教」的意義，推動社會與政治的淨化與進步。

次章討論星雲大師的民間信仰思想，堅持佛教正信的真實理性品格，但

能超越佛教本位，嘗試理解民間宗教的本質與價值，在包容民間宗教與弘揚

佛教真理的張力之間取得平衡。接下一章討論人間佛教視域下的佛教史觀，

大師基本上認為傳統佛教折射出不同程度的人間佛教精神的不足與缺乏，指

出二十世紀以後是漢傳佛教的人間佛教時期；程教授也分析「人間佛教」可

作為佛教之理想型的意義所在。最後一章介紹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國際化的大

試驗場――佛光山西來寺，說明西來寺舉辦的各項弘法利生活動具備國際化

的鮮明色彩，反映東西文化的交流與融合，與西方人士進行宗教對話與社區

互動等，落實「國際化」與「本土化」的平衡。

四、卷四主題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佛理基礎之探討

全卷主要是環繞著《維摩經》的深度討論。首先檢視太虛、聖嚴、星雲

三位大師的《維摩經》詮釋，星雲大師看重此經的首要理由，是維摩詰菩薩

作為人間佛教實踐的典範，就應現在那些為社會、國家辛勤奉獻的人士。此

經人間淨土說帶來重要的思想啟迪，星雲大師提出「人間淨土的生活」，就

是食衣住行一切活動以「佛法」為本的智慧生活，大師並通過《維摩經》的

詮釋建構人間佛教的藍圖。星雲大師是從人間佛教的視野來對《維摩經》的

思想價值進行解讀，展現《維摩經》之思想和實行的典範在當代人間佛教理

論實踐的特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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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最末章是「人間佛教的佛理基礎：不一不二、不即不離的般若與方

便」，為人間佛教的深層義理基礎提供良好的註腳。首先，是對《維摩經》

的關鍵經文進行梵漢對勘的解讀工作，以求對其語義的精準掌握，特別是方

便善巧的意趣，從而證成般若智慧與方便善巧之間的緊密關係，提出人間佛

教是善巧方便與般若智慧交互輝映的佛教，如果僅以對現實生活的肯定來思

考維摩詰菩薩的人間性，易流於表面而不切實。

最後，透過對般若智慧與方便善巧之意義與關係的考察，再來審視星雲

大師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可以感受、見證到大師是將慈、悲、願、行、

智五種聖德集於一身的人間佛教行者，是位深具善巧方便智的現代人間佛教

導師，文中並提供星雲大師根據善巧方便以建構人間佛教的教體、教相、教

用的例證，為全書畫下完整的句點。最後這一卷提點人間佛教的實行者必須

了解大乘佛教的般若慧與方便智的重要意義，始能體察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

論與實踐的深層意涵，走在真實的大乘菩薩道途上。

程教授這本書對星雲大師生命各期的著作有充分的掌握，書寫上既考慮

到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歷程發展，也照顧到理論論述的由淺入深，帶領閱讀

者逐步進入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堂奧，對於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思想與

實踐推廣實為一大功臣，吾人深致感佩。這本書內容豐富，論說精闢，可說

開卷有益，真要挑剔其中缺點，就是書中各章原是在學術場合發表的單篇論

文，集結成書，某些章節間的連結較不緊密，不過瑕不掩瑜，如果讀者能夠

細心研讀，各章意旨自然貫串起來。期望在這本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首發

鉅著的呼召之下，更多人間佛教的優秀學術著述可以接續推出，嘉惠無數人

間佛教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