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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本開新的人間佛學 
――評程恭讓教授新著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

樊沁永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博士後

程恭讓教授的《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2015年 3月 )出版了，作

為博士學位由程老師指導的學生，該書的部分章節筆者這兩年曾有幸先睹為

快，但是拿到全書，再次通讀，仍然忍不住感慨：這部書是當代人間佛教研

究的一部大著作！除了顯見的文獻徵引宏富、多種研究方法嫺熟使用之外，

更體現了體大思精的思考格局和理論縱深。雖然該書以《星雲大師人間佛教

思想研究》為名，但是通觀四卷十二章的內容可以發現，作者的討論並不局

限於人間佛教的個案研究，如何在佛教史中理解人間佛教興起以及發展的歷

程，是作者首先建構性論述的部分，該部分的論述，作者或鉤沉史料，或詮

釋比較，結合星雲大師個人思想形成全面探究人間佛教的興起過程。如何以

佛經為依據找到當代人間佛教的理論基石，則是作者思考人間佛教遭受教內

外批評的根本性回應，這個部分也是本書最為重要的理論創見，作者提出在

佛教經典升格運動中被忽視的第七度「善巧方便」，可謂發前人所未發，然

於典有據！

程教授讀博士期間就已經通過對歐陽竟無的研究，確立「中國佛教思想

創造自身」的解釋模式，
1
「善巧方便」的鉤沉，是作者通過十多年梵漢佛典

1. 參見程恭讓：《歐陽竟無佛學思想研究》，《自序―面向中國佛教思想創造的自身》，
台北：新文豐出版，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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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勘的基礎工作，在中印之間、傳統與現代之間，以回溯經典的方式建構人

間佛教思想理論基石的嘗試。基於語言、翻譯、詮釋的精微考察，對於漢傳

佛教中不同於印度佛教思想部分敏銳的把握，是得到這個結論極其重要的前

提和可靠的保證。細細翻閱，該書諸多小的結論和觀點，都在傳統的中國文

化史、中印佛教史、台灣佛教、佛經詮釋學等方面有非常重要的調整和新的

表述。也正因為如此，該書為我們理解當代佛教，特別是星雲大師的人間佛

教，提供了面貌一新的、深厚廣闊的理論背景。同時也引領讀者深入思考佛

教文化、傳統文化現代轉型的理論建構、實踐建設面臨的諸多困難。該書的

完成是一位佛教學者努力和擔當所做出的挑戰性嘗試，也是一部返本開新的

人間佛學著作。

具體而言，該書有以下四個主要的方面，值得大家關注：

一、�從近代佛教思想史的脈絡上重新梳理人間佛教思潮，並
通過強調星雲大師的實踐，充實人間佛教由一種理論到
現實的轉變意義。

學界對民國以來的佛教革新思潮的理解，一直以人物傳承譜系為基本思

路，這種研究思路的合理性在於傳統研究考據源流的基本方法，但是這種理

解不可避免涉及到法脈和思想繼承等問題，而產生對源流的制約性，對於理

解人間佛教作為一個動態生成的整體運動思潮有一定的滯礙。事實上，如果

以此為準，則很難在學理上建立太虛大師和星雲大師在人間佛教這一主題下

的理論脈絡。程教授的重新梳理則是在全面了解民國以來佛教思想學術譜系

的基礎上，分別以人間佛教思想和實踐這兩個不同的階段性特徵，來呈現一

種新的思想史定位，選擇典型人物的思想和事蹟，來呈現人間佛教一貫性整

體性內涵。正如程教授指出，「人間佛教既是一種強調佛法的人間關注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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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潮流與社會運動，也是一種推動現實人間不斷地佛教化的理論與實踐的過

程。」(參見第 37頁 )對於佛教思想史的梳理，作者超出了狹義的「學術」

範圍，而是更加務實的考慮社會運動與實踐的層面，在學術研究的領域注意

調整，因為過度學術化而忽視佛教作為社會運動對思想的影響。該書將太虛

大師定位為人間佛教的倡導者，星雲大師定位為創立者 (參見第 38頁 )，正

是要總結現代台灣人間佛教實踐的理論意義以繼往開來。

二、�全面梳理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體系和特徵，在學理上
建立研究人間佛教個案的重要範式。

程教授對於星雲大師的學術傳記性的研究，除了對民國佛教熟稔的文獻

功底基礎之外，還大量搜集了星雲大師個人思想方面成長經驗的一手材料，

和同期報刊評論等二手資料作為思潮研究的佐證。因此，對於星雲大師的思

想有一個成長性的考察，但是這個考察的要點不是為了簡單的介紹一位大師

的心路歷程，而是一方面要充分的展現星雲大師如何在人間佛教事業的建設

中，不斷形成自己的人間佛教思想。也就是說，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的

成長是與人間佛教思想實踐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理論和實踐共同構成了星雲

大師人間佛教思想體系。書中指出，「尤其是，大師這一青年階段的人間佛

教思想，並非是他在書房中苦思玄想而得，而是在他走向基層、走向社會，

推動佛法大眾化、社會化的弘法實踐中，不斷體驗、不斷檢驗、不斷修正、

不斷提高，因而得以總結出來的，他此期的人間佛教思想建構與他這一階段

的弘法實踐，尤其是以宜蘭為中心的弘法實踐，在時間上完全重疊、同步，

所以二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的。因此我們說大師這一青年階段的人間佛教思想，

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本身自其產生的源頭而言，就既具有高度的理

論價值，也對於現實的弘法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這一特點，與他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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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前輩和同輩相比，尤其明顯。

自從太虛大師以來，二十世紀人間佛教的開展歷史一直啟示我們：如果

人間佛教不想繼續停留在『宣導』的階段，而希望具體的得以『落實』，得

以『創立』，即在世間圓滿地現身，則需要在其『理論』與『實踐』兩個方

面予以打通、會通，尤其需要能在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

予以打通、會通的人間佛教行者的出現。二十世紀五○年代的年輕的星雲，

正是那樣一個既具有理論家的卓越天賦、又具有實踐家的非凡才能的人間佛

教行者。」(參見第 241-242頁 )這是程教授定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研究意義

之後，再次通過全面梳理星雲大師思想實踐來論證的一個重要方面。另一方

面，通過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成熟過程的介紹，可以了解台灣人間佛教在

現代轉型過程中的調整和變化，這種變化是作為人間佛教運動整體的描述，

不局限於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研究，同時也是正面闡明人間佛教內涵的重要

方面。在此意義上，作為人間佛教的個案研究，我們認為具有典範意義。 

三、�立足原典，從佛經義理上鉤沉第七度「善巧方便」，作
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實踐的支柱性理論之一，回應
近代以來對明清以降漢傳佛教的根本性批評意見。

近代中國隨著近現代戰爭逼迫的現代化是懸置傳統，以現代國家的理論

為藍圖建設的現代化，傳統雖然以各種要素的方式還存在於百姓生活、學術

體制內的各種門類的研究，但是已經缺失了在制度上的奠基作用，西方現代

國家的理論和實踐展現的諸多弊端，也不斷在中國展現苗頭，以至於某些方

面甚囂塵上。在這種格局之下，傳統社會對佛教批評的理論根據和現實意義

都早已不存在。就中國大陸而言，現實的宗教管理政策因為還沒有在文化上

對宗教脫敏，所以佛教發展也有諸多的制約，雖然同樣堅持人間佛教，但是



返本開新的人間佛學――評程恭讓教授新著《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         649

具體的展開、理論的建設還有待深入。就目前從學界、教內外的批評聲音來

看，大抵認為人間佛教的思路有世俗性的傾向，喪失了原本佛教思想所應當

具備的超越性。就此問題而言，批評者的邏輯恰恰是站在漢傳佛教傳統的立

場，即佛教應當以佛教徒自身的修行為目標，遵守佛教內部的規範法門來完

成自身的信仰事業，否則就不是佛教。

如何全面、開放的看待佛教在當代契入社會、進入家庭入世修行？在道

理上雖然可以找到不少文字上的證據，但是最為根本的理論在於正面的回應

提出問題者，在佛教修行成佛的次第中，人間佛教的開展是有經典依據的。

批評者往往更多關注的是般若經典，般若智慧作為「六度」中的一種，在漢

傳文化中得到了最為重要的提升，也是批評者對人間佛教持有批評意見的根

源性理由之一。

就此問題，程教授通過扎實的梵漢對勘、義理考證工作，就是要更加充

分的理解和平衡這種因為具體的歷史和地方因素得到強化的般若思想，「善

巧方便」作為原始佛教就已經產生的觀念，在大乘佛教時期得到了提升，佛

教經典中關於二者是佛菩薩「父母」的比喻，說明了不能偏廢「善巧方便」

這一重要的思想資源。重新考慮「善巧方便」對於人間佛教開展的意義本身，

也是在教理系統中對般若思想的平衡。

程教授同時非常明確的指出，「如果我們錯解或者不能精確理解善巧方

便智之性質，想當然地例如把它覺解為僅僅是應對現實生活的某種技巧或者

策略，如此一來基於善巧方便智的菩薩人間生活的超越指向也就自然而然被

朝『世俗化』的向度消解了。」(參見第 726-727頁 )就此問題的鉤沉，程教

授不但在教理、經義上找到了依據，還通過嚴格的界定，強調了作為佛教的

善巧方便不同於世俗智慧的理解。這個學理的問題，作者最後通過星雲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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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法的實踐進行了例證，並且，對於星雲大師如何運用善巧方便建構人間佛

教的體相用問題，也展開了理論說明。

四、充分重視人間佛教的人間性，並以「人間」視角關注「民間」。

重視民間在西方如果說有一個從中世紀神學解放後對人的回歸的傳統，

在中國則一直有一個「百姓日用之道」的傳統，對於中西交融的現代社會，

契合時代的「百姓日用」如果回復到了中國傳統文化自身的視域，如何闡發

「日用之道」對於現時代生活架構的調整？當今時代制度和政治技術的力量，

已經使得社會的發展以科學的口號日益脫離人文，唯有回復到人文視角、宗

教的視角，我們才能夠調整時代的弊病，這個部分不是要如同奧古斯丁處理

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的關係問題，而是立足於人、立足於文化、宗教，思考

人的生活如何更加善好的平衡。這一點的探討雖然不是該書的重點，但是筆

者長期以來接受程教授的指導，覺得有必要強調，以便讀者在中華傳統文化

現代轉型的視角，以一個更開闊的方式理解佛教現代轉型的意義。

書中作者提到佛教處理民間信仰問題的部分，也提到民國以來批評佛教

發展世俗化的聲音。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當代人間佛教的發展避不開世

俗化的討論，在此情況下，我們不如用民間化更為準確。一方面是撇開字義

上的偏見，另一方面是充分結合現實的現代人處境。程教授對於民間的重視，

除了佛教的平等觀的淵源之外，也非常強調時代的平等思想。但是，對於同

樣一個名相的內涵闡發，涉及的卻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建構性還是解構性

的理解，是我們面對時代對傳統需要作出的艱難選擇。以平等為例，如果我

們要避免世俗化的批評，則應當建立一個跟時代主流價值所提倡的平等不即

不離的佛教解釋。當這類解釋形成人間佛教思想與當代社會思潮在整體上不

即不離時，我們就需要考慮人間佛教思想發展的理論邊界問題。就該書中討

論人間佛教的「以人為本」和「社會參與」兩種略有區分的價值取向，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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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隱含兩種「入世」深淺不同的佛教理解。極端一點考慮，佛教作為一個

對宇宙人生有著終極理解的宗教文化，如果說曾經沒有展開世俗社會理論架

構的工作，那麼是否有這種可能性？亦或者說，佛教文化要始終作為一個非

建構性的宗教存在於世間？當然這個問題不是該書討論的範圍，只是我們考

慮宗教文化在現代轉型過程中，如何保持自性的反思和定位。

傳統的漢傳佛教是在儒法社會思想架構中安頓自己的位置，現代政教分

離的原則下，人間佛教在台灣的發展，雖然歷經諸位大德和居士的抗爭和奮

鬥，開創了當今的局面，但是，佛教首先還是配合現時代的制度架構，在社

會中安頓個體。從宗教文化和佛教義理上來講，這樣的安頓並不是佛教本身

追求的根本目標，而這個過程的實現似乎也有更好的努力空間。例如，在人

本價值取向的基礎上，是否可以通過社會參與的角度，在現代社會結構的調

整中，充分考慮佛教作為一種宗教文化，除了有契合時代、契合民間的部分，

還有立足人本身提供出對治西方主導的社會結構背後的價值調整。這個方面

的契機，同樣存在於我們接洽時代價值的部分，從實踐層面講，就是限定在

社會範圍內的努力。這種努力不是以實現政治治理為目的，而是通過佛教的

理論，為哲學家重新建構或者調整政治秩序，提供理論基礎。

當代社會是一個文化多元的社會，作為一部以當代佛教發展為關注點的

宗教文化研究，如果放在更大的文化境遇中，應當如何與不同的宗教文化處

理關係，也是一個值得期待的方面。這個問題相信會在不久的將來得到展開，

因為作者對於傳統文化結構性的理解和期冀調整的部分，也有較為深入的考

慮，諸如佛教的普世倫理問題、新時期的儒佛關係問題等等。

該書之作，是程恭讓教授多年來對人文、文化關切之心的凝練、沉澱和

創制，字裡行間的抱負擔當有心者自能體會。最後，再次將這本好書推薦給

關心當代宗教文化發展、關心中國傳統文化傳承的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