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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到了中國，是有很大的變革。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佛教的理念、思

想更適合中國文化的環境。佛教在印度的社會文化環境中，它不是主流，它

是一個異端。因為它跟印度的主體、主流文化是相背離的。所以佛教根本的

兩個理念、根本的兩個理論跟印度的主流文化相對抗的。

因為印度的主流文化是講神創世界，當然它不是一神論，而是多神論，

它強調人的命運、人的輪迴、命運的決定全掌握在神的手裡面。佛教恰恰提

出了根本對立的思想、不同的理念。

第一，佛教認為世界是緣起，不是神創，世界是自然發生的。但在自然

發生中間，在佛教裡面，緣起的思想更強調佛教必然的連繫。對緣起論的根

本的、核心的說法是「此生故彼生，此滅故彼滅，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

它側重強調事物之間必然的因果關係，並從根本否定了神創的世界。第二，

人的命運是掌握在神的手裡嗎？不是，人的命運是掌握在每個人自己的手裡。

你造什麼樣的業，做什麼的因，你就會受什麼樣的報，結什麼樣的果。所以，

佛教的核心人生觀就是：因果業報，自作自受。

就這兩點來講，佛教如果背離了這兩點，那就不是佛教。所以「緣起性

空、因果業報」就是佛教的核心、根本問題，這在中國的文化環境裡面是契

合的，完全跟中國的傳統結合在一起。很多人認為，佛教在印度的消亡，是

因為伊斯蘭教的進入，其實不是這樣的。佛教在印度的消亡，原因在於佛教

在發展過程中，逐步地消退了它的特色（即剛才那兩點），慢慢的，人們受

到印度主體文化的影響，把活菩薩當成為了救世主，大家依賴於活菩薩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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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自己的命運，因為印度佛教消失了自己的根本特質，才逐漸消亡了，我們應

該看清這個歷史發展過程。所以中國的佛教，不能還原到印度佛教去理解和研

究。我們在研究中國佛教、探究中國佛教過程中，應該抓住佛教的根本特質。

一、出世不二，煩惱即是菩提

那麼中國佛教有什麼特質？近代太虛大師講的，中國佛教的特質是

「禪」。這個禪，就是禪宗，不是一般的禪。本來這個禪在印度就不是佛教

創造的，它原本就是普遍的、大家都可以使用的修行方式。

禪宗的禪才是中國佛教的特質。這個禪是在我們的生活中間，處處都有

的。禪宗講「時時有禪，處處有禪，事事有禪」，它是不離生活的，應該說

是佛陀當年體悟到的一個根本的精神。佛教、佛法就是在生活中間體悟出來

的。我們從生活中，體悟到了生老病死種種的煩惱和痛苦，所以我們也要在

生活中去解決這些生老病死的痛苦和煩惱。但是我們一般的人認識不到這種

世界的本質、生命的本質，所以就不斷地在生死輪迴中，去經受生老病死的

煩惱和痛苦的過程。

佛教在印度的發展歷程中，到了大乘佛教，特別是中觀與中觀的理論發

展起來後，已經打破了所謂的「出世」和「入世」的結界。《維摩詰經》講

得很清楚：「佛即是性空，即出宗教，是出世不二。」非常強調佛法和世界

不是隔離的。這個情況從佛教剛傳入中國的時候也產生過誤解，經歷長時間

的磨合和討論，慢慢發展到了禪宗，明確地提出了這樣的概念：「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禪宗將這種問題闡釋得非常明確。

佛就在你心中，彌勒就是眾生。所以永嘉禪師到了惠能禪師那裡，一夜就理

解了「行也禪，坐也禪，體默動靜體安然」的思想。這種安然不僅是在坐中、

臥中、靜中可以得道，在行中、在雨中也可以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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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借用三位禪師的三句話，來構建禪宗的入門修行次第。

第一句是趙州從諗和尚的話。我們都知道「吃茶去」這句話。「吃茶去」

是他的一個說法，實際上更重要的是他說的另外一句話，「做本分事」。你

不要因為修禪，就胡思亂想把本分事丟在一邊，那能修得成嗎？那修不成。

他之所以讓你吃茶去，實際上吃茶是當時寺廟最最普通、平凡、時刻都在做

的事情。所以趙州和尚有人參訪、問他如何修禪，他都要給別人說「吃茶

去」、「做好你的本分事」。把我們應該做的事情做好，做好你的本分事，

這是最重要的。所以它告訴我們就在人間修，才是一個學佛者。

第二句話是馬祖道一的「平常心是道」。佛教最重要的就是要回歸到一

種平常心。什麼是平常心呢？馬祖道一講得很清楚，「所謂平常心，就是沒

有分別心」。我們人呢，要沒有分別心是很不容易的，因為我們的眼、耳、

鼻、舌、身六識，功能就是分別。也是這種分別，讓我們產生了種種的喜怒

哀樂，由分別心形成了執著心，由執著心生出種種的煩惱，得到了就欣喜，

失去了就煩惱。平常心就是要像一個嬰兒一樣，剛來到這個世界上，一點分

別都沒有，所以馬祖道一講「平常心是道」。

二、持平常心，放下執著自在

即使我們做好本分事，有人誇獎你，有人說你做給別人看的，你這個時

候會不會動心？如果有動心的話，就是沒有進步；如果寵辱不驚，那才是一

種平常心。以上，我們從「做本分事」說到了持「平常心」。

第三個步驟，就是黃檗希運「做自在人」。什麼叫做自在人呢？就是一

種「終日吃飯未曾嚼一粒米，終日行走未曾踏著一片地」，不僅不計較我吃

的什麼、我走的什麼路、吃過什麼東西，沒有計較，而是根本就沒有吃的米、

沒有走的路。就是說，從消除分別、執著，到最後都能放下，就成為一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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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

禪宗講得非常清晰，怎麼從現實的生活做本分事、持平常心到做自在人，

這些都在生活裡，這是中國文化產生的影響。在中國文化環境中，我們更重

視現實的生活，所以把這種信仰、理論、關懷，運用到我們的生活實踐中去。

所以我們不應該只「仰止唯佛陀」更應該「完成在人格」，太虛大師的這句

話是非常精采的。從信仰方面是「仰止唯佛陀」，但是在實踐方面是「完成

在人格」。

「人圓佛即成，是名真現實。」人做圓滿了，你就是佛，覺悟人生了。

在覺悟人生的基礎上，我們奉獻人生，在奉獻人生的過程中，我們又覺悟人

生，把這兩種思想結合起來。所以我覺得，人間佛教是中國佛教的根本特質。

三、學佛行佛，才得發展未來

近代重新把人生佛教、人間佛教提倡起來，是因為太虛大師看到了人生

佛教變成為死人服務的佛教，他希望能夠重新服務人。太虛大師說得很清楚，

人生佛教倒過來也可以講「生人佛教」，就是活著的人的佛教，由此推廣到

人間佛教，在整個社會中取得成功。我們研究中國佛教不能離開人間佛教的

特點，只有這個才是佛教的根本特質所在。

所以我講，我們現在看到的現實，總體上講人間佛教已經是兩岸四地共

同的佛教發展理念，但在實踐的中間，依舊還有很大的距離，我們還需要不

斷地研究和探討人間佛教的理論，更要去實踐人間佛教的理論。

星雲大師在這方面做出的貢獻是非常有意義的，他是人間佛教的實踐

者，給我們很多的啟示，給我們很多引導，也可以說他就是一個活菩薩，開

示我們對佛教真正的認識。人們如果真的能夠認識到這一點，人們如果能夠

真的將其融入到生活之中，相信我們每個人都很有收穫。但是我們看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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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依舊把學佛、拜佛主要的方向放在「求佛」上。我們學佛、拜佛是為了「做

佛」。所以活菩薩的「再來」就是你的再來。我認為只有這樣，中國的佛法、

中國佛學才有它存在的意義，才有發展的未來。

四、生活實踐佛法，人人成佛

最近經常有人問我：「如果學了佛好像什麼就可以不努力了，讓我們把

什麼都放下，那我們人生幹什麼？」這種對佛法存在的誤解很多很多。這就

需要我們有志之士，努力地把中國佛教實踐的精神在生活之中發揚。

現在還有很多人甚至認為，人間佛教把佛教的神聖性降低、掩蓋了，我

認為這實際上是用西方的宗教理念來認識宗教世界。西方的理念是神聖與世

俗二元對立的，它在人間是一種對立的狀態。而在中國文化中，我們是希望

人人成佛，所以在中國文化中是一種人聖性的問題，不是神聖性的問題。

我們人生在何處成就？是在生活化的語境之中成就。離開了生活，哪裡

來的人生呢？所以我們不能再用西方的理念來詮釋中國的宗教，特別是佛教。

我也就今天這些感慨吧，有不對的地方請大家多多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