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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人間佛教視域下的佛法再思考與
再詮釋─星雲大師《佛法真義》讀後

唐忠毛

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

前言

《佛法真義》是星雲大師在出家 80 年歲月之際，立足於佛陀的

本懷，探求佛法的真精神，以糾正長期以來人們對佛法的種種誤解、

曲解與偏見而作出的契理契機的再思考與再詮釋。《佛法真義》3

冊共收集了星雲大師 307 篇開示主題，涉及內容非常廣泛，涵蓋佛

教義理、佛學思想、佛教常識、佛門行事，以及大師對當代日常生

活中種種問題與困惑的佛法洞見。這些開示都是大師平時的所思所

感，可以說既是來自大師遙契佛陀本懷的本心流露，也是大師將佛

陀教法融入到當下現實生活中的深刻理解、領會與詮釋。因此每一

篇讀來都讓人覺得新意別出，耳目一新，眼前一亮。

從詮釋學的角度來看，釋迦牟尼佛涅槃之後，佛法在本質上就

進入到一個詮釋發展的階段，這就如同儒學一樣，在孔子之後就進

入到儒學的詮釋發展階段。人們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生存境遇中，

都會以其身處的特殊背景與問題來領會、詮解久遠時代的佛陀教法，

在此意義上，也可以說所有的佛法詮釋都有一個時代性的問題。那

麼，在星雲大師《佛法真義》這麼一部重要的開示集中，大師對於

佛法的詮解，究竟是在什麼樣的時代背景與思想視域下展開的？又

是依照什麼原則對佛法的真精神進行再思考與價值重估呢？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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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些問題的把握，也是我們閱讀、理解大師《佛法真義》的重

要契入點。為此，我想談一點關於《佛法真義》的讀後感。

一、糾正傳統佛教的錯誤認知，恢復佛法的真精神

首先，關於結集《佛法真義》一書的出發點，或者說初衷，大

師在該書的自序中已有交代，他說：「在中國的佛教裡，只有歷代

的禪師們還有一些正見、還有一些佛法，其他像三論宗等真正佛法

的『緣起中道』，反而少人去研究、宣說了。所謂『正道不昌，邪

教橫行』，所以不得不用這本小書，來提供大家作一點另類思考。」1

同時，大師還虛心地說：「《佛法真義》中有些或者說得不完全，

只有慚愧、懺悔，惟願契合佛心，希望大家對佛法的真義要重新估

定價值。」2 這也是大師自己闡發的對這本書的願望。可見，大師結

集《佛法真義》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要有意識地糾正長期以來人

們對傳統佛教的種種不正確的認知與理解，從而恢復佛法的真精神，

讓佛法的智慧光芒真正能夠照進我們當下的現實生活之中，真正發

揮佛法關照人間、增進人類幸福的本懷與本來面目。

大師所謂的要對佛法做一些「另類的思考」，某種意義上就是

要作出不同於傳統認知的再思考。正因如此，每每讀罷《佛法真義》

中的開示，我們總會從心裡感嘆：哦，原來真正的佛法是這樣的！

這種感受的潛台詞就是：這和我們以前理解的佛法是不太一樣的啊！

這和我以前看到的、感知到的佛教也是不太一樣啊！這就是大師「再

思考」的價值所在、魅力所在，因為這種再思考與價值重估，在一

定意義上糾正了我們之前對佛法或多或少的錯誤認知與偏見。

1. 星雲大師：〈自序〉，《佛法真義 1》，高雄：佛光文化，2018 年 9 月，頁 30。

2. 同註 1。

當代人間佛教視域下的佛法再思考與再詮釋

―星雲大師《佛法真義》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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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彰顯佛法的「人間性」關懷

自明清以來，傳統佛教由於過於強調出世、過於注重死後的

世界，而對活生生的人間缺少足夠的關照，因此失去了佛教本應

具足的「人間性」本懷，同時也導致佛法和人們的現實生活相脫

節。正因如此，傳統佛教往往給人的一般印象與觀感是：比較厭

離此世，比較消極地看待人間現實生活與人們生活中的訴求，因

而呈現出一種了無生氣的氛圍，民國佛教甚至像太虛大師所說幾

乎成了「死人的佛教」。由於長期以來我們對佛教的這種消極感

知與印象極為深刻，甚至以為理所當然，所以近現代以來，佛教

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糾正中國傳統佛教太過強調出世與死後世

界的偏差。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近代由太虛大師倡導的「人間佛

教思想運動」，其一以貫之的主線就是要糾正傳統佛教過於出世

的傾向。

作為二十世紀下半葉人間佛教的偉大引領者與實踐者的星雲大

師，他對當代佛法的詮釋，當然也是一以貫之地要彰顯佛法的「人

間性」關懷，使得佛法真正照進現實人間、使得現實人生的意義變

得熠熠生輝。我們常說「佛光普照，法水長流」，但關鍵是如何使

得佛陀的光芒、佛法的甘露，能夠真實地、此時此地的光照在當下

的現實生活之中。因此，佛教不能背離「人間性」的原則，正如大

師曾經所說「不依世俗諦，不得第一義諦」，佛法太偏世俗，顯不

出其可貴；太過出世，也不容易為人接受。而世法雖不究竟，卻是

體會出世法的主要因緣，因此佛法的弘揚，首先應該落實在生活

中，能可以給人利益、讓人受用，這樣的佛教才有讓人信仰的意義

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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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中道」的立場，詮釋佛法積極陽光的面向

正是立足於「人間性」的關懷，大師對佛法的詮釋總是充滿積

極的、樂觀的、向上的正見與正能量，我想這也正是《佛法真義》

給人耳目一新的一個重要原因。大師正是感悟到過去佛教界多從消

極面詮釋佛學，世人遂以佛教為老人的宗教、死人的宗教，更有些

誤解與訛傳已久的說法。因此大師要啟發我們「另類」思考，對於

星雲大師以積極陽光的面向詮釋佛法，吸引年輕人親近佛門。圖為 2014 中華佛
光青年團在佛光山大雄寶殿前大合照。（陳弼群 / 攝）

當代人間佛教視域下的佛法再思考與再詮釋

―星雲大師《佛法真義》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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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真義，也能重新估定價值，進而引領讀者更多地從積極樂觀

中，看見佛陀「示教利喜」的本懷。

這樣的開示，也是「契理契機」地針對當代眾生的習性，宣揚

樂觀、喜悅的佛教，來增進人們的幸福，增進人們的道德、慈悲，

使我們生活得更美滿，然後再以佛法引導大家進一步充實心靈的生

活、擴大精神的世界，大師認為這才是佛陀示教利喜的真正本懷。

這樣的佛法詮釋立場與態度，事實上也就是大師一再倡導的「四

給」―即「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其中，

「給人信心」，最大的「信心」莫過於信仰的信心了。

事實上，所謂消極與積極、虛無與增上，就如同生與死一樣絕

非是對立的存在，而是彼此依存的兩面。只是我們常常只看到一面，

而遮蔽了另一面，不能覺察兩者不一不二的關係而已。比如說生與

死，本來同為人之所共具，但過於偏重死亡，就會遮蔽了生的面向，

就會陷入陰暗的虛無之中，而不能彰顯陽光的一面。再譬如，關於

佛法的「無常」義詮釋，既可以讓人因無常而敏感想到死亡的恐懼，

但卻也可因「無常」而覺察到死亡背面的積極面向。因此，星雲大

師在《佛法真義》這樣詮釋佛法的「無常」觀：

無常使生滅相續，如花開花謝、日出日落、月圓月缺，四

季冷暖的變化，白天黑夜的輪轉，這些都是無常帶給世間

不同的美景。因為無常，大自然顯得多彩多姿，人間也充

滿了奮鬥的力量。3

在此，大師所詮解的「無常」，並不是消極的、讓人覺得生無

可念的「無常」，而是能帶來美好與生機的「無常」。

3. 星雲大師：〈無常〉，《佛法真義 1》，頁 72-73。



107

再比如，大師一再強調：娑婆不是牢獄，是我們日日感恩的

美好淨土；名利不是糞土，是我們見賢思齊的增上助緣；夫妻也

不是冤家，是人生相互扶持的精神伴侶；兒女更不是討債鬼，是

我們悉心灌溉的菩提幼苗；黃金也不是毒蛇，能擁有更多的淨財，

事業就會愈做愈大，利益更多的人……諸如此類，大師在《佛法

真義》中，總是能將傳統佛教消極認知相反的積極面向揭示出來，

這是《佛法真義》的一大詮釋特點，同時這也是佛法「中道」的

力量―我們不僅要看到事相陰性的一面，更要看到事相的陽光

的一面。

四、倡導勇於「當下承擔」的行動精神

在《佛法真義》中，除了積極、向上的詮釋特點外，大師還著

力詮釋、倡導出一種勇於「當下承擔」的行動精神。大師在《佛法

真義》之〈行佛〉篇中詮釋說：

過去一般佛教徒都說「我信佛」，若問他「佛是什麼」？

他卻說不出來。有些人遇到苦難時，就說「我求佛」、「我

拜佛」；有的人平時覺得，自己的有些行為需要規範，所

以要「我念佛」、「我學佛」，用以克制妄念、行為。但

比起拜佛、求佛、信佛更上一層的，那就是「行佛」。行

佛，就是依照佛陀的教法去實踐奉行，在日常的行住坐臥

中，任何時候都能自動自發，覺照現前所行是否清淨，並

藉由佛心把自己本具的寶藏開發出來。4

4. 星雲大師：〈行佛〉，《佛法真義 2》，頁 40-41。

當代人間佛教視域下的佛法再思考與再詮釋

―星雲大師《佛法真義》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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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不僅詮釋倡導「行佛」，

進而還倡導我們要敢於宣稱「我

是佛」，要敢於大膽地體認與擔

當。大師在〈我是佛〉篇中說：

「『我是佛』這句話不是傲慢的

話，也不是夜郎自大的話，這是

佛陀開示的言教。佛陀成道時說

『人人都有佛性』，這句話是要

我 們 直 下 承 擔， 要 肯 定 自 我，

要我們相信自己也有成佛的性

能……」。我們不僅要「念佛」

「拜佛」，更要「行佛」，要有「我

是佛」的大膽「作佛」的勇於擔

當的精神。這一大膽的詮釋方式，

看似超出傳統的認知，但細想起

來確與佛陀精神本懷深相契合。

記得有一次在佛光祖庭大覺寺，大師在講解《阿彌陀經》時，

也帶領聽眾喊「我是佛」。當時我心裡事實上是很矛盾的。我心裡想：

我這個樣子，怎麼可能是佛呢？因為沒有自信嘛！我身邊的一位教

授也有些疑惑，他拉著我的衣服小聲問：「大師這樣的說法對嗎？」

可是接著大師又說：既然你都是佛了，那你在家裡還會罵人嗎？既

然你都是佛了，那你還會抽菸、喝酒嗎？講到這裡，我恍然明白：

其實大師讓我們心裡宣稱「我是佛」，這不僅是將佛作為一種目標

與仰望的榜樣，更要將「行佛」作為我們日常生活中行事的實踐指

引與自我警策的力量之源。

南陽慧忠國師呼喊侍者「佛」，要侍
者直下承擔自己是佛。佛陀紀念館「禪
畫禪話」―慧忠示侍者。

（高爾泰、蒲小雨 / 繪）



109

五、重建現代人的精神信仰

《佛法真義》不僅為我們是提供了一種顛覆傳統佛教認知的啟

發，同時它也與時俱進地融入了現代文明的核心價值觀，如人性化

原則、公平原則、平等原則、同體共生、寬容的原則等等。能夠將

佛法的基本精神與現代文明的核心價值觀結合起來，有當代關懷地

詮釋佛教，這也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寶貴之處。在《佛法真義》

中，大師論及「平等的重要性」、「男女平等」，以及「地球人」、

「同體共生」、「人的價值」等等開示，均顯示了大師將佛法思想

與現代文明的核心價值觀融合起來的深刻見解。

「人間性」不僅體現為大師對佛陀教化的人間性、佛法關照

的人間性的深刻把握，也深刻體現為大師對當代眾生深深的愛護

與慈悲，以及對當代眾生困苦與迷惑的敏銳把握。《佛法真義》

中的佛法詮釋，不僅是要回歸佛法教化的精神本懷，更要回到現

實之中療救眾生的疾苦。因此，《佛法真義》中的每一篇開示都

充滿了智慧與慈悲的雙重魅力，既讓人耳目一新，也讓人受用無

窮。我們今天的時代，從人類歷史的長河來看，確實是有其自身

的特點：它既有屬這個時代的幸福，也有面臨這個時代的困苦與

迷茫。

我們常常說，現代人物質與科技發達，但精神世界則沒有相應

的充實與飽滿；與此同時，由於現代人生活的高節奏與激烈競爭，

現代人生活的自然節奏被打破，現代人的欲望與自我常常迷失，這

就導致了一系列的心理與精神的疾苦。因此，現代人需要生活的智

慧。智慧的獲得一方面可以從現代的知識中獲取，但來自傳統智慧

的傳承也是必須的。

當代人間佛教視域下的佛法再思考與再詮釋

―星雲大師《佛法真義》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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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實上，今天我們回溯傳統尋求智慧的渠道在當代並不暢

通。過去，這些智慧的傳承都是通過代際「交往經驗」來獲得，

或者師徒相傳，但現在這些傳播方式常常被隔斷，我們面對的是

海量的垃圾信息、被動地接受海量的互聯網垃圾信息。在此背景

下，我更加覺得現代人從佛教智慧中汲取營養，對治現代人精神

的重要性。

佛教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作為中國傳統智慧的重要來

源，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有助於現代人自我欲望的警醒，以及重建

現代人的精神信仰、樹立正確的身心健康觀、對治現代人「擁占式」

的自我觀念―也是哲學上所說的對於建構人與世界、人與人、人

與自我的和諧關係，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

佛教在不同時代的詮釋基本上都會打上那個時代的烙印與語

境，都要契合那個時代眾生的問題與疾苦，因此我們需要尋求具有

權威性的時代性詮釋。星雲大師的《佛法真義》就是一個重要的詮

釋文本，大師的詮釋對於眾生與信眾重新生起對佛法的正確理解與

信仰的信心非常重要，因為它不僅消除了人們長期以來對佛教某些

根深柢固的偏見與謬見，也能夠引導人們將佛法融入到自己的日常

生活之中。

結語

星雲大師《佛法真義》對佛法的當代詮釋，可以說代表了當代

佛教理解的一個新高度，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糾偏力作，它在一定意

義上具有權威的價值，是現代人理解佛法的一個可靠的文本來源。

從《佛法真義》的言說方式來看，大師發揚了一以貫之的刪繁就簡、

深入淺出的語言風格。大師對佛法的詮釋都是簡潔明了、通俗易懂，



111

因此非常適合廣泛的閱讀，既可以放在床頭案邊，也可以放在圖書

館、賓館等一些公共閱讀場所。

佛教經典「三藏十二部」，浩如煙海，但今天真正能進入一般

民眾日常閱讀視野，並激發民眾閱讀興趣的還真不多。我們出國往

往都會在賓館宿舍裡看到提供閱讀的《聖經》與其他宗教讀本，但

卻沒有佛教讀本，我覺得三卷本的《佛法真義》就很適合這樣的公

共閱讀方式。從《佛法真義》的詮釋內容、理解方式、言說方式等

方面來看，《佛法真義》一定能夠深入一般大眾的信仰生活，成為

廣大信眾日常生活的重要智慧來源。

佛光山南台別院 2014「佛法真義」佛學講座，星雲大師廣開法筵，為現場 1200
位信眾演說佛法真實義。（薛惠方 /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