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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人間佛教座談會期間，學

者們談論最多的，是星雲大師剛剛出

版的新著《人間佛教佛陀本懷》。再

讀大師這部書，又有一些感想。關於

佛教尤其是中國佛教今後發展方向問

題，我們更加有了清晰的輪廓，那就

是這裡歸納為一個階段性的結論：那

就是以原始佛教為基礎，以大乘佛教

為指導，以中華文化為歸宿，以人間

佛教為導向。

一、以原始佛教為基礎

原始佛教主要是指釋迦牟尼佛

在世到佛入滅之後的一、二百多年中

的佛教，尤其是沒有產生部派分裂之

前和合一味的佛教。原始佛教的經典

主要是阿含經。北傳阿含經主要有：

《長阿含經》、《中阿含經》、《雜

阿含經》和《增一阿含經》，現代學

者認為它們並不屬於同一部派的傳

承。南傳原始佛教經典，則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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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中部》、《相應部》、《增支部》、《小部》。其

中《雜阿含經》與南傳《相應部》經典存在對應關係，所以

所謂的「雜」，應該理解為是「相應」的意思，即指經典的

主題分類。學習《雜阿含經》或者南傳的《相應部經典》，

類似於儒家的《論語》對學習孔子思想言行的意義。阿含類

經典表達了原始佛教的根本意義。尤其是以四部阿含中的

《雜阿含經》作為主軸來學習佛法，更是為了從原始佛教進

入，讓大家直接與最親近佛陀的經典打交道，用原始佛教的

學習打好佛教思想的基礎。

二、以大乘佛教為指導

中國主流的佛教是大乘佛教。佛陀入滅五百年後，大乘

佛教經典紛紛結集問世，兩漢之際佛教傳入中國，其中大乘

佛教的宗派和思想成為中國的主流佛教思想。大乘佛教有一

部重要論書《大乘莊嚴經論》，講大乘有七大義，系統解釋

了大乘之為「大」的深刻意涵。佛陀在世的印度文化是婆羅

門教神道文化，同一時期的中國，這方面的思想因為絕地天

通的重大文化事件，神道的思想相對淡薄、人文思想較為興

盛。釋迦牟尼不會超越他所在的時代和文化宣講佛法，一定

是以那時那地的文化歷史的現實影響講解佛法，這是佛陀的

善巧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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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後期的大乘佛教因為時空變換、文化文明也發

生了轉變，所以試圖通過研究佛法尋求超越時空和文化文明

的佛法深意，澄清佛陀真實所要說的意思，探討針對所有的

文化和時代可以宣講的佛法。大乘思考的方向是突破時間空

間、文化文明的限制，探求的就是佛陀的本懷。星雲大師

《人間佛教佛陀本懷》也是這樣發心的大乘佛教理論、實踐

的現代再總結。簡而言之，大乘佛教思想有其深度義蘊，有

其重要傳統，所以說今日我們學習佛法，應該以大乘思想義

理作為指導。

三、以中華文化為歸宿

伴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國家和社會都很關注中華傳統

文化的復興。佛教裡面的大乘佛教早已融入中華文化，我們

也可以說，沒有中華文化，大乘佛教就有可能中斷和消亡。

中華文化對大乘佛教最大的貢獻主要有兩點：

第一點是價值觀

在印度傳統的宇宙觀系統中，印度婆羅門教的神靈系統

是主流的文化認同基礎，佛教經典中表述的很多神道思想，

本是婆羅門教文化傳統所賦予的。但是，中國文化本身是重

人文薄神文，是「未知生，焉知死」的重生的文化。中國的

佛教文化接受了中國文化重人文而薄神文的傳統。這方面佛



二○

一
八
．
人
間
佛
教
高
峰
論
壇

9

教以人道為基礎討論佛法是中國文化對佛教詮釋的巨大貢

獻。《六祖壇經》和印度佛教經典的區別也在此顯得非常突

出。

第二點是人類倫理觀

中國文化更加重視平等價值。印度婆羅門教高度成熟，

社會倫理思想上有種姓等級的嚴格區分。大梵天用嘴表達語

言，產生了婆羅門，梵天通過胳膊產生了剎帝利，從腿產生

了吠舍，從腳產生了首陀羅。所以人類種姓等級的劃分出自

先天性的神意。中華文化沒有這種天生的等級制度，「王侯

將相寧有種乎？」統治者的合法性向來都以德性或者才能

獲得賦予，這是千百年來漢文化強調人的自身努力來成就自

身、改變命運的寶貴思想傳統。中華文化確定沒有天生等級

的圖式。隋唐的科舉制貫徹長達一千年，貫徹孔夫子思想，

學而優則仕。強調德性的訓練，智慧的學習，這與佛陀對待

眾生的態度與期許，可謂是高度的一致。

再如《易經》「一陰一陽之謂道」的思想，一陰一陽就

是對生活經驗的抽象，陰陽平衡提供了基於哲學的男女平等

理解。這些中華文化歷久彌新的價值，人文、平等的理念，

與佛陀重視人類解脫和自由的追求結合到了一起，或者說，

佛陀對人類的解脫、自由的思想被中華文化發現了，這是我

們學習佛教、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重要的思想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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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人間佛教為導向

人間佛教不是哪個個人的佛教，是十九世紀以來佛教主

要的發展方向。人類進入現代化之後，從文化到社會，與傳

統農耕文明有很大的區分，佛教信仰如果不能與時俱進，就

會徹底成為一個小眾的信仰，就不能成為主流社會的信仰，

也就不能為現當代人類文明的建構做出應有的貢獻。適應現

代社會、後現代社會，是佛教面臨的變化和挑戰。現代佛

教文化更加要重視現實人生的價值，更加重視社會淨化的價

值，而這些基本的價值方向其實是佛陀的核心關懷，也是現

代人間佛教所談論的重點。所以人間佛教價值是現代中國佛

教的共識，也是當今海峽兩岸佛教的共識。

在推動這一共識的形成過程中，太虛大師、印順長老、

趙樸初先生、星雲大師等百年以來的高僧大德、廣大佛教信

徒，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星雲大師所推動的人間佛教理

論、實踐，尤其更是具有典範意義，可圈可點。所以我們現

在學習佛法，不應該再在黑暗中摸索，而應該堅持和發展百

年以來的重要的新傳統—以人間佛教作為現代佛教的主流

方向。

所以人間佛教在路上！人間佛教不可不謂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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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是我們的天堂淨土，

智慧是我們的天堂淨土，

勤勞是我們的天堂淨土，

忍耐是我們的天堂淨土，

我們要發心建設人間天堂，

成就人間淨土。

—人間佛教語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