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利安
西北大學玄奘研究院院長兼教授

歷
史學博士。現任西北大學玄奘研

究院院長暨佛教研究所所長，宗

教文化專業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

究領域為宗教學，特別是佛教歷史與思想

的研究和教學工作。學術研究成果豐碩，

曾在《哲學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等

雜誌上發表論文150多篇，共計約100多萬

字；出版學術著作《觀音信仰的淵源與傳

播》、《古代印度觀音信仰研究》、《世

親大師傳》、《真諦大師傳》……等十多

部，共計200餘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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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教信仰是一種生命解釋體系

佛教是一種文化，其內核是一種信仰。作為文化，佛

教有其哲學觀念、文學藝術、禮儀習俗等方面的豐富內容。

作為一種信仰，而且不是一般的哲學信仰、政治信仰或科學

信仰，而是一種宗教信仰，佛教有其獨特情感依託與精神訴

求，形成一種具有神聖意義的信仰體系。

近年來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佛教的信仰到底是什

麼？或者這種信仰到底由哪些方面組成？這些不同的方面之

間到底是什麼關係，貌似紛雜的信仰是否能夠形成一個完整

的體系？除了佛教信仰，其他宗教的信仰是否也可以從這些

角度來審視？目前思考的一個基本認識是，所有宗教信仰，

其實都有一個大致相同的內在體系，以佛教為例分析這種信

仰體系，可以用「1+5」這一公式來分析。

所謂「1」，就是所有的宗教信仰，首先體現在看待人

的生命時，都承認肉體生命背後還有一種靈性生命或靈性生

命元素，儘管名稱不一，但都屬於一種不同於物質性的精神

性元素，具有超越理性、超越有形、超越時空的特徵，呈現

出形上性、神祕性，但同時又被認為具有原本性或至高性或

終極性。佛教認為，這種生命才是真性生命，貫通前世與來

世，並支撐生命的軌跡和最終的成就。

正是由於靈性生命的存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其他所有

訴求才能得以實現，宗教對宇宙、對世界、對人類、對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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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釋才得以成立，而且使這種解釋和解決超越了科學等世

俗學說的界限與無奈，顯示出超理性之後的神聖魅力，給人

類帶來新的希望。這種有關靈性生命的信仰構建了一個肉體

與靈魂的關係，屬於物質與精神這一基本問題的曲折表現。

這是宗教全部信仰的基礎，儘管並非宗教信仰的全部價值所

在。這個基本前提完成之後，宗教一般還會有五個方面的信

仰訴求：

第一個方面的信仰，就是相信生命可以延續到永恆的未

來，在佛教裡表現為彌勒未來成佛、共建人間淨土的信仰。

按佛經所說的時間來算，這個非常遙遠的時代要在幾十億年

以後。與大同社會或共產主義信仰不同，這是每一個生命個

體都可以到達的一個時代，這是對未來的信仰。這種信仰的

基礎就是相信來世。而生命的來世是無數的，所以必將通向

永恆的未來，抵達所希望的未來境界。這種信仰建構了今世

與來世、短暫與永恆的關係，時間的恆久延伸與生命品質的

至高實現，共同彰顯了一種終極的意義。

第二個信仰，就是相信生命在空間上會有一個彼岸的拓

展，在佛教裡主要表現為對西方極樂世界的信仰。生命的彼

岸拓展是靈性生命的空間延伸，所以，儘管西方淨土在遙遠

的十萬億個世界之外，但對靈性生命來說，也可瞬間到達。

靈性生命到達彼岸世界後，能夠以更高級的生命形態存在。

這種信仰建構了此岸與彼岸的關係，既體現了人類對空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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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性與無限性的探討，也屬於對人與自然關係的全新建構，

宇宙的無限可能性都在與人的關係中得到詩意的拓展。

第三個信仰，相信生命在現實的存在當中，有超越理

性、超越人間的力量支撐。這是一種靈性的力量，內在的靈

性生命可以與這種靈性的力量發生共鳴。佛教裡提倡人在危

難的時候呼喚觀音菩薩，在至誠當中，在一念當中，在絕對

的清淨與專心當中，即可產生一種特別的感應，從而實現與

這種外在力量的對接。這種對接一旦實現，就會激發你內在

的生命潛力，可以讓你更加無畏、勇敢、堅強、有力地面對

和克服現實的困難，從而活出一種生命氣象來，活出一種生

活狀態來。這是一種生命依賴的信仰，既是生命孤獨與脆弱

的體現，也是生命頑強不屈與充滿希望的呼喚。從被動的保

佑到主動的力量激發，從外在的依賴到內在的挺立，真正的

信仰者總是在信仰、理性、精神等多重生命體驗中實踐這種

信仰。在這種信仰中，理性的力量與超理性的力量，以及與

此相關的自力與他力、世俗與神聖等關係都得以建立起來，

形成一種相當複雜的信仰現象。

第四，從生命發展軌跡的角度來看，佛教認為生命個

體中有一種潛在的、能夠貫通生命前後的元素，佛教裡稱之

為「業力」，並以此來說明生命前後的演進軌跡，包括今世

生命和來世生命之間的內在連結。正是依賴這種連結，在業

力的作用下，生命存在和發展得以支撐和引領，命運的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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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變遷也得以有跡可循。由此出現了因果的信仰和輪迴的信

仰，並導致了現實人間的行善積福信仰。中國歷史上具有廣

泛影響力的勸善法門的流行，其背後代表的是對生命運行軌

跡的觀察。這種信仰不但包含著因與果、善與惡的關係，而

且包含著生命運行規律與倫理道德之間多重複雜關係，突破

了理性觀察下決定命運變遷之因素的局限性，為不確定的人

生樹立了確定性的規律，也為無數現實的哀嘆帶來溫情的撫

慰。

第五種信仰是生命品質的終極境界信仰。正是因為有

靈性生命的存在，如佛教所認為的，有本覺、有如來藏，有

真如、有佛性，所以才有成佛的可能性。成佛是對生命的變

革、對生命品格的全方位提升，是整個生命超凡入聖狀態的

實現。這種信仰和對生命的整體認識直接相關，是對生命本

體性的一種建構，由此才使生命具有革命性變革的可能。這

也就是中國佛教所說的「明心見性，見性成佛」，它為生命

境界的提升提供了無限可能的空間。這種信仰不但包含著凡

與聖的關係，而且包含著性與相、空與有、染與淨等多種圓

融一體的關係。

這五個方面的信仰也就是佛教最核心的信仰內容。這些

信仰全是用來解釋生命的，涉及生命的時間、生命的空間、

生命的依賴、生命的軌跡和生命的境界，而基礎性信仰則是

對生命構成的解讀，由靈性生命這一前提性信仰支撐了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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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種有關生命的信仰。這種生命的解讀都是為了解決生命的

苦難，而這種生命奧祕的解讀和生命苦難的解決，其實剛好

應對了科學理性等世俗學問和世俗方式之不足。因為理性方

式對人類問題的解釋和解決總是相對的、有限的，而人類面

臨問題時的訴求卻是絕對的、無限的。這種無限和有限的矛

盾、絕對與相對的衝突，必然會引領人們向宗教領域發展，

以致在宗教信仰中有了靈性生命的建構，以及靈性建構之後

的五種信仰類型的形成。

二、佛教信仰的人間性支撐

佛教信仰儘管是一種宗教性信仰，具有超理性的特徵，

但佛教立足現實人生，面對問題，並試圖解釋和解決現實問

題，從思惟的起點和終點來看，都是依靠人間性支撐起來

的，而貫穿於這些信仰之中的諸多元素，也以各自不同的方

式或不同的程度體現著不同的人間性。總體上看，主要有以

下幾個方面：

1.信仰宗旨的人間性
佛教信仰的根本宗旨是解脫生死，所以，佛教信仰的前

提就是面對現實的生命，而不是虛無縹緲的其他生命，佛教

信仰的基本框架就是生命的離苦得樂。這種旨趣是有人間情

懷的，是很理性的，正因為如此，很多人認為佛教是一種生

命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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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神靈品德的人間性
神靈一詞是借用宗教學的普遍概念，指代作為佛教信

仰對象的諸佛菩薩。這些信仰對象不僅僅是擁有超人間的力

量，且具有保佑的功能。他們同時必然在智慧、福德、慈悲

等人間性因素方面達到很高的境界，從而主要是一種智慧的

境界、功德的化身、慈悲的模範，具有強烈的思想引領、精

神淨化、道德宣導、力量激發等人間性功能。 

3.神人關係的人間性
擁有超人間力量的聖者，也就是諸佛菩薩，都是由人修

成，並向所有人開放，任何人都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達到諸

佛菩薩的境界，所以，在佛教的信仰中，信仰者與信仰對象

之間並沒有不可踰越的紅線。而且，因為諸佛菩薩與人的連

繫，而使其具有無上的價值，離開了人，諸佛菩薩就成為無

源之水、無本之木和無用之才，佛菩薩的全部價值信仰體系

也就會瓦解。所以，佛菩薩天然具有與人的親近性和功能發

揮的人間性。

4.內在超越的人間性
諸佛菩薩的智慧與解脫境界信仰，一直是中國大乘佛教

的理論核心。這種建立在般若理論基礎上的信仰，以人心為

關注對象，以靈性體悟為方式，以心靈的全面變革為追求的

境界，既是成佛解脫的最高目標，也是在現實生活層面實現

人類精神昇華、社會淨化的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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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外在超越的人間性
諸佛菩薩的超人間境界，如十方淨土等，是人類對宇宙

奧祕的一種探索，符合人類探索未知世界的天性，所以既是

佛陀對宇宙真相的揭示，也是人類智慧發展進步的結果，並

在與人間的呼應中納入到人間的統一關係之中。從科學的基

本胸懷和發展的前景來看，宇宙中存在比人更高級的生命是

可能的，這些生命存在的空間當然也是可能存在的。所以，

佛教彼岸信仰並不與科學絕對衝突。 

6.力量運用的人間性
諸佛菩薩所具有的超人間力量與人間直接貫通，一方面

在與人間的呼應中存在，另一方面也只有在人的專一至誠的

靈性激發中才能發揮作用，並最終為現世人間服務。離開了

現實人間的努力與相應，任何外在的力量都不可能發揮作用。 

7.學理建構的人間性
諸佛菩薩信仰的背後均有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從而形

成一種擁有雄厚理論支撐的神聖信仰，這便與民間宗教、民

間信仰乃至其他一些宗教的神靈信仰有了很大的區別。這種

蘊含著哲學思想和人類情感的信仰，以其理論建構的人間性

而傳遞著人間的資訊。 

8.神聖元素的人間性
佛教信仰對象可以劃分為超人間力量擁有者和超人間境

界兩大類。狹義的佛教信仰主要指信仰超人間力量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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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諸佛菩薩以及羅漢天王等，其中最重要也最統一的信仰對

象是本師釋迦牟尼佛。從釋迦佛信仰來看，這種信仰的神聖

性元素既是多樣存在的，也是現實人間的。其多樣性體現在

佛陀的舍利、聖地、足跡、遺物、法輪、蓮花、佛像、經

典、佛法等很多方面。從人間性來看，這些神聖性元素都是

人間具體存在的，並非不可言傳、不可親近的虛幻對象。

三、星雲大師佛教信仰的特徵

星雲大師終生宣導人間佛教，並在理論和實踐方面同時

進行了完整的建構，為佛教的發展開啟了光明的前景。星雲

大師的佛教信仰就是人間佛教的信仰。人間佛教來自傳統佛

教，必然繼承了佛教的根本信仰，並在與現代文化和現代社

會的對接中，超越傳統佛教信仰的偏狹與保守，體現出鮮活

的人間性。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展開分析：

1.信仰的繼承性
星雲大師的佛教信仰尊重並繼承了傳統的佛教信仰，體

現在對各個佛菩薩都有信仰，都有弘揚，都有解釋。而在實

踐體系的建構中，無論在法事儀軌，還是寺院建設，都有諸

佛菩薩的多樣支撐與多采呈現。 

2.信仰的完整性
星雲大師改變了明清以來狹隘化、功利化、自私化、偏

執化的佛教信仰，回歸原本飽滿、完整、統一、有機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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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體系。所以，星雲大師不是消減佛教信仰，而只是消減

明清以來變味的佛教信仰。

3.信仰的可解性
星雲大師根據新時代新文化新發展的需要，對傳統佛教

信仰進行新的闡釋，尤其是對一些神祕的超理性概念的理性

化、生活化解讀，既維護了佛教信仰的本懷，也促進了信仰

功能的人間化轉型。 

4.信仰的統合性
星雲大師以釋迦牟尼佛為核心，建構諸佛菩薩的神聖體

系，在簡化中實現統攝性把握。這既體現了對歷史上一個真

實人物的高度認可，從而具有理性的精神，也與世界三個佛

教體系實現了最高度的統一，具有統攝世界佛教的氣魄。加

之這種本師信仰的強化，是在人間性的大力彰顯過程中進行

的，所以有利於引領世界佛教的向前發展。 

5.信仰的精神性
星雲大師將對佛菩薩的外在禮拜轉變為內在的信仰，將

外在的力量信仰轉變為內在的精神感召，從而在智慧與功德

方面實現佛菩薩對人間的激發。 

6.信仰的生活性
星雲大師根據豐富多采的現實生活需求，創立了大量生

動活潑的諸佛菩薩信仰儀軌，促成了各種新型法事的誕生，

激發出各種與現實生活直接接軌的信仰內涵。尤其是各種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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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現實生活的祈願文和各種佛菩薩節日的新型儀軌，促進

了佛菩薩信仰走出寺院、走出傳統法事、走出經本，走進社

會、走進生活，極大地發揮了佛菩薩在佛教文化中的感召力

與帶動力。

7.信仰的愉悅性
本著「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這一基本

原則，以及「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

的宗旨，星雲大師將明清以來形成的那種森嚴的、神聖的，

甚至是神祕的佛菩薩信仰，變成一種輕鬆的、愉悅的、通俗

的、生活的信仰，實現了佛教神聖性的轉型。 

8.信仰的本體性
星雲大師以「我是佛」的氣魄，當下與佛直接合一，自

然也與所有菩薩合一。實現了凡聖的會通，直入普賢境界，

窮盡法界，再臨當下，圓融一切，成就一切，實現了佛菩薩

信仰的最終境界。 

9.信仰的層次性與次第性
星雲大師在不同年齡階段呈現出不同的信仰訴求，從自

我功利性到利益有緣人，再到利益整個眾生，一直到最後負

擔天下眾生的大慈大悲菩薩情懷，實現了與信仰對象完全相

同的境界。與此同時，大師也教導一般信眾信仰佛菩薩，應

該從拜佛求佛，到學佛行佛，一直到最終的成佛，也呈現出

信仰的層次性與次第進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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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信仰的包容性與互鑑性
星雲大師認為一個人可以有兩種信仰，從而為那些已

經皈依其他宗教的人進入佛門學習大開方便之門，體現了大

師的寬闊胸懷和對佛教的足夠自信。與此同時，大師倡導神

明聯誼，友好而寬容地接納其他神明，在友好的聯誼中，實

現不同信仰之間的對話合作，促進了不同信仰之間的互鑑交

流。這對引導民間信仰和民間宗教汲取佛教營養、形成佛教

文化的豐厚土壤等，均具有重要意義。

總而言之，佛教信仰是一種解釋生命奧祕、解決生命痛

苦的文化體系，在超越科學理性的同時，又在起點和終點以

及修行的過程中體現了強烈的人間性，從而使佛教信仰區別

於其他宗教，尤其是區別於亞伯拉罕系統的宗教，成為一種

文化性更強的宗教，甚至可以說，從主體上講，佛教更像一

種有關生命的哲學，是一種理性色彩極強的文化現象。

星雲大師在繼承傳統佛教的基礎上，既保持了傳統的

核心信仰，又堅持佛教本有的文化特性，在與現代社會和現

代文化的對接中，將佛教信仰也帶進一個全新的境界，顯示

了一些不同於傳統的特徵。星雲大師佛教信仰的這些特徵與

其文化建構結合在一起，充分說明大師佛教信仰的清朗、厚

重、堅定和積極向上，代表著佛教信仰在現代社會的發展方

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