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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的會議報告主要講百年來人間佛教代表人物的思想共性，正因為這

些思想共性，才是人間佛教發展的動力。人間佛教的思想實踐發展已經有百

年歷史，目前發展的勢頭更為強勁，對於人間佛教的思想和實踐的研究也有

半個多世紀。在我看來，人間佛教興起的一百年，是中華民族經歷歷史巨變

的一百年，是中國人經歷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百年，也是中華

民族經歷農耕社會、工業社會，再到資訊社會的一百年，所以佛教走過不同

尋常的發展道路，重要性可以從很多方面體現出來。

人間佛教對於有中國特色的現代佛教的重要性在哪裡呢？它就在於，如

果沒有人間佛教，中國特色的現代佛教就沒有了指導思想，沒有了靈魂，就

沒有了前進的方向，中國特色的佛教也就不可能發展成為完全意義上的世界

佛教，這就是人間佛教的重要性。在二十年前研究佛教的時候，還沒看到它

這樣的價值、這樣蓬勃的生命力和燦爛的前程，現在隨著發展就愈來愈看得

清楚了。那麼我們要總結百年來人間佛教代表人物的思想共性，百年來人間

佛教的代表人物是誰呢？

在這一百年來，宣導人間佛教、提出人間佛教新思想，以及進行了卓有

成效實踐的人應該還是很多的。即便在印順法師總結的時候，都列舉很多最

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們功績最卓著，而最有代表性的人間佛教提倡者和弘揚

者，應該以太虛大師、印順法師、趙樸初先生、星雲大師這四位為代表，非

這四位莫屬。因為我們可以說，太虛大師和印順法師是人間佛教的奠基者，

趙樸初先生和星雲大師是人間佛教到現在為止的發揚光大者，人間佛教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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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到今天這樣的形式，是與他們息息相關的。這四位雖然在不同的時期、

在不同的地區活動，工作也有所不同，對人間佛教思想的表述也並不完全一

樣，但是在他們的人間佛教思想中有著鮮明的共性。正是因為有作為中華文

化有機組成部分的共性，才使得人間佛教思想成為跨越時代、地區、宗派的

潮流，成為人間佛教走向世界的動力；也正是有了這樣的共性，使得教界、

學界、政界在討論人間佛教的時候有了共識，有了共同的話語，這跟他們思

想的共性是分不開的。

人間佛教最有影響的代表人物，都是力求在把握佛教的時代主題基礎上

醞釀其思想，都是在開發深度精神本質的基礎上提煉其核心內容，都是在結

合社會的發展中充實和完善其理論，這是他們確立人間佛教重要思想理念、

重要實踐原則的基礎。人間佛教一開始興起，到現在星雲大師的發揚光大，

在這四位代表的身上有以下四點共性的東西。

第一個共性，他們都始終強調佛教適應社會的重要性，強調佛教要與時

俱進，這一點無論是太虛大師，還是印順法師、趙樸初先生和星雲大師，四

位都很強調這一點。那麼他們強調的適應社會是什麼呢？

首先，是要適應它、化導它，以佛教濟世，讓佛教在社會中發揮它的積

極作用，此為第一個要點。

第二、他們講的佛教要適應社會，佛教必須要進行變革，任何要把佛教

變成一成不變東西的想法，把它作為放之四海而皆準、推之百代而可行的想

法，都是不對的，都是有悖於佛法的，即便是佛陀的說法利世，也是在適應

社會中進行的。

第三、佛教適應社會，就是要剔除不適應現代社會的東西，要捨棄一些

方便。這一點從太虛大師宣導人生佛教、人間佛教的時候就開始了。趙樸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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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從 1981 年開始，明確提出要發揚人間佛教的優越性，堅持以人間佛教思

想淨化人間，建設人間淨土，適應社會首先是淨化社會，服務於社會，然後

實現自身的淨化。在這個過程中，大陸從 1983 年開始，就明確把人間佛教的

思想作為中國佛教協會的指導思想。人間佛教成為整個佛教的指導思想，它

是整個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包括漢傳和藏傳佛教合到一起的指導思想。星雲

大師在適應社會、與時俱進方面有更多的論述。綜合四位領袖人物在佛教適

應社會上的強調，本質內容就是強調佛教要走中國化的道路，走現代化的道

路，走淨化人間的道路，走自我淨化的道路。這四點是四位領袖都強調的。

第二個共性，這四位領袖雖然所處時代不一樣，所要解決的最重要問題

也不一樣，但他們始終強調，要從系統全面研究佛法中，開發佛教最寶貴的

精神資源，即把服務人間作為不可動搖的目標。太虛大師在宣導人生佛教的

時候說，人生佛教是以人為本的；印順法師在解釋為什麼把「人生佛教」改

成「人間佛教」的時候，也強調要從什麼地方開發佛教最寶貴的資源。他們

都認為人間佛教起源於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就是人間佛教第一位實踐修

行的榜樣，強調人間，強調五乘中的人乘，強調人間佛教的重要性，強調釋

迦牟尼佛就是這麼做的，這個思想在《阿含經》、在律藏中找，最初是太虛

大師與印順法師強調的。趙樸初先生論述人間佛教也列舉《增一阿含經》的

講法，比如「諸佛世尊皆出人間」，都是從釋迦牟尼佛在人間說法、立戒、

行事裡面來開發佛教的資源。

星雲大師說得更明確了，佛光山推動人間佛教，什麼是人間佛教呢？佛

陀出生在人間，修行在人間，成道在人間，弘法在人間，說法在人間，所以

佛教就是人間佛教。人間佛教經這麼一說，就是說它起源於佛陀的本懷。它

海納百川，海納百川是中國文化的特點，也是人間佛教的特點，星雲大師說：

「凡是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有助於增進幸福人生的教法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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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人間佛教就是追求人間的真善美，符合真善美的都可以往裡面

放。這是人間佛教鮮明的特點，也是與以前傳統的佛教不一樣的。星雲大師

說，過去的佛教給人的印象是山林的、出家人的、老人的、消極的、出世的

佛教，今後的佛教，我們要從山林走向都市，從寺廟推動到家庭，從僧侶擴

大到信眾，以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事業，這是人間佛教的精神，也是佛陀的

本懷。佛教這一百年從農耕社會到工業社會，從極短的時間走到資訊社會，

還要走到智慧化社會。智慧化時代社會的人都是不同的，佛教的變化是巨大

的，但變化再大，有一點沒變，即佛教的真善美來源於佛陀的本懷。

第三個共性，都關注佛教的全面改進、整體建設和廣泛的弘揚。讓佛教

一開始就具有整體視野、國際的視野，將中國特色的佛教、儒釋道融合在一

起的佛教推向世界，這個眼光太虛大師一開始就有，他進行的改革，就是往

外宣傳。印順法師開始推動人間佛教是在新加坡、泰國，但因為時代限制，

他們走出去的影響比較小。在注重全面改進、整體建設方面，太虛大師宣導

的三大革命，先不論實踐條件如何，但他目光高遠，胸懷廣大。從太虛大師

開始宣導人生佛教與人間佛教開始，一掃滿清以來隱遁的、山林的、重鬼重

神的佛教，成為新的氣象。他身體力行地印經、辦學校，但限於時代，影響

力有限。趙樸初先生很注意佛教的對外交流，包括與中日韓佛教的文化交流，

跟世界佛教交流，並編輯出版《中國大百科全書》，都是很有想法的。

但他們的實踐與星雲大師相比，因為時代限制，在佛教全面改進、整體

建設方面，星雲大師具體實踐項目是以前沒有的。

星雲大師認為，舉凡著書、立說、教育、文化、興辦道場、素齋談禪、

講經、環保、醫療、養老、育幼、共修、傳戒、佛學講座、念佛、共修、佛

學會考、梵唄、演唱、聽經、鄉村布教、智慧靈巧，以及緣起的因果關係、

真理、業力、善惡業道、現實成就、包容世界、自我的圓滿、真如等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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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都是人間佛教。星雲大師所列舉的人間佛教要做的事，都是空前的，以前

沒有人想過這麼多，也沒有人做過這麼多。

二千多年來，佛教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這三大宗教中起源最早，

走出亞洲時間最遲，在二千六百年時間中，90% 的時間都沒走出亞洲，十九

世紀末葉才真正走出亞洲，傳播到歐洲和北美。佛教真正走出亞洲的標誌是

什麼？佛教成立的標誌是初轉法輪，是佛法僧三寶俱全，才算有佛教，佛教

傳出去，也應該佛法僧俱全才算。亞洲之外，有佛像，有僧團，有佛法才算

有佛教，這個就是人間佛教才有的。佛光山僧團 1992 年在非洲建寺，也把佛

教傳入了南美洲，在當地讓佛教真正成為完全意義上的宗教。可以說，就是

從人間佛教的弘揚開始，佛教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宗教。

第四個共性，這四位宗教領袖在講述人間佛教、強調人間佛教思想的時

候，都強調以人為本。這是東方宗教和西方宗教的本質區別。西方的一神

教，如基督教、天主教都以神為本，認為是神造人不是人造神。而人間佛教

的繼承與發展，四位領袖人物都把以人為本的原則，把尊重人的思惟方式和

價值取向，貫徹到人間佛教理論的始終，為了人、依靠人、塑造人，成為人

間佛教的精髓，把「以人為本」作為鑑別是否為佛法的準繩，作為分析和判

別整體佛教的標準。不但是對關愛眾生的佛教固有傳統加以繼承，而且是創

造性發展，其思想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無論是太虛大師、印順法師、趙樸

初先生都強調這一點，人生佛教與人間佛教都強調，人間佛教的起步就是反

對把佛教神話、俗化，人生佛教反對把佛教鬼化。把人生改成人間，不但反

對鬼化，還要反對它的神話，就是要以人為本。以人為本有具體內容，要將

它全體進行貫徹，星雲大師說：以人為本，以家為基點，平等的、普遍性的，

如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無私的救度眾生，把佛法落實在生活中，就是人間

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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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太虛大師、印順法師、趙樸初先生、星雲大師所宣導的人間佛教

有這四點明確的共性，這共性來自於哪裡呢？來自作為活水源頭，作為滋養

它的中華文化。中華文化內容很豐富，其中以儒家文化為最主要的內容，人

間佛教的發揚光大、成長，就是因為有中華文化的沃土，也正因為有來源於

中華文化的源頭活水的共性，人間佛教思潮才有旺盛的生命力，能夠跨越宗

派，跨越地區，向世界傳播，使得佛教真正成為世界的佛教。人間佛教在這

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真正現代意義上的主流佛教思想。當今傳遍

全世界的主流佛教思想，正是與中華文化思想精神一脈相承、一以貫之的人

間佛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