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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暖花開的時候，妙凡法師贈我一本書，是星雲

大師病癒後的首部著作：《我不是「呷教」的和尚》。拜讀

之後，受感動，受教益、受啟發。為什麼我要認真學習、拜

讀這部「小書」，因為這是星雲大師自述自己一生的心路歷

程、實踐歷程，是原原本本展示大師自己從「初發心」到今

天有始有終的歷史。

一、「佛教靠我」，是初心傳承，足夠自信

我對書中敘述的許多內容有感想、有心得、有體會。其

中對我感觸最深的，是那句響亮的話：「佛教靠我。」如果

這句豪言壯語出自一位年輕人之口，我們會讚揚他有理想、

有抱負，祝福他前途無量！然而，這句話出自今天的星雲大

師之口，就不只是一句響亮的口號，不只是表達思想方面的

「初心」，而是70年實踐的實錄，70年事蹟的展示，70年成

就的總結。一字一句的敘述，彷彿是描繪著70年犧牲奉獻的

一幅幅修行弘法圖，持續給閱讀者以心靈震撼！

隨著星雲大師的敘述前行，我逐漸認識到，「佛教靠

我」這句簡單樸素的話，有著深刻含義，有著多層意蘊。

首先，「佛教靠我」是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是法門宗

師一代一代遞傳的「初心」。

我們不知道最早說出「佛教靠我」這句話的人是誰，我

們卻可以肯定這句話蘊含的精神在佛門中有著悠久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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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星雲大師是從塵空法師那裡接受了這句話。按照這本書

的記載，1949年，塵空法師托煮雲法師給星雲大師一封信，

上面有一句話：「現在我們佛教青年，要讓『佛教靠我』，

不要有『我靠佛教』的想法。」 1

從這裡我們可以體會到，「佛教靠我」是佛門大師對

後來人的希望、期許和囑託。可以說，「佛教靠我」是中國

佛教的一個優良傳統，一代一代的佛門龍象把這種精神傳承

下來。星雲大師也指出：「我能做一個不呷教的和尚，實在

說，應該是師父造就的。」 2就是「佛教靠我」這句話讓星雲

大師銘記了一生，為之奮鬥了一生。大師把這句話形容為他

的「一生明燈」，這盞明燈照耀了他一生。星雲大師反復強

調：「自我懂得佛教以後，我就希望佛教靠我。」 3

第二，「佛教靠我」是一種廣大的願心，是一種崇高的

理想，是需要用一生實踐來兌現的承諾。

我們可以想到，近現代以來，喊出讓「佛教靠我」口號

的人成千上萬，如果不是一時心血來潮的逢場作戲者，如果

不是言不由衷的欺世盜名者，而是真正虔誠的佛教徒，他們

說出這樣的真心實意，這樣的肺腑之言，需要何等勇氣、魄

力和大無畏精神。

1  星雲大師：《我不是「呷教」的和尚》，高雄：佛光文化，2019年，頁
6。

2  同註 1，頁79。
3  同註 1，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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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希望「佛教靠我」，意味著發下了「我要為佛教

貢獻一切」的願心，樹立了「為佛教而生，為佛教而死」的

崇高理想，意味著走上了終生為佛教奮鬥的艱難之路。「佛

教靠我」，是需要一生來證明的。讀到今天星雲大師說這句

話，之所以給人以震撼，就是他用自己70年的實踐兌現了自

己的承諾！

第三，「佛教靠我」是一種能為佛門做出成就的自信。

「佛教靠我」，首先是與「我靠佛教」連繫一起。高唱

「佛教靠我」，直接的意思，就是不能做一個「吃佛教的和

尚」。正如大師所說：「我希望佛教靠我，我不要靠佛教，

也就是我不要做一個『呷教』的和尚。我自許做一個報恩的

人，並且發願：我要給人，不希望人家給我。」 4 希望「佛

教靠我」，就是要為佛教作奉獻，不要依靠佛教解決吃穿問

題。「佛教靠我」與「我靠佛教」，反映的是兩種境界，同

時會有兩種人生，兩種命運。敢於希望「佛教靠我」，集中

地反映了希望者的自信，相信自己有能力為佛教做貢獻，有

能力讓佛教興旺發達。沒有對自己能力的足夠自信心，就只

能去「靠佛教」了，就不敢高喊「佛教靠我」了。

4  同註 1，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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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教靠我」，憑行動奉獻，非佛不作

喊出「佛教靠我」豪言壯語的人，可能會引來這樣的詰

問：「佛教為什麼要靠你？你靠得住嗎？」星雲大師用他的實

際行動表明了，要讓佛教靠得住，就要一生不懈為大眾服務。

星雲大師時時希望人們承認他能夠做到「佛教靠我」。

所以，他「為了佛教，永不休息」。星雲大師通過自己70年

如一日的永不休息，「讓人家能接受我，承認我是『佛教靠

我』的一個和尚」、 5「我們既不是為了『吃教』來出家的。

就應該『為了佛教』犧牲奉獻，『為了佛教』弘法利生」。 6

星雲大師之所以能夠讓人承認他是「佛教靠我」的和

尚，就在於他的服務精神、行為和能力。他一切為了眾生，

一切服務眾生，一切成就眾生，這就是實現「佛教靠我」的

不二法門。他指出：「為了佛教，我立下了『給人信心，給

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的信條勉勵自己要進取、積

極、奮發，一生樂觀。」 7他不是強迫自己為眾生服務，而是

滿心歡喜投入到為眾生服務中去。

星雲大師把為眾生服務看作自己人生的使命，看作生命

的價值所在：

5  星雲大師：《我不是「呷教」的和尚》，頁63。
6  同註 5，頁54。
7  同註 5，頁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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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自想，到世間上來，只在山林裡自我修行，不

能為大眾服務，那來到世間上有何意義呢？ 8

我想到，生命存在的意義，不能離開大眾，不能離

開對社會的貢獻，否則，只是做一個飯桶或衣架？

那又有什麼價值呢？ 9

在星雲大師看來，為眾生服務，所謂「給予人」，是高於一

切的。他指出：「『不呷教的和尚』，還是消極的，我應該

要有更積極的行事，也就是所謂『給人方便』。」10星雲大師

要給予人的，包括物質方面的內容，包括穿衣吃飯，更重要

的是精神方面的內容，就是他概括的「四給」，即給人「信

心」、「歡喜」、「希望」和「方便」。

星雲大師發下「佛教靠我」的大願，是非凡的，他一生

不休息的服務眾生也是超人的。星雲大師要求別人做的，他

都是首先做到，而且所作所為堪稱楷模。比如，他規勸青年

僧人勤於參學，「假如一個青年僧沒有參學過一百位以上的

法師、善知識，不能名為精進修道的人」。11他本人幾十年就

勤於參學，參訪了很多佛門高僧大德，並且從來「沒有宗派

主義，沒有山門派系觀念」。12

8  同註 5，頁35。
9  同註 5，頁36。
10  同註 5，頁92。
11  同註 5，頁48。
12  同註 5，頁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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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本著「非佛不作」的原則，與弘揚佛教無關

的都不做，與佛教事業有關的都做。從青年到老年，任何苦

活、累活、髒活、重活、份內的活、份外的活、沒人願意幹

的活，星雲大師都搶著做在先，而且做得讓所有人滿意，讓

所有人稱讚，讓所有人敬佩。

70年來，星雲大師「本著『人間佛教佛陀本懷』的信

念」，「以教為命，以眾為我」，13他不怕幹任何活，不怕吃

任何苦，一生不停息地為大眾服務。尤其令人動容的是，他

是在「以病為友」的情況下這樣幹活的，是在得了50多年糖

尿病的身體狀態下這樣幹活的。星雲大師70年如一日的這種

「永不休息」，應該是傳奇，是神話，讓人可望不可及。

三、「佛教靠我」，開嶄新局面，方得始終

發出「佛教靠我」豪言壯語的人，也可能引來這樣的

詰問：「佛教靠了你，是會衰敗還是會興盛？」星雲大師反

復申明：「我畢生弘揚人間佛教。」大師弘揚人間佛教的一

生，人間佛教今日的氣象，正好完美的回答了這個問題。

一百年來，中國佛教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從明清的經

懺佛教轉型人間佛教，很多佛門宗師為此貢獻一生。在理論

和實踐的雙重探索方面，在為人間佛教做出貢獻的著名人物

13  星雲大師：《我不是「呷教」的和尚》，頁7。



二○

一
九
．
人
間
佛
教
高
峰
論
壇

33

中，星雲大師的成就和貢獻顯得更為耀眼。星雲大師弘揚人

間佛教的地域之遼闊，理論創造之豐富，弘法種類之多樣，

產生影響之深遠，都是前無古人的。我們只要舉兩個例子，

就可以看到星雲大師讓人間佛教具有了什麼樣的氣象，什麼

樣的格局，什麼樣的面貌！

首先，契理契機地發展了佛教的理論和實踐。星雲大

師的《全集》，規模有三千多萬字，是古今中外最大規模的

佛教宗師全集。正是這部《全集》，在繼承傳統佛教的基礎

上，隨著時代的發展豐富了佛教的理論和實踐，為佛教傳統

的戒定慧增添了契理契機新內容。

第二，把人間佛教從中國佛教發展為世界佛教。在這

方面，星雲大師自己有兩段話，很有代表性。第一段話是：

「我……在全世界建五所大學，獲得三十多個大學榮譽博

士學位，許多學府的榮譽教授。我在五大洲建設三百間的道

場，一千三百多名徒眾分別從事文化、教育、慈善、共修等

各種弘法事業，感謝大家對我提倡人間佛教的護持，佛教已

經從明清的經懺佛教，成為二十一世紀給人接受的人間佛

教。」 14第二段話是：「有多位學者跟我說，過去佛陀把佛教

帶到五印度，而佛光山把佛教帶到五大洲，成為第一個將漢

傳佛教國際化的教團。」15

14  同註13，頁6。
15  同註13，頁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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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列舉以上這兩條，我們就可以說，人間佛教「靠」

了星雲大師，出現了新氣象、新格局、新面貌。

拜讀了《我不是「呷教」的和尚》一書，我深深領悟

到：「佛教靠我」的路，是一條布滿荊棘的路，險象環生

的路。走上這條路，就是走上了奉獻犧牲的路、服務大眾

的路、覺悟成佛的路，只有那些為了真理不怕上刀山、下火

海、入地獄的人才敢於走上這條路；而竭盡一生體力與智力

走完這條路的人，一定感動天地，光耀五洲。

「佛教靠我」，對星雲大師來說，既是當年的「初

心」，也是今日的輝煌。星雲大師弘揚人間佛教的一生，實

踐「佛教靠我」的一生，就是對「不忘初心，方得始終」的

最好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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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忌殘缺，懂得欣賞殘缺之美，就是圓滿。

不妒賢良，懂得廣納賢良之才，就是成功。

—《佛光菜根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