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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間佛教，如果以太虛大師二十世紀初期帶有革新性質的

人間佛教活動算起，迄今已經歷整整一個世紀；如果從十九世紀中

晚期楊文會等推動的近代佛教復興思潮、運動算起，大約過去了一

個半世紀。我們看到，自二十世紀八○年代以來，現代人間佛教的

發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高度。其中最顯著的特點莫過於，在

海峽兩岸，人間佛教已經逐步成為當代中國佛教的共識。

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口授，由其弟子筆錄，出版了《人間佛教

佛陀本懷》一書，1 此書堪稱這位當代人間佛教最卓越理論家暨實

踐家一生志願、一生學行的精粹紀錄，是代表星雲大師晚年論定思

想的重要著作之一，也是百年現代人間佛教運動結晶的思想經典之

一，所以本文對現代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發展方向問題的理論反

思，即擬根據大師此書中有關的論說而展開。

一、現代人間佛教的佛法化

由於二十世紀初期以來的現代人間佛教運動，一開始就與改革

1.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高雄：佛光文化，2016 年 5 月。

本
懷
輯
要 論現代人間佛教理論、實踐三大方向

―以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
一書有關闡釋為中心

程恭讓

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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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來佛教的弊端問題密切關聯在一起，所以這予世人一個印

象，即好像人間佛教與「傳統佛教」不同，人間佛教是一個改革的

佛教、革新的佛教，直到今天，很多不了解人間佛教的學者或社會

人士，往往還是從這樣的角度看問題。

其實這個看法是非常偏頗的。現代人間佛教自其孕育階段開

始，當然面對沉重的歷史積弊，須要去掉某些歷史的負擔，但是人

間佛教是漢系佛教進入現代社會這一歷史背景下的一次轉型發展，

同歷史上任何一次偉大的佛教轉型發展一樣，現代人間佛教同樣

是，且首先是以回歸佛陀本懷、喚醒佛法的核心價值，作為其最為

基本的價值訴求的。

事實上，我們通常口中所說的「佛教」，細究起來，含義非常

複雜，所指網羅甚多。如果抽絲剝繭，從歷史開展與邏輯延展相一

致的學術角度思考所謂「佛教」，我們就不妨說，一般所謂的「佛

教」概念，其實包括了三個層次的內容：第一個層次的佛教，是佛

陀的覺悟，即佛的菩提，也就是佛陀在菩提樹下大徹大悟的人生境

界。2 第二個層次的佛教，是佛陀覺悟之後所講的佛法，這些佛法是

佛陀適應當時人們的要求，適應當時人們的根性，適應彼時彼地印

2. 這一點在佛經中經典的顯示，如：「爾時，世尊作如是念：我所證法，此法甚深，

難見難知，如微塵等，不可覺察，無思量處，不思議道。我無有師，無巧智匠，

可能教我證於此法。但眾生輩，著阿羅耶（隋言所著處），樂阿羅耶，住阿羅耶，

憙樂著處，心多貪故，此處難見，其處所謂十二因緣，十二因緣，有處相生，

此之處所，一切眾生，不能覩見，唯佛能知。又一切處，疑道難捨，一切邪道，

滅盡無餘，愛之染處，盡皆離慾，寂滅涅槃。我今雖將如是等法向於他說，彼
諸眾生未證此法，徒令我勞虛費言說。」參見《佛本行集經》：《大正藏》第3冊，

頁 805 下。

論現代人間佛教理論、實踐三大方向
―以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一書有關闡釋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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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文化的需要，基於善巧方便智慧，3 對其菩提境界的闡釋和開示，

以便把聽眾引導到他的覺悟中。同時這一層次作為佛法的佛教，當

然也包括佛陀當時及後世其他賢聖弟子，基於佛陀正覺所講述的佛

法。第三個層次的佛教，則是佛菩提和所謂「佛法」進一步適應歷

史文明的要求，呈現為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化區域中，以一定

制度化架構的形式所呈現的佛教。

第一個層次的佛教是佛陀最高、正確、圓滿的覺悟，其本質是

不可言說、不可思議的；第二個層次的佛教是佛陀無上正等覺與彼

時彼地人類根性、文化需求的結合，所以這一層次作為佛法的佛

教，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結合，也是超歷史性與歷史性的結合，是

超文化性與文化性的結合；4 第三層次制度化佛教的內容更為複雜，

3. 關於善巧方便這一概念的論述，及其在大乘佛教、人間佛教中的意義，請參考
拙文：（1）〈《維摩詰經》之〈方便品〉與人間佛教思想〉，《玄奘佛學研究》

第 18 期，新竹：玄奘大學，2012 年 9 月；（2）〈《法華經》之善巧方便思想
及其對佛教義學可能的價值〉，《佛光學報》2017 年第 1 期，宜蘭：佛光大學
佛教研究中心。

4. 關於第二層次作為佛法的佛教，與第一層次作為菩提的佛教的關係及其區別，

我們是基於傳統佛教經典中教證二法的區分提出的。如《般若經》中說：「時，

舍利子復問慈氏菩薩摩訶薩言：『仁者所說法為如所證不？』慈氏菩薩摩訶薩
言：我所說法非如所證。何以故？舍利子！我所證法不可說故。」（參見《大
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201-400，《大正藏》第 6 冊，頁 692 上。）又《楞伽經》

所謂宗通及說通的區分：「佛告大慧：一切聲聞、緣覺、菩薩，有二種通相，

謂：宗通及說通。大慧！宗通者，謂：緣自得勝進相，遠離言說文字妄想，趣
無漏界自覺地自相，遠離一切虛妄覺想，降伏一切外道眾魔，緣自覺趣光明暉
發。是名宗通相。云何說通相？謂：說九部種種教法，離異不異、有無等相，

以巧方便，隨順眾生如應說法，令得度脫。是名說通相。大慧！汝及餘菩薩，

應當修學。」（參見《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大正藏》第 16 冊，頁 499 中。）

還有如《寶性論》：「法有二種，何等為二？一所說法，二所證法。」（《究
竟一乘寶性論》，《大正藏》第 31 冊，頁 826 上。）又無性菩薩所造《攝大
乘論釋》提出「教證二法」：「降伏一切外道功德者，即是開示不可轉法，謂
教證二法皆不為他所能動轉，無有餘法勝過此故。」（參見《攝大乘論釋》，《大
正藏》第 31 冊，頁 40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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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既有佛陀菩提的根源性因素，也有佛法的因素，更有人類歷史

文明的進入，所以其本身涉入人類歷史文明及共業舞台，因此基本

上是作為緣起物，是複雜的歷史緣起的反映和體現。

由上述三層次的佛教觀我們可以看出：無論在何時何地流行的

佛教文化，本質上都是佛菩提、佛法及制度化佛教的複合體，所以

任何一個具體歷史階段及具體文化區域的佛教，也都自然具有由第

三層次佛教向第二層次佛教突破，及由第二層次佛教向第一層次佛

教突破之自然的及合理的發展趨勢，只不過這種趨勢有弱有強而

已。我們可以把佛教的這一開展趨勢稱之為「佛法化」的趨勢。一

般說來，在歷史轉折關頭有轉型使命、特質的佛教思想與運動，一

般也就相應具備更加強烈的「佛法化」的發展態勢。

我們讀星雲大師這部《人間佛教佛陀本懷》，讀者首當其衝，

首先感受到的，恐怕就是大師內心蕩漾著的這種「佛法化」的強烈

趨勢。甚至此書標題揭出「佛陀本懷」一詞，已經突顯星雲大師訴

諸佛陀本懷，把人間佛教與佛陀本懷關聯在一起的至極強烈的意願

了！我們看大師在此書序言中寫下的這段話：

那你何必特別說信仰人間佛教呢？

這是因為二千多年來，傳統的佛教給世間上的人，如：附

佛外道、假傳佛意者，披上了神仙鬼怪的外衣，甚至一些

迷信的言論，像看時辰、看風水、看地理、抽籤、卜卦等，

幾乎成為迷信的佛教、以神鬼為主的佛教。

所謂「法久則生弊」，今日，世間多少人誤會佛教，不就

是因為佛教傳播太久，摻雜了許多背離佛陀本懷的內容。

被一些人扭曲了的佛教，失去了佛陀本有的人間性格，可

論現代人間佛教理論、實踐三大方向
―以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一書有關闡釋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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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的佛陀，就這樣給大家所糟蹋。實在說，沒有人間佛教，

如何降伏那許多附佛外道呢？

所以，現在我們依著歷代的祖師們，如六祖惠能大師的「佛

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又如太虛大師的「仰止唯佛陀，

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都要佛弟子齊

心著力回歸到佛陀的本懷。5

所以，將「迷信的佛教」、「以神鬼為主的佛教」，引領回歸到「佛

陀的本懷」，就是星雲大師這部著作表現其「佛法化」訴求的基本

精神。

依據中國佛教經典詮釋

史以言，正式提出佛陀「本

懷」的這種概念，是天台

智者大師在其《法華經》註

疏中所著意的，6 而《法華

經》是最早結集的大乘經典

之一，推動這部大乘經典以

及這部經典所代表的佛法思

想的深層次動機，應該即是

對於「什麼才是佛陀說法真

精神」這一問題的考量。這

樣我們就可以看出：無論是

5.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頁 6-7。
6. 如智者大師說：「雖種種建立，施設眾生，但隨他意語，非佛本懷故，言不務

速說也。今經正直捨不融，但說於融，令一座席同一道味，乃暢如來出世本懷，

故建立此經，名之為妙。」《妙法蓮華經玄義》，《大正藏》第 33 冊，頁 682 上。

侍茶服務也是一種修行。人間佛教就是引領
大眾回歸佛陀的本懷。（陳進益 /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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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滅五百年後大乘運動的勃興，還是西元六世紀中國佛教智者大師

以註解《法華》的方式正題地提出佛陀「本懷」的問題，乃至直到

二十一世紀初期現代人間佛教代表性理論家星雲大師撰寫《人間佛

教佛陀本懷》這部著作，將人間佛教還原於「佛陀本懷」的正式倡

議和論證，我們都看到前面已經論述過的思想邏輯：在人類具體歷

史文化中演進的佛教，必定都存在一個非常一致的理論衝動，那就

是：推進「佛法化」的強烈訴求！

唯其如此，所以如果要真正理解人間佛教，首先就要理解其佛

法化的精神品質和價值方向。如果不能關注於此點，而僅僅從諸如

人間佛教推進世間事業的所謂「宗教世俗化」角度來考量人間佛

教，那麼我們對人間佛教的理解已經在根柢上發生了偏差！

二、現代人間佛教的中國化

現代人間佛教是漢傳佛教在人類社會步入現代化階段的轉型發

展，所以現代人間佛教與傳統漢傳佛教之間存在十分密切的關係。

歷史上的傳統漢系佛教，一個十分顯然的特質是，其宗教思想及弘

法實踐各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比較強烈的中國風格，過去人們將這一

點稱為「華化」，現在我們稱之為「中國化」。華化和中國化，確

實是漢系佛教的根本特質之一，那麼從漢系佛教脫胎而出的現代人

間佛教，是否仍然具有中國化的特質呢？我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

現代人間佛教是佛教及漢系佛教在現代歷史條件下的新開展，同時

是漢系佛教在二十世紀中國化的新典型。

所謂佛教的中國化，應該包括這樣一些層面的含義：

1. 佛教在文化層面積極適應中國社會的文化需求，而文化的基

本載體是文字語言、藝術形式、建築風格、傳播方式等等。起源於

論現代人間佛教理論、實踐三大方向
―以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一書有關闡釋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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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牟尼佛覺悟的佛教，來到中國之後，在文化層面通過大規模漢

譯佛典運動的實施，全面採用了漢語的表達方式，具有鮮明中國風

格的佛教書法、繪畫、詩歌、造像、雕塑等藝術形式的輝煌發展，

為中國社會各階層喜聞樂見的弘法方式的採用等，實現了佛教文化

層面的中國化。

2. 佛教在制度層面積極適應中國中古時期形成的社會治理思想

及治理體系，這在中國佛教的制度層面產生了鮮明的特色，如：佛

教在印度、南亞實行托缽修行制度，在中國則演變為寺廟定居制度；

佛教在印度正如其他宗教一樣，歷史上，僧團曾經享有高度自治的

權利，在中國則服從整體國家社會的管理模式，僧官制度成為佛教

連繫政治權力及佛教社團的有效紐帶；在印度，佛教僧團內部實行

一整套的戒律管理制度，在中國則適應現實管理及修行的需要，實

行叢林清規制度等等。

3. 佛教在心靈智慧及思惟方式的層面與中國文化的互動，更是

我們在研究佛教中國化問題時應當高度評價的方面。我們知道，印

度佛教崇尚邏輯思辨，中國佛教則崇尚啟發感悟；印度佛教尚繁，

中國佛教尚簡；印度佛教重視理論教育，中國佛教重視實修實證；

印度佛教派別林立，宗派差異甚至紛爭顯著，中國佛教雖然也產生

過許多宗派，但在根本精神上則強調圓融思惟、不二法門，充滿圓

教精神和協商氣質。所有這些，我們不能不說是佛教中國化在思惟

方式層面的寶貴成果。

4. 最後在價值觀層面的佛教中國化，尤其值得我們今天深入反

思。我們知道，佛教所誕生的西元前六世紀的古印度，是雅利安人

所信奉的婆羅門教和代表婆羅門教的《吠陀》經典已經趨於成熟的

階段。婆羅門教及其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如果從根本上概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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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兩個方面去看：（1）在宇宙論體系方面其價值觀的顯著表現，

是神教思想十分嚴重。古印度有十分發達和高度系統的神靈譜系，

可以說其傳統宗教文化中以神靈信仰為中心的「神文」的部分，與

表達現實人類生活的「人文」的部分，密切交織在一起，而且其人

文價值經常被淹沒在深厚的神文價值裡。在佛陀入滅後的幾個世紀

裡，印度宗教傳統中的這種神文傳統，一直呈現有增無減的發展趨

勢。（2）在人生論及社會治理體系方面其價值觀的表現，則是種

姓制度的盛行和跋扈。而在古印度這種種姓制度裡貫徹的一個基本

價值，則是由不同的及固定的種姓所造成的人類社會成員之間極端

不平等的思想價值。

比較起來看，在中華傳統文化的思想體系中，從宇宙論體系的

價值觀方面看，有十分明確的「人文精神」的傾向；7 而在人生論

體系的價值觀方面，則有相當明確的平等倫理思想。8 這些基本價

值觀與印度傳統信仰、文化價值觀有很大的差異，而與釋迦牟尼佛

的根本覺悟則有很大的相應。正因如此，所以佛教中國化過程中，

佛法的人本價值日益彰顯，而眾生平等的倫理思想高仰，甚至早在

佛教進入中國數百年後的南北朝時期，就成為中國佛教義學思考和

辯論的中心。其中最基本的原因，我想正是基於中華文化的基本價

值對於印度佛教核心價值的一種喚醒！

7. 樓宇烈曾說：「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如果我們從整體上來把握的話，那麼人文
精神可以說是它最主要和最鮮明的一個特徵。什麼是人文精神呢？我想它的核
心就是以人為根本。」樓宇烈：《中國的品格—樓宇烈講中國文化》，北京：

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 年，頁 26。
8. 如古代《詩經》的〈大雅．蒸民〉篇：「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

是懿德。」儒家從孔子、孟子到朱熹，都認為此詩是性善論之宣發。此外《易
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老子「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宇宙論思考，

也都體現出自然平等的精神。

論現代人間佛教理論、實踐三大方向
―以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一書有關闡釋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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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佛教在中國社會的健康及有效開展，一定是佛教中國化

的合理過程，把佛教中國化與印度化加以對立，以「印度化」作為

佛教信仰唯一合理的價值取向，這一觀念是偏頗的；把佛教中國化

與「佛法化」予以對立，認為中國化是妨礙佛教核心價值和基本價

值突顯的觀點，也同樣是偏頗之見。佛教在中國的開展，必然是佛

教中國化的過程；而合理的佛教中國化，是佛教文化與中國文化的

積極良性互動，正是在這種積極良性互動中，才有助於佛教的核心

價值和基本價值能夠燦然現身。

現代人間佛教百年歷程中，迄今為止，我們看到其主要的著作，

或原創性的著作，都是以漢語寫成；在人間佛教政治學層面，自太

虛大師以來，基本上都高度尊重國家政治治理的權力，同時對於佛

教徒，尤其是住持僧的社會政治參與，作了一些必要的倫理限制；

大多數現代人間佛教的導師，如太虛大師、聖嚴法師、星雲大師，

都高度強調在現代社會尊重和發揮傳統中國佛教的優秀價值，如他

們都特別重視發揚禪宗、佛性等思想傳統的價值；現代人間佛教的

各家，無不重視以人為本，高揚人道價值，由此開啟現代人間佛教

基本價值；一些人間佛教思想家，如印順導師、星雲大師十分重視

僧信平等及性別平等倫理，強調佛陀一以貫之的平等思想；人間佛

教的代表性思想家，如太虛大師、印順導師、趙樸初長者、星雲大

師、聖嚴法師、淨慧長老等等，都重視傳統中國佛教的圓教思惟和

系統觀念，他們不追求作一宗一派的徒裔，而是不僅要對漢系佛教

的各種傳統思想資源，作綜合和系統的研究、發揮，甚至要對漢、

藏、巴利各系佛教，採取相容並蓄的弘法策略。

我們可以看到：在現代人間佛教所有這些做法、理念、思惟、

價值觀背後，都可以看到中華文化的積極精神，都可以看到佛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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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化的深刻影響。總之，佛教中國化的良善基因，已經深植於現代

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的核心。已故著名佛教學家方立天先生曾經提

出：「我們知道中國化的佛教有兩個最大的創造，一個是禪宗，一

個就是『人間佛教』。」9 我們認為，方先生這裡把現代人間佛教

與禪宗並列為中國化佛教二個「最大的創造」的思想，是頗具創見

的。

在星雲大師所著《人間佛教佛陀本懷》中，我們看到大師有第

四章〈佛教東傳中國後的發展〉一個專章來研究佛教與中華文化的

關係，及佛教中國化的各種議題。在書中這部分的篇幅是第 140-

238 頁，幾乎有 100 頁之多，而大師這本書一共是 300 餘頁，這一

部分的討論占了大師全書的三分之一篇幅，可見佛教中國化的議

題，也是大師本書關於人間佛教思考的一個重要部分！

如果宏觀上分析大師書中這一部分內容，我們可以看到二個方

面：第一個方面，大師對於佛教中國化種種歷史事實、歷史成就的

敘述；第二個方面，大師對於過去中國佛教中一些歷史弊端的敘述

和討論。關於前者，讓我們看看書中下面這段核心論述：

從東漢到現在，佛教在中國歷經二千多年的流傳，從傳入、

融和到本土化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學、語言、藝術、音

樂、建築等面向的影響深遠，並且進一步弘揚至韓國、日

本、越南等國家，成為東亞文明的基石。

之所以能產生如此恢宏的效應，實因中國佛教繼承原始、

大乘佛法的人間性格與積極入世的精神，並予以發揚光大；

9. 〈《印順法師佛學著作全集》出版座談會〉，《中國民族報》，下載引用日期
為 2016 年 9 月 20 日。

論現代人間佛教理論、實踐三大方向
―以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一書有關闡釋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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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能上自帝王公卿、下至庶民百姓，無不生活在佛教深厚

的文化內涵當中，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原因。

雖然歷朝佛教時有興衰更替，但僧信二眾秉持人間佛陀示

教利喜的本懷，注重利生的事業，擁護國家政治的領導，

關懷社會大眾，福利群生，建設中華文化。從歷代高僧大

德身上，處處可以看見人間佛陀的示現、人間佛教精神的

發揚。他們有的輔佐皇帝擔任國師，有的西行取經從事翻

譯、文化交流的工作，有的創建叢林、訂立清規，或開鑿

石窟、植樹造林、開設碾米廠、施設無盡藏、修橋鋪路、

提供避難所、從事僧侶救護、施診醫療、教育講學、傳戒

住持正法等等，無一不是人間佛教的闡揚。今天，我們要

繼往開來，也必須本此精神，所以本章就歷史面向作一縱

覽，期能收到以古鑑今之效。10

在大師上面幾段話中，包含他討論佛教中國化正面價值問題的

全部要點，我們可以臚列如下：

1. 對佛教中國化歷史成就的總評：大師認為佛教的中國化（他

此處使用「本土化」這個措辭）對中國文化「影響深遠」，本土化

或中國化的中國佛教成為「東亞文明的基石」。

2. 對佛教中國化成功原因的分析：大師這裡事實上談到二種原

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化佛教「繼承原始、大乘佛法的人

間性格與積極入世的精神，並予以發揚光大」；另外一個原因，則

是「僧信二眾秉持人間佛陀示教利喜的本懷，注重利生的事業，擁

護國家政治的領導，關懷社會大眾，福利群生，建設中華文化」。

10.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頁 14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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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過對中國佛教歷史、現今、未來的縱向觀察，大師這裡得

出結論：未來中國佛教的發展，未來人間佛教的弘揚，關鍵仍在於

弘揚歷史上中國佛教僧信二眾所具備的那種「精神」。顯然，在大

師這裡的語境中，所謂的「精神」，即是積極發揚佛教人間性格、

積極入世的精神，同時也是積極參與「中華文化」建設的精神。

在星雲大師上述論說中，積極發揚佛陀的本懷，積極發揚大乘

的入世精神，這是代表「佛法化」的精神方向；積極參與建設中華

文化，積極參與中國社會各方面的建設，則是代表「中國化」的精

神方向。我們在大師的上述論述中，完全看不到二者之間的對立、

對峙，相反，佛教的中國化與佛陀本懷的弘揚，完全是不二和圓融

的關係！

佛光山僧信二眾積極發揚佛教人間性格、積極入世精神。圖為 2015 禪淨共修祈
福法會全景圖。（梁清秩 / 攝）

論現代人間佛教理論、實踐三大方向
―以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一書有關闡釋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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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讀大師這一部分文字時，也不要忘記大師一方面用飽含

深情的筆墨，謳歌了中國佛教的種種成就；一方面也以沉重的筆墨，

剖析了引起中國佛教式微的複雜原因。對於後者，大師把原因概括

為 10 個方面：（1）本土宗教排擠，專制帝王毀佛；（2）佛教蓬

勃發展，引來皇朝不安；（3）佛教走入山林，消極脫離社會；（4）

弘講談玄說妙，不重人文關懷；（5）經懺佛教鼎盛，道德信仰墮落；

（6）提倡神鬼信仰，殃及人間佛教；（7）外道邪教猖獗，混淆佛

教真相；（8）宋明理學興起，代替佛教信仰；（9）西方文化影響，

佛教無力抗拒；（10）藏經繁多深奧，讀者望之卻步。11

大師以上 10 大原因的思考，為檢討中國佛教在明清以來的衰

微之局，提供了許多深刻和富有啟發性的思想。這裡僅僅想要指出：

從思想邏輯的階段而言，大師這部分文字，正是構成他討論佛教中

國化問題—佛教在中國的開展問題—第二個方面的內容，也就

是對於中國佛教歷史、現實中種種弊端的考量。以這樣的方式，大

師也就在這一部分，以客觀、公允、謹慎和嚴肅的態度，給讀者提

出了這樣一個必須面對的課題：當今中國佛教的發展，當今人間佛

教的弘揚，如何能夠繼承、發揚佛教中國化的優秀成果，同時避免

傳統中國佛教文化中出現的種種弊端呢？無疑的，這個問題不僅現

代人間佛教應該深入思考，一些懷有傳統佛教觀念的人也同樣應該

深入思考。

三、現代人間佛教的全球化

佛教是當今世界上公認的幾大普世宗教之一。所謂宗教的普世

性，根本上講，是指一種宗教所具備的能為全人類所接受的真理或

11.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頁 22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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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一種宗教因為具備能為全人類所接受的真理或價值，也就具

備滿足全人類對於真理或信仰需求的可能性，所以就有資格稱為普

世宗教；如果一種宗教不具備這樣的真理或價值，那麼就不是普世

宗教，而可能是部落宗教、民族宗教、國家宗教，或者是陷於特定

文化區域的宗教。

釋迦牟尼佛所覺悟的真理，具有普遍性、超越性，他所提供的

人類生活價值，也跨越歷史的維度、文化的維度，所以這從根本上

確保佛教是一個全人類皆有可能接受的教化模式。當然，須知這是

從理論角度而言的。從理論角度所言說的這種佛教的普世性，要想

得到確切的保證，則須要在弘法的實踐中大力推進佛教的全球化，

對於佛教而言，其普世性與全球化可謂是互為表裡的二個方面。

當今世界的宗教信仰人口，基督宗教信徒有 23 億，伊斯蘭教信

徒人數有 17 億，而佛教信徒人數不足 5 億人，可以看出佛教的信徒

人數相對較少；再從信徒分布的區域來看，佛教徒中的絕大部分仍

然分布在中國大陸、海峽兩岸，以及南亞次大陸地區，而這正是中

古時期佛教業已達到的傳統區域。而且，今日世界上許多新興宗教

也正在興起中。可以看出，佛教的全球化，無論從人數或是從區域，

還是從現實情境來看，都相對而言具有高度的緊迫性和危機感。

漢系佛教一方面是印度佛教全球化推進的結果，同時在推進佛

教全球化的進程中功不可沒。自兩漢之際到西元七世紀，漢系佛教

與儒道思想鼎足而三，已經蔚然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同

時由中國傳播到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等地，使得佛教在中古時期

成為東亞這片人口眾多、文化昌盛、經濟發達地區人民的普遍信仰，

這是佛教全球化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之一，對於鑄造今日世界佛教

的版圖，發揮佛教對於人類的普世意義，具有重大的歷史貢獻。

論現代人間佛教理論、實踐三大方向
―以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一書有關闡釋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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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漢系佛教近代轉型發展的關鍵時刻，以楊文會居士為代表的

中國佛教的大德，對於協助當時佛教回傳印度起到積極的作用。太

虛大師更是一個擁有廣闊國際視野的佛教革新領袖，1924 年 7 月，

他在廬山發起召開世界佛教聯合會，並決議次年於日本開東亞佛教

大會，121925 年 10 月，他擔任中華佛教代表團團長，赴日參加東

亞佛教大會，會議期間並於日本多方考察。13 訪日歸來後，他提出

「佛教徒當首先進行佛教的國際組織」的理念。141928-1929 年間，

他曾遠赴歐洲、美洲考察及弘法。1932 年 9 月，他在武漢設立世

界佛學苑圖書館。15 中國抗日戰爭最為艱苦的時期，1939-1940 年，

太虛大師組織佛教界人士到緬甸、孟加拉、印度、南亞等地，積極

展開佛教外交。受到太虛大師的感召，慈航法師多年在南洋弘法，

並最早到台灣弘揚太虛人間佛教，是現代人間佛教思想實踐走向海

外、走向全球的重要先行者。

目前，中國大陸佛教界很多有識之士，都在下大力氣積極推動

佛教的國際化，例如：少林寺永信法師在全球傳播以少林文化為中

心的佛教文化，已經成為中國大陸佛教走向海外的一個重要標記；

河北佛教協會副會長真廣法師及其弟子觀音寺寂禪法師，已經在加

拿大建成了觀音寺下院。據我所知，還有一大批有為的弘法者，也

都正在積極規劃進軍海外。我們預測今後十年，中國大陸佛教全球

化發展的一個高潮很有可能會到來！

因為歷史的原因，台灣佛教全球化弘傳的勢頭比大陸要早，目

12. 印順編：《太虛大師年譜》，《印順法師佛學著作全集》第 6 卷，北京：中
華書局，2009 年，頁 117。

13. 同註 12，頁 134。
14. 同註 12，頁 139。
15. 同註 12，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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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取得的實質性成就也較大。台灣佛教的一些大道場幾乎都有不同

程度全球弘法的態勢，其中佛光山在推動佛教全球化方面的努力，

尤其可圈可點。我們也以大師這部晚年著作中最後一部分的文字為

主，說明大師關於佛教全球化方面的重要思考。

（一）佛教的全球化發展需要國際化佛教團體的組織支援

佛光山系統所組建的國際佛教組織中，當然以國際佛光會為第

一。1991 年星雲大師於台北成立「中華佛光協會」，1992 年在美

國洛杉磯成立「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有來自全球 45 個國家、

地區的 4,000 名佛光會代表參加大會。如今國際佛光會已在全球五

大洲 70 餘個國家地區，成立 170 多個協會、近 2,000 個分會，擁

有幾百萬名會員，國際佛光會不僅已經成為當今世界最有影響力的

佛教社團之一，也是發揮人間佛教僧信平等精神、積極接引在家信

眾及社會人士學佛弘法的新型國際化佛教社團組織。1992 年國際佛

光會成立大會上，大師曾發表主題演講，提出「從僧眾到信眾，從

寺廟到社會，從自學到利他，從靜態到動態，從弟子到教師，從本

土到世界」，16 是為國際佛光會的根本宗旨。我們在大師這本書中，

也讀到大師再一次回憶和引用了那次講演內容。所以，以國際化的

強有力現代佛教社團組織，來推動和支持佛教的全球弘法，是佛光

山人間佛教全球化弘法實踐的重要經驗。

（二）佛教的全球化發展需要諸多全球新道場的實體建構

佛光山自二十世紀七○年代末開始經略海外，目前共有近 300

個弘法道場，海外道場幾乎遍布全球，這些海外道場是佛光山全球

16.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頁 284。

論現代人間佛教理論、實踐三大方向
―以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一書有關闡釋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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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法的實體建構，它們的出現見證了佛光山人間佛教全球發展的努

力和成功。其中，台灣高雄市的佛光山總本山、台灣台北的佛光山

台北道場、美國洛杉磯的西來寺、巴西聖保羅的如來寺、法國巴黎

的法華禪寺、南非約翰尼斯堡的南華寺、澳洲雪梨的南天寺、紐西

蘭的北島佛光山，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柔佛巴魯的新馬寺、日本群

馬縣伊香保的法水寺，都已成為當地佛教的知名寺院道場。而佛光

山在中國大陸江蘇宜興恢復的佛光祖庭大覺寺，不僅快速崛起成為

中國大陸人間佛教的著名弘法道場，而且在推動海峽兩岸民間社會

交流、聯絡兩岸人民感情、推動中華文化復興等方面，也正發揮著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上述佛光山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寺院道

場，皆具備完整的弘法功能，又能履行佛教教育及社區教育之職，

無論從硬體建築文化到軟體管理文化方面，這些寺院道場都堪稱當

今全球佛教水準、素質一流的新興弘法中心。

大師在這部晚年著作中，把佛光山全球化寺院道場建設的主要

經驗，歸為「許多長者、居士大德為教求法的熱忱」，以及「重視

培養語言人才」二個方面，17 大師所指出的這二個方面無疑是其間

十分重要的因素。而佛光山全球化道場建設的成功經驗，也確實值

得當今大陸佛教全球弘法者所借鑑。

（三）佛教的全球化弘法需要新理念引領—星雲大師「本土

化」的理論與實踐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全球化弘化事業之所以取得輝煌的成功，與其

人間佛教十分明確的「本土化」理論和實踐是分不開的。在大師這部

晚年著作中，關於全球化視野下的本土化問題，也有精采的論述：

17.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頁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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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本土化？本土化是奉獻的、是友好的，大家依照各

地的文化思想、地理環境、風俗民情的不同，發展出各自

的特色。「本土化」不是「去」，而是「給」，希望透過

佛教，給當地人帶來更充實的精神生活，這正是人間佛教

秉持回歸佛陀本懷的精神，才能給人接受。18

我曾經詳細分析過：星雲大師全球化人間佛教理論實踐中「本

土化」的思想，就本質而言，是要讓佛教依各地的文化思想、地理

環境、風俗習慣之不同，發展出各自的特色，乃至發展出「具有當

地特色的本土化佛教」。所以「當地特色」不僅不是佛教弘法的障

礙，反而是佛法弘揚的「殊勝方便」；而具體的「本土化」策略及

18. 同註 17，頁 303。

佛光山非洲地區近 121 名信徒，2021 年報名參加線上皈依，成為三寶弟子，堅定
信仰。（南非南華寺提供）

論現代人間佛教理論、實踐三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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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則是逐步實現「讓本土的出家人」來「負責本土的道場」。19

我的研究已經指出過：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

在人類已經形成「地球村」的背景下，大師的人間佛教全球化、國

際化思想，及其「本土化」策略的主張，不僅是其人間佛教思想中

的重要內容，恐怕也是當今及今後人們推動佛教全球化進展極具指

導意義的思想。20

（四）全球化背景下的人間佛教宗教對話思想—「神明聯誼

會」創建現代佛教與民間信仰交流對話新平台

當今佛教的全球化進展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必然要被提出，那

就是今後佛教與其他普世宗教、地方宗教乃至民間宗教，應當如何

相處的問題。這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也是一個迫切的現實問

題。星雲大師的宗教對話思想及與其他宗教保持友好交流的主張，

十分鮮明，毫不含糊，這也是構成大師人間佛教思想及人間佛教全

球化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如在本書中，大師也鄭重提出：

人間佛教在世界各地的傳播，除了要適應不同的政令、文

化之外，就是和耶穌教、天主教、回教等信仰的互動了。

因此，我在海外傳教，因為當地多信仰天主教、耶穌教，

因此鼓勵他們可以有二種信仰。就如同我們在學校念書，

喜歡文學的同時，還可以選修哲學的道理一樣。21

19. 程恭讓：《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高雄：佛光文化，2018 年三刷，

頁 554。
20. 同註 19，頁 555。
21.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頁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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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師這一段表述中，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使用了「互動」一詞。

互動，表示雙方都積極、主動，同時雙方也都準備好尊重對方、傾

聽對方。這種「互動」的態度，既不是拒人於千里之外，也不是單

方面的熱情。我們同樣有理由認為：在這個價值多元、信仰多元、

經濟與技術全球化的時代，佛教在推進全球化進程時，大師所表述

的這種「互動」的原則，可能是我們必須重視和謹守的一種合理和

務實的原則。

同樣是本著這種多元包容、務實理性的原則，佛光山創辦了旨

在推動與民間信仰交流的神明聯誼活動。從 2011 年佛陀紀念館落

成以來，每年舉辦一次的神明聯誼會，產生了極為廣泛的社會影

響。一般人可能能夠從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宗教對話思想，匯出佛

教與民間信仰互動的合理性；但是人們可能很少會考慮到佛光山創

始人創意舉辦這一大型宗教活動的深層原因。

筆者曾經對大師關於民間宗教的理念作過詳細論述，此處不擬

複述其中的細節，但是我在該處結論部分的一個看法，是可以在這

兒分享的：如一般從事民間信仰問題研究的專家都同意，民間信仰

問題，其實一直是中華文化中一個非常複雜而又非常重要的方面，

民間信仰，甚至被稱為海峽兩岸民間社會「最大的宗教」，因此之

故，深層次推動佛教與民間宗教的對話、交流，搭建佛教與民間信

仰對話、交流的正式平台，無論是對於中華文明的再建構，還是對

於佛教在海峽兩岸的持續成長，都是一個有重大現實意義的議題。22

22. 同註 19，頁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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