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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的覺者，新時代行佛
─讀星雲大師《佛法真義》

李四龍

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

2019 年 6 月 11 日，簡體中文版《星雲大師全集》在南京舉行

首發式。又一次見到久別的大師，我不禁心潮起伏，剎那間時光倒

流。

2001 年，美國發生「911」之後不久，我在佛光山紐約道場初

次見到大師。那一次見面，大師跟我說，他在努力促成把法門寺的

佛指舍利迎請到台灣供奉；那一次見面，大師還跟我解釋為什麼要

把第五戒「不飲酒」改為「不吸毒」。從此以後，大師在我的心目

裡始終有這兩根支柱：一是致力於傳統佛教煥發與時俱進的現代活

力，二是依託佛法致力於兩岸的交流與和諧。

從那次見面到今天，整整十八年，我拜讀了大師很多著作，好

多次得到大師親口教誨，他對「人間佛教」的詮釋幫助我深入理解

中國佛教的傳統特色和現代使命，也讓我自己在工作學習中化解各

種複雜的關係。

前些天拿出大師的三冊《佛法真義》，細細品讀，耳邊似乎響

起大師那揚州腔的普通話，倍感親切。這些年來，我曾多次參訪佛

光山在波士頓、紐約、舊金山、柏林、台灣、香港、北京、上海等

地的道場，一再地感受大師把傳統佛教與現代社會緊密結合的智

慧，在在處處，清淨而溫暖，莊嚴而樸素。然而人到中年，免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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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事鎖身，無法再去到那麼多大師創建的道場，但當我一走進宜興

大覺寺的時候，頓時能感覺到熟悉的氛圍，那就是大師的佛光山。

在這些道場，我們總能聽到、看到、讀到大師的那些名言金句，如

「有佛法就有辦法」、「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給人信心，

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等等。這些看似平常的話，逐漸

融入到我們的內心，成為我們平常處事的精神與原則。

三冊《佛法真義》放在一起並不厚，非常方便隨手翻閱。收錄

的三百個主題，分為四大類：佛法義理（第一冊）、佛學思想（第

二冊）、佛教常識和佛門行事（第三冊），每冊前有大師的略傳和

自序。每篇短文都不是板著臉說話，行文簡潔，語氣親切，內容活

潑，說理通透。這些話題並

不是大師要自己立言，而是

針對佛弟子或社會上不理解

或不熟悉佛教的人而說，他

的期待是「希望有志者，來

為佛教重新做一次結集，正

本清源，讓佛陀真正的教化，

普現在人間」。1

人間的覺者

多年前，我到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參觀，聽到大師講「佛陀是人

不是神」，語雖平常，卻如當頭棒喝。我們佛弟子一直供佛供菩薩，

以為這樣就會得到佛菩薩的加持保佑，期待心想事成。但大師告訴

1. 星雲大師：〈自序〉，《佛法真義 1》，高雄：佛光文化，2018 年，頁 29。

人間的覺者，新時代行佛―讀星雲大師《佛法真義》

《佛法真義》一套 3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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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佛陀是最偉大的，他是人間的覺者，他是有歷史的，是真

真實實的，他是人，不是玄想出來的神明、神仙，佛教徒為什麼不

還給佛陀一個本來面目呢？」2

比起 108 冊、4 千多萬字的簡體版《星雲大師全集》，三冊《佛

法真義》只是一部小書；但這部小書要讓佛弟子如實理解佛陀教法

的慈悲、智慧和平等，於娓娓道來之際直指根本。大師在自序裡，

給佛教界提出了一個時代之問：「我們今天的佛教界，究竟能不能

把佛法真義講出來而不去違背佛陀的本義呢？」3

作為一代宗師，星雲大師當然熱愛佛教界，但這不能阻止他對

佛教界內部或打著佛教旗號的種種錯誤說法的警惕和批評，他甚至

把有些人稱為「無知人士」。譬如，大師說佛教關於天堂地獄的說

法本來是督促大家好好修學的，「但是一些少數的無知人士，都用

地獄來嚇唬人，用恐怖來度眾，為什麼不能用天堂的美好來讓人家

嚮往呢？」4 他對那些不如法的撞頭鐘、燒頭香，或假借求籤、算

卦、風水等各種迷信招搖撞騙的現象，直接給予批評。

大師說，佛教所講的「苦」、「空」、「無常」、「無我」，

都是最基本的概念，原來是有建設性的，意在激勵佛弟子能有吃苦

的精神，時刻都有一分中道的希望。但是，現在的佛弟子卻辜負了

佛法的真義，錯會了佛陀的苦心。大師在這個不求甚解、人云亦云

的時代，不顧年邁病軀，要引導佛弟子去努力重新認識佛法的真

義，要引導佛弟子像佛陀一樣去成為人間的覺者。其實，星雲大師

就是這個時代的人間覺者。

2. 星雲大師：〈自序〉，《佛法真義 1》，頁 23-24。
3. 同註 2，頁 17。
4. 同註 2，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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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的佛陀

大師一直在追尋佛陀的足跡和思想，他早年出版的《釋迦牟尼

佛傳》，迄今依舊風靡華語世界，成為很多佛弟子學佛的入門讀

物。晚年，他在佛光山建造雄偉的佛陀紀念館，成為高雄乃至台灣

的新地標。他還寫了一首膾炙人口的新詩〈偉大的佛陀〉，從心裡

迸出一句：「偉大的佛陀！我敬愛您！」這是大師作為一位佛弟子

的底色，終身不忘，永遠以佛為榜樣，勉力前行。

佛教為什麼偉大？大師在《佛法真義》第一冊引用了《阿含經》

一句經文：「自依止，法依止。」他說：「這兩句話在我聽來，真

是石破天驚，讓人欽佩頂禮。」5 佛陀之偉大，乃在於並不要眾生

皈依他，而是要眾生「自己皈依自己」；佛陀認為世界上最重要的

莫過於法，即使是佛，也要依法，「諸供養中，法為第一」、「依

法不依人」。大師說，佛陀「給我們最大的利益，就是告訴我們自

我解脫之道」。6 大師的解釋，體現了禪宗「自性自度」的修行傳

統，且又完全符合早期佛教經典《阿含經》的思想傳統。現在的佛

教界、學術界熱衷於區分大乘和小乘，偏激者甚至以小乘經典來否

定大乘佛教，大師則在其中看到了兩者一以貫之的思想立場，看到

了佛陀的偉大。

現代人經常在兩個極端之間搖擺，順利的時候忘乎所以，自信

到自負；不順的時候灰心喪氣，自卑到接近抑鬱。怎麼辦？大師特

別欣賞的這兩句話，可以對治這個時代的通病：「自依止」，對治

自卑；「法依止」，對治自負。有了這樣的中道，大師就要大家相

5. 星雲大師：《佛法真義 1》，頁 195。
6. 同註 5，頁 196。

人間的覺者，新時代行佛―讀星雲大師《佛法真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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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我是佛」！心中有佛，就可以激勵我們去追求自我的精進、自

我的超越，像佛一樣慈悲，像佛一樣普利天下。7

讀過大師的《佛法真義》，我相信大家能更好地理解大師修建

佛陀紀念館的用心良苦：引導大家體會佛陀的偉大，發現自己的偉

大，人人皆有佛性。心中有佛，就不會輕視自己，因為有佛的智慧；

心中有佛，就不會輕慢別人，因為有佛的慈悲。

佛事是人事

大師 1967 年在高雄創建佛光山，樹立「以文化弘揚佛法，以

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的宗風，致力

於推動「人間佛教」，成為中國佛教現代化的典範。他寫的一系列

文章，譬如〈建立人間佛教的性格〉，系統講述他的人間佛教思想，

是理解我們這個時代的佛教的經典之作。他說，「佛陀出生在人間，

修行在人間，成道在人間，說法在人間」，言近旨遠；他問「為什

麼要立願往生他方淨土，而不發心在人間建立淨土呢？」堪稱醒世

真言。《佛法真義》三百則條目，處處融會了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

引導佛弟子以佛法真精神積極面對現實人生。

《佛法真義》裡有好多故事，若能細細琢磨，就會感到大師的

人間佛教更多是面向現實的實踐，而不是照著別人的說法生搬硬

套。當年太虛倡導人間佛教，把「經懺」當作舊佛教的象徵，予以

批判。但是事實上，佛弟子的信仰裡脫離不了「經懺佛事」。大師

把這些活動還原到「了生脫死」的佛法真義上，實現了佛教神聖與

世俗的兼容並包。

7. 星雲大師：《佛法真義 2》，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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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數十年前，台北普門寺二十多位剛出家的男眾，被大師

派去殯儀館誦經，剛開始大家面有難色，但後來這些法師都很歡

喜。大師說：「亡者的家屬見到我們心生感動，好像是救星來了，

為他們增加力量，像這樣讓生者得到安慰，就是『了生』；我們祝

福亡者上生，讓死者得到冥福，就是『脫死』。」8 如此一說，大

師就把經懺佛事做成「了生脫死」的佛事，是一種真正的佛事，而

不是一場佛門的生意。大師對此的解釋非常精采，值得佛弟子認真

領悟。

「了生脫死」是佛門的真目標，是一個大自在的解脫境界，大

師的人間佛教並沒有弱化這種解脫功能，他所反對的是還沒有活明

白就光想死的事，他鼓勵大家要在人間生活，要在人間修行，鼓勵

大家要用平常心看待生死，在自己還很健康的時候也能擁有大自在

的境界。大師闡明「了生脫死」的意義是：「生，不為生的苦所束

8. 星雲大師：《佛法真義 1》，頁 176。

人間的覺者，新時代行佛―讀星雲大師《佛法真義》

讓生者得到安慰，亡者得到冥福，做經懺就是做一場「了生脫死」的佛事。
（圖 / 人間通訊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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縛、困擾，而能突破生的困難、挑戰；死，也不為死亡而傷心難過

不已，而能了知有個不死的佛性。」9

經懺佛事是中國佛教的重要特色，是祖師大德接引眾生、救度

眾生的重要法門，豈能說不要就不要？

《六祖壇經》說到，「懺者，懺其前愆，永不復起；悔者，悔

其後過，更不復作。故稱懺悔」。簡單地說，懺悔是勸人悔過自新。

懺法的主要內容是勸人懺悔，令生慚愧，在中國起源甚早，南北朝

齊梁時期已經流行，宋代以後步入全盛。各種懺法繁複不一，但是

都有禮佛、誦經、懺悔、發願等環節。經懺是方便佛弟子共修的重

要弘法形式，也是宋代以後，佛教全面融入中國社會的基本表現形

式，深受佛弟子認可。到了明清時期，把經懺佛事商品化，確實不

好，但這並不意味「經懺」就不能做了，大師的人間佛教並沒有拒

絕經懺佛事。不做經懺佛事，並不是人間佛教的標誌。大師的人間

佛教，是把佛法當作生命的學問，所有的佛事都是人事。

大師說，「人間最好的美德就是慚愧」、「慚愧是對自己不好

的行為、心念，感覺羞恥，知道懺悔、改正；有了慚恥之心，可以

激發一個人奮發向上」。10 若是達不到了生脫死的自在境界，做經

懺至少能讓佛弟子生起慚愧心，時時刻刻都能重新開始。難怪〈佛

光四句偈〉會以「慚愧」結句：慈悲喜捨遍法界，惜福結緣利人天，

禪淨戒行平等忍，慚愧感恩大願心。

行佛

大師的偉大，並不全在他的文字般若，也不全在他的弘法成

9. 星雲大師：《佛法真義 1》，頁 176。
10. 同註 9，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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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而在於他有如此聲望之後，依舊和藹親切，做事圓融。

記得有一年去佛光山開會，大師那時視力已經不好，但在正式

開會的前一天晚上，他還坐著輪椅先去會場看一遍，問有沒有給學

者們擺桌子，桌子怎麼擺等等，令我聯想到有些官員讓祕書代寫講

話稿，有些學者讓學生代寫論文評議，而大師在那麼忙碌之中，還

能從容面對所有的小事，細心關照每一位學者，我由衷地讚歎大師

的偉大。這種風範，稱得上是「行為世範」；大師學佛，比我們平

常講的拜佛、求佛、信佛更上一層樓，那就是「行佛」。

大師的智慧，重在能夠落實到實踐上、行動中，如：「行佛，

就是依照佛陀的教法去實踐奉行，在日常的行住坐臥中，任何時候

都能自動自發，覺照現前所行是否清淨，並藉由佛心把自己本具的

寶藏開發出來。」、「真正的修行人，是要『行佛』，而不只是『學

佛』而已。」11 這是大師的夫子自道。覺行圓滿，才是真佛。大師

是我們新時代的佛陀，他的智慧兼具理論和實踐的內涵，他的人間

佛教是在行動中的，而不是光講觀念喊口號。

《佛法真義》的第三冊，主要是大師對佛門制度的解釋，凝聚

了大師帶領佛光山眾弟子在這些重要問題上的思考與實踐。大師所

講的「佛教常識」和「佛門行事」，都不是掉書袋，而是他的實踐

和心得體會，是佛光山的經驗總結。譬如在大師弘法五十週年時出

版的《雲水三千》中，他就以「行佛」來闡釋，「天上的白雲飄來

又飄去，地上的河水流過去又流回來；出家人行腳就是雲水。雲水

到哪裡去呢？三千大千世界。所以，雲水就是『行佛』」。12 因此，

雲水行佛，這不是一般的佛門術語，而是大師的經驗之談。

11. 星雲大師：《佛法真義 2》，頁 40。
12. 星雲大師：《佛法真義 3》，頁 152。

人間的覺者，新時代行佛―讀星雲大師《佛法真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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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當代佛教發展的專家，必須認真閱讀大師《佛法真義》的

第三冊。因為裡面講到的佛門行事，其實是大師對傳統佛教的現代

改革。佛教在這個時代存在的意義和發展的空間，大師以他的實踐

給予肯定的回答。譬如，五堂功課是漢傳佛教的基本功課，很多法

師早晚誦念了幾十年，也未必知道念的內容，大師就覺得是不是能

改一改。他說：「時代在進步，現在的五堂功課，也需要做個檢討，

這些都有如法、合理嗎？一天當中，光是到殿堂與佛接心、課誦，

就要三次；三次加起來至少花費五個小時左右，時間是否要那麼

長，需要再研究看看。每天花這麼多時間做五堂功課，那麼寺務誰

來發心服務呢？」13

讀到這段話時，我真的非常感動。最近十年，我一直協助佛學

院的建設，在具體工作中，我意識到早晚課誦要改革，否則年輕的

法師們根本沒有時間學習新知識。我們這個時代已經是學習型社會

了，居士們大多受過很好的世俗教育，知識淵博，我們的法師怎麼

能夠孤陋寡聞呢？法師們慧根再好，也要有時間博聞強記、融會貫

通啊！佛光山的實踐，為這個時代的佛教改革做出了榜樣。腳踏實

地做起來，推陳出新，佛教未來的發展就多一分希望。

今天的星雲大師，以他的《全集》，以這部《佛法真義》，給

我們的佛教界、給我們的中華文明提供了一分新的希望。他的經

驗，是應機的實踐智慧；他的思想，是如法的行動指南；他的佛光

宗，成就了人間佛教的現實意義。大師為我們開拓了漢傳佛教欣欣

向榮的世界格局，他依舊在思考、在實踐。期望年輕的後生要像大

師那樣，成為新時代的「行佛者」，爭做人間的覺者。

13. 星雲大師：《佛法真義 3》，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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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的覺者，新時代行佛―讀星雲大師《佛法真義》

星雲大師一筆字《雲水三千 行佛有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