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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在《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第六章〈總結〉部分的

提要中提到：

中國佛教很可惜，只有一半的佛教，例如，在根本教義上

只有消極的解釋，缺乏積極的作為。重視出家，不重視在

家。重視出世，不重視入世。重視寺院， 不重視家庭。重

視山林，不重視都市。重視男眾，不重視女眾。因此佛法

的弘傳，不能全面性、普遍性地展開。而人間佛教把這一

切都融和、完整、圓滿了。1

大師把「中國佛教」與「人間佛教」對舉，這個「中國佛教」其實

無疑就是傳統佛教了。星雲大師指出傳統佛教有種種的不足，歸根

結柢也就是非人間性，即脫離生活實際，脫離人的需要；而人間佛

教才使其得以「融和、完整、全面」。我們不禁要問：是什麼原因

導致傳統佛教成為非人間性的佛教？又是什麼原因使得星雲大師能

將傳統佛教轉化為人間的、生活的佛教？這兩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問

題的兩面，那就是人間佛教出現的內在根據是什麼？

1.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北京：人民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6 年，頁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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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在《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第四章「佛教衰微的原

因」部分，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解答。他提到傳統佛教衰微的 10 大

原因，除了本土的政治、文化和社會風氣以及西方文化的影響之

外，特別談到了佛教自身的問題，如：一、過度學術化的傾向；二、

經懺密教的道德信仰墮落；三、出家人對佛教目的的誤解；四、對

佛教戒律對象的誤用；五、對佛教教義的消極宣傳；六、出家人急

於求證出世解脫。我們可以將其歸為兩點，一是出家人缺乏對佛教

的責任擔當；一是對佛教真義的扭曲。這些因素，使得佛教不能指

導世間生活，不能提升道德人心，不能淨化社會風氣，從而也就失

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和正當性。星雲大師從佛教內部深刻剖析自身存

在的問題，無疑具有深刻的啟發性。

如果我們進一步追問，出家人為什麼會走向學術化、急於出世

解脫？又為什麼會對佛教的教義、戒律等存在誤解、誤用？筆者認

為，這些問題的解答需要聯繫人的存在論來解釋。人們希聖希賢、

成佛作祖的期盼，都是為了解決人生的意義，消解死亡對人的尖

銳、深刻挑戰。對於出家僧人來說，成佛無疑是其終極關切；而對

佛的本質和成佛之路的不同理解，導致人們的是非判斷和行動選擇

出現種種不同。傳統佛教的僧人們對人間的拋棄，不為別的，是因

為人間的世俗性和在成佛之道上的非必要性。而與此恰恰相反的

是，星雲大師將其生命的熱情和精力傾注於人間，正因為人間的神

聖性和在人間成佛的必然性。

由佛教歷史可知，自唐末「會昌法難」後，隋唐八宗並弘的佛

教盛況很快消失，深度依賴經教傳承的天台、華嚴、唯識諸宗一蹶

不振；而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為特點的禪宗，以其理論的簡潔和

修行方法的簡便，獨領風騷，並與修行方法同樣簡單直接的淨土宗

心性佛與釋迦佛―人間佛教的兩套佛性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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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佛教的主要力量。一般來說，傳統佛教主要就指禪淨兩宗。

說人間不具有神聖性，這是對於淨土宗來說的。淨土宗旨在往

生西方極樂世界的彌陀淨土，那是距人間十萬億佛土的遙遠西方，

自然對於人間並沒有多大的眷戀。而且在淨土宗人看來，人間就是

一個五濁惡世，淨土宗人就是要觀照娑婆世界的濁惡和極樂淨土的

淨美，產生對前者的厭離和對後者的欣羨，以增加念佛往生的動

力。他們的功課主要在一句佛號，要在念而不念的功夫之中，實現

帶業往生。因而，在義無反顧地往生極樂淨土的淨土宗人心中，人

間的非神聖性是再自然不過的了。

說人間對於成佛之路的非必要性，這無疑是對禪宗而言。當然，

這要稍費點周折。筆者認為，禪宗的創立雖始於達摩，實則肇始於

惠能大師。惠能大師禪宗的特色是將佛性內在化，也即是將佛性置

於眾生當下現實的一念心中，從而建立了一個以當前現實人心為基

礎的心性本體論。這引發了所謂的「六祖革命」之說。

首先，惠能大師一再強調，「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

佛」、「佛是自性，莫向身外求」。既然佛不是某種外在的信仰、

崇拜對象，而是眾生之自心自性，因此，佛不能度眾生，眾生只是

自度。其次，惠能大師言：「自心是佛，外無一物而能建立。」「菩

提只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也就是說，佛法功夫全在覺與不覺、

悟與不悟。道由心悟，迷凡悟聖。因而修禪靜坐，養性山中是不必

要的。再次，惠能大師言，「諸佛妙理，非關文字」。既然佛是心

作，禪是佛意，則不能也不必要向四處尋求，因而藉教悟宗、依教

修行也是不必要的。最後，惠能大師言，「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

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

自己修清淨，及時西方」。因而遠離塵俗、出世潛修，獨處孤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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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形山谷，泯跡人間的出世主義也是不必要的。總之，自惠能大師

大力提倡解脫不離世間之後，禪宗乃至整個中國佛教逐漸朝著既入

世又出世的道路發展。

有學者言：惠能大師以具體的現實的人心去代替一個抽象玄奧

的「如來藏自性清淨心」。這一轉換，使得惠能大師實際上把一個

外在的宗教變成一個內在的宗教，把對佛的崇拜變為對自己的崇

拜，把釋迦牟尼佛的佛教，變為惠能大師的「心的宗教」。2 惠能

大師把握到行為的目的性對行為本身性質的決定性影響，因而通過

將淨、善之心注入世俗的行為之中，使世俗神聖化。

如果說惠能大師把佛性歸之於眾生當下的一念心中，實現了佛

性的「內在化」，那麼惠能大師之後的禪師們則將佛性「遍在化」，

也就是不僅內在「心」是

佛性，外在的山河大地、

草木鳥獸都有佛性。他們

強調「青青翠竹，盡是法

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

「運水搬柴，無非佛事」。

因而，在修行的方式上，

強調「本自天然，不假雕

琢」，純任自然，由此更

衍生出「機鋒」、「棒喝」、

「話頭」、「公案」。即

心即佛的祖師禪變為無情

2. 賴永海：《中國佛教與哲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年，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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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的修行就在搬柴運水的日常生活中。圖
為禪畫禪話《曬香菇》（高爾泰、蒲小雨 /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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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性的分燈禪：前者把佛性僅僅局限在眾生，後者則擴大到萬物，

在佛性的根據上，也從以心識、覺性解釋佛性，變為以真如釋佛性。

總之，禪宗在惠能大師之後，進一步把世俗、把人間神聖化。

但是，無論是惠能大師的祖師禪，還是之後的分燈禪，都沒有

走上人間佛教的道路，因為人間的神聖化只是人間佛教的可能性，

只是表明在人間可以實現人生的意義。在明清政府僧信隔離政策的

控制下，佛教走上了山林清修的道路。從理論上說，山林、寺院也

是人間，也有「佛法」，也可以「覺」，並不違背禪宗的本意。因此，

人間佛教的產生需要必然性。

星雲大師作為臨濟弟子，深研《壇經》，自然熟悉禪宗的理論，

尤其是佛性論。在其剛出家不久返鄉探親，便對其外婆腹部會響的

修持功夫提出質疑，認為它無關明心見性。可見，在禪宗叢林教育

中，星雲大師接受的是禪宗明心見性的佛性論，他也以心性佛為理

論依據，構建自己的理論。

首先，大師以心來解釋佛與眾生，甚至十法界。他說：

是佛還是凡夫，都存於一心；心中有天堂的聖者，心中也

有地獄的魔鬼。吾人每天在天堂地獄中不知來回多少次？

在魔鬼、聖者中也不知升沉凡幾？吾人的心中具足十法界；

在十法界中，人是升沉的樞紐，因為人之上有佛、菩薩、

緣覺、聲聞；人之下有地獄、餓鬼、畜生。

我們立身世間，能以佛心待人，則世界也會跟著我們轉成

佛界；我們若以魔鬼的心處世，世間也會成為魔界。佛魔

存乎一心，你要做佛呢？還是做魔呢？可不慎哉！ 3

3. 星雲大師：〈魔鬼與天使〉，《人間福報》，2001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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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說：如果你知道自己「自心是佛」、「自性是佛」，即使

如溈山禪師發願做一頭「老牯牛」，那也是與佛無二；即使與樹木

花草為伍，那也是逍遙自在。所以，大地山河，只要你的心裡能夠

一「悟」，到處都是自己的世界。

其次，以善美解釋佛心。對於什麼是佛心？星雲大師認為：

「『將心比心』就是佛心；體諒的心就是佛心。佛心，就是慈悲，

就是道德，就是善美。」4 星雲大師將佛性歸之於內在善美，那麼

以善美之心對人處事，都是佛事、佛法。所以他說：

慈悲喜捨是佛法，利人利世是佛法，忍耐無我是佛法，積極行

善是佛法，乃至於八正道是佛法，六和敬是佛法，七覺支是佛法，

三解脫是佛法，所謂世間上的好事好理，無一不是佛法啊！ 5

甚至，星雲大師還以善心慈悲一切。他說：

佛在哪裡？在慈悲裡，所以有慈悲的地方就有佛，佛是全世界

無所不在；「大地」是佛身，要輕聲慢語，不要把佛踏痛了；講話

不要太大聲，以免把沉靜的佛給吵醒了；林木花草如同佛的毛髮，

任意砍伐摘折，會把佛身弄痛。6

最後，星雲大師以心性調和佛教與其他宗教之間的衝突，他說：

在世界上的各種宗教當中，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回教、佛教

等，雖然彼此信仰的對象有別，但是不管是天主、上帝、阿拉、佛

陀，乃至地方性的各種神祇等，其實都是信者自己心中所規畫出來

的「本尊」，名稱雖有不同，意義卻是一樣。

由於各人心中各有本尊，所以不管耶穌、穆罕默德、孔子、上

4. 星雲大師：〈將心比心〉，《人間福報》，2001 年 1 月 16 日。

5. 星雲大師：〈有佛法就有辦法〉，《人間福報》，2000 年 5 月 2 日。

6. 星雲大師：《星雲日記 43．隨喜功德》，台北：佛光文化，1997 年，頁 78。

心性佛與釋迦佛―人間佛教的兩套佛性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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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關公，認定就好，不要互相排斥，也不要以自己心中的本尊去

要求別人，宗教之間應該要融和，大家和平共存，才不會失去宗教

追求真善美的本質。7

與傳統禪宗不同的是，星雲大師雖然也堅持心性佛，但他認為：

首先，「參禪學道的人，每每忘記了自己是佛，往往心外求法，心

外覓佛」，因而佛心需要「在學習過程中，要有偶像的觀念來激發 

」，更需要通過行動，如「朝山禮佛，要將心中的佛拜出來」，從

而在行佛時，讓自己眼、耳、鼻、舌、身、意通身是佛！

其次，雖然人人心中都有佛性，但要通過明心見性的修持工夫，

找回自己的自性佛。星雲大師雖然認為禪宗主張「佛性人人本具，

因此不要再到心外求佛……理上是如此沒有錯」，但又強調當人們

還沒有開悟的時候，還不知道自己「即心即佛，即佛即心」的時候，

還是要拜佛、念佛才能成佛。

最後，星雲大師認為，「佛在每一個人的心中」這句話是對的，

他以幾十年佛教生活的體會，認為佛陀應該是在虛空法界裡。這種

充滿虛空，遍滿法界的佛陀真身，要通過信仰來認識、體證。因而，

佛陀就在我們的信仰裡。「佛陀是覺者，是真理的體現者，唯有用

至高的信仰實踐，才能體會佛陀在哪裡。」因此，星雲大師深有體

會地說：

今日講人間佛教，我們應該從人到佛，應該依著佛陀的這種次

第，慢慢地擴大自己。

所謂法身者，就是遍滿虛空、充塞法界，無處不在、無處不有

的本來面目，那便是修道的目標。今天假如有人問：佛陀在哪裡？

7. 星雲大師講，滿義記錄：〈佛教對「宗教之間」的看法〉，《普門學報》第 19
期，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4 年元月，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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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以我個人的體悟告訴大家：佛陀在我們的心裡，佛陀在我們的

虛空裡，佛陀在我們的信仰裡。8

因此，「心是佛」是一種境界，需要實踐的體悟；是一種原則，

需要事上的體現；是一種目標，需要積累。有鑑於此，星雲大師說：

人間佛教必須把佛陀人間化，我們要從人間佛陀的信仰上，建

立一個真實的信仰，然後慢慢地昇華，再來認識般若的法身、真理

的佛陀⋯⋯我們認識了人間的佛陀，才能慢慢認識自己心裡的佛

陀。認識了心裡的佛陀，自能豁然認識法身的佛陀。9

可見，星雲大師認為，心性佛要靠信仰外在佛來成就。心性佛

要由口號變為行動，才真正有所受用。星雲大師的方法，就是通過

對釋迦牟尼佛的信仰而後一步步達到認識心裡的佛，最後體證法身

佛。因而在心性佛的基礎上，星雲大師著力構建釋迦佛。

在《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中，星雲大師提出釋迦牟尼佛就

是人間的佛陀，他出生在人間，修行在人間，成道在人間，度化眾

生在人間，一切都以人間為主，而他所傳的就是人間佛教。星雲大

師對佛教的闡述：佛教的主旨是造福人類，準則是慈悲平等，佛教

的目標是融和歡喜，理想是淨化人間。這樣，依教修行、覺悟成佛

的佛教，成了以關注人間、造福人類為職志的人間佛教。

大師通過樹立人間佛陀的光輝典範，以佛陀的身教和言教告誡

信眾：既要有把握佛陀證悟的真理，以之淨化人間的本懷；又要有

「一切為了佛教」的信念和「佛教靠我」的擔當，要直下承擔「我

是佛」，從而「學佛、行佛、成佛」，通過激發人們自性佛的潛能

8.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頁 92-97。
9. 星雲大師：〈偉大的佛陀〉，載《星雲大師演講集 6．宗教與體驗》，北京：生活．

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年，頁 113。

心性佛與釋迦佛―人間佛教的兩套佛性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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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提升生命的質量，造福社會。大師呼籲：當今的佛教徒除了不應

抱持自修自了的心態，也不要事事求佛、拜佛、念佛，一味祈求佛

陀的賜予……真正的信仰，是發揚人間的佛教信仰精神，要能犧

牲、奉獻、服務，實踐弘揚佛法、普度眾生的菩薩道。10

星雲大師在〈貧僧有話要說．真誠的告白〉一文中說：「我這

一生信仰佛陀，以佛陀為我的導師，為我的道路。未來，大家在佛

道的修學上，佛陀、十大弟子都是我們的榜樣，佛教的宗門祖師都

是我們的模範。」11 在心性佛之基礎上，更立釋迦佛，這是星雲大

師和傳統禪宗不同之處。可以說，在星雲大師的思想中，存在兩套

理論，一是惠能大師開始的心性佛，一是釋迦牟尼佛。前者以心去

融通內外諸境，後者以緣起性空去解釋世間萬法；前者把佛置於內

心的善念或淨念，後者把釋迦牟尼佛作為人生的導師和行動的指

南。星雲大師在堅持心性佛之時，以釋迦牟尼佛作為標準，避免認

欲為理，走向狂禪；在效法佛陀走向人間之時，堅持心性為上，從

而以心神聖世俗。

禪宗是一種理性的佛教，不強調信仰；禪宗需要證悟的是法身

佛，而釋迦佛只是化身佛；禪宗強調內向自悟，釋迦佛並不具有權

威性。筆者認為，這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兼容性承接禪學的

思想，卻又超越禪學既有的框架。

10.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頁 93。
11. 星雲大師：〈四十說．真誠的告白—我最後的囑咐〉，《貧僧有話要說》，

台北：福報文化，2015 年，頁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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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佛陀拈花，迦葉微笑」，禪即是以心印心。圖為四川資中東岩崖
造像―拈花微笑佛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