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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平

華東師範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本次發言，我旨在以佛教社會學及佛

教與社會關係來思考星雲大師開創的人間

佛教的理論和社會思想及其在人間實踐的

性格，從因、緣、果三者的關係中來考慮

星雲大師的社會思想、人間佛教的社會實

踐性格。人間佛教的理論和思想不僅僅局

限於佛教中，它也是屬於中國文化的思想，

屬於所有中國人的思想。

佛教的果報的信念，因果的信仰是佛教

最真實的真理，是人間的實相。因果是保護

大家的心靈法律，並不僅囿限於佛教的獨門

妙諦。它支配了宇宙人生的一切，也種下了

橫亙過去、現在、未來的三世因緣。

以人間佛教的因果觀而言，星雲大師

所宣導的因果觀跟以往佛教理論教義有所

不同。

首先，從衣食住行來談因果。因果，

不只是佛門各宗所弘示的道理，更是在每

個人的衣食住行之中，隨手可拈、隨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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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的實踐邏輯與知識類型

證的真理。這是人間佛教及奉行人間佛教理念的最基本的表現。

其次，從你我他等來談因果。我們世間的每個人都是有緣人，

所有的眾生都親如一家地建立一個良好的因果關係、 廣結善緣，這

就是人間佛教的社會性格，也決定了人間佛教的實踐邏輯。

第三，從社會共業、文明變遷講因果。一般來說，維繫我們社

會秩序的基本條件有禮俗、道德、法律，但最大的力量還是「因

果」。有了因果的體悟，能夠約束自己的行為，規範自己的意念，

這樣社會國家就能邁向祥和康莊的境界了。

人間佛教的果報信念是從畏果到畏因。菩薩畏因，眾生畏果。

人間佛教最後就是歸納到菩薩學處，學菩薩就是人間佛教的旨趣。

人人都有因果，是人間佛教的核心。星雲大師強調，因緣果報，中

間有一個「緣」，緣的不同則產生出來的果就不同。所以人間佛教

的實踐性格，根源於因和果之間的「緣」。大師所說的「三好、四

因、緣、果的關係密不可分，比如種子須有陽光、水的助緣，才能發芽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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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以及「給人信心，給人歡喜，

給人希望，給人方便」，根據「因、緣、果」的三層關係，即構成

了人間佛教的實踐邏輯。

人間佛教的實踐邏輯包括：1.「畏因」的生活覺悟方式，和覺

有情、菩薩道實踐邏輯。2. 承認因果間的社會之緣，肯定人生、生

活的人間性、現實性。3. 改變社會之緣，實際上也是把握因果倫理

的重要方法。4. 開啟生命權利的人間佛教，通過佛教的戒律性、出

世性、精神性和個體性，最後呈現眾生的生命權利。

最後，談及人間佛教的知識結構，其乃整合生命律、道德律和

社會律。三世果報不僅是一種以自我道德行為為核心、改變生命覺

悟方向、機制、結果的理論，同時，也能改變一個國家、民族及文

明的生命覺悟方向、機制、結果。它包含了生命治理、道德治理、

社會治理，在「菩薩畏因」的基礎上，開啟眾生敬畏的「生權之

果」。由此揭示人間佛教知識結構和實踐邏輯之間的互動機制，促

成人間佛教現代知識體系和行動結構的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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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早期書法「因緣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