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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煥忠

蘇州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

星雲大師是江蘇揚州人，在江蘇南京

棲霞山出家，在江蘇焦山佛學院讀書，在

江蘇無錫大覺寺當過住持，從江蘇出發走

向台灣，並通過台灣走向全世界。星雲大

師對世界思想和文化所做出的卓越貢獻，

主要是通過他在佛教實踐中所取得的重大

成就體現出來的。具體來說，星雲大師是

促進佛教中國化、現代化和國際化的偉大

宗教實踐家。以下 3 點作說明。

（一）星雲大師促進了台灣佛教的中國化

甲午戰爭，腐敗無能的清政府被日本

侵略者擊敗，不得不簽訂《馬關條約》，

將澎湖列島及台灣島割給日本。從此台灣

進入長達 50 年的日治時期。日本在台灣建

立起殖民統治，日本佛教也隨之在台灣各

地迅速傳播開來。這不僅表現在日本佛教

各宗派紛紛在台灣建立自己的別分院，而

且還表現為台灣本土佛教在日化的高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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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的卓越貢獻

下，不得不改頭換面，投靠到日本佛教各宗派的麾下，成為其分支

機搆，弘揚其思想義理，實踐其儀式儀軌。經過 50 年的殖民統治，

至 1945 年日本戰敗投降，台灣光復前夕，台灣佛教已經是高度日

本化的佛教，在諸多方面與其母體，即大陸的佛教，已有諸多的不

同了。

風氣雖移，但本性難變。當時台灣佛教界的僧俗大眾對大陸佛

教仍然充滿了向心力，僧服、獨身、素食的漢傳佛教及僧眾以其艱

苦修持、精進辦道仍然深受信眾的歸向和尊崇，到福州鼓山湧泉寺

受持具足戒，到普陀山朝拜觀音菩薩，在台灣佛教信眾的心目中，

特別是在佛教信仰的意義上，仍然具有無可比擬的神聖性。1949

年，東初、白聖、智光、南亭、慈航、星雲等一大批高僧大德，以

各種因緣來到台灣，他們突破當時的種種困難和限制，運用各自的

智慧和法門，經過艱難曲折的開創和弘揚，最終使台灣的佛教信仰

重新回復到中國佛教的康莊大道上來，成為當時的台灣人民認同中

華民族、認同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體現。因此我們可以說，星雲大

師上個世紀五、六○年代在台灣的弘法實踐，對於當時台灣佛教的

中國化，是做出過重大貢獻的。

（二）星雲大師促進了古老佛教的現代化

佛教是一種非常古老的宗教，自佛陀創教至今，已經有二三千

年的歷史了，佛教傳入中國，也已超過了二千年。傳統的弘法方式，

如升座講經、開堂傳禪、設壇拜懺、機鋒棒喝、參話頭、稱名念佛

等，雖然仍有非常多的信仰者和實踐者，但面對日漸豐富多采、愈

來愈重視理性和科學的現代社會，在安頓現代人的身心、滿足現

代人的精神需求方面，不免有些捉襟見肘，給人以昨日黃花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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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長此以往，佛教不免有被放進博物館、僅僅成為學術，特別是

人類學研究對象的危險。

星雲大師出身於上個世紀四○年代的焦山佛學院，受過太虛大

師人間佛教思想的洗禮，又具有強烈的時代意識和創新精神，故而

他到台灣之後，能夠運用諸多的現代手法弘揚佛法，並為其弘揚的

佛法注入時代的精神和需求。如，他創作了《釋迦牟尼佛傳》、《玉

琳國師》等文學作品，組織環島弘法巡遊、歌詠比賽、徵文等適合

現代特點的活動，在弘法時非常注意運用聲光電化等現代科技手

法，注重運用報刊、電視台、出版社等現代傳媒，創辦數十家佛學

院、中小學和 5 所大學等。星雲大師通過他有特色、有魄力、有開

創性的弘化活動，將古老的佛教帶入現代社會之中，使其完全適應

了當下的生活，並在淨化當代人心、淨化當代社會風氣中發揮重大

佛光山於 1997 年創辦「佛光衛星電視台」（今更名「人間衛視」），

星雲大師親臨台北林口體育館主持開台典禮。1997.12.14 （圖 / 佛光
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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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因此我們也可以說，星雲大師對於古老佛教的現代化，是做

出過重大貢獻的。

（三）星雲大師促進了中國佛教的國際化

遠在西元紀元之前，佛教就已走出古印度區域，在西亞、中亞、

東亞、北亞和南亞等廣大區域傳播開來，成為一種國際化的大宗

教。不過在近現代之前，佛教主要還是局限在北亞、東亞、東南亞

的範圍之內，在歐洲、非洲、澳洲和南北美洲則少有弘傳。上個世

紀六、七○年代起，星雲大師開始注重海外弘法，相繼在世界各地

建立起 300 多個佛光道場，將佛教推向了全世界。星雲大師還本著

「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的宏願，積極引導佛教在世

界各地與本土文化相結合，大力實現佛教的本色化或本土化，努力

為當地的民眾提供心靈安頓的精神空間，為當地社會和社區的和諧

和穩定提供思想和文化的擔保，同時也向全世界展現了以佛教為代

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豐富多彩。因此，我們還可以說，

星雲大師對於中國佛教的國際化、世界化或者說全球化，是做出了

非常重大、非常卓越貢獻的。

星雲大師對人類精神生活和文化事業做出的這些卓越貢獻，都

本著同時也體現著一個重要的理念，那就是弘揚人間佛教，回歸佛

陀本懷。在筆者看來，星雲大師的卓越貢獻和巨大成就，是他個人

精進修行、努力弘法的結果，同時也是時代因緣的產物。就個人努

力來說，中國佛教界從前、現在和未來都不會缺乏這樣偉大的人物；

就時代因緣而言，在今後的中國佛教界，包括兩岸四地在內，在可

以預見的未來，都不可能再次出現像星雲大師這樣獲得如此巨大成

就、做出如此卓越貢獻、擁有如此廣泛影響的人物了。

星雲大師的卓越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