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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西元一世紀左右傳入中國中原地區，至今已有 2,000 多

年歷史。作為一種外來的宗教與文化形態，佛教能融入中國固有思

想中，是經過一個漫長的與中國本土思想相互碰撞的互動過程，最

後實現了在中國的重新發展，並獲得一種「中國化」的新形態。

這一「中國化」的過程，如果從時間上說，大致開始於佛教初

傳的一世紀前後，而完成於七世紀末中國禪宗的建立。這是一個具

有某種內在邏輯的連續過程，其中有

3 個最為富有意義的重大事件。

一是竺道生（355-434）提出「一

切眾生皆有佛性」以及「頓悟」說。

竺道生是中國僧人，是著名的佛典

翻譯大師鳩摩羅什（Kumārajīva，

344-413）的弟子。在《大般涅槃經》

譯為漢文之前，竺道生就提出「一

切眾生皆有佛性」，把作為成佛之

根據的「佛性」推向普遍，並以此

為根據，而提出「成佛」只有通過

「頓悟」才是可能的。竺道生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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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在當時的情況之下，雖然缺乏印度佛教典籍的根據，但實際上

具有中國固有思想觀念為其支撐。在中國儒家的思想中，原本存在

著「人皆可以為堯舜」的觀念，因為聖人的本質與普通人的本質是

同一的。竺道生的思想之所以重要，正在於他是用中國思想去涵化

佛教，從而使佛教具有「中國特色」的第一個重要範例。

二是智者大師（智顗，538-598）創立「天台宗」。天台宗是

由中國僧人所創立的第一個佛教宗派，在中國歷史上影響極其深

遠。天台宗的理論體系是十分宏大而又精緻的。它的最主要特徵，

在於融通了佛陀教義的不同層面，融通了「小乘」與「大乘」，而

強調只有「一佛乘」，維護了佛陀教義的完整性與統一性；在「成

佛」的境界上，強調眾生世間與佛世間的統一性、世間存在與解脫

價值的統一性；在實現「成佛」的方式上，強調「止觀」的必要性，

以「從心得解脫」為根本。天台宗的創立，是佛教實現「中國化」

的重大標誌，完成了中國佛學理論體系的重新建構，並為此後的中

國佛教發展奠定了基本的理論與實踐模式。

三是惠能大師（638-713）開展出中國禪宗。中國禪宗的具體

表現形式，相對於佛教原來的印度形式或南傳的上座部佛教，或許

是非常陌生的，但它的根本觀念，卻正是由竺道生所確立、並經過

天台宗的充分理論化闡釋而成為「常識」的二大原則：「一切眾生

皆有佛性」與「頓悟成佛」。在禪宗的觀念之下，一切現實的生活

實踐活動都可以是導向「本心」開明的方式；也就是說，現世的生

存與解脫價值的實現是完全可以統一的。「心」既然是「佛性」的

體現者，那麼「心」的開明即是「佛性」的開明，「佛性」的開明

即是「成佛」的實現。禪宗出現之後，即成為中國佛教發展的主流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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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大事件，在中國佛教的發展過程中都具有典型意義。其

中所體現出來的一個共同主題，簡單地說，即是不斷消解印度佛教

固有的以出世間的「彼岸」世界為成佛境界的價值取向，而不斷突

現世間、出世間之間的價值圓融，強調世間的生存即是通往出世間

的必由之路，而在「頓悟」的觀念之下，成佛甚至是可以當下實現

的，而不必期待於來世。中國佛教的這一價值取向，顯著突現了佛

教對於人生的現實意義。

現代以來，中國佛教的發展出現了一個新的轉向，通常即稱之

為「人間佛教」（Humanistic Buddhism）。「人間佛教」的提出者

是太虛大師（1890-1947），逐漸為中國僧界所普遍接受，而成為

現代以來的一場佛教改革運動。「人間佛教」的主旨進一步突出了

世間與出世間的相互圓融，以人格的完成作為「成佛」的前提，提

倡以出世間的態度來從事世間的事業，使佛教真正起到服務人群、

服務社會的現實作用，從而造成了非常廣泛的社會影響。

就「人間佛教」的實踐來說，星雲大師所創建的台灣佛光山道

場做出了示範。就歷史的發展脈絡而言，「人間佛教」是中國佛教

的世間化傾向在現代社會條件之下的體現，是中國化佛教的現代發

展。太虛大師提出，趙樸初、印順法師等在理論上進一步給予闡釋，

星雲大師則付諸切實的實踐，成為中國佛教在當代社會的一種主導

形式，具有深遠的意義與影響。

星雲大師不僅注重人間佛教的實踐，同樣注重人間佛教的理論

建設。在他大量的著作之中，對人間佛教理念有多維度闡釋，尤其

在晚近出版的《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這一著作之中，對「人間

佛教即是佛教」這一根本思想有深刻闡釋。星雲大師說：



77

對於「有人掛念：人間佛教會不會因為太人間化，而流俗

了」，其實人間佛教是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是傳統

與現代的融和。而所謂傳統，不是一百年前、五百年前的

佛教，而是直指佛陀本懷的傳統。所謂現代化，則是以現

代人可以接受佛法的方式，「依義不依語」的善巧方便，

將佛教教義以人人能懂、能接受的方式，推動「三好四給」

「五戒十善」「六度四攝」的人間淨土。1

星雲大師這裡所說的，實際上釐清了人間佛教的幾個問題，我

稍加分析如下：

一、釐清了人間佛教作為宗教的神聖性向度：神聖性或超越性

是任何一種宗教都須具備的基本向度，宗教中的「神聖性」及其對

於世俗社會的超越性，實質上指向一種生命存在的境界，這一境

界即決定了信徒生活方式的價值指向，正因此而使宗教獲得規範

人生、引導人生的現實作用。「人間佛教是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

事業」，這一觀點與人間佛教的最初提倡者太虛大師的觀點全然一

致。在這裡，「出世的精神」即是人間佛教的價值向度，是人間佛

教的實踐者自我精神或心靈的安住之所，正是在這一精神的涵攝之

下，「入世的事業」實際上就成為神聖性的實際展開形態，也是神

聖性的實現方式。正因為「入世的事業」是在「出世的精神」指導

之下而做的，因此在人間佛教的固有義域之內，即實現了世法與出

世間法的融和、此在生存與彼岸價值的融和，人生的過程即成為成

佛過程的必要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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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頁 242。

談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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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釐清了人間佛教與「佛陀本懷」或「原始佛教」之間的本

質同一關係：按星雲大師的闡釋，人間佛教是「直指佛陀本懷的傳

統」，因此是對佛陀本原教義的直接繼承。這一論定，一方面破除

了關於人間佛教是否偏離佛陀本原教義的疑惑，另一方面也對人間

佛教的本質進行了釐定。就本質而言，人間佛教即是佛教，與佛陀

的原始教義不相違離，兩者之間存在本質上的一致性與傳統上的統

一性；另一方面，人間佛教也與中國佛教的自身發展傳統相統一，

是佛教傳統的現代繼續，是合乎現代人生之實際的。整合兩點，則

人間佛教既契於佛教本原之理，又契於現代人生之機，體現為佛教

之「契理契機」的新形式。

三、釐清了人間佛教之「現代性」的基本內涵：所謂「現代」，

只是個時間概念。諸法實相不依時間而有流轉，佛陀洞達一切諸法

之實相的本原教義也不依時間而有改易；而為一切眾生開示悟入佛

之知見的佛陀本懷，其啟迪眾生開示悟入的方式則必依時間而有轉

移，如此方能真實成就佛陀之本懷的普遍實現。因此所謂「現代

性」，並不是說佛陀的教義有「原始」、有「現代」，而是說眾生

的生活方式有「原始」、有「現代」之差異。因此，人間佛教的「現

代性」，即體現在「以現代人可以接受佛法的方式」，是「依義不

依語的善巧方便」，那麼也即是說，人間佛教根本不是脫離佛陀本

原教義而「杜撰」的某種別的東西，而是佛陀的本原教義採取了現

代人可以接受的教化方式，是一種契於眾生現實生活情態的「善巧

方便」而已，是一種教化方式的更新。

四、釐清了人間佛教在契於眾生當下根機前提之下，方便施

設的基本法門：人間佛教契合現代人根機而施設的法門，即「三

好四給」、「五戒十善」、「六度四攝」，這些方便教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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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則是「人間淨土」，即世間而出世間，而「人間淨土」的

實現，毫無疑問即是佛陀本懷的實現，也是佛教本身之神聖價值

的終究圓成。

談到人間佛教的教門施設，我這裡只就「三好四給」略作申述，

其中可見星雲大師對於佛陀之本原教義，為契合現代人生之條件，

將佛教教義轉化為「人人能懂」的能力，是十分令人欽佩的。例如，

大家皆知貪、瞋、痴「三毒」是一切煩惱根本，要超凡入聖，須斷

三毒，修行修心，皆為此設；欲除三毒，須勤修三業，三業清淨，

則煩惱淨。要對現代人講這許多道理，恐怕不容易入人之心，而星

雲大師提倡「三好」：「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實攝「三業

清淨」根本含義。「存好心」即修意

業清淨，既破我執，又以發起利他之

心；「說好話」則言語真誠，不妄不

誑，即修口業清淨，又以發起愛他平

等之心；「做好事」即修身業清淨，

又以發起慈悲喜捨之心，將所存「好

心」付諸實踐，以清淨身業轉移眾生

所居環境，則「人間淨土」可期而至。

講「三好」，則人人能懂，人人可行，

是以佛陀本原教義而契於現代人生之

一例。

既講「做好事」，則須落實於生

活實踐，故星雲大師提倡「四給」：「給

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

方便」。「四給」是「做好事」落實 星雲大師一筆字「布施」

談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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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生活的踐行，其義雖然多途，而可以總說為「布施」。「四給」

即是破除我執，即是利樂有情，即是慈悲喜捨。由此例可知，星雲

大師關於人間佛教的實踐，正是在「依義不依語」的原則之下，實

現了佛陀教義的現代轉化。

依上所說，最後提出我本人關於人間佛教的基本觀點。

「人間佛教」者，即是佛教，是佛教傳入中國、並在中國展開

其自身歷史的過程之中所出現的一個新階段，是中國佛教在現代發

展的一種新形態。這一新形態的佛教，乃是以佛陀洞達一切世間相

之畢竟空而為一切眾生拔苦與樂、令皆得解脫之根本教義的深沉領

悟為前提，基於現代社會之整體境緣的統體觀照，所採取的契於現

代社會之人生實況，而導其進入無我解脫之境的方便施設。雖謂之

「新形態」，但非謂其與佛陀所立之根本義理有何殊異，而僅謂其

教門施設因契於現代境緣而有所不同而已。以佛陀之根本教義為理

體，是為「理一」；開權便施設之多門，是為「分殊」。理一而分殊，

顯體以多門；分殊而理一，即用以達體。然則體用不二，兩相圓融，

則佛陀令一切眾生皆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之本懷，遂因深契現代境緣

之機而得以彰顯。故謂「人間佛教」者，即佛教也。

然加「人間」二字者，乃以「人間」為佛教施用之根本境域故

也。而「人間」者，即「人界」之謂也。佛陀等視一切眾生，普施

博化，略無差等，然眾生法太廣，而必以「人界」為佛法顯用之根

本境域。人居十界之中品，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實皆人界

之墮落；天、聲聞、緣覺、菩薩、佛，則皆人界之轉進。故「人間

佛教」者，實以「人界」之救度解脫為根本目的，而開「人界」之

向上轉進、超凡俗以入聖域的權便之途。佛教原為人界而設，故謂

「人間佛教」者，即佛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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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達實相之真諦，則世俗當棄，是須轉俗成真；憫人界之多艱，

哀生人之屯蹇，是當拔苦與樂，則須回真向俗。從假入空，則以真

諦為依歸；從空入假，乃顯普濟之悲懷。依於真諦而行於俗諦，則

真俗皆攝，方顯中道。即俗以歸真，即真以顯中，則世出世間盡皆

圓攝，行於世間而通達佛道。經云：「一切世間治生產業，皆與實

相不相違背。」故行住坐臥，無非行道；俯首低眉，皆是道場。然

則「人間佛教」者，乃以中諦之實相為體，以從空入假為用，以普

遍接引人界眾生入於佛道、而得其生命境界之轉進於聖域為目的，

是為對佛陀出世之本懷在現代境緣之下的新實踐。故謂「人間佛

教」者，即佛教也。

人間佛教重視當下的淨土，致力於解決人間各種問題，所謂「以

出世思想作入世事業」，屬於菩薩乘的思想；主張「人成即佛成」，

也是以聲聞、緣覺出世的思想，做人天乘入世的事業，進而實踐菩

薩道的慧業。

—《人間佛教語錄》

談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