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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妙凡法師在微信裡說，「時光飛快，明年農曆元月

十五日，是家師圓寂週年紀念，《人間佛教》學報藝文編輯群擬以

「人間佛教的未來展望」做為紀念專題」，希望我能夠提供一篇小

文。我當然感到非常榮幸和感念。佛光山在近百年漢傳佛教歷程中

創造了世所公認的歷史豐碑，奠定了其標誌性的歷史地位，這些都

離不開星雲大師生前每一個歲月的慈悲智慧和無私奉獻。他在佛光

山和當代漢傳佛教史上都具有無可比擬的崇高地位，也正因為如

此，在他的生前，就有不少學界和教內外人士擔心佛光山在星雲大

師之後的前景。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我們深入地分析星雲

大師生前為佛光山僧團和教團所留下的諸多寶貴的精神、制度和文

化遺產，就會對佛光山的未來生起更好的期待。

確實，和許多佛光山的關心者一樣，我於 2002 年 9 月的一天

第一次來到佛光山，就很驚異在台灣一個遠離都市的偏僻之地居然

有如此規模的現代佛教道場！ 10 年後的 2012 年，當我看到氣勢恢

宏的佛陀紀念館，更是驚歎不己，感覺當今世界恐怕只有星雲大師

「後星雲時代」的星雲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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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如此的大手筆！莫曾想，又過了 10 年，2022 年我又到了佛光

山，妙凡法師安排我乘車去藏經樓，我當時還很詫異：藏經樓不就

在山上嗎？還需要乘車去？當我到達落成不久的藏經樓時，忽然間

對星雲大師在遲暮之年居然如此發心完成「三寶山」計畫感到無比

的崇敬！我無限感歎：大師在 40 歲時開闢佛光山，也就是在那一

年，他積勞成疾得了糖尿病。他與糖尿病抗爭 45 年後，不僅使佛

光普照五大洲，創造了中國現代佛教史上一個又一個奇蹟，還以 80

多歲的高齡完成了佛陀紀念館，那時他的眼睛幾乎完全失明，多種

疾病纏身，但仍堅持日日不停地寫一筆字。而在他 90 高齡之後，

居然又給佛光山帶來一次完美的驚喜，藏經樓落成，佛光三寶山的

計畫在他生前圓滿劃上句號。正如星雲大師自己所說：「二○一六

年就是佛光山開山五十週年了。起初的四十年是建佛光山，是為僧

寶教團；後來花了近十年建佛陀紀念館，是為佛寶的教團；近期完

成的藏經樓，是為法寶的聖地，由「佛光大道」貫穿了佛、法、僧

三寶的佛光山本山教團。」因此，台灣的中國評論通訊社以「『藏

經樓』依山而起，佛光山諸事圓滿」為題，詳細報導和高度評價了

佛光山藏經樓落成的重要意義。

是一種什麼樣的大悲大願，使星雲大師如此得到老天的眷顧和

佛陀的護佑！在與糖尿病搏擊 56 年後，星雲大師得其所願，去了

彌勒兜率淨土，恰如佛光山編纂的《星雲年譜》將星雲大師的最後

歲月稱為「圓滿的人生」。當我們經常感歎好人在現實中總是難得

好報時，對比星雲大師的圓滿人生，我們是否對佛法的因果觀念有

了更深層的認識？

應該說，星雲大師不僅開創了佛光山僧團和教團，更是使他和

佛光山作為現代漢傳佛教的標竿，成就了佛教在當代世界文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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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振興和傳奇。

以上所述，我們多從物質的角度來看待佛光山和評價星雲大

師，其實，星雲大師的「圓滿人生」留下來的遠不止這些物質層面

的珍貴遺產，更重要的是他帶領佛光山僧團和教團所開創和建立起

來的諸多制度層面和精神層面的寶貴遺產。這些正是「後星雲時

代」最值得珍視，也是確保佛光山僧團和教團在「後星雲時代」，

能夠堅持星雲大師所開創的人間佛教「星雲模式」，不斷開創新局

面的最重要基礎。

首先，星雲大師留給後人最寶貴的「精神遺產」，就是他終身

追求「回歸佛陀本懷」的「四給」利他主義人間佛教哲學思想。有

關探討星雲大師思想的著述很多，但是，我個人覺得，最能夠反映

星雲大師和佛光山僧團和教團思想的，就是佛光山信條：給人信心，

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星雲大師認為，這個「四給」思

想源自最能體現大乘佛教精神的「四無量心」。星雲大師在晚年的

《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中說到：「人間佛教秉持佛陀的精神，

宣導信仰的意義是奉獻，是不求回報。」又說：「人間佛教要有利

他性與普濟性，人間佛教是以菩提心為主，以菩薩道為行，能夠『上

求佛道，下化眾生』，實踐佛陀對人間的開示、教化，效法佛陀犧

牲、奉獻的行誼，這就是菩提心。」因此，這個「四給」蘊含著極

深厚的現代人間佛教哲學思想。

信心是積極人生的重要基礎。佛陀傳揚佛法救世，就是要人擁

有積極的人生觀。太虛大師開創的現代人間佛教之路，就很明確地

指出，要使佛法從過去多關注死後而變成關注現實社會的積極人

生，所以提出著名的「仰止唯佛陀，成佛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

名真現實」。星雲大師多次提及太虛大師的這幾句名言，並將其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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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佛光山的弘法利生事業當中。有了人生的信心，就有了人生的

希望。但是，星雲大師對佛光的信心、歡喜、希望和方便最精闢的

闡釋，是給予他人，而不只是簡單地得到。「給」就是奉獻，就是

慈悲，就是佛陀的智慧。「給人信心」是現代人間佛教人生觀的重

要基礎，「給人歡喜」是現代人間佛教人生觀的真正核心，「給人

希望」是現代人間佛教人生觀的終極目標，而「給人方便」則是現

代人間佛教人生觀的根本保證。

其次，星雲大師留給後人最可寶貴的「制度遺產」，就是他帶

領佛光山僧團和教團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艱苦探索，所建立起來的佛

光山清規和制度體系。他在〈人間佛教的戒學〉中明確指出：

佛陀制戒，非常具有人性化，同時也充滿了人情味，因此，

戒律如果不能因時制宜，不能改革、修正與超越的話，反

而會障礙佛教未來的發展。難怪百丈禪師「避開戒律，另

訂叢林清規」的智慧，因此我在開山之初，也格守遵佛制，

根據六和敬、戒律和叢林清規，著手為佛光山訂定各項組

織章程，建立各種制度，例如人事管理訂定：「序列有等

級、獎懲有制度、職務有調動」；及「集體創作、制度領導、

非佛不作、唯法所依」等寺務運作的準則。

另外，我也為佛光山立下十二條門規：「不違期剃染，不

夜宿俗家、不共財往來，不染汙僧倫，不私收徒眾，不私

蓄金錢，不私建道場，不私交信者，不私自募緣，不私自

請託，不私置產業，不私造飲食。」做為徒眾行事的依循，

並且隨著佛光山的發展陸續制訂師姑制度、教士制度、員

工制度、親屬制度等。

﹁
後
星
雲
時
代
﹂
的
星
雲
大
師



《　　　　　》學報‧藝文│第四十九期

8

他在開創佛光山並擔任住持 18 年後，在 58 歲最富經驗之齡，「為

了讓教團制度化」，毅然宣布退位，由年輕一代開始擔當佛光山的

重任。可以說，「集體創作、制度領導、非佛不作、唯法所依」是

星雲大師帶領佛光山僧團和教團半個多世紀以來豐富的經驗積累和

總結，這種以 9 人宗務委員會為核心的分級民主管理體制，已經在

佛光山行之有效許多年，獲得佛教界和社會界的普遍讚譽。

第三，星雲大師留給後人的最可寶貴的「文化遺產」，就是他

生前的大量講演、開示和著述，以及佛光山編纂出版的《佛光大藏

經》、《佛光大辭典》等大型藏經和工具書。《佛光大藏經》是目

前規劃最大、錯誤率最低的大藏經分類標點版，對於大藏經適應現

代人的需要具有重要意義。《佛光大辭典》更是當代佛教研究學者

必備的最全面、最系統、最準確的佛學工具書。108 冊的簡體版《星

雲大師全集》，收錄了星雲大師全部中文著述，卷帙浩繁，收羅宏

富，4 千餘萬字，共分為 12 大類：經義、論叢、教科書、演講集、

文叢、傳記、書信、日記、佛光山、年譜、影譜、附錄等；不僅是

一部了解星雲大師和佛光山之歷史、文化、文學、佛學理論和佛教

現代化與國際化實踐的百科全書，也是中國現代佛教文化史上的佛

法寶典。據說，還有大量的星雲大師的演講和開示尚未整理出版。

2006 年 8 月 16 日，星雲大師在與護法信眾接心開示中曾提到：

佛光山的發展至今，也有信眾提到應該成立佛光宗，但觀

歷代宗派，沒有開山祖師自己創宗的，所以表示，在有生

之年不會創立佛光宗。佛光山是佛教宗、佛教派，是八宗

兼弘，四眾平等的道場。未來人間佛教思想要再發揚光大，

都是後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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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我曾託妙凡法師幫我向大師徵詢建立佛光宗的看法，得到

的答復也一樣。但是，正如論者所言：「他本人雖未刻意開宗立派，

研究臺灣佛教發展的學者卻認為，他已在傳統佛教八宗思想之外獨

闢一格，創立了所謂的『佛光宗』。 今後，以人間佛教為『行門』

基礎；以『佛光學』為『解門』體系的『佛光宗』，是否能將佛教

推向新紀元的巔峰，必定成為世界佛教界、學術界矚目的焦點。」1

因此，我認為，在「後星雲時代」，無論是佛光山的僧團和教

團，還是社會上的學界人士，都可以為「佛光宗」的建立貢獻一份

力量。「佛光宗」不是一個無所不包的佛教文化大彙集，而是有著

自己鮮明的主體性特色、時代特色和漢傳佛教現代形態特色的現代

佛教宗派。簡單地說，（一）它是自覺傳承佛陀本懷、中華漢傳佛

教優良傳統和太虛大師所開創的現代人間佛教之路徑，而不斷開拓

創新的人間佛教「星雲模式」；（二）它是以星雲大師所領導的佛

光山僧團和教團為中心的全世界佛光人共同成就，具有鮮明的佛教

主體性和身分認同，充分展現出與現代文明社會相契合的現代化和

國際化特徵；因此，（三）它不僅僅是屬於星雲大師和全體佛光人

的，也屬於自二十世紀八○年代成功實現現代轉型之台灣社會的，

更是屬於佛陀教化兩千多年來全體佛教，特別是中華漢傳佛教文化

積極參與構建全球文明新形態的偉大時代。

1 年前離我們遠去的只是星雲大師的報身，而大師的法身作為

佛法契理契機的現代人間佛教標竿，將永駐人間，成為佛光山僧團

和教團走向未來的指路明燈，也是佛陀教化和中華文化貢獻於世界

和平和現代新文明建設的寶貴遺產。

1. 佛光學集大成，http://www.bookzone.com.tw/event/gb234/page-d-6.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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