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8

人間佛教的思想淵源於佛陀創教的根本情懷，孕育於佛教中國

化的過程之中，生長於中華傳統文化的沃土。特別是近代以來，在

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中，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得到了充分

的拓展，取得了豐碩的積極成果。人間佛教在近現代社會轉型中的

現實推展，始倡於太虛大師，發展於印順法師、趙樸初居士等，並

由星雲大師、淨慧法師等積極付之於實踐。

太虛大師曾指出，「人間佛教」就是要在人間發揚大乘佛教救

世度人的精神，多關注現生問題，多研究宇宙人生的真相，致力於

推動人類的進步和世界的改善，建設人間淨土。他強調，可以「發

達人生」，而不是遠離人生或脫離人生的才是佛教的真精神。1 太

虛大師的高足印順法師，從理論上對太虛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作出

了論證，特別是從文獻學的進路，力圖「從現實世間的一定時空中，

1. 太虛：〈怎樣來建設人間佛教〉，《太虛大師全書》第 25 卷，北京：宗教文
化出版社，2005 年，頁 354-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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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理解佛法的本源與流變」，2 他由龍樹中觀論而上探阿含原典，

在太虛大師「非鬼化」的人生佛教的基礎上，進一步確證了佛法的

「非天化」，對「佛在人間」、「以人類為本」的佛法作出了系統

的理論澄清。

趙樸初居士的人間佛教思想，則是從「中國佛教向何處去」的

高度進行了思考。他明確提出，「在當今的時代，中國佛教向何處

去？什麼是需要我們發揚的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我以為在我

們信奉的教義中應提倡人間佛教思想。……要自覺地以實現人間淨

土為己任」。3 正是在他的大力提倡和推動下，中國佛教日益走上

了人間佛教的道路，致力於自利利他，實現人間淨土。

星雲大師、淨慧法師等在強調適應現代社會、建設人間佛教的

同時，更多地將之付諸實踐。例如淨慧法師認為現代社會經濟活

動、政治結構、文化氛圍與傳統社會相比發生了極大變化，主張適

應現代社會文化的變化，注重發揚人本的佛教、社會的佛教、世界

的佛教，充實豐富人間佛教的內涵，4 並積極推動以 「覺悟人生，

奉獻人生」為宗旨的生活禪。

星雲大師受啟於太虛大師和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傳統，強調

「我所提倡的人間佛教，正如我為佛光山所訂立的工作信條：『給

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肯給人的，肯服務的，

肯助人一臂之力的，肯跟人結緣的，肯給人歡喜的，那就是佛的教

2. 印順：《遊心法海六十年》，台北：正聞出版社，1985 年，頁 9。
3. 趙樸初：《趙樸初文集》，北京：華文出版社，2007 年，頁 562。
4. 淨慧法師：〈當代佛教契理契機的思考〉，《中國佛教與生活禪》，北京：宗

教文化出版社，2010 年版，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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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是佛在人間所給我們的教導」。5 星雲大師及其開創的佛光山，

在大力提倡、推動並實踐人間佛教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就，大大推

進了人間佛教的理論和實踐。半個多世紀以來，其對佛教人間化、

生活化、通俗化、現代化乃至世界化的積極推進，成為在當代社會

振興佛教並發揮其對社會人生積極作用的成功典範。

當下，人間佛教不僅在理論上得到了充分的論證和肯定，而且

已成為一種實實在在的具體實踐，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均已取得

的豐碩成果。那麼，人間佛教在未來將如何進一步發展？筆者認

為，發揚中國佛教優良傳統，以太虛大師當年提出的契理契機為基

本原則，這是人間佛教未來發展的必由之路。

從歷史上看，人間佛教是佛教中國化的產物，也是中國佛教對

世界佛教的重要貢獻。而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離不開古德先賢

的努力和歷代高僧大德的貢獻。佛教的中國化，從思想理論的層面

看，主要是外來佛教與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融合發展，而百丈清

規、農禪並重等，則從實踐上推進解行相扶的中國化佛教的展開。

中國化佛教宗派的重要代表禪宗的「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

奠基了人間佛教的基本特色，為近現代以來的人間佛教運動提供了

重要的理論資源和思想基礎，而禪與生活的結合，則推動了中國佛

教的入世化面向。佛教中國化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就在於遵循了契

理契機的基本原則。

契理契機兩大重要原則是太虛大師在首倡「人間佛教」時提出

來的，他認為：「非契真理則失佛學之體，非協時機則失佛學之

用」，而所謂「真理，即佛陀所究竟圓滿覺知之『宇宙萬有真相』；

5.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思想〉，《星雲大師演講集．人間與實踐》，北京：

三聯書店，2015 年，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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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機，乃一方域、一時代、一生類、一民族各別之心習或思想文

化。」 6 他強調，應該「依佛法契理契機的契機原則，以佛法適應

這現代的思想潮流及將來的趨勢」，應該「根據佛法的常住真理，

去適應時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不合時代性的色彩，隨時代以發揚

佛法之教化功用」。7 從歷史上看，契理與契機，其實也是佛教中

國化的基本原則。中國佛教正是在契理的同時又能契機，才保持了

它持久的生命力，從而從古代走向了現代。在契理契機中推進佛教

的中國化，在佛教中國化的進程中始終堅持契理契機，這是中國佛

教的優秀傳統，我們應該發揚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在契理契機中

繼續不斷地推進人間佛教。

如何在人間佛教的進一步展開中，使契理契機的原則真正得到

實際的貫徹？非常重要的一點是，「人間佛教」既要關注「人間」，

也要突出「佛教」。如星雲大師在〈人間佛教的建立〉中所曾指出

的：「佛教雖然重視世間法，但是更重視出世間法……所以對於世

間、出世間法，我們應該抱著『先入世、後出世』的態度。」太虛

大師當年提倡人間佛教時，也曾特別強調要在人生的道路上更進一

步依佛陀的教法去信解行證，以超越生死苦海的厄難，即既要面向

人生、服務社會，更要「進德修道」，依佛法修習，如此才能達到

「自他兩利」，既做人又成佛。這對我們今天推展人間佛教都具有

指導性意義。「人間佛教」理當要關注「人間」，但它仍然是「佛

教」，否則佛教的人間事業就與一般的社會公益事業無異，佛教與

其他宗教或理論學說的殊勝之處也就無從顯現了。

因此，人間佛教自身的理論與實踐需要在未來「契理契機」的

6. 太虛：《太虛大師全書》第 3 卷，頁 181-182。
7. 太虛：《太虛大師全書》第 1 卷，頁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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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化進程中不斷得到加強和完善。在人間佛教的推展中，我們不

能因強調佛教的中國化或人間佛教的入世性，而忽視了佛教出世解

脫的根本宗旨，以及中國佛教契合佛陀本懷的普世性意義和價值；

也不能因強調佛教根本上是追求出世的宗教，而忽視了大乘佛教救

世度人的菩薩精神和人間關懷。「出世不離入世」、「入世以求出

世」這一中國佛教的重要特點和人間佛教的根本精神，應在佛教

「中道」原則的指引下，在新時期發揮更大的積極作用。

歷史表明，佛教在中國化進程中始終「契理契機」，從而才保

持了它「真佛教」的本色。如果沒有佛教的中國化，或沒有「契理

契機」，也就不會有今天的「人間佛教」，因此，人間佛教的未來

發展，也必須是在「契理契機」的中國化中繼續推進。

同時，佛教中國化和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是中外文明交流

互鑑的成果，因此，人間佛教在未來的發展中，也需要繼續在文明

佛光青年以實際行動落實「四給」精神。（陳碧雲 /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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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互鑑中吸收世界人類文明的各種成果，以不斷豐富中國特色的

佛教文化。人間佛教在歷史上是對儒、道等中國固有文化的融合中

形成的，也將在對中華文化的融合以及與其他文明交流互鑑中進一

步繁榮，並對世界佛教和人類文明做出新的貢獻。

在堅持「契理契機」的中國化方向的未來發展中，還需要加強

對人間佛教的研究，並通過這種研究深化對中國佛教特色的研究，

通過對佛教中國化歷史經驗的總結和對中國佛教人間關懷特色的把

握，以增強文化自覺、文化自信。例如在與印度佛教的關係上，認

清傳承與發展的關係，認清傳承佛陀心法與中國特色的人間佛教在

根本上的一致性。人間佛教是對大乘佛教精神的發展，是對佛陀本

懷的傳承。傳承與發展兩者並不相悖，而是契理契機的具體體現。

在中國佛教歷史上，禪宗「以心傳心」傳承佛陀的心法，又在宗派

成熟以後，由《楞伽經》、《金剛經》遞相傳授轉為以稟受《壇經》

為依約，「五家綱要，盡出《壇經》」， 8 這是淵源於印度佛教、

稟承佛陀本懷，而又發展了外來佛教並確立中國佛教主體性的典

範，為人間佛教在今天和未來的發展樹立了標竿和榜樣，提供了經

驗和啟示。

回望歷史，人間佛教在「契理契機」的佛教中國化進程中孕育

和發展；展望未來，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也必將發揚中國佛教優

良傳統，在「契理契機」的佛教中國化中走向新的輝煌。

8. 元．德異：〈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序〉，《大正藏》第 48 冊，頁 34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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