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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間，星雲大師離開我們就整一個年頭了。妙凡法師微信給

我說，《人間佛教》學報藝文擬以「人間佛教的未來展望」做為紀

念專題，希望我能寫一篇文字以紀念大師。這於我來說，自是理所

應當，情所自然。

星雲大師長達 80 年佛教弘法生涯中，法水長流五大洲，獲得

榮譽無數，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成就之斐然，使人油然大

興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的感歎。星雲大師的所有這些榮譽，無不既

是當代佛教的榮譽，更是漢傳佛教、特別是人間佛教的行動智慧魅

力。星雲大師把人間佛教推向了全新的階段、嶄新的高度，星雲大

師就是人間佛教的「領導中心」。

「領導中心」這個表述，出於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在〈值得尊

崇的當代佛學泰斗—永懷印順導師〉一文中，曾經寫道：

二○○五年六月五日，我在上海驚聞印順導師示寂於花蓮，心

中不禁感嘆「慧日衰落，法燈熄滅」，深為「哲人其萎」而不勝唏

噓！

人間佛教就是一朵花
―為紀念星雲大師而作

陳永革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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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一個甲子的出家生活中，我曾數度為教界的前輩圓寂而感

懷，尤其讓我悲痛不忍的，第一位是太虛大師，他在一九四七年於

上海玉佛寺上生兜率，我為此兩日不食，只覺天昏地暗，鬱鬱心情

達數月之久。

後於一九四九年顛沛流離到了台灣，忽聞在錫蘭大學傳授中國

佛學的法舫法師突然逝世。本來寄望佛教在太虛大師之後，能有法

舫法師繼任為領導中心，忽然又頓失所望，內心所受的衝擊可想而

知。……

印順導師圓寂了，我也一樣有著當初太虛大師、法舫法師往生

時的哀痛心情，因為印老的思想豐富，立論創新，他對佛學的闡釋

常有獨特的見解，他的佛學著作具有深度，可以說是一位佛學上的

開悟者。尤其印老生性淡泊，能專注於學術研究，他的智慧在一般

學者之上，做為佛教青年的導師，他可以成為當代佛學思想上的領

導中心。1

太虛大師、法舫法師、印順導師都屬於人間佛教思想或理論的

創導者，體現著佛陀在人間的精神引導，又都是星雲大師心目中的

「領導中心」。從他們的佛教生涯中，可以看到，人間佛教既是行

動化的佛教信仰，更是信仰化的佛教行動。信仰的實踐性與行動的

實踐性在回歸佛陀本懷的意義上相互貫通。因此，佛教教理的根

本，在於如何踐行佛陀教法。只有如實、如理、如法地解答如何實

踐佛法的根本問題，才能回答佛教如何普及人間的問題。這正是佛

教教理化導人間的普世實踐之所在。無論是「教科書式」的通識佛

教，還是佛教通識，最終歸於充滿人間關懷的通行佛教與佛教通

1. 星雲：〈值得尊崇的當代佛學泰斗 —永懷印順導師〉，《普門學報》第 30 期，

高雄：普門學報社，2005 年，頁 19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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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於此，佛教教理的系統闡釋必將影響到時代弘法的實踐內容。

值此星雲大師圓寂週年之際，我們重溫大師當年的文字，何嘗

沒有真切感受到人間佛教痛失一個不可多得的領導中心之嘆呢！

我們今天再度緬懷星雲大師功徳，真不敢相信已經邁入「後星

雲時代的人間佛教」時代，促使自己思考什麼是人間佛教的優良傳

統？如何傳承人間佛教的優良傳統？或者是當代漢傳佛教如何弘揚

人間佛教精神？

星雲大師出生的那一年（1927），正是太虛大師在杭州靈隱寺

撰著《真現實論》之時。《真現實論》是太虛大師自五四新文化運

動以來，10 多年間宣導佛化運動理論的體系化總結。其主題即圍繞

佛法與世學（同時也就是佛教與人間）的綜合語境，全面闡述「真

正的佛法」如何應對現實文化、宗教、國學、哲學、道德、科學、

社會、教育、健康、藝術諸領域的效用性，力主全面回應世學思潮

中對佛法的辟擊，旨在建立全面的適應時代弘化的佛法體系，並指

導展開契理契機的弘化實踐。太虛本人自許為「即人成佛的真現實

論者」，印順導師說《真現實論》「規模宏大，極其量，足以貫攝

一切佛法，破攝一切世學」。《太虛大師全書》即以《真現實論》

為主體，匯粹為《論藏》。

太虛建構「真現實論」的現代佛法體系，還有一個重要的考慮，

就是太虛自感佛教改進運動的推行，必須以學術理論、思想詮釋的

途徑作為前導，通過對文化知識界人士的攝受，運用現代學術方

法，全面疏釋繁瑣的佛教名相，以「現代學術體系化」的理論闡釋，

實現既超越又涵蓋一切世俗思潮、既契理又契機的世間弘化目的。

星雲大師沿著太虛大師思想創導，對於如何建立當代人間佛教

思想提出了持續而全面的思考，為人間佛教的歷史傳統、價值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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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文化成就、社會功能等提出了具有「體系性」的理論成果。星

雲大師對於人間佛教思想建構的自覺意識及其豐碩成果，通過佛光

山作為人間佛教根本道場的弘法成就，已經向世人展示出了人間佛

教所展開的教化實力。如何讓人間佛教真正成為當代漢傳佛教乃至

世界佛教的主流，如何真正引領佛教走進人心、走向世界而邁進，

仍然需要解決或解答一些頗為重要的思想理論問題。這正是星雲大

師在其晚年孜孜關注人間佛教研究的根本情懷。

《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一書，開篇明義就表明星雲大師「歸

宗人間佛教」、「服膺人間佛教」的旨趣：「我信仰人間佛教。」

這種明確表述，很自然讓人心生疑惑，「信仰佛教與信仰人間佛教」

有何異處？同時也讓人發心一探人間佛教的信仰真諦與價值奧祕。

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涉及許多議題，做過許多闡釋，先後出

版了《人間佛教叢書》全 4 集（香海文化，2008）、《人間佛教何

處尋》（天下遠見，2012）等專書，影響甚為廣泛。特別是在大師晚

年，更是推出「人間佛教三大部」，即《貧僧有話要說》（人間福報，

2015）、《人間佛教佛陀本懷》（佛光文化，2016）和《佛法真義》

全 3 冊（佛光文化，2018）。大師晚年孜孜於貢獻其人間佛法的根

本智慧而為法忘軀，正是其建構人間佛教共同體的智慧呈現。

筆者之所以稱為晚年大師的「人間佛教三大部」，首先，《貧

僧有話要說》，「貧僧」的主體是「僧寶」，同時在某種意義上也

代表「佛光山僧信二眾」，面對事關佛教大局的敏感事件，既是「貧

僧有話要說」，更是「人間佛教的佛光山僧眾有話要說」。其次，

《人間佛教佛陀本懷》，其主體是「佛寶」，是根本佛陀、人間佛陀。

無論是人間佛陀還是釋尊佛陀，都是佛的本尊位格之所在。最後，

《佛法真義》全 3 冊，其主體就是「人間法寶」。晚年的星雲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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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以中道生活、我

在眾中、入如來智為

主題，通過「人間佛

教三大部」，對於人

間佛教的思想闡釋與

理論建構，綜合展示

了大師極大的創造品

質。

更進一步地說，

2013 年出版的《百年

佛緣》表明星雲大師

是百年人間佛教運動

的親歷者與見證者；

2015 年公開發行的

《貧僧有話要說》，則是人間佛教行動者、信仰者的一種全面「告

白」；2016 年印行的《人間佛教佛陀本懷》，表明星雲大師是當代

人間佛教思想的探索者與思考者；2018 年推出的《佛法真義》更體

現星雲大師如何讓佛教面向未來繼續前行的擔當者。星雲大師尋求

人間佛法的「真義」思考，決非僅僅關乎人間佛教，而更關乎當代

佛教的未來發展。

早在 2016 年，星雲大師對參與《星雲大師全集》編務工作的

佛光山徒眾，有一場特別直接而簡要的開示，核心講了 4 個要點。

其一，釋迦牟尼佛是人間的佛陀，所以佛陀的教法就是人間教法。

其二，彙編《星雲大師全集》，最主要的任務之一，「就是要為人

間佛教定位」，星雲大師特別指出：「有一句話很重要，你們都要

星雲大師晚年 4 部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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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住：人間佛教沒有一件事情是不依據經典的。」其三，強調「人

間佛教」的信仰傳承，即是「以心印心」的創新性應用。「（人間）

佛法也是一樣，無論什麼內容，都要靠著你的信心，去配合、去昇

華、去超越，慢慢才能和它相應，達到所謂『以心印心』。」2 佛陀

在人間，準確地說，佛陀在人間佛教的信仰裡，強調人間佛教的信

仰建設、信心建設。這是晚年星雲大師特別鄭重闡明的一個要點。

所有人間佛行，實踐推進的方式，都是人間佛教信仰、人間佛行信

心的體現與落實。

從以心印心到以心傳心，晚年的星雲大師強調，人間佛教的公

共性，既可以理解為人間佛教的開放性，更主要的則是人間佛教推

展及其實踐過程中的正當性。越來越多的人們相信，人間佛教早已

不再是「實驗品」，佛教道場亦早已不再是「試驗場」，但這並不

是說人間佛教已經不再是「議題」。相反，正是基於人間佛教場域

的廣闊維度，無論是其「議題」的公共性，還是就「議題」展開討

論的開放性，都使人們看到，二者並不必然等同於人間佛教的正當

性。儘管人間佛教作為具有當代佛教最具共同體意識的表述，顯然

具有很強的轉化力量，可以轉化為共處、共識、共行、共感等，但

在實際行動上，則更使一些搖擺的行動轉向堅定，並使一些潛隱的

觀念轉向明確。

人間佛教議題的豐富性與綜合性，既成為人間佛教討論的開放

性，同時也體現了人間佛教思想的時代性。面向時代展開的人間佛

教，正如科學的展開，雖然可以有許多技術層面的討論，但並未遮

蔽科學本身。為此，晚年的星雲大師甚至列舉了「傳統與現代」、

2. 「二○一六／六／大師弘法行程摘要》「六月廿四日」，見《星雲大師年譜 8》，
《星雲大師全集》第 361 冊，高雄：佛光出版社，2017 年初版，頁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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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與出家」、「山林與社會」、「原始與近代」、「修持與行事」

等，人間佛教並非在佛教之上重新安立一個系統，而是透過佛教本

身的脈絡性即可探尋。這也正是星雲大師所表述的「人間佛教何處

尋」之義。

「晚年星雲」作為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永久院長，其心目中

的「人間佛教研究」，既是理論層面的整體闡釋（再定位），更是

社會普及推展（人間佛行）。他在出席第二屆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

論實踐學術研討會，並主持「人間佛教座談會」時，明確提到：「人

間佛教就是天、地、人的佛教，就是中國的佛教。佛教發源於印度，

傳播到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中華文化。假如中國能實行人間佛教，

中國一定會進步，會大興。借助人間佛教的推動，……人人都能健

全，都能為人設想，這個人間一定很可愛。……對人間佛教多加發

揚，將來對國家社會的貢獻，必定是如佛教所說的『功德無量』。」3

星雲大師一再強調，真正的人間佛教，就是秉持佛陀的精神，

主張佛教信仰的真義在於奉獻與服務，利樂有情，奉獻人間，而不

求回報。需要「建立人間佛教思想」而創造未來人類生活的光明世

界，「有了人間佛教思想，必然會產生人間佛教的言行，必能歌頌

人間的善美、讚歎人間的和樂，乃至推動利他的工作、發起助人的

服務」。 4 人間佛教思想所包含的利他性與普濟性，必須貫徹與佛

教的利他活動中才能得以真正體現。於此可見，人間佛教思想（知）

與大乘菩薩道（行）的高度一致。所以，星雲大師說，當今佛教，

3. 〈二○一四／三／大師弘法行程摘要〉「三月廿八日」，見《星雲大師年譜 6》，
《星雲大師全集》第 232 冊，高雄：佛光出版社，2017 年初版，頁 251-252。

4.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人間佛教佛陀本懷》，

高雄：佛光文化，2016 年，頁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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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之事不在念佛、求佛、拜佛，而在於行佛。「人間佛教，重在

落實『行佛』；『行佛』就是『菩薩道』的實踐。」 5

星雲大師所說的「人要的（佛教）」，未嘗不是「人信而行的

（佛教）」。佛教教理之真，意味著佛法大義之真、佛法大義之行、

佛法大義之覺、佛法大義之證，信、解、行、證無不在其中。佛法

真義，其根本在於「真」，未可須臾脫離於真信、真解、真行、真

證 、真覺、真理。

星雲大師是當代漢傳佛教界最會講故事的。大師所講的故事，

不外乎兩大類型，一是講在人間的佛教故事，二是講佛教在人間的

故事。一言以蔽之，星雲大師終生都在講述人間佛教的故事，並且

講出了偉大的傳奇。縱觀星雲大師弘法生涯中數以千計以人間佛教

為主題的各種演講中，影響最大、最受喜愛、傳頌最廣者，當推「禪

是一朵花」主題演講，儼然成為佛光生活禪、中華人文禪、當代人

間禪的標誌。與此同時，大師亦嘗講，「人間佛教也是一朵花」。

其實，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就是一朵花，永遠讓現實人生充滿著佛

陀智慧的芬芳。

5.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人間佛教佛陀本懷》，

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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