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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星雲大師圓寂一週年之際，佛光山妙凡法師囑余為文以為紀

念。不敏與星雲大師，嘗數度接其慈顏，聆其謦欬，睹其莊嚴，霑

其法惠，藉文字以抒感念之意，於情於理，皆不容辭。然大師之佛

慧如江海，霑溉群生，無有涯涘；大師之豐功如喬嶽，孤標聳峙，

人皆仰止，不敏攀緣何種德能而得論其萬一！然竊不自揆，遂欲按

尋前事，明史事之分綜合會，獨出己意，以略說星雲大師之佛教史

地位。

向言中國文化，多以封閉為論，其實放眼世界諸民族之歷史生

成及其自我演歷，若中國文化之開放而多元，多元而一體，或許是

僅見的範例。至少自西元一世紀以來，中國文化的發展就是在不同

文明形態之思想成果交互創生的整體格局之下得以實現的，而佛教

的輸入及其全面中國化的歷史過程，正是中國文化之開放性及其多

元價值體系建構的歷史見證。若刪繁就簡以約論中國佛教史之重大

轉折性事件，竊以為蓋以下列數端為最重要：

一、自最初之佛法輸入到天台宗、三論宗、華嚴宗、唯識宗四

行走於世間的頭陀
―略說星雲大師之佛教史地位

董平

浙江大學佛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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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教理體系的創立，也即大

約自一世紀至七世紀中葉，

這一階段主要以大小乘諸家

論說的傳入、經典的翻譯、

義理的解釋為主要形態，充

分體現了中國僧人對於西來

佛教的信奉之篤與見解之深。

六世紀天台宗之創立之所以

具有特別重要的典範意義，

則是因為它實為佛教中國化

的最初形態，是中國僧人基

於佛教義學之精湛理解，將

之移植於中國文化語境，而

主動從事佛學教理體系建構

及其理論詮釋的最早代表。

尤為重要的是，智者大

師已然深切領悟到佛法作為「一代時教」必須契於眾生根機，方能

藉教以顯用，而收體用俱備之功。「五時八教」之教相判釋，正是

在佛法義理與眾生根機之雙向互契的交融之中，實現了對於佛教大

小乘各種經典、義理、觀門、行法的重新秩序化。特別值得重視的，

正是以佛理契於眾生根機而現起佛法之全體大用，這一點真實體現

為中國化佛教的根本原理，也因此而成為中國佛教的恆常之道。

二、在七、八世紀之間，惠能出世而創立中國禪宗。所謂「教

外別傳」，蓋有二義：一者佛教自印度傳入，其經典浩繁，其義理

多樣，其教理體系不一，教義眾多，信徒耽著乎其中，反迷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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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山智者大師真身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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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惠能高標「別傳」之說，蓋以超越教義體系之多歧，而歸本於一

心之本體，於以重歸佛陀為一切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而以本初

原在之明覺顯發為解脫之正道。二者所謂「別傳」，即是獨創，是

惠能深契佛陀教義之理、深達眾生當下之機，截斷眾流，直達本源，

而為普通民眾重建信仰世界。

在傳統上，惠能禪宗的表達形式，實與印度佛教已無多大關係，

而轉為純粹中國的形態。正是禪宗實現了佛教的純粹中國化，也正

是這一植根於中國文化語境的佛教形式，成為此後中國佛教在各不

同歷史階段的主流形式，它不再需要甚深知識修養方能修習，而在

更大程度上成為一種關於生命的信仰以及生存價值的態度。

三、上世紀中葉出現的佛教改革思潮。中國社會所經歷的政治、

經濟、文化之歷史變遷，恐怕從未有若十九世紀中葉以降之程度劇

烈而影響廣遠。這一社會狀況的歷史性變動，其實即為民眾生存之

實況，以及佛教存在之機緣發生了全新的實際變動。民國以來，一

切皆處於維新之中，佛教自然並不例外。故二十世紀的三、四○年

代以來，龍象輩出，然謂能深契時代之機宜而光大佛教之代表人

物，竊以為仍當首推倡導「僧界革命」而引領時代潮流之太虛大師。

太虛基於「真現實」之體、性、相、用的深刻領解，以為「現實」

即宇宙，「現實」即法界，而「統觀法界，修菩薩行、證如來果者，

唯在乎人而已。」故為之讚歎三復：「偉矣哉！人生歟！美矣哉！

人生歟！是大丈夫能為大事！」由此之故，太虛竭其全力，倡為「人

生佛教」，以為「學佛先從做人起」。他那著名的四句偈：「仰止

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佛即成，是名真現實。」確乎是關於「人

生佛教」之宗旨最為簡明扼要的闡釋。既重視發達現實人生以達成

法界圓明之果，太虛又最早提出「人間佛教」，並對「怎樣來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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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做了清晰闡釋。作為僧界領袖，太虛「人生佛教」、「人

間佛教」思想既出，響應者眾，慈航法師於 1947 年在新加坡創刊

《人間佛教》，顯然也是這一新思潮的推動者。

上述三點，竊以為是理解星雲大師之佛教史地位的基本歷史背

景。唯將星雲大師畢生之所踐行回置於此「不一不異、不常不斷」

之中國佛教文明傳統，始能約略得其實際。就總相而論，竊謂星雲

大師乃為佛陀出世之本懷的當代體悟者，其深契佛法真理，而又洞

達現代機宜，權實互依，世出世間並行不悖，是真能以佛陀慧命之

自覺接續為其本原目的的切實踐行者。若以別論，則權開三項以明

之。

第一，星雲大師是現代佛教史上最為傑出的「人間佛教」之理

論建設者與實際踐行者。回望中國佛教發展狀況，則顯而易見，「人

間佛教」是繼禪宗對佛教義學體系進行創造性轉化之後，面對現代

以科學技術為支撐的經濟社會，為接續佛教傳統、適應時代機宜而

進行的又一次創造性轉化。這一轉化的實質，是將佛陀為一切眾生

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之本懷，融入於現代民眾之生活，以發達人生來

體現佛教之平等大慈，以化儀更新而開顯佛教義理之真實，是以

「隨緣」之「權」實現佛法「不變」之「經」的現代形式。

竊以為太虛大師、慈航法師等，他們雖為「人間佛教」的倡導

者與響應者，但在「人間佛教」作為「真現實」的實踐維度上，星

雲大師持續數十年的堅韌實踐，其成就斐然，已是確定度越前者

的。以人格在生命實踐過程中的不斷完善，與作為宗教信仰之終極

目的的成佛保持過程上的同一性，即所謂「人成佛即成」的「真現

實」，星雲大師更是將它轉換為切實而活潑潑的生命實踐的。

第二，星雲大師是中國佛教史上迄今為止，眼界宏大、願力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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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持行精嚴而實現佛法之世界傳播之貢獻最巨者。1967 年，星雲

大師創闢佛光山，實踐「人間佛教」，以「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

長流五大洲」為弘願，開山 50 餘年以來，堅韌不拔，孜孜以求，

已於全球創建 300 餘所寺院，其著者如美國西來寺、澳洲南天寺、

非洲南華寺、巴西如來寺等，皆為當地第一大寺，又先後創辦了美

國西來大學、台灣南華大學、佛光大學、澳洲南天大學以及菲律賓

光明大學等現代高等院校，非但真正實現了「法水長流五大洲」之

弘願，同時也廣泛促進了中國文化的世界傳播，有效擴展了中國文

化的世界影響。

星雲大師還創辦報紙、雜誌、電視台等，實現了對於佛法全方

位的「立體化」傳播。以不敏眼界所及，在中國佛教史上，如星雲

大師這般以眾多實體機構之創設，而實現佛法之世界傳播的高僧，

恐為絕無而僅有。

星雲大師創辦的國際佛光會遍布全球五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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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視人世間為佛世間，以慈悲之行利樂有情，以無我精神

建設人間，致力於實現世界和平，星雲大師所做出的實際貢獻，實

為僧界典範，同時代恐無出其右者，令人高山仰止。星雲大師畢生

說法無數，度人無數，助人無數，其講經、說法、開示等著述，都

4 千餘萬字，更有眾多作品譯成英、德、法、日、韓、西、葡等 20

餘種語言，流通世界各地。又建雲水醫院、慈悲基金會、仁愛之家、

育幼院等數十所，育幼養老，扶弱濟貧，將「慈悲」二字之佛陀精

神轉化為切實行動，拔他人之苦，與平等之樂，如弘一大師所謂「以

出世間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星雲大師可謂已臻極致。

星雲大師是行走於世間的頭陀。他以出世間的悲懷踐行菩薩道

的真諦，他以利樂有情的慈湣建設人間世的淨土。他熱愛社會人

群，以無滯之心而行於世間，以本覺之懷而利樂人間，既以發達人

生，更以弘宣佛化。上來所述，蓋掛一而漏萬，唯略存對星雲大師

的景仰之意而已。

2023 年 12 月 31 日草於澄品寓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