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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懷
輯
要 中道方法論與人間佛教

董群

東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本篇發言實際上是對於星雲大師的著作《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

懷》的學習體會，發言的主旨在於，人間佛教面對各種疑議，應當

明確以中道方法來處理諸種關係的經驗，並且進一步以中道方法論

推進人間佛教。

一、人間佛教面對的疑議

人間佛教百年以來，從理論創新到宗教實踐、社會推廣，取得

了巨大的成就，但也遭受諸種批評。不可否認，也許有的佛教團體

對於人間佛教的踐行會有一些偏差，即偏離了中道的原則，而引致

一些對人間佛教的批評，星雲大師稱這些批評為「疑議」，總結為

十三條「等」，實際上不只這十三條，其中的「八疑」，有具體的

說明，引述如下：

1. 人間佛教是庸俗的、世俗的，是人乘的，沒有到達最高

成佛的境界。

2. 人間佛教都是重視世俗的活動，而這許多活動與學佛沒

有什麼關係。

3. 人間佛教沒有修行，頂多是個人的做人處世，這與學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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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超越、增上、成佛作祖等可能扯不上關係。

4. 人間佛教是在家的，對於出家眾的叢林生活、對於苦修

悟道，沒有神聖性。

5. 人間佛教傳承內容是什麼呢？沒有感到哪個人修行上有

成就。由於大家不知道，所以不容易推動。

6. 人間佛教的宣傳不夠，還沒有人整理出它的層次，都只

是喊口號，只有片段的、片面的，沒有組織，不能讓人全

然了解。

7. 人間佛教沒有普遍化，沒有進入到佛教正統的核心，沒

有眾擎易舉，如果只講哪一家說法、哪一家倡導，不容易

為大眾所接受。

8. 人間佛教沒有解脫解道，沒有證悟的境界，傳統的佛教

不容易接受。1

這八條，涉及到人乘和佛乘、成人與成佛、世俗和神聖、做人處世

與修行解脫等的關係。另外還有一些疑議，星雲大師概括為與「傳

統與現代、在家與出家、山林與社會、原始與近代、修持與行事」

等相關。

回顧人間佛教長期以來所受到的質疑與批評，還有一些其他的

內容，但這些內容都可以說被星雲大師概括的「等許多問題」概括

進去了，上述十三條，特別是具體列出的八條，是最有代表性的。

二、六祖惠能大師如何以中道看待類似的問題

六祖惠能大師時代，也遇到過一些類似的「疑議」，如入世和

1. 星雲大師：〈序二．我對人間佛教的體認〉，《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年，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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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東方與西方、自心與淨土、在家與出家，以及菩提與煩惱、

自性與佛性等關係問題，惠能大師提出了「對法」的理論，這實際

上是他對於「中道」的獨特理解。依據這樣的中道方法，他對於這

類問題，都有中道式的對待，這可以啟發今人來處理人間佛教遇到

的疑議。

1. 即入世而出世：傳統認為，佛教的修行，都是遠離塵俗、避

居山林的，以表示其出世性，由此形成的佛教，稱為山林佛教；惠

能大師的觀點則是，不離世間而追求出世間的超越，即世法是出世

法，不離世法而求出世法，或者說，即入世而出世。惠能大師在〈無

相頌〉中表達他的這種觀點：「法元在世間，於世出世間，勿離世

間上，外求出世間。」（《壇經》敦煌本）這一觀點，一直被人們

視為人間佛教的重要思想資源。

2. 即此方而西方，即自心而淨土：有人認為，談到超越和神聖，

只有離此娑婆世界而向西方，才是真正的體現。《壇經》中，刺史

問惠能大師：「弟子見僧俗常念阿彌陀佛，願往生西方，願和尚說

得生彼否？望為破疑。」（《壇經》敦煌本）惠能大師的觀點有三：

一是西方離此不遠，二是心淨則是佛土淨，三是悟則頓見西方。對

於自性與西方淨土的關係，惠能大師並沒有否定西方淨土信仰，只

認為它是為下根器人而設的長期的解脫之道，非上根人所習的頓成

之法，所以，他反對以西方淨土來否定娑婆世界，但是，也不認為

娑婆此土是清淨的，這種清淨，必須是通過人為的努力來實現的。

由此實現的清淨，就是人間淨土。

3. 即在家而出家：惠能大師並不認為信仰佛教都要出家修行，

在家也可以信佛，「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

如西方人心惡，在家若修行，如東方人修善。但願自家修清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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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方」。（《壇經》敦煌本）這為解決歷史上出家和世法的所謂

衝突、調和世法和出世法的矛盾，提供了一種方案。從中道的角度

看，惠能大師的觀點體現為即在家而出家，不離在家而出家。

惠能大師的中道觀要關注的具體議題，進一步而言，還有即眾

生是佛、即煩惱是菩提（不離人生煩惱而實現解脫，不離現實的人

生而成就菩提之境）、即無明是智慧（不離眾生的無明而得智慧）、

不捨生死而入涅槃等等。惠能大師對於這一問題的思考，在今天並

不過時，沒有僅僅成為一種思想的「歷史」，而是「當下」的一種

指引。

三、星雲大師對此類疑議的中道式處理

星雲大師對於人間佛教有著大量的闡述，而作為《人間佛教回

歸佛陀本懷》之序文的〈我對人間佛教的體認〉，其中涉及到二十

條，可以理解為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二十要」，也可以理解為他

對於人間佛教的解釋之「晚年定論」。這二十條，也針對人們對於

人間佛教的諸多疑議，其中包含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原則，就是中

道，星雲大師說：「我們認為佛陀證悟的緣起中道，就是人間佛教

星雲大師說，佛陀證悟的緣起中道，就是人間佛教的真理。

中道方法論與人間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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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理，我們把它傳承下來，就是人間佛教的信仰。」（〈我對人

間佛教的體認〉）又說，「中道生活，解決人間問題」，（《人間

佛教回歸佛陀本懷》之第一章〈總說〉）這也是繼承了佛教的傳統，

並用以解決具體的現實問題。關於這一議題，此處先討論三點。

1.「提升自我」的即人成佛的中道：這是在眾生與佛的關係問

題上，強調人間佛教是要超越成佛的，不是人乘的佛教，而是要提

升自己的佛教。「二十要」的第一條就強調：「我們的人間佛教，

要把自我提升，肯定自我，我有如來智慧德相，承認『我是佛』。

這種對自我的提升，就是人間佛教的精神。」（〈我對人間佛教的

體認〉）什麼叫提升？也就是不斷超越自己，從人乘層次進入更高

層次，直到佛層次的提升；是誰在提升？是人乘的「人」。在人（眾

生）和佛之間，有兩重內容：從解脫道來說，是每一個具體的人提

升自己，即自（性、心、身）成佛；從菩薩道而言，不是脫離眾生

而己獨升，而是即眾人而成佛，通過「覺他」，引導眾生成佛。

2.「入世重於出世」的入世與出世的中道：星雲大師提到，人

間佛教是「入世重於出世，生活重於生死，利他重於自利，普濟重

於獨修」，這四者，可以稱之為「四重於」，其中一個涉及到入世

與出世的關係，這是佛教一直要處理的議題。依佛教的中道原則，

一般地講，是不離入世而實現出世，即「出世不離人間」，以此來

調和入世和出世的關係，「如果沒有出世、入世的調和，那佛教發

展也困難」（〈總說〉）。但如何調和呢？入世重於出世，這種「重

於」，體現了人間佛教的菩薩道，這樣的人間佛教，表象上看有入

世的形式，但內在的精神是出世的；表面上看有世俗的呈現，但本

質上是神聖的。所以，「重於」比起一般的「不離」，要深入一層。

3.「利他重於自利」的自利與利他的中道：人間佛教的菩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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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處理自利和利他的關係時，不是一般所講的既要自利又要利他，

或者說先實現自利再實現利他，而是要明確「利他比自利更為重

要」。這樣的人間佛教，在修行實踐中，須將個人服務於大眾，將

自我奉獻給社會。這樣的利他，就是聖者的境界，也是人間佛教神

聖性的一種體現。

四、結語

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有著豐富的內容，是當代

佛教高僧作出的重要貢獻，這一體系強調從人間著手創立此土的淨

土，從眾生入手成就佛的境界，從人乘入手實現佛乘的理想，從生

活入手實現生死解脫，從世俗入手導向神聖的目標，如此等等。

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強調人間性，但不是只有人間而沒有佛

教，人間佛教就是佛教。關注眾生，不等於不重視成佛，而是對眾

生開示悟入佛境界，但不是只有眾生而沒有佛。從人乘入手，但不

等於只講人乘而沒有佛乘，人間佛教不是人乘佛教，而是從人乘到

佛乘，不離人乘而實現佛乘的佛教。從生活入手，不等於只講生活、

不講解脫，而是不離現實生活實現解脫，是將人間生活美善化的佛

教。從世俗入手，不等於只有世俗、沒有神聖，而是通過世俗、通

俗的形式，指向神聖，不是只有世俗通俗而沒有神聖。其中反映的

是中道的方法論，因此可以這樣說：應當以中道的方法論來理解人

間佛教，進一步推進人間佛教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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