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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人間佛教，從發展到現在，我們先說一些對人間佛教不了

解的人，他們提出對人間佛教的一些疑議，試列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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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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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間佛教沒有解脫道，沒有證悟的境界，傳統的佛教不容易接受。

星雲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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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 的體認

時間：2015.12.27( 日 ) 上午
活動：第三屆人間佛教座談會

對象：來自大陸、台灣、香港等學者教授

地點：佛光山傳燈樓三樓會議室

關

我
對
人
間
佛
教
的
體
認─

─

星
雲
大
師



3

以上是關於人間佛教的問題，另外還包括傳統與現代、在家與出

家、山林與社會、原始與近代、修持與行事等這許多問題，也沒有普

遍讓人了解，對人間佛教的普及就需要再加強。

現在，我個人在人間佛教內容意義上，有些需要再請教各位的，

今列舉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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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是把自己付予神權來控制，而是自己所有一切由自己來承擔。好比《阿

含經》講的「自依止，法依止，莫異依止」，這就是我們對人間佛教

的信仰。

2. 人間佛教的精神，是要我們把別人融入到自我之中，彼此不對

立，人與人不是兩個，所有的眾生都有一體的關係，覺得這個世界一

切都與我有關連。我們認為佛陀證悟的緣起中道，就是人間佛教的真

理，我們把它傳承下來，就是人間佛教的信仰。

3. 信仰是複雜性的、多元的，但是我們人間佛教在意義上，能統

一這許多複雜性，因為我們的佛性能源，一切都可以成就；儘管信仰

的層次不同、種類多元，但人間佛教會圓滿一切宗教的說法。這是我

們人間佛教的包容，也是可以做全人類的信仰。

4. 人間佛教的信仰認為生命是永恆的，不會死亡的，所謂信者得

救，不信也不會滅亡。等於時辰鐘，它是圓型的不是直線的；直線的，

是從生到死就沒有了，時辰鐘是圓型的，十二之後還是照常從一開始，

永遠流轉。也等於季節有春夏秋冬，物質有成住壞空，心念有生住異

滅，身體有老病死生。因為死了會生，所以就有未來，就有希望。

因此我認為，人間佛教對於輪迴的看法是無限的未來。今後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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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不說「六道輪迴」，在形象上，聖凡不要那麼有界限的分開，既

然人人是佛，何必要分那麼多種類，我們稱為「十法界流轉」。這就

是人間佛教的主張。

5. 人人有佛性，這是沒有錯的。好比一顆種子遇緣可以生長，發

展佛性可以成佛。但如果它沒有能量發展佛性，成為「蹩種」，那也

無可奈何，等於經典裡說闡提不能成佛。世間自然進化、適者生存，

對於所謂「焦芽敗種」，我們也不能不否認會有自然淘汰的少數。蹩

種，沒有生命基因了，沒有生命的業力了，它已經消失，這也沒有辦

法。一般的常情，生命是永恆的，但不是說沒有例外。這是在時間上

的生命，是無限的，是不死的；在進化論裡面，優勝劣敗，應該這是

很正常的。

6. 人人都有佛性，但信仰是有不同分別的。如：信仰的昇華、信

仰的超越，信仰的提升、信仰的擴大。不錯，信仰是神聖的，但信仰

還是有高低層次的。因此，每一個人信仰超越的情況，要看你信仰的

能量如何。等於一支麥克風，要看它的音感性能決定價值的不同。你

的信仰能量不足，就不能超越，這也是自然的現象。

7. 我們相信人類可以更高、更好、更大，是可以超越一般現實的，

那個名稱叫羅漢、叫菩薩、叫佛祖，都是不一定的，這都是假名。但

人性是廣博的，生命是無限的，信仰是有層次的，人間佛教認為，信

仰可以決定人生未來的一切去向，可以到達不生不死的永恆境界。

8. 人類社會是複雜的，每一個人是個體的，但也是緣生的，沒有

離開眾緣而能存在的東西，這個宇宙之間都是彼此相互依存。但是，

凡聖境界不同，凡夫還是有人我分別的。

人世間不會有世界和平，世界和平只是一個理想，就如佛與魔，

佛的世界與魔的世界，永遠都是分開的；所以，解脫只能要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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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要求別人。外相的世界不會和平，但自我的世界會和平；等於地

藏菩薩「地獄不空，誓不成佛」，地獄不會空的，但地藏菩薩的願力，

他心裡的地獄是會空的，他是會成佛的。

9. 在我們認為，生命是個體的，但是這許多個體也是統一的，也

是有關連的。所以，在人間佛教的信仰裡，沒有時空的對立，也沒有

生死的憂慮。我們所求得的，在消極上說，沒有恐怖，沒有顛倒，沒

有沉淪，不會破碎；在積極上，生命可以更幸福、更安寧、更平靜、

更自在、更解脫。到最後，人間佛教的人生、生命都是在歡喜裡，都

在無限的時空裡，都在無限的關係成就裡。但這一切，都要在人間佛

教的信仰裡才能獲得。

10. 人間佛教不一定要去成佛，佛陀都已說過人人皆有佛性，我們

現在所需要的是「覺悟」。覺悟自己可以調和自己與一切世界，自己

能統攝自己和一切世間，所謂「法界圓融」，人間佛教認為，人間一

切都是我的，一切也都是無我的，我與法界可以融和的，也就是說，

我與十法界眾生都是同體平等的。

11. 人間佛教的信仰是單純的，是專一的，是不生不死的境界，是

不生不滅的存在；是自我在生命裡、在思想裡，會求得一個圓融、求

得一個永恆、求得一個覺悟，求得煩惱的解脫，淨化自己。讓自己在

所有的眾生中，好像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名言，要跳得更高，抛得更遠，

跑得更快，做得更好。

12. 人間佛教的努力要達到「心無罣礙，無有恐怖，無有顛倒」的

境界，人間的道德、所有的善事、人格、慈悲等等善法，我們認為通

過這許多善法，可以達到自己一個更高的境界，沒有煩惱，不懼生死，

沒有憂悲苦惱，一切都隨著信仰和自然發展。這一個更高的境界，永

遠屬於自己，不需要神明來賞賜，都是要靠自我完成。

我對人間佛教的體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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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今生，是來世，甚至對隔陰之迷、對生死迷思、對人我的解脫

缺乏信心等，這些都不會發生，悟道之後，一切都能明白。而我們也

認為，悟道之後，就是認識本來面目（自我真如佛性），那就是人間

佛教的神聖性。至於過去講三大阿僧祇劫、東方世界、西方世界等等，

如能證悟般若緣起，就會了解那都是方便說法，我的世界、我的自由

解脫，佛力可以加持，但一切會自我解決。

13. 人間佛教是「我跟人都可以統合起來」，心、佛、眾生三無差

別，我與時間都是無限的，我與空間都是無邊的，我與無量眾生都是

共生的。

14. 生命在輪迴裡就解脫了，沒有所謂輪迴的問題。有輪迴，但不

是說輪迴內就是苦，輪迴外就是樂。因為輪迴也是世界空間，可以昇

華，可以遠離，但是那個究竟在哪裡呢？還是在輪迴裡面。輪迴在哪

裡？虛空之中。所謂「法界圓融」，到處都有，到處都在，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勉強的說，可以用「智不住生死，悲不住涅槃」來表示，

那可以說就是人間佛教的世界。

15. 生命到了覺悟了以後，他有般若智慧會處理自己。人到了開悟

以後，對於自己，等於旅行在這個世間，他的能量是廣大無邊的。人

到了覺悟以後，明白好壞、是非、善惡、對待，都覺得這些沒有什麼

了不起，五欲六塵都不放在心上，這不就是人間佛教的解脫嗎？

16. 信仰的價值，就是自我的擴大，自我的昇華，自我的解脫，自

我的圓融，我想，那就是人間佛教最後的目標，都要自我去完成。「做

自己的貴人」，這就是佛陀。

17. 不但是人間佛教，任何宗教真理，都不能解決別人的問題，所

謂世間一半是佛的世界，一半是魔的世界。好比有句話說：「生命都

是要靠殘殺才能生存」，所以自古以來，人類的刀兵劫難、弱肉強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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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循環是會存在的，就像老虎、獅子沒有弱小動物為食物，牠也不

能生存；但這不是我們個人的能量能去解決它。各自的業力，就是佛

陀，他能自我解脫，教導你解脫的方法，但他不能幫你解脫。所以，

所謂「上帝審判」這句話是有待研究的，他在哪裡審判呢？在佛教裡，

眾生一切都是自我審判，不由外力，都是業力招感，只有靠自己解決。

18. 人間佛教不怕大、不怕多、不怕有，不捨一法；是自我清淨，

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共修集會的意義是：「在行儀上相互尊重，在

思想裡共同圓通，在經濟上相互均衡，在社會裡和諧共有，在語言上

讚美無諍，在心意上享受禪悅法喜」。佛陀當初組織教團，也是我們

現在人間佛教的主張。

19. 人間佛教對信仰的看法，是自我肯定，不管別人怎麼分別，對

於自己的信仰都是至高無上。在信仰的真義上，是有幼稚園、小學、

中學、大學等分別，不過，我們都是學生；我讀幼稚園，不是沒有出息，

我也很偉大，你的階段是讀博士，是你在讀博士，跟我讀幼稚園沒有

什麼不同，都是各自學習。在信仰裡面，你有你的偉大，我有我的偉大。

20. 生命永恆、生命不死，這就是真如佛性，就是神聖性，就是人

間佛教。人有志於超越、擴大，信仰的淨化、昇華就是神聖性，也就

是人間佛教。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

〈七佛通戒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