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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書訊】 

理念與實踐養成的人間佛教 

 

劉澤亮 

廈門大學哲學系教授 

 

滿義法師所著《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一書，從闡揚妙諦、弘法利生、慈心悲願及人間

淨土四個層面，展示出星雲法師領導下的佛光山對現代佛教事業的開拓。在我看來，理念與

實踐的雙向互動是星雲模式人間佛教的形成機制，換句話說，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是理念與

實踐雙重養成的結果。 

一、人間佛教理念的養成 

人間佛教乃是為人的佛教。佛教、佛法乃因人本而產生。佛光山僧團從經教中追溯人間

佛教的理論依據，直達佛陀本懷；本諸自覺覺他、自利利他的佛道，走大眾化、現代化的道

路以弘法利生，深懷度眾濟世的悲願；基於對經懺佛教的深刻省思，張揚人本思想，廣洽人

本思想的慈念。在理論上養成了人間佛教的堅實理念。 

(一)人間佛教理念的倡導，基於釋迦牟尼一脈相承的教法，直探佛陀關懷眾生的本懷。 

人間佛教理念，有經有證，淵清流潔。  

人間佛教理念來自於佛光山對佛陀一生行實的確切認識：「佛陀出生在人間、修行在人

間、成道在人間、弘化在人間。佛陀說法四十九年，講經三百餘會，他不是對神仙、鬼怪說

的，也不是為地獄、傍生而說，佛陀主要是以『人』為說法的對象；佛陀對『人』的教法，

當然就是『人間佛教』，所以人間佛教就是一切佛法，一切佛法都是人間佛教。」（《人間

佛教思想語錄》，參見《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天下遠見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二○○五年

八月，第三二九－三三○頁。以下所註頁碼，皆引自滿義法師著《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 

人間佛教理念來自於佛光山對佛陀一脈相承教法的深刻體證。星雲非常注重從藏經佛典

裡披尋人間佛教的經典依據，在《佛教叢書(十)‧人間佛教》中，收錄有經論及祖師大德法語

近百則，為人間佛教的傳承提供經證。從《華嚴經》和「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的生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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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二思想和「但願眾生得離苦，不為自己求安樂」的菩薩行，追溯人間佛教思想的基礎；以

《維摩詰經》「心淨國土淨」的思想為據，建構出人間佛教的生活藍圖。此外，還廣泛拈舉

《阿含經》、《大寶積經》、《善生經》、《佛遺教經》、《佛說孛經抄》、《優婆塞戒經》

等諸經，作為人間佛教的實踐依據。 

佛光山秉持的人間佛教理念，直探佛陀本懷。 

(二)人間佛教理念的倡導，基於自覺覺他、自利利他的佛道，深懷度眾濟世的悲願。 

人間佛教理念，自覺覺他，自利利他。 

佛光山抱持「興隆佛教的理想，更要有普濟社會的願心」（第一六八頁），為達成「不

捨棄一個眾生」（第一七五頁，轉引自《往事百語‧修行的真義》）的悲願，善巧權便，「因

應每一時代的需要，以最巧妙的方便，將佛陀慈悲的精神，普示於社會（第一五七頁，轉引

自《星雲大師講演集(四)‧佛教如何現代化》），因而提倡「把過去諸佛、大德的教化，以現

代人熟悉、樂意接受的方式，揭櫫於大眾」。以圓滿生命為止歸，將學術性的議題作生活性

的詮釋，將佛法經藏玄妙高深的藏經義理轉化為平易親切的生活智慧，將理論的佛法轉化為

化解人生煩惱的辦法。在賦予了生活世界別開生面的智慧的同時，大大提昇了世間生活的品

質。 

人間佛教非提倡義學、名相，然亦不離義學、名相。這對通達佛法、圓融地運用佛法，

隨緣應機弘法度眾提出了更高的要求。「人間佛教的推動者，不但要博通經論，而且要具有

一般社會知識，甚至天文地理、政經常識、講說寫作、各種技能，還有宗教體驗，莊嚴行儀，

如果這些不能具備，就成為度生事業的缺失」（第一○三頁，轉引自《怎樣做個佛光人》第

二講）。以一般人共通的生活語言來詮釋義理和名相，既須有深厚的佛學修養，同時亦須有

淵博的世間學問，而貫穿其中的，無疑是度眾濟世的精神與情懷。佛光山僧團正是本諸「以

眾為我，以教為命」（第二四七頁）的精神身體力行地實踐著這一理念。星雲無疑是踐行這

一理念的典範：「大師一生所開示的佛法，乃至所推動的佛教事業，甚至日常生活中的言談、

行儀，無不呈現人間佛教的思想內涵與具體實踐」（第八十九頁，轉引自慈容，〈佛教史上

的改革創見大師〉）。 

佛光山秉持人間佛教理念，深懷度眾濟世的悲願。 

(三)人間佛教理念的倡導，基於對經懺佛教的深刻省思，廣洽人本思想的慈念。 

人間佛教理念，以人為本，圓滿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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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深感山林的佛教、閉關的佛教、自我的佛教之弊端。指出：「經懺佛事因為容易維

生而成為一般僧侶的職業」，終使「人天師範的僧寶，淪於以經懺為職業，誤盡了天下蒼生，

損失了無限的人才」 （第一○三－一○四頁，轉引自《怎樣做個佛光人》第二講）。他意識

到經懺佛事只是結緣度眾的方式之一，不可商業化而成為佛教事業的主軸。因而提出，「佛

教不僅應該『入山』，更要『入市』」（第二八二頁）。由此，充分挖掘、發揮佛教積極、

正面的社會功能，竭力倡導喜樂的佛教，以樂觀、喜悅啟人信心，引人入道，以振衰起敝為

弘願。佛教「是重視人性，具有人間性格，能為世間帶來幸福快樂的宗教」（第一四三頁，

轉引自《人間佛教思想語錄》）。「思想言行人間化、發心發願人間化、淨土極樂人間化、

福樂財富人間化、修行實踐人間化、戒律規範人間化」（第三八七頁，轉引自《星雲大師講

演集(四)‧佛教的前途在哪裡》）。 

星雲所提出的人間佛教的菩薩道，「入世重於出世，生活重於生死，利他重於自利，普

濟重於獨修」（第三二四頁，轉引自《星雲大師講演集(四)‧人間佛教的基本思想》），均具

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他認為，生命是體、生死是相，生活是用。「人間佛教所重視的，是

如何在『生活』中運『用』佛法，透過佛法之用來超越『生死』的現『相』，進而圓滿『生

命』的本『體』，這就是星雲大師弘揚人間佛教的主旨所在」（第三頁）。以體、相、用來

統貫生命、生死與生活的全部內涵，在生活中超越生死，圓滿生命。成為落實生活的生活學，

解決生死的生死學，擁抱生命的生命學。將生命學、生死學、生活學融貫為一，是圓滿生命

的佛教學。從而將山林、出世形態的佛法，改革為入世形態的佛法；將神秘的、心傳的佛法，

通過文教活動轉化為開顯的、教化的佛法。 

佛光山秉持人間佛教思想，廣洽人本思想的理念。 

二、人間佛教實踐的養成 

人間佛教是理論的，更是實踐的。基於人生歷練與宗教體驗，佛光山僧團對人間佛教還

有更深層的認識：「人間佛教並非徒喊口號，也非空談理論，而是從生活中去實踐」（第八

十五頁）；人間佛教「既有義理思想上的理論根據，又有實踐方法上的善巧方便」（第一九

一頁）；「弘揚人間佛教，也是本著實踐的精神。從弘化中把人間佛教的思想理念落實在人

間」（第四一六頁）。因而，佛光山從弘化中實踐人間佛教，具有鮮明的實踐性品格。 

(一)人間佛教因應現代平等思想，在實踐上推行宗教、男女、僧俗間的平等、包容與尊重。 

自由、平等是近代以來社會總的發展趨勢和不可遏止的世界潮流。敏銳地洞察並毅然因

應這一時代潮流，在實踐中對佛教進行適度的體現，促進了佛光山僧團在傳統佛教提出的事

理平等、性相平等、怨親平等、自他一如、生佛平等的基礎上，進一步突顯出宗教平等、僧

尼平等、僧俗平等的思想，並在整個僧團的理念與實踐中得到鮮明的貫徹和有形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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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佛教的宗與教的層面而言，佛光山主張禪淨合一、顯密融和、八宗並弘。認為禪淨、

顯密、八宗並無層次的高下，只是應機的不同。正如藍吉富教授所言：「他的佛學思想廣融

原始佛教、南傳佛教、禪宗、天台、華嚴、淨土等學於一體，並兼融佛教學術研究的成果和

儒、道之學，可謂融和內外諸學。」（第十四頁，轉引自《普門學報》第一期）禪宗視搬柴

運水、揚眉瞬目都是禪；馮友蘭先生認為宋明新儒學正是由此「接著講」的：事君、事父，

也應是禪。那麼，由此而論，念佛的淨土也是禪，以至宗下、教下，儒家、道教，無一不是

禪。禪宗如此，各宗的圓融也是如此。可以說，佛光山禪淨合一、顯密融和、八宗並弘的思

想與實踐，是佛教圓融思惟的體現。 

從世間的宗與教的層面而言，佛光山主張異教包容、對不同宗教的尊重。以此，星雲在

實踐層面竭力推動和促進佛教與基督教、天主教、伊斯蘭教的平等交流與對話，並以此為契

機，希望通過宗教和平理念的倡導進而實現世界和平的理想。 

從世出二間的僧與俗二眾的層面而言，佛光山主張兩性僧團的平等、出家在家二眾的平

等，倡導平等互動（參見第二三○頁）。主張兩性僧伽的平等，表面看來是對傳統漢傳佛教

僧主尼從地位的顛覆，但卻是自釋迦牟尼佛以來平等精神的體現；踐行出家在家二眾的平等，

則緣於「佛教不是出家人的」，「佛教應該是有益於全民大眾的」（《人間佛教思想語錄》）

的理念。充分注重在家居士的活動，在佛光山道場的建設與法務事業中已然得到了落實，佛

光山道場的四大方向之一即是「僧眾與信眾共有」（第一三四頁，轉引自《星雲日記》）。

佛教自產生之初的所謂「沙門思潮」就是以反對婆羅門教種姓制度的不平等為特徵和旗幟的，

佛光山僧團所突顯的平等精神及其實踐體現，是對原始佛教精神的現代復歸。 

(二)人間佛教的踐行硬體和堅強後盾佛光僧團，在實踐上具有現代教團性格。  

如果說人間佛教是佛光教團弘法利生的軟件，那麼，佛光僧團則是實現人間佛教模式的

硬體。佛光山僧團，是從傳統寺院走向國際化、現代化的教團，被稱為「教團型佛教」（第

三八二頁）。其主要特徵在於建立了完備的教團制度，具有「大眾的性格、團隊的性格、歡

喜的性格、教育的性格」（第三八一頁）。 

佛光山教團型佛教的性格體現在其道場建設的目標之中。佛光道場「是善友往來的聚會

所，是人生道路的加油站，是修養性靈的安樂場，是去除煩惱的清涼地，是採購法寶的百貨

店，是悲智願行的學習處；更是一所療治心靈的醫院，是維護社會正義的因果法庭，是啟發

道德良知的教育學校，是提昇文化修養的藝術中心」（第一三四頁，轉引自《佛光教科書‧

佛教常識‧寺院建築》）。 

佛光山教團型佛教的性格體現在其道場管理的事業化。運用現代企業管理制度來管理、

經營佛教，管理、經營佛光山。星雲「曾以佛教的《彌陀經》、〈普門品〉，申論各種現代

的佛教管理法」（第四一七頁），形成了傳統與現代圓融不二的現代佛教經營管理模式，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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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踐中應用落實。佛光山的「用心」、「愛心」與「決心」（第一九一頁），使佛教走上

了事業化、管理企業化的經營理路。「使佛光山由當初刺竹遍野的荒山而成為今日國際聞名

的佛教重鎮」（第一五○頁）。 

佛光山教團型佛教的性格還體現在其道場分布的國際化。「弘揚人間佛教，一定要走向

人間化、生活化、現代化、社會化、大眾化、藝文化、事業化、制度化，甚至走上國際化、

未來化」（第一三七頁，轉引自《佛光學‧序》）。尤其是依託遍及五大洲的佛光山別院，

以教團形式向外發散，將人間佛教的理念撒遍全世界。 

 

心懷度眾慈悲願，身似法海不繫舟。 

問我平生何所似，佛光普照五大洲。 

 

此乃星雲為李自健畫作之題字（第三一○頁），卻是佛光山人間佛教事業的真實寫照。如果

說，「釋迦牟尼佛是人間佛教的創始者，六祖惠能及太虛大師等皆為人間佛教的提倡者」（第

三三○頁，轉引自《往事百語‧建立人間佛教的性格》）。準此，佛光山僧團則是人間佛教

的踐行者、經營者。 

(三)人間佛教涵蓋生死之間的一切流程，在實踐上照顧全面細微。 

人間佛教是佛法與生活的圓融不二。「佛說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於

幸福人生之增進的教法，都是人間佛教」（第三頁）；「凡是對人有用，能讓人利益、受用

的，都是人間佛教，都是度眾的法門」（第一七三頁，轉引自《如是說》）；「修行不是片

面的個人解脫，而是全方位的弘法與利生」（第一七○頁）。將佛法照顧大眾，回饋世間（第

二四八頁），落實在人間，融入到生活，深植在心田。其卓越的智慧理念與踏實的精進實踐，

可嗟可歎，堪為空前。 

人間佛教既是古老的遺產，更是現代人美滿生活的泉源。「多元化、多功能的弘化，依

大家的根機需要，實踐佛陀的『觀機逗教』」（第一二二頁，轉引自《普門學報》，〈當代

問題座談紀實‧佛教對「修行問題」的看法〉）。這種觀機逗教、生活與佛法不二的理念，

在佛光山被現實地呈現於世。體現在對人生隱顯情節的細緻關懷與周全照顧，包羅無遺：從

出生取名、成人禮儀、佛光婚禮，到慈善醫療、養老救助、死亡超度，涵蓋了人生生死的各

個環節；從幼稚園，到小學、中學，以至大學，涵蓋了人生成長的各個階段；從雜誌、報紙、

電台、電視、出版社，到圖書館、講堂，涵蓋了人生教育的各個層面。這些有形的利生的事

業，將彼岸的、來世的淨土極樂世界安住於此岸的、現世的、生亡皆可往生的人間佛光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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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生成就，現證法益，使人實實在在切身地感受到佛教與個我生死、生活之間的緊密關係。

以「佛法」指導人生的「活法」，以親切關聯人生的智慧洞燭世事，以禪心佛慧重新衡定生

命中家庭、幸福、財富等一切價值，「創造家庭的淨土，創造社會的淨土，創造心中的淨土」，

「散播慈悲的種子，散發歡喜的芬芳」（第二十四－二十五頁）。以達成生活佛法化、佛法

生活化的目標。在將佛法的種子廣布眾生的心田的同時，佛教也以生活的形態噴發出蓬勃的

新機。 

佛光山以入世的事業引領出世的依歸，以勇猛精進的、敢於擔當的精神內證外弘，將人

間佛教的思想理念落實在人間，讓佛法的大日輪燭照生死的幽微，妥帖周全地照應到世間生

活，彰顯了人間佛教的實踐性格。 

三、人間佛教模式的意義 

人間佛教的理念與人間佛教的踐行養成了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 

人間佛教立足於現代民主自由平等的新時代，關注佛教的現代化，是符合時代思想潮流

的新型佛教。佛光山教團在實踐中不斷探索佛教發展的新契機，從而將佛光山打造成踐行人

間佛教的道場。可以說，佛光山教團的崛起，給人間佛教的未來發展提供了一個可資借鑑的

標本，對佛教的未來走向將會產生不可忽視的影響。  

(一)人間佛教模式在佛法上契理，在佛教上契機，從而展現出現代佛教的蓬勃生機。 

佛光山人間佛教模式適度區分「佛法」與「佛教」，契應教義教理的基本原則讓佛法法

輪常轉，契應時代潮流讓佛教與時趨新。  

「佛法」是佛陀的教義，是內在核心；「佛教」是佛法的組織，是外在形式。全面振興

佛教，弘傳佛法，就必須遵從傳統與現代融和的原則：「教義是傳統的，方法是現代的；思

想是出世的，事業是入世的；生活是保守的，弘法是進步的；戒律是原始的，對社會入世是

現代的」（第一五七頁，轉引自《星雲日記‧一九九三年四月七日》）。佛光山的人間佛教

模式就是這種傳統與現代的融和。「人間佛教具有人間性、生活性、時代性、利他性、喜樂

性、普濟性、平等性」（第六頁，轉引自《普門學報》第一期，〈中國佛教階段性的發展芻

議〉），這些性格既是傳統佛法精神的體現，也是現代佛教弘傳的法則。 

星雲曾言有佛法就有辦法。順此，正因有辦法，佛法才致不墮。「要有人間進取的精神、

要有樂觀喜悅的說理，要有資生利眾的事業，要有悲智願行的性格」（第一五八頁，轉引自

《星雲大師講演集(四)》），佛光山正是以此進取的性格、喜悅的說理、利眾的事業和願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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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建設著現代佛教，讓佛教走到世間、走向生活、走進人心，將佛教與人生需要緊密關聯

起來，內化為一種不可須臾或缺的生活方式。 

可見，從人間佛教理念的追溯，到人間佛教實踐的善巧應用與落實光大，佛光山模式為

人間佛教作了理念上的嘗試與實踐上的創新，為佛法在人間的弘傳開闢了一條新徑，彰顯了

星雲模式人間佛教的特色，展現出現代佛教的蓬勃生機。 

(二)人間佛教模式堅持走人間路線，而又始終堅持自身的原則與操守，入世而不媚俗。 

人間佛教模式是理念與實踐的雙向互動。實踐展現思想內涵與品格，同時，實踐也不斷

創造、豐富著思想的內涵，推動著思想與時趨新式的發展與變革。 

理想性與實踐性是人間佛教並進的兩翼。太虛大師人間佛教之倡，不缺乏理念，而是乃

因缺少實踐性，終究難以發揮既定的影響力。佛光山僧團借鑑、反思以成就理念，經營、實

踐以成就事業。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從佛法義理的詮釋到佛教弘傳的方式，從修行生活到

寺院功能整體實現現代化與人間化，提出「佛法現代語文化，傳教現代科技化，修行現代生

活化，寺院現代學校化」（第一五八頁，轉引自《星雲大師講演集(四)》）的目標。但是，在

極力提倡現代化與人間化的過程中，卻始終能夠堅守人間佛教的超人間性，不受世間物欲、

名位、權勢所誘惑，絲毫不流於世俗。 

如何防止流俗，佛光山早有應對之策。「隨緣不是隨波逐流，更不是趨炎附勢；隨緣就

是由智慧所產生的方便，也就是般若，在隨緣中要記住應有的原則和操守」（第三六三頁）。

星雲將此原則建立在健全制度的堅實基礎之上：「不必擔憂弘揚人間佛教會流於世俗化而迷

失，只要團體的基礎夠厚實，宗風、制度、規矩存在，自己健全，個別的流失就任其自然淘

汰」（第三八三頁，轉引自《佛光通訊》，〈開山大師篇〉）。從而從制度上保證了佛教在

現代化與人間化的過程中不致迷失於世間。 

涵容世間，乃成其廣；包容異教，乃成其大；世而不俗，乃成其真。寓佛法於現代人間

生活，而不流俗、不媚俗的佛光山僧團，使佛教由山林走向社會，由遁世走向世間，從傳統

走向現代，從地區走向世界，賡續著佛法的慧命。 

(三)人間佛教模式是一個開放式的結構，佛教的圓融之路還有相當長的一段路要走。 

究竟何為人間佛教？如何定義人間佛教？事實上，人間佛教在理論和實踐上均是一個開

放的系統，它有待於在理念與實踐的層面進行不斷的雙向互動，在這種良性的雙向互動中不

斷地被詮釋，被創造，被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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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模式並不是一個僵化的教條，而是對傳統與現代，本土與異域文化的雙重開放

的圓融性結構。傳統與現代，本土與異域，甚至本宗本教各派，既有相互承接的一面，也有

相互排斥的一面。當今世界與世界文化是以民族、國家文化的多元性為前提，還不太平，遠

沒有達到圓融的階段或層面。因此，在這樣一種大的文化背景之下，提倡文化的寬容還有其

現實的必要與依據。多元傳統、多元宗教以至多元文化間的寬容是走向圓融的前提和基礎。

但寬容並不等於圓融。人間佛教要走向傳統與現代、本土與異域、宗門與教下的全面圓融，

似乎還有相當長的一段路要走。或可通過展開文明的爭辯與論衡以實現局部層面的溝通，漸

次達到圓融，這是未來佛教發展的目標，也是未來文化發展的目標，當不可以一蹴而就。 

孔夫子自道「七十而從心所欲不逾矩」，心念身行都是道的流露與呈現；踐行人間佛教

的理念，則期待著無數「通身是寶」（第八十三頁）的法門龍象的湧現。 

理念依靠實踐來實現，實踐依靠理念來導引。兩者互為表裡。「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

有理想，有目標，有實踐。以人間化、生活化作契機，以現代化、社會化作方便，以大眾化、

藝文化作憑藉，以事業化、制度化作保證，以國際化、未來化作期許，開創了人間佛教的新

氣象，為佛教的人間化、現代化提供了一個成功的範例，其影響力早已「跨越宗教」，「飛

越時空」（高希均，〈台灣的「星雲奇蹟」──人間佛教在寧靜中全球興起〉，《星雲模式

的人間佛教‧導讀》第十一頁）。佛光山開掘人間佛教的生活層面與精神層面，入世思想與

出世思想，將現代特色與傳統風骨融通為一智慧寶藏，發展出一種現代新型的佛教，對中國

佛教以至中國文化的未來發展均具有良多的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