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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義理　相得益彰 
――評《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

韓國茹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編輯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如果說人間佛教代表了漢傳佛教的現代化、國際化

形態，代表了漢傳佛教未來的走向，代表了與日本批判佛教以及歐美參與佛

教有著重要區別，但同屬佛教現代轉化過程中重要的表現形式，教界學界恐

怕都不會再有異議。同時，雖然有此共識，但無論從一百多年來人間佛教發

展的歷史進程而言，從一百多年來為佛教現代化努力的眾多僧信大德而言，

還是從現代人間佛教各道場的實際發展狀況而言，甚至從未來人間佛教的發

展趨勢而言，人間佛教的理論建構、未來的實踐發展以及研究都仍然是多元

的，因此「人間佛教」這一概念都更加描述佛教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各種

現代化的形態、各現代化的道場所建構的理論以及實踐形態之間，擁有一定

程度的家族相似性
1
，而不是指現代佛教明確擁有著共同的現代實踐形式或共

同體現了一定的佛教義理。一方面，多元的人間佛教格局的發展方興未艾，

如火如荼；另一方面，學界對於人間佛教的研究也呈現出多元的格局，無論

對於人間佛教發展過程中各位僧信大德的專門研究，還是對現代著名的人間

佛教道場的研究，成果都非常的豐碩，出現了多元的解釋模式和詮釋取向。

1. 家族相似是維特根斯坦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用以表達概念或共相所指稱的個體
之間並沒有一個本質的共同之處，而是說這些個體之間 A在某一方面與 B相似，
而 B在另一方面與 C相似等等。以語言為例，維特根斯坦說：「我無意提出所有
我們稱為語言的東西的共同之處何在，我說得倒是：我們根本不是因為這些現象
有一個共同點而用同一個詞來稱謂這些現象，――不過它們通過很多不同的方式
具有親緣關係。由於這一親緣關係，或由於這些親緣關係，我們才能把它們都稱
為『語言』。」維特根斯坦著、陳嘉映譯：《哲學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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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恭讓教授在中國近現代佛教研究、人間佛教研究以及梵語佛典研究等

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詣，二十多年來，其與佛光山的合作一直在持續且不斷深

入，近年來更是擔任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主任，對於星雲大師、佛光山僧

團的理論建構及實踐都有深入的體會和研究，他的這些學養、體會及研究在

其新著《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該書以星雲大

師及其所開創的佛光山僧團在佛教現代轉型方面的成功經驗為研究核心，突

破了一些人間佛教研究領域的闡釋模式和框架，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

踐研究方面創見頗多，舉其大者，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人間佛教史的考察―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與實踐的定位

程恭讓教授的佛學研究一直都具有歷史的深度與關懷，在本書的研究

中，他一開始就把星雲大師放在十九世紀末以來漢傳佛教現代化的歷史長河，

把佛教現代化的議題放在中國現代化的背景中。在漢傳佛教現代化的過程中，

太虛大師、印順導師以及星雲大師是現代人間佛教思潮中最重要的三個代表

人物，如何定位三位大師的思想及其對人間佛教理論建構與實踐的影響？如

何確立三位大師之間的關係？如何詮釋三位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之間的區別？

這些在現代佛教思想史上都是非常重要且關鍵的問題。目前，學界關於這一

問題眾說紛紜，存在著多元的詮釋模式與譜系模式。程恭讓教授提出一個從

太虛大師倡導到星雲大師創立的理解模式，即太虛大師首先倡導人間佛教的

理念，並且提出一些人間佛教未來發展的指導性理念；星雲大師是人間佛教

的創立者，則是說星雲大師完成了人間佛教理論及實踐兩個層面的創立，因

此，人間佛教的創立也就意味著人間佛教應化、落實在世間。程教授認為，

從太虛大師倡導到星雲大師創立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百年佛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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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教授上述理解模式的提出是有充分的歷史及文本依據。程教授通過對

大師青年時期，尤其是大師 1945-1960年這一時期著作的文本分析 (特別是對

明代僧人釋寶成的《釋氏源流》與大師《釋迦牟尼佛傳》的比較研究 )，以

及大師宜蘭弘法時期的經驗分析，認為大師早在二十世紀五○年代中期就已

經初步建構其人間佛教思想的理論，程教授稱其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

理論 1.0版」。這個 1.0版的理論與大師後期更成熟的思想之間具有高度的一

貫性，程恭讓教授在其書中以〈六年來台灣佛教的趨勢〉、《佛光學》以及〈人

間佛教的藍圖〉中的相關論述，證明大師思想發展的這種一貫性，證明大師

在二十世紀五○年代已經初步構建其人間佛教的理論並且展開了相應的弘法

實踐，也更加證明其從太虛到星雲的思想史模式之合理性。

作者用了六章近一半的篇幅，把星雲大師放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

這一百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在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等的現代化轉型以及佛教現

代化轉型中，彰顯大師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的重要地位，也讓我們對百年來人

間佛教的重要議題、理念的發展有更加完整的認識。

二、�善巧方便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與實踐的經典根據

星雲大師及其領導的佛光山僧團建設了舉世矚目的佛教事業，取得了輝

煌的弘法實踐的成果，這些弘法實踐有沒有經典的依據？如果有，這種依據

是什麼呢？目前關於這一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對星雲大師佛教事業的描述，

以及對於這種實踐的借鑑，而對於星雲大師弘法實踐所透顯出的理論依據的

研究卻很少。

程恭讓教授一直在探索星雲大師及佛光山僧團人間佛教之所以成功的義

理根據，根據其深厚的梵語佛典研究的基礎，尤其是在梵語《維摩詰經‧方

便品》研究的基礎上，他提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佛理基礎是不一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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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即不離的般若慧與善巧方便智。通過對「智度菩薩母，方便以為父；一切

眾導師，無不由是生」(羅什譯語，程教授根據梵語新譯為：「朋友們啊！般

若波羅蜜多是菩薩們的母親，善巧方便是菩薩們的父親，導師們由此出生。」)

的重點闡釋，他認為，「善巧方便智是與般若慧完全不可脫離、完全難以區

分的智慧」，它們一起構成諸佛及諸菩薩的孕育之源，同時，星雲大師人間

佛教正是此種善巧方便智與般若慧交相輝映的佛教。程教授還在論述人間佛

教國際化及其與民間信仰的關係等章節中，敘述星雲大師善巧方便智的運用，

及其取得巨大的弘法成功。

程恭讓教授的這一思想意義重大，它不僅闡明星雲大師理論與實踐的重

要依據，也闡明星雲大師及佛光僧團在現代人間佛教運動中的獨特之處，同

時，他特意標舉善巧方便智、並提般若與方便，對於現代佛教經典的解讀、

現代人間佛教理論的建構及弘法實踐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尤其對於我們重新

審查中國佛教史、甚至整個大乘佛教以來的佛教史，也必將具有重大的方法

論意義。

三、�張力結構―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特徵

星雲大師說他一生的努力就是要使佛教大眾化、通俗化、藝文化，要讓

普通人也能聽得懂佛教的道理，在這一點上，大師無疑是成功的，無論是大

師的開示，還是大師的文章，都非常易懂。但是這一特點卻對研究者造成了

一定意義上的困擾，甚至會生起大師著述理論性不強的念頭。程恭讓教授對

這一點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因此在與傳統佛教以及當代參與佛教比較的基

礎上，積極探查大師思想背後的特徵與邏輯，並把它歸納為「張力」結構。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這種張力結構，程教授形象地表述為「在……

與……之間」，特別是其關於大師人間佛教是在「人生佛教」論說模式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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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佛教」論說模式之間、在人本人文與社會參與之間的論述，不僅顯現出大

師人間佛教中道圓融的特點，而且更加突出「佛教本來就具足人間性」這一

理念，對於人間佛教的證成具有重要的意義。

人間佛教的發展最為突出的一個議題，也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從始

至終、一以貫之的一個議題，也是程教授此書一再出現的議題，就是關於佛

教社會化的問題。佛教社會化意味著佛教不再只關注個人的解脫、個人的救

贖，而更加注重集體的解脫和救贖，更加注重淨化社會，強調佛教的社會參

與。套用程教授上述「在……與……之間」的表述方式，可以說人間佛教是

在個人救贖與集體救贖之間，是個人救贖與集體救贖互相圓成的模式，此圓

成的模式正是星雲大師「佛教本來就具足人間性」最好的註腳，也是人間佛

教未來發展的方向所在。

程恭讓教授大作五十餘萬字，其中創見自然不僅上述三點，諸如作者就

星雲大師在人間佛教事業下對於民間信仰價值的肯定與提升，不僅可以揭示

出星雲大師與其他人間佛教行者之間的重要差別，而且對於未來佛教的發展

也是至關重要的。

作者不僅在全書的重點議題及框架中，運用歷史視野下的文本解讀與義

理詮釋的雙重方法，在每一個子議題中也都展示了這種歷史義理相得益彰的

解釋模式，使讀者不僅可以清晰地認識大師思想發展成熟的歷程，也可以在

這一歷程中展現大師隨時代議題的轉換而發展應對的善巧方便智；而且，作

者也同時使大師思想的結構、特徵及其經典依據展現出來，使讀者可以方便

的在整體上了解大師人間佛教思想與實踐的特異之處。相信程教授的這本著

作，可以給每一位讀者、每一位人間佛教的行者借鑑的資源，也必將為未來

的人間佛教研究開闢一條可行的解釋、詮釋取向，也必可參與到未來人間佛

教的建構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