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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人間最美的禮物！
―讀《佛法真義》之感

李利安

西北大學玄奘研究院院長

星雲大師的《佛法真義》，一共三冊，收錄大師各種講法而成

的三百多篇短文，分為「佛法義理」、「佛學思想」、「佛教常識」、

「佛門行事」等四種類型，基本涵蓋了佛教文化的所有重要方面，

既具有分門別類、逐一呈現的特色，又具有周全統攝、亮點紛呈的意

義，同時又以舒緩幽默的文字敘說，盡顯大師直探法源、統觀全域、

深入淺出的一貫風格，使讀者得以輕鬆領略佛法大海的無限風光。

在這裡，大師不但批判和告別了明清以來，佛教在傳承中出現

的異化和偏離，而且以「讓人懂」的直下承當，超越了理論的玄奧

和概念的晦澀，將佛法的真義如瀉瓶般傳遞給這個迷離的時代。如

此深厚而溫馨的作品，飽含著大師的真誠心願，傳遞著佛陀的真實

言教，契合了當今眾生的真切需求。也就是說，大師以其心願之真，

上啟佛陀言教之真，下應眾生需求之真。一個「真」字，三重意境，

次第相連，彼此圓融，成就了人間最美的禮物。

一、星雲大師之真心

《佛法真義》的第一「真」當屬星雲大師之真心，這是大師自

出家以來，八十年間一以貫之的精神本體。沒有這種「真」，就不

可能發現佛陀言教之真，而不能發現佛陀言教之真，自然無法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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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眾生需求之真，所以，大師的一片真心是這個已經偏離佛陀本

懷的時代能夠重獲佛法真義的前提。

大師的真心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大師佛教信仰之真誠。

在那個戰亂不寧的年代，大師順緣出家，從此獻身佛門，經過各種

修行的磨礪，凝結成一生不可撼動的信仰，並因為這種信仰而重塑

了現世之生命，從此，佛陀及其智慧、慈悲和力量成為大師心中的

明燈，將無上的神聖與莊嚴賦予大師。

信為道元功德母，這種信仰之真，為大師開啟了一個恢弘而深

厚的精神世界，就成了大師獨立而堅強、清淨而自在、智慧而方便、

慈悲而勤奮的慧命品格。這種信仰之真，上應佛陀之感召，下啟信

眾之皈依，讓那些信仰淡漠、道心不堅的人汗顏，更讓那些以信仰

為名而混跡佛門的名利之徒無地自容，特別是在經過近代以來的歷

次衝擊之後，真信真修已經成為時代的稀缺，大師的信仰就更加令

人讚歎。大師在〈信仰〉一文中說：「你有了信仰，才有完整的生

命；你有了信仰，才有自我的靈魂。」「有了信仰，就能擴大自己；

有了信仰，才能成就自己的未來。」1 大師之言，發自肺腑，乃一生

虔誠信仰的神聖經驗之談。

二是大師救世悲願之真切。與信仰之真相伴而生的，必然是救

度眾生的悲願之真。自古以來，信仰佛教者，曾經多以自我解脫為

目標。特別是明清以來的中國佛教，遺忘救世之志，漠視眾生之苦，

遠離社會，逃避責任，一派小家之氣，自甘消極沉淪，勇於救世的

菩薩寥寥無幾。時代呼喚發願承擔救世之責的大菩薩的出現。大師

在《貧僧有話要說》的〈我的發心立願〉中，回憶了他一生發心的

經歷，從沒有出家之前的為家庭奮鬥，到出家之後的要自我修道成

1. 星雲大師：《佛法真義 1》，高雄：佛光文化，2018 年 9 月，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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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再到宜蘭時期的發心弘道，由此認識到「下

化眾生」的才是其一生的功課。

佛光山創建之後，大師的救度之心更加真

切，而且進一步地落實到所有可能遇到的具體

而瑣碎的事務之中，並逐漸凝練為「給人信心、

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的現實擔當，

將佛教發心從無限高邁的四弘誓願轉化為真切

的「四給」，體現了大師慈悲救世的一片真心。

大師說，他的發心立願隨著歲月而增長，

經歷了六十多年的提升過程。僅從祈願文的多

次改變，就可以看出大師的心路歷程，最後形成如下真誠的告白：

「慈悲偉大的佛陀，請讓我來負擔天下眾生的業障苦難，請讓我來

承受世間人情的辛酸冷暖！請讓我來延續實踐佛陀的大慈大悲！請

讓我來代替佛陀實踐示教利喜！」2 這種源於信仰之真的悲願之真，

令人心生敬畏。正是這種真心，才能通向佛陀言教之真義。

二、佛陀言教之真義

《佛法真義》的第二「真」為佛陀言教之真義。何謂佛陀的真

實言教，這是一個千古相傳的重大問題。兩千五百年前的佛陀通過

口耳相傳留下救世之法，後經多次集結，形成日益龐大的三藏經典

系統，並隨之被後代佛弟子不斷解讀，又形成各家各派的佛法系統，

特別是經過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不同實踐，佛法的義

理不但出現派系的林立，而且出現嚴重的變異，佛教的行事也日益

古怪神祕，佛陀的真實言教大量被淹沒在歷史的迷霧之中，要獲得

2. 星雲大師：《貧僧有話要說》，台北：福報文化，2015 年 6 月，頁 200。

星雲大師石刻一筆字
「四給」



63

佛陀之真傳實屬難矣！正如大師所說：「佛教兩千多年來，由於個

人的私見、個人的謬誤，個人的迷信，統統都借用佛說的名義，讓

佛陀承擔了這許多的邪見、虛妄，實在違背了佛陀的本懷。」3

另一方面，佛陀的真實言教經歷了從簡單到複雜的轉化，最終

沉浸在龐大而精密的理論建構之中，並通過古代的漢語翻譯，而包

裹在浩若煙海的經典海洋與艱澀古怪的文字之中。歷代講經又多以

科判與文辭鑽研的方式不厭其煩地展開闡釋，入微之處，層層疊加，

支離破碎；統攝處條分縷析，體系嚴整。然而，義在雲霧之後，悟

在玄幻之間，佛陀的真實言教慘遭遮蔽。大師多次強調，古老傳世

的很多經教，文辭艱澀，義理玄奧，一般人難解其義，而「聽不懂

的佛法再高深，再精彩，只是束之高閣的裝飾品，對生活品質的提

高毫無意義」。4

星雲大師揭示佛陀的真實言教，也正是從這兩個方面展開的。

從第一個方面來看，大師一生不遺餘力地糾正對佛法的誤解，《佛

法真義》最大的特點就在於揭示佛陀言教的真實之義。大師在這方

面的用功，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是基礎教義方面的真義揭

示。在這方面，既有對傳統解釋的進一步完善，如對中道、四諦、

四無量心、四攝、四依止、四法界、三世因果、十二因緣等的闡釋，

也與對傳統解釋的超越，如對於苦、空、無常、無我、因果、五蘊、

四大、涅槃等的解讀，都具有顛覆古來解釋的意義，展現出一種全

新的意境，讓灰暗轉向光明，從悲苦與消極中萌生出積極的力量，

給生命指出了無限的生機。

其二是佛教儀軌與制度方面的真義揭示。這方面也可以看到既

3. 星雲大師：《佛法真義 1》，頁 20。

4. 星雲大師：《佛教叢書 10．人間佛教》，高雄：佛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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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對傳統解釋的進一步完善，如對於皈依、五戒、四威儀等的解釋，

也有對傳統解釋的超越，如對八關齋戒、八敬法、沙彌十戒等的解

釋，還有一些新開的概念，如五和、男女平等、佛光戒條等等。

其三是實踐方面的真義揭示。也是既有完善傳統解釋的，也有

超越傳統解釋的，如對殺生、放生、求籤、棒喝、苦行、夏安居等

的重新解釋與全新倡導，更有創新的實踐推廣，如環保、十修、四

給、臨終關懷、問政而不干治、人生禮儀、三寶節、佛學會考、檀

講師、佛化婚禮、滴水坊、大學教育、短期出家等等。

我們無法對三百個條目進行準確的分類，但我們可以看出，星

雲大師既有對傳統的繼承，並針對現代社會進行新的闡釋；也有對

傳統的批判與超越，從而回歸佛陀的本懷並適應當代社會的需求；

更有在符合佛法基本精神基礎上的創新，從而出現很多新鮮活潑的

佛法概念和大眾喜聞樂見的行事展開。

從第二個方面來看，星雲大師認定，那些遠離大眾的玄理一定

不是佛陀的真義所在，再美妙的理論只有告別玄虛與艱澀之後，才

能走進民眾的內心和生活，而只有走進民眾內心並在生活中發揮作

用的法，才是佛陀的真實義。特別是隨著科學理性等現代文化的盛

行，社會生活的快捷與擠壓，佛教面臨的挑戰空前嚴峻，在這種背

景下，那些精深晦澀的佛教理論、複雜難明的佛法概念，即使是佛

教學說體系建構過程中曾經的必須，而在今天看來，已不再成為佛

陀言教的真義所在。只有在領悟佛陀本懷的基礎上，超越這些玄妙

的理論與艱澀的概念，真正能為大眾所接受的佛法，才是佛法的第

一真實。

星雲大師一生都在努力讓人家懂得他所說的佛法。大師曾經說

過：「弘揚佛教教義的時候，不但要契理，更要注重契機，讓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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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同蒙甘露法味的滋潤，而聞法的人也要修學適合自己資質的法

門，努力和佛法相應，才能契入佛法的智慧大海。」這是一件非常

艱難的工作，大師曾經慨嘆：「講經說法，給人不懂，是很容易的；

給人懂得，那是千難萬難啊！」大師所言極是。《佛法真義》的真，

一個很重要的體現就是實現了佛法的通俗易懂與明朗暢達，掩藏在

艱澀概念中的義理再次鮮活起來，掙脫玄奧捆綁的佛法從灰暗中走

進人們的生活。

三、當代眾生之真情

《佛法真義》的第三「真」為當代眾生之真情。所謂當代眾生

之真情，包括客觀上的生活情境和主觀上的真實情感。星雲大師發

願負擔天下眾生的業障苦難，承受世間人情的辛酸冷暖，正是這種

承擔的願力，支撐並引領著大師上求佛法真義，下應眾生之機。沒

有對眾生之機的透澈觀察和深切體驗，就不會有佛法真義的準確揭

示和妥當傳遞。《佛法真義》的真，飽含對當代眾生真切需求的觀

照和應對。正是這種真，才最終驗證了佛法義理的真，進一步彰顯

了大師心願的真。星雲大師曾經說過：

經文說法大眾化，佛陀早有指示，所謂「契理」以外還要

「契機」，契理容易契機難。……最重要的是講經說法讓

聽者聽了以後，得到實用，讓佛法與他的生活有關，與他

的身心有關。5

所以，他認為：

作一個弘法者，不但要具備豐富的佛法，而且要明白各地

5. 星雲大師：〈佛教的前途在哪裡〉，《人間佛教論文集》下冊，台北：香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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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情風俗。對一些不同地域、不同語言、不同知識、不

同年齡、不同性別的男女老少，在你一次布教說法以後，

給大家都能接觸到佛光，獲得法喜，這是不容易的，這是

那些談玄說妙自以為博大精深的人所不能勝任的！ 6

那麼，當代眾生的機又是什麼呢？對此，大師有非常通透的了

解。總體上看，當代眾生的真實情境，是物質文明高度發達之後，

物欲的持續膨脹和生活的繁忙；是科學占據主導地位之後，依然揮

之不去的災害與生命的困惑；是政治日益清明的同時，廣泛存在的

人際緊張與生存煩惱；是文化繁榮的背後，潛伏著的精神空虛和道

德缺失。所以，從生命本真的角度來觀察，當代眾生的真實情感，

是對生命尊嚴的維護，是對生活幸福的追求，是對精神快樂的期盼。

總之，當代眾生之真情，就是要告別迷茫、孤獨、焦慮、擠壓、

偏狹、怨恨、敵對、自私、貪欲、散亂、怯懦、恐懼、自卑、陰暗

等生命的痛苦狀態，祈願清醒、獨立、安詳、舒緩、自信、勇敢、

積極、善良、超脫、陽光等生命的美好境界。星雲大師對當代眾生

的真實情境和真實情感有清醒的把握，所以深知當代眾生的真切需

求，這是大師智慧與慈悲的體現。

在 1990 年 11 月 28 日的日記中，星雲大師說：「深入淺出的闡

釋義理，能讓童叟都聽得懂，是我演講追求的目標。因佛教是屬於

大眾的、社會的、群體的，能為大家接受，才是大眾需要的佛教。」7

正是基於這一基本定位，大師才能探尋到當代眾生真正需要的佛法，

從而能超越義理的精深玄奧而走向說法的簡潔明了，超越文字的艱

6. 星雲大師：〈弘法之難〉，《覺世論叢》，高雄：佛光出版社。

7. 星雲大師：《星雲日記 8．慈悲不是定點》（1990/11/16~11/31），高雄：佛光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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澀古板而走向言談的清新活

潑，超越遠離生活的理論建構

而走向現實的生命需求，超越

消極沉悶的負面情調走向積

極陽光的精神氣象。所有這一

切，與其說是在揭示佛法之真

義，不如說是在應對當代眾生

之真情。所以，《佛法真義》從頭到尾充滿了當代眾生之真情，無

處不流露著大師上啟佛法真義、下應眾生真情的一片救世真心。

如果說「佛法真義」之「真」體現了「佛說的」，那麼，眾生

真情之「真」則體現了「人要的」。因為是佛法的真義，所以必然

具有清除汙染的淨化之功，即「淨化的」；因為應對眾生的真切需

求，所以，必然通向善與美的境界，即「善美的」。可見，《佛法

真義》與星雲大師所說的人間佛教四個標準也是完全一致的，即：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

總之，《佛法真義》，以真心為體，以真義為相，以真情為用。

真心出於星雲大師，乃大師真誠的信仰與真切的救世悲願；真義源於

佛陀，乃穿越千年的佛陀本懷和褪去玄奧裹挾、擺脫傳承異化的人間

佛法；真情藏於眾生，乃當代民眾的真實情境和真切訴求。一「真」

三分，彼此貫通，不可分割，由此成就三冊一體的《佛法真義》。

正是因為這種內涵豐富的「真」，《佛法真義》成為一部劃時

代的佛法寶藏，不但是人間佛教輕鬆快樂品格的典範，也是人間佛

教思想的集中呈現，更是人間佛教實踐的指南。借助《佛法真義》，

人們可以輕鬆地走進人間佛教，人間佛教也可以順暢地走向現實生

活。

現代人的真情，就是要告別生命的痛苦狀
態，祈願美好的境界。圖為佛光青年在佛
光山藏經樓前，展現活潑熱情的青春力。

（簡資霖 /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