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
切
慈
悲
音
，
當
代
獅
子
吼—

聆
聽
星
雲
大
師
《
阿
彌
陀
經
》
開
示
的
所
感
所
思

48

唐忠毛
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

兼
任中國宗教學會理事、上海宗教學

會理事兼副祕書長等。研究範圍包

括：佛教學、宗教學、信仰民俗學等。

代表著作有：《佛教本覺思想論爭的現

代性考察》、《月印萬川—佛教平等

觀》、《經卷遺存：長江流域民俗文化與

藝術遺存》、《中國佛教近代轉型的社會

之維—民國上海居士佛教組織與慈善研

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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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的一個晚上（2016年6月25日），星雲大師在大

陸的佛光祖庭宜興大覺寺為雲湖書院學生開示《佛說阿彌陀

經》，筆者有幸現場聆聽了大師演講的全過程。聽完之後頗

為震撼，又頗為驚喜。我想這種感受不僅是個人所有，應該

說當天與會的學生與教授們大都有類似的感受。因為我發現

會後、甚至當時在會場之中就有學生和教授們互相交接、扯

衣服小聲耳語，討論大師震耳發聵的詮解與開示。

為什麼大師對《阿彌陀經》的開示會產生這樣一種神

奇的效果？我想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二：其一，「家家彌

陀，戶戶觀音」，宋明以降淨土與禪宗獨盛，作為阿彌陀信

仰的重要經典—《阿彌陀經》對中國佛教的影響太大了，

人們對這部經所講的內容也太熟悉了。不僅如此，對一部

《阿彌陀經》的傳統性理解也在一定意義上代表了傳統中國

佛教的觀念底色。

其二，大師的開示之所以引起震撼，在於其詮解在一

定意義上顛覆了我們傳統觀念上對《阿彌陀經》的理解和認

知，但同時我們又能真切地感受到大師開示的正確性、微妙

性以及這種詮解與人間佛教精神、時代精神的契合性。接下

來我想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談談我聆聽大師《阿彌陀經》開示

的所感與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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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是佛！」―對自己對人間要有足夠的信心

星雲大師在雲湖書院的這次開示是從講述自己的出家因

緣及在台灣創辦佛光山的經歷開始，大師以一貫家常式的語

調娓娓道來，極為親切。接著大師引導我們要如何理解「傳

統佛教」與「現代佛教」、如何理解「傳統佛教」與「人間

佛教」的關係。在大師看來，傳統佛教與現代佛教、傳統佛

教與人間佛教在本質上並無區別。正如大師常言，佛出生在

人間、成佛在人間、說法在人間，佛教本來就是佛在人間的

教化，因此佛教就是人間佛教，人間佛教就是佛教。正因基

於這樣的理解，大師對「人間佛教」才提出了著名的當代詮

釋：「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凡有助於增進幸

福人生的教法，都是人間佛教。」

我想，「從人間出發」、「立足人間」，這是星雲大師

宣導人間佛教思想的根本立場與出發點。大師教導我們修學

人間佛教，首先就要對「人間」生起信心！正是立足於「人

間性」的立場，大師對佛法的詮釋總是充滿積極的、樂觀

的、向上的正見與正能量。人間佛教與傳統佛教在本質上雖

無差別，但大師覺悟到過去佛教界多從消極面詮釋佛學，世

人遂以佛教為老人宗教，為死人的宗教，更有些誤解與訛傳

已久的說法。因此大師要啟發我們從培養人間的信心開始，

從而看見佛陀「示教利喜」的本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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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師看來，「契理契機」地針對當代眾生的習性，

宣揚樂觀、喜悅的佛教，來增進人們的幸福，增進人們的道

德、慈悲，使我們生活得更美滿，然後再以佛法引導大家進

一步充實心靈的生活、擴大精神的世界，這才是佛陀示教利

喜的真正本懷。只有這樣，佛教才能真正實現「四給」—

即「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當然，

「給人信心」，最大的「信心」就莫過於信仰的信心了。

在指出對「人間」要有信心的同時，大師又從「佛在

哪里？」入手引導我們要對「自己」生起信心！大師振臂而

呼，語出驚人地領眾高喊「我是佛」！大師鄭重地說：你們

敢講嗎？你們敢說「我是佛」嗎？（大眾在猶疑回答：我是

佛！） 接著，大師幽默地說：這下很好，你們回家去，夫

妻不可以吵架，吵架的時候，你想想，我現在都是佛祖了，

怎麼可以吵架罵人呢？這樣可能就不吵架了。假如你喜歡抽

煙、喜歡喝酒，當煙癮起來，或是想要喝酒的時候，你就

想，我已講過「我是佛」了，佛有抽煙、喝酒嗎？如此一

想，自己可能就不抽煙、不喝酒了。所以，只要你肯承認

「我是佛」，你的人生立刻就會不一樣！

說實在話，當時現場我在說「我是佛」的時候是猶豫

的，心裏事實上也是很矛盾的。我心裏想，我這個樣子，怎

麼可能是佛呢？因為還是沒有自信嘛！我身邊的一位教授似

乎也有類似的疑惑，他拉著我的衣服小聲問：「大師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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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法對嗎？」接著大師說：既然你都是佛了，那你在家裏還

會罵人嗎？既然你都是佛了，那你還會抽煙、喝酒嗎？講到

這裏，我恍然明白：其實大師讓我們在心裏宣稱「我是佛」，

這不僅是將佛作為一種目標與仰望的榜樣，更要將「行佛」

作為我們日常生活中行事的實踐指引與自我警策的力量之源。

後來我在讀大師在《佛法真義》之〈行佛〉開示篇，對

大師的「我是佛」就更加有深入的理解了。大師在〈行佛〉

中詮釋說：「過去一般佛教徒都說『我信佛』，若問他『佛

是什麼』？他卻說不出來。有些人遇到苦難時，就說『我求

佛』、『我拜佛』；有的人平時覺得，自己的有些行為需要

規範，所以要『我念佛』、『我學佛』，用以克制自己的

妄念、行為。但比起拜佛、求佛、信佛更上一層的，那就是

『行佛』。行佛—就是依照佛陀的教法去實踐奉行，在日

常的行住坐臥中，任何時候都能自動自發，覺照現前是否清

淨，並藉由佛心把自己本具的寶藏開發出來。」 1

二、你以為去西方極樂世界是享清福的嗎？

「你以為去西方極樂世界是去享清福的嗎？」星雲大

師緊接著以這樣一句逼問敲打在場聽眾的神經。是的，究竟

去西方極樂世界幹什麼？這確實是個重要的問題！中國人為

1  參見《佛法真義2》，高雄：佛光文化，頁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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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念佛？在傳統觀念裏是因為世間太苦，所以想要到極樂世

界。在一般信眾的傳統認知與理解中，去「西方極樂世界」

那當然是去享受的，因為西方極樂世界那裏比當下的人間社

會幸福快樂不知多少倍。並且，我們知道《阿彌陀經》對極

樂世界的描繪也是極其的美好與殊勝：

爾時佛告長老舍利弗，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

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

說法。舍利弗，彼土何故名為極樂？其國眾生，無

有眾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又舍利弗，極樂國

土，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皆是四寶周

匝圍繞，是故彼國名為極樂。又舍利弗，極樂國

土，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池底純以金沙

布地。四邊階道，金、銀、琉璃、玻璃合成。上有

樓閣，亦以金、銀、琉璃、玻璃、硨磲、赤珠、瑪

瑙而嚴飾之。池中蓮華，大如車輪，青色青光，黃

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潔。舍利

弗，極樂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去西方極樂世界真是去享清福的嗎？星雲大師的回答是否定

的。大師這樣警醒說：你以為你去了西方極樂世界就可以享

清福了嗎？你以為到了西方極樂世界你就什麼都可以不幹，

就可以整天睡大覺了嗎？我告訴你，不是這樣的。去了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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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樂世界，並不比我們現在這個世界輕鬆，也許在那裏還要

更忙。大師接著引用《阿彌陀經》的經典記載， 2開示說：其

實在極樂世界裏仍然是很辛苦的，在那裡的人們每天早晨都

要很早很早就起床，然後大家要用衣 盛滿鮮花去供養他方

十萬億佛。極樂世界那麼大，等到吃飯的時候，你要再返回

本國來。吃過飯還要經行，然後還要念佛、念法、念僧……

大師還幽默地說：你以為在極樂世界早上能睡個「回籠覺」

嗎？那是不行的，不像我們在人間有時還能睡個回籠覺呢！

在此，星雲大師想要告訴我們的是：其實即使在極樂世

界仍然也是很辛苦的，甚至比人間有時還辛苦！既然在極樂

世界也很辛苦，那麼你為什麼就不能在人間好好地念佛、念

法、念僧呢？為什麼不能在人間好好地修行呢？為什麼一定

要捨近求遠呢？

可以說「捨近求遠」、「捨本逐末」常常是一般眾生

的心理，在佛教信仰中也有類似的情況。星雲大師的開示，

我們在六祖惠能的《壇經》中也能找到類似的話，惠能大師

曰：「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

何國？」也就是這個道理。

2  《佛說阿彌陀經》上載曰：「其土眾生，常以清旦，各以衣祴，盛眾妙
華，供養他方十萬億佛。即以食時，還到本國，飯食經行。舍利弗，極
樂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復次舍利弗，彼國常有種種奇妙雜色之
鳥：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是諸眾鳥，晝夜
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
法。其土眾生，聞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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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的這一逼問著實是敲打了我們的神經，著實也

敲打在了中國那些不正確的傳統佛教觀念的痛處！對於西方

淨土極樂世界的信仰與渴望當然沒有錯。但我們似乎從來不

會去問「去西方極樂世界是要幹什麼」？或者根本壓根不去

想這個問題。因此，我想這其中一定隱在著一些問題。

首先，我們傳統意義上一般是把「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看作是因厭惡人間之苦而求往生極樂世界，是一種「往生脫

死」、「離苦得樂」的觀念。因此過去我們常常聽到以前的

有些法師說，「我們這個娑婆世界真苦啊，我要儘快往生

極樂世界啊」。並且，在過去不正確的理解中，又常常是把

「生前」與「死後」、「人間苦」與「淨土樂」分割開來理

解，而這種分離與隔斷恰恰也是人間佛教需要對治的部分。

事實上，在佛教緣起義中，生與死不是一個分離的現

象，而是一個相互依存的關係。所謂生之緣起，生之變易，

生之轉化等，皆包括於佛法之「生」義中。而所謂「死」，

它本質上是生的部分，因此我們要了生才能了死；相反的，

如果我們只求了死，那非但不能了生，也不能了死。

近代人間佛教自其誕生之時，就面臨著「重生」與「重

死」的時代性問題。太虛大師正是基於傳統中國佛教過於

「重死」的傾向，提出應該彰顯佛教的「重生」維度以對治

之。按照太虛大師的話說，就是希望「將濟生之事，付與東

方之藥師；度死之事，付與西方之彌陀」。太虛大師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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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明清以來，於佛法往往只注重救度亡靈或臨終往生，

因此過於偏向彌陀法門，彌陀淨土法門最極弘盛。在此背景

下，中國社會大眾往往認為佛教僅為「度死」之用，而非人

生之所須。太虛大師認為，這一重「死」不重「生」的現象

是昧於佛教之全體大用，要發揚人間佛教精神，就必須發揚

佛陀的現實主義本懷，積極關注並肯定此世與此生。為此，

太虛還特宣導「東方藥師信仰」以對治過度的「阿彌陀信

仰」，其目的就是要用「藥師信仰」的「重生」精神來推動

他的人間佛教理念，以立足於現世人生出發，建立現世的人

間淨土。

其次，星雲大師對於去極樂世界幹什麼的反思，也在一

定意義上對那些只求「人天福報」、只求「死後世界」的不

正確的傳統佛教信仰一聲棒喝。對於一般信眾的傳統佛教認

知而言，求人天福報往往是其真正的底色，說得通俗一點就

是只求死了之後有個好的去處，有個好的歸宿之地。太虛大

師對此亦有過反思：

向來對佛法有信心的人，便自稱學佛，求其真能發

菩提心願做個大心凡夫的菩薩，卻是鳳毛麟角。

有一種人學佛，將佛推崇過於高遠，自甘卑屈，既

不能認識佛法全般的真相；固執著佛所方便指示的

一點一滴的法門，如人間善行，天上福報，著重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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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業方面極粗淺的說法，於是情生耽著，但求個

己人天福報為足。這雖也可稱為學佛，但去學佛的

真精神遠甚，直是方便中的方便，佛曾貶之為無

性闡提。復有一種人學佛，覺得個己的生與死是極

苦痛，於是偏執著佛所指示的中道法—空有兩面

的空一方面。以專求了脫個己的生死，精神上得寂

滅無為為究極。這條路徑雖可通至大乘，倘故步自

封，不肯進探中道法的幻有、妙有的一面，醉臥於

空三昧中，自然未能貫徹佛學全般的精神，自墮於

方便小乘，佛曾貶之為無性敗種。 3

可以說，「去西方極樂世界幹什麼？」這一逼問事實上就是

星雲大師在著意引導我們反省、反思我們去往西方淨土極樂

世界的動機、初衷與目的。我深切地體會到，星雲大師的這

一逼問既震耳發聵，卻又如理如法，叫人忽然清醒。與此同

時，在這一逼問中，我們也能深切地感受到星雲大師的開示

始終保持著的「人間關懷」。

三、要多從人間「資糧」與「因地」上著手修行

在解決了「去往西方淨土世界幹什麼」這個問題之後，

星雲大師接著就開示「怎樣才能去往西方極樂世界」這個重

3  太虛大師：〈菩薩學處〉，《海潮音》第28卷第9期，194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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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大師主要圍繞「資糧」與「因果」

展開的。「怎樣才能去往西方極樂世界呢？」大師引用《阿

彌陀經》的經文強調，你要想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那一定是

要有充足的資糧作為基礎的，那是要看你能不能滿足西方極

樂世界要求的種種條件。按《阿彌陀經》來理解，能去西方

淨土極樂世界的人都是一些資糧具足的高人，如不退轉的阿

鞞跋致菩薩們。 4 星雲大師幽默地說：西方淨土極樂世界都

是諸上善人聚集的地方，你如果達不到要求，那即使你去了

也很累啊！假如你資糧、條件不具足，你又如何能融入到極

樂世界的諸上善人之中呢？大師接著又引用了《阿彌陀經》

的另一句經文：「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為

此，大師還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說：這就好比我們想移民，

例如移民到美國去，那肯定也要有條件，最起碼你要有錢買

飛機票吧？因此你要積累買飛機票的金錢。此外，你還要準

備其他很多的條件，以便你移民之後能夠生存和發展。

大師用這個比喻，形象地告訴我們，要想到西方極樂世

界那就好比從娑婆世界移民到西方淨土，首先一定要有充足

4  《佛說阿彌陀經》記載：「又舍利弗，彼佛有無量無邊聲聞弟子，皆阿
羅漢，非是算數之所能知。諸菩薩眾，亦復如是。舍利弗，彼佛國土，
成就如是功德莊嚴。又舍利弗，極樂國土，眾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
其中多有一生補處，其數甚多，非是算數所能知之，但可以無量無邊阿
僧祗說。舍利弗，眾生聞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所以者何?得與如是
諸上善人俱會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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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糧」。如何才能有充足的「資糧」呢？那當然只有從

當下的人間努力開始嘛！

星雲大師這樣的開示，讓我又想到了人間佛教的宣導者

太虛大師。太虛大師建立人間佛教的初衷也在於針對「好高

騖遠」的傳統學佛心態，強調要從「人間的資糧」與「人菩

薩」著手修行。太虛大師指出：

學習菩薩之道，並非高推聖境，遠在淨土。就是從

我們凡夫為起點，一步一步進向聖境，創造淨土，

從淺到深，轉劣為勝。最初是大心凡夫地的菩薩，

及其優入聖域，終入金剛後心，則成為最高等覺地

的菩薩。我現在所唱導的菩薩學處，是重在啟發初

發菩提心願的菩薩；旨在要人盡能成為大心凡夫的

菩薩，不是頓超二乘的大菩薩。 5

在此，太虛大師提出了「大心凡夫地的菩薩」這個人間佛教

修持的重要概念。所謂「凡夫菩薩」也就是「人菩薩」，即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發菩提心、行菩薩道、自利利他的廣大

眾生。「凡夫菩薩」理念與方法的提出，對於人間佛教的修

持方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指導意義，它糾正了中國傳統大乘

佛教一些好高騖遠、不切實際、執著於空無，乃至「言大乘

教行小乘法」的種種與現實人生、社會相脫節流弊。

5  太虛大師：〈菩薩學處〉，《海潮音》第28卷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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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具足「善根福德因緣」，說到底就是我們在當下的

人間中去積累，這是人間佛教「人圓而佛成」的根本立場。

星雲大師開示強調的「人間資糧」、「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

緣，得生彼國」與太虛大師的「人菩薩」思想可謂一脈相

承。太虛大師在《菩薩學處》中明確指出：

我今唱導菩薩學處，決不叫人迷著人天的福報，也不

叫人愚耽小乘的寂滅；是指示人人可走之路，個個

可修之道，是整個的全般的佛法的總綱。這便是菩

薩之學，自下至上，自凡至聖，從我們開始舉足直

到佛果的大道。這自始至終徹上徹下的，都不出我

們發菩提心、修菩薩行的現在一念願心的菩薩。這

好像一個國民，從做幼稚園學生起一直到研究院出

來的博士止，都是學生；菩薩學亦然，有初發心的菩

薩，有金剛後心的菩薩。初心是凡夫，後心鄰於佛，

但都是菩薩，始終未離學地。後心鄰於佛果高位的菩

薩，是不易學，但也不離於初心易學，積漸成就。故

菩薩學處，是從易學處說起，曰皈依三寶；恐人走歧

途，於皈依三寶時兼勸其發四弘誓願。皈依三寶，是

教以不入邪途；發四弘願，是使其不趣人天福果，不

耽著二乘寂滅。這是直趨菩提大道，一定成佛。 6

6  太虛大師：〈菩薩學處〉，《海潮音》第28卷第9期。



二○

一
九
．
人
間
佛
教
高
峰
論
壇

61

太虛大師的這段話既是他對中國傳統大乘佛教弘傳過程中積

弊的反省，也是其反思晚清以來中國佛教脫離社會，進而思

索重建佛教與現實人生、現實社會緊密連接的表現。中國佛

教在教理上一貫聲稱弘揚大乘佛教，而教法與修持上是否真

正地實踐大乘、趨向大乘呢？確實是一個值得反省的問題。

正如太虛大師所言，中國雖是號稱大乘佛法流行的地方，

但是佛教徒能夠依大乘之理去修學、去實行的，卻並不是很

多。中國普通大眾的學佛，往往流於「人天福報」與「墜於

寂空」，這兩途宣稱大乘法，事實上都是行為「自了漢」。

其結果是，佛教與現實社會相離，佛教徒與社會人士之間似

隔了一道鴻溝，很為隔膜。

由於這隔膜，使他們失去親近佛教的機會，迷昧佛法的

真理，而生起種種誤會：佛法是自利的，是消極的，是厭世

的錯覺。尤其是出家的佛教徒，好一點則做坐禪念佛只顧自

利的生活，再下一點的，則給人念念經，拜拜佛，以經懺薦

亡去換取去換取錢財，因此被人輕。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從

虛大師到星雲大師，宣導人間佛教的真精神的目的也在於針

對這類學佛人不關心現實社會、現實人間的時弊，而來著意

重振菩薩利他救世的大乘精神。

在闡明了「人間資糧」之後，星雲大師還著重開示學佛

之人要「明因果之理」。我們都知道佛教倡因果，也似乎都

在談因果，但我們是否真的就明白因果的道理呢？在實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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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修行中，我們常常都在教條地把所有的希望都單獨歸托

在某一種法門或單一的因果上，以為這樣就能「包治百病」

了，卻不明白不同的因有不同的果。事實上，法門雖是殊勝

的，但日常的修學卻是活潑潑的；世間因果也是多樣的、複

雜的，不同的因會導致不同的果。星雲大師開示說：比如有

的人求發財，可就是發不了財；有的人想求考大學，可就是

考不上；有的人想長壽，可就是不能長壽。因為發財有發財

的因果，長壽有長壽的因果，成績好有成績好的因果，你若

不學習就永遠考不上大學。

記得星雲大師在開示因果時，還講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故

事作譬喻：台灣有很多王爺信仰。有一次，一個小夥子騎摩

托車上山去拜王爺。「嗚」一加速，摩托車開得飛快地上了

山。拜過王爺，這小夥子又騎車下山，「嗚」一加速，摩托

車開又開得飛快。很不幸，小夥子一下就撞到山坎上，由於

傷勢過重過世了。小夥子的爸爸得知後不樂意了，他帶了一

幫人來要砸這個王爺，因為他覺得這個王爺不靈、不保佑他

的兒子。這時，那個王爺廟裏的廟祝過來認真地對小夥子的

爸爸說：不是王爺不保佑你兒子，實在是你兒子的摩托車開

得太快了！王爺也去追了，可王爺騎的白馬根本就趕不上你

兒子的摩托車啊。

星雲大師用這個故事指出學佛之人要明了因果，不僅

要明了「因果自負」這個道理，也要辨明「不同果之所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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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與「不同之因之所導之果」，就像這位廟祝所言，速

度快也有速度快的因果，不能不辨因果。搞清不同的因果所

在，這對修行的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功課。

餘論―佛法真義要何以詮解？

每次聆聽星雲大師的現場開示，我都有大大的收穫與驚

喜。與此同時，我也在想一個問題：星雲大師何以能將黑紙

白字的佛法詮解得那樣既契理契機，而又生動活潑？既震耳

發聵，又如理如法呢？佛法真義究竟怎樣才能得以詮解呢？

從大師的身上是否可以找到此中的奧祕？我想，詮解佛法真

義確實不能僅是靠「依文解義」，不是簡單的佛教知識與

理論傳授，因為道理是死的，人是活的，需要「因人因時因

地」地靈活運用佛教的道理來對機而說。因此，真正的佛法

真義的詮解在某種意義上是需要「知行合一」的親力親為與

親證體驗。

什麼叫做講經？大師的這種演講才是真正的「講經」。

講經某種意義上並不是知識性的傳授—那是佛教教學與研

討，講經是需要演講者的深切體證的基礎上，感同身受、有

切身的知行合一的功夫才能既生動而又如法如理。此前，程

恭讓教授曾從「般若」與「方便」的關係角度詮解過佛教大

師應世的原理。也許只有講「般若」與「方便」真正融合一

體的大師才能真正地詮解佛法的真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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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偉大實踐，使得大師的理論不是

蒼白的，而是源於他佛教實踐的源頭活水，也正是如此，大

師可以說代表了當代佛教理解的一個新高度，是令人耳目一

新的糾偏力作，它在一定意義上具有權威的價值，是現代人

理解佛法的一個可靠的文本來源。佛教在不同時代的詮釋基

本上都會打上那個時代的烙印與語境，都要契合那個時代眾

生的問題與疾苦，因此我們需要尋求具有權威性的時代性詮

釋。星雲大師的《佛法真義》就是一個重要的詮釋文本，對

於眾生與信眾重新生起對佛法的正確理解與信仰的信心非常

重要，因為它不僅消除了人們長期以來對佛教某些根深蒂固

的偏見與謬見，也能夠引導人們將佛法融入到自己的日常生

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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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真理」的最高境界是「因果」，

學習「做人」的最高境界是「圓滿」。

—《佛光菜根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