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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麗華
佛光大學人文學院院長

暨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教

授，國語日報《古今文選》主編。

研究範圍為：中國古典詩、佛教文學、文

學理論、中國文學史、詩歌美學、唐宋專

家詩等，主要作品包括：《「文字禪」詩

學發展的軌跡》、《從王維到蘇軾—詩

歌與禪學交會的黃金時代》、《東亞漢詩

與佛教文化之傳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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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高等教育過去追隨西方科學理性的腳步，宗教被

視為非理性，不能進入校園。民國80年左右才開始有宗教學

系的設立，至今全台宗教系所不出10個；再者，我是個皈依

三寶30幾年的資深佛教徒，進佛光大學任教之前卻恥於承認

自己佛教徒的身份，這是何故？因為舊社會的佛教思想給人

無知、落後、迷信、神格化遙不可及的印象；加上我是高校

學者，必須以理性、前瞻、實證、學術權威為表徵，那些會

關涉到無意識領域、非理性世界的東西，自然被壓抑了。

然而，佛教歷史那麼悠久，佛法那麼好，佛陀是心靈導

師，化遣觀世音菩薩與文殊菩薩，予人慈悲與智慧的雙翼，

讓生命得以離苦得樂，飛颺自在。為什麼不能說？那個階段

中的我，暗自摸索，只能踽踽獨行，扣問經典，祈求明燈，

在文字禪之中自我安頓。直到2014年，我離開台灣大學轉換

跑道來到佛光，屬於生命內在的世界終於可以光明顯現，我

可以勇敢的說「我是佛」。

在佛光山的「人間佛教」理念下，真正認識到「我是

佛」、「行佛」、「集體創作」、「我在眾中」等等，一連

串的體驗後，成佛不再遙不可及，信仰不再可恥，非理性與

知識理性並用，一念遍滿三千，千處祈求千處應，千江有水

千江月的文字都成真了。佛真的在人間！

星雲大師所倡的「人間佛教」是新時代的產物，是佛教

的新生，是人文學界最高的智慧，也是台灣這個洞天福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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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至寶。我們完全可以在三藏十二部的經典中驗證它的義

理，在佛教學術史上找到它的發展軌跡，在佛教人生中體驗

到它的醍醐至味，在高科技與數位化的新世代裡驗證它真的

不可思議。 

人間佛教，是清朝末年以來整個佛教發展的趨勢之一，

談論倡議者絡繹不絕。民國26年，《海潮音》出過人間佛

教專號；抗戰期間，浙江縉雲縣也出過小型《人間佛教月

刊》；後來慈航法師在新加坡，辦過《人間佛教》刊物；法

舫法師在暹邏也講說人間佛教。

相對於人間佛教之說，太虛大師最早提倡「人生佛

教」。於抗戰時期，編述一部專書，即名《人生佛教》。太

虛大師曾說：「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

名真現實」（印順〈即人成佛的真理實論〉）。

印順法師也主張「人間佛教」，特別提出「人間」二

字來對治傳統佛教之偏於死亡與鬼，偏於神與永生。真正的

佛教，是人間的，惟有人間的佛教，才能表現出佛法的真義

（印順《佛在人間》）。印順法師由《阿含經》中發現「諸

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也」的文句，證明了佛陀教人

並不以出世離俗為主。

星雲大師曾說自己甚為崇慕太虛大師的許多主張，當

年的青年僧參學過太虛大師「佛教大眾化、通俗化」、「佛

教入世，打開山門」、「佛教當以人為本」、「佛教以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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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道場」等等主張，這些理念在戰亂的時代無法落實，如今

都在台灣以數百倍的成績實踐了。我們可以說，太虛大師是

「人間佛教」改革理念的起點，星雲大師才是「人間佛教」

全面實踐的落實者。大師「人間佛教」的特點在於：

一、與印順法師相比，完全超脫了清末以來佛學界在

「中國佛教／印度佛教」、「唯識／性空」、「大乘非佛教

／大乘為佛說 」、「真常本覺／性空本寂」之類爭論上的糾

纏，他截斷眾流，立基於中國佛教，而能開展新的楷模。

二、與太虛大師相比，不在時代思潮及事件等個別事務

上多所牽扯，而能掌握大的時代方向。認定了整個時代社會

變遷的總方向就是現代化，而將其人間佛教之建設工作，落

實為佛教的「現代化」乃至「後現代化」。

星雲大師所講的「人間佛教」，基本上是順著中國佛教

的精神，而又不違三法印的，他能轉空、苦、無常之佛教為

信心、快樂與希望的佛教。所以，佛法在他的詮釋之下，攝

機之廣非太虛大師與印順法師所能及。星雲大師常以「佛教

現代化」乃至「後現代化」，來概括他建設人間佛教的各項

活動。在各個領域中的改革，例如宣教方式、寺廟建築、事

業經營、財務管理、組織行政……等，都可以擁有一個可以

統一辨識的指標。他之所以比太虛大師能廣受認同，掌握了

時代的脈動，無疑為一大因素。大師主張在技術層面要：佛

法現代語文化、傳播現代科技化、修行現代生活化、寺院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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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學校化；在目標方面，要建設佛教成為生活樂趣的人間佛

教、財富豐足的人間佛教、現世淨土的人間佛教。 

星雲大師所建立的教團，是中國叢林制度的革新。例如

經選舉產生的宗務委員會及宗長，代表民主精神；強調「依

法不依人」、「法治重於人治」，顯現了法治精神；行政和

弘法上，又運用了現代化的行政管理與科技知識。這些無不

體現了現代社會的現代性。

星雲大師說：「建設財富豐足的人間佛教」、「要有人

間進取的精神，在這個世界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每個

人不是靠別人給我們財富，給我們救濟，都要靠自己去努力

才能生存。所以，人要有進取的精神」、「現代化的佛教是

合理的，不是邪見的，不是迷信的」等等，也充滿了現代性

與後現代意義。

例如資本主義社會是講究財富積累的，星雲大師便也說

要「建設財富豐足的人間佛教」、「佛教發財的方法」。但

他的說法，乃是先講有錢不是罪過，「黃金非毒蛇，淨財作

道糧」。然後接著講「外財固然好，內財更微妙」、「求財

要有道，莫取非份財」、「財富對每一個人，並不都是最好

的東西」、「怎樣處理財富」。

就其前一部分講聚收金錢者觀之，實與佛教之傳統不盡

相同，是以佛教來迎合現代觀念的。但後面這一種講法，卻

又從現代觀念再翻上去一層，仍然站在佛家的立場，對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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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作了一番轉化，超越了現代，不被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

觀所囿。

同理，他論欲望也是如此。古來修行者，都叫人禁欲、

斷欲、節欲，他卻說「人間有欲樂，世人所需求」，不把欲

望立刻眨為邪惡，且認為這正是每個人正當的需求，但接著

立刻轉上一層說：「這種欲樂並不是最徹底的，因為這不是

佛教中真正的快樂，佛法所提倡的生活樂趣是法樂，而不是

欲樂」，故「我有妙法樂，不欲世間樂」。

過去那僻處山林的鬼神佛教，終於回到人間落實在人

生；那禁止財富欲樂、虛無弔詭的理論，終於成為財施法

施、正向喜樂、實實在在的人生大道。根據《敦煌變文集新

書・卷三・太子成道經一卷》記載，釋迦牟尼佛一出生時，

即朝四方各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說道：「天上天

下，唯我獨尊。」在佛光的天地裡，人人都是「天上天下，

唯我獨尊」、可以自我肯定、勇於擔荷的佛。

既然「我是佛」，理應「行佛」。就從人間佛教「行

佛」這個觀念說起吧！

佛教一向主張由「行」入定慧。所謂「說道一丈，不如

行道一尺」，學佛應配合正確的理路，和正確的修行方法，

修正自身錯誤的觀念、思想、行為，落實於日常生活當中。

同時，解行並進，感受佛法之受用，以達到最後圓滿究竟的

目標。「解門」是以理論觀念來瞭解疏導，「行門」是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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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方法來實踐。佛陀轉法輪，說了：四聖諦、十二因緣、

惑業苦、八正道、戒定慧、三法印……等等法，我們若只是

誦經、拜懺、念佛，未能將佛法的觀念轉化成自己的行為，

落實在生活中，終究還是紙上談兵。

星雲大師教我們承認「我是佛」，他說：「佛陀成道時

說：『人人皆有佛性！』既然如此，那麼人人都應該直下承

擔『我是佛』。」

2018年8月間，我帶領佛大人文學院師生效法善財童子

五十三參，開始啟動海外佛光山道場的參訪活動。第一站我

們到了馬來西亞東禪寺，當下震懾於一幅「我是佛」的電子

牆。牆面除了佛陀尊像外，還有所有參訪過的人留下的影像

如恆河沙數般鑲嵌入電子牆中。我站在一台影像機前按下一

個鈕，我的影像也像一滴水滴入群佛的大海中。

雖然我還是一個凡夫，與「佛」的境界距離很遠，但此

刻感覺到自己瞬間立地成「佛」，彷彿蒙獲佛陀的加被，也

彷彿得到了佛陀的力量，可與佛共同成就人間佛教。這就是

《法華經》說的：「一稱南無佛，皆共成佛道。」

大師又說：

一個人心中有佛，則「朝朝共佛起，夜夜伴佛

眠」，日日夜夜有佛伴隨左右，眼睛所見是佛的世

界，耳朵聽聞是佛的聲音，鼻子所嗅的是佛的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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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香，舌頭所觸及的是禪悅妙食，心意所感的皆是

佛國淨土的喜樂；身口意所展現的，都如佛心的慈

悲柔軟。 1

自己心中住個佛，承認「我是佛」，世界都變美好了。每天

有佛相伴，眼睛看的、耳朵聽的、鼻子聞的、舌頭嚐的、心

念想的都變成美麗新世界。不僅如此，佛怎可發脾氣？佛不

該有邪念，「我是佛」對人要能慈悲，要有智慧；要做好

事，說好話，存好心；要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

給人方便。這就是「行佛」。

六祖壇經中告訴我們，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

世覓菩提，恰如覓兔角。「行門」就在人間實踐，煩惱即是

菩提，智慧在作中得。從「行門」來看，大師主張的「我是

佛」、「行佛」，完全是貼合經典的，是植基於傳統佛教的

現當代演變，是佛在人間的事實展現。

1  星雲大師：〈佛陀在哪裡？〉，《佛法真義2》，高雄：佛光文化，2018
年，頁38-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