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
間
佛
教
價
值
的
﹁
當
代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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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哲
學博士、政治學博士。現任台

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兩岸暨

區域統合研究中心主任、兩岸統合學

會理事長、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理事、

人間佛教研究院研究員、中華人間佛

教聯合會主席團常務理事。

研究專長為國際關係、歐盟、亞

太、兩岸、人間佛教等議題。長期關

注兩岸關係，「統合論」之倡議者，

主張以「一中三憲、兩岸統合」做為

兩岸和平發展期的政治定位與路徑。

著有《開放政治市場》、《小國崛起》、

《論統合》等二十餘部專著。

張亞中 台灣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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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
文
認
為
西
方
基
督
教
與
人
間
佛
教
分
屬
﹁
二
元
﹂
與
﹁
一
元
﹂
的
不
同
理
論
基
礎
，
從
而

產
生
不
同
的
思
維
方
式
與
價
值
呈
現
結
構
。
本
文
認
為
人
間
佛
教
未
來
工
作
，
除
了
深
化
對
人
間
佛
教
的

理
解
以
外
，
人
間
佛
教
研
究
更
應
著
手
將
人
間
佛
教
如
何
與
現
代
世
俗
的
知
識
話
語
結
合
，
創
造
出
自
己

的
世
俗
知
識
結
構
，
以
解
決
當
代
的
社
會
問
題
。

一
、
西
方
基
督
教
文
明
的
﹁
二
元
體
系
﹂
及
其
影
響

西
方
文
化
的
基
礎
是
基
督
教
的
精
神
及
論
述
。
整
體
來
說
，
基
督
教
展
現
的
是
一
個
雙
元
的
世
界
。

從
上
帝
創
造
人
類
開
始
，
上
帝
與
人
就
處
於
二
元
的
對
立
，
彼
此
無
法
交
換
。
從
而
引
發
出
，
善
惡
、
是

非
也
是
二
元
的
對
立
。
在
這
種
二
元
的
思
維
下
，
人
必
須
接
受
上
帝
的
洗
禮
才
能
成
為
一
個
善
的
人
，
而

西
方
從
十
字
軍
東
征
到
宗
教
戰
爭
，
總
是
認
為
自
己
是
站
在
神
及
善
的
一
邊
。
從
航
海
大
發
現
到
全
球
的

殖
民
，
傳
播
福
音
讓
非
基
督
教
文
化
改
邪
歸
正
是
西
方
深
層
的
道
德
訴
求
。

西
方
知
識
體
系
來
自
於
他
們
神
學
中
﹁
人
與
神
﹂
的
關
係
。
由
於
人
是
上
帝
所
創
造
，
人
有
﹁
原

罪
﹂
，
需
要
救
贖
。
對
基
督
教
信
仰
是
他
們
成
為
一
個
﹁
文
明
人
﹂
的
必
要
條
件
，
﹁
異
教
徒
﹂
是
應
該

被
譴
責
，
甚
而
應
該
消
滅
的
。
在
這
樣
的
價
值
體
系
中
，
﹁
善
﹂
與
﹁
惡
﹂
，
如
同
﹁
神
﹂
與
﹁
人
﹂
，

形
成
了
二
元
的
論
述
。

在
﹁
二
元
﹂
的
論
述
中
，
擁
有
我
﹁
主
﹂
信
仰
者
的
﹁
我
者
﹂
自
然
為
﹁
善
﹂
，
﹁
他
者
﹂
容
易
為

﹁
惡
﹂
。
在
這
樣
的
思
維
下
，
﹁
替
上
帝
行
道
﹂
似
乎
成
為
再
正
當
不
過
的
道
理
，
傳
送
西
方
的
價
值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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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一
項
美
德
，
接
受
西
方
文
明
價
值
就
是
接
受
福
音
。
遠
者
如
十
字
軍
東
征
，
近
者
如
歐
洲
帝
國
夾
著
︽
聖

經
︾
殖
民
全
球
，
當
代
西
方
視
西
方
價
值
為
真
理
，
視
推
動
西
方
的
價
值
道
德
為
善
行
。
這
種
西
方
文
明

優
越
論
主
宰
了
近
三
百
年
的
世
界
。

近
三
百
年
間
，
西
方
的
知
識
價
值
體
系
，
成
為
西
方
器
物
文
明
優
越
的
附
加
價
值
。
西
方
大
國
的
崛

起
，
其
背
後
的
本
質
思
維
幾
乎
一
致
。
西
方
從
﹁
神
人
二
元
﹂
到
﹁
善
惡
二
元
﹂
、
﹁
我
他
二
元
﹂
，
影

響
世
界
最
大
的
﹁
民
族
主
義
﹂
，
或
當
今
最
強
調
的
﹁
國
家
主
權
﹂
都
是
﹁
排
它
性
﹂
二
元
體
系
下
的
產

物
。
西
方
的
所
有
政
治
學
、
經
濟
學
、
社
會
學
幾
乎
都
是
在
﹁
分
別
心
﹂
的
思
維
下
運
作
。
這
種
以
﹁
我

執
﹂
為
基
礎
的
思
維
，
將
所
有
好
的
價
值
體
系
，
如
和
平
、
民
主
、
幸
福
，
都
夾
雜
了
﹁
私
利
﹂
的
內
涵
。

西
方
基
督
教
的
﹁
二
元
﹂
思
維
，
人
死
後
必
接
受
上
帝
的
審
判
，
因
此
，
在
生
前
如
何
行
上
帝
的

道
，
如
何
榮
耀
其
上
帝
至
為
重
要
。
征
服
異
教
徒
是
榮
耀
上
帝
，
勤
奮
工
作
成
為
富
人
是
基
督
教
的
倫
理

精
神
，
生
前
與
死
後
大
量
地
捐
出
財
產
及
遺
產
，
是
實
踐
上
帝
恩
典
的
最
後
作
為
。

就
國
際
關
係
而
言
，
西
方
大
國
的
﹁
世
界
觀
﹂
︵W

eltanschauung

︶
是
以
﹁
分
別
心
﹂
為
基
礎
，

基
督
教
文
明
的
善
惡
二
元
論
延
伸
出
﹁
物
競
天
擇
﹂
的
強
者
哲
學
及
﹁
資
本
主
義
﹂
的
擴
張
正
當
論
，
它

們
集
體
構
成
了
西
方
文
明
話
語
體
系
的
重
要
內
涵
。
隨
著
器
物
文
明
的
強
大
，
西
方
可
以
界
定
甚
麼
是

﹁
善
的
價
值
體
系
﹂
，
西
方
可
以
詮
釋
甚
麼
是
﹁
帝
國
﹂
、
﹁
文
明
﹂
、
﹁
正
義
﹂
、
﹁
民
主
﹂
、
及
﹁
和

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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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佛
教
的
一
元
體
系
及
其
可
能
貢
獻

佛
教
與
基
督
教
的
雙
元
思
維
是
不
同
的
。
在
佛
教
裡
，
﹁
人
﹂
與
﹁
佛
﹂
之
間
是
可
以
置
換
的
。
﹁
人

人
可
以
成
佛
﹂
，
代
表
著
人
與
人
的
﹁
眾
生
﹂
平
等
，
不
是
人
皆
為
造
物
者
所
創
造
的
﹁
天
賦
人
權
﹂
的

平
等
。
佛
教
這
種
﹁
我
可
以
是
佛
﹂
、
﹁
我
就
是
佛
﹂
的
核
心
一
元
思
維
，
與
西
方
基
督
教
的
二
元
思
維

形
成
了
根
本
性
的
不
同
。

佛
家
與
道
家
的
思
想
提
供
了
﹁
自
在
﹂
與
﹁
安
天
命
﹂
的
精
神
基
礎
，
與
西
方
的
﹁
物
競
天
擇
﹂
形

成
了
強
烈
的
對
比
。
佛
家
思
想
強
調
﹁
善
惡
其
實
在
一
念
之
間
﹂
，
每
一
個
國
家
，
正
如
同
每
一
個
人
不

全
然
是
善
的
。
佛
教
判
斷
價
值
的
標
準
不
僅
在
於
做
了
甚
麼
，
更
在
於
當
時
的
﹁
心
念
﹂
為
何
﹖
從
這
個

標
準
來
看
，
西
方
近
百
年
來
的
擴
張
行
為
，
包
括
最
近
美
國
在
全
球
事
物
的
介
入
，
到
底
是
為
了
人
權
、

和
平
，
還
是
本
身
的
國
家
利
益
、
資
本
家
的
利
益
﹖
美
國
的
﹁
心
念
﹂
究
竟
為
何
﹖

基
督
教
認
為
，
要
救
贖
就
要
向
上
帝
懺
悔
，
佛
教
認
為
需
要
﹁
持
戒
﹂
，
需
要
﹁
布
施
﹂
，
需
要
﹁
自

度
﹂
，
而
不
是
等
待
上
帝
來
拯
救
。
西
方
文
明
似
乎
只
有
在
面
對
上
帝
時
才
懂
得
謙
卑
，
但
是
佛
教
一
定

是
﹁
反
求
諸
己
﹂
。
西
方
文
明
經
常
強
迫
對
方
接
受
西
方
的
價
值
，
而
佛
教
卻
強
調
﹁
尊
重
和
諧
﹂
。
西

方
文
明
中
的
﹁
優
勝
劣
敗
、
物
競
天
擇
﹂
，
佛
教
的
回
應
卻
是
要
求
﹁
同
理
心
﹂
，
也
是
儒
家
所
說
的
﹁
己

所
不
欲
，
勿
施
於
人
。
﹂
西
方
資
本
主
義
不
斷
掠
奪
資
源
、
人
定
勝
天
，
佛
教
是
主
張
要
﹁
人
我
和
敬
﹂
、

﹁
眾
生
平
等
、
同
體
共
生
﹂
，
﹁
惜
物
﹂
，
追
求
﹁
圓
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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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方
的
天
賦
人
權
，
是
建
立
在
人
是
上
帝
所
創
造
，
因
此
應
該
擁
有
上
帝
所
賦
予
的
權
利
的
觀
念

上
。
在
政
治
上
，
個
人
主
義
與
功
利
主
義
是
西
方
政
治
文
明
的
核
心
，
西
方
的
民
主
制
度
就
在
這
兩
種
主

義
上
誕
生
。
在
經
濟
上
，
資
本
主
義
是
西
方
不
可
動
搖
的
信
念
，
一
九
九○

年
代
以
後
西
方
自
由
主
義
與

資
本
主
義
結
合
，
希
望
儘
量
減
少
政
府
在
決
策
時
的
權
威
，
讓
私
人
企
業
成
為
經
濟
發
展
的
主
導
力
量
。

但
很
遺
憾
的
，
今
日
全
球
的
高
度
貧
富
不
均
正
是
這
兩
種
理
念
結
合
下
的
產
物
。
相
對
的
，
佛
教
則
非
常

強
調
﹁
無
我
﹂
，
不
鼓
勵
個
人
主
義
，
鼓
勵
個
人
視
自
己
與
眾
生
為
一
體
，
從
輪
回
視
自
己
與
過
去
為
一

體
。

西
方
強
調
﹁
以
法
治
國
﹂
，
﹁
法
律
﹂
為
社
會
應
有
的
法
則
。
相
較
於
法
律
規
章
是
人
為
制
訂
，
再

如
何
嚴
密
也
有
漏
洞
，
再
如
何
規
範
也
有
不
足
，
人
間
佛
教
講
因
果
，
因
果
觀
是
因
人
而
生
，
種
甚
麼
因
，

就
得
甚
麼
果
，
一
世
不
足
，
三
世
必
有
。
因
果
觀
沒
有
繁
文
縟
節
、
鉅
細
靡
遺
，
但
它
卻
是
無
縫
可
漏
、

無
間
可
透
。
正
如
︽
涅
槃
經
︾
所
說
：
﹁
善
惡
之
報
，
如
影
隨
形
；
三
世
因
果
，
循
環
不
失
。
﹂
從
西
方

的
法
律
觀
來
看
，
逃
離
了
法
律
的
懲
罰
就
等
於
是
無
罪
，
接
受
完
法
律
的
懲
罰
就
沒
有
責
任
，
但
是
從
佛

教
的
觀
點
來
看
，
所
有
的
業
必
須
仍
要
承
擔
。

西
方
講
民
主
，
重
視
過
程
，
也
主
張
程
序
正
義
，
但
是
佛
教
重
視
是
因
果
的
﹁
結
果
正
義
﹂
。
在
﹁
程

序
正
義
﹂
的
世
界
，
只
要
其
中
一
個
程
序
不
正
義
，
所
有
結
果
均
可
以
為
不
正
義
，
因
此
，
在
西
方
的
律

師
角
色
格
外
重
要
，
可
以
走
法
律
漏
洞
，
但
是
從
因
果
來
看
，
﹁
萬
般
帶
不
走
，
只
有
業
隨
身
。
﹂

人
間
佛
教
價
值
的
﹁
當
代
知
識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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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方
講
民
主
，
就
必
須
講
選
舉
，
可
是
西
方
的
選
舉
也
是
以
﹁
分
別
心
﹂
為
基
礎
。
選
舉
不
是
﹁
選

賢
與
能
﹂
，
而
是
選
出
能
夠
代
表
自
己
利
益
的
代
表
。
因
此
，
選
舉
如
何
勝
選
，
就
是
想
辦
法
來
切
割
﹁
我

群
﹂
與
﹁
他
群
﹂
的
切
面
，
哪
個
議
題
可
以
讓
我
群
最
容
易
贏
得
選
舉
，
就
從
哪
個
議
題
切
。
因
此
，
選

舉
往
往
並
沒
有
解
決
社
會
的
分
裂
，
反
而
使
得
社
會
更
為
分
裂
。

西
方
講
資
本
主
義
，
就
必
須
講
信
用
。
但
是
所
有
的
﹁
信
用
﹂
都
必
須
以
﹁
物
質
為
基
礎
﹂
，
包
括

所
有
的
貸
款
都
必
須
提
供
相
當
程
度
的
擔
保
，
品
質
需
要
有
檢
驗
報
告
，
承
諾
需
要
白
紙
黑
字
。
﹁
唯
心
﹂

式
的
信
用
是
不
被
接
受
的
，
也
從
來
不
會
用
﹁
因
果
﹂
做
為
管
理
的
依
據
。
因
此
，
沒
有
信
用
者
無
法
進

入
資
本
主
義
體
系
，
只
要
合
法
，
鑽
法
律
漏
洞
的
合
法
作
為
並
無
不
可
。
強
者
因
此
可
以
制
訂
對
其
有
利

的
遊
戲
規
則
，
弱
者
只
能
適
應
規
則
。

在
二
元
世
界
裡
，
自
然
會
有
﹁
分
別
心
﹂
的
﹁
我
執
﹂
，
但
是
在
佛
教
的
一
元
世
界
裡
，
卻
強
調
﹁
無

住
生
心
﹂
，
一
切
有
為
法
皆
為
虛
幻
。
從
﹁
空
﹂
到
﹁
有
﹂
也
不
過
是
一
切
因
緣
和
合
而
已
，
如
何
種
善

因
，
結
善
緣
也
就
成
為
人
與
人
相
處
的
必
要
法
門
。
﹁
三
好
﹂
與
﹁
四
給
﹂
，
也
就
成
為
讓
世
俗
世
界
更

祥
和
的
不
二
法
門
。

三
、
人
間
佛
教
需
要
從
價
值
話
語
發
展
出
知
識
體
系
並
走
進
人
間

有
的
術
語
是
價
值
體
系
的
言
語
，
例
如
和
平
、
愛
、
尊
重
、
慈
悲
、
包
容
︙
︙
都
是
價
值
性
的
語
彙
。

但
是
西
方
卻
將
這
些
價
值
落
實
在
民
眾
的
生
活
上
，
並
創
造
出
其
獨
有
的
知
識
結
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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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
例
來
說
，
佛
教
基
本
上
大
都
不
關
心
或
介
入
政
治
，
但
是
西
方
基
督
教
卻
是
強
力
介
入
政
治
，
甚

而
主
導
政
治
的
走
向
。
如
果
我
們
讚
歎
觀
世
音
菩
薩
要
助
世
人
﹁
離
苦
得
樂
﹂
的
弘
願
，
能
夠
不
關
心
與

參
與
政
治
嗎
﹖

西
方
發
展
出
特
有
的
民
主
制
度
、
資
本
主
義
體
系
，
但
是
這
些
知
識
體
系
的
背
後
，
均
有
承
載
其
基

督
教
核
心
價
值
在
內
。
如
果
抽
離
了
這
些
基
督
教
價
值
，
整
個
知
識
體
系
是
不
可
能
存
在
的
。
換
句
話
說
，

由
於
有
了
這
些
體
系
，
基
督
教
的
價
值
才
能
夠
推
廣
。

毫
無
疑
問
地
，
西
方
文
明
價
值
體
系
主
導
了
全
世
界
，
而
這
也
是
西
方
得
以
主
導
當
前
國
際
秩
序

一
個
重
要
的
知
識
與
精
神
內
涵
。
亦
即
西
方
的
價
值
，
透
過
其
知
識
語
系
傳
至
全
球
。
所
謂
的
﹁
文
化
霸

權
﹂
，
就
是
將
西
方
的
價
值
用
西
方
的
話
語
來
定
義
，
從
而
主
導
了
整
個
價
值
的
詮
釋
權
。

佛
教
的
本
質
就
是
人
間
佛
教
。
星
雲
大
師
說
的
好
：
﹁
佛
陀
出
生
在
人
間
、
修
行
在
人
間
、
成
道
在

人
間
、
弘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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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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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發
展
人
間
佛
教
需
要
做
一
個
非
常
重
要
的
工
作
，
就
是
將
人
間
佛
教
的
價
值
，
透
過
佛
教
獨
特
的
見

解
，
將
其
與
當
代
的
知
識
話
語
結
合
，
甚
而
創
造
出
不
同
於
西
方
政
治
、
經
濟
、
社
會
學
應
有
的
話
語
及

概
念
。
例
如
，
佛
教
的
教
理
目
前
已
經
為
全
球
環
境
保
護
做
出
了
巨
大
的
貢
獻
、
修
補
，
甚
而
讓
西
方
資

人
間
佛
教
價
值
的
﹁
當
代
知
識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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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一
四‧

人
間
佛
教
高
峰
論
壇

本
主
義
已
經
開
始
反
思
。
佛
教
的
教
理
可
以
為
人
權
平
等
問
題
提
供
了
豐
富
的
思
想
基
礎
。
美
國
是
當
代

最
民
主
的
國
家
之
一
，
但
是
其
社
會
的
分
裂
卻
正
在
逐
步
擴
大
中
，
人
間
佛
教
的
義
理
，
更
可
以
為
彌
合

分
歧
的
社
會
做
出
貢
獻
。

人
間
佛
教
除
了
要
建
構
其
當
代
世
俗
知
識
體
系
外
，
也
應
該
積
極
地
參
與
配
合
社
會
。
舉
例
來
說
，

孟
加
拉
前
些
年
開
始
開
辦
的
微
型
貸
款
銀
行
，
在
它
獲
得
諾
貝
爾
經
濟
獎
肯
定
時
，
當
時
就
有
人
說
這
是

一
種
佛
教
經
濟
學
的
展
現
。
佛
光
山
是
否
也
可
以
鼓
勵
台
灣
銀
行
，
甚
而
自
己
籌
組
銀
行
，
用
人
間
佛
教

的
精
神
來
融
和
當
代
的
資
本
主
義
，
不
再
讓
銀
行
完
全
按
照
華
爾
街
那
些
嗜
血
方
式
來
扮
演
銀
行
的
角

色
。

今
日
我
們
從
台
灣
的
食
品
安
全
問
題
，
看
到
只
依
靠
法
律
並
不
能
夠
解
決
人
性
的
貪
婪
問
題
。
舉
例

來
說
，
佛
光
山
是
否
可
以
推
動
﹁
人
間
佛
教
企
業
﹂
或
﹁
因
果
企
業
﹂
來
補
充
政
府
目
前
驗
證
合
格
標
章

的
不
足
。
只
要
願
意
接
受
人
間
佛
教
的
因
果
觀
，
願
意
自
動
接
受
較
目
前
法
律
更
嚴
格
檢
驗
標
準
者
，
均

已
符
合
最
低
標
準
，
佛
光
山
可
以
建
立
證
章
制
度
，
定
期
舉
辦
心
靈
培
訓
，
讓
﹁
人
間
佛
教
企
業
﹂
的
商

家
都
能
秉
持
人
間
佛
教
的
理
念
經
營
企
業
，
不
欺
騙
、
愛
眾
生
，
取
其
合
理
報
酬
，
拒
違
良
心
買
賣
，
為

社
會
做
有
情
布
施
。

在
公
平
正
義
的
領
域
，
人
間
佛
教
是
否
能
夠
將
﹁
慈
悲
﹂
轉
化
為
可
以
操
作
的
社
會
福
利
制
度
﹖
讓

企
業
願
意
主
動
地
推
動
人
間
佛
教
的
理
念
﹖
西
方
基
督
教
發
展
出
﹁
捐
款
﹂
的
文
化
，
人
間
佛
教
有
沒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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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能
在
這
一
方
面
用
其
理
論
基
礎
，
設
計
一
套
更
有
利
於
﹁
捐
款
﹂
的
制
度
﹖
這
一
方
面
，
佛
光
山
已
經

有
了
很
好
的
基
礎
，
值
得
再
深
化
。

有
太
多
的
方
向
可
以
努
力
。
如
何
讓
人
間
佛
教
的
理
念
與
當
代
的
知
識
體
系
結
合
，
發
展
出
人
間
佛

教
一
套
完
整
的
現
代
知
識
結
構
，
是
一
件
極
為
重
要
，
但
是
也
極
為
艱
難
的
工
作
。
如
何
讓
人
間
佛
教
的

理
念
不
僅
是
停
留
在
教
化
人
心
，
而
是
可
以
有
實
際
的
制
度
，
包
括
企
業
可
以
實
踐
，
也
是
一
件
不
可
迴

避
的
工
作
。
西
方
將
其
基
督
教
理
念
轉
換
為
世
俗
的
知
識
話
語
，
並
落
實
在
制
度
與
企
業
中
，
也
走
了
幾

百
年
的
歷
史
。
人
間
佛
教
如
果
不
能
走
進
世
俗
現
代
話
的
話
語
語
境
，
那
麼
將
只
能
停
留
在
價
值
或
道
德

的
呼
籲
，
有
緣
者
可
以
近
之
，
如
何
讓
一
般
非
人
間
佛
教
信
仰
者
，
也
能
感
受
到
人
間
佛
教
為
社
會
所
帶

來
的
正
面
能
量
，
是
我
們
應
該
努
力
的
工
作
。

西
方
基
督
教
文
明
有
其
優
點
，
但
是
也
有
盲
點
。
人
間
佛
教
的
當
代
知
識
化
並
不
是
要
取
代
基
督
教

文
明
所
建
構
的
知
識
與
制
度
，
可
是
可
以
補
充
它
、
強
化
它
，
共
同
為
人
類
的
文
明
、
社
會
的
福
祉
做
出

貢
獻
。

人
間
佛
教
價
值
的
﹁
當
代
知
識
化
﹂



什
麼
是
人
間
佛
教
的
精
神
？

一
、
對
大
眾
有
人
間
性
格
。

二
、
對
世
界
有
國
際
性
格
。      

三
、
對
社
會
有
慈
悲
性
格
。　
　

 

四
、
對
信
仰
有
正
知
正
見
。

五
、
對
因
緣
要
懂
得
感
恩
。

 

｜
《
星
雲
日
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