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
間
佛
教
實
踐
的
客
觀
化

哲
學博士，現任佛光大學佛教學

系副教授兼系主任、佛教研究

中心副主任，曾任教於玄奘大學宗教

學系，並曾任中華民國現代佛教學會

第七屆理事長、「佛教文化與當代世

界－慶祝印順導師百歲嵩壽學術研討

會」召集人。

專業領域為唯識哲學、華嚴哲學、

部派佛教哲學、印度佛教史、梵文、

佛學日文。發表數篇期刊、會議論文，

如〈緣起與業──瑜伽行派對等流種

子與異熟種子的詮釋〉、〈虛無與空

──西谷啟治的宗教哲學〉⋯⋯等。

陳一標 佛光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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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雲
大
師
曾
經
說
過
，
人
間
佛
教
是
傳
統
和
現
代
的
結
合
，
是
從
山
林
到
社
會
、
從
寺
廟
到
家
庭
、

從
出
家
到
在
家
、
從
談
玄
說
妙
到
實
踐
服
務
，
所
以
如
何
將
佛
教
傳
統
的
精
神
價
值
具
體
展
現
在
社
會
的

各
個
層
面
，
應
該
是
未
來
人
間
佛
教
實
踐
非
常
重
要
的
方
向
。

佛
教
目
前
在
建
立
社
會
性
組
織
、
創
辦
高
等
學
府
，
以
參
與
社
會
工
作
、
進
行
學
術
研
究
方
面
，
已

經
有
了
初
步
的
成
果
，
尤
其
佛
光
山
所
成
立
的
國
際
佛
光
會
與
五
所
大
學
，
在
各
方
面
的
表
現
更
是
有
目

共
睹
。
如
何
在
此
基
礎
上
更
進
一
步
，
以
下
有
兩
點
淺
見
：

一
、
在
學
術
研
究
上
持
續
與
現
代
思
想
對
話

佛
光
大
學
佛
教
研
究
中
心
秉
持
大
師
的
理
念
，
積
極
創
建
一
個
漢
傳
佛
教
學
術
研
究
的
國
際
平
台
，

讓
漢
傳
佛
教
的
研
究
可
以
更
加
深
化
，
學
者
之
間
有
更
多
的
交
流
，
藉
由
社
群
合
作
的
力
量
，
在
整
體
的

學
術
界
取
得
一
個
主
導
的
地
位
。
現
在
每
年
推
動
兩
個
大
型
研
究
計
畫
、
兩
個
國
際
研
討
會
、
三
場
漢
傳

佛
教
青
年
人
才
培
訓
工
作
坊
、
一
份
專
業
學
術
期
刊
︽
佛
光
學
報
︾
。
這
些
工
作
為
的
都
是
同
一
個
目
標
，

希
望
佛
教
的
研
究
能
在
現
代
的
學
術
界
取
得
一
個
客
觀
地
位
。

兩
個
大
型
研
究
計
畫
的
主
題
，
分
別
為
﹁
近
現
代
佛
教
的
發
展─

─

人
間
佛
教
的
歷
史
定
位
﹂
與
﹁
維

摩
經
與
東
亞
文
化
﹂
。
前
者
的
子
計
畫
中
，
有
從
佛
教
經
典
去
發
掘
人
間
佛
教
的
要
素
，
從
中
找
出
人
間

佛
教
理
論
論
述
的
客
觀
根
據
，
有
從
東
亞
佛
教
在
近
現
代
發
展
過
程
當
中
，
如
何
從
山
林
走
向
社
會
，
如

何
在
現
代
化
的
過
程
中
既
保
有
佛
教
傳
統
的
精
神
，
又
能
夠
活
化
出
嶄
新
的
具
體
內
涵
。
後
者
的
子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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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主
要
以
︽
維
摩
經
︾
為
中
心
，
研
究
其
現
有
的
梵
、
藏
、
漢
相
關
文
獻
，
以
及
此
經
典
內
在
蘊
涵
的

思
想
、
義
理
，
進
而
探
索
其
對
東
亞
的
文
學
、
藝
術
、
思
想
、
文
化
的
影
響
，
希
望
以
此
為
基
礎
，
發
掘

此
經
對
現
代
社
會
乃
至
於
人
間
佛
教
的
推
展
，
可
以
有
什
麼
新
的
意
義
。
兩
個
研
究
計
畫
雖
然
是
符
合
學

術
客
觀
精
神
的
研
究
，
但
也
都
可
說
是
人
間
佛
教
精
神
與
現
代
學
術
、
思
想
客
觀
對
話
的
一
個
嘗
試
。

佛
光
山
曾
經
辦
過
五
年
六
期
的
︽
佛
光
學
報
︾
、
五
年
六
十
期
的
︽
普
門
學
報
︾
，
希
望
在
莊
嚴
道

場
淨
化
人
心
之
餘
，
出
版
一
份
能
為
世
界
學
術
界
所
接
受
的
刊
物
，
現
在
則
是
由
佛
光
大
學
佛
教
研
究
中

心
接
下
此
重
任
，
將
於
二
〇
一
五
年
一
月
出
版
︽
佛
光
學
報
︾
新
一
卷
．
第
一
期
，
成
為
人
間
佛
教
學
術

現
代
化
重
要
的
一
步
，
如
果
能
一
直
秉
持
這
樣
的
理
念
，
持
續
地
辦
下
去
，
其
影
響
力
將
指
日
可
待
。

然
而
除
了
期
刊
的
興
辦
與
延
續
之
外
，
如
何
在
高
等
學
府
裡
推
動
佛
教
與
各
學
科
的
對
話
，
讓
佛
教

的
研
究
不
僅
止
於
談
玄
說
妙
的
義
理
性
研
究
，
而
能
發
展
出
佛
教
政
治
學
、
佛
教
經
濟
學
、
佛
教
社
會
學
、

佛
教
心
理
學
等
，
佛
教
的
內
涵
與
精
神
才
能
夠
真
正
貫
徹
不
同
的
學
科
，
也
才
能
夠
讓
佛
教
由
山
林
走
向

社
會
。以

佛
教
心
理
學
為
例
，
心
理
學
作
為
一
個
現
代
的
學
科
，
除
了
走
向
以
自
然
科
學
的
實
驗
方
法
研

究
人
類
和
動
物
的
行
為
科
學
或
認
知
心
理
學
，
以
及
以
精
神
病
人
的
分
析
與
治
療
為
基
礎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佛
洛
依
德
精
神
分
析
學
派
外
，
也
有
反
對
將
人
的
心
理
低
俗
化
、
動
物
化
，
強
調
人
的
價
值
與
尊
嚴
的
人

本
主
義
學
派
，
以
及
受
到
西
藏
佛
教
與
中
國
道
教
鍊
金
術
影
響
開
創
新
的
榮
格
精
神
分
析
學
派
。
佛
教
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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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是
一
個
宗
教
，
但
是
強
調
心
對
生
死
輪
迴
或
涅
槃
解
脫
的
主
導
作
用
，
分
析
我
們
的
心
，
讓
我
們
瞭
解

心
在
知
性
、
情
感
、
意
志
方
面
有
惑
亂
與
擾
動
，
也
就
是
說
我
們
有
煩
惱
時
，
就
無
法
看
清
這
個
世
界
，

由
此
而
有
各
式
各
樣
的
行
為
，
最
終
導
致
在
世
間
有
苦
樂
等
感
受
的
現
起
。
若
要
從
世
俗
的
苦
樂
超
拔
出

來
，
就
必
須
正
視
我
們
的
心
所
伴
隨
的
煩
惱
。
大
乘
佛
教
在
強
調
我
們
要
從
世
俗
苦
樂
超
拔
的
同
時
，
更

強
調
我
們
要
發
所
謂
的
菩
提
心
，
在
利
他
中
完
成
自
利
，
這
與
人
本
主
義
強
調
人
的
自
我
完
成
有
著
異
曲

同
工
之
處
。
佛
教
中
處
處
說
心
，
雖
然
不
是
以
現
代
所
謂
的
科
學
方
法
透
過
實
驗
而
成
，
但
是
卻
是
走
過

修
行
實
踐
道
路
的
人
，
親
身
體
會
進
而
發
為
語
言
文
字
的
，
用
這
種
方
式
呈
顯
的
有
關
心
的
描
述
，
若
能

透
過
更
為
體
系
性
的
論
述
，
應
該
可
以
發
展
成
一
套
所
謂
的
佛
教
心
理
學
，
進
入
到
現
代
心
理
學
的
範

疇
，
受
到
客
觀
的
尊
重
。
當
然
現
在
有
許
多
運
用
神
經
心
理
學
等
的
觀
察
實
驗
方
法
，
研
究
禪
定
狀
態
下

所
呈
現
的
心
理
狀
態
或
腦
波
類
型
等
，
則
是
先
接
受
了
現
代
心
理
學
的
理
論
模
型
與
方
法
，
以
此
來
探
索

禪
定
境
界
的
嘗
試
，
也
可
說
是
佛
教
心
理
學
建
構
的
方
向
之
一
。

二
、
讓
佛
教
與
專
業
結
合
，
進
入
社
會
證
照
制
度
的
體
系

佛
教
團
體
在
社
會
上
從
事
慈
善
救
濟
、
社
會
關
懷
、
心
理
諮
商
、
臨
終
關
懷
、
殯
葬
禮
儀
等
工
作
，

其
專
業
性
已
經
不
輸
給
專
業
的
社
工
師
、
心
理
諮
商
師
等
，
甚
至
於
專
業
的
社
工
師
、
心
理
諮
商
師
等
在

面
對
工
作
壓
力
時
，
法
師
可
能
都
還
是
他
們
求
助
的
對
象
，
因
為
法
師
在
佛
法
戒
定
慧
的
修
道
實
踐
中
，

有
較
超
出
世
間
的
超
然
態
度
，
也
學
習
到
面
對
眾
生
的
諸
多
善
巧
方
便
。
法
師
或
者
是
佛
教
徒
如
何
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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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社
會
體
系
中
，
更
積
極
地
扮
演
重
要
的
角
色
，
實
為
佛
教
現
代
化
所
必
須
思
考
的
課
題
。

當
然
現
況
應
該
是
所
有
相
關
的
證
照
應
該
都
是
在
現
代
學
術
既
有
分
科
中
，
有
其
既
有
的
理
論
、
訓

練
與
考
核
方
式
，
佛
教
徒
要
滿
足
其
相
關
的
要
求
，
而
在
取
得
證
照
後
，
才
在
實
際
執
行
時
，
加
入
佛
教

的
精
神
。
如
果
佛
教
能
夠
如
前
項
所
述
，
在
學
術
領
域
中
與
現
代
知
識
體
系
對
話
，
積
極
創
造
出
佛
教
在

各
領
域
中
的
論
述
並
獲
得
學
界
的
接
受
，
接
著
發
展
出
一
套
訓
練
的
機
制
與
考
核
方
式
，
那
麼
未
來
佛
教

可
以
為
社
會
培
養
出
更
多
的
專
才
，
而
且
可
以
由
此
注
入
佛
教
慈
悲
濟
世
的
精
神
。
未
來
佛
教
的
青
年
人

才
，
可
以
在
佛
教
悲
智
並
重
的
教
育
訓
練
中
，
取
得
專
業
的
職
能
與
證
照
，
可
以
安
身
立
命
，
身
安
而
後

道
隆
。人

間
佛
教
的
發
展
已
經
了
有
亮
麗
的
成
果
，
然
而
要
長
久
持
續
，
必
定
要
將
其
客
觀
化
。
星
雲
大
師

曾
經
以
恢
宏
的
胸
襟
，
提
出
佛
教
界
應
該
在
各
法
脈
的
基
礎
下
﹁
八
宗
兼
弘
﹂
，
同
樣
地
，
我
們
應
該
以

這
種
胸
襟
，
將
人
間
佛
教
的
精
神
貫
注
到
各
個
學
術
領
域
與
社
會
的
各
種
職
業
層
面
，
或
許
是
人
間
佛
教

實
踐
客
觀
化
所
應
追
求
的
目
標
。



守
五
戒
十
善
是
佛
光
淨
土
的
思
想
。

如
果
一
個
團
體
、
一
個
社
會
、
一
個
國
家
都
能
奉
持
五
戒
，

這
個
國
家
必
定
是
個
大
家
理
想
中
的
淨
土
。

十
善
是
五
戒
的
擴
大
，

只
要
大
家
一
起
受
持
五
戒
十
善
，

天
下
自
然
太
平
和
樂
。

 

｜
《
佛
教
叢
書
．
教
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