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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與現當代人間佛教

賴永海  
南京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教授

對於現當代的佛教，不管是佛教界還是學術界，在兩個問題上應該說具

有相當廣泛的共識：第一，人間佛教是現當代佛教的主流；第二，星雲大師

是現當代人間佛教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對於第一個問題，筆者之前已有專文論述，此處不贅。這裡想著重談談

第二個問題，亦即星雲大師與現當代人間佛教的關係。

先從最直觀的現象說起。如果有人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誰是當今最具影

響力的佛教界領袖？大家可能都會不約而同地想到星雲大師。

去過佛光山的人，都會在山門看到一副對聯：「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

長流五大洲」。應該說，這是千百年來所有佛門中人所憧憬的一個夢想，但

是，真正把這個夢想變為現實的，是星雲大師。佛光山今天在世界各地的數

百個道場、數百個佛光會，把佛教變成一個由不同種族、不同膚色、不同地

域的人共同信仰的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性宗教。在這一點上，不能說後無來

者，但絕對是前無古人。

佛教向來重視學術與教育，古印度的那爛陀寺，曾經是世界佛教教育與

學術研究的中心，極盛時僧眾達萬餘人，可稱得上是當時世界佛教教育和佛

學研究的最高學院。千百年來，佛教的這一優良傳統一直薪火相傳、持續不

斷。一千多年後的星雲大師，更把這一傳統推到一個新的階段，甚而把佛教

教育推進到社會教育，他新手創辦了十六所佛學院，數十所幼稚園、中小

學，四所社會性大學，即現在台灣地區的南華大學和佛光大學，在北美洲的

西來大學和澳洲的南天大學。這將在佛教教育史上，特別是佛教辦教育的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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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留下濃重的一筆。

佛教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文化，同時它又是用以弘揚佛法一個重要媒

介，正因為如此，大師有「以文化弘揚佛法」的主張。對於佛教文化，或者

說對於如何以文化弘揚佛法，大師用力至巨，成果卓著。

大師本人著作等身，撰寫和發表了110多種學術著作，2000餘萬言，並

翻譯成英、日、德、法、西、韓、泰、葡等十餘種語言，流通世界各地。創

辦了9所美術館、20多所圖書館、12個書局，舉辦了數十場以佛教為主題的

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主持編纂了規模浩大的《佛光大藏經》、《佛光大辭

典》，組織編寫了132多冊的《中國佛教白話經典寶藏》，110冊的《中國佛

教學術論典》，創辦至今為止發行量最大的佛教日報—《人間福報》。可

以這麼說，大師對於佛教文化的高度重視，大師「以文化弘揚佛法」所作出

的重大貢獻，是大師所宣導和實踐的人間佛教所以具有重大影響力的一個十

分重要的組成部分。

慈善公益事業是佛教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佛光山自開山以來在慈善公

益事業方面的大量投入和諸多善舉，是大師在推動現當代人間佛教不斷向前

發展的另一個重要貢獻。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後，佛光山相繼創辦了育幼院、

慈悲基金會、雲水醫院、佛光診所，老人公寓，並與福慧基金會在大陸設立

佛光中、小學和佛光醫院數十所。2001年10月前往美國紐約「911事件」廣

場，為罹難者祝禱；2003年7月，大師應邀至廈門南普陀寺參加「海峽兩岸暨

港澳佛教界為降伏『非典』國泰民安世界和平祈福大法會」。2005年6月，在

星雲大師宣導下台灣佛光山文教基金會捐資5000多萬元在揚州創辦鑒真圖書

館；2010年3月，大師慷慨捐資3000萬元，在南京大學建造中華文化研究院大

樓（佛光樓），凡此等等，都是在實踐大師所提出的以「以慈善福利社會」

的思想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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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種宗教，「弘法利生」當是現當代人間佛教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

組成部分。大師在這方面重大貢獻，我想先用一組直觀的數字加以說明：大

師先後在世界各地創建200餘所道場，其中西來、南天、南華等寺，分別為

北美、澳洲、非洲第一大佛寺；于五大洲成立了170餘個國家和地區成立佛

光分會，成為全球華人最大的社團，並被聯合國確定「聯合國非政府組織」

（NGO）；大師在全球的信眾有數百萬，而有幸親聆大師說法者，當以數億

計；幾次在馬來西亞的弘法，總理親自主持，與會者達8萬之眾；他以前每年

在香港紅磡體育場所舉行的連續三天的弘法活動，常常是一票難求；他以非

常的氣魄，用十年時間，花費百億新台幣創建的「佛陀紀念館」，一年時間

的參訪人數達800萬；大覺寺於2012年舉行了第一次素食博覽會，為期一周，

每天參會人數都在5萬以上，有幾天通往大覺寺的公路，堵車達3公里；由大

師牽頭發起的迎請法門寺佛指舍利蒞台恭奉37天，瞻仰人數達數百萬。這些

數字是直觀、有形的，但所反映的則是大師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應該說是

無量無邊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大師在兩岸和平發展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貢獻。這十幾

年來，兩岸關係一直是大師念茲在茲的一個重要問題。他不管在任何時候、

任何情況下都保持一顆熾熱的「中國心」，宣稱自己是「中國人」，始終堅

持一個中國的立場，旗幟鮮明地反對一切分裂祖國的言論和行為；他主張用

「大愛」來促進兩岸的和平發展，用「大愛」來促進兩岸的和平統一。不辭

辛苦地奔走於兩岸之間，自願地、默默地充當著和平全使者的角色，聚集著

兩岸和平發展的正能量，在兩岸政界和普通民眾中產生了極大的積極影響。

以上從幾個側面簡單羅列一下這幾十年來大師對於推動人間佛教發展所

作出的巨大貢獻。這些只是事實本身，是客觀的、已然的。但對於今天與會

的各位學者來說，重要的不是「知其然」，而是應該說明其「所以然」，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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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大師何以能夠成就這般的「功德」？

在座的可能有不少人去過佛光山，但不一定都瞭解佛光山的宗旨。星雲

大師曾經親自為佛光山制定下一個28字的「宗旨」，即「以文化弘揚佛法，

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人們不難發現，佛

光山這幾十年來所做的，正是這個「宗旨」的貫徹與實施。而這個「宗旨」

的一個重要著眼點，是在「人間」。大師曾經用一段言簡意賅的話來概括他

所弘揚的人間佛教的特質，即「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凡是有

助於幸福人生之增進的教法，都是人間佛教。」

現在有一個問題必須研討或解決，亦即「人間佛教」的佛法與世間法究

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這裡提供大師的兩段話供參考：

一是，「在家容易出家難，出家容易出世難，出世容易入世難。」

二是，「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

佛教史上曾經有個「三十年前看山是山，三十年後看山不是山，再三十

年後看山還是山」的話頭，說的是人生境界問題，佛法與世間法的關係，

出世與入世的關係，說到底也是一個境界的問題。「佛法在世間，不離人間

覺。」此中有兩個要點，一是「人間」，二是「覺」。遠離人間的「覺」，

沒有落腳處，沒有多大意義；光在「人間」而「不覺」也只是一個芸芸眾

生，意義也不大。

那麼，何謂「覺」？什麼樣的人才算是覺者。接觸過佛教的人都知道，

「佛陀」的本義就是「覺者」。而佛陀則是因「般若智慧」而覺，所以，可

以說「般若智慧」是整個佛法基石，或者說「細胞」。

我們再回頭來談談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星雲大師何以能成就一番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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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大事業，究竟而論，就是借助於佛法智慧。大師有一句名言，叫做

「有佛法就有辦法」，這裡指的就是善於運用佛法的智慧，善於用佛法來開

啟人生的智慧，從而實現一種智慧的人生，超越的人生。我曾經用以上這段

話來概括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思想特質，就是為了強調佛法智慧在星雲佛學

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

認真閱讀大師的著作和仔細體味大師所成就的事業，從《佛光菜根譚》

到各種《星雲禪話》，從處理日常行事中的舉重若輕，善於化腐朽為神奇，

到各次演講和解答問題時所體現出來的機敏睿智，無處不充滿著人生的哲理

和佛法的智慧。這是人類思想史上一份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我們認真

去挖掘和總結，讓更多的人瞭解，讓更多的人來分享。但願我們的這次研討

在這方面能有所作為，有所收穫。

衷心地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