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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善巧」與人間佛教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略評

王　彬

江西省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員

自二十世紀太虛法師宣導「人間佛教」以來，經過海內外佛教界眾多

僧信人士數十年的宣導和實踐，「人間佛教」理念及其價值已經愈來愈得到

廣泛的認可，目前已成為當今中國佛教的主流趨勢之一。在人間佛教推廣的

歷程中，以台灣星雲大師及其領導的佛光山，貢獻尤為卓著，在海內外有著

廣泛的影響。對於星雲大師及佛光山的「人間佛教」理念及實踐，也引起學

術界的高度關注，近二十年來，從不同角度對其進行研究的成果也不斷出

現。最近，台灣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了程恭讓教授經時四年的研究成

果――《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一書，細讀之餘，頗多感觸。於此發

表一些感想，向同道求教。

恭讓兄的這一研究成果，可謂是近年來對於星雲大師及其人間佛教思想

和實踐進行研究的一部力作。星雲大師早年在大陸修學時，即對太虛大師所

宣導的「人間佛教」深為服膺。赴台以後，始終以佛陀本懷為圭臬，致力於

「人間佛教」的推廣實踐，經過五十餘年的不懈努力，付出大量的心血，使

得中華佛教推廣到世界五大洲，真正實現了「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

大洲」，對於佛教及中華文化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做出了巨大貢獻。大師著

作等身，其實踐事例更為眾多，欲進行較為全面的研究並非易事。恭讓兄花

費了四年時間，在廣泛收集資料的基礎上，進行深入的分析探討，方形成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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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所見之心血之作。本書也是對星雲大師數十年來宣導人間佛教理念，並付

諸實踐的歷程所進行的系統梳理和全面總結。

本書在內容編排上，大致分為四個部分。在第一部分內容中，作者通過

對二十世紀「人間佛教」發展過程中幾位代表性人物的思想及實踐的探討，

回顧了人間佛教思潮產生和發展的歷程，確立了「從太虛大師到星雲大師」

這一在人間佛教理論展開歷程的解釋線索，在「共構」性的人間佛教發展背

景下，揭示了太虛大師所宣導的人間佛教與星雲大師所創立的人間佛教之間，

存在著「傳心」與「接棒」內在傳承關係，即在承認兩位大師人間佛教思想

及方向上「同中之異」的前提下，探索兩者之間在傳承佛教、革新佛教及弘

揚人間佛教的基本精神上的「異中之同」，並對星雲大師在人間佛教建設事

業中的地位予以中肯的評價。本書的第二部分以星雲大師青年時期的思想及

行動入手，探討了星雲大師早年形成「人間佛教」思想的脈絡。在第三部分

中，對於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內涵與特質進行全面的解析，並對星雲大

師在中國現代佛教發展歷程中的巨大貢獻進行了客觀評價。全書的最後一部

分則是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佛理基礎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縱觀全

書，各部分內容既相對獨立，而又存在內在的邏輯關聯，使得讀者能夠較為

全面完整地了解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及實踐過程，從整體上看，本書作

為一部系統性的「人間佛教」思想研究著作，具有較高的學術意義和參考價

值。

作者通過對星雲大師早年較為分散的著作和經歷的梳理，歸納出大師在

青年時期開始構建人間佛教思想理論體系中的四大核心理念 (即「人間的佛

陀」理念、「佛陀革命精神」理念、「正直的佛教青年」理念、「佛教社會

化、大眾化」理念 )。通過明代《釋氏源流》與星雲大師《釋迦牟尼佛傳》

兩部佛陀傳記的比較性研究，揭示了漢傳佛教六百年來佛陀觀及佛教思想的



618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 (下 )

重大轉型，即以星雲大師筆下的佛陀形象，已經突破了以往籠罩在神祕、模

糊神異氣氛下的傳統佛陀形象，而更加突出佛陀「做人的最高模範」的一面，

成為現代人類及現代理性可以理解的一個屬於人間的新佛陀形象，並由此揭

示星雲大師對佛陀形象重新詮釋的本意及在大師「人間佛教」思想構建上的

重要意義。

在本研究的方法上，作者不滿足於停留在一般的文獻整理及詮釋方面，

更通過田野調查等方法，在實地考察並對相關人士進行訪談的基礎上，掌握

一手的資料，使得本研究內容愈加細緻而充實，也體現了作者嚴謹的學術態

度和開闊的視野。例如，星雲大師所宣導的「人間佛教」，從開始即有著明

確的定位，不僅僅限於中華本土的傳播，而把目標定位於世界範圍內的傳播，

即「佛教國際化」的願景和目標，這也可以說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實踐

的一個重要特點。因此，作者以全方位研究的眼光，把星雲大師及佛光山的

「佛教國際化」歷程作為一個重要的研究內容。作者專門赴美國西來寺等星

雲大師在海外弘法的重要基地進行調研和訪談，收集大量的一手資料進行梳

理和解讀，例如作者通過西來寺眾多弘法活動的梳理，展現了星雲大師及佛

光山在美國多元宗教文化背景下，如何採用與不同文化背景相適應的方式方

法，促進西方國家人士對中國佛教的了解和認同。如作者對於慧東法師的深

入採訪，本身即是一篇極好的史料文獻，這些內容為其他學者的後續研究，

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參考資料。

作者以詳實的事例，從不同角度，多方面地展現星雲大師在人間佛教理

論構建及實踐操作中的智慧。例如，從正統的佛教本位來看，紛繁複雜的民

間信仰往往存在著較多的「迷信」成分，因而對其多有批評。但現實是，民

間信仰又有著廣泛的影響，信仰者不在少數，而星雲大師對於這一問題的處

理，也非常值得關注。作者指出，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理論構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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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著兩種思想路向：一種是以「正信佛法」作為本位的思想路向，並由此

對於民間信仰的缺失和不足予以較多的關注，但對於民間信仰所具有的積極

面和價值、意義，仍採取有限度的肯定態度；而另一種思想路向，則是在同

樣肯定佛教正信的超越地位的同時，以更加全面、理性、包容、正面的態度，

對民間信仰對於人生與社會的正向作用進行觀照。對於如何處理佛教正信與

民間信仰之間的關係，星雲大師的立場和觀點具有很強的實踐意義，同時也

是星雲大師善巧方便智慧的體現。恭讓兄在著作中，對於星雲大師處理社會

現實問題的理念和方式有著較多的涉及，可謂在較全面的方位，展現了星雲

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和實踐的多樣性。

本書的作者在對人間佛教思潮的宏觀把握和微觀分析方面都十分到位，

具有一定的啟發性意義。從「人間佛教」思潮產生和發展的背景過程來看，

是建立在對傳統中國佛教狀況深刻反思的基礎上，如果沒有這些反思，則可

能無法產生「人間佛教」的思想理念，而「人間佛教」如何契理契機，既要

不違背佛法的根本原則，又要與不同社會形態觀念進行一定的調適，也是有

一個不斷反思的過程。在恭讓兄的著作中，也體現出較強的問題意識，可以

看出，恭讓兄對於這些問題的反思和思索是相當深刻的。

從本書的內容也可以看出，作者在探討歷史經驗的過程中，始終把關注

當代社會佛教如何發展作為一個重要的目標。作者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

歷程及經驗的梳理，為當代大陸佛教的建設與發展提供借鑑。正如作者在書

中所言：「當今中國大陸的佛教，一方面未能順利完成現代化的歷史任務，

另一方面卻又為市場經濟所侵蝕，具有嚴重的商業化、功利化的傾向」
1
，而

星雲大師提出的佛教「制度化、現代化、人間化、國際化」理念，對於佛教

如何與社會相適應而又保持自身的原則傳統，提供了極具借鑑意義的經驗。

1. 程恭讓：《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高雄：佛光文化，2015年，頁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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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一書中，作者對於「人間佛教」

的佛教教理基礎進行了創新性的闡釋，可以視為本書的最大亮點。作者注意

到，在「人間佛教」理論和實踐發展的歷程中，其佛教教理構建基礎仍存在

較明顯的分歧，而這些分歧仍可能對於「人間佛教」的發展造成一定的負

面影響。誠如作者所言：「我們關注的是二十世紀及二十一世紀人間佛教的

一般共性問題。由於現代人間佛教，無論在佛教界，或是在社會上，都還是

一個新生的事物，而從太虛大師到包括星雲大師在內的當代人間佛教諸大道

場，關於人間佛教的理論構建，也一直言人人殊。人間佛教在堅持傳統佛教

基本價值的前提下，特別以『以人為本』及『社會參與』作為其最重要的價

值方向，關於人間佛教的這些價值方向，人間佛教的導師們及人間佛教道場

的實踐者們，彼此之間其實並無太大的差異，即使他們在側重點上各自有所

不同。然而，關於人間佛教教理構建的基礎，大家彼此之間似乎甚少共識，

這不僅已經成為人間佛教最內在的理論歧異，也成為反對人間佛教的人們各

種懷疑的根源所在」。
2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作者在書中用較多篇幅，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

理論與其他「人間佛教」思想的教理基礎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通過對太

虛大師、聖嚴法師、星雲大師關於「人間佛教」理念及特點進行比較性考察，

嘗試構建具有共識意義的佛教教理理論基礎。而討論的重點，則落實於般若

與方便善巧的關係辨析。這也是本書最為突出的創新之處。

我們知道，以往教界內外對於「人間佛教」思想的懷疑或批評，大多並

非否認其為佛陀本懷的一面，而多集中於對其形式方面的批評――即在人間

佛教發展過程中所採取的適應性方式，是否會消解佛教的神聖性，而成為迎

合大眾的形式主義。這些調適性變化都可以歸結於方便之法。而對方便之法，

2. 程恭讓：《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高雄：佛光文化，2015年，頁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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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傳統佛教界，歷來幾乎都被認為是不究竟的法門，如有云「慈悲為本，

方便為門」；甚至有激進者將其視為違背佛教卻又要充作門面的幌子，如經

常聽到的一句話即是「慈悲多禍害，方便出下流」。而一些言說背後的特定

的語境則往往被忽視。從太虛大師到星雲大師，都提出佛教要積極參與社會

事務的主張，而他們所遭受的批評也大多源於此，或被譏諷為「政治和尚」，

彷彿只有那些隱逸山林、埋頭苦修而不關注外界事務的修行者才夠得上真正

的「大師」標準。雖然在理論上也明白大乘佛教出世和入世是並行不悖的，

但落實到實踐上，往往把入世視為追求名聞利養的墮落行為。當然，我們並

不否認，在一定程度上，契理契機的「入世」要比單純地追求「出世」難度

更大，如果沒有體悟空性的般若之智，入世而不為紅塵之境所轉，確實是較

難把握的事情。而對「方便善巧」如何定位，作者在本書中提出了較有新意

的觀點。

作者認為「可以從初期大乘經典中獲得解決這個問題的一把鎖鑰」。他

提出：「在初期大乘思想的興起中，正是為了解決建立教法、救度眾生的內

在智慧基礎問題，大乘佛教將原始佛教中已有的善巧方便，升格為善巧方便

波羅蜜多，並將善巧方便波羅蜜多與原有的般若波羅蜜多並舉，二者不一不

二，不即不離，相互配合，相輔相成。所以第六、第七二度的並舉與配合，

不僅構成了大乘菩薩理想的智慧基礎，也構成大乘佛教思想的理論基礎，同

時它也追溯似地完成了對於「佛陀本懷」的一種受到廣泛推崇的佛理解讀」。
3

在這裡，作者提出「十度」中的第七度「方便善巧波羅蜜多」應予以特別的

重視，因為「善巧方便」同樣是構成現代人間佛教的佛理基礎。正如作者所言：

「我們覺得正如與般若智慧不離的善巧方便成為菩薩乘救度眾生各種施為的

智慧基礎一樣，它也當然是志在恢復菩薩理想及佛陀本懷的現代人間佛教的

智慧基礎及佛理基礎」。
4

3. 同註2，頁778。
4. 同註2。



622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 (下 )

作者更進一步指出傳統漢傳佛教在體認「方便善巧波羅蜜多」上的缺失，

他指出：「在其後的大乘思想詮釋史上，尤其是在漢傳佛教的詮釋史上，存

在重般若而輕方便的傾向，這不僅使得善巧方便的崇高品格難以被佛教徒真

正體認，也使得佛教從此空懷救度眾生的悲願，卻難以發展出在與世界打交

道中救度世界且超越世界的知識和智慧」。
5
應該說，我在通讀恭讓兄這部著

作的過程中，於此觀點有著頗為強烈的認同感。

不必談遠一些的歷史，即如晚清至民國時期，中國佛教之衰敗狀況、受

到來自社會各界的批評、及由此而來的反思已有諸多論說，勿須贅言。在太

虛大師的著作中，對於漢傳佛教長期存在的「行」方面的缺失也多有論述。

我們不妨來略為回顧一下，1940年太虛大師從緬甸、印度、錫蘭等佛教國家

訪問歸來後，在漢藏教理院曾作《從巴利語系佛教說到今菩薩行》報告，談

起他訪問的觀感時，太虛大師說：「我們平常說中國、西藏和日本流行的是

大乘佛教，錫、緬、暹等地流行的是小乘佛教，這單是在教理上的判別。而

在大小乘的實踐實行上，卻使我得到相反的認識。」
6
太虛大師更指出：「中

國佛教所說的是大乘理論，但卻不能把它實踐起來，不能把大乘的精神表現

在行為上。

我國的佛教徒――包括出家在家的四眾――都是偏向於自修自了，大乘

的經論，雖有很多人在提倡和弘揚，但所提倡所弘揚的也不外是自修自了的

法門。這種說大乘教，行小乘行的現象，在中國是普遍地存在。如出家眾的

參禪念佛者，固然為的自修自了，即在家的信眾也是偏重自修自了的傾向。

他們都以為學了佛就不要做人，什麼事都心存消極不願意做，更有很多人以

5. 程恭讓：《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高雄：佛光文化，2015年，頁778。
6. 釋太虛：《太虛大師全書》第19冊，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
複製中心，2005年，頁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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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佛作『了此殘生』的尾閭。他們都說把國家社會家庭一切的俗務都捨下，

才可以入佛修行。這種不正確的思想，已經深印在每個國民的心坎中。這種

錯覺是復興佛教的障礙物，是歪曲了大乘佛教的真義。所以我們可以說：中

國所說的雖是大乘教，但所修的卻是小乘行。」
7
而錫蘭的佛教狀況卻正好相

反，他們「對外則廣作社會慈善、文化、教育宣傳等事業，以利益國家社會

乃至世界人群，表現佛教慈悲博愛的精神。所以他們所說雖是小乘教，但所

修的卻是大乘行。」
8
在太虛大師看來，傳統漢傳佛教雖然號稱大乘，但其主

流傾向卻是空談大乘、行小乘行。而錫蘭的佛教界則廣泛參與社會事業，體

現出真正的大乘行。

正是在對傳統漢傳佛教狀況及弊端有著深刻認識和反思的基礎上，才促

使太虛大師提出關注現實人生的「人間佛教」理念。可以說，從太虛大師那

裡開始，到星雲大師及佛光山的「人間佛教」實踐，其中貫穿的一條重要主

線，就是通過種種「善巧方便」， 把佛法真正落實到人間，真正實現有利於

社會的事業，也使得佛教在利生事業中得以發展。但不可否認，直到現在，

對於「善巧方便」的認識仍存在不少誤讀，這也是為什麼對於「人間佛教」

有所懷疑和批評的原因吧。從恭讓兄的著作中，我們可以體會到，他對「人

間佛教」思想及實踐過程進行細緻梳理和深入思索的基礎上，抓住了一個非

常重要的核心問題進行突破，既是對從太虛大師至星雲大師等「人間佛教」

理念的準確把握，也可以說是對「人間佛教」在佛教教理上的回溯本源的突

破，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恭讓兄還利用他豐富的語言和文獻功底，對經典內容進行考據，通過對

《法華經》通行本與梵文原本及異譯本等相關內容的比較，指出後人對「方

7. 同註6，頁192。
8. 同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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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善巧」諸多誤解的原因，也正是由於誤讀性的錯解，也造成傳統漢傳佛教

對於「善巧方便」的漠視及錯誤定位。更指出在大乘菩薩行的實踐中，「般

若波羅蜜多」和「善巧方便波羅蜜多」的關係即如同車之雙輻，不可偏廢，

這一觀點尤其值得關注。

以上是我在對恭讓兄《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一書拜讀之餘的幾

點感想。另外還有一點補充想法：星雲大師及佛光山在西方國家傳播佛法的

過程中，採取了豐富多樣的方式方法，這也體現大師在推廣「人間佛教」過

程中所秉持的「契理契機」原則。在恭讓兄的書中，也涉及到這方面的內容，

只是較為簡略。如果能對這些方法及其制定思路、效果評價進行一些梳理，

不僅有助於對星雲大師「方便善巧」智慧的深入了解，同時對於中國大陸向

海外進行文化推廣也具有一定的借鑑意義。恭讓兄從事佛學研究多年，學養

頗為深厚，具有較強的問題意識，這在本書中都有明顯的體現。拜讀之餘，

獲益非淺，略作拙評。我也非常期盼恭讓兄在後續的研究中，能夠出現更多

思想性、學術性、可讀性兼具的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