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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高研中心主任

佛光山是時代特色人間佛教的典範

人間佛教是太虛大師、慈航法師等一代高僧因應時代提出的主張，近百

年來被海內外漢傳佛教普遍接受，不斷弘揚，現在更成為當代佛教思潮的主

流。為了闡揚人間佛教，海內外舉行了許許多多學術研討會，追溯歷史，褒

貶現實，可以說是汗牛充棟。以我的觀點來看，如果深入追溯歷史，會發現

人間佛教思潮在百年之間已經無聲無息地發生了變化；如果客觀褒貶現實，

也會發現由於傳播的區域不同，輿情不同，人間佛教的具體內容也在變化。

因此，雖應一名，實則百變，籠統而言，有失詳查。且不說大陸的人間佛教

與台灣的人間佛教從根本制度上就有很大差別，即便從佛法自身而言，內涵

也多有依據和闡揚的不同。

而本文則著重表達本人對佛光山人間佛教之特色的概括。愚者千慮必有

一得，是得是失，且任憑說。

佛光山，是時代特色人間佛教的典範。

從佛光山弘法利生的數十年努力來看，所秉承的人間佛教，已經在教理

革命、教產革命、教制革命即三大革命的基礎上，開闢了具有時代特色的大

主題演說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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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這也是我們據以闡述時代特色人間佛教的現實基礎。

時代特色人間佛教應該具有與以往時代相比既繼承又創新的內容，應該

具有比較完整的理論框架，應該具有比較清晰的實踐方向。概括而言，即四

大原則：以人為本、四眾和合、契理契機、依法弘教；五大傳統：清淨莊嚴、

悲智修證、求同存異、巡民教化、和諧萬方。這九個標題，從字面上看，沒

有背離佛教傳統；從內容上講，都充滿時代氣息。佛光山在這些方面的成就

是有目共睹的。

一、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最強音，無論哪個國家、哪個政黨、哪個團

體、哪個個人，誰不高舉這面旗幟？況且佛教自佛陀開創，即針對人自身的

解脫，生發出一系列教義。太虛大師當年做偈語：「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

格。人圓佛即成，是名真現實。」突出了佛乃人成，人需完就。南普陀妙湛

老和尚當年則提出：「眾生歡喜就是佛歡喜。」把眾生與佛的關係作了直截

了當的揭示，表述佛教對人的重視。因此星雲大師在《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

懷》1 中再次指出：「『佛教』本來就是佛陀對『人間』的教化，佛陀為了解

決人間的問題，所以發願出家，佛陀所開示的一切教法，都是為了增加人間

的幸福與安樂。」同時他還指出：「佛教應該以人為主，重視人的幸福，人

的平安，人的超越，人的完成。」

總之，佛法難聞、中國難生、人身難得，歸根結底，以人為本。

而佛光山在以人為本這一原則上，可以說是一以貫之。星雲大師認為：

「尊重包容，世人皆有佛性。也因此，我們提出人間佛教以人為尊，每一個

1.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8月。以下
凡引自此書不另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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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有他自心的信仰。」「我就注重以人性為佛性，以佛性為人性，所謂『佛

是人成』、『人是未來的諸佛』，人和佛應該是不一不二的『人間佛教』。」

從宜蘭起步，再到佛光山開山，直到如今法水長流五大洲，星雲大師哪一步

不是腳踏實地，把人、把信眾、把眾生放在第一位？而且，佛光山所有舉措

的深層次，無不滲透著對人的尊重、對人的度化。

以佛光山大雄寶殿為例，從興建之始，就開闢了能夠容納千人的空間。

我九○年代第一次進入這座殿堂，深深感到這是佛陀的殿堂，也是信眾的殿

堂，是為眾生設立的。中國大陸新建的大雄寶殿比比皆是，然而多數還保留

著「捨宅為寺」的舊格局，至今卻沒有幾座能夠給眾多信眾留下禮佛的空間。

佛光山之「緣起」也秉承了星雲大師的初心，向世界宣示：「佛光山是個菩

薩道場，主張佛光人要先入世後出世，先度生後度死，先生活後生死，先縮

小後擴大，以常住大眾及佛教事業為優先，舉凡教育、文化、慈善、醫療等

各種利生的事業，都積極參與。」上列諸項主張，可以鮮明地顯示，無一不

是以人為本，把人的完就放在第一位。

二、四眾和合

四眾，傳統意義是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但是本文四眾所指

卻不僅僅是這傳統意義。從佛光山的弘法實踐來看，特指另外四種群體。

第一、信仰眾

佛光山僧團人數眾多，後繼有人，人才輩出，洋洋大觀，先後在世界各

地創建二百餘所道場，如西來、南天、南華等寺，分別為北美、澳洲、非洲

第一大佛寺。以國際佛光會而言，會員已經以數百萬眾計，而且遍布於全球

五大洲七十餘個國家地區，成立一百七十多個協會，近兩千個分會。這是漢

傳佛教有史以來從未達到的向世界弘傳的局面。傳統四眾弟子，是新四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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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體，是核心的力量。

第二、同情眾

當下中國，據說經學者統計，約有將近二億佛教信眾。如果這個數字是

可靠的，那麼與信眾密切相關的人群，起碼要翻上兩倍。也就是說，關心佛

教、欣賞佛教、讚賞佛教、推崇佛教、甚至資助佛教……總之，與佛教同情

的人們，大約還有四個億。這些人們是佛教走向未來的潛在力量。

佛光山一直在努力影響感化這個群體。從佛光山的弘法模式來看，絕非

單純依靠傳統的某一種方式例如經懺，而是以開闊的胸襟，以更具有包容性

的佛教文化形態，使同情眾逐漸轉化為同心眾、信仰眾。

舉三個例子。

一個是星雲大師的「一筆字」書法展，不受中國大陸某些宗教政策對活

動區域的局限，在各地成功舉辦，贏得了各界的喜愛和讚賞，使更多的人們

重新理解佛教、認識佛教。佛教文化活動是對佛教優良傳統的繼承和發展，

不容小覷。另一個是佛光山的佛陀紀念館，不僅規模宏大莊嚴，且文化氣息

濃郁。這裡是佛教音樂、佛教美術、佛教圖書的聖殿，展覽面向社會大眾，

使佛教以最新穎的形態走進千家萬戶。這裡的燈會，更是萬人空巷、觀眾

雲集。

第三例，從 1970 年起，佛光山系統相繼成立育幼院、佛光精舍、慈悲

基金會，設立雲水醫院、佛光診所，協助高雄縣政府開辦老人公寓，並與福

慧基金會於大陸設立佛光中、小學和佛光醫院數十所，育幼養老，扶弱濟貧。

這種慈善與教育事業的拓展，極大地擴展了佛教的社會影響，特別是對同情

眾具有親和力、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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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管理眾

佛教團體不是權力部門，卻要天天與權力部門打交道。中國大陸有各級

宗教事務管理部門，其實世界上各國、各地區也總是有些部門或機構盯著宗

教活動的狀態。因此，如何與管理眾和合相處，是當今佛教弘傳不能不面對

的重大課題。星雲大師認為：「正牌的佛教從來沒有反對過政治，國家富強、

政治清明，佛教才能興盛，兩者息息相關。」佛光山在這個方面做得最好，

在世界各地特別是中國大陸，尊重當地政府、遵守當地法律，與宗教事務管

理部門保持良好順暢的溝通。

第四、研究眾

研究眾，即專家學者。研究眾之中，有信仰者，有同情者，甚至有管理

者，但是不同於前三者的特點是，研究眾著重理性分析、深入學術考察，秉

筆直書，不憚權勢，雖然手中沒有處置他人的權力，卻有波及社會的影響力，

留言後人的威懾力。佛教不能僅僅有喝采的人們，還需要諍友。當年佛教界

有言「不求成佛，願見船山」，王船山對佛教批評最切，但是佛教界有識之

士卻對他優禮有加。

佛光山與研究眾的關係，融洽有致，有目共睹。星雲大師對專家學者的

尊重與愛護，舉世皆知。他對學者給予極大的重視，高度評價，他認為：「自

古以來中國的文人學者一向備受禮遇，在社會上享有極高的地位與尊崇，因

為他們的發言往往具有舉足輕重的輿論力量，尤其文人的一支筆可以橫掃千

軍萬馬，因此不管對當代乃至後世，都能在無形中發揮一定的影響力。」佛

光山的建設與擴展，研究眾的關心與支持不可小覷。

以上四眾是否和合，關乎佛教的生存與發展。佛光山能夠有今日之局面，

四眾和合是一大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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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契理契機

佛光山在這方面成就斐然，以星雲大師最為殊勝。大師的著作，無一不

契佛法的根本道理，無一不契世間的善巧機緣，其影響所及，上達天聽，下

及庶民。不因時代之變而歪曲佛法之原則，不因佛法之深而放棄普度之宏願。

在這方面佛光山之例證不勝枚舉。比較明顯的是星雲大師的讚詞或懺悔

文告，幾乎全部用現代口語，文辭委婉，義理暢達，佛儒一體，大化圓融，

在親切感人之際，契合了現代人的心願祈望。

例如，星雲大師《懺悔祈願文》（節選）

祈求在佛陀您慈光的照耀下，我能一改往昔的罪行，我要以喜捨

對治貪欲，我要以慈悲對治瞋恨，我要以誠信對治懷疑，我要以

謙虛對治傲慢。

我願努力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我願發心做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從今天開始，我誓願實踐佛陀您的行儀，我要給人信心，我要給

人歡喜，我要給人希望，我要給人方便；從今天起，我誓願奉行

您的教誨，我要以五戒十善自利利他，我要以三學增上福慧共

修，我要以四恩總報回饋大眾，我要以四攝六度饒益有情。

慈悲偉大的佛陀！

請求您接受我至誠的懺悔與發願，

請求您接受我至誠的懺悔與發願。

四、依法弘教

依法，首先是依國法，其次是依佛法。「不依國主則佛法難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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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此論，千百年來被佛教大德信守。星雲大師在引用此論之後指出：「政

治需要佛法的指導，佛法需要政治的護持。」佛光山僧眾每到一地，務必

先熟悉國情、遵守法律。佛光山在中國大陸開闢活動場所，以文教為名，

依照大陸規定取得合法地位，已經捷足先登。接下來才是依照佛法，弘揚

正信。

以上是四大原則。原則，就是最基本的條件，就是最起碼的底線。人間

佛教要有底線，當然，是不是只局限於這四點，還可以商榷。但是作為佛光

山而言，不僅守住了這四點，而且成就斐然。所以我們讚美佛光山是時代特

色人間佛教的典範。

另外是五大傳統。中國佛教有許多優良傳統，但是擇其不可或缺之要點，

應該不出下列五項。

（一）清淨莊嚴

佛光山在推進人間佛教的過程中，並沒有出現世俗化、庸俗化甚至商業

化，其原因在於堅持了清淨莊嚴的傳統。繁榮而不失清淨，和諧而不失莊嚴，

這是佛光山給來者的第一印象。其根本原因，在於星雲大師所說：「我們的

人間佛教，要把自我提升，肯定自我，我有如來智慧德相。」以星雲大師本

人為範例，他「一生的歲月，七十多年的出家生涯，至少有四分之一的時間

奉獻在禪淨共修裡；光是打佛七，就有近兩萬個時辰」。身為大師，不失清

淨莊嚴的僧侶本色，為佛光山做出了光輝的榜樣，帶動了正道的風氣。

（二）悲智修證

是出家眾的標準。作為四眾的核心力量，僧團是否能夠在慈悲、智慧、

修持、印證四個方面繼承傳統，是對一座名山名剎的考驗。從佛光山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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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機構設置、規章制定、監督執行各個方面考察，可以發現佛光山的僧人乃

至居士，無不把這悲智修證的傳統放在心上，落在行中。這種境界，有如星

雲大師所開示：「通過人間的道德、所有的善事、人格的慈悲等善法，可以

讓自己達到一個更高的境界，沒有煩惱，不懼生死，沒有憂悲苦惱，一切都

隨著信仰和自然發展。」

（三）求同存異

是佛光山對內對外的總體態度，當然也是佛教一貫的傳統。沒有求同

存異的胸襟，對內不能團結具有不同心得的同修，對外不能融洽具有不同見

解不同信仰的團體。星雲大師在〈佛教傳承　努力法傳五洲〉一節中，不僅

表彰了跟隨大師弘法的一千多徒眾弟子，其中包括二百多名碩博士以及一、

二百個三十歲左右繼起的人才，而且讚美了台灣佛教從早期的高僧直到當下

的佛教界「百家皆鳴」。在國際上，大師還與基督教、天主教諸多宗教的領

導人會晤，推動世界和平。佛光山現在享譽全球，正是與各方各界求其大同，

存其小異的結果。

（四）巡民教化

是佛教進入中國之後的一個突出表現，形成一種傳統。從佛教自身講，

巡民教化就是普度眾生的一種方式。從社會的角度看，將「以佛治心」明確

為治國方略，至今也有千多年。星雲大師最近發表《貧僧有話要說》，洋洋

數十萬言，將佛光山為社會民眾所做的貢獻作了一次光明磊落的正面闡揚，

其中巡民教化的成就也很大。教化之功的典型範例之一，是走進監獄。星雲

大師說：「在慈善濟生中，監獄布教也是慈善的重要一環。」大師以身作則，

與其他法師、居士一道輪流至監獄宣講，幾乎全台灣的監獄都曾留有他走過

的足跡。大師認為：「法律要從積極面給人空間，才能收到教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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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涉及不到的積極面，佛光山給予了補救，實踐證明，佛光山的努力，在

監獄舉辦的淨化人心的弘法活動，確實起到「培養受刑人的慈悲心和自覺的

智慧」之作用。

（五）和諧萬方

佛教自古以來就是國與國，地區與地區之間交往的媒介，例如中日韓

三國佛教歷史上形成的黃金紐帶，是國家友好的真實紀錄。而地區之間，

例如大陸與台灣，兩岸同為一國，也要借助佛教的力量，開交往之先，實

現「三通」。所謂「三通未通，宗教先通；宗教未通，佛教先通」，佛光

山為此立下首功。早在 1987 年，星雲大師便應趙樸初長者之邀促膝長談，

促成了大師 1989 年率五百眾前往大陸尋根探親訪問。其後，在多次緊要關

頭，佛光山為兩岸和平，為促進中華民族統一大業不遺餘力。和諧萬方的

優良傳統所發揮的作用，在某種意義上講，至今也還是任何其他力量所不

能替代的。

五大傳統，佛光山繼承發揚，使之光大。在光大的進程中，五大傳統也

逐漸成為佛光山的特色。如果概括二十一世紀人間佛教的時代特色，如果要

尋找時代特色人間佛教的典範，佛光山，就在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