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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星
雲
大
師
對
於
人
間
佛
教
的
體
認

為
了
避
免
﹁
法
久
則
生
弊
﹂
，
對
於
佛
陀
的
本
懷
必
須
有
如
實
與
深
切
地
了
悟
與
體
證
，
星
雲
大

師
引
證
六
祖
惠
能
大
師
所
開
示
的
﹁
佛
法
在
世
間
，
不
離
世
間
覺
﹂
，
以
及
太
虛
大
師
所
強
調
的
﹁
仰

止
唯
佛
陀
，
完
成
在
人
格
；
人
成
即
佛
成
，
是
名
真
現
實
﹂
，
以
確
實
引
導
佛
弟
子
回
歸
佛
陀
的
本

懷
。
藉
由
以
下
的
設
問
，
如
：

信
仰
佛
教
就
信
仰
佛
教
，
為
什
麼
還
要
信
仰
人
間
佛
教
呢
？

信
仰
人
間
佛
教
，
會
不
會
給
人
感
覺
到
沒
有
神
聖
性
嗎
？

信
仰
人
間
佛
教
有
什
麼
利
益
嗎
？

如
果
只
須
自
我
盲
修
瞎
練
，
不
重
視
大
眾
的
信
仰
、
解
脫
，
一
個
宗
教
離
開
了
群
眾
的
共
同

成
就
，
這
個
宗
教
有
什
麼
作
用
呢
？

我
們
怎
麼
樣
去
找
尋
這
許
多
人
間
佛
教
的
內
容
呢
？

大
師
試
圖
引
領
大
眾
深
入
了
解
何
謂
人
間
佛
教
？
為
何
要
信
仰
人
間
佛
教
？
如
何
充
分
闡
明
信
仰

人
間
佛
教
的
利
益
？

大
師
首
先
指
出
一
般
人
對
人
間
佛
教
的
疑
議
，
如
認
為
人
間
佛
教
重
視
世
俗
的
活
動
，
是
庸
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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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人
乘
的
、
無
修
行
、
無
解
脫
道
、
無
證
悟
境
界
，
與
成
佛
作
祖
無
關
。
大
師
認
為
一
般
人
所
以
對

佛
教
不
了
解
，
主
要
是
佛
教
在
許
多
方
面
，
如
傳
統
與
現
代
、
在
家
與
出
家
、
山
林
與
社
會
、
原
始
與

近
代
、
修
持
與
行
事
等
許
多
問
題
上
，
沒
有
普
遍
讓
大
眾
了
解
；
例
如
：
佛
教
退
守
到
出
世
的
清
修
，

所
以
失
去
了
佛
教
入
世
的
精
神
；
佛
教
退
守
到
山
林
遁
世
，
失
去
了
佛
教
對
信
眾
的
服
務
；
佛
教
退
守

到
玄
妙
的
空
談
，
失
去
了
對
佛
化
事
業
的
實
踐
；
佛
教
退
守
到
消
極
的
講
說
，
失
去
了
佛
教
積
極
奮
鬥

的
真
義
。

為
了
還
原
人
間
佛
教
的
原
義
，
大
師
不
但
有
系
統
地
從
佛
陀
的
人
間
性
格
、
人
間
佛
教
的
根
本
教

義
、
佛
教
東
傳
中
國
的
發
展
，
與
當
代
人
間
佛
教
的
發
展
等
面
向
，
詳
細
論
述
人
間
佛
教
的
義
涵
，
而

且
更
提
綱
契
領
地
先
提
出
對
於
人
間
佛
教
的
二
十
則
體
認
，
個
人
將
大
師
對
於
人
間
佛
教
的
體
認
簡
要

地
整
理
如
下
：

 1.
自
我
肯
定
，
承
認
我
是
佛
。 
 2.
自
他
不
二
，
彼
此
不
對
立
。

 3.
信
仰
多
元
，
包
容
與
圓
滿
。 

 4.
法
界
流
轉
，
了
生
與
脫
死
。

 5.
肯
定
佛
性
，
人
人
可
成
佛
。 

 6.
信
仰
神
聖
，
堅
信
者
得
救
。

 7.
自
我
提
升
，
超
凡
與
入
聖
。 

 8.
彼
此
依
存
，
緣
生
與
緣
滅
。

 9.
時
空
無
限
，
自
在
與
解
脫
。 

10.
同
體
平
等
，
自
覺
與
覺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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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信
仰
純
一
，
煩
惱
得
解
脫
。 

12.
自
我
證
成
，
無
罣
礙
恐
怖
。

13.
心
、
佛
、
眾
生
三
無
差
別
。 

14.
智
不
住
生
死
，
悲
不
住
涅
槃
。

15.
般
若
智
照
，
一
切
不
染
心
。 

16.
自
我
圓
融
做
自
己
的
貴
人
。

17.
是
佛
是
魔
，
皆
由
業
力
感
招
。 

18.
自
他
尊
重
共
修
達
六
和
敬
。

19.
各
自
肯
定
，
各
自
皆
偉
大
。 

20.
超
越
生
死
，
生
命
皆
神
聖
。

不
僅
對
人
間
佛
教
有
如
上
的
體
認
，
星
雲
大
師
更
明
確
地
表
示
：
﹁
追
本
溯
源
，
人
間
佛
教
就
是

佛
陀
之
教
，
是
佛
陀
專
為
人
而
說
法
的
宗
教
。
﹂
︵
︽
人
間
佛
教
論
文
集
︾
下
︶
更
強
調
﹁
﹃
佛
教
﹄

是
佛
陀
對
﹃
人
間
﹄
的
教
化
，
佛
陀
所
開
示
的
一
切
教
法
，
都
是
為
了
增
進
人
間
的
幸
福
與
安
樂
，
所

以
，
﹃
佛
教
﹄
就
是
﹃
人
間
佛
教
﹄
。
﹂
︵
︽
人
間
佛
教
佛
陀
本
懷
︾
︶
大
師
一
再
強
調
人
間
佛
教
並

未
遠
離
佛
陀
的
本
懷
而
另
創
新
說
；
因
此
，
他
所
弘
傳
的
﹁
人
間
佛
教
﹂
，
指
的
是
﹁
佛
說
的
、
人
要

的
、
淨
化
的
、
善
美
的
﹂
。

二
、
生
命
教
育
在
台
灣

一
九
七
九
年
澳
洲
牧
師Ted N

offs

成
立
世
界
上
第
一
所
﹁
生
命
教
育
中
心
﹂
︵Lif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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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nter, LEC

︶
，
其
宗
旨
為
防
治
﹁
藥
物
濫
用
、
暴
力
與
愛
滋
病
﹂
︵
吳
庶
深
、
曾
煥
棠
，
二○

○

二
；
孫
效
智
，
二○

○
○

；
黃
雅
文
、
姜
逸
群
，
二○

○

五
︶
，
由
之
開
啟
了
社
會
開
始
重
視
﹁
生
命

教
育
﹂
︵life education

︶
，
其
後
紐
西
蘭
、
英
國
、
美
國
都
相
繼
成
立
推
動
生
命
教
育
的
組
織
。
因

應
台
灣
社
會
所
面
臨
的
諸
多
關
乎
生
命
各
面
向
的
問
題
，
教
育
部
自
一
九
九
七
年
底
開
始
推
動
生
命
教

育
，
主
要
是
以
人
的
﹁
生
命
﹂
為
核
心
，
探
討
生
命
的
本
質
、
意
義
與
終
極
關
懷
，
同
時
亦
秉
信
﹁
教

育
﹂
是
﹁
向
上
向
善
﹂
的
積
極
動
力
與
可
能
途
徑
。
二○

○
○

年
教
育
部
正
式
宣
布
設
立
﹁
生
命
教
育

委
員
會
﹂
；
推
行
迄
今
，
生
命
教
育
由
台
灣
中
等
學
校
的
一
項
專
案
計
畫
，
逐
步
發
展
成
為
全
國
各
級

學
校
教
學
系
統
的
一
部
分
，
並
逐
漸
成
為
社
會
教
育
所
重
視
的
一
環
。

二○

一
四
年
底
，
教
育
部
更
正
式
於
嘉
義
南
華
大
學
成
立
﹁
教
育
部
生
命
教
育
中
心
﹂
，
並
於
二

○

一
五
年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隆
重
舉
行
揭
牌
儀
式
，
希
望
以
大
學
為
生
命
教
育
發
展
金
字
塔
的
塔
尖
，
不

但
橫
向
地
整
合
大
專
校
院
生
命
教
育
資
源
，
同
時
也
能
縱
向
地
將
資
源
推
廣
至
台
灣
北
、
中
、
南
各
區

的
高
中
職
生
命
學
科
中
心
、
各
縣
市
政
府
單
位
、
生
命
教
育
特
色
校
園
文
化
實
施
計
畫
學
校
等
機
構
，

更
進
而
推
擴
至
社
區
及
民
間
團
體
等
，
積
極
落
實
資
源
統
整
、
向
下
扎
根
、
政
策
延
續
以
及
全
面
推
動

的
目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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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人
間
佛
教
的
生
命
教
育

不
論
是
釋
迦
牟
尼
佛
之
自
覺
證
悟
，
乃
至
教
化
其
他
弟
子
與
一
切
眾
生
，
皆
顯
現
如
實
觀
照
為

解
除
煩
惱
、
脫
離
苦
海
之
必
要
性
條
件
，
由
之
亦
可
視
為
含
具
自
我
覺
照
修
證
之
生
命
教
育
義
涵
。
發

源
自
印
度
的
佛
教
乃
至
目
前
所
推
行
的
人
間
佛
教
，
既
對
於
現
實
生
命
有
其
具
體
的
觀
解
，
且
其
終
極

關
懷
聚
焦
於
如
何
令
具
體
生
命
之
身
心
無
有
煩
惱
、
超
越
生
死
，
強
調
所
有
眾
生
都
具
有
藉
由
實
際
修

證
，
必
能
如
佛
般
成
就
正
等
正
覺
的
可
能
性
，
並
達
至
真
正
的
自
在
解
脫
，
如
此
的
教
理
與
修
證
實
蘊

涵
了
生
命
教
育
所
關
懷
的
特
質
，
同
時
也
具
備
了
生
命
教
育
所
欲
解
決
問
題
的
依
據
與
方
法
。

正
因
為
這
種
核
心
價
值
的
肯
定
，
佛
教
乃
是
對
應
現
實
社
會
諸
多
問
題
的
解
決
良
方
，
對
真
實
世

界
提
出
正
確
的
觀
解
態
度
。
而
且
，
佛
法
的
核
心
價
值
不
會
隨
時
代
變
遷
而
改
變
，
因
為
佛
法
具
有
永

續
效
益
的
價
值
，
佛
教
不
論
是
作
為
一
種
宗
教
信
仰
，
抑
或
是
作
為
一
般
人
安
身
立
命
之
所
依
，
其
教

義
皆
須
面
對
不
同
時
空
中
的
人
們
所
處
的
現
實
社
會
，
以
及
可
能
存
在
的
種
種
問
題
與
挑
戰
；
因
此
，

佛
教
即
與
現
實
世
間
產
生
了
種
種
的
互
動
關
係
與
因
應
調
適
。
依
目
前
對
於
人
間
佛
教
之
研
究
而
觀
，

皆
強
調
人
間
佛
教
具
有
人
間
性
、
生
活
性
、
利
他
性
、
喜
樂
性
、
時
代
性
與
普
濟
性
等
特
質
，
而
這
些

佛
教
特
質
，
具
體
地
提
供
人
間
佛
教
肯
定
一
切
眾
生
皆
具
與
佛
無
二
無
別
，
能
究
竟
離
苦
得
樂
、
身
心

自
在
解
脫
之
可
能
性
的
依
據
，
亦
即
具
足
了
強
調
一
切
眾
生
皆
得
成
就
正
等
正
覺
為
終
極
依
歸
之
大
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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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教
的
弘
法
利
生
特
質
。

﹁
人
間
佛
教
﹂
乃
是
佛
陀
教
化
的
本
懷
，
因
為
人
間
佛
教
是
藉
著
參
與
社
會
、
關
懷
社
會
、
改
善

生
活
、
解
決
人
心
困
惑
、
實
踐
佛
陀
教
化
精
神
的
具
體
修
行
法
門
，
對
於
身
處
多
元
而
快
速
變
化
的
社

會
中
的
人
們
，
不
但
形
成
一
套
教
化
生
命
的
義
理
參
考
，
同
時
亦
是
調
適
身
心
靈
可
以
依
循
的
法
門
。

如
此
的
佛
教
解
行
參
照
，
實
亦
形
構
了
一
套
人
間
佛
教
的
生
命
教
育
體
系
與
引
導
功
能
。
星
雲
大
師
更

於
︽
人
間
佛
教
當
代
問
題
座
談
會
︾
中
強
調
：
﹁
基
本
上
宗
教
的
發
展
要
迎
合
人
心
所
需
，
只
有
強
調

出
世
、
解
脫
的
教
義
，
必
定
曲
高
和
寡
，
難
以
度
眾
；
能
夠
迎
合
人
心
的
佛
教
，
才
是
人
間
需
要
的
佛

教
。
﹂面

對
因
為
現
今
社
會
經
濟
不
穩
定
、
高
失
業
率
、
為
了
快
速
成
就
隨
之
而
產
生
的
身
心
壓
力
與
情

緒
障
礙
等
種
種
問
題
的
各
類
眾
生
，
佛
教
應
以
何
種
方
式
弘
法
與
利
生
，
方
能
真
正
證
成
佛
教
之
所
以

成
其
為
度
化
世
間
之
﹁
人
間
佛
教
﹂
，
同
時
又
能
充
分
顯
現
其
能
教
化
一
切
眾
生
之
生
命
教
育
特
質
？

這
些
值
得
深
思
與
探
究
的
議
題
，
或
可
從
佛
教
經
典
所
教
化
的
義
理
得
到
啟
示
。

︽
妙
法
蓮
華
經
︾
宣
說
佛
陀
教
化
眾
生
之
本
懷
與
慈
悲
：
佛
所
以
出
現
世
間
，
乃
基
於
一
大
事
因

緣
，
即
為
了
開
佛
知
見
、
示
佛
知
見
，
以
令
一
切
眾
生
皆
能
悟
佛
知
見
、
入
佛
知
見
。
法
華
經
義
之
主

旨
在
於
彰
顯
慈
悲
覺
了
之
佛
，
以
種
種
言
說
、
譬
喻
與
善
巧
方
便
隨
緣
度
化
眾
生
，
佛
之
本
懷
在
於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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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一
切
眾
生
﹁
佛
之
知
見
﹂
，
令
一
切
眾
生
得
以
悟
入
﹁
佛
之
知
見
﹂
而
證
悟
﹁
諸
法
實
相
﹂
，
皆
能

與
佛
同
登
法
界
、
共
證
正
等
正
覺
。
︽
維
摩
詰
經
︾
中
提
到
許
多
有
關
去
除
煩
惱
執
著
與
修
行
悟
道
的

法
門
，
而
重
要
的
是
，
維
摩
詰
居
士
最
終
極
的
目
的
是
希
冀
一
切
眾
生
皆
能
開
示
悟
入
諸
佛
知
見
，
即

於
現
實
世
間
共
證
佛
果
。

如
︽
維
摩
詰
經
．
方
便
品
︾
中
對
於
維
摩
詰
居
士
之
描
繪
，
非
常
詳
實
地
彰
顯
維
摩
詰
居
士
所
含

具
之
大
乘
菩
薩
的
智
慧
功
德
，
從
維
摩
詰
居
士
自
身
所
成
就
之
菩
薩
功
德
智
慧
，
以
及
於
現
世
度
化
種

種
眾
生
之
善
巧
方
便
，
亦
有
助
於
吾
人
具
體
理
解
大
乘
菩
薩
在
現
實
世
間
，
如
何
弘
傳
佛
教
正
法
與
度

化
利
益
一
切
眾
生
。
易
言
之
，
人
間
佛
教
著
力
於
如
何
透
過
更
善
巧
方
便
的
法
門
，
亦
即
更
多
元
的
管

道
，
更
生
活
化
的
方
式
，
乃
至
從
佛
教
經
典
所
蘊
含
的
生
命
教
育
義
涵
，
將
傳
統
佛
教
經
典
的
義
理
與

智
慧
進
行
現
代
詮
釋
，
具
體
整
合
佛
法
與
身
心
靈
健
康
，
確
實
令
社
會
大
眾
在
生
活
中
實
踐
並
有
所
受

用
，
進
而
達
到
佛
教
人
間
化
的
終
極
目
標
。

︽
六
祖
壇
經
︾
中
記
載
神
秀
與
惠
能
二
位
禪
師
對
於
證
道
之
不
同
體
悟
，
其
中
神
秀
偈
為
：
﹁
身

是
菩
提
樹
，
心
如
明
鏡
台
；
時
時
勤
拂
拭
，
勿
使
惹
塵
埃
。
﹂
而
惠
能
偈
則
為
：
﹁
菩
提
本
無
樹
，
明

鏡
亦
非
台
；
本
來
無
一
物
，
何
處
惹
塵
埃
？
﹂
依
︽
六
祖
壇
經
︾
所
示
，
惠
能
認
為
神
秀
實
未
見
道
。

又
，
當
六
祖
惠
能
對
常
誦
︽
法
華
經
︾
之
法
達
談
論
經
義
與
證
悟
時
，
曾
說
：
﹁
心
迷
法
華
轉
，
心
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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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法
華
，
誦
經
久
不
明
，
與
義
作
讎
家
。
無
念
念
即
正
，
有
念
念
成
邪
，
有
無
俱
不
計
，
長
御
白
牛

車
。
﹂
︵
︽
六
祖
壇
經
︾
機
緣
品
第
七
︶
此
不
但
明
白
顯
示
禪
宗
祖
師
對
於
佛
教
義
理
之
如
實
體
悟
與

經
教
之
客
觀
理
解
，
同
時
亦
指
出
經
義
與
觀
證
相
輔
相
成
之
關
聯
。

六
祖
惠
能
大
師
強
調
﹁
本
來
無
一
物
﹂
的
人
生
智
慧
，
乃
至
超
脫
煩
惱
與
菩
提
之
二
元
對
立
，
對

於
二
十
一
世
紀
的
現
今
社
會
，
或
可
發
揮
生
命
關
懷
與
人
文
療
癒
的
效
能
。
又
，
宋
朝
無
門
慧
開
禪
師

亦
曾
有
一
詩
偈
，
將
佛
教
在
現
世
的
生
命
體
證
詮
釋
得
非
常
人
間
化
、
生
活
化
，
其
詩
云
：
﹁
春
有
百

花
秋
有
月
，
夏
有
涼
風
冬
有
雪
；
若
無
閒
事
掛
心
頭
，
便
是
人
間
好
時
節
。
﹂

除
了
從
佛
教
經
典
得
到
理
證
外
，
現
實
生
命
所
遭
遇
的
種
種
困
限
與
問
題
，
亦
不
難
從
上
述
星
雲

大
師
對
於
人
間
佛
教
的
體
認
中
，
尋
繹
出
相
應
的
思
想
特
質
與
具
體
引
導
之
道
，
如
藉
由
信
仰
佛
教
義

理
，
不
斷
自
我
提
升
，
自
然
能
超
凡
與
入
聖
；
又
，
人
間
佛
教
不
但
強
調
般
若
智
照
，
一
切
不
染
心
，

亦
重
視
自
我
證
成
，
身
心
自
然
無
罣
礙
亦
無
有
恐
怖
。
凡
此
皆
展
現
人
間
佛
教
的
特
質
，
更
彰
顯
其
關

懷
生
命
的
生
命
教
育
精
神
。
若
能
通
透
人
間
佛
教
的
教
義
，
每
一
個
體
生
命
皆
能
自
我
肯
認
﹁
我
是

佛
﹂
，
而
直
下
承
擔
如
來
家
業
，
自
我
圓
融
做
自
己
的
貴
人
；
更
進
而
肯
定
佛
性
本
具
，
人
人
皆
可
成

佛
，
乃
至
超
越
生
死
，
一
切
生
命
皆
神
聖
。

快
速
進
步
的
社
會
無
可
避
免
地
存
在
諸
多
割
裂
的
心
靈
、
空
虛
的
生
活
，
以
及
痛
苦
的
生
命
，
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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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
需
要
生
命
的
關
懷
與
療
癒
之
方
；
強
調
慈
悲
度
化
一
切
眾
生
的
大
乘
佛
教
，
可
令
病
苦
的
生
命
得
到

滋
潤
。
要
度
眾
生
需
用
眾
生
法
，
透
過
參
與
現
實
生
活
脈
動
，
吸
引
眾
生
由
其
習
慣
的
模
式
、
偏
好
的

價
值
，
逐
漸
向
佛
法
精
神
轉
移
，
進
而
親
近
佛
法
，
此
正
是
人
間
佛
教
淨
化
人
心
、
度
化
眾
生
、
轉
化

社
會
所
推
行
之
生
命
教
育
。

至
於
人
間
佛
教
如
何
具
體
而
微
，
且
善
巧
方
便
地
推
動
有
益
於
現
實
社
會
的
生
命
教
育
呢
？
試

以
星
雲
大
師
大
力
宣
導
﹁
做
好
事
、
說
好
話
、
存
好
心
﹂
之
三
好
運
動
，
鼓
勵
台
灣
大
專
校
院
、
高
中

職
乃
至
國
中
、
小
各
級
學
校
所
推
行
之
三
好
友
善
校
園
實
踐
為
例
，
其
目
的
在
於
藉
由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
做
好
事
、
說
好
話
、
存
好
心
﹂
，
以
落
實
教
化
人
心
、
人
間
行
善
，
具
體
證
成
人
間
佛
教
推
行
生
命

教
育
的
慈
悲
行
願
。
又
，
作
為
佛
光
山
寺
所
創
辦
的
系
統
大
學
之
一
的
南
華
大
學
，
連
續
三
年
皆
入
選

為
三
好
友
善
校
園
的
實
踐
學
校
，
不
但
獲
評
選
為
﹁
整
體
績
優
獎
﹂
、
﹁
推
廣
優
質
獎
﹂
與
成
果
分
享

典
範
學
校
，
而
且
積
極
發
揮
大
手
牽
小
手
的
橫
向
整
合
力
量
，
與
福
樂
國
小
、
育
人
國
小
、
僑
平
國

小
、
秀
林
小
學
、
林
森
國
小
、
龍
港
國
小
、
貴
林
國
小
、
志
航
國
小
、
民
和
國
小
、
隙
頂
國
小
、
來
吉

國
小
、
山
美
國
小
、
新
港
國
中
、
六
嘉
國
中
等
多
所
學
校
，
建
立
﹁
嘉
言
義
行
心
校
園
﹂
，
將
﹁
做
好

事
、
說
好
話
、
存
好
心
﹂
的
三
好
精
神
具
體
落
實
與
推
廣
。
三
好
友
善
運
動
必
須
從
每
一
實
存
個
體
之

身
行
、
口
說
與
存
心
，
乃
至
發
願
進
行
如
實
的
觀
照
與
實
踐
，
此
即
充
分
地
顯
現
三
好
友
善
運
動
與
身



從
星
雲
大
師
對
於
人
間
佛
教
的
體
認
談
人
間
佛
教
的
生
命
教
育

163

心
靈
整
體
存
在
息
息
相
關
，
蘊
含
了
人
間
佛
教
對
於
具
體
存
在
之
生
命
關
懷
，
同
時
亦
提
供
了
真
實
生

命
品
德
涵
養
的
教
育
方
法
與
實
踐
之
道
。

星
雲
大
師
在
︿
修
行
的
真
義
﹀
中
，
亦
明
白
開
示
佛
教
於
世
間
的
人
間
性
：
﹁
不
須
離
世
求
道
，

在
世
俗
人
間
，
講
經
弘
法
是
修
行
，
服
務
大
眾
是
修
行
，
福
國
利
民
是
修
行
，
五
戒
十
善
是
修
行
，
正

見
正
信
是
修
行
，
結
緣
布
施
是
修
行
，
慈
悲
喜
捨
是
修
行
，
四
弘
誓
願
是
修
行
。
人
間
的
佛
陀
，
不
捨

棄
一
個
眾
生
；
人
間
的
佛
教
，
不
捨
棄
一
點
世
法
。
我
們
認
為
：
乃
至
行
住
坐
臥
，
揚
眉
瞬
目
、
舉
心

動
念
、
示
教
利
喜
…
…
哪
一
樣
不
是
修
行
？
﹂
︵
︽
往
事
百
語
︾
第
六
冊
︶
正
因
為
行
住
坐
臥
皆
可
顯

現
人
間
佛
教
的
生
命
體
證
，
此
中
的
修
行
實
踐
歷
程
即
蘊
含
了
無
限
的
生
命
教
育
義
涵
。

綜
攝
而
言
，
星
雲
大
師
認
為
，
人
間
佛
教
是
要
用
佛
法
來
淨
化
我
們
的
思
想
，
用
正
道
來
規
畫
我

們
的
生
活
。
人
間
佛
教
就
是
要
吾
人
重
視
生
活
的
樂
趣
、
擁
有
淨
化
的
財
富
、
享
受
正
當
的
娛
樂
、
胸

懷
慈
悲
的
處
事
，
也
就
是
要
把
佛
法
落
實
在
人
間
；
凡
是
有
助
於
生
活
美
滿
、
家
庭
幸
福
的
，
都
是
人

間
佛
教
。
︵
︽
星
雲
模
式
的
人
間
佛
教
︾
︶
因
此
不
難
看
出
，
星
雲
大
師
對
於
人
間
佛
教
的
體
認
，
具

體
而
微
地
含
具
了
人
間
佛
教
的
生
命
教
育
。



皈
依
三
寶
，

即
皈
依
人
人
本
有
的
佛
性
，
是
民
主
的
精
神
；

受
持
五
戒
，
對
人
尊
重
不
侵
犯
，
是
自
由
的
意
義
；

尊
重
眾
生
都
有
成
佛
的
可
能
，
就
是
平
等
的
主
張
。

 

｜
人
間
佛
教
語
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