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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之學術詮釋與省思 

呂凱文 

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教授 

 

摘要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是一部結合理論建構與實踐歷程的宗教思想巨作，

全面記錄星雲大師推動人間佛教理念、組織建設與全球拓展的心路歷程。本文從

學術研究角度出發，透過宗教思想史、社會學與跨文化交流等觀點，系統梳理本

書所呈現的人間佛教理論體系、文化教育慈善實踐、僧信制度建設、現代化與國

際化發展策略，以及對台灣佛教轉型的深遠影響。進而指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

傳燈錄》不僅是星雲大師個人修行與弘法的總結，也是人間佛教作為當代宗教現

代化、全球化範式的重要文本，展現了宗教回應現代社會與未來挑戰的積極可能

性。 

一、前言：編年與詮釋之間的人間佛教史觀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上下中三冊）以嚴謹編輯與豐富資料，完整

呈現了星雲大師一生推動人間佛教的歷程與思想發展。此書既是對大師弘法行跡

的紀錄，也是對人間佛教理論體系與實踐模式的系統化梳理。 

    從學術角度觀察，我們認為本書有三重重要意涵：第一，作為思想史材料，

它揭示了人間佛教如何從個人理念轉化為世界性宗教運動；第二，作為宗教社會

學材料，它呈現了佛教現代化、國際化的具體策略與挑戰；第三，作為跨文化交

流材料，它記錄了佛教如何在全球多元文化語境中自我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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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並非單一大師傳記的彙編，而是構成一

套人間佛教現代轉型範式的經典文本。從這個視角切入，有助於我們理解星雲大

師如何將「人間佛教」從理論構想推動為具體而微、廣泛流傳的全球宗教現象。

以下，僅以各章重點的分析，闡釋前述的三重重要意涵。 

二、人間佛教的理論構築：思想體系的現代詮釋工程 

    第一章〈系統建構人間佛教的理論體系〉，可謂全書的思想基石。星雲大師

在此透過四個角度——佛法內涵、佛法形式、佛法智慧、佛法定義——重新界定

人間佛教的本質。此舉反映出他對佛教思想體系進行了積極的現代詮釋工程。 

    從佛法內涵界定角度來看，大師強調以「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

「善美的」作為判準，這是一種明確的正統性建構。他不僅強調佛教必須忠於佛

陀本懷，更指出佛教必須符合現代人的需要，且具備倫理淨化功能與現世建設性。

這四重界定，使人間佛教既有傳統合法性，又能展現現代意義。 

    從佛法形式角度來看，大師提出了「自我承擔」的生活實踐模式，取代了過

去「他力依賴」的修持型態；又將弘法、傳播與講說等形式現代化、全球化，反

映出宗教現代性的重要轉型特徵。 

    更進一步，從佛法智慧角度，他主張「善巧方便」與「般若智慧」不二，強

調圓融無礙與現實即淨土，這種智慧觀直接回應了當代社會「在塵不染」的精神

追求。總的來說，這一章不僅重構了人間佛教的思想骨架，也奠定了後續實踐推

展的理念基礎，展現出高度的系統性與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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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踐的人間佛教：文化、教育、慈善、共修的多元路徑 

    第二章〈深廣推進人間佛教實踐層面的建設事業〉，則展示了人間佛教從理

念到實踐的具體化過程。從學術角度來看，這四大事業——文化、教育、慈善、

共修——對應了宗教實踐的四大面向： 

1. 文化弘揚： 

星雲大師以文化為弘法之先鋒，不僅創辦《普門》、《今日佛教》等刊物，

也推動音樂、戲劇、美術等多樣媒介，實現了佛教與現代大眾文化的接軌。

文化作為宗教傳播的軟性力量，使佛教思想能夠更自然地滲透進世俗生活，

這是現代宗教傳播的重要策略。 

2. 教育培育： 

星雲大師認為「教育是佛教的未來」，因此積極推動從兒童班到大學教育

的各級教育體系。這種教育體系不僅傳授佛學知識，更重視人格陶養與社

會責任，體現了「行佛」理念的生活化與世俗化延伸。 

3. 慈善福利： 

慈善事業不再僅是個別布施行為，而成為組織化、系統化的社會服務體系。

星雲大師以慈善事業體現佛教「大悲精神」的社會延伸，使宗教倫理具體

落實於公共領域。 

4. 共修社群： 

在當代社會疏離感加劇的背景下，星雲大師推動共修活動，不僅提供心靈

寄託，也重建倫理社群，展現宗教作為「倫理共同體」的現代社會功能。 

這一章節顯示，人間佛教的實踐模式已突破傳統寺院型修行的侷限，轉向多元場

域的生活實踐，是一種典型的現代宗教生活方式（Modern Religious Life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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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僧團與信眾：教團倫理與制度形構的現代挑戰 

    第三章與第四章，則聚焦於人間佛教的組織建設——僧團與信眾的現代化轉

型。 

1. 僧團制度建設： 

星雲大師在佛光山創立現代僧團，強調「制度即信仰」的觀念，以《佛光

山清規》作為教團治理的基石，規範僧眾生活、管理與弘法。這種高度組

織化與現代化管理，回應了傳統僧團因無制度化而導致的散漫與腐敗問題。 

2. 信眾主體化： 

星雲大師提出「和信」概念，提升在家信眾地位，鼓勵其成為講師、弘法

者。信眾不再是被動聽眾，而是積極參與宗教建設的主體。此一改革具有

深遠的「宗教民主化」意涵，使佛教組織能夠更靈活地適應現代社會結構。 

透過這兩章的鋪陳，可見人間佛教不是單一的教義運動，而是一個完整的宗教組

織運動，體現了宗教社會學中「宗教組織現代化」的典型樣態。 

五、思想整合與全球化進程：人間佛教的世界布局 

    第五至第八章，探討星雲大師推動人間佛教的整合、現代化與國際化進程。 

1. 佛教整合思想： 

星雲大師強調二諦圓融、聲聞乘與菩薩乘並重、禪淨共修等，試圖整合南

北傳、大小乘佛教的教義與修行方式。這不僅是宗派調和，更是一種思想

體系的再造，展現了宏觀包容的人間佛教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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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代化理論建構： 

星雲大師的「四化」（人間化、現代化、大眾化、國際化）理念，系統化

提出佛教適應現代社會的方向，成為佛教現代化理論的重要參考範式。 

3. 國際化與本土化並進： 

在推動全球弘法過程中，星雲大師強調「走出去」與「本土化」並重，如

在美洲、歐洲、澳洲等地建寺並開展當地語言弘法，充分體現文化適應與

宗教移植的雙重策略。 

從宗教全球化理論來看，人間佛教展現了「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

典型特徵，這在當代宗教發展史上是極為少見而珍貴的案例。 

六、台灣佛教的轉型與星雲大師的啟發 

    第九章專論台灣佛教。星雲大師敏銳觀察到 1949 年後台灣佛教的困境——

宗派分歧、組織鬆散、社會影響力薄弱，因此以教育、文化、青年培育等方式推

動佛教現代化，帶動台灣佛教從邊緣走向中心。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善用淨財」、「推動佛教公共事業」的理念，

打破了佛教與現代資本社會之間的隔閡，使佛教能以合法、正向的姿態介入公共

領域。 

    此外，他也以高度包容態度對待民間信仰，透過世界神明聯誼會，建立起民

間信仰與正信佛法之間的橋樑，展現出宗教社會學所謂「柔性融合」（soft 

integration）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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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修行的日常化與倫理生活的體現 

    第十章聚焦於修行方法。星雲大師將修行落實到「日常生活」層面，提出生

活修行、道德修行、律儀修行三大類別。這不僅符合現代人時間零碎、心靈自主

的特性，也重新定義了什麼是「在家修行」的可能性。 

    例如，「三好」（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與「四給」（給人信心、歡喜、

希望、方便）等倫理規範，不僅是宗教戒律的當代表述，也是普世價值的一種具

體實踐。可以說，這一章體現了宗教倫理如何轉化為一種可操作的生活美學，是

當代佛教倫理化過程的重要典範。 

八、結語：人間佛教作為當代宗教研究的範式 

    總結而言，《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不僅記錄了一位宗教家的一生，更

建構出一個宗教思想、組織、實踐、文化與全球化策略的完整範型。從學術研究

角度看，這部作品可作為研究「當代宗教現代化與全球化」、「宗教社會實踐轉

型」、「宗教文化跨域流動」的核心文獻。在當代社會宗教逐漸邊緣化、碎片化

的趨勢中，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展現出一種能夠「以宗教倫理引導現代生活」的

力量，既是對現代性的回應，也是對未來宗教發展可能性的積極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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