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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燈無盡：星雲大師開創人間佛教實踐新紀元 

 

李四龍 

北京大學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長 

 

星雲大師以其畢生的努力，率領自己的弟子和廣大信眾，不僅使佛光山從

一座原先普通的荒山變成享譽世界的名山，也使佛光山成為中國傳統佛教實現

現代轉型的成功典範，為漢傳佛教在當今國際社會贏得廣泛的認同和稱讚。這

位開創了當代中國佛教新范式的大師，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遺產。 

《星雲大師全集》（增訂版）已有 395 冊 4000 余萬字，記錄了人間佛教當

代實踐的心路歷程，是我們研究當代中國佛教的思想寶庫。這次出版的《星雲

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以下簡稱《傳燈錄》），是大師弟子們經過兩年細緻整理

和研究的成果。慈惠法師在序中說，編纂該書的目的是“從師父四千多萬字的

著作中，系統性歸納其思想，使大眾在閱讀時能提綱挈領，深入理解人間佛教

的精髓。”《傳燈錄》的問世，標誌著我們對大師精神遺產的理解往前邁進了

一大步。尤其是對大師人間佛教思想體系和實踐模式的把握，《傳燈錄》達到前

所未有的研究高度，具體表現為對大師精神遺產論述的全面性、系統性和深入

性。 

 

一、大師人間佛教實踐模式的全面論述 

《傳燈錄》分三冊共十章。前三章為上冊，包括：第一章“系統建構人間

佛教的理論體系”，第二章“深廣推進人間佛教實踐層面的建設事業”，第三

章“大力推動現代人間佛教的僧團建設”。第四章到第八章為中冊，包括：第

四章“大力推動信眾在人間佛教中的地位與作用”，第五章“對全體佛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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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與信仰的整合”，第六章“成功實現佛教現代化的重大轉型”，第七章

“推進佛教國際化的大幅拓展”，第八章“積極推動兩岸佛教交流與兩岸和

平”。最後兩章為下冊，包括：第九章“為現代臺灣佛教的發展探索出路和方

向”，第十章“指導現代人生活的修行方法”。 

十章內容全面反映大師人間佛教的實踐模式，彼此邏輯關係清晰，上冊重

點闡釋大師人間佛教的理念，中冊論述大師人間佛教實踐舉得成功的五個重要

因素，下冊總結大師人間佛教在日常生活裡的修行法門。從思想體系到實踐模

式，再到日常修行，《傳燈錄》對大師人間佛教做出了全面論述，而且，每一部

分的論述和總結很系統很全面。茲以第十章為例，總結了人間佛教“一理三行”

的日常修行體系。 

該章首先論述“人間佛教的修行理念”，提出“生活即修行”、“修行要

修心”，這是人間佛教日常修行體系的“理”。該章又將日常修行分為宗教生

活、道德生活和人間生活三個方面，並作具體引導，概括為三種“人間佛教修

行法門”。宗教生活的修行總結了十六條：念佛共修（三根普被的修行）、禪淨

共修（修行的兩大主流）、參禪修定（人間生活禪）、讀經閱藏（開發內在寶藏）、

抄經修持（憶持佛法道理）、行腳參訪（親近善知識）、朝山禮佛（表達虔敬求

法的修行）、假日修道會（寓修行於休閒）、八關齋戒會（斷惡修善的法門）、五

戒菩薩戒會（持戒非束縛而是自由）、短期出家修道會（引發正見與信心）、萬

緣水陸法會（平等供養）、大悲懺法會（開發內在的慈悲）、慶祝三寶節（實踐

佛菩薩普濟精神）、信徒香會（信仰的傳承）、佛學講座（佛法如良藥）。道德生

活的修行總結了六條：三好（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四給（主張“以眾為

我”）、五和（“和”成為普世價值）、七誡（自我革新）、慈悲愛心人、人間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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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治心百法”。人間生活的修行總結了十四條：佛光四句偈（自利利他的修

行）、十修歌（把人做好的修行）、佛光三昧修持法（融攝一切菩提願行）、生活

律儀百事（將戒律融入現代生活）、密行百事（心中有佛是密行的真義）、佛教

新戒條（契合時代的生活戒規）、《佛光菜根譚》（應世的智慧）、《迷悟之間》

（轉迷為悟的秘訣）、《佛光祈願文》（祈願的修行）、人間音緣（法音宣流）、婦

女法座會（以法聚會）、義工講習會、人間佛教讀書會、每日自課。 

佛教是一個注重個人“解行相扶”的實踐型宗教，尤其是禪法的修持需要

曆緣對境，無住生心。“一理三行”的日常修行，體現了禪宗“持平常心”的

踐履工夫。 

二、大師人間佛教思想體系的系統論述 

人間佛教思想體系是當代人間佛教傳承和發展的內核，《傳燈錄》對大師的

人間佛教思想做出了系統論述，開篇第一章即“系統建構人間佛教的理論體

系”，從四個方面論述人間佛教的本質。 

首先是從“佛法內涵”界定人間佛教的本質，闡釋人間佛教的佛陀觀、教

義觀和佛性思想。大師曾經反思，信佛教的中國人為什麼不怎麼提教主釋迦牟

尼佛？自宋元明清以來，佛教已深深融入中國文化，形成“家家阿彌陀，戶戶

觀世音”的民眾信仰，信仰重心是將希望寄託于來世，期待諸佛菩薩的庇佑，

而忽視佛陀教法中以“法”為中心及自力修行的根本精神。大師的佛陀觀，就

是反復強調“佛由人成”，強調“依自不依他”。這是符合禪宗本意的主張，

是對傳統佛法的回歸。大師的人間佛教使傳統的中國佛教實現了現代轉型，但

這不是刻意迎合現代人的需求，而是恰當的引導，在很多時候大師引導信眾回

歸佛陀的本懷，有些像新儒家所說的“返本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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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燈錄》隨後從“佛法形式”界定人間佛教的本質，從四個方面強調人

間佛教的現代轉型：“修行方式”，突出人間佛教從傳統修持到“自我承擔”

的生活實踐；“弘法方式”，突出人間佛教現代化的佛化事業；“傳播方式”，

展現人間佛教從地區化到全球化的佛教傳播；“講說方式”，關注契理契機的

佛法新解。第三是從“佛法智慧”界定人間佛教的本質，列舉了“善巧方便的

智慧”、“圓融的智慧”和“人間淨土的智慧”三種智慧，強調“現實即是淨

土”，引導信眾關注、轉化現實生活。最後是從定義入手凝練人間佛教的本質，

詮釋大師對“人間佛教”的經典定義，“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

凡有助於增進幸福人生的教法，都是人間佛教”。《傳燈錄》解釋說，人間佛教

的教義就是佛說的，“人要的”是指“合乎人性人心需要”，“淨化的”是指

“自覺與行佛”，“善美的”是指“建設現世人間淨土”。 

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既源於他對漢譯佛典的深刻領悟，更來自他矢志不

渝的人間佛教實踐悲願。1967年 5月 16日，大師于高雄大樹鄉麻竹園開創佛光

山，樹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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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宗旨，立下“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四大工

作信條，並以《佛光四句偈》“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結緣利人天，禪淨戒行

平等忍，慚愧感恩大願心”作為日常奉行圭臬。在知行合一的弘法實踐中，大

師逐漸形成了他的人間佛教思想體系。《傳燈錄》上冊對此做出了系統的概括和

總結，必將成為人間佛教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資料。 

三、大師人間佛教制度創新的深入論述 

大師人間佛教實踐裡極重要的一環，是他的制度創新。他融古匯今親撰

《佛光山清規》，制訂規章制度。《傳燈錄》第三章專門論述大師推動現代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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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僧團建設，將大師創建現代僧團的歷程分為三個階段：宜蘭雷音寺時期、

高雄壽山寺時期、佛光山時期。《傳燈錄》將大師創建現代僧團的重大成就概括

為六個方面：建設人間佛教現代化的僧團模式；立足“制度”，造就現代僧團

典範；建構僧伽教育體系與佛光山全球事業的共構藍圖；重視“文教”，重塑

僧人的正面形象；四眾弟子共修模式；從地域到全球化佈局。大師對現代僧團

的基本定位，是要建立人間佛教的道場，形成面向全球的弘法模式，強化對僧

團的現代管理。 

我們從中清晰地看到大師對佛教制度的創新意識。當今社會對佛教商業化

現象屢有批評，但佛光山在這方面從未引發社會非議。相對於其他宗教，佛教

為什麼經常被質疑“商業化”？這與傳統佛寺多種功能的高度混合有關。佛寺

不僅是面向信眾講經說法的道場，也是僧團生活的場所，更是僧人學習受教育

的學校。作為一個複雜的社會基層組織，佛寺的存在需要大量資金。西方宗教

有比較完備的教會，實際上承擔了資金籌措和人事管理的職能。但在傳統佛寺，

人事、資金、教育、佈道、生活等多種功能雜糅混合，全由佛寺自己解決。中

國佛教的現代轉型，關鍵之處是要將傳統佛寺的多種功能進行有效分離，特別

是人事管理和資金管理要有相對獨立性，和佛寺最基本的僧人生活功能和弘法

功能有所區分，再將僧教育從佛寺獨立出來，興辦新式學校。佛光山開辦了多

所佛學院和佛教大學，並有獨立於各個道場的籌款機制和財務管理系統，也有

相對獨立的“宗務委員會”，負責人事安排。1964年 11月，壽山寺落成之際，

大師就確立了“民主選舉住持、制度管理寺院”的大方針。後來成立的宗務委

員會，是以民主方式選舉宗長和傳法代表。這被認為是大師在中國佛教制度史

上的一項“歷史性創舉”。大師圓寂已兩年多，佛光山各方面運行良好，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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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師生前佛教制度創新的實際成效。 

漢傳佛教近代以來始終面對各種形勢的挑戰，幸有楊文會、虛雲、太虛、

印光等前輩大師堅毅卓絕的擔當開拓，挽狂瀾於既倒，並有“人生佛教”“人

間佛教”等改革理念的提出。星雲大師率領佛光山僧團，始終堅持弘揚人間佛

教，對漢傳佛教做出契理契機的新詮釋，遵守漢傳佛教的清規戒律，還原六祖

惠能的禪學心法，實現了傳統佛教與現代社會的結合，方便善巧，圓融無礙，

開創了人間佛教實踐的新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