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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人間佛教的千盞萬盞燈 

李瑞騰 

中央大學人文藝術中心主任 

 

  燈以照明，暗夜裡點起一盞燈，則光可照亮四界，看得見前路。佛教以燈象

徵智慧，因智慧能讓眾生獲得解脫，故「傳燈」即「傳法」，傳智慧與慈悲的心

燈，是心傳心；法脈也因此輾轉相傳而不絕，如燈火相續而不滅。符芝瑛三十

年前撰《傳燈——星雲大師傳》（台北：天下文化，1995年 1月）之命意，即

傳此星雲智慧之燈。 

  星雲大師曾為符著撰序，題為〈燈燈相續照大千〉，謂此書「希望能為佛教徒

提供一條學佛修行之道，更希望以我的心路歷程、人生經驗奉獻給社會大眾，

互勉互勵，一同來息滅紅塵的喧嚷紛爭，點亮眾人的心燈，建立歡喜融合的人

間淨土。」在《星雲說喻》中有〈傳燈老人〉一文，他說：「所謂「傳燈」，意

思就是一燈傳百燈、百燈傳千燈、千燈傳萬燈，燈燈相傳，燈燈無盡。例如，

佛陀傳法給大迦葉，大迦葉之後，代代相傳，就傳到了二十八祖達摩祖師。後

來，達摩祖師東來中國，又傳給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

六祖惠能……，如此燈燈相續。」厥意甚明。 

  此外，他更擴大來說，「其實，人人也都可以傳燈」，「傳燈是傳一個歷史，傳

燈是傳一個美好的內涵。」在文化上，用於理念、理想和知識之傳承，如林清

玄《傳燈》（台北：九歌出版社，1990年 9月），寫臺灣民間藝人和藝術家之創

作與人生；季劍青和張春田合編《傳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1

月），則盡是人文學科著名學者；楊渡《暗夜傳燈人》（台北：時報出版公司，

2024年 5月），寫的是臺灣學界精英和文化人，特別是有一些渡海來臺。各篇

的文體都是散文，有報導性和傳記性，廣義來說，都可以稱為「傳燈錄」。 

  而使用「傳燈錄」最早的是《景德傳燈錄》（簡稱《傳燈錄》），那是一部非常

重要的禪宗史書，北宋景德年間道原禪師所編，即取「燈能照暗」、「禪宗謂法

系相承，猶如燈火展轉相承，師資正法永不斷絕」之意，故以「傳燈錄」為

名。「全書記述自過去七佛經西天諸祖、東土六祖，至法眼文益法嗣的禪宗傳法

世系，計五十二世一千七百零一人的機緣語句，號稱『一千七百則公案』。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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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附有語錄者九百五十一人。」（《星雲大師全集．教科書．佛教叢書 5．經

典 3》，頁 157–158） 

  其後，歷代之禅宗史傳，亦多援引其例而續作，如宋代之《天聖廣燈錄》、

《聯燈會要》、《建中靖國續燈錄》、《嘉泰普燈錄》、《五燈會元》，明代之《五燈

嚴統》、《續傳燈錄》、《繼燈錄》、《禅燈世譜》，清代之《五燈全書》、《續燈正

統》、《錦江禅燈》、《黔南會燈錄》、《續燈存稿》等。 

  星雲大師將《景德傳燈錄》列於「祖師著作」，別出於「經典之部」。我們知

道，星雲大師為傳臨濟正宗第四十八代，南京棲霞中興第五代，來臺創立佛光

山寺，是為佛光第一代。臨濟宗是漢傳佛教禪宗南宗五個主要流派之一，故佛

光山傳禪宗法脈，《景德傳燈錄》為禪宗傳法世系專著，今承續此法脈之《星雲

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編成，用「傳燈錄」命名，以示不忘根本。然星雲大師

在二十世紀的臺灣，開佛光山寺，秉持佛制，銳意革新，創意弘法，終使得

「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最重要的關鍵是，他揭櫫佛陀本懷，通

過實踐，建構了人間佛教。 

  這就是我們想要知道的：他傳什麼「燈」？怎麼「傳」的？而這書又是怎麼

「錄」的？我想，讀過書前各篇的人，一定能了解，它們包括：編輯序〈以師

心為己心，以師志為己志〉、佛光山開山寮法堂書記室提供的〈傳臨濟正宗第四

十八世佛光山開山祖師星雲大師行狀〉、佛光山宗長心保和尚的〈序一：人間佛

教，傳燈萬方〉、佛光山開山寮特助慈惠法師的〈序二：人間佛教的弘揚是繼承

佛陀的本懷〉、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研究室主任程恭讓教授的〈總論──星雲

大師是現代人間佛教的一座燈塔〉。書凡十章，原為程教授研究星雲大師人間佛

教所得，有理論，有體系。 

所以說，星雲大師傳什麼燈？那正是人間佛教的千盞萬盞燈；怎麼傳的？那就

星雲大師所訂的開山四大宗旨（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

利社會、以共修進化人心），特別是與時俱進的以文化弘揚佛法（文藝化、電影

化、人間化、國際化）。 

至於說，為何以及如何而錄？佛光山由星雲大師開啟的「文字—文學—文化」

傳統，一直有強大的出版體系為其後盾，大師圓寂之際即宣告增訂成 395冊的

《星雲大師全集》乃其法身舍利；圓寂百日即有《星雲大師的身教與言教：弟

子如是說》（臺北：天下文化、佛光文化，2023年 5月），圓寂周年更續出卷二

https://www.wikiwand.com/zh-tw/articles/%E6%BC%A2%E5%82%B3%E4%BD%9B%E6%95%99
https://www.wikiwand.com/zh-tw/articles/%E7%A6%85%E5%AE%97
https://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24073
https://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24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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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天下文化、香海文化，2023年 12月）；今又出版《星雲大師人間佛教

傳燈錄》三巨冊，盡現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之精華，體大而慮周。 

《星雲大師全集》卷帙浩繁，一般人只能精選或隨意閱讀，今在學者規劃、長

老指導下，徒眾組成的編寫團隊，舉其綱、撮其要，然後宗委會在「傳燈」的

終極目標下認可出版，則此書可供奉於宗祖殿，佛光人必置諸几案，隨時讀

之，與大師交心。 

我以為書既以「傳燈」為名，應更嚴肅面對，各章宜有專業論辯，或可辦理論

壇，詳加研討，逐漸使之正典化；此外，為廣泛流傳，及方便信眾閱讀，可以

考慮節編精簡版、出版普及本，甚至編印適合兒童閱讀的漫畫本和繪本等。 

 

（本文作者為中央大學人文藝術中心主任、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評議委員會主

任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