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佇見星雲大師弘揚的人間佛教慧燈永續 

——寫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新書發佈之際 

 

洪修平 
南京大學南雍學者特任講座教授、南京大學東方哲學與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星雲大師一生以深厚的佛學功力、特有的思想智慧、宏偉的弘法願力和廣

大的慈悲之心，來弘揚佛陀之教，尤其是以“人間佛教”、“生活佛教”為宗

旨，抱著“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的弘願，教化十方，足跡遍佈

五大洲，在一生中留下了無比豐贍的思想文化遺產！今天發佈的新書《星雲大

師人間佛教傳燈錄》以濃縮精要的方式展示了星雲大師弘揚“人間佛教”的思

想與實踐，讀之令人心生崇敬！下面結合我自己的親身經歷和佛學研究談一點

體會。 

20世紀 90年代第一次在江蘇南京見到星雲大師時，大師正值年富力強，充

滿著弘揚人間佛教的開拓精神和雄心壯志。我也由此得知，星雲大師年輕時從

大陸到臺灣弘法，自六七十年代以來，就立足臺灣，面向世界，在文化交流互

鑒中，一手開創了以高雄佛光山寺為總本山的佛光山道場，作為弘揚人間佛教

的新型佛教團體，更是以面向現代社會和人生為主要特徵，由此心生敬佩。 

如今，星雲大師創建的臺灣佛光山，經過五十九周年的持續發展，在弘法

實踐中，寺院道場已遍佈世界五大洲，將佛陀的慈悲和人間佛教思想傳播到世

界各地，影響深遠，惠澤全球。遍佈世界各地的佛光山道場都以“給人信心、

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來接引信眾，定期舉辦各種法會和豐富多彩

的文化活動，充分展示了佛光山將人間佛教的理念落實為具體的實踐，其對佛

教人間化、生活化、通俗化、現代化的積極推進，成為在當代社會情境下振興

佛教並發揮人間佛教對社會人生積極作用的成功典範。 

我在過去歲月裡，不僅多次應邀到臺灣佛光山開會參訪，拜見星雲大師，

而且還在出國訪問期間，專程訪問過美國佛光山西來寺、佛光山紐約道場、波

士頓三佛中心、法國巴黎佛光山法華禪寺等，所到之處，深深感受到星雲大師

所弘揚的人間佛教所提倡的“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增進人類幸

福”的思想所具有的啟人思考、引人向善的感人魅力。尤其是 2017 年，我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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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佛光山參加“第五屆人間佛教座談會”時，當時已是 90 歲高齡的星雲大師坐

著輪椅先後四次到會場來看望大家，與大家親切交談並做重要開示，還與大家

握手、拍照，此情此景，令人難忘。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新書發佈

之際回憶至此，更加為大師的慈悲精神所感動。 

今天發佈的新書《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是對大師精神的最好紀念，

也是對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最好傳承。它既體現了佛光人對大師遺教的尊崇與

繼承，也是當下社會和大眾對人間佛教有需求的一個側面。《星雲大師人間佛

教傳燈錄》的出版，是眾多善緣和合的結果。 

首先，有星雲大師及其開創的佛光山，在大力提倡、推動幷實踐人間佛教

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就，大大推進了人間佛教的理論和實踐，留下了寶貴的精

神遺產。在星雲大師去世兩年後，令人欣慰的是，佛光弟子們秉持著“以師心

為己心，以師志為己志”的弘願，繼承“佛教靠我，以教為命”的使命，在世

界各地積極推動與弘揚人間佛教，以永續大師傳承佛陀本懷的人間佛教，使法

燈長明。正如佛光山宗長心保法師所說：此書的出版“為讀者提供理解《星雲

大師全集》的門徑，而得以系統掌握大師思想，進一步體悟人間佛教的精髓。”

（第 11頁） 

其次，有慈惠法師的帶領和指導。慈惠法師說：“師父圓寂後，其他事情

可以不做，這件事情一定要做，效法先賢大德尊者在佛陀涅槃後做教法的結集

整理。”（第 7 頁）慈惠法師是我非常尊敬的長者，每次見到她都給我留下慈

祥和智慧的深刻印象。現在她以九十二歲高齡，組織編撰團隊，每月主持編撰

會議，傾聽編撰者的報告，帶領大家進行討論，並以自己幾十年來親身跟隨大

師弘法的實踐為依據來確立《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的編撰宗旨和主要內

容，真是令人感動！這也是佛光山“傳燈”精神的一種生動體現。 

第三，由程恭讓教授擔任總編輯和學術指導。程恭讓教授近年來一直以人

間佛教為自己學術研究的重要方向，成績卓著。在這次編撰過程中，更是以其

多年的積累和深厚的佛學為功底，尤其是在編撰過程中提出“星雲大師推動人

間佛教十大貢獻”，並將之作為編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的方向與原

則，起到了提綱挈領的作用，使本來內容豐富的《星雲大師全集》以“傳燈錄”

為名聚焦為人間佛教發展的十大面向，使讀者能更方便快捷地閱讀理解《星雲

大師全集》，領略星雲大師一生弘揚人間佛教的慈悲精神和思想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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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有編輯團隊成員的齊心協力。編輯團隊成員“以師心為己心，以師

志為己志”，在編輯過程中為提煉大師思想的重點，在做好各自本職工作的同

時，經常相聚反復討論編撰方案，在統一認識後，以兩年時間編成《星雲大師

人間佛教傳燈錄》三冊，由佛光山宗務委員會發行出版，這才使我們今天得以

相聚，共同參加新書發佈會。 

從《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中可見，20 世紀以來，星雲大師抱著“回

歸佛陀本懷”的志向，“一生致力人間佛教的弘揚，對於佛教的制度化、現代

化、人間化、未來化、國際化的發展，厥功甚偉”（第 9 頁），使人間佛教能

夠以慈悲、智慧開創出當代佛教的新局面，在廣泛傳播中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  

第一，以自利利他，實現人間淨土，作為推動新型佛教團體和佛教文化事

業發展的宗旨。星雲大師所開創的以佛光山為代表的人間佛教，以面向現代社

會和人生為主要特徵，不僅在中國佛教理論上得到了充分的論證和肯定，而且

成為一種實實在在的具體實踐傳播於世界各地。 

第二，重新構建適應當代社會發展需要的一代時教。星雲大師既以“回歸

佛陀本懷”為志向，又通過研讀佛經，重新審視佛陀當年教法之本義，通過現

代語言，將佛陀當年在開示與教化中提出的“五戒十善”、“隨緣任運”、

“佛性平等”等觀念，落實到當代人的現實生活中，使現代人都能理解並接受

的“人間佛教”的“真義”，成為指導現代人生活的修行方法，給人以信心、

歡喜、希望和方便，成為當代人喜愛的一種佛教思想文化。 

第三，以佛光山為代表的人間佛教，在當代以一種全新的模式推進著佛教

中國化進程的發展，推動著海峽兩岸佛教文化的交流，也將推進佛教堅持中國

化方向的未來走向新的輝煌，尤其是在加強對中華文化認同及與其他文明交流

互鑒中對世界佛教和人類文明做出新的貢獻。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全方位地展現了星雲大師一生的弘法功績，

並以“推動人間佛教十大貢獻”為綱，將星雲大師“以‘文化弘揚佛法、教育

培養人才、慈善福利社會、共修淨化人心’四大宗旨，建立起一套菩薩行的弘

法與修學實踐體系，推進佛法生活化、人間化、大眾化，讓人間佛教在全球每

一個角落，綻放出佛法的光芒”（第 11 頁）的佛光山文化傳統概要地體現了出

來，既表達了對星雲大師的無盡懷念，更呈現了繼承星雲大師遺志的堅定誓願。

因此，新書能夠在大師圓寂二周年暨佛光山開山五十九周年之際出版發行，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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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意義殊勝，值得慶賀！ 

大師雖往，佇見慧燈永續！ 

 

作者洪修平，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學“南雍學者”特任

講座教授，南京大學東方哲學與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哲學學院教授、博士

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