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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發佈的這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是星雲大師的弟子們運用現

代的學術範式，在全面概括和系統總結星雲大師教法的基礎上，通過抉擇其精

華，提取其精髓，所形成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這部燈錄將為今後準確傳承

星雲大師的教法奠定堅實的基礎，堪稱是星雲大師圓寂之後其升堂入室的弟子

們做出的一項最為重要的戰略安排。 

首先，這部燈錄運用了現代的學術範式。中國禪宗歷來就有整理燈錄的優

良傳統，如五代時期南唐靜、筠二師整理的《祖堂集》就堪稱中國禪宗最早的

燈錄，入宋之後有《景德傳燈錄》、《天聖廣燈錄》、《建中靖國續燈錄》、《聯燈

會要》、《嘉泰普燈錄》，以及由這五部燈錄彙編而成的《五燈會元》，明代有

《續傳燈錄》、《增集續傳燈錄》、《指月錄》、《繼燈錄》、《五燈嚴統》、《續燈存

稿》等，清代有《續指月錄》、《祖燈大統》、《五燈全書》、《續燈正統》、《錦江

禪燈錄》、《黔南會燈錄》等，可謂是汗牛充棟。歷史上形成的這些燈錄有一個

共同的特點，即基本上都是對歷代祖師開悟時機緣語句的一種記錄。其優點是

形象、生動，故事性強，具有相當大定的趣味性和閱讀價值，其缺點則是過分

由於過分強調斬斷葛藤而使喝弄棒，逐漸走向神秘和不可理解的深淵，最終失

去了傳承的意義和價值。這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也許有鑑於此，更

有可能是因為處於學術昌明的當今時代，故而採用了現代學術範式，按照每章

一個專題的形式，嚴格依據節目次第展開充分而細緻的論述，大力彰顯了星雲

大師人間佛教就是通過契理契機弘揚佛陀教法從而回歸佛陀本懷的本質。 

其次，這部燈錄全面概括了大師的教法。這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

的正文共分十章。第一章概述了星雲大師從佛法內涵、形式、智慧、定義四個

角度對人間佛教的界定，第二章疏理了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文化觀、教育觀、

慈善觀、共修觀，第三章展示了星雲大師創建現代人間佛教僧團的過程、思想

和成就，第四章展現了星雲大師在這方面的實踐過程、思想內涵和歷史性成就，

第五章將星雲大師教法的特點概括為「聲望乘菩薩乘教法一體，二諦圓融同歸

佛陀本懷」、「八宗兼弘不舍一法，禪淨共修契理又契機」以及「南北傳融和發

展，同中求異異中求同」三個特點，第六章闡述了星雲大師佛教現代化思想的

形成、方法、內涵和實踐，第七章闡述了星雲大師推進佛教國際化的發展過程、

理論內涵和重大的成就貢獻，第八章展現了星雲大師在大力推動兩岸交流、融

合、和平以及促進中華文化的全球化弘揚上的努力，第九章論述了星雲大師對

臺灣佛教歷史和現狀、轉型發展以及如何對待民間信仰的觀察和思考，第十章

對星雲大師如何運用人間佛教指導當代眾生的修行進行了挖掘和整理。可以說，

與歷史上的各種燈錄主要記載祖師開悟時的機緣語句相比，這部《星雲大師人

間佛教傳燈錄》則將星雲大師波瀾壯闊的百年佛緣進行了全面的概括和論述，

其內容的豐富、理論的透徹和實踐上的指導意義是歷史上的任何一部燈錄都無



法與之相比的，因此必將成為光耀中國佛教史的一部重要經典。 

再次，這部燈錄系統總結了大師的教法。我們之所以說這部《星雲大師人

間佛教傳燈錄》是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教法的系統總結，意在顯示其各部分之

間聯繫的有機性。星雲大師世壽97歲，僧臘85年，其思想雖然一直都在變化、

發展、豐富和充實的過程之中，但實踐和弘揚人間佛教卻是其貫穿始終的一貫

之道，故在首章系統建起其人間佛教理論體系。任何理論無不來自於實踐而又

回歸於實踐，故而于次章論列人間佛教所實踐的各項事業。星雲大師人間佛教

的理論和實踐得以深入開展，全賴僧團為主體，信眾為基礎，故接下來必須對

星雲大師有關僧團和信眾的理論與實踐展開闡釋。由此形成了星雲大師人間佛

教教法的諸多特點，促成了中國佛教的重大轉型，並促成了中國佛教的國際化

發展。作為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星雲大師實踐和弘揚的人間佛教關注兩岸交

流和融和，希望兩岸和平發展，他和佛光山僧團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星雲大

師對人間佛教的弘揚和實踐雖然在國際上引起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但他的弘

法活動畢竟是立足於臺灣，故于第九章設立「為現代臺灣佛教的發展探索出路

與方向」。無論說得多麼高妙，最後都必須落實於當下的實踐，故而以「指導現

代人生活的修行方法」殿后。全書各章節之間層層遞進，環環相扣，邏輯進程

十分清晰，體現出當代學術性著作的方便善巧來。 

最後，這部燈錄是對大師教法精髓的抉擇。相比於卷帙浩繁的《星雲大師

全集》而言，這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可謂短小精當，是從星雲大師

一生行誼和浩瀚著述中抉擇出來的精髓。2017 年 5 月由臺灣佛光山出版的《星

雲大師全集》365 冊，分為經義、人間佛教論叢、教科書、講演集、文叢、傳

記、書信、日記、佛光山系列、佛光山行事圖影、書法、附錄等 12 大類，多達

3000 多萬字。2019 年 6 月由大陸中國國際出版集團新星出版社出版的《星雲大

師全集》108 卷，也是分為經義、論叢、教科書、演講集、文叢、傳記、書信、

日記、佛光山、年譜、影譜、附錄等 12 大類，更是多達 4000 多萬字。不要說

一般的佛教信眾了，即便是佛光山弟子，獲得、通讀、研究並保存這麼一整套

的《星雲大師全集》，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這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

燈錄》論篇幅只有《星雲大師全集》的百分之一，但卻是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

思想和實踐的全面概括和系統總結，故而我們謂之為佛光山弟子運用現代學術

範式，通過現代化的學術論證，從《星雲大師全集》之中抉擇出來的精髓。 

星雲大師住世之時，佛光山弟子們可以在大師的引導下修持佛法，化導人

間。星雲大師圓寂之後，弟子們應依何而修持？佛光山應如何發展？就成為擺

在每一個佛光山人面前的重大問題。如今，佛光山宗委會發佈了這部《星雲大

師人間佛教傳燈錄》，為佛光山弟子的修持和佛光山未來的發展指明了前進的方

向，故而我們認為這是星雲大師圓寂之後諸位升堂入室的長老弟子們做出的最

為重要的戰略安排和戰略部署，其意義無論如何估量都不過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