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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人間佛教的新氣象

李利安

（西北大學佛教研究所所長）

作為當代世界佛教領域內的一個新興團體，星雲大師創立的佛光

山以其全新的氣象而受到整個世界的矚目。尤其是大師近來的《貧僧

有話要說》，以輕鬆的語言和生動的事實再次系統地展現了這種新氣

象。感受和理解這種新氣象，可以通過內在和外在兩重形態共六種要

素進行觀察。

一、從內在形態來看：佛光山在佛學理論、修道軌則、精神氣

質等三個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這是佛光山僧團的內在特質之所在，

是佛光山其他各種外在要素得以存在的內在支撐和發展壯大的根本動

力。

（一）星雲大師的佛學思想是佛光山的靈魂。這種思想的最大特

色，就是在繼承佛陀本懷的前提下，面對佛教傳統與現代社會潮流之

間的隔閡，迎接全球化時代空前激烈的文化挑戰，主動進行自我調整

與轉型，呈現出理性化、生活化、陽光化、通俗化的趨向。

所謂理性化，這是近代全球宗教的一種重要發展趨勢，是面對科

學理性成為人類思想主流的背景下的一種自我調整。宗教的理性化不

同於科學的理性化，星雲大師遵循佛法的根本精神，即智慧與慈悲的

精神，在尊重所有佛教思想遺產的同時，以悲智雙運的菩薩胸懷，宣

導積極入世、福慧雙修這一根本旨趣，強調心靈的淨化和心性的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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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在充滿神祕的傳統佛教

氛圍中，開闢出一條面對現實、勇於擔當、既清爽明亮、又自信自尊

的佛學理路來，呈現出明顯的理性化色彩。

所謂生活化，就是突破了學理的層面，面對現實的人及其現實的

生活，解釋人心，應對人心；解釋苦樂，應對苦樂。在直面生活中提

升生活；在提升生活中實現理論的價值，不再於哲學和邏輯當中周旋，

不再於概念的辨析與論證中自我沉醉。星雲大師將全部的注意力都投

放在最實在的日常生活中來，他對人心的觀察準確到位，對世道問題

的把握清晰明瞭。他提出的解析之理與解脫之路更是直契生活，直接

起效，體現了菩薩救世的一片悲心。

所謂陽光化，就是告別傳統佛教當中普遍存在的苦難渲染，關注

快樂的生活，具有積極的、正面的、向上的氣象，呈現出喜樂化的佛

學趨向，傳遞給信眾樂觀向上、勇敢無畏、輕鬆活潑、祥和溫馨的信

息。

所謂通俗化，就是告別理論之高深，打破理論與生活之間的阻隔，

徹底克服理論脫離民眾的怪相，要使佛法的智慧從艱澀的理論包裹中

掙脫出來，從深奧的哲學範疇轉變為簡單明瞭的心語，直接而酣暢地

滋潤信眾的心田。這是一件極其偉大的事，也是一件極其艱難的事，

非得有大智慧和大慈悲的人才可以做到。星雲大師勇敢地承擔起這個

使命，使兩千多年來讓無數人望而生畏、學而生厭的佛教理論成為一

種輕鬆愉悅的智慧啟迪，使佛教的學說真正回歸了佛陀的本懷。

（二）星雲大師宣導和推行的修道軌則也具有強烈的個性。在尊

重傳統的基礎上，大師更加強調新的修行方法與新的教規。這些新方

法與新教規告別了古板而神祕的定制，程式的繁冗與禮儀的嚴格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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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修行的清朗與方法的便捷；懲戒的森嚴與恐怖也轉向了積極宣導的

輕鬆與快樂。

他說，「要依照傳統的戒律、戒條，佛教勢難在人間各種社會裡

面發展」，與此同時，「現在佛教也不只是寺院了，佛化家庭之外，

學校、機關、社會、國家，都需要人間佛教給予引導」。因此，大師

在創建佛光山之初，也曾經訂過《怎樣做個佛光人》，總共十八講；

他還為佛光山教團制訂了《徒眾手冊》。最近連續公諸於世的《貧僧

有話要說》系列宏論中再次進行補充說明，強調「十要十不要」，從

正常吃早飯、有表情回應、能提拔後學、能推薦好人、肯讚歎別人，

到能學習忍辱、能長養慈悲、有道德勇氣、能知道慚愧、能守時守信

等等，都是實際而具體的生活化戒條，而早已為天下所共知的「做好

事、說好話、存好心」的三好準則更是既明瞭，又實用。

佛光山的教規不但突破了寺院的範圍，拓展到整個社會領域，而

且大膽超越傳統的藩籬，完全與現代生活接軌。這種改革是要有勇氣

與膽略的，也是要有資格和智慧的。

（三）星雲大師指導下的信眾修行體驗與心理氣質也別有滋味，

且自成情趣，風範感人。大師德高望重，具有領袖的感召力，儘管沒

有被神化，但信眾對大師的崇敬與皈依成為佛光僧團富有生命力的重

要因素。 

佛光山作為一個獨立的宗教團體，僧俗共處，四眾和合，大家對

本團體的高度認同感與皈依感，以及由此形成的凝聚力又進一步激發

大眾的歸屬感，佛光人的自覺、自信、自豪、自尊成為信眾精神世界

的重要支撐。另外，在這個群體裡，神祕體驗和神祕力量以及神祕境

界等既不是大家追求的目標，也不是大家關注和依賴的對象，強調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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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體驗，強調心靈淨化，強調覺知之力，強調自立自為，這種積極的、

正面的、陽光的心理特徵一改傳統佛教中常見的低沉、苦楚、哀怨、

悲切、緊張、出離等負面心態，樹立了一種自信、快樂、活潑的人生

姿態。由此進一步積澱的熱情、溫和、大度、包容、惜緣、奉獻等精

神品質則成為佛光人接人待物的基本情懷。佛光人以其特色鮮明的精

神氣質滋養著自身，也感染著世人。

二、從外在形態來看：佛光山在信眾組織、場所、活動等三個方

面也有自己的特色，這是佛光山作為一個宗教實體而呈現於外的三大

要素，是直接支撐和實踐其佛教理想的主要載體。

（一）星雲大師領導下的佛光山這一團體，立足台灣，輻射全球，

以既有機統一、又多姿多彩的形式，架構起遍布全球的組織體系。這

一龐大的組織體系也一改中國佛教的固有模式，呈現出包容、平等、

民主、獨立、開放等特色，無論在範圍和規模上，還是在管理模式與

運行體制上，都具有明顯的現代化和國際化特徵。

佛教信眾由四大部分組成，其中出家二眾為比丘和比丘尼，在家

二眾為男女居士。在傳統佛教當中，僧俗兩類信眾的關係是僧主俗從，

二者之間存在巨大的分野。僧人住在寺院，居士分散於社會。寺院作

為佛教的第一載體，本來是最具凝聚力的地方，可是傳統寺院由家長

制主導，僧職體制主要為寺院內部的生活和修行而設立。與此同時，

寺務只能由僧人進行管理和運營，居士完全被排斥在寺院體制之外。

而居士在社會當中也一般沒有自己的組織，處於一盤散沙狀態。尤為

重要的是，傳統的佛教組織缺乏獨立性，在政教關係的大局中受到政

治力量的巨大制約，難以實現自主自立。

而星雲大師領導下的佛光山，無論是各個寺院和各種機構，還是

佛光山人間佛教的新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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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小小各種門類的團體，尤其是國際佛光會，不但突破了家長制的

局限和僧團的範圍，實現了四眾的共同參與，而且在現代化進程中告

別了舊有的體制，在政教分離的基本原則下，實現了獨立自主，同時

超越原來的管理模式，實現了民主決策與民主監督，這是兩千年來中

國佛教從未有過的一種突破。社會大眾的廣泛參與，僧俗四眾的平等

共處，去官方化的自由自在，民主管理的公平合理，所有這一切，使

佛光山成為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充滿活力的佛教組織。

（二）星雲大師主導下的道場建設既突破了佛菩薩供奉地的局限，

也超越了傳統寺院的範圍，既具有人性化的特徵，也具有開放性的氣

魄。中國傳統佛教寺院的殿堂主要是用來供奉佛菩薩的，各種造像以

及莊嚴和供養等基本占據了殿堂的絕大部分空間，只能滿足僧眾的法

事活動和信眾上香禮拜的需求，連駐寺僧人的其他修行活動都難以滿

足，更何況不在寺院常住的居士，若想從事一些體驗、交流、聽法、

文化等活動，更是無處可行。不僅寺院的空間格局不利於法事與禮拜

之外的其他活動的開展，而且寺院作為宗教活動場所也沒有提供其他

活動的規制與慣例，這種只應對出家人日常拜懺性活動和信眾燒香拜

佛活動的寺院體制，很難滿足社會大眾對佛教寺院的全方位需求。

星雲大師主導下的佛光系統佛教活動場所，除了保證傳統宗教需

求之外，更加注重開展各種新型活動的需要，例如講堂、各類會議室、

接待室、會舘、博物館、圖書館、法物流通處、抄經處、少兒活動室等，

可以滿足各種文化、交流、體驗、學習、修行、接待等活動，呈現出

一幅多姿多彩的面貌。

所以，佛光系統中的寺院不僅僅是出家人的修行之地，也是所有

四眾弟子的修行之地，更是四眾弟子及有緣大眾從事各種文化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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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場所。所以，佛光山系統的道場不僅僅是宗教活動的場所，也

是凝聚社會各界力量、化導不同社會領域的平台，具有豐富的文化內

涵和飽滿的社會屬性。

與此同時，佛光系統的場所已經突破了寺院的單一模式，借助於

自辦大學、合辦學校、自建研究機構、慈善機構以及其他各種形式的

文化機構，通過非寺院類型的各種場所，也就是完全世俗化的場所，

積極開展與社會各界的交流，使其成為凝聚社會各界力量、傳播佛教

思想的陣地。佛光山的文化推廣平台和社會交往陣地星羅棋布於人間，

這使得佛光山的觸角延伸到社會的各個角落，成為「佛光普照三千界、

法水長流五大洲」的物質載體。

（三）星雲大師主持和宣導的佛教活動具有豐富多彩的形式和極

其廣泛的內容，涉及與佛教相關的各個領域，極大地推動了佛教向社

會各個領域的傳播。傳統的佛教活動首先是早晚功課，做到了這一點，

「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要求就基本滿足了。

其次是各種法事，如浴佛法會、盂蘭盆會、放燄口、打禪七、打

佛七以及各種佛教節日期間的法事，特別是應社會各界的需要，從事

消災、祝福、開光、薦亡、放生等活動。當然，也有一些交流、講經

等文化與研討性活動，但是此類活動極少。

在星雲大師的宣導下，佛光人所從事的佛教活動不但突破了傳統

寺院的法事規制與範圍，增添了大量新型的佛教活動，而且突破了純

粹宗教性質的活動，拓展到文化藝術、乃至經濟政治等各個領域，完

全打破了宗教與文化、寺院與社會的界線，在無限廣闊的平台上以生

動活潑的形態展現佛教文化的魅力，既實現了活動內涵的擴展，活動

形態的多樣，也實現了社會參與的廣泛和活動效果的最大化，呈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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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闊的視野和大膽的創新，蘊含和綻放著無盡的活力與廣泛的社會影

響力。

通過以上內在和外在兩重共六種要素的深入觀察，可以強烈地感

受到佛光山人間佛教所具有的新氣象。星雲大師在人間佛教的創意與

推動方面既呈現出對佛陀本懷的自信和對佛法深意透徹把握之後的智

慧與精進，也呈現出對佛教使命的自覺和對民眾需求深切理解之後的

慈悲與方便；不但體現了大師的膽識與韜略，也表明了大師的胸懷與

境界；不僅為台灣佛教開闢出一條走向復興的大道，而且在傳統佛教

問題叢生和挑戰重重的時代，也為當代大陸佛教的現代轉型與發展進

步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如來出現世時必當為五事。 

云何為五？

一者當轉法輪，二者當度父母，

三者無信之人立於信地，四者未發菩薩意使發菩薩心，

五者當授將來佛決。

《增一阿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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