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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學術研討會
兩岸學者取得高度共識與肯定

人間佛教研究院妙願報導

第四屆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學術研討會，3 月 19 至 20

日在大陸江蘇宜興大覺寺舉行。主辦單位人間佛教研究院邀請大陸

與台灣兩地 47 位學者，分別從文學、史學、哲學、語言學、社會科

學、音樂、藝術等面向，探討當代人間佛教的發展現況。與會學者

對於佛光山教團在二十一世紀的發展皆高度肯定，並取得更深層的

共識。

開幕式（馬盤齊 /攝）



171

19 日開幕式由中國佛教協會綜合研究室主任暨新聞發言人明杰

法師、南京文廣新局局長許夕華、南京大學教授賴永海、南京大學

教授暨雲湖書院院長程恭讓、人間佛教研究院妙凡法師、宜興大覺

寺都監妙士法師等共同主持，大覺培訓班學生及雲湖書院百人參與。

2002 年曾以佛指舍利護法員身分到訪佛光山的明杰法師致辭表

示， 1983 年趙樸初已提出人間佛教，因此兩岸教界在提倡莊嚴國土

的思想上是一致的。星雲大師視佛陀為人間的佛陀，佛教為人間的

佛教，如此佛陀的教化才能廣大。今後佛教界要團結，無論什麼教

派都統合在一個人間佛教，未來才能永續發展。

賴永海教授主講〈把求的佛教變成給的佛教──星雲大師人間

佛教給當代佛教的啟示〉，認為人間佛教的教理中含有非常深刻的

人生哲理，今天佛光山國際化的成功是當代學者應當深入研討的。

本屆大會以星雲大師最新著作《人間佛教佛陀本懷》為主題，

由妙凡法師將大師的理念作精要表述。他說，過去中國佛教只有一

半的佛教，在根本教義上只有消極的解釋，沒有積極的作為。重視

出世，不重視入世；重視出家，不重視在家，重視寺院，不重視家庭；

重視山林，不重視都市；重視男眾，不重視女眾。因此佛法的弘傳，

不能全面性、普遍性的展開，人間佛教把這一切融和、完整、圓滿

了。

總召集人南京大學教授程恭讓提出大會四個指標性觀念：一、

佛教從根本上來講是關懷人生的智慧；二、學者對中國佛教史的看

法，可以有不同的意見，但是人間佛教應是百年來漢傳佛教非常重

大的動向；三、星雲大師和佛光僧團、佛光會所帶領的人間佛教，

對當代佛教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四、人間佛教經過一百年來的

發展，可能已經取得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如果以彌勒下生丶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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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土作為終極目標考量，人間佛教才剛起步，需要學界客觀、善意

和建設性的研究。

本屆論文多是精華之作，共分二天八個議場發表。在僧信議題

上，程恭讓教授以〈《法華經》法師理念及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僧信

平等思想〉，探討「法師」定義的內涵與外延。他提到《法華經》

與《八千頌般若》是最早出現的大乘經典，甚具佛陀言教的代表性。

經文中指出，僧俗二眾能弘佛法者皆謂「法師」，印證了星雲大師

僧俗二眾皆可弘法的平等觀，即所謂「僧眾弘法也護法，信眾護法

也弘法」的觀念。本篇論文不但重新釐清大乘佛教中對於法師的定

義，同時證明大師僧信平等觀源於佛陀的理念。

西北大學教授李利安發表〈星雲大師的生死觀─學習〈我對

生死的看法〉的一些體會〉，提到星雲大師在《貧僧有話要說．我

對生死的看法》中，以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基本原則，

一改明清以來中國傳統佛教的悲苦情緒和消極做法，提出一種清晰

積極、超脫灑脫的生死觀，回歸人間的價值取向。他將大師的生死

觀剖析出四類思想、八種觀念：1. 生死真相論有循環觀、不死觀；2. 生

死際遇論有安詳觀、緣變觀；3. 生死關懷論有祝福觀、厚生觀；4. 生

死價值論有來生觀、

存留觀。李利安教授

認為，這可以視為星

雲大師人間佛教生死

觀的一次集中闡述，

不但擴展和深化人們

對佛教生死哲學的認

識，更進一步豐富了 分組發表論文（蘇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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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的理論和實踐體系，而且為現代人類面對生死問題的挑戰

提供了智慧資源，值得大眾認真領會和大力弘揚。

北京大學教授李四龍發表〈從「人間佛教」看東方的「人文宗教」

兼談「佛光宗」的時代特色〉。他提到人間佛教的成功，得益於傳

統與現代之間保持適度的平衡，尤其繼承發揚中國傳統宗教的人文

關懷，展現了佛教對現代社會理性化、個性化的生活方式，尤其價

值觀的尊重。他說，人間佛教不否認俗世利益的求取，但要放到合

理的位置，方能成為接引信眾理解佛法的入徑。亦即，表面現代化

的人間佛教，其實內在很傳統，可以說是對禪宗注重現實、活在當

下的現代詮釋。人間佛教重視現實人生，要求個體依憑自己的修行，

彰顯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故能充分體現「人文宗教」的教化功能。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李向平發表〈人間佛教的神聖性與社會性

─以星雲大師的佛教思想為中心〉，表示人間佛教是以「社會性」

及「五戒十善」建構人間的神聖性。他分析所謂佛教人間性即佛教

社會性，人間佛教是與現實社會神聖事物緊密相關聯的信仰。星雲

大師在佛教制度創新層面的主要思想，大抵也是強調從人間佛教的

「社會性」中，打造佛教的人間神聖性，這就是星雲大師一再強調

的「我在眾中，眾中有我」的群我關係。佛光山從「僧團」到「教

團」與佛光會「社團」的建構，都是在人間社會建構佛教的神聖性。

因為人間佛教的神聖性，必由人間佛教的社會氛圍與信眾建構起來，

最具體的就是「以共修淨化人心」，如「三好運動」就是最佳印證。

依此，眾生的個業與別業，都透過共修來改變，成為進入社會的神

聖性建構。人間佛教給世界宗教一個新進路─神聖論的社會學，

通過社會學將其神聖性建構起來。

中國人民大學張文良發表〈「大乘」觀念的嬗變與人間佛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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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融特質〉，他認為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是一種新判教，一種新的

圓教觀，非傳統的天台與華嚴判教。大師提倡的人間佛教超越大、

小乘的區隔，主張五乘融和；既強調大乘，又超越大、小乘對立的

思惟，主張整個佛教思想和實踐是一個統一的整體；無論是人天乘、

聲聞、緣覺乘還是菩薩乘，都有其獨特的價值和存在的合理性。星

雲大師的「融和佛教」說，就是一種現代版的判教說，這種開放性

和圓融性，正是佛教能夠與世界各地文化相融合而發展為世界性宗

教的根本原因。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唐忠毛發表〈人間佛教的「普範原則」與歷

史維度─星雲與法舫人間佛教思想之啟發〉，以宗教社會學視角，

探討佛教與人間佛教的神聖性及其在現代社會的建構問題。對於當

今強調佛教人間性的同時，神聖性是否還能夠存在？會不會導致佛

教日漸世俗？他表示這關涉到如何理解佛教神聖性的問題。唐教授

認為佛教之神聖性的表現形式，是人間社會公共制度的擴展。在人

間社會及其群體關係中，能形成個人與神聖信仰的關係。因此星雲

大師在佛教制度創新層面的主要思想，就是強調從人間佛教的社會

性中打造佛教的人間神聖性。

山東大學教授陳堅發表〈人間佛教：多元佛教與佛教的人本主

義─以佛耶比較為背景〉，他以大師最新發表的〈我對人間佛教

的體認〉一文中第三條文：「信仰是複雜性的、多元的，但是我們

人間佛教在意義上，能統一這許多複雜性，……」依此論說佛教在

信仰對象、經典和修行法門上都有多元性的向度，而此多元取向的

根本原因在於佛教的「人本主義」宗教觀；其中觀機設教、應機說

法更構成佛法內部的多元結構模式。全文是以佛耶比較的角度，從

宗教教主、宗教經典和宗教方法三個維度，對佛教和基督宗教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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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的比較，從而彰顯了基督宗教的一元性和佛教的多元性。在這

種多元結構模式中，佛法與佛法之間既有並列關係，也有等差關係；

而等差關係中又有「好 / 最好」等差關係、「方便 / 究竟」等差關係

和「權 / 實」等差三種關係。上述佛教的多元並沒有造成其內部的

對抗和分裂，反而在多元的基礎上獲得了高度的和諧統一。此文從

佛耶比較的角度出發考察和梳理佛教的多元性，可以說是對星雲大

師〈我對人間佛教的體認〉下了一個最新註腳。

此外，還有上海大學教授狄其安〈台灣佛光山梵唄與佛歌之探

究〉、江西南昌大學教授方雲〈從《雲禪畫》之創作實踐談星雲大

師人間佛教之善巧方便〉、逢甲大學教授翟本瑞〈人間佛教的入世

參與〉，南京大學副教授尚榮〈從《星雲日記》看星雲大師的藝術

思想〉、江西省社科院副研究員王彬〈佛教國際化進程中的佛光山

「佛教本土化」實踐〉、南華大學教授黃國清〈星雲人間佛教應用

於企業倫理之理論與實踐探索〉等 47 篇論文，在研究成果上大大推

進了對星雲大師丶人間佛教的理解，並達成許多深度共識。

本次學術會議不論是從新教判圓教立場析論，或從人間佛教的超

越性探討，皆可見當代佛教，尤其人間佛教，在面對中國傳統文化及

全球化的巨變中，所面臨的諸多挑戰。因此如何把人間佛教扎根於生

活，提升人類的幸福與世界和平，是星雲大師理論實踐學術研討會

更為核心問題。誠如程恭讓教授所說，人間佛教絕不止於人天善法，

更非世俗化。它強調的是更多的社會參與及社會建構，當今的佛教

界更需要大力弘揚人間佛教，以遏止諸多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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