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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虛妄」與「開真際」
―星雲大師《佛法真義》評

李廣良

雲南師範大學哲學與政法學院教授

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事業取得了前無古人的偉大成就，大師之

所以成功，固然是由於其堅韌不拔的精神、崇高的人格魅力和非凡

的組織管理才能，但更重要的應該還是大師對佛法信仰的堅守。無

論外部世界如何變化，大師都始終堅守著佛教的根本，詮釋和實踐

佛教所指出的人生道路，以大願力、大智慧從事弘法度生的事業，

未嘗稍有懈怠。

大師始終把握「佛教的本源」，他雖然有強大的實踐力，「締

造無數佛教盛事」，但他的一切佛教實踐活動都是從「佛教的本源」

中流出來的，都是佛法之本質的自我實現，體現了佛教存在的真實

意義。他一生所努力的，無非是開顯佛法的真義，以便為世間確立

最堅實的根基。

近讀大師新著《佛法真義》，我對此有了最新的深切體會。以

我之見，大師此著之貢獻有二：一曰「疾虛妄」，即嚴厲地批判「偽

佛教」或「相似佛教」，此一點主要在〈自序〉中進行；二曰「開

真際」，即正面闡發「佛法真義」，開示佛法的真正意義，全書的

正文部分都是在做這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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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疾虛妄」

在大師卷帙浩繁的著作中，《佛法真義》是其中的最新篇章。

這個「最新」不僅意味著時間上距離我們最近，而且意味著「為佛

教重新做一次結集，正本清源，讓佛陀真正的教化，普現在人間」。1

之所以要「為佛教重新做一次結集」，是因為在佛教的歷史和現實

中，有太多違背「佛法真義」之處。大師在本書〈自序〉中，針對

種種「錯誤的示範」振聾發聵地發問道：

我們今天的佛教界，究竟能不能把佛法真義講出來而不去

違背佛陀的本義呢？例如，對於天堂地獄，是供給我們在

修學上勉勵自己昇華，不要墮落；但是一些少數的無知人

士，都用地獄來嚇唬人，用恐怖來度眾，為什麼不能用天

堂的美好來讓人家嚮往呢？ 2

還有，一些信徒對佛教的奉獻，對我們的支持與供養，應

該由我來感謝，但是卻都推給了阿彌陀佛，告訴信徒說：

「你的發心，阿彌陀佛會感謝。」為什麼要讓阿彌陀佛來

代替我們感謝他呢？我們又怎能推諉呢？不是要由我們來

感恩報德嗎？ 3

就連佛陀講的根本佛法―苦，是激勵我們要能吃苦，有

刻苦的精神，所以要用苦行來砥礪自己。因為苦能增上、

能堅強；就等於讀書人，也要十載寒窗才能金榜題名。因

1. 星雲大師：《佛法真義 1》，高雄：佛光文化，2018年 9月，頁 29。
2. 星雲大師：《佛法真義 1》，頁 17。
3. 同註 2，頁 18。

「疾虛妄」與「開真際」―星雲大師《佛法真義》評



《　　　　　》學報‧藝文│第二十一期

122

此，苦，對我們人生是有意義的，也就是「吃得苦中苦，

方為人上人」。但是，現在的佛教徒見到人就喊：「苦啊，

苦啊！不要活了，趕快往生，趕快求來生吧！」失去了佛

陀講苦，進而超越苦、解脫苦的意義。這些不都是一種錯

誤的示範嗎？ 4

像佛法裡一個「空」字，千百年來，讓社會上的人士認為

佛教「四大皆空」，就是空空如也，什麼都不要、什麼都

沒有了，這種斷滅見，我們傳教的法師，講這樣無知的道

理，能讓人家增加信仰嗎？ 5

大師闡揚「佛法真義」，針對的就是現代社會對於佛法的種種

誤解，針對的就是「偽佛教」、「偽佛法」，或者說「相似佛教」、

「相似佛法」。「相似佛教」的宣傳者，也是滿口佛言、佛語，如

同「佛系青年」一樣，但其所講之「佛法」卻是完全錯誤的，不是

揭示生活的實相，而是歪曲生活的實相；不是讓人深入生活，而是

讓人背離生活；不是讓人成就善美，而是讓人遠離善美；不是讓人

拒斥黑暗中的罪惡與無明，而是讓人「習慣黑暗」、「與黑暗和解」。

他們以佛教之面目行走世間，假借佛法牟利或以佛法販賣己貨，其

危害甚至遠甚於各種「外道」。

大師對「相似佛教」進行了全面的批判，從「不當的放生」、「不

如法的撞頭鐘、燒頭香」到「風水地理」之濫用，從對「天龍八部」

的誤解到關於「佛陀右脇而生」的神話等等，皆直斥其非。大師說：

4. 星雲大師：《佛法真義 1》，頁 18-19。
5. 同註 4，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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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兩千多年來，由於個人的私見、個人的謬誤、個人的

迷信，統統都借用「佛說」的名義，讓佛陀承擔了許多的

邪見、虛妄，實在違背了佛陀的本懷。6

甚至在佛教的結集經典，歷代都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假

借佛陀的名義宣說，所以現在在大藏經裡面，偽經、偽論

多得不勝其數。7

可憐的佛陀，兩千多年來給很多不當的信徒，披上了多少

迷信的外衣、神鬼的面具，讓佛陀失去了本來的樣子，不

禁令人深為浩歎。8

6. 同註 4，頁 20。
7. 同註 4，頁 22-23。
8. 同註 4，頁 25。

星雲大師主張，每個人在新的一年所燒的第一支香，所叩的第一聲鐘，就是自己
的頭香、頭鐘，破除民眾過年搶頭香、撞頭鐘的錯誤認知。（高惠萍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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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道不昌，邪道橫行」，面對「相似佛教」橫行於世、佛法

真義湮沒不彰的嚴峻局面，大師「不得不用這一本小書，來提供大

家做一點另類的思考」。大師所謂「另類的思考」其實並非「另類」，

而是閃耀著思想之光的寶劍，是佛法智慧在末法時代的重光。「希

望大家對佛法的真義要重新估定價值」，這是大師的「苦心」所在，

我們對此要善加體會。

二、「開真際」

大師對「佛法真義」的開示，共分三個部分：一是「佛法義理」

的闡釋；二是「佛學思想」的展開；三是「佛教常識」與「佛門行事」

的說明。

第一部分，從〈皈依三寶〉、〈受持五戒〉開始，最後以〈關

於靈魂〉終結。皈依三寶、受持五戒是學佛的入門，是信仰的實踐，

靈魂是第八阿賴耶識的契機稱謂，是含藏萬法種子的根本識。從「皈

依三寶」始，到「阿賴耶識」終，這一「始」、一「終」之中有何

深沉的奧義嗎？

皈依三寶是入門―進入佛門，這是信仰的生命的初始成就，

是對自己的本性的皈依；而靈魂或阿賴耶識則是萬法的根源、本體、

本源。佛法之「始」就是自己的本性（自性），佛法之「終」就是

萬法的「大本大源」，不從此「始」、「終」處悟入，終不能知大

師之良苦用心！而在此「始」―「終」之間，「豎窮三際，橫遍

十方」，演示一切諸法性相，揭示學人之「大事因緣」，可謂無法

不包，而每一法又含攝無量諸法。

在大師循循善誘之解說中，六度、慈悲、苦、空、無常、無我、

中道、四聖諦、十二因緣、煩惱即菩提、一即是多等 101 條佛法義



125

理洞然朗照。自「始」至「終」，可謂看破、看透一切。然而，大

師之看破、看透一切，並不是教人如「佛系青年」一樣於一切皆不

走心，失去奮鬥的意志；相反，大師所闡述的「佛法義理」之真意

在於：「無常使生滅相續，如花開花謝、日出日落、月圓月缺，四

季冷暖的變化，白天黑夜的輪轉，這些都是無常帶給世間不同的美

景。因為無常，大自然顯得多姿多彩，人間也充滿奮鬥的力量。」9

第二部分，從〈佛陀在哪裡？〉開始，最後以〈關於《白蛇傳》〉

結束。〈佛陀在哪裡？〉是大師從初出家時就提出的「心中有佛」

的問題，而〈關於《白蛇傳》〉是佛教如何對待人間眾生的問題。

這「一始」、「一終」就是大師的佛學思想之「始」、「終」。佛

學思想之始，就是提出「佛陀在哪裡」之問，然後去「尋找佛陀」；

而在尋找佛陀的時候，佛陀猶然在自己之外；當不再尋找佛陀的時

候，卻發現佛陀原本就在自己的生命之中。這就是佛學的思想道路：

問佛、尋佛、修佛、行佛，乃至成佛，同時在此過程中，觀佛教之

變化發展，觀世界無量眾生，觀眾生之生老病死，為眾生尋求對治

之道。

「我是佛」是以佛的眼光觀自身，「佛佛道同」是以佛的眼光

觀諸佛，「生佛平等」是以佛的眼光觀眾生。大師的佛學思想，不

是對哲學問題之印度式抽象思辨，而是「相思」之「思」，「想念」

之「想」，沒有對世界眾生的深愛者，不足以言「思想」也！故在

這一部分，大師不僅談佛教內部之事，而且大談當代世界的社會問

題，如「男女平等」、「環保」、「政治自由」、「器官捐贈」、

「臨終關懷」等等。〈關於《白蛇傳》〉所談的乃是佛教如何對待

「情愛」，如何不干擾世俗生活的問題。大師的佛學思想的「真意」

9. 星雲大師：《佛法真義 1》，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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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於此：

你敢承擔「我是佛」，你的人生就不一樣了。既然「我是

佛」，就應該要慈悲，既然「我是佛」，就應該要普利天下。

這句「我是佛」，對自我的勉勵，自我的肯定，自我的發心、

成長、擴大，是有特別的意義的。10

第三部分，由「佛教常識」與「佛門行事」二者構成。「佛教

常識」從〈佛陀會生氣嗎？〉開始，以〈八關齋戒〉結束。大師所

謂「佛教常識」絕不類同於坊間流行的知識性之「佛教常識」。大

師的「佛教常識」是以「佛法義理」和「佛學思想」為依據，在如

實認識人間社會及人心人情之實際的基礎上，對關於佛教的制度、

修行方式、羅漢菩薩、文物掌故、歷史人物，以及一般人有關佛教

的疑問的解答，生動有趣，直指本心，且處處可見大師自身之修行

經驗，內容豐富，含義深遠。而大師之所以要談這些「常識」，其

深意在於：

宋朝蘇東坡曾問佛印禪師：我們手上拿念珠，念觀世音菩

薩；觀世音菩薩拿念珠要念誰呢？佛印禪師：念觀世音！

為什麼觀世音菩薩要拿念珠念自己？求人不如求己呀！登

天難，求人更難，最好是反求諸己，自己做自己的貴人。11

「佛門行事」從〈革新佛教〉開始，以〈國家與宗教誰大〉結束。

〈革新佛教〉是革除佛教弊端和改革佛教制度的問題，〈國家與宗

教誰大〉是合理的政教關係問題，在這兩端之間，包括了〈以清規

10. 星雲大師：《佛法真義 2》，高雄：佛光文化，2018年 9月，頁 36。
11.星雲大師：《佛法真義 3》，高雄：佛光文化，2018年 9月，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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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戒律〉、〈僧制改革〉、〈課誦的改良〉、

〈人生禮儀〉、〈佛學會考〉、〈佛化婚禮〉、

〈滴水坊〉、〈百萬人興學的意義〉、〈共修〉、

〈宗教立法〉等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所涉及的

主要是佛教的自身改革、佛教的公共事業、佛教

與社會和國家的關係問題，故此處的「行」，更

多的是佛教在現代社會和現代生活中的社會實踐

問題，而非信仰者個體的修學問題。「佛門行

事」，一方面關乎佛教自身之改革，一方面關乎

國家之治理與社會之建設，「佛法真義」之實現

和佛學理論之建設自不能忽略之。而大師更在意

的，應該還是「佛門行事」之「行」的精神原則：

行者要真正的把世間的五欲六塵，統統都放

在心外，所謂不住色、聲、香、味、觸、法

生活，不在五欲裡面生存；能可以「無住而

住」，也就是在「無住生活」中而能安住，

到了所謂「超凡入聖」的境界，七情六欲，

也就不會動心了。12

「疾虛妄」與「開真際」，這就是星雲大師的「佛法真義」，

也是佛陀教法之真義，是傳統佛教及中國佛教之真義，是現代「人

間佛教」之真義。未來佛教的事業，就是要在思想和實踐兩個層面，

通過一切形式大力闡揚此「佛法真義」，在人間社會和塵世的生活

中實現此「佛法真義」。

12. 同註 11，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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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菩薩持念珠念
的是觀音，意喻求
人不如求己，自己
要做自己的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