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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人間藍海的領航者：星雲大師 

 

高希均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榮譽教授、天下遠見文化事業群創辦人 

 

企業所追求的藍海是企業利潤、個人財富與產業版圖；人間佛教所追求的藍海是現世淨

土、人間美滿、慈悲寬容…… 

星雲啟動「人間佛教」弘法之路 

去年（二○○六）十二月十七日晚上台北國父紀念館出現了一個歷史性鏡頭：星雲大師

在弘法五十七年後，做最後一次大規模的公開演講。面對現場擠滿的聽眾與全球同時電視轉

播的觀眾，他要與一周後卸任的台北市長馬英九對談「出世與入世之融和」。  

對談中，大師說：「我來世還要做和尚。」馬市長說：「法律管下游，佛教管上游。」

聽眾掌聲如雷。  

做為主持人，我在結語中說：「星雲大師剛逾八十，在封山、封人之際，不會封心。他

的一生已經改革了佛教、改善了人心、改變了社會。這是台灣島上真正值得驕傲的『寧靜革

命』與『和平崛起』。」  

把時間拉回到一九四九年。誰也難以料到一位二十三歲法名「悟徹」的揚州人，來到台

灣，身無分文，不諳台語，但腦無雜念，心無二用，他居然開創了另一個「台灣奇蹟」。他

講經說法、著述立論、興學育才、推廣實踐，五十年如一日。此刻他的成就幾乎難以概括，

即使在文教領域： 

四十年前創建佛光山，啟動了「人間佛教」弘法之路；創辦了十六所佛教學院；在美、

台創辦了三所大學；在台灣另有八所社區大學，世界各地有五十所中華學校；設立人間衛視、

《人間福報》、香海文化出版社及佛光緣美術館；在海外又有兩百多個分院與道場；自己一

年旅程大約繞地球兩圈半；個人獲得的榮譽博士、勳章等超過三十個，包括三個月前輔仁大

學所贈與的法學榮譽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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藍海理論在星雲與弟子身體力行下，默默推動 

自己讀經濟，用我們的言語來探討：星雲大師是用什麼「經營策略」，以及什麼「商業

模式」，創造了遍及海內外的「佛光事業」？  

更具體地問：他如何把深奧的佛理變成人人可以親近的道理？如何再把這些道理變成具

體的示範？又如何把龐大的組織管理得井然有序？如何能在五十八歲就交棒，完成世代交

替？如何在交棒之後，在海外另創出一片更寬闊的佛教天空？最後，又如何以其願力、因緣、

德行，把佛教從一角、一地、一國而輻射到全球？ 

相識二十年來，一直在思索他的領導模式與管理哲學。他如何能「無中生有」、「一有

即無」？他或許會說：「我不懂管理，只懂人心」；「我不會命令，只會慈悲」；「我以出

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我相信：捨才有得」；「我相信：有佛法就有辦法」。  

去年（二○○六）八月《藍海策略》與《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二本書的出現，終於提

供了關鍵性的解答。「藍海」不是政治符號，是一種機會無限的隱喻。《藍海策略》一書指

出：企業（或任何組織）不可能永遠保持卓越，要打破這個宿命就是要脫離「血腥競爭的紅

色海洋」，去追求一個完全嶄新的想像空間與發展方向。它不再堅守一個固定的市場，更不

能對舊產業緊抱不放；而是勇敢地另建舞台，另尋市場，另找活水，就會在新發現的藍海中

揚帆前進。當我們看到任何一個組織（從政黨到企業）不另找活水時，就會一個一個地在一

池死水中衰退，終至消失。  

開創藍海，要有四項策略： 

(一)「消除」哪些習以為常的因素？ 

(二)「減少」哪些不必要的因素？ 

(三)「提昇」哪些因素？ 

(四)「創造」市場上尚未提供的因素？ 

(一)與(二)在節省成本，以擴大需要；(三)與(四)在創造「差異化」與「新價值」，以開拓

市場。  

令人驚訝的是：這個近三年來橫掃企業界的藍海理論早已在大師與他的弟子身體力行下

默默地推動：  

‧一直在努力開創佛教的「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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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宗教常相往來，使「競爭」變得不相干；  

‧創造出信徒及社會的新需求，保持領先；  

‧以新的事業與願景，維持信徒的熱情及社會的信賴；  

‧不斷提昇內部人才的培育與外語能力，並且加強內部作業系統；  

‧更以不同的說法語言、弘法方式、為教願心、證悟目標來傳播人間佛教。  

這樣的用心、做法、效果，不僅符合藍海策略，更超越了藍海策略。因此滿義法師所寫

的《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即是人間藍海的中文版、宗教版；更正確地說，星雲大師是人

間藍海的領航者，已經啟航領先了半個世紀。  

我們應該要分辨：企業所追求的藍海是企業利潤、個人財富與產業版圖；人間佛教所追

求的藍海是現世淨土、人間美滿、慈悲寬容。  

最憂心族群和諧與兩岸關係的發展 

這段歷程正可以用來解釋，在台灣與華人世界推廣「人間佛教」的領袖，當首推星雲大

師。  

我好幾次聽過他對「人間佛教」的解釋：「佛說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凡是有

助於幸福人生增進的教法，都是人間佛教。」當人間佛教透過各種方式與活動走進人群，以

及走向國際時，追隨的人──信徒以及非信徒──都被他提倡的信念所感動：給人信心、給

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便。他說過：「天下長輩都是我的父母，天下晚輩都是我的子女，

天下人都是我的自家人。」  

應邀去宜蘭佛光大學參觀時，他對那邊的一幢幢大樓及一草一木如數家珍。我看到了他

感恩的心願，當年他的講經弘法就是從宜蘭開始；同時也深刻體會到辦好一所高等學府所要

承受的各種壓力。  

大師常說：「不怕吃虧，吃虧就是佔便宜。」甚至主張：「給人利用，才有價值。」每

逢選舉，各路政治人物都要去佛光山，他都熱心接待。  

在佛光山的大會客廳中掛過三幅字：「做好事、說好話、存好心」。他說：「每當他們

來訪的時候，都能看見這九個字。」其他也就盡在不言中了。  

除了推展人間佛教，大師近年來最憂心的就是台灣的族群和諧與兩岸關係的發展。近年

來，他多次受邀訪問大陸，已經播下了愛心的種子，也已經逐漸產生人心淨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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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喻為地球人。從他的高度與視野來看這世間的一切──大師的四句話是送給天下人

最好的禮物：  

人生最大的毛病是自私； 

人生最大的悲哀是無知； 

人生最大的勇氣是認錯； 

人生最大的本錢是尊嚴。  

 

                  （本文轉載自《聯合報》二○○七年三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