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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佛教已成为当代海峡两岸佛教的

主流，正日益展现出它所继承的东方文明

在 !" 世纪的强大 生 命 力 和 无 可 限 量 的 前

景。但是，人间佛教理论究竟应该如何诠

释？如何落实于实践，还存在哪些待完善的

学理？如何应对来自各方面的疑问和责难？

后继者都必须作出回答。在海峡两岸佛教

界，赵朴老与星云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最

为接近，认真分析和总结他们的人间佛教

思想和实践，将会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为

进一步推进人间佛教事业提供重要的思想

和精神资源。

一、直承太虚思想，成为海峡两岸力行

人间佛教的旗帜

赵朴老与星云法师都不是太虚大师的

亲传弟子，但都直接继承了太虚的人间佛

教思想，表现在下列几点：

"、提倡菩萨行。赵朴老说，“ 怎样叫学

佛？学佛就是要学菩萨行，过去诸佛是修菩

萨行成佛的，我今学佛也要修学菩萨行”。

其思想基础则是佛教无常的世界观与菩萨

行的人生观。［ "］（ #$""%）星云也同样把太虚的学

佛从菩萨行开始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他把

中国佛教的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大菩

萨，作为人间佛教精神的典范。他号召佛教

徒把对四大菩萨的朝拜祈求要转化为学习

效法四大菩萨的实际行动———应以观音的

慈悲，给众生方便，为众生服务；以文殊的

智慧，引导众生走出迷途，获得光明；以地

藏的愿力，使佛法进入每个人的 人 生 、家

庭，传遍世界每个角落；以普贤的功行，契

理契机，随顺众生，行难行能行之事。星云

称誉许多人为菩萨行者。［ !］

!、出发点一致。赵朴老认为：“ 人间佛

教主要内容就是五戒十善”，扩充为四摄、

六度［ "］（ #$!"&）。这里的中国味与太虚相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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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印顺稍异。星云则更是说得直截了

当：五戒十善是人间的佛教，四摄、六度是

人间的佛法。

!、目标一致，都 继 承 了 太 虚 建 设 人 间

净土的思想。朴老提出“ 以此净化世间，建

设人间净土”。［ "］（ #$%"&）星云则指出：如果“ 我

们这个世界，没有恶人的侵扰，没有政治的

迫害，没有经济的缺陷，没有情爱的纠纷，

没有交通的事故，没有环保的污染，有的是

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有的是善良同胞相互

敬爱，这就是人间净土的实现，何必一定另

求净土？”［ !］赵朴老还说，“ 中国佛教也存

在着不少的缺点和局限”，提出要“ 克服历

史所给予的污染和困难”。［ "］（ #$""%）星云针对

明清佛教重死不重生的错误观念指出：“ 为

什么我们不能把人间创造成安和乐利的净

土，而要寄托未来的净土？为何不落实于现

实国土身心的净化，而要去追求不可知的

未来呢？”“ 以佛光山来说，我觉得我们现

在的寺庙道场，要给予信徒的信念!!我

这里就是西方净土，我就能给你安养。”［ ’］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海峡两岸社会环

境不同，赵朴老与星云对太虚人间佛教思

想的阐述在方式方法上是有所区别的。星

云 坦 诚 地 表 示 自 己 是 继 承 太 虚 事 业 的 ：

“（ 太虚）大师是我一向所敬仰而崇拜的长

老，大师的人格与德业，慈心与悲愿，一向

是我倾慕而愿意效法的。”［ (］“ 太虚大师对

佛教提出的兴学理念：‘ 教产革命、教制革

命、教理革命’成为我最早心仪的复兴佛教

之不二法门。”［ )］赵朴老在 "&’& 年后，对人

间佛教的解说相对而言要谨慎得多。尽管

在抗战胜利后，赵朴老曾为太虚“ 议政而不

干治”之说遭某些人嘲笑攻击，佛教徒中也

颇有非议时，他挺身而出，针对这些议论激

愤地说：“ 今日中国的佛教，是没有人权可

言的。以一个没有人权保障的佛教，而要求

它担当起弘法利生，护国济民的事业，这是

戏论。所谓‘ 自度度他’，必须从当前迫害

欺侮下，自己度脱出来，才能度脱众生。因

此，当前佛教的任务，应当是为佛教的人权

而奋斗。太虚大师一生的努力，正是如此。

他的办佛学院，办佛教会，整理僧伽制度，

倡导人生佛教，乃至最后有意参政，无非是

为了这个目的。”［ *］这段肺腑之言表达了赵

朴老对太虚的由衷敬仰，对太虚提倡的人

生佛教的服膺。"&’* 年 ! 月 * 日，即太虚圆

寂前 "+ 天，他特 在 上 海 玉 佛 寺 召 见 赵 朴

初 ，“ 以 所 著《 人 生 佛 教 》一 书 见 赠 ，勉 余

（ 即赵朴初）今后努力护法”。然而事隔 ’+
年，这个补注才作出，［ ,］可见赵朴初深切怀

念太虚而不得已的心情。直到 "&," 年，他

撰写的《 佛教常识答问》首先在《 法音》上

发表，其最后一节即《 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

性》。然而那时仍只能用“ 前人”代替太虚

之名。这种做法正如笔者所言：“ 赵朴初当

时对人间佛教作如此的解说，有其特殊的

背景。那时，大陆佛教刚从一片劫灰中苏

醒，仍面临着社会对宗教的非难，提倡人间

佛 教 虽 有 助 于 缓 视 佛 教 等 同 于 迷 信 的 压

力。但当时百废待兴，亟需佛教各宗派携手

协力，不宜明言人间佛教所含教义现代化

内涵，以免徒起纷争。以为大陆提倡的人间

佛教缺乏深刻内涵与创意的见解，乃不了

解大陆的实情，不能体谅提倡者的苦衷。”
［ &］

在推进人间佛教事业上，赵朴老的主

张倾向于太虚，但比太虚温和。他虽然没有

正面提佛教革新，但上述意蕴中已有。这与

他曾长期和圆瑛法师共事分不开。而这一

点上星云与他有类似的地方。比如，星云一

直强调自己不要“ 同归于尽”，实质就是避

开与保守势力的正面冲突，走自己的路。他

选择宜兰传教就是这样一种明智 的 选 择 。
［ "+］这种温和的作法表面上看起来好象没有

力度，场面似乎不够热闹，声势也不够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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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但是，这恰恰是一种睿智的做法，可以

减少许多无谓的磨擦，人事的纠葛，专心一

念地去实践人间佛教的理念。正是这样一

种务实、冷静的态度，使得他们各自在海峡

两岸为中华佛教的复兴，为人间佛教的推

广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也成为两岸人间

佛教旗帜性的人物。笔者早在 !""# 年出版

的拙著《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一书结语

中，就对赵朴老作为太虚开创的人间佛教

事业在大陆的主要传承者地位初次肯定下

来。同样，一些学者对星云继承太虚事业的

贡献也作出了高度评价：“星云大师，正是

太虚大师当年所期望的那种既长于理论和

启 导 ，又‘实 行 和 统 率 力 充 足 ’，堪 以 担 当

‘建立适应现代中国之佛教的学理与制度’

之重任的法门龙象，是在太虚大师的人间

佛教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僧中的

佼佼者。”［!!］海外学者唐德刚甚至说：“积数

年之深入观察与普遍访问，余知肩荷此项

天降大任（指二乘十宗归一的统一运动），

为今世佛教开五百年之新运者，‘佛光宗’

开山之祖星云大师（之外）不作第二人想。”
［!$］

二、以真常唯心论为人间佛教的思想

基础

人间佛教的思想内涵十

分丰富，提倡者中也有许多不

同认识。作为海峡两岸人间佛

教的实践者来说，赵朴老与星

云则都以真常唯心论作为人

间佛教的思想基础，与印顺法

师等主张的依据有着明显的

不同。

赵朴老认为：“菩萨成佛

即是得大解脱，得大自在，永

远常乐我净。这就是大乘佛教

菩萨行的最后结果。”［!］（%$!"）把

菩萨行归结为常乐我净，这是

在中国佛教中特别获得发扬的真常唯心论

的典型体现。星云法师所推进的人间佛教

事业与他主张的真常唯心论也有着密切关

系。甚至可以说，真常唯心论是他推行的人

间佛教事业的最重要的思想源泉。

首先，真常唯心论思想体现了较多的

人的自主性，比较容易被中国诸多社会阶

层接受。从文化基因的角度看，与大乘中观

系、唯识系比较起来，真常唯心系在坚持佛

教 特 有 的 超 越 性 ———空 观 与 无 我 说 的 同

时，较多地保留了人的主体性，即其余皆

空，法身实有，自性清净。这和印顺、吕贗理

论更多地影响知识分子有所不同。释印顺

说：他“对于空宗（中观系）的根本大义，确

有广泛的同情”。［!&］中观系讲的空观与无我

说，的确在理论上是最为彻底的。唯识系则

在彻底性上不如中观系。该系要旨承认五

识（眼 耳 鼻 舌 身 ）皆 空 ，人 的 意 识“遍 计 所

执”，还是空。然而末那识“依他起”与阿赖

耶识“圆成实”却不空。真常唯心系则认为

“真常净心———净心为不空的，有无量称性

功德”。［!#］换句话说，众生本能的其他欲求

皆空，成佛即追求解脱的可能性却实在。众

生之烦恼身中，隐藏着本来清净的如来法

身，所以称为如来藏。对于深受儒家性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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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染，并且总是从自身需求出发的中国平

民大众来说，否认与节制其他生命本能的

欲求还能接受，连追求解脱的欲求都否认，

则是难以接受的———他们很难理解中观和

唯识论中的空与有、否认与肯认之间的相

互转换关系。这只有对印度文化有一定了

解的知识分子才能理解。弘扬中观的三论

宗，与弘扬唯识的法相宗在中国历史上传

承未久的原因虽多，其理论基点的主体性

不怎么鲜明也是内因之一。而真常唯心论

高扬众生皆能成佛的大旗，明确肯定了生

命的尊严与价值———个体尽管卑微，但不

是在儒家家族主义价值观控制下，对家庭

负有无限义务的一分子，也不是法家国家

主义价值观控制下的官僚机器的一个零部

件，他可以而且完全拥有自身与他人平等

的（不管其出身多高贵，地位多显赫）、独立

的（成佛）追求的权利。摆脱了种种控制束

缚就是自由，就是自主，由此生命才能释放

出无尽的活力。个体如此，由个体组成的宗

教组织也如此。这就是所谓如来藏———真

常唯心论的独到吧？［!"］不难看出，真常唯心

论保留的生命主体性与由中世纪“上帝面

前人人平等”演化而来的适应市场经济需

要的现代人在自主基础上的人权观、平等

观，实有内在的契合。同时，也只有真常唯

心论才具备与西方新教类似的平民性。［!#］

从实践上看，赵朴初与星云一样，肯定人的

生命的尊严与价值，“大乘佛教是说一切众

生都能成佛”。人间佛教的菩萨行意义就在

人人能够学菩萨行，行菩萨道。［!］（$%&!#）其实，

在海峡两岸，能够弘法通俗化、大众化、主

张人间佛教的教团，如慈济功德会、法鼓山

的宗旨都属于真常唯心论一系。其中，慈济

的证严法师虽皈依印顺导师，但无论从她

悟入的《法华经》看，还是从慈济遵奉的基

本经典《无量义经》看，都属如来藏系。特别

是从中年女性参与了慈济事业后“重新肯

定自我”，［!’］成为慈济的中坚力量 看 ，更 能

见到人的生命价值获得肯认后所发出的巨

大潜能。相对而言，欧阳竟无、吕贗宣扬的

唯识论虽精致，印顺倾向的中观体系虽彻

底，他们就古老的佛法所作的现代阐释，为

佛教现代转型所必须进行的 “启 蒙 教 育 ”

（美籍华人学者傅伟勋语）也发挥了重大作

用，但其思想传播范围仍局限于知识分子。

从“长时段”看，他们似与西方文艺复兴时

代信仰天主教，但又不满罗马天主教会作

为人文主义者的贡献相类，而与 马 丁·路

德、加尔文等领导群众实施宗教改革者有

异。不可否认，!( 多年来，印顺法师人间佛

教理念的影响也在急剧扩大，不过，群众看

重他老人家的人格魅力多于对其激进思想

的深入了解。从知识分子影响日益扩大的

趋势看，印顺以及吕贗理论主张的广泛实

践时代，将在知识阶层成为社会主要支柱

的未来。

其次，星云用真常唯心论对“自 主 ”与

“无我”、生与死的诠释，体现了佛教自由的

精神风貌。“我”字的频率，在星云回忆录中

是用的最多的之一。有人可能会问：佛教三

法印强调“无我”，怎么老是讲我？其实，三

法印（无常、无我、涅!寂静）讲的“无我”是

讲无主宰的意思，要"在通过提升人自身

精神境界，达到“物我一如”。因为究其底，

人类实在无法与自然界、生物界相分离，只

能是自然界、生物界的一部分，终究无法主

宰自然与其他生物。依佛教的缘 起 论 ，则

“我”也与“物”一体，由众多因素与条件聚

合而成，因而不能执著。“无我”就是无“我

执”。星云认为：

自有人类文化以来，生命起源一

直困扰着无数的思想家、哲学家。有的

主 张 宇 宙 的 一 切 是 唯 一 神 创 造 的 ，譬

如基督教、天主教的上帝，印度婆罗门

教的梵天、回教的安拉等等都将宇宙

佛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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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来源归诸于神格化的第一因。有的

则主张一切是命运安排好的；有的以

为是无因无缘、偶然机会的凑合；有的

则 认 为 一 切 现 象 是 物 质 元 素 的 结 合 。

佛陀为了破除这些邪见，提出“诸法无

我”的独特见解，而揭示出因缘生灭的

法则。所谓“诸法无我”是宇宙万象没

有固定性的自我、本体，一切现象只不

过因缘和合而成。因缘条件不具备了，

就消灭分散。如果能明了“诸法无我”

的道理，就个人而言，对于世间的一切

就不会起贪着心，提 得 起 、放 得 下 ，自

在快乐。就社会而言，如果人人都能体

认“无我”的妙意 ，那 么 就 没 有 自 我 中

心的思想，不坚持己见，处处为他人着

想，成全别人，社会必定和乐安祥。因

此无我乃是去除小我、私我的意思，小

我去除了，大我才能显现出来；私我空

无了，涅!寂静的真我才能呈露出来。
［!"］

星云的“真我”论来自大乘禅宗“自 心

作主”思想，似乎在这里，自主与“无我”之

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对立与紧张。其实不然，

人 既 然 属 于 自 然 界 生 物 界 的 一 部 分 ，“ 小

我”、“私我”或“我欲”实为自然的生物本能

在人身上的体现；依大乘佛教的看法，这一

“无始以来的业障”也是无法否认的，只能

加以适当引导。星云认为：“‘恒顺众生’本

来是《华严经》中普贤菩萨所发的十大愿心

之一，意思是说菩萨要顺着众生的意愿，满

足他们的希求。但是由于众生的智能为无

明所蔽，如果放纵欲望，贪婪无餍，难免产

生偏差，因此佛教一向视五欲为烦恼渊薮。

恒顺众生的希望，继而导之入于善道的理

想，也因此很难推行。譬如一般人所需要的

是升官发财、儿孙满堂，而（过去所谓的）佛

教认为‘黄金是毒蛇、金钱是罪恶。’‘儿女

是讨债鬼’，看到别人夫妻结合就说：‘爱是

苦啊！夫妻是冤家聚头。’把亲情伦理、钱财

官位说得十分可怕，让一般人裹足生畏，不

敢信仰佛教。其实金钱本身没有罪，如果善

于运用，金钱往往是推动各种事业的净财；

爱情也不是可怕的东西，只要处理得当，爱

情也不失为生命力的源泉。我们的七情六

欲好比流水，可以灌溉田园，也可能淹没屋

舍。而对这一股载舟覆舟的欲流，如果一味

加以堵塞，恐怕弄巧成拙，反而泛滥成灾，

只有用疏浚的方法，导入于沟渠，才能收到

水利之益，因此佛教现代化的依据，是如何

因应众生的需要，将之引导于正途，而不是

不分青红皂白的加以排斥。拳头固然会打

伤人，但是腰酸背痛的时候，拳头也是止痛

的良剂！其实拳头本身无善无恶，持之行善

则善，握之作恶则恶，如何趋善祛恶，系乎

是否能够巧妙运用。”［!"］

于是，智慧对一不小心就可能作恶的

本能的疏导就成了关键。其实，这也是现代

社会的个人从中世纪禁欲主义束缚下获得

解放之后，如何以理性引导本能的普遍问

题。东方各民族刚走出中世纪，问题更加突

出。

与星云相类的是，赵朴老也谈到世界

的无我无常与自我的关系，不过与星云着

重于从世界本源的“无我”与自我的内在统

一，理性对欲望的引导所不同的是，他更侧

重于从世界观与社会历史的发展 角 度 ，阐

述学佛学菩萨行应建立在对世界历史的无

常变化的基础上。他说：“修学菩萨行的人

不仅要发愿救度一切众生，还要观察、认识

世间一切都是无常无我的，要认识到整个

世间，主要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种不断发

生发展、无常变化、无尽无休的洪流。这种

迅猛前进的滚滚洪流，谁也阻挡不了，谁也

把握不住。菩萨觉悟到，在这种无常变化的

汹涌波涛中顺流而下没有别的可做，只有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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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才能把握自己，自度度人，不被无常变

幻的生死洪流所淹没，依靠菩萨六波罗蜜

的航船，出离这种无尽无边的苦海。”［!］（"#!$%）

真常唯心论在生 死 问 题 上 的 见 解 ，也

与“声闻”即所谓小乘的“灰身灭智”式的涅

!有所不同，即以能达到生死一如的证悟

为最高境界，也就是靠精神上超越生死，来

体现原始佛教的“无我”。星云说：“如果能

精进学佛，摆脱生死炽然的业识，也可以求

证正觉涅!的境界。”而有此正觉，就能无

为也无所不为，即本觉论，可与西方新教的

“因信称义”原则相比较。换句话说，只要在

精神上拥有了超越境界，生命本身的力量

就能够无限地发挥。他还说：“在佛法里面，

人是死不了的，死去的只是这个四大假合

的身体、躯壳，而生命却是绵延不断的。”［!&］

当然，我们只能认为人的高尚精神会永远

延续。

这一信仰构成了星云及其所主张的人

间佛教的进取精神，人间佛教事业的支撑，

为此就不惧牺牲奉献。而赵朴老也讲：要发

扬“‘人间佛教’积极进取的精神”。［’(］

这就从理论上通过如何解脱生死来阐

明“无我”与涅!的关系，为中华佛教的现

代转型提供了根源性的依据、正当性的证

明。

如果说全球现代思潮的精神内核在于

理性地引导本能，赋予生命以自由，发挥出

生命内在的力量，而不是如中世纪一样简

单地对此加以压制的话。那么，赵朴老与星

云在此也可以说从理论上阐发了佛教现代

化的重要内涵。承认法我，相对比较容易调

动佛教徒的积极性，发掘每个人的生命潜

能，同时也容易巧妙地引导人的本能趋善

祛恶。

不但如此，赵朴老还认为：“志愿自度

度他，自觉觉他，叫做发大心，又叫做发菩

提心。”“发了大心，依照戒定慧三学修习，

实行四摄六度，经过无数的生死，最后才能

成为佛果”。［!］（"#!!)）星云也主张通过大乘“愿

心”的中介，实现了“自主”与“无我”践行上

的统一。发愿心是自觉自主的，谁也不能强

迫，因而与现代自由精神是内在相通的。自

由，就是个人对自动选择的行为负责。然而

只有在能自主的条件下，人们才可能对自

身行为及其后果负责。为什么在宗法社会

中，“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缺乏社会责任感？就是因为大家捆在一起，

谁都不能自主。同时，也只有出于自愿，个

人才甘心作出牺牲与奉献，即“无我”。由于

佛光山的僧人都是发愿出家的（不存在经

济、社会条件下的被迫，如贫困山区的农民

子弟），可以看到那儿到处洋溢着一股强大

的生命本身向上的力量。无论是佛光人的

喜乐面貌，为实现理想锲而不舍的精神，还

是开拓进取的品格等等，都源于生命本身

的动力。星云以佛法所作的引导，无非是从

个人“小我”开始，摄向“大我”与“法我”（最

终成就“无我”），开发出人所共有的悲心与

智慧。从如实认知“无常”与“苦”出发，以追

求常乐与清净的理想，由此开展出人间佛

教的各项事业。在中国古代，无论儒道佛，

都饱受宗法思想影响，都偏于硬性压制这

一本能，但现代人间佛教把这一被压抑着

的潜能释放出来，予以适当引导，于是爆发

出无穷无尽的力量。星云在回忆录中，对他

一生成就仰赖“无我”是这样总结的：“你重

要，他重要，我不重要”，“学佛要学吃亏”，

“向自己革命”，“从善如流”，“先作 （众生

的）牛马，再作龙象”。［’!］另一方面，星云认

为：“要有佛教靠我的信心”，“我是佛”。［’’］

两方面归结起来就是“什么都是我的，什么

都不是我的”。［’$］也就是说，对佛教的使命，

个人要勇于承当；对地位名闻利养等等，则

“我不重要”。

最后，赵朴老与星云法师都强调人间

佛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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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应给现世人们带来信心、希望和快乐。

赵朴老说：菩萨行的追求就是“得大解脱、

得大自在，永远常乐我净”。［!］（"#!$%）星云认为，

苦本身不是佛教的目的，佛教之所以讲苦，

是为了进一步去寻找减少痛苦的方法。欢

乐不是要在死后得到，在生之时就应该给

人欢喜。“苦是人间的现实，但非我们的目

的，佛教的目的是要脱苦寻求快乐”。［&’］但

是真常唯心论的自主性也有他的不足。真

常唯心论的真我往往会走向狭隘化的“自

利”自了。如此，个人的心灵虽有所“安顿”，

无奈这一“安顿”，正合乎中国传统 宗 法 价

值 观 所 要 导 向 的 目 的 ———各 人 安 分 守 己 ，

不逾本分。自然，“僧也要像僧”，宗法社会

于是万年太平。真常唯心论是要超越，但结

果仍没有能够超越社会。在宗法价值观的

诱导下，真常唯心论还很容易滑向另一极

端，即在“烦恼即菩提”掩盖下的纵欲深渊，

例如明末的狂禅。如来藏说的特点之一在

于还保留着一小块我你、自他的畛域，其长

处与短处均出于此。（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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