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光山開山祖師星雲大師圓寂一週年之際，「星雲大師示寂

週年紀念暨全球佛教學者暢談人間佛教座談會」，於 2024 年 1 月

19、20 日在香港中文大學馮景禧樓及網路同步舉行，由香港中文大

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北京大學佛教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佛教

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合辦。來自英、美、

澳洲、新加坡、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及大陸、台灣、

香港、澳門等 13 個國家地區的 32 位學者，與現場及網路近 800 名

觀眾共同追思星雲大師一生為全球人類社會所做的貢獻。

19 日座談會開幕式，由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院長妙凡法師、

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所長張風雷教授、北京大學

佛教研究中心主任王頌教授擔任致辭嘉賓，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

研究中心主任陳劍鍠教授主持。陳劍鍠表示，星雲大師於去年 2 月

5 日圓寂，普世哀悼，全人類失去了一位敬佩的人生導師。「今日

舉辦追思座談，緬懷星雲大師一生弘揚人間佛教、建設佛光淨土，

於全球創建 300 餘所寺院、創辦 5 所大學、佛光會員數百萬人，利

益眾生，厥功甚偉。」

緬懷星雲大師  
全球佛教學者暢談人間佛教

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 / 綜合整理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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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凡法師代表佛光山，感謝學術界在大師圓寂後，對大師的深

切緬懷和高度評價，他指出，大師圓寂後這一年，佛光山在大師開

創的「制度領導，唯法所依，非佛不作，集體創作」路徑上，依然

保持著精神的凝聚與穩健前行的力量，各項弘法工作正常運轉，希

望大家放心。同時說明大師與學術界的傳統友誼，未來人間佛教的

發展依然有賴學術界的繼續關注和推動。

「從『全球佛教學者暢談人間佛教座談會』這個主題，可以看

到百年來推動的人間佛教，在許多高僧大德的共同努力下，人間佛

教已經是佛教現代化、中國化、全球化的象徵。」妙凡法師表示，

在時代的遽變中，人間佛教可以走向全球化，正因為人間佛教在弘

法上契合文明、進步、理性的現代化弘法方式，以及蘊藏豐富的中

華文化思想的中國化特色，「可以說，有人間佛教的地方，就有海

緬懷星雲大師  全球佛教學者暢談人間佛教

星雲大師示寂週年紀念暨全球佛教學者暢談人間佛教座談會開幕，（左起）由香

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陳劍鍠教授主持，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院長

妙凡法師、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所長張風雷教授、北京大學佛

教研究中心主任王頌教授擔任致辭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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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百川的中華文化。」

張風雷表示，星雲大師是舉世公認的一代佛教大師，紀念大師，

不限於特定時空，應置於整個佛教歷史上，特別是從人間佛教歷史

脈絡中去懷念、研究、認識大師。張教授讚揚本次座談會正當其時、

正當其地，與大眾一同期待研究的豐碩成果。

王頌指出星雲大師的歷史貢獻不僅限於佛法，他對中華文化及

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貢獻。佛光山儘管由星雲大師創立於台灣地區，

但其源頭在中國大陸，其根基是中華文明，兩岸中國人在文化上是

一家。如何弘揚大師的精神和文化，是後人研究的重要課題。

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香港西方寺方丈寬運和尚為大會受邀嘉

賓，以「星雲大師『給』的哲學對現代人的啟示」為題發表演講。

寬運和尚高度讚揚星雲大師是佛教歷史乃至人類歷史的第一人。大

師到香港講經説法，促進香港佛教發展和改善社會風氣，作出卓越

的貢獻。星雲大師以「慈悲喜捨」四無量心的實踐，成就「佛光普

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

此次座談會共分 7 場議程，6 場中文場次、1 場英文場次，學

者們逐一探究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與實踐議題，分別從多元視

角論述星雲大師在漢傳佛教全球化、本土化、青年弘法、高等教育、

佛教經濟管理制度等貢獻。本文列舉幾篇深具特色的研究論述與讀

者分享：

人間佛教管理學  強調與時俱進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黃夏年教授在議程中發表〈星

雲大師的管理思想再議〉，他認為星雲大師的眾多管理研究與分類

成果，不僅涉及佛教管理學，也牽涉世間管理學，可以說將整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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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與出世間都納入在管理學範圍。並重點指出星雲大師的佛教管理

學思想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是佛教信仰管理學，以佛教經典為基

礎，再與世間法相聯繫後而建立的一系列管理學說；第二是與傳統

佛教管理學有關的「佛法管理法」和「叢林管理法」，以及「禪門

的管理法」及人間佛教的「治心十法」。第三是當代佛光山佛教管

理法，「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

共修淨化人心」，成為佛光山人間佛教的最根本的僧團管理指導思

想。

此外，黃夏年也著重強調星雲大師是與時俱進者，因此人間佛

教使用的戒律與戒條都適應當代社會，如果戒律不能依照無常的規

律去改變，佛教就不能進步，不能適應當今世界的環境。最後黃教

授直指大師制定戒律的核心精神即是「心中有道」，他以大師的話

說明：「戒條有很多，橫說豎說，那都是條文，最重要的，還是要

自我心中有道，行為不要侵犯他人，那就是我訂為佛光新戒條—十

要、十不要的標準。」

黃夏年最後說明，星雲大師的管理思想是活活潑潑的，繼承了

禪宗不拘一格的精髓，一方面強調戒條在管理寺院與僧團的重要

性，另方面又堅持禪宗的心性思想，以心為道而去鼓勵自覺發揮主

能量。「佛教管理思想與組織架構，用佛教理念來統攝，特別是將

佛教提倡的『上契諸佛之理，下契眾生之機』之契理契機理念融入

管理活動，是星雲大師的佛教管理學精華，值得我們學習。」

後星雲時代  闡揚三大寶貴遺產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暨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何建明教授發

表了〈「後星雲時代」的星雲大師〉，他指出，星雲大師的圓滿人

緬懷星雲大師  全球佛教學者暢談人間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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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所留下的遠不止佛光三寶山的建築，更重要的是大師帶領佛光山

僧團和教團所開創和建立的諸多制度層面和精神層面的寶貴遺產。

而這些正是「後星雲時代」最值得珍視、也是確保佛光山僧團和教

團在「後星雲時代」能夠堅持星雲大師所開創的人間佛教「星雲模

式」，不斷開創新局面的最重要基礎。

何教授認為，星雲大師留給後人最可貴的精神遺產，就是終身

追求「回歸佛陀本懷」的「四給」利他主義人間佛教哲學思想，大

師曾表示，「四給」思想源自最能體現大乘佛教精神的「四無量

心」，因此大師將此落實佛光山的弘法利生事業當中。

其次，星雲大師留給後人最可寶貴的制度遺產，就是帶領佛光

山僧團和教團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艱苦探索所建立起來的佛光山清規

和制度體系。何建明指出，在開創佛光山並擔任住持 18 年後，在

58 歲最富經驗之齡，大師為了讓教團制度化，毅然宣布退位，由年

輕一代開始擔當佛光山的重任。可以說，「集體創作、制度領導、

非佛不作、唯法所依」是星雲大師生前帶領佛光山僧團和教團半個

多世紀以來豐富的經驗積累和總結。

第三，星雲大師留給後人最可寶貴的文化遺產，就是他生前大

量講演、開示和著述以及佛光山編纂出版的《佛光大藏經》、《佛

光大辭典》等大型藏經和工具書。何教授提及，《佛光大藏經》是

目前規劃最大、錯誤率最低的大藏經分類標點版，對於《大藏經》

適應現代人的需要具有重要意義。《佛光大辭典》則是當代佛教研

究學者必備的最全面最系統最準確的佛學工具書。108 卷的《星雲

大師全集》，收錄了星雲大師全部中文著述，卷帙浩繁，蒐羅宏富，

不僅是一部了解星雲大師和佛光山之歷史、文化、文學、佛學理論

和佛教現代化與國際化實踐的百科全書，也是中國現代佛教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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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佛法寶典。

何建明指出，雖然大師曾表示在有生之年不會創立佛光宗，但

是研究台灣佛教發展的學者卻認為，他已在傳統佛教八宗思想之外

獨闢一格，創立了所謂的「佛光宗」。何教授最後總結，佛光宗具

有三大特色：一、它是自覺傳承佛陀本懷、中華漢傳佛教優良傳統

和太虛大師所開創的現代人間佛教之路徑而不斷開拓創新的人間佛

教「星雲模式」；二、它是以星雲大師所領導的佛光山僧團和教團

為中心的全世界佛光人共同成就，具有鮮明的佛教主體性和身分認

同，充分展現出與現代文明社會相契合的現代化和國際化特徵；三、

它不僅僅是屬於星雲大師和全體佛光人，也屬於自 20 世紀 80 年代

成功實現現代轉型之台灣社會，更屬於佛陀教化兩千多年來全體佛

教，特別是中華漢傳佛教文化積極參與構建全球文明新型態的偉大

時代。

走出傳統經懺香火  積極入世度眾
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陳劍鍠教授發表了〈結緣的佛

事—星雲大師心中理想的經懺佛事〉，他認為星雲大師並不是否

定經懺佛事，而是主張經懺佛事不可成為職業化、商業化，必須要

讓經懺佛事能真正地超度亡者，安慰生者，成為一種了生脫死的修

持，而不是虛假的應赴；要讓經懺佛事促使大家了解佛教對日常生

活的美化作用與實用價值，而不只是死後的追思。

星雲大師曾對中國大乘佛教的發展分成六個階段：一、東傳譯

經時期（秦漢魏晉時期）；二、八宗成立時期（隋陳李唐時期）；三、

禪淨爭主時期（五代趙宋時期）；四、宮廷密教時期（元明皇朝時

期）；五、經懺香火時期（滿清民國時期）；六、人間佛教時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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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以後）。元明皇朝則盛行宮廷密教，滿清民國則進入了經懺香

火時期。星雲大師認為「到了 20 世紀，由於佛教徒的覺醒，佛教

回歸到傳統的根本教理，而作現代化的適應，所以 21 世紀的『人

間佛教』時期，就此順時應運而生了。」佛教徒的覺醒來自於對「經

懺香火時期」的反思與反動，「經懺香火佛教，幾使佛教趨於沒落；

若要嚴格說來，其實這也是中國佛教史上一次無形的教難。」

陳教授指出，大師有鑑於此，因此提出「佛光人要先入世後出

世；佛光人要先度生後度死；佛光人要先生活後生死。」把改善佛

化事業，以及積極入世度眾，作為振興佛教的要務。雖然大師有感

於經懺佛事行久弊生，但也認為有其存在的理由，因為經懺佛事本

來也是佛教了生脫死，弘法度眾的法門之一。星雲大師說：「只要

能方便權巧、契理契機、隨緣教化，就是人間佛教的慧用。所以我

無時不想著，如何不違傳統佛教的根本教義，而運用現代化的弘法

方式，做為傳教的方便。」

陳劍鍠最後總結，星雲大師心中理想的經懺佛事，即是不要把

經懺佛事搞成鬼鬼神神的把戲，讓眾生在雲霧裡摸不著頭緒，這才

不負於佛法的慧朗明智之道。若能讓信眾在拜懺的時候能夠「覺

醒」，引導他們打破外在虛相，提升內在境界，方能回歸本真的佛

性。

積極向上思想  推動漢傳佛教現代化與國際化
新加坡佛學院紀贇教授此次發表〈後星雲時代的漢傳佛教國際

化〉，他認為星雲大師在僧團組織、制度性建設及思想層面都有相

當重要的創新與突破。作為傳統宗教，往往會存有超越此世、厭棄

人生等諸多要素，但在現代社會中，積極向上的思想與宗教主張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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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更具有正面意義。就個體而言，積極向上的思想能夠促使佛教徒

個體培養樂觀、自信與積極向上的心態，也有助於維護整個佛教社

群的心理健康，並提高信眾的幸福感。此外，星雲大師所倡導的積

極向上佛教思想主張，也更能鼓勵佛教信眾個體在信仰中尋求自我

成長與健康發展，這有助於個體更好地應對當代生活中的挑戰。

就群體而言，積極正面的佛教價值觀，尤其是星雲大師所強調

的慈悲、友善、合作互助的普世精神，有助於建設具有佛教思想的

和諧社會，並促進不同宗教群體及宗教與非宗教群體之間的互信與

互助。

紀贇指出，太虛大師鼓勵佛教徒將精深的佛教教義，融入日常

的生活中，而星雲大師繼承太虛大師的遺志，也積極推動人間佛教

全體與會的專家學者共同合影，願繼承星雲大師的思想理念，繼續發揚人間佛教，

讓佛教走向社會、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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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並強調佛教在當代社會中的各項實際應用，從而對整個佛教

的教理、教制與教產都做出巨大的模式性變革。因此，在 20 世紀

初葉中國佛教復興運動以後，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在思想與實踐中

都能推陳出新，讓整個漢傳佛教進入到一個全新的現代化與國際化

的階段。

對於星雲大師在整個世界佛教發展史的定位，紀贇教授總結，

大師不僅將來自中國大陸的臨濟法脈在台灣發揚光大，更以人間佛

教的精神為指歸，大力推動漢傳佛教的現代化與國際化進程。更有

重要意義的則是，星雲大師不但在過去漢傳佛教僧團所難以企及的

廣度上弘揚了漢傳佛教，他更以漢傳佛教為載體，同時也將中華文

化之中的和平、友好精神播撒到世界各地。

漢傳佛教在國際化的進程中，雖然會遇到傳教語言、現實政治

等困境，但紀教授也指出，佛光山教團在佛教國際化與現代化過程

中具有引領的作用，無論是星雲大師對於現代民主、平等觀念的恪

守與推動，以及對於全新科學技術的利用等，都走在漢傳佛教各教

團之先。雖然星雲大師捨報了，但擁有良好制度建設的佛光山，相

信依然會在未來的漢傳佛教國際化領域作出新的貢獻。

1 月 20 日下午舉行閉幕式，由陳劍鍠、王頌主持，並邀請黃夏

年、溫金玉、張雪松、吳有能、越建東等教授總結發言。陳劍鍠强

調，人間佛教不是完成式，而是進行式，不斷弘傳下去是現代佛教

徒的使命。王頌則感念星雲大師與大家同在，要繼承星雲大師的思

想理念，繼續發揚人間佛教，讓佛教走向社會、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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