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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实践理念
!

###星云人间佛教个性特色论

桑大鹏

摘
!

要!星云大师主导的佛教&其特色就是将四大菩萨的大智'大悲'大行'大愿通过人间

佛教进行实践性的整合与统一&使人间佛教具备四大菩萨的精神底蕴(大智层面&表现在

星云大师超凡的般若智慧&其禅悟境界奠定了大师救世之业的基础&正是文殊大智的体

现+大悲层面&表现在佛光山创建了佛教特有的慈善体系&大大发扬佛教的慈悲精神+大行

层面&表现在大师戒行精严的人格磨砺&以戒律作为自身乃至于整个佛光山磨砺人格的精

神武器&将佛光山打造成戒律精严的丛林+大愿层面&表现为大师之勇于担当的地藏宏愿&

其性格中凝聚了愿力的引导与感召&成为佛光山向全球推广人间佛教的驱动力(大师以

,远接释迦'深契太虚'矫正印顺-的方式&确立人间佛教的个性风格&使自己的理论与释迦

统一起来(

关键词!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悲智愿行

中国有四大菩萨&分别代表各自不同的实践理念&他们是文殊代表大智&观音代表大

悲&普贤表大行&地藏表大愿(究极而论&其实是人性发展的极致(佛教传入中国两千余

年&上述四大菩萨各自代表的人性极致早已融入了国人的文化习俗与心性之中&推动大乘

佛法'儒道文化与生活方式与时俱进&成为我们观察寺庙'僧人'居士心智与人格的标准&

也是佛教改革的指南(

晚近以来&一代高僧'民国太虚大师观察到佛教有逐渐鬼化与神化之弊&遁隐山林或

专事超度死人&脱离人生&乃高唱,人间佛教-的理念&以不断烦恼'不修禅定的弥勒为高

标&指出佛法乃为活人而设&最初提出,人生佛教-的倡导&立足于个体的修为与解脱&后提

出,人间佛教-的理念并致力于笃行&普度众生&希望建立人间净土&把本已走偏的佛教重

新拉回正轨(

星云大师秉承太虚的遗志遗行&继续人间佛教的行持&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台湾乃至全

世界播撒人间佛教的火种&蔚为大观&为佛法的传播与深入人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任何

一种教派&都有其鲜明的个性特色(星云亦然&其特色就是将大智'大悲'大行'大愿通过

人间佛教进行实践性的整合与统一&从而将人间佛教向全世界推广(有人怀疑有拔高的

倾向&因而追问道!难道星云已达到甚或超过文殊普贤的果位&乃至于他有能力将这四大

菩萨的精神特征进行整合以形成自己的特点* 愚意以为&其意不然(这四大菩萨的精神

特征星云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他将这四大菩萨的特点凝练成人间佛教所特有的理想主

义色彩&在全世界形成感召&星云倡导八宗并弘就是为了使人间佛教具备这四大菩萨的精

神底蕴&为菩萨道的济世利生拓宽道路(佛光山开山之初&星云就阐述了开山的精神基

础!,中国四大菩萨最足以代表大乘佛教无我利他的精神(例如!于普陀山示现的观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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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本来在无量劫成就正觉&号6正法明如来)&但因为悲悯众生&而倒驾慈航&再来娑婆&寻声救苦+于五

台山示现的文殊菩萨本来在百千劫前成就佛道&号6龙种上)如来&为七佛之师&诸佛之母&唯其志行菩萨

道恒以智慧方便利乐众生&所以.胎藏经/说文殊6昔为能仁师&今为佛弟子&二尊不并化&故我为菩萨()

在峨眉山示现的普贤菩萨其身相与功德遍一切处&纯一妙善&并以恒久的十大行愿&导引临终有情往生

极乐世界+在九华山示现的地藏菩萨&发下6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宏愿&于二佛中

间的无佛时代度尽六道众生(-

"观其一生行持&其人间佛教的理念统括了上述四大菩萨的根本思想&是

太虚大师思想的充实与展开(

一'大智!超凡的般若智慧

在大师看来&人间佛教绝不是空谈玄理&而是,入世重于出世'生活重于生死'利他重于自利'普济重

于独修-

#

&这种思想无疑深契佛陀本怀&也正是太虚思想的核心&此四重确立了星云人间佛教的立足

点&是其人间佛教展开的基础&也是其般若智慧的起点&与六祖慧能的禅法一脉相承&慧能云!,佛法在世

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可见太虚与星云的人间佛教并不是别立一教&而是与祖先

的教法有着深厚的源流关系&这正是人间佛教能够发扬光大的历史与现实基础(

重入世'重生活'重利他'重普济既已是星云般若智慧的起点&其全部修持与领悟当然就以此为核心

而展开(星云对此有清晰的认识&他对其中每一点都有清醒的理性思考&如论佛教的,人间性-问题&星

云说!

佛陀不是来无影'去无踪的神仙&也不是玄想出来的上帝(佛陀的一切都具有人间的性

格&他和我们一样&有父母'有家庭'有生活&在人间的生活中表现他慈悲'戒行'般若等超越人

间的智慧&所以他是人间性的佛陀(

$

如何,普济重于独修-呢* 星云说!

佛教虽然讲过去'现在'未来&但重在现世的普济+空间上&虽然有此世界'他世界'无量诸

世界&也重视此世界的普济+讲到众生虽然有十法界的众生&更重在人类的普济(

%

由此可见星云,活在当下-的现实智慧(

星云的般若智慧以现实人间为立足点&但并不妨碍他向超越性'形而上进发(.千江映月/.庐山烟

云/二书中所集典故验证了星云对禅悟'古代的灯录有深切的体悟!如.千江映月/记载!

从来共住不知名&任运相将只么行+自古上贤尤不识&造次凡流岂可名*

星云解!,从来共住不知名-&久远以来&我们就和一个跟我们最亲近的人住在一起&只是不知道他的名字

罢了1 他是谁呢* 他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如佛性1

人&最可悲的就是不认识自己&不知道自家本来面目&每天对着别人都叫的出张三李四&却不知自己

是何等人物1

,任运相将只么行-&人&除了要认识自己外&更要任运随缘'自由自在的生活(要如何才能过任运的

日子呢* 一要随缘生活&二要随境安住&三要随心度众&四要随喜自在(

现在社会上&大部分的人都是逆缘在生活&既不能顺着缘&当然就不可能随境自在+不能随境自在&

就不容易安住(连安住都不能&还谈什么随心所欲的度众结缘呢*

世间上&多少麻烦&多少是非&都由不认识自己而起(,自古上贤尤不识&造次凡流岂可名-&古来那

些成圣成贤的人&都还不能认识自己&何况是我们这些芸芸众生的凡夫&哪里会明白呢* 我们对佛道若

不去研习'自修&真理就永难明白&不明理不精进&就不会修行&不修行当然就不会明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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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星云不仅洞达了这首偈子的真如本体&而且立足于现实人生予以解说&表明了星云对真

理的当下领悟(这是星云禅悟的一般理路(在星云作品里&我们处处可见这种系统理路(

在笔者的微信朋友圈里流传着一段星云的开示&更可体验到星云智慧的高超&他对开悟的每一环节

都做了极为详细的梳理!

开悟之前的准备!身心俱放(星云道!

印度有一位名叫五通梵志的婆罗门外道&由于他只证得五通而少一个漏尽通&烦恼未尽不

能解脱(就手捧鲜花向佛请益&佛说!,梵志&放下1-梵志即放下左手之花&佛又说!,梵志&放

下1-他又放下右手之花&佛继续说!,梵志&放下1-梵志想!,何谓* 我已无物可放(-佛大喝!,梵

志&放下1-梵志身心俱忘&豁然开悟1

我们老是在身心欲求上'人我是非上'功名利禄上贪求执着&一日不放下这些五欲尘劳&就一日不能

与道相应&洒脱自在(

在星云看来&开悟之前的准备极为重要&只要身心准备好了&开悟是水到渠成的事(而执着'贪婪'功

名利禄正是开悟的重大障碍&为什么要用五戒对治五欲* 原是为开悟扫清障碍&使真如完全显露出来(

那么&如何开悟呢* 星云认为!

古来能证悟的高僧大德很多&开悟的方法更是千奇百怪&其中有不少是看到自然界更递兴衰而开悟

的(譬如!灵云志勤禅师看到桃花落地而开悟&并作诗!,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

花后&直到如今更不疑(-唐朝的一位比丘尼到各地遍参后&回来见到庭院的梅花&终于开悟说!,尽日寻

春不见春&芒鞋踏破岭头云(归来试取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有的禅师多以日常生活为机缘而开悟&譬如!永明延寿禅师听到柴薪落地的声音豁然大悟!,扑落非

他物&纵横不是尘&山河并大地&全露法王身-(香严智闲禅师在锄地的时候&偶然拾起一块瓦片&往后一

丢&瓦片击到竹了&,空-地一声&他便悟了&脱口说道!,一击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动容扬古道&不堕悄然

机(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诸方达道者&咸言上上机(-南宋张九成&夜半听到蛙鸣恍然大悟&写偈!

,春天月下一声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与么时谁会得&岭头脚痛有玄沙(-这是闻天籁而启开了智慧(种

种前贤的证悟昭彰如在耳目&试问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究竟听到了多少天籁呢*

原来&在我们日常云为之中&早已埋下了处处引发吾人灵感的机遇&就看我们能否把握&若有准备&

则蜂鸟庭花&动静云为&无非开悟之机(

然则悟后如何* 星云说!

悟&是观念的改变&智慧的体现(悟前贪念功名富贵&计较人我是非&沉溺虚幻情爱&悟后

挣脱名缰利锁&冲破欲海情关&朗观世间&顶天立地于宇宙(具体而言&有如下境界!

$

!

%处在苦境中&却不能自苦$

0

%处在矛盾中&却不能矛盾$

M

%处在妄心中&却能无妄心$

$

%

处在分别中&却能无分别(

悟后的生活是自然的生活'无住的生活'救世的生活(

悟后是禅者保任圆成'洒脱超越的阶段&禅者挣脱名缰利锁&并进一步开始度化众生的大

业&使更多的人开悟而进取佛果(

在星云看来&悟是亲证的体会&是明确的观念&是心灵透视的能力&是自性的觉醒&是明白的领会(悟是

,生死一体-&是觉得生也未尚可喜&死也未尚可悲(悟是,动静一如-+浮动的世界里有一个涅?寂静&在

寂静的世界里&又有无数生命在欣欣向荣的活跃着(悟更是,有无一般-&有固然很好&无也非常丰富&从

,无-之中&还可以生出千千万万个,有-1 悟的时候&来去一致&来也未尚来&去也未尚去&亲朋相聚&好友

离散&在悟的境界里是一致不二的1 悟&使我们从矛盾中得到统一&从复杂中发现单纯&从障碍中找到通

达&从枷锁中获得解脱1

上述材料完全可看作星云的开悟报告&因篇幅有限&笔者不能一一笔录(此报告中&星云详细叙述

了禅者的心态'悟时的心理'悟的过程'悟的境界'悟后的生活&对禅悟的每一环节都能了然于胸&反映了

大师的高超智慧(正是有此禅悟境界&奠定了大师救世之业的基础(这种超世智慧正是文殊大智的体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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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其后的济世救人都是以此胸襟而成为可能(

二'大悲!遍满全球的救苦慈善之举

正是在这种般若智慧的指导之下&星云意识到我与众生同根&对底层民众的苦难感同身受&别人的

苦难就是我的苦难&因此而开始了其救苦事业(星云的救苦事业并不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遍满全球&

其救苦事业直接是观世音菩萨大悲精神在人间的践行(

星云慈悲救苦是以其深刻圆满的财富观为指导的&在.人间佛教系列/第二卷里&大师从六个方面阐

述了自己的财富观!$

!

%佛教的财富观$最富的穷人+最穷的富人+宿因与现缘+共通与个别+用钱与藏钱+

福报与现缘%($

0

%非法的财富$窃取他物+违法贪污+抵赖债务+吞没寄存+欺罔共财+因便侵占+藉势苟

得+经营非法+诈骗投机+赌博淫业%($

M

%佛教发财的方法$勤劳+节俭+宽厚+信心+结缘+布施%($

$

%怎

样处理财富&此中星云分别引用了.杂阿含经/.大宝积经/.涅?经/中佛对财富的分配法&说明了财富的

运用方式&其中.杂阿含经/中四分法最切合现代人!

$

"

!"

经营事业+

M

"

!"

家庭生活+

0

"

!"

储蓄应急+

!

"

!"

作福功德($

1

%佛教认可的财富$自身的健康+生活的如意+前程的顺利+眷属的平安+合法的钱财+内

心的能源%($

&

%佛教最究竟的财富&此中星云阐述了法财的意义&无形的法财胜过有形的珍宝&这才是

最究竟的财富&勉励众人通达般若智慧&超越生死(

可以看出&星云的财富观是通达而超越的&是积极而充满正能量的&是以布施为主导的(因是&其慈

悲救苦'拯济贫病之举乃在全球展开(

!C$C

年以来&星云在台湾创办.人生/.觉世/.今日佛教/.人间福报/.普门学报/等刊物&创立大大

小小的念佛会'慈善幼儿园二百余所&或出书弘扬佛法&著作等身&被译成英'日'德'法'韩等十几种文

字&都在向世人进行法布施&以觉世为使命&为人类的最终解脱作出了卓越的努力(佛光山从开山之初&

就立定四大宗旨!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将佛教教育

化'社会化'家庭化&这本身就是慈善(

星云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与佛典的研究与弘扬&捐赠各大高校进行此项研究(

0""0

年
M

月&星云

向南京大学捐赠
M"""

万&用于中华文化研究院大楼的建造和相关的科学研究(

0""D

年&又捐款
!"""

万给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物馆&支持岳麓书院的建设&践行了大师钟情于传统文化的热忱(

五大洲只要遭遇天灾人祸&则必有星云慈悲救苦的身影(非洲'南美'汶川地震'四川雅安地震'印

度尼西亚海啸'台湾
!CC1

大地震以及日本大地震等&星云无不往救(半世纪以来&佛光山不仅是全球向

往的佛教大学&更成了一个怜贫济老的慈善基地(按星云的意向&宁可消灭原子弹&也不能消灭慈善(

星云对,人间佛教-有独到的理解&按星云所说&,凡是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于

幸福人生增进的教法&都是6人间佛教)(-是故&大师的慈善事业贯穿人生的每个环节&佛光山的福利项

目洋洋洒洒&举凡医疗服务'养老育幼'辅导教化'社会关怀'临终安慰等&大小项目十余个(可以说人的

生老病死&从呱呱坠地到辞世往生&只要有需求&都在佛光山协助照顾之列(

星云的布施是无私而圆满的&此种行为深刻影响了佛光山的宗风(

0"!$

年&星云立下遗嘱&将
0"""

万家产$新台币%全数捐出&,寺庙&道场&电台&学校全都不是我的-&全数捐给公益信托教育基金会&彻底

放下&是洒脱的大丈夫作略(

经过
D"

余年的努力&星云彻底矫正了佛教隐遁山林或专事超度的鬼化之弊&实现了太虚的遗愿&大

大拓展了太虚的未竟之业&使佛教从台湾出发而遍布全球(

D"

年来&他因应信徒吁请到海外建寺!美国

洛杉矶的西来寺被誉为,西半球第一大寺-',西方的紫禁城-+澳大利亚的南天寺则是,南半球第一大

寺-+南非的南华寺为,非洲第一大寺-+巴西如来寺为,南美洲第一大寺-(度化的人种有黄'黑'白'棕(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释迦牟尼当年想做而未做到的事业&居功至伟(有人评论!,星云大师在海内

外推动的6人间佛教)&是另一个6台湾奇迹)&另一次6宁静革命)&另一场6和平崛起)(-

基督教经过千余年发展&其慈善已成体系&星云急起直追&在学习中创造&创建了佛教特有的慈善体

系&大大发扬佛教的慈悲精神&并影响台湾四大山头&为四大山头和大陆的佛教作出表率&是观世音菩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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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精神的人间产物(

三'大行!戒行精严的人格磨砺

星云戒律精严&

!0

岁即礼以持戒闻名的南京栖霞寺志开上人出家&后又就学于栖霞寺&得法为临济

宗第
$%

代传人(他对戒律有精深的理解与传承&深入普贤之行&将戒律作为自身乃至于整个佛光山磨

砺人格的精神武器&并播撒于整个生活事相中(

在星云的著述中&他对戒律的解说与强调随处可见(星云立戒是从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开始的&如在

.人间佛教
0

7从天堂到地狱8/一文中&星云解析天堂地狱的情状后说!,天堂地狱在哪里* 天堂在天堂&

地狱在地狱+天堂地狱在我们生存的世间+在我们的一个转念&一个回心之间(-

"可见立戒的首要目标

在矫正人心&因果律是以人心人性的邪正而报显天堂地狱&故人心人性是戒律的起点和基础(

戒律对吾人心性的防护充满正能量(在佛弟子网一段视频.戒律的开示/里&星云连用几个比喻说

明戒律的优越!灯光&船伐&墙壁&道路&璎珞(戒律是灯光&能照醒我们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驱遣吾人

无明黑暗(是船伐&可运载我们从生死此岸走向涅?彼岸(是墙壁&遮止我们免受罪恶的侵犯(是道

路&引导我们始终行走在正确的修行之路上(是璎珞&可庄严我们&在尊重别人时也受别人尊重(受戒

当然比不受戒优胜&因受戒并精心守戒可引生清净戒体&确保吾人累世不堕三恶道&不受戒则堕落无极限(

受戒之后再犯戒可通过忏悔减轻或消除罪恶&如衣服脏了可洗净&完全不受戒则无法确保吾人不堕落(

在此视频中&星云谈到了戒律的层次!摄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最后汇归在七佛通偈,诸

恶莫作&众善奉行-上&从止持到作持逐层提升&均有积极正面的意义(佛教导,以戒为师-是为了确保吾

人戒体清净&磨砺真性&以一颗无染之心领悟空性&超越生死(按星云的解释&戒是要用来规范自己的&

而不是拿来要求别人(戒律的精神在自发心的清净受持&在于实践菩萨道(菩萨道的精神就是发起,上

弘下化-的菩提心&所以菩萨戒除了有防非止恶的,摄律仪戒-以外&更有勤修善法的,摄善法戒-以及度

化众生的,饶益有情戒-(菩萨发心是为广度众生&如果不发上弘下化的菩提心&便不能称为菩萨(因此

菩萨戒虽有十重戒!杀'盗'淫'妄语'酤酒'说四众过'自赞毁他'悭惜加毁'嗔心不受'悔谤三宝以及四十

八轻戒等戒相&但是它的根本精神是发菩提心&以菩提心为戒体&如果忘失菩提心&也就违反菩萨戒的根

本精神(

星云对戒的理解极富辩证法(他认为&像五戒&看起来是消极的&遮止人的行为&即律典中所说的止

持&但其意义却是积极的&有作持的功德(由此他联系到了生命的终极意义即自由问题&对佛教戒律做

了极具现代意义的阐发&认为戒律的设置其实是为了确保自我与他者的自由&不杀生是为了生命的自

由&不偷盗是保证财产的自由&不邪淫是身体与名节的自由&不妄语是为确保人格的真实与信用&乃至于

不饮酒确保理智的清醒与他者的安全(故,五根本戒-又称为,五大施-(一切看似消极的戒律都具有积

极意义&因而求戒与持戒就成了一种内在需求(

星云对戒的理解极富灵活性(

01""

年前释迦设戒&是根据当时印度的时代情况而设&而在当代时

空变换中&我们则需在保持戒律精神不变的前提下灵活设戒和持守(如此&佛光山的戒律就需由出家人

个人的守戒扩展至僧团的管理&由戒律提升至制度(星云一系列演讲阐述了佛光山的管理制度&在.佛

光与教团0第三'四讲/中&星云设定制度!,佛光人不私收徒弟&不私蓄金钱&不私建道场&不私交信者+

不私自募捐+不私自请托+不私置产业+不私造饮食(-

#这就是,摄律仪戒-向制度的扩展(在同书第一

讲中&规定佛光人要,常住第一&自己第二+大众第一&自己第二+事业第一&自己第二+佛教第一&自己第

二-

$

(,我-的退居第二让我们清楚看见了佛光人由,摄律仪戒-向,摄善法戒-的过度与提升(又&第六

讲倡导佛光人,要有为教的忧患意识+要有为道的笃实心态+要有对事的敏锐觉知+要有为众的慈心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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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走向,饶益有情戒-了(

在这种提升中&我们清楚看见了星云一方面对释迦戒律精神的坚守&另一方面又领会到了他对戒律

的灵活运用与制度化(

变戒律为制度是星云的创造&与.百丈清规/遥相呼应(其中,八不规矩-和四种,退居第二-明显与

百丈,烦恼以忍辱为菩提&是非以不辨为解脱&留众以老成为真情(执事以尽心为有功-相应和(事实上

星云正是秉承了百丈怀海将释迦戒律中国化的创造性手段&创造性地为佛光山甚至人间佛教迎来了新

境界(通过戒律的制度化并引入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星云将佛光山打造成戒律精严的丛林&深受好

评&每个到佛光山的教内教外人士都有回家的感觉&而佛光山人就在这种制度化的戒律中磨砺人格&清

净戒体&是大行普贤菩萨实践精神的具体体现(

四'大愿!勇于担当的地藏宏愿

佛氏门中&有愿必成(星云正是发下了大愿&才使佛光山的事业遍布五大洲&其文化'教育'慈善'倡

导在全球开花结果&成为把佛教事业推向全世界的第一人(若没有大愿的感召&星云何能成就如此事业*

星云大愿的发生有其理性认知基础&据其观念!,佛教说一个人内心空间之大&是三千大千世界都可

容纳进去的&任何人只要把自己的内心空间放大&就能像大海一般容纳百川&不拣巨细&如泰山一般承受

土壤&不别精粗(-

#这决定了星云发下大愿的知识前提(

效法地藏王菩萨的深宏誓愿&成就人间佛教的宏伟事业&星云的大愿有迹可寻(在.人间佛教系列

!

0佛光会员的胸怀/一文中&星云把愿力与成就关联起来!,一个人如果胸怀一家&就能做一家之主+胸

怀一里&就能做一里之长+胸怀一国&就能做一国之君+胸怀法界&就能自在放旷&作法界之王(-并进一步

设定了佛光山的胸襟与事业!,人在山林&心怀社会+立足本体&放眼世界+身居道场&普利大众+天堂虽

好&人间为重+法界无边&家庭第一&今日一会&无限永恒(-

$不仅流露了星云大愿的逻辑基础&更立足于

佛光山的实际立下了步步放大'可资操作并行之有效的愿行之道(

在此大愿的指引下&星云确定了佛光人的使命!,以世界观弘扬佛法+以人间性落实生活+以慈悲心

普利群生+以正觉智辨别邪正(-

%显然是人间佛教大愿与地藏王,众生度尽&方证菩提-之愿的呼应(

即以,以慈悲心普利群生-为例&星云阐述道!,儒家讲仁爱&但因为有亲疏远近之分&所以爱不能广

被+墨家将兼爱&但因为弊于用而不知文&事理不能兼备&爱的运用会出偏差+法国大革命时&提出自由'

平等'博爱的口号&但往后多少年&还是无法解决民众的苦难&此理无他&只因为世间上的爱都带有染污

性&一旦处理不当&就回变成痛苦的深渊'烦恼的来源(佛教所提倡的慈悲则是洞彻众生与我本为一体&

而发展出无私无我的奉献精神(由于慈悲是一种净化的'升华的爱&想天地一般覆载万物&不以为功&所

以能普利群生&绵延久远(-

&在此比较中&星云一方面提出其大愿与佛教的关联性&另一方面佛教大愿

的纯洁与高贵&表明大愿的优胜性质(

不仅如此&星云还进一步定下了佛光会的目标!,提倡人间佛教+建设佛光净土+净化世道人心+实现

世界和平(-

'观其目标&层层提升&为我们清晰展示了星云大愿的展开过程(

如何实现世界和平以建设人间佛教呢* 按星云的理解!以佛的,六和敬-$见和同解+利和同均+戒和

同解+意和同悦+口和无诤+身和同住%最能弥合战乱&消除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达到世界大同(这是愿

力之能实现的方法论问题了(结合前文&我们可知星云对其大愿的实现步骤早已心中有数(

这种大愿终于铸成佛光会员的性格&星云以,应然-的语气总结了这种性格&即,群我要有国际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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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大鹏!论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实践理念

佛法要有人间性格+理念要有未来性格+制度要有统一性格(-

"四种层面的性格中凝聚了愿力的引导与

感召&成为佛光山向全球推广人间佛教的驱动力(

秉承此种凝聚愿力的性格&佛光会员广结善缘&他们用净财欢喜结缘&用语言功德结缘&用利行服务

结缘&用技术教育结缘(终于使佛缘推广到全世界&成就了佛光山的伟业&是地藏大愿的人间实践(

五'星云人间佛教个性的确立方式

星云确立人间佛教的个性风格&采取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方式&概括说来&即以,远接释迦'深

契太虚'矫正印顺-的方式&今分叙之(

$一%远接释迦

众所周知&释迦一代时教&其总体色彩即是其,人间性-&虽然谈经三百余会&每次都有佛菩萨到场作

护卫&但释迦讲经说法的直接对象却是其名下的
!01"

弟子(释迦涅?后&其集结的经典也由人'面向人

来传承(佛陀曾有言!轮回着的六道中人道最优胜&人的理性和肉身的五官全备优于余五道&并因人道

的苦乐对比使人更易趋向于寻求解脱&用理性和悟性追求终极真理&人道既造业&又受报&最易领受因果

律的真实&故任一尊佛在最后身都是选择人道成佛&其,人间性-是显然的(只是到了末法时代'到了晚

近才有神化与鬼化之弊(星云高擎人间佛教的大纛&正是领会了释迦真意(

$二%深契太虚

太虚大师首倡人间佛教&一扫晚清以来佛教遁隐山林或专事超度的流弊&大畅玄风&并身体力行&印

经'办学'慈善&使本已式微的佛教复振(惜乎天不假年&留下未竟之业供后人概叹(星云继起&将佛教

推广到全球五大洲&实现了太虚遗愿(并比太虚走的更远&是释迦宏愿的真实表现(

$三%矫正印顺

印顺法师也在人间佛教的理论阐发中多有贡献&但其理论大可商榷(印顺阐述缘起论时多不合释

迦原意&他认为&从事相上看&世间万物都是缘聚而生&缘散而灭&没有恒定不变的自体&无物常在&故其

本质本性为,空-&如此之空毫无意义&是断灭论(当印顺意识到这点早已为佛所破斥&又建立,极细意识

心-以支撑此缘起论&认为万物包括生命都从此极细意识心所发生&但既是意识心&无论如何细微&都是

意识&都是第七意识即意根末那识感应第八阿赖耶识结合前五识而生&本质是,依他起性-&是生灭法&但

印顺根本不谈第七识&更认为第八识阿赖耶识是,性空唯名-&无有实意&而将极细意识心建立为不生不

灭&如此而成就缘起的无穷无尽&使其缘起论转为常论(事实上&缘起论没有如来藏的支撑源出何处*

如何展开* 按佛学唯识论&八识中以阿赖耶识为根本识&余七识皆为第八识生出(前五识使我们感知到

色声香味触的内相分&与此同时&第七识与前五识结合&生出第六意识&以对前五识作出了别&判断'识知

色声香味触的性质特点(第七识末那识的特点是粘滞'执着&又名,意根-&即意识之根&它一方面执着阿

赖耶识为,我-&另一方面又执着前六识为我的功能作用&是即唯识论所谓,遍计所执性-(末那识就是吾

人自我意识&它将前六识每一刹那的作用收执起来&输送给第八识&即,现行生种子-&是即,因-+在适当

的时机&阿赖耶识又将这些收存的种子流注出来&生出生命与世界&即,种子生现行-&是即,果-&因果律

于焉发生&阿赖耶识虽是空性空相&但他作为始发地和回归地&却可确保因果律永远起作用&故,万法皆

空&因果不空-(印顺的缘起论双具断灭与常论嫌疑&学界或僧团多有争议(然遍观星云文集&却找不到

此二论点(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云!,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星云虽没有明说&但他正是如此巧妙地

避开了印顺的偏差&使自己的理论与释迦统一起来&人间佛教正是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在全球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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