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臺灣「人間佛教」發展特色的幾點思考 
——慈濟與佛光山之異同為例 

摘要 

臺灣「人間佛教」思想的實踐在近現代極具代表性。在某種意義上是佛教發

展的領頭軍，很多地方爲了「發展」也競相效仿。因此筆者認為探究臺灣人間佛

教發展特色這一議題對現代佛教的發展方向有著不可忽視的必要作用。本文選定

慈濟和佛光山團體進行比較分析。 

當應現代人根基，種種創新出來的善巧法門，廣為用來推廣「人間佛教」的

同時，我們是否冷靜的思考其宏觀得與失。初階者中，也不乏有人漸入中高階，

但這個過程中，佛法精神要義在不知不覺中漸為淡化。是進步還是退步，是興盛

還是衰敗定位角度、評定標準各有不同。看似人多興盛而實際上佛法的深刻內涵

漸被稀釋。雖美稱應機施設，然針對這樣的困境，是否可以避免或減緩？筆者提

出精神要領之掌握及推廣過程中之基本原則鋼骨兩點討論。此關乎佛教在現代社

會的發展向度，以及如何不至於落入僅止於人天善法，佛法不共其他宗教得本懷

在於菩薩道的行持，而對法義的體解和正見的建立不可或缺。 

本文提出針對「人間佛教」理念在實踐中，其對於佛教本身的發展的隱患之

所在，並省思和探討該如何避免。在時代背景下，以比較宗教領袖個人背景，分

析討論宗風特色之異同，以及信徒團體特色，信徒、起家之異同及對形態影響。

並以比對慈濟與佛光山發展、轉型之異同及突破點的新嘗試，針對其宗門發展、

轉型的特色之異同進行討論，以領導團隊、僧團法師的氣質及志業推廣方式之差

異三個向度，分析出兩大團體在推廣人間佛教時對現代技術、藝術的多響度運用，

提出其中的佛法深刻意涵。基於以上較為有代表性的幾個向度的討論，提出筆者

對臺灣「人間佛教」發展特色的精神要領之掌握及推廣過程中之基本原則鋼骨兩

點思考進行討論，並嘗試提「人間佛教」發展中「組織化的困境」之省思和展望。 

基於對現代佛教發展特色的關懷，以及對佛光山和慈濟兩大佛教團體的實踐

參與和學習其宗門思想的因緣，故針對慈濟與佛光山之異同初探，來思考臺灣「人

間佛教」發展特色並對此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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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是包容性極強的一片沃土，各宗教都可以在這片土壤中蓬勃發展。近現

代漢傳佛教的發展，最為代表的是「人間佛教」理念的推廣。清末太虛大師在特

定的歷史背景下極力推廣「人間淨土」思想以強調，佛教不僅度亡，更是度生的

佛教。此思想的提出，引發很多佛教發展相關的討論議題。但是這樣的理念的提

出，在實踐中，對於佛教本身的發展是否存在隱患？若是存在隱患又該如何避免？

這帶給我們很多向度的省思。 

    臺灣「人間佛教」思想的實踐在近現代極具代表性。在某種意義上是佛教發

展的領頭軍，很多地方爲了「發展」也競相效仿。因此筆者認為探究臺灣人間佛

教發展特色這一議題對現代佛教的發展方向有著不可忽視的必要作用。 

    倡導人間佛教思想的團體，在臺灣主要有佛光山、慈濟、和法鼓山等，法鼓

山聖嚴法師是主要以學術研究路線為主要特色，因此在本文暫時不對其進行討論。 

    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早年是太虛大師的學生，其「人間佛教」理念，一

脈相承與太虛大師；慈濟證嚴法師，亦是因「太虛大師全集」而開始正是踏上其

弘法利生的菩薩路。佛光山至今已開山 54 年，慈濟至今開山 51 年，兩者皆是走過

半個世紀，是臺灣極具代表性的「人間佛教」理念實踐的佛教團體。同時，此「人

間佛教」理念亦皆與太虛大師有淵源。故比較兩者異同來思考臺灣現代佛教發展

特色。 

  筆者從 2013 年 6 月開始，在佛光山團體中實際參與工作為時一年零兩個月的

田野觀察；又與 2016 年到慈濟大學讀研究所，感受著慈濟的人文特色。並借由《慈

濟專題研究》這門課程進一步瞭解和學習慈濟的人文特色。基於對現代佛教發展

特色的關懷，以及對佛光山和慈濟兩大佛教團體的實踐參與和學習其宗門思想的

因緣，故針對慈濟與佛光山之異同初探，來思考臺灣「人間佛教」發展特色並對

此議題進行省思。 

 

 二、歷史背景 

1、時代背景 

佛光山和慈濟功德會在 1980 代末期開始大放異彩，這關乎於臺灣社會變遷過

程對地域性民間信仰帶來很大衝擊，同時對於主動的佛教團體帶來發展的空間。1佛

光山早年，星雲法師帶著青年到鄉下去做宣傳，慈濟證嚴法師早年也是以三十為

婦女每日存續五毛錢而起家建立慈濟功德會。 

                                                      
1
 《臺灣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主要宗教形態》一書。 



現代化宗教形態的蓬勃發展的特色主要有，地域性的脫離、科技的運用、教

育水準的提升、工具理性手段的運用，這些都帶動了宗教地位的平等。而且，由

於臺灣的社會的開放，使女性上到平等的平臺，當時的佛教團體中以女性為主，

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女性運動。而這樣的團體特徵，也在某種意義上決定其發

展方向，和可能存在的一些發展上的向度的不足，而這樣的美中不足又如何讓他

更為圓滿值得我們思考。 

在大的歷史背景、佛光山和慈濟有著共同土壤、環境和民間信仰、民間佛教

的民眾基礎，這將影響其之後發展方向的差異性。若依據錢學森提出的系統論來

解釋，其中一個因素則是領袖本人的知識成長背景的不同。這關乎到六十年代到

八十年代的「起家」的形態和八十年代到現在的發展方向，乃至之後的轉型的可

能性三個向度。而這三個向度的共同點則是兩大團體蓬勃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2、宗風特色之異同——比較宗教領袖2個人成長背景 

宗教領袖的價值取向直接影響整個團體的大方向，因此比對兩大佛教團體

異同，對比其領袖的個人背景不容忽視。 

（1） 法師介紹： 

  星雲法師，（1927 年 8 月 19 日－）出生江蘇省江都縣（今揚州市）人，

童年出家（12 歲）於南京棲霞山寺禮志開法師披剃，為臨濟四十八代傳人，披

剃後進入棲霞寺律學院修學佛法。在大陸曾擔任小學校長、也曾親近太虛大師

學習。1949 年（22 歲）隨軍隊來臺灣後，曾主編《人生》月刊、《今日佛教》、

《覺世》旬刊。與 1967（41 歲）年創辦佛光山。3 

證嚴法師：（1937 年 5 月 14 日－）生於日治臺灣臺中州大甲郡清水街（今

臺灣臺中市清水區）1958（21）年萌生出家想法，1963（26 歲）年於印順法師

門下出家。66 年（29 歲）建立慈濟功德會，由 1968 年（31 歲）起逐漸興建精

舍，發行「慈濟月刊」，開始建立「慈濟委員」、「慈誠」制度。1979 年，發

起建立「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2） 分析討論： 

一位法師弘化與其志向及因緣有關，但其弘化前的成長也是不容忽視的。

通過上文簡單對兩位法師的介紹不難發現其差異。 

                                                      

2 参见「宗教與世界：韋伯選集（II）」，康樂、簡惠美譯，80-97 頁。 

  *  Charisma and Compassion. By Julia Huang. 15-39 頁。  
3
先後在世界各地創設的寺院道場達 200 所以上、1985 年卸下佛光山宗長一職，之後 1992 年創辦國

際佛光會，國際佛光會於 2003 年起被聯合國非政府組織列為正式成員。同時也是佛光山開山宗長、

國際佛光會的創辦人，被尊稱星雲大師
[2]
。現任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長、世界佛教徒友誼會榮譽會

長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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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法師，在 12 歲-22 歲的十年出家生活中主要是在傳統的僧團中學習，

接受系統的僧教育。因時代因緣 22 歲來臺灣後，到其正式創立佛光山的 18 年

中(22 歲-40 歲)主要致力於佛教期刊的編輯和民間的弘化。對其之後致力於推廣

文化、教育、慈善等事業，僧才、人才培養、以及僧團制度的建立及人間佛教

理念的推廣方向4，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證嚴法師，26 歲出家、之後

靜修、29 歲建立慈濟功德會，乃至 31 歲建立道場。這兩者因緣上則有著明顯

的不同。這也在某種意義上決定了兩者推廣人間佛教理念的佛教團體的發展上

的差異處。 

值得注意的是，佛光山的創辦和慈濟精舍的興建前後只差一年，（這時星

雲大師 41 歲，證嚴法師 31 歲）。 

相同的是大的時代背景下，人們經濟漸漸改善，且民風淳樸，有著宗教發

展的沃土。不同的是，法師僧教育背景不同，信徒群體年齡層不同。 

星雲大師以僧教育為主，主要做接引大專生出家前的佛法引導（青年人）；

證嚴法師主要接引婦女團體的慈善志業（婦女團體），青年團體則偏重文化志

業，而婦女特色則是以情化人，關懷和母性的慈悲和勤儉，筆者認為這於後來

宗門特色有著重要關係。針對這部份差異所帶來的異同，分析其「起家」前的

信徒背景，以及其所建立的僧眾的差異，是其起家初期「形態特色」形成重要

因素之一，因此，筆者接下來將從不同向度詳細其信徒之差異。 

3、信徒團體特色：信徒、起家之異同及對形態影響 

   作為一位出家僧人，弘法利益眾生是本分事，然而一位弘法者的成就如何，

除了其自身背景以外，與其有緣的信徒群體特徵關乎到後來的弘化趨向。星雲法

師和證嚴法師兩位是臺灣現代社會中推廣人間佛教相對成功，在某種意義上，對

人間佛教思想的落實和推廣有其不可忽視的貢獻，那至各自形成其宗門道風，而

這宗門特徵的因素之一，恰恰也來自於其信徒群體特色。 

星雲法師，因煮雲老和尚提供暫住處所，開始了宜蘭的弘化，主要是當地的

年輕人，即現在的慈容、慈惠兩位法師是當年的年輕小姐，協助星雲法師做兒童

教育，後被星雲法師送去日本讀書，回國後開始了高雄佛光山的創建，創建之初

開始辦青年禪學營、興建從林學院，接引了很多青年，成為後來出家的僧眾。 

     證嚴法師受戒後與花蓮小木屋靜修，與當地弘法宣講《地藏經》，有四位比

丘尼師父依止其共住修學，證嚴法師為他們講四書等文學基礎及法華經5。後因 30

                                                      
4
佛教學院設立 16 所，並創辦普門中學、南華大學、佛光大學、美國西來大學推廣社會教育，及創

辦人間福報、人間衛視。 
5
 筆者訪問證嚴法師的大弟子，容師父，摘自訪問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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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家庭主婦不舍得讓法師離開當地，而有了每天五毛錢的慈善基金會的初期形成。 

    兩者相同處是，在當地弘法，隨緣利益，主動關懷。這種流動性的弘化雖起

點與地域中但有別於民間信仰的地域性限制，並且因為有制度宗教特色的講義宣

講弘化。導人向善的推動力更為流傳。同時，那個時代，臺灣經濟漸漸發展，有

多餘錢，即「富而好禮」，在這樣的發展的群體中、勸人向善，是有極為大的發

展空間。因此兩個團體在當年發展的極為迅速。 

不同點在於：星雲法師的信徒群體，因緣起初偏重在年輕人，有朝氣、好學

習，加之星雲法師本人沒有接受過世間學校教育的遺憾情懷，以及培養人才的訴

求，其在傳統叢林道場接受的僧才教育、僧格的養成等這些因素，當時臺灣對昧

外留學之風氣，故星雲法師送弟子（慈容、慈惠兩位法師）去國外（日本）學習。

自己寫書（《玉林國師傳》是星雲法師第一本暢銷的書，而這本書的稿費是其所

賺取的第一桶金，也正是其送弟子留學日本的經濟來源處之一）。 

證嚴法師，因其信徒群體，初期以婦女為主，加之法師本人父病故之因緣，

女性團體的為人母的慈悲的天性，因此以慈善扶貧為主。同時提倡一日不做一日

不食，其僧眾所有用度花銷，皆自己勞作掙錢，所有信施的錢全部用於基金會。 

此外，必須進一步說明。 

雖然星雲法師方向是以文教育為主，證嚴法師是以慈善為主，但並不表示星

雲法師不重視慈善，證嚴法師不重視教育。而是說，每位法師的弘化因緣上個有

不同，因此決定了其發展方向，以何為主以何為輔，這也是應因時節因緣在調整

變化的。而這裏有個不變的核心就是直接關懷人們生活，一反清末佛教隱遁山間

的形態。 

走入人群，不是說佛教本身就是隱遁，也不是說走入人群就是新形態，而是

這隱遁的「遠離塵囂」和入世的「廣行六度」是根據時代背景 、信徒團體的特徵、

以及法師本人的弘化因緣，都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任何一種團體性的「運動」

沒有其絕度固定形態，只能說，被一定的因素拋擲到某個情境。而在那個情境中，

去被逼著學會適應和主動關懷不自在的苦難人群。 

例如，星雲法師偏重教育，信徒群體又是年輕人，因此，有了叢林學院、有

了自己的佛教期刊、接著有了僧團的建立，乃至後來的四所大學6，以及全球 300

多個分別道場，這些都是因為這樣、或者那樣的眾緣，及群體的需求而應醞而生。 

證嚴法師、因「一灘血」事件，體悟貧病交加的苦難、以及其父病的情境體

悟、花蓮地處偏遠、醫療不發達等因素，應因有了籌建慈濟醫院的訴求。醫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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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佛光大學、南華大學、美國西來大學以及澳洲南非大學。 



員的缺乏有了慈濟技校的出現、以及後來的慈濟小學、中學、最後有了慈濟大學。

以及應於弘法的需要，有了慈濟大愛電視臺等，無不是在時節因緣中，加之法師

本人的慈悲和對人的關懷，以及無我的精神，柔和大眾群體的力量、啓發人向善

的動機，等眾緣下成就了這兩大團體的迅速發展。 

正如空間、陽光、水分等外在因素相近，茁壯成長的場域，但是由於種子的

細微差別（包括法師本人對眾生的關懷，及其信眾共同體的投入。）而導致蘋果

和梨子不同，但都碩果累累。也正因為果子不同，才能應化喜歡蘋果和喜歡梨子

的兩類人群。我們不能去評論餅乾和麵包那個好，因為寸有所短、尺有所長、相

生相潤相助，以不同向度走向同一個目標——利益眾生，圓滿菩薩道，成就佛教人間

化。 

 

三、慈濟與佛光山發展、轉型之異同及突破點的新嘗試 

    1、宗門發展、轉型的特色之異同 

   佛光山早期重視僧才培養，以建設高雄本山及叢林佛學院為主，配以針對年

輕人（學生）、知識份子等進行培訓課程、禪學營，乃至兒童夏令營。至星雲大

師進六十歲時因美國華人捐地，興建美國西來寺及西來大學開始海外分別院、大

學的建設，目前分別院 300 多，但是，道場皆派有出家住持。國際美國西來大學，

澳洲南非大學兩所，臺灣佛光大學及南華大學兩所。 

    建設好佛學院及佛寺，在發展階段，星雲大師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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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特色。 

慈濟早年興建醫院、濟貧，源於證嚴法師對「貧病交加」之苦的體悟，對眾

生的不忍和悲憫，乃至後來的建設醫學院、應之而生的小學、中學、大學，但主

要是以賑災為主，自 1991 年大陸華東地區的賑災開始，至今 26 年間，開始了國際

賑災。也使慈濟團體以「慈善團體」7的形象在國際上廣為被稱讚認可。在此也必

須強調，慈濟在國際上並非是以宗教團體的形象而擴展，是由宗教人事推展的慈

善團體。而團體在各國興建的靜思堂也主要是在家居士集會處。此有別於佛光山，

佛光山的僧眾除了一些留在臺灣高雄本山學習和主事外，其他僧眾派於各海外道

場輪職，海外道場以僧為主事者。而慈濟的僧眾盡數在臺灣花蓮的靜思精舍。海

外道場由居士，向證嚴法師匯報海外咨詢而臨場主事。此點不同處，恰恰也在某

種意義上是形成其在國際上形象差異的因素之一。 

在發展階段，證嚴法師的「普天三無」理念為原則8，開展出慈濟的「四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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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情化大愛》，盧蕙馨，第 8 章「宗教合作經驗：”百川歸海”的譬喻和詮釋」，345-390 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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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八大法印」、（即慈善、醫療（如慈濟醫院）、教育（如慈濟大學、慈濟技

術學院、慈濟小學、慈濟中學）、人文（慈濟人文志業中心、大愛電視 1998 年開

始、1983 年發行藝術兒歌等，經典雜誌、檀施會、慈濟月刊、外語期刊）、國際

賑災（如援助川緬）、骨髓捐贈（慈濟骨髓資料庫）、環保（如慈濟環保教育站、

大愛感恩科技公司）、社區志工（慈濟各分支會所）。）推動所謂「佛法人間化」

理想。 

    2、兩者異同之討論： 

（1）領導團隊之差異 

兩個團體在發展國際化的共同點都採取不分種族，不分宗教及不分國度。團

體中也不乏其他宗教、種族的人士參與其中。展現在佛教的博大的胸襟。但是不

同處是慈濟基金會之慈善事業運作，全球分會主要人群是在家居士為前線主力，

法師只是背後的情感後盾。主要是當地華人，以師姐為主導精神引導，當地有才

力的華人師兄為具有運作的經濟後盾。團體以在家居士居多，並且在臺灣多是終

年女性為多，以及家庭化志工，丈夫的加入志工事業，添增一些男眾。在臺灣很

明顯的女多男少。在海外則是男女比例不是極為明顯的差異。這與慈濟以情化人

的弘化特色不無關係。 

佛光山則是以傳燈會為中央決策，掌有主控權，全球分道場以出家法師為主

導，在家居士以義工角色出現，雖然也有居士團體的佛光會，但主要是建寺義賣

的財力來源，以及學術研討會，文軒推廣的主要軟實力。佛光山出家眾至今近千

人，但多分到各國分別院主持。地區大本營的寺 20 到 30 位為法師，要求辦活動一

千人以上參加，其他分別院的道場，多則三五人，少則一人，或者分配以如道「師

姑」9去管理，在辦活動時，各地的小道場整車趕去地區大本營參加活動。臺灣總

本山留的法師也只約近百人而已。同時，海外分別院當地大本營的主持法師多是

高學歷、年輕有為的女性法師。即佛光山很多高學歷的海外留學生出家。這與留

學生群體在異國處境不無關係。 

慈濟，國際的靜思堂，沒有出家法師，慈濟的法師一兩百位女性法師都統一

在花蓮的靜思精舍修行。 

     （2）僧團法師的氣質差異: 

     佛光山是臨濟宗主信念、照顧腳下為僧修行教育核心，法師們白天忙與四大

志業的弘化及管理，晚上則專注於自我法義的修行，展現出來的氣質，雖高學歷

有文雅風範卻沒有書生氣，雖將求照顧腳下，行無聲，但腳下生風走起路來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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俠者風采。慈濟法師展現出來幹練的同時，又流露出道人的樸實無華，熱情但不

昧情，多情但不濫情。雖「以情化人」但不失道人鋼骨。這與證嚴堅持效仿百丈

禪師的「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密不可分。即一個道場中僧人風格所形成的僧團

道風，其領導者對佛法的體會和德養的高度極為息息相關和重要。 

（3）志業推廣方式之差異 

①善語的宣導方式。 

佛光山，推廣文教，比如青年禪學營、短期出家等活動，讀書會、即針對不

同年齡曾開展。在知識份子心中，星雲法師的深入淺出的佛光法語、小叢書、《迷

悟之間》法語開示等，對其生活點滴有很多啟示。 

慈濟，開始由幾位阿婆的發心以致發展出後來的環保站。證嚴法師的勸德導

善的「靜思語」對最初的終年婦女群體，改善為人態度和處世方式，帶來其家庭

和諧等，對這群人很有幫助。乃至到後來，發展到《靜思語》以善書的形式10，隨

著國際賑災而流傳到各國。甚至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都可以在《靜思語》找到與

自己信仰的宗教教義，找到相通處而自我警醒和覺照。以口袋書的形式，時時淨

化著人們的心。這也應對了心裏環保這以理念。契合著，唯心所造，心淨則國土

淨的甚深法義。其共同特點都是將甚深佛法，深入淺出的以口耳相傳、簡短式的

形式，走進人們的口袋，隨時攜帶，隨時憶念。這一點上，可以算是佛教走進人

們身邊的一大特色。小叢書、口袋書、小而輕便，便於攜帶，又不深奧難懂，這

樣勸善正能量的勸導更貼近人們的生活。同時、星雲法師和證嚴法師都有出版很

多書籍，這些書籍都是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出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星雲法師

行文特色，慣於用排比句式，將佛法和生活應對結合著講解，證嚴法師，則是強

調以生活實例、災難實況作為鮮活教材，讓人們提斯無常理念。同時，兩位法師

都教導弟子們要落實在生活中，切實的去作為，而不是空談理論11。例如：星雲法

師提到： 

「一、倫理觀（居家之道）二、道德觀（修養之道）三、生活觀（資用之道）

四、感情觀（情愛之道）五、社會觀（群我之道）六、忠孝觀（立身之道）七、

財富觀（理財之道）七、財富觀（理財之道）九、保健觀（醫療之道）十、慈悲

觀（結緣之道）十一、因果觀（緣起之道） 

十二、宗教觀（信仰之道）十三、生命觀（生死之道）十四、知識觀（進修

之道）十五、育樂觀（正命之道）十六、喪慶觀（正見之道）十七、自然觀（環

保之道）十八、政治觀（參政之道）十九、國際觀（包容之道）二十、未來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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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田野訪問筆記。 



展之道）12」 

證嚴法師提到：「感恩、知足、善解、包容」等。 

②傳播媒體的弘法運用 

隨著時代科技的發展，佛教團體開始利用科技、媒體等方式弘法。這有別於

傳統民間信仰的血緣家族地域性的限制，使得宗教理念推廣的更迅速，更為人民

接受，使宗教教義更走近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以下即對佛光山和慈濟團體所利用

的媒體弘法的特色探討。 

佛光山星雲法師，早年撰寫《玉林國師傳》賺到了第一桶金，後來這本書被

拍攝為電視劇廣為流傳。星雲大師亦應各電視臺邀請進行電視弘法。後續佛光山

僧團有編撰《普門日報》等。 

慈濟至 1998 年開始有《大愛電視臺》期中內容很豐富，但是最受歡迎的一是

八點檔的真人情感故事，如何改過向善，二是賑災相關報導，三是歌仔戲似的經

藏演繹的舞臺劇，這三類節目在臺灣的收視率很高。亦是在眾多電視臺中最具有

特色的（也最體現慈濟特色的節目）。 

     ③音樂、肢體語言運用的 

首先，對僧團梵唄「再創作」。 

星雲法師送出家弟子去參學梵唄、並請音樂專業人士為梵唄中的唱贊譜寫五

線譜、配以樂器進行演奏。形成了佛光山梵唄特色。《大悲懺研究》一書中作者

以專業的校對方式，對臺灣四個地方的《大悲懺》唱誦進行比較和總結其特點，

我們不難從中發現，佛光山的樂器中多了些委婉的轉音。讓人更攝心。筆者偏訪

大陸叢林道場，通過錄音、研究、比對發現，有些接近上海傳統寺院的海潮音，

但又別於此。 

    而慈濟證嚴法師的僧團早課則是誦《無量義經》，和拜《法華經》，其唱腔，

據說是證嚴法師早年，在小木屋拜《法華經》時，而體悟到的音韻，筆者錄音仔

細研究比對，發現其於早年大陸傳統叢林，專門修《法華三昧懺》的唱腔很接近，

一是口口相傳的韻，一是拜經時體悟的韻，何以與大陸傳統佛寺梵唄音韻如此相

近？又何以如此聽起來令人收攝身心。這於梵唄本身固然有關，但於唱誦者的運

心也是息息相關的，學者林子晴，在〈當代臺灣佛教文化中慈濟音樂的展演分析〉

13，有針對慈濟的音樂進行分析。可提供我們參考。 

其次，以流行歌曲形式來教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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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林子晴  慈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刊，第 10 期，頁 109-125，慈濟大學：2010。 



兩位法師都應現代人的身心特徵，運用流行歌曲進行弘化，其特點總結如下。 

佛光山歌曲主要針對團體活動時運用，其內容陽光，熱情。多以歌贊佛光山

到場之美，宣導人心美善。 

慈濟歌曲，其採用是通俗唱腔的手段，風格清純、樸素，以生老病死常情為

引入，又將人間常情轉以大愛，有一種先於情處得到情感共鳴，再導向勵志向上

的特點。而且每一曲的背後都有其緣起和故事，都是從於事實出發，且意相延綿，

讓人何以展開無盡的情思及省思，例如「想師豆」以相思喻以弟子對師長德行恩

德的感念。現將特點總結如下，並進行討論。 

 慈濟音樂的特點一 

   「真、善、美」美學觀，此點於佛光山通俗音樂相近，例如《大愛無邊》、《牽

手人生》、 《祈禱》等。 

 慈濟音樂的特點二 

    入世的慈濟歌曲對「情」的書寫，對世間情感、慈濟（大愛）情感的敘述，

以及實踐人間淨土的目標，共 223 首，佔近三分之二。 

 慈濟音樂的特點三 

    歌詞中入世在「家」的現代關懷 

「阿爸」、「嬰仔是咱的寶貝」、「一點露、「孝」、「大愛」、「家」、「海

外的家人」、「家在田中央」、「一家人」、「愛的力量」、「孩子！我該如何

愛你」、「大地的母親」「預約人間淨土」、「超越天堂」、「大家來做阿彌陀

佛」、「大家做環保」。等 

 慈濟音樂的特點四 

    兒歌歌曲占了 40 首（約九分之一），寓教於樂中保存純真韻，同時也曾獲金

曲獎「最佳兒童樂曲編輯獎」，足以展現其音樂的社會影響力。除此之外，也有

對朋友的友情、情人的思念之情、夫妻之情、人生晚年心境，及對新生生命疼惜

之情的描寫。 

 慈濟音樂的特點五 

   在慈善與醫療志業的運用。「愛灑人間」、「千手世界」、「擁抱蒼生」、「誠

心祈三願」 

 其歌曲數量風格總結如下：14 

題材分類 調查數量 相關歌曲名稱 

慈濟大愛情感、 178 常住衣坊間、渡化人間、歡迎你來做慈濟、自如、只牽你的手…… 

                                                      
14
 引誠恕同學課堂報告表 



人間淨土 

對世間情感的描述 45 跪羊圖、最美的笑容、母親的手、每年的今天、阿爸的五角銀、葉子的眼淚、

悲心交集在心蓮、路要自己走…… 

兒歌 40 環保小小兵、月亮在看你、珍愛大自然、心中的聲音…… 

對證嚴法師開示（靜

思語）的詮釋 

32 感謝天·感謝地、當一滴燭淚落下來、普天三無、慈濟人、感恩…… 

對佛法僧的讚誦 21 讚仰三寶之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小結：佛法人間化為取材情景；樂曲的描述以抒情、悲心、自在、法喜、柔

和、清悅、莊嚴等，均展現「穩定」風格顯現佛門清淨、莊嚴及平和的想像；延

展中國傳統儒家「美善合一」思維的基礎帶有「純真」、「樸實」意涵；入世的

慈濟歌曲對「情」的書寫，婉轉抒情凝聚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並將小情轉向大愛，

「人情」與「小情小愛」描述為起點，延伸至「長情大愛」的菩薩道關懷，使得

慈濟歌曲能超越宗教界線，產生出感動一般民眾或不同信仰者的力量來源；入世

「家」現代倫理的關懷；對新生的生命疼惜之情的描寫；更突顯出一個以女性本

位（emic）為思考核心的慈濟行動者之世界觀點，涵蓋了對於呵護新生生命、延續

家庭價值，乃至於疼惜地球環境的現代佛教大愛。15 

第三，「手語劇」入經藏和「變相境」幻似入佛國之藝術展現 

     「手語劇」入經藏16 

    慈濟於 2000 年手語音樂劇的誕生，主要代表作品有：「三十七助道品（2000.4）、

人有二十難（2001.3）、靜思寰宇慈濟情（2001.5）、父母恩重難報經（2002）、

藥師如來十二大願（2003.7）、地藏經手語劇 2005.12）及無量義經（2007）」。 

古有將佛經中的道理、故事結合民間彈唱及戲曲的方式講唱，使得當時的佛

寺除了是宗教活動的基地外，也成為百姓節慶娛樂的遊藝場所；今有手語音樂劇

將經文義理，以白話文體，重新詮釋，並與志業精神連結，以現代流行的曲調形

式唱誦，加入手語演出方式。這源於鼓勵學習手語以方便和聾啞人士溝通，後被

喻為「無聲的說法」，曾加肢體語言來展現佛法，那麼這樣做的現代意義有哪些

呢？ 

筆者認為，除了「證嚴法師巧喻為＜打手印＞，讓參與者進行身、口、意的

                                                      
15
 參見林子晴  〈當代臺灣佛教文化中慈濟音樂的展演分析〉慈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刊，第 10

期，頁 109-125，慈濟大學：2010。 
16
 参见《人情化大愛》，盧蕙馨，第 6 章「宗教敘事的度化力量」，205-264 頁。 

 



修行；同時＜行經較比讀經更為重要＞的實踐意涵；透過手語打破語言界線、降

低瞭解歌曲意義的阻礙、能凝聚一套共用的肢體記憶╱技藝」之外，者中還有更

深的佛法意涵的展現（將在本段比對後的小結中具體說明）。 

佛光山雖然沒有手語劇但是在「團體律動」中也極為注重集體律動和手勢等

肢體語言的展現，展現處歡喜，熱情，例如在打招呼時都會雙手結蓮花印，口說

「吉祥」，突出展現佛弟子的善良美好祝願，而慈濟志工亦以雙手合十印，口說

「感恩」突出展現佛弟子的謙虛知足。即這種肢體語言，身口意三業的善行依然

融入到其團體每個人的生活行為中。而這樣的身口意對善法的熏洗，亦可以漸漸

的淨化人們的心靈，不讓心念於念念中與煩惱相應，讓煩惱緣缺不生，讓善法滋

長，法法相生，法法相潤。轉煩惱身心為善的循環。 

 「變相境」幻似入佛國 

     本文「變相境」是筆者暫時擬定的一詞，主要是指兩大團體，對佛法義的藝

術呈現。通過描述和比對後進行小結中的總結，提出筆者從中看到的現代化人間

佛教的深刻佛法意涵所在。 

佛光山，注重道場的建設，和楹聯、標語的運用，一進山門，仿若進入了佛

國般的清淨莊嚴。其建築大量運用現代光學原理，呈現處幻化的美麗景象，尤其

是其淨土洞，用現代科技展現《彌陀經》的內容，並常以「變相圖」來宣導佛經

內容，尤其是分別院大覺寺，大雄寶殿中主尊兩側，分別以七彩玉雕刻了「淨土

變相圖」和「藥師經變相圖」，以圖像、建築造景等藝術元素展現佛法的內涵。

引人流連忘返。 

由於慈濟的特色，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善款歸於基金會，用於賑災及志業，

其僧團靜思精舍相比佛光山，偏於唐代風格，樸素、大方、簡約。其主體建築內

部裝潢以環保的木質結構，講究自然對流通風，其地板的百葉式擴音，更是設計

師匠心獨運的，將殿堂變成了天然的錄音室，不要擴音，就可以每個角落都清晰

的聽到宣講者的聲音，不用電風扇自然通風極為涼爽，且空氣的流通也讓空間充

滿清爽。深入經藏及手語表演則是以肢體語言、音樂、舞臺燈光效果等，將人們

帶入經藏中。此兩大特色，可謂現代化人間佛教，弘化方法的巧妙運動之重要特

色。也將具有時代性深刻的意義。 

接下來淺析，在這中蘊含的佛法運用的深刻意涵和時代意義。   

  ④ 小結：現代技術、藝術的多響度運用之佛法深刻意涵的再呈現。 

慈濟與佛光山雖有差異，然宗風特色都不約而同的，在不同向度上契合了時

代的述求，也運用智慧再度將甚深的佛法意涵再度呈現。筆者總結如下。 

    佛法至印度東傳震旦，經過歷代高僧，千辛萬苦翻譯和無數佛弟子的苦心修



持，延續至今以 2500 多年，隨著時代的演變、科技的進步、生活形態的轉型，這

些都影響著現代人們的身心狀態。而甚深佛法何以更親切的走近人們的生活呢？

太虛大師應淸末度亡之風，提倡人生佛教。而新時代的迅速發展有將以怎樣的形

態來佛教人間化呢？佛光山和慈濟走過半個世紀，用菩薩行願為我們譜寫了這段

史歌。 

     佛法的核心要義，主要是教導終生從無「明」到覺，教會眾生看清生命輪迴

的本質而從迷夢中覺醒。而所謂的迷，則是指我們與眼、耳、鼻、舌、身、意六

根攀染六塵，執著愛染，從而生諸造作、纏綿於七情泥潭中難以自拔。依《楞嚴

經》所講，六根門頭，染則輪迴，覺則順向解脫。然而，眾生無量劫輪迴中，六

根染六塵的習性很難一時間去除。約世俗諦，佛法有應不同眾生的根基，而善巧

安立修學次第。同時，身心是相互影響的，五蘊覺受相互支持、依存而纏綿不決，

既然眾生習性之堅固，難以當下頓超，那麼就不得不，依其所好導其向道。佛教

中亦有，先以欲勾芡，後令入佛志之說。欲，是先讓眾生，生起善法欲，「我歡

喜這樣做」。之後才有後來的善法緣，若是拒眾生於千裏之外，又如何成就之後

的法緣呢？ 

那麼順其習性、引其善欲歡喜心、令其於三寶結緣，於身口意三業順向於善

法的薰染。而當善業漸漸堅固，惡法則緣缺不生，亦有去惡向善的功效，而人人

漸漸向善，這對社會大的發展趨向也有著不可估量的貢獻。人心清淨，則國土清

淨。 

再者，六根的多向度調動，可以刺激人們加強印象，即對心的震撼力也會更

強，這樣善種子的強種入心田，對一個人的涵養的醞釀極為寶貴。 

佛光山，以建築造景、梵唄音聲、小標語等分別從視覺、聽覺、等去加強信

徒的向善心。從變相圖、變相境，去體會佛國境，誘導人想去，我想去那樣美的

地方，而憶念佛德，像佛一樣因地修持菩薩行。善巧的導眾生生歡喜好要心。 

慈濟的「入經藏」手語演繹更是，讓每個參與者，在一遍遍演練中，肢體、

語言、意、視覺、聽覺，都順向思維經典意涵，一遍遍的熏洗善的種子。利用多

向度感官刺激而加強對心得攝受。同時，白話文、或是七言句，淺顯易懂。將法

乳寖入人心，如人染香，染久自香。 

現代人，快節奏的生活方式，很難自內攝身心，六根習慣性迅速向外抓取，

即如此，既然不能改變他，就利用他的習性及所愛來引導他。以多彩的藝術、科

技形式，利用其攀緣六塵的習性，將染汙塵境化作順向於善法的六塵，洗滌人心。

試想，參與經藏演繹和參加普通廣場運動比起來，多的是法乳的滋潤。同時通過

多向度的感官刺激，讓感受者在參與過程中，覺性被啟發，在身心沉靜在情境中



時，本身也是一種都捨色六根的前方便，雖無法與淸凈修行者的都攝六根相提並

論，但至少好過於散亂浮躁。至少是一種難得的，循序漸進的熏修向善的過程。 

光學科技的運用，也應機現代人生活明亮需求的特色。對燈光、空間進行現

代化設計，這樣空拍的視覺衝擊了，對現代人來說，極為契機。也可以在某種意

義上打開其心胸。讓視角由眼前的小範圍，擴展為高原寥落的視野角度。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視「意相」，無論是音樂、舞蹈、武術、棋等六藝；詩

詞歌賦、詩書畫印、詩酒茶等，無不是重視意相的空靈、野逸及高遠等內涵，人

的心量格局往往可以斗室知須彌。 

而現代人，西學的引用，一切都講究實驗、現見，將感官拉到直接性的接觸，

很多文化瑰寶背後的意趣精髓，沒有被從小訓練和養成。故斗室變成禁錮的盒子。

人的心胸意相空間越來越小。人們生活的空間也從傳統的曠野式的庭院變成了格

子式的高樓大廈，空間的擁擠也造成心量上的局限。 

試問，現代社會中，如果一個蒲團、一本古文經書、一間方丈大小的小茅屋。

今人有幾位肯捨下榮華富貴進去？肯進去的又有幾位，有能力看的懂古經書？沒

有基本的文字障礙，看的懂的人中間，又有幾位能耐的住性子潛心深入？肯潛心

深入的人中，又有幾個能夠具足智慧體解法義精髓？能體會法義的當中，又有幾

人能具足胸襟和福德納受並修持？能修持的，又有幾人具足氣魄直下承擔，不取

相、不取隨好？凡如此，可謂鳳毛菱角。那麼其他不具備這些條件的人就不度嗎？

自然不是！是要循序漸進的引導向善。既然不能不住於相，不能離六根染六塵，

自然退而求之，借此染習，導其向善。當善根福德力，漸漸累計雄厚時，自然法

法相生，法法相潤，而於菩提不退。 

佛法甚深道理難體解，故此，為了巧把塵勞做佛事，往往在現實弘化中不得

不「應機施設」，但是，這施設的法不能代表其最終目標。 

因此人間佛教的行者，有所為，有所不為，知權知實，隨緣應化，才是核心

要領。但是對於凡夫位，學習中的名字菩薩來說，往往因為智慧不夠而有所欠缺，

這中不乏有值得我們警覺和避免之處。至於關於現代社會人間佛教菩薩行者如何

與生活中行化的幾點省思將在下文進行討論。 

 

四、思考及討論——慈濟與佛光山宗風特色之展望及省思 

     針對現代「人間佛教」議題，佛教團體廣為流傳和競相效仿，原初的發心固

然值得稱讚，但是也不乏一些人因為依葫蘆畫瓢，只有個樣子，失去了精神準則。

以至於一些似是而非的負面評論的產生。針對這一現象，筆者試著從主要精神要

領、原則鋼骨、組織化的困境三點進行分析和論述。 



 1、主要精神要領——無私奉獻的菩薩精神--大體捐贈議題17 

在龍樹菩薩的《十住毗婆沙論》中有提到關於十善法，即十善法通有佛無佛

一切時的修持德目，同時，深者修深，淺者修淺，十善法可以是人天善、聲聞善、

亦可以是菩薩行乃至成就佛果。這外表同現十善行，但這差異就在於，「運用之

妙存乎一心」18，而同樣是在用生命譜寫十善，這運心之功夫顯得尤其重要。初者，

人倫善順，家庭和睦；後者，密行三輪體空，同樣借境修善，果報則天淵之別。

因此抓住佛法主要精神要領則不容忽視。 

我們評斷不能光看其表面作為，即對方發何心行於十善，我們不得而知，因

此不能妄自加以高低分別，以避免譭謗他人，畢竟我們不知道他是否是外現十善，

內密菩薩行，但是我們必須清楚的分辨，對自我要求上，必須知道，佛法不僅只

於人天十善，我們必須提升對自我的要求。對於菩薩行者該如何作意思考，經典

中很多，我們必須不斷學習經藏內容而自我充實，不能僅止於初步階段。必須清

楚，權巧方法是接引入門之善巧，而非唯一最終目標，若所行就僅止於十善，不

識其內涵精神，枉然一生實為冤枉。 

用辯證哲學思考角度看，當所長被稱讚和特別彰顯時，人們一想到這個人時

就會第一時間，想起他之所長，仿佛其所長成了其代號，讚歎其所長但並不表示

其他的，他都忽略。即他其他的優點往往被所長而掩蓋住，不為人所知，也就是

說，當我們為了應現代人根基，施設、過分提倡宣導十善時，很難避免一些人，

將其他善法德目遮蔽不見，而以為「佛法僅於此」，那就大錯特錯了，佛法的不

染善惡兩邊的中道緣起正見、一即一切的菩薩密行之用心，這些雖然沒有時時被

耳提面命的提醒，但是我們也必須在茲念茲。這樣才不會冤枉了此生的一生勤苦。 

當應現代人根基，種種創新出來的善巧法門，廣為用來推廣「人間佛教」的

同時，我們是否會冷靜的思考，這期中宏觀的得失呢？初階的被接引者多了，也

不乏有人漸漸進步進入中高階，但這個過程中，佛法精神要義的部分，是否在我

們不知不覺中漸漸淡化了呢？這一問題沒有固定答案，因為每個人的定位標準不

同，因此是進步了還是退步，是興盛還是衰敗，站的角度、評定標準不同自然答

案不同。但是，身為佛教徒的我們，必須冷靜的夜半捫心自問。但也不可自視清

高、自命不凡般的批評別人「不究竟」。因為，人家行十善，先姑且不論是發人

天心，還是發菩提心，但至少人家在做，並且為人們、為社會提供福利和吉祥。

而眼高手底，空談玄妙之士，或許福德力還贏不過人家。 

                                                      
17
 参见《人情化大愛》，盧蕙馨，第 7 章「大體捐贈：死亡的超越與聖化」，265-344 頁。  

18
 《布水臺集》，J26, no. B181, p. 334, a23。 

 



但是，法的抉擇正見為要，當慎審自己的因緣，護道業如龍系珠，不可大意！

若有因緣深入經藏、有智慧體悟玄妙之士，已然是寶中寶，更當落實、務實的利

益眾生，不是空好玄談誇耀，毀他人「不究竟」，內有法之抉擇，理當更生慈悲

心，等心更進一步的去利益他們，使令皆入如來清淨法界。 

再者，人家行善，是何發心，我等不得而知。見其一分德，就讚歎一分以示

勸導世人向善，而不是，將自以為是的揣測其九分過失妄加批評。即便有過失，

心中了了，也當引惡揚善。不是諂曲，而是厚道。有智者可以心裏了了，但慈悲

於眾生導向與善，萬不能因妄加批評而斷了其於眾生的法緣，若但是此，縱然有

千萬功德，斷眾生法緣亦有無量過失。功不唐捐，其過自受果報。但是，亦不是

說如木石般，傻傻的不做抉擇。而是要敏銳的觀察因緣、並且深入經藏自我提升。 

例如，醫學界大體資源短缺的現象極為嚴峻。而慈濟特有的人文方式，讓很

多人信任，歡喜的捐贈大體。在整個大體啟用、火化、追思、乃至入殮、家屬、

醫生、醫學生等等的各方面的訴求都被滿足，乃至是聖化的鼓勵，導人向善。19 

但是針對大體是否可以捐贈的這個議題中，存在很多爭議，有很多反面聲

音，乃至是一些佛教團體中提倡不適合動亡者身體。那麼，捐不捐固然是一個爭

議點。但是，筆者在參加追思儀式時我看到、聽到的是難舍能舍、自己忍受病痛

只為成就別人的菩薩心行、或許捐贈者中，有些並非有著這樣的菩提心，不乏有

個別的是單純出於個人利益的考慮。但是，至少，其有個舍的行為。即便正如反

面爭議者所說，對於心信不堅固者，臨命終時若是後悔捐贈，而造成因為不舍之

執著難以往生善道。那麼，請問，那些，在自己臨命將近，忍著癌症病痛不治療，

乃至從臺北甚至更遠地方的醫院趕到花蓮心蓮病房，準備捐贈大體，「千辛萬苦

趕來」，忍著病痛折磨只為讓醫生得到醫術上的學習，「寧可在我身上錯千萬刀，

別再病人身上錯一刀」20，這樣的願，難道不足以讓我輩震撼嗎？試問，我輩菩薩

行者，口口聲聲喊著將要利益眾生。但情境中我們又真的能付出多少！或許稍微

疲累一點就不堪了。故此，筆者不對捐贈大體是否影響往生議題回應，因為這非

我所知領域，此議題有待于更專業領域的進一步探究。但是，筆者想要提出的是，

當我們想要批評時，先問問自己能做到幾分。當然我們亦不能因為別人的讚歎而

自滿，天下沒有滿分的人，若是滿分則無「可以進步發展的空間」，因此，我們

也應該時時警覺，對反面爭議的聲音，加以自我省思，並且改進。不是為了稱讚

的好聽，而是為了護念，不讓人家因為批評我們的「暫時不夠圓滿」而造作口業。 

                                                      
19
参见《人情化大愛》，盧蕙馨，第 9 章「證嚴法師『人間菩薩的生命觀』」，391-424 頁。 

  *「證嚴上人思想體系探究」第一輯。 
20
 2017 年 5 月 4 日，大體捐贈火化現場，捐贈者家屬轉述亡者遺言。（摘自筆者田野考察筆記） 



綜上所述，在這樣迅速發展的時代，面對很多應眾生根基應運而生的「法

門」，我們當尊重，但不昧俗，有所為有所不為。當深入經典，提升智慧，建立

佛法正見。以不變的道心和不動的智慧，而應對如幻如化的滄海桑田。正如《維

摩經》所說：「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21。抓住佛法核心精神要領應

對幻化事，是借境廣修菩薩行的基本要旨。 

2、原則鋼骨——以情化人的方式探討--性情中人不懶情 

     現代社會因為講求「男女平等」22，女性運動的展開，使女性更為自主，佛

教團體中，女性相對比男性多。同時，大部分女性比較偏向形象思維模式，較為

感性，邏輯思維比男性較弱，這是生理特色。而男性在現代化的快節奏的生活方

式中，也趨向簡單快速化，很少有人，訓練過嚴密的邏輯性。因此，即便是男性

一部分人也偏向於感性。再面對生活、工作壓力時，情感洩洪則顯得尤為被迫切

需要。因此，以情導人是現代宗教發展的一大特色。以情而導，很容易讓人產生

情感共鳴。故信眾群體擴展的很迅速。再以小情、人之常情，轉化提升為大愛、

菩薩的慈悲，是應時代的很巧妙的方法。但是，這一方法也存在著一些隱患，必

須引起我們的省思，以期加以避免。 

即情感的起伏往往是生生滅滅的，當情趣過了，往往就沒有新鮮感，同時煩

惱沒有被解決，而若只是一時洩洪，則面臨著周而復始的情況。再者，以情為入，

聚也快，散也快。必須在以情為入的基礎上做維護固磊，必須注入法乳，讓其漸

漸融入理性，這樣才會源遠流長。第四，情感的運用23，正如，水能載舟亦能負州，

是一把雙刃劍。故此，「以情化人」24的原則是性情中人不濫情，則是基本鋼骨。

這樣才不會被情感所左右，而將「化人」的善巧方法，變成滿足個人情感執著和

滋養虛榮心的途徑，而失去「化人」的原初目的。 

3、組織化的困境——組織化管理的現代佛教團體特色--「大眾第一」近義詞的

提醒——大而難控 

團體的迅速發展、人數越來越多，加之現代管理學、心裏學、企業發展的專

業人士的加入佛教團體。使得不得不慢慢走向組織化管理，這樣的管理相對會在

某一個層面上幫助團體更迅速的發展。但是，在某種意義上，在發展到一定層度

時，也將存在著困境。即當組織大到一定層度，上下層的銜接就不再那麼的順利。

而且，團體中也難免有人以公濟私，亂用職權，乃至各部門之間的業績較量。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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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摩詰所說經》，T14, no. 475, p. 537, c13。 

22
 参见《人情化大愛》，盧蕙馨，第 4 章，「從女性到男性的慈悲實踐」，121-176 頁。  

23
 参见《人情化大愛》，盧蕙馨，第 3 章「師徒關係為主軸的情感社群」，79-120 頁，台北：南天

書局。 

 



些都將可能把原有純善的一些志業變成形式化的業績工具。 

在中國古代叢林，僧人過千，也沒有存在這樣的危機，其最主要原因是僧事

僧決，大家同持戒律同依清規，同以方丈之領導依法行持，縱然有個別人范錯，

也會為了「能夠留下來共住」而依法懺悔改過。在家信眾，不得進入僧團內部共

同某事。 

而現代社會，能有千人的僧團實在少之甚少，佛教團體中，難免有在家信眾

的加入。雖有一份善心，但也不乏因情境的誘導、突變等而動錯心念。同時也因

層次層出不窮，很難用戒律、清規而統一管理。甚至有些人，為滿足自己的欲求，

縱然煩惱，灌以「有些戒條是老古板」，「小小戒可捨」25。的說詞而一再放寬尺

度。佛制小小戒可捨，是指因地因緣，大眾竭摩通過，并共同守持方可暫時停滯，

絕非棄捨或廢除，只是慚愧與此時節因緣不合適，抓其精神持守。其目的在于防

護身心煩惱，成就道業。不是個人開脫的藉口，更不是滿足名利慾望之人的舞台。  

同時，團體中，各類人才，各有其所長，這所長的運用對團體一時發展雖有

利益，但是也不免其運此成為，滿足自我榮譽的虛榮心理。乃至，當團體大時，

也難免有一些人為了利用團體人脈資源而進入。人性種種，總是在所難免，而這

樣的時代底下的組織化宗教團體，一則以喜，一則以憂，也將必然帶來一定的困

境。面對這樣的團體，大眾第一自己第二的理念有需要被一再提斯。雖未能全然

避免，但至少可以得到勉勵和提醒心向於道，向於佛法解脫之本懷，順向於捨我

執法執的熏洗。樹大眾禽來棲，雖有折枝之患，但也總是有減緩和避免的方法，

這一個向度，有待於學習組織管理或社會學的有心之士進一步加以討論。筆者僅

就我所見，在此文中拋磚引玉。以期可以有切實避免現代發展中的，正興宗教團

體中組織化困境的緩解。 

總結：筆者認為，佛教是覺悟的教育，並非宗教，雖有善用宗教化的形式加

以善導人群，但是其本懷在於勸導覺悟，而非宗教性的偶像崇拜，或是宗教性的

麻醉催眠。佛教的核心精髓在於其法義的內涵，過分稀釋其法的內涵，大量運用

儀式化、宗教性的方式，雖有利於吸引人群的加入，但卻有混淆視聽之患。佛教

人間化重點在于，善導人們翻迷為悟，以法的實質內涵行與菩薩道，絕對不僅僅

止於人天善法或是共與其他宗教化，形式的集體性催眠。佛教本懷有世間、出世

間兩個層次的關懷，佛教人間化，隨落實與世間層面，但也絕對不能僅止於世間

層面而忘失了出世間之本懷。菩薩行者行菩薩道，若不能以緣起空觀正見，遠離

四相及我法執著，很難別於人天善法及外道善。因此，有心推廣人間佛教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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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犍度(第 11 卷-第 22 卷)》，N04, no. 2, p. 385, a5。 



善士或團體，無論運用怎樣的創建性善巧方法，或是宗教性活動，切勿不可忘失

法之內涵和利益眾生的本懷。即緣起空觀正見，以及智慧善巧如目如足，缺一不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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