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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的意涵 
● 劉煥玲 

 

 

人間佛教就是佛教，人間佛教就是漢傳佛教。佛教產生自印度，傳入中國之後與

中國本土文化相結合，形成了有別於印度佛教的漢傳佛教傳統。清末民初以來，中國

佛教走上改革與復興之路，人間佛教就是近現代佛教改革暨佛教現代化運動中出現的

新佛教思潮。 

「人間佛教」是太虛大師(1890-1947) 最先提出的佛教改革口號，提出佛教界要進

行「三大革命」：組織革命、財產革命、學理革命，即是「教制、教產、教理」革命。

前一是佛教思想的改造，即試圖以「人生佛教 」取代重視死後和鬼神的傳統佛教。而

後二則是佛教教團和教團中之財產的改造。是要表明佛教「並非教人離開人類去做神

做鬼，或者出家到寺院山林裡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來改良社會，使人

類進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 不過，太虛的對治與顯正理念太過超前，並不能被時

人接受，乃至於他自己都到最後慨歎自己「失敗」的原因。  

人間佛教的思想由太虛大師提倡之後，後來有印順導師繼承。印順導師可以說是

中國人間佛教的先驅者之一。印順導師(1906～2005 )的著作豐富、思想宏偉，印順導

師在晚年的《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作品中，自述一生中對佛法的基本信念是由太虛

大師的「人生佛教」進一步提出他的「人間佛教」中心思想﹕即是在闡述「佛在人間

」的哲理，是在弘揚「以人類為本」的佛法。印順法師一生所致力的，即是「人間佛

教」這一理念的推廣。 
                                                 
 劉煥玲，南臺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助理副教授 

閱讀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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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領兩岸佛教發展的人間佛教理念在各自理解上雖有出入，其本源卻都主要來自

太虛、印順的闡發。 

台灣早在 50-70 年代，印順法師還與慈航、演培、東初、星雲等法師一起大力宣

傳人間佛教理念。但是當時理解者少，反對者眾，印順曾因而自嘲是個在「冰雪大地

上撒種的癡漢」。儘管如此，他們仍舊不懈努力推廣這一理念，並推動佛教教育、文化

、社會服務、慈善救濟各項事業的發展，漸為人間佛教理念日後被普遍接受奠定了深

厚基礎。 

至 1989 年，臺灣經濟、社會轉型、政治開放各項條件皆已具備，當時學術界文化

熱以及對東亞現代化模式研究的重視則為人間佛教理念倡揚提供了良好的國際氛圍。

印順法師適時發表了《契理契機的人間佛教》一文，提出：「人間佛教」以佛法本義為

核心，以期更適應現代人心，而跳出神（天）化之舊徑。」臺灣南部妙心寺的傳道法

師、中部的宏印法師及其領導的佛教青年會、佛學界如臺灣大學的楊惠南教授等、還

有昭慧法師及其領導的生命關懷協會紛紛呼應。印順的弟子之一證嚴法師則創立了人

間佛教關懷社會活生生的榜樣。 

在此前後，星雲法師也發表了《人間佛教的基本思想》等講演。他認為佛陀出生

、修行、成道、度化眾生均在人間，因此「人間佛教」就是要把佛陀慈悲濟世的本懷

與現代的佛教融和。  

總而言之「人間佛教」是從太虛大師在民初倡導的「人生佛教」的思想逐步推進

，後來由印順法師、證嚴法師、聖嚴法師、星雲大師等近代法師推廣。 目前人間佛教

在台灣發展興盛，成為佛教思想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