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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虛大師認為作社會文化、教育、福利

事業等，是每一位佛教徒應做之事。可是，

這些只是輔助之舉。每一位佛教徒，包括出

家在家，首要是修持，學習佛法，還勸他人

修持、學習佛法，才是信徒的正行。以佛教

的智慧化世導俗，卻非同流而迷失世間，佛

法有其不共的特質，這才是人間佛教化，非

佛教人間化。

　　佛陀降生世間，生而為人，終其一生，

皆以踏實的人間正行化世導俗，而不以神通

、玄妙去化導眾生。但佛教不只以人間為鵠

，他在拯救一切有情，包括四生六道眾生，

諸佛示現於無量世界，拯救無量無數眾生，

以無量方便示現，因此，佛是一切有情的佛

，非只是人間世的。可是，人間的眾生，礙

於人間的規限，只能見到人間的佛陀；若是

天界的眾生，礙於天界的隔閡，亦只能見到

天界的佛陀。人間眾生，當然奉行人間佛教

，亦只能行持人間佛教，那是必然及當然的

，否則將做成紊亂及禍害。人間佛教是人間

化的佛教，以度人為主，旁及六道眾生，如

度亡，施食，供天，放生等，可是，其本位

及能力所及，仍是以人間為主。

　　太虛大師的人間佛教，頗能握到重心，

他認為佛教應走進人間，進行慈善、教育、

文化、藝術、哲學等參與，其中以教育及文

化為主要。又人間佛教亦以佛教為主，以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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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智慧化世導俗，本位在佛教，而佛教以修

持、教育、文化為主，因那是佛教的內涵及核

心。要化世導俗，必須弘揚佛教，要發揮佛教

的功效，必須將佛教的修持、教育及文化做好

。他的主張，給有心之士帶來震撼及認同，紛

紛遵循仿傚，產生重大的影響，無奈後世的追

隨者，對人間佛教作出另外的解釋，可是走不

出太虛大師提出的範圍，只是側重不同而已；

而掌握拿揑，沒有出太虛大師其右，尤有甚者

，竟將佛教人間化，這情況在多年的建樹後，

發生在不同傑出表現的個人及團體中。沒有察

覺其偏離人間佛教的正道，還有意無意地擺脫

太虛大師的主張，擺脫他的影響，另立定義及

解釋，說明他們的人間佛教不同處及優越性，

這無疑是發跡後要減輕曾憑藉的得力處而凸顯

自己的優越及創造。這從他們的山頭主義作風

便可看到跡象。

　　在今天全球一體化及資訊極發達的年代，

閉關自守或創造自我的社區淨土已不太可能，

亦不合時宜，嫉妒心強的世間定不會讓他人躲

在身旁的淨土享樂，唯一的出路是將整個世界

轉化成淨土。人間淨土、人間佛教是大勢所趨

，亦是佛教該走的路向，亦是佛陀的本懷，這

路線將延續下去，並維持很長的時間，還不斷

的深化、改良、調適，與世間產生巨大的激盪

。可以預見，人間佛教將帶領眾生穿越苦難，

其功效端看行持者的發心及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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