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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間佛教由人間及佛教兩組構成。人間

是入世，入污泥；佛教是清淨，出污泥。過

度側重人間，會有同流合污之弊，亦脫離當

初信佛學佛的初心；過度側重佛教，會有自

了，捨棄眾生之弊；不但違反教義，且無法

達致世出世之果。這有如一國兩制，一國及

兩制的矛盾，及優劣互補，一國兩制是一個

國家的主權，奉行兩種不同的制度。而人間

佛教是一種宗教，奉行世間法及出世間法的

兩種制度，當然有其優劣互補的作用，這世

出世法的修行，是一種最有效，最有考驗，

最紥實的修行，可是亦是一種危險的修行。

如何作出平衡，如何活用，如何回應社會，

回應一切眾生，可說任重道遠。

　　由於人間佛教要走進人間，必需有三方

面的要求：１･對人間種種嫻熟―如社會制度

、運作、各種專業的認識、各種領域的瞭解

，如哲學，其他宗教，政治，經濟，教育，

文化，藝術等。此外，對於眾生的習性、煩

惱、優、缺點，也要清楚，才能避重就輕地

去化度眾生。在古代，這是五明之學，但近

代的學科，更形複雜、龐大。２･對佛法的瞭

解―除了有正見去分辨正邪、對錯、是非外

，更要瞭解佛法的不同觀點、修行方法、對

治煩惱的步驟。不但自己要有修持的功夫、

經驗外，對其他修持方法，亦要知道，以便

向不同眾生，指示不同方向及方法。在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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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五明中之內明。３･活用佛法―認識佛

法或是修持有一定功夫外，更要懂得靈活運用

，如何善巧應用，化學問、修行於利眾事業上

，使眾生容易瞭解、接受，自己不為失敗而氣

餒，難度相當高。

　　綜觀這三方面的要求，似難找出一個人來

擔當重任。古代往往有不世出的高僧大德，勉

強符合要求，作出重大的改革，引導眾生邁向

佛道；可惜今天的社會形態已有很大改變，非

一人之力可改變現實，可力挽狂瀾。社會愈進

步，愈複雜，大德的出現愈少，那是必然的，

因為難有人達致上述三方面的要求。那麽，人

間佛教是否沒有希望達致呢？也不是！人間佛

教非由一人、個人，或是自我去達成，應該由

一群人，一個組織，乃至整個人類共同實踐出

來。未來，世間將更專業化，更群化，個人再

沒有出路，沒有英雄的年代；如果身旁沒有一

群同志願同行的人，如佛經中提及的「眷屬圍

繞」，只知離群索居，那會是一個失敗的人生

，且不容於社會。因此，人間佛教是必然的趨

勢，必然的出路，與其說是有人創發提倡，倒

不如說是大勢所趨，因應潮流而提出來。未來

佛教的弘揚，除了走進人間，還需各團體通力

合作，各司其職，去除自我，成一體性的努力

，才有望在社會佔一席位，才有望發聲，才有

機會普度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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