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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模式「人間佛教」回應「全球化」
時代關聯性之問題論述＊

釋覺明

摘 要

「人間佛教」應是1920年代以後漢傳佛教的現代化運動的現象和發展

成果。從太虛、印順到星雲的主張、學說與實踐，已然成為漢傳佛

教演進的一股重要趨勢。人間佛教是近現代中國佛教在歷經一世紀

之久，由華人世界向國際佛教圈，所展現出21世紀佛教最輝煌的成

果。星雲大師（本文以下簡稱「星雲」）直接點出21世紀就是人間佛

教的世紀。然，研究人間佛教之來龍去脈、學說理念、實踐內容，

問題複雜，是近三十年來，東西方學術圈持續關注與研究的重要議

題。當中，具體討論到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對台灣人間佛教有具

體討論的著作，如：闞正宗，〈近五十年台灣佛教的發展〉（1999）、

〈「人間佛教」的區域性格與國際化趨勢〉（2003）；楊惠南，〈解嚴後

台灣新興佛教的現象與特質 —以「人間佛教」為中心的一個考察〉

（2002）；江燦騰，〈解嚴以來當代台灣本土人間佛教思想的行成及其

社會實踐的不同路線之爭〉（2011）等。筆者將以星雲在〈佛教對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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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寶貴意見，並依此修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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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概觀〉（2006），提出的佛教對全球問題的觀點立場，試圖討

論在「全球化」時代，面對衍生的「反全球化」之關聯性問題，人間佛

教理論學說與實踐之道，是否可以成為全球治理之道。

本文從三個問題層次展開，首先是綜述全球化時代的問題討

論。其次，闡述星雲模式人間佛教的基本理念。最後展開「星雲模

式」人間佛教回應「全球化」時代關聯性之問題討論。因此，筆者提

出三個觀點，成為探討核心。第一、全球化與本土化；第二、人類

心靈的價值重建；第三、人間佛教的全球宗教觀。以下將逐一展開

討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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