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間佛教的生命書寫與家國關懷」圓桌論壇 

 

第二天論壇在香港佛光道場進行，討論氣氛熱烈。(人間社記者黃慧莊拍攝) 

 

【人間社記者區麗儀香港報導】 2016 年 4 月 16 日及 17 日，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

院、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聯合舉辦「人間佛教的生命書寫與家國關懷」圓桌論壇，以大師自傳式著作《貧僧有話

要說》和《慈悲思路‧兩岸出路》作為範例。18 位來自中國、台灣、韓國、泰國、澳洲、澳門及香港的專家學者及法

師們進行了真誠及深度的交流，探討範圍涵蓋中國文化思想、文學史、西方政治概論及現代管理學，以多元化及嶄新

的角度審視人間佛教的發展。論壇由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陳劍鍠教授精心策劃，大受與會者好評。佛



光山港澳總住持永富法師於論壇尾聲中，就佛光山僧團制度的運作及修行方式加以詳盡的說明，為論壇劃上圓滿的句

號。 

 
南天大學「人間佛教中心」主任覺瑋法師歡迎專家學者有機會到南天大學進行學術討論。 

南天大學「人間佛教中心」主任覺瑋法師率先在第一天發表英文論文心得，回顧佛誕在大師努力之下被台灣政府列為

公眾假期，總統聯同大師與民眾大事慶祝佛誕，成為《洛陽伽藍記》中北魏洛陽皇帝與僧眾隆重慶祝佛誕的對比。覺

瑋法師指出，大師以毅力把歷史重演，顯示出對家國的關懷。同樣地，大師以筆名「趙無任」撰寫《慈悲思路‧兩岸

出路》，慈悲與智慧都在生命書寫與家國關懷的文字中展露無遺。 

大師致力推動人間佛教，在《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撰文提出兩個論證重點，指出佛教本身就是人間佛教，而人間

佛教也沒有偏離佛教。台灣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助理教授覺明法師以論文作出回應，辨明大師的人間佛教忠於佛陀

的本懷，把佛陀的教法深入普羅大眾之中，「佛法不是屬於寺廟的，也不是屬於大雄寶殿和出家人的，而是大眾都可

以用得上」。 

人間福報金蜀卿社長以媒體員身份發表論文，指出人間福報是弘法的載體，把人間佛教推廣到社會及學校，是「宗教

家辦教育」。武漢大學文學院高文強教授分析，「大師的生命書寫是文學，也是修行和弘法」。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

展學院李向平教授認為，「大師『問政不干政』，開放公共領域」。泰國商會大學人文與應用藝術學院中文系邢曉姿

教授坦言泰國是南傳佛教國家，自己對大乘佛教並不了解，論壇討論啓發良多，「返回泰國後會擴大人間佛教的研究

及發表相關的論文」，大師培訓年青學者，可望開花結果。 



陳劍鍠教授發表論文，探討大師深層的管理思想，指出西方原來的管理學只是組織及機械形式的管理，大師引進心性

管理，大有不同，「大學也應該提升學生的靈性增長」，「資本主義是自己擁有越多越好，然而 21 世紀的成功要點

是幫助越多的人就越成功，大師的四給理念極具意義」。 

就佛光山「集體創作，制度領導」的宗風，陳教授邀請永富法師就實際運作情況加以補充。永富法師回應，「佛光山

修行不是狹隘地只限於打坐、誦經和拜佛，大師提供很多發揮的機會給徒眾學習及修行。佛光山出家眾調職的安排依

制度不依人」，最後表示，論壇閉幕不是結束，而是開始，佛光道場及佛香講堂秉承大師的教導，從事社會教化的工

作，歡迎專家學者日後與信眾分享，讓大家透過多聽聞增加思辨能力，能夠在生活上落實理論。 

與會人士紛紛表示今次的圓桌討論有意想不到的收穫。香港大學學生林欣「對於永富法師說及的佛光山制度及實際修

行感到大為感動」。香港大學社會工作研究生楊麗穂認為，論壇討論概括大師人間佛教的理念和實踐方式，「糾正了

自己曾經受到其他渠道片面的分析而對人間佛教產生的誤解，最感動是來到佛光道場看到法師們身體力行，以生命來

承擔人間佛教的理念。人間佛教不是一個膚淺的概念，而是忠於佛陀的本懷，普度一切眾生，在大師領導下步向光明

和智慧」。 

 
圓桌論壇討論作出總結，(由右至左)南天大學「人間佛教中心」主任覺瑋法師，佛光山

港澳總住持永富法師，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陳劍鍠教授，武漢大學文學

院高文強教授。(人間社記者黃慧莊拍攝) 

 
台灣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助理教授覺明法師多年來從事佛陀根本義理研究工作，就論

文作出解說。 



 
佛光山港澳總住持永富法師解說佛光山僧團實際的運作情況，令與會人士留下深刻的印

象。 

 
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陳劍鍠教授香是淨土思想專家，認為阿彌陀佛是西

方極樂世界的管理者。 

 
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李向平教授指出，中國文化不能獨立於宗教信仰，信仰就是

文化建設的核心內容。 

 
（左）香港大學佛教研究中心廣興法師旁聽，表示用心做事就是修行，旁邊同行的法師

聽聞佛光山完善的制度，表示甚有感受。 



 
泰國商會大學人文與應用藝術學院中文系邢曉姿教授 

 
人間福報金蜀卿社長解說，訂閱人間福報的好處，另外人間福報也有電子化的專門評論

報導。 

 
武漢大學文學院高文強教授解說論文，大師人間佛教書寫有著一系列的文學性特徵。 

 
香港大學學生林欣在網上報名擔任香港中文大學佛學研究中心的義工，於論壇答問時間

踴躍發言。(人間社記者高僖東拍攝) 



 

香港佛光青年團成員高菲向學者提問文學書寫的方式。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研究生楊麗穂表示，「旁聽兩天過得非常快，因為很充實」 

 

 

文章轉載自香港佛光道場 

 網址: 
http://fgshk.org.hk/2016/04/18/%E3%80%8C%E4%BA%BA%E9%96%93%E4
%BD%9B%E6%95%99%E7%9A%84%E7%94%9F%E5%91%BD%E6%9B%B8%E
5%AF%AB%E8%88%87%E5%AE%B6%E5%9C%8B%E9%97%9C%E6%87%B7%
E3%80%8D%E5%9C%93%E6%A1%8C%E8%AB%96%E5%A3%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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