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云大师新传》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星云大师新传》

13位ISBN编号：9787509744154

10位ISBN编号：7509744156

出版社：邓子美，毛勤勇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06出版)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星云大师新传》

前言

星云大师是当今人间佛教成功的实践者，他开创的台湾佛光山道场，成绩斐然，在两岸四地都有很大
的影响，其道场和佛光会会员遍及全世界，其人格魅力也为世人所敬仰。星云大师青年时就立下了大
誓愿：要让佛光照耀世界，直到八十高龄依然祈愿：“以佛法来普照世间，为人间建立起一片清净安
乐的净土。”（《人间佛教的戒定慧》序）正是在此大愿力的激励下，星云大师成就了佛光山道场，
以供养世间众生。    星云大师佛光山道场的人间佛教，通过文化、教育等事业来弘法利生，把佛教的
根本精神、传统教义与现代生活、时代精神贯通起来，使佛教根植于人间、落实到生活、渗入至心田
。星云大师尝云：“人间佛教的传播，一方面固然要迎合时代的需要，但也要有传统佛教为根据。”
（同前）星云大师经常讲的经有：《八大人觉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金刚经》《心经》《六祖
坛经》等，以导引众生开启佛之知见。而在他八十岁时又明确地告诉人们：要“把根本佛教的戒定慧
提出来，作为人间佛教的思想依据”，以导引众生悟入佛之知见。他认为，“勤修戒定慧”是一门从
初入道的小沙弥到大阿罗汉、大比丘、大菩萨，乃至每一位在家信众的必修功课，以此来降伏“人生
最强大的敌人‘贪嗔痴’烦恼”。（同前）因此，星云大师系统地整理和阐发了他的“人间佛教戒定
慧”的思想。其中提及的“戒的终极——人格完成，菩提圆满，定的目标——不求成佛，只求开悟”
“慧的应用——生活行仪，人间慧用”等，都是传统佛教教义与现实人间佛教理念的圆满贯通和结合
，都是星云大师一生实践人间佛教的深刻体悟和总结。    星云大师的成就，人所共知共见，而对其取
得这些成就的艰辛一生，则未必有多少了解，尤其是我们大陆的民众。在台湾虽已出版了好几本记述
星云大师生平经历的传记作品，但我们不易读到。现在由邓子美教授和毛勤勇副教授撰写的《星云大
师新传》要在大陆正式出版，为民众提供了一部详细了解星云大师和他开创的佛光山人间佛教道场的
专著，实在值得欢喜。邓子美教授要我为此书的出版写一序，于是就写了以上这些感受，供读者们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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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美，1951年生。江苏无锡人。江南大学宗教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敖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佛
教、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主要著作：“传统佛教与中围近代化》《二十世纪中国佛教》“超越与顺应
：现代宗教社会学观照下的佛教》《当代人间佛教思潮》《太虚大师全传》 。毛勤勇，1965年生，江
苏无锡人。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上学位。曾任《江南论坛》编辑部主任，江南大学社会
学系副主任、副教授。主要从事。社会学与中国社会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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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楼宇烈绪说大愿心？大器字？大智慧第一章小菩萨的诞生与成长(1927～1939)一哪里有圣人天降?二
幼植善根三长养悲智四历史的“不公”五契合与升华第二章少年心事当拿云(1939～1953)一栖霞出家
二振拔初志三转承众师四实干第一步五逃难纾难六穷益弥坚的文字弘法第三章宜兰奠基(1953～1963)
一白手起家二弘法之歌三承继与创新四教制改革思想五文教事业的起步第四章创建自主僧团(1963
～1977)一时节因缘的成熟二勇者不惧三以建设自主僧团为中心四统筹全局五人间佛教实践理念的推进
第五章晨星冉冉升起(1977～1988)一华裔与佛教二佛光普照的关键三威权控制下的最有效弘法方式四
前期佛光山特色与经验评估五退位与世代交替制的初建六中华佛教国际化的曙光第六章星汉灿烂(1988
～1997)一历史性的转折二典制的完善三国际佛光会的创立与发展四心平圆寂与封山整固五慈悲与理财
六现代文化弘法传媒的强大威力第七章佛光山的未来(1997～)一宏大的佛教教育事业二人间佛教的“
高原期”三英才辈出四独特的佛光文化五开拓，永无止境六如何接续星云之核心理念?结语佛教史轨道
上空璀璨的星云一明清以来佛教边缘化颓势之扭转二佛教信仰的重建三让务实的光辉驱散疑云迷雾附
录星云大师年谱简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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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哪里有圣人天降？    1927年8月19日（农历七月二十二日），实在是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日子。在
北伐战争的隆隆炮声中，一个平凡的孩子出生了。这时，他家里已经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他排行
老三，取名国深。父亲叫李成保，母亲叫刘玉英。他家住在江苏江都仙女庙附近，在内乱纷起、兵燹
连连的苦难岁月里，苦苦经营着一家小香烛铺。    古老的中国有着悠久的神化历史人物的传统，举凡
圣人问世降生都会伴随着一些神乎其神的传说，给他们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像《史记》这样的一些
正史也津津乐道。如殷、周的始祖，无论是契，还是后稷的出生，不是母亲吞了天上掉下的鸟蛋，就
是踩了巨人的脚印。其实，这些都是后人为祖先编造的神话。在宗法社会早期，渲染祖宗，有助于加
强家族与部族内部的凝聚力。祖先崇拜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信仰。所不同者是在西方，随着高级宗
教如基督教的兴起，祖先崇拜逐渐衰亡；在中国则被长期保留了下来。    不过，由前辈老人传播渲染
晚辈的故事，孤陋寡闻的笔者倒第一次听说。已94岁高龄，身体硬朗、精神矍铄的刘玉英老奶奶讲了
小国深出生时的一个故事：    我要生你们师父的时候，曾梦见一个小金人在我床前翻东找西，都不讲
话。我就问道：“喂，你在找什么呀！”旁边有一位白发老人就说：“他在找稻穗！”“我的床铺下
都是干的稻草，怎么会有稻穗？”话刚说完，那个小金人真的抽出一支稻穗来。白发老人接着说：“
这稻（道）穗是会结果的。”    母亲津津乐道，当年平凡的小国深、觉悟后被尊称为大师的星云，也
只是尽人子本分，坐在旁边微笑聆听，似乎他既不否认也毫不挂怀。    然而，哪里有什么天降圣人！
日后星云评述真华法师的成就时曾说：“儒家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黄龙禅师说：“妁之妪之，春夏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之所以成就也。’正
因为他在参学途中遭受那么多苦难和折磨。所以才有今日的成就。”这也可被认作星云今天成就的夫
子自道，即所谓圣人都由苦难造就。如果我们把商周的神话视作古人对祖先创业艰难，为后辈的成功
奠定基础之纪念的话。那么，也同样可以把这个梦当作一个美丽的传说，表达了一位母亲为自己儿子
所创立事业的自豪。其超世间的形式，更透出母子被狭狭的一条海峡，强行分离达40年中的苦苦思念
与遐想。母亲的梦，往往透出对儿子的期望。    不过有件事可能是真的，老奶奶说，国深生下来时，
脸是半边红半边白，在鼻唇之间的“人中”部位，有两条细细的红线。一时在左邻右舍中传为闲谈的
话题，被视为妖怪。此亦可见当时民间风俗一斑。母亲为了少惹是生非，吓着别人，只好把小国深拴
在家里。好在长到两三岁时，这些东西才慢慢地都消退了。    国深的童年是在扬州江都度过的。说起
扬州，自古而今即负盛名。其诗意与风情一直是文人墨客钟情的主题：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
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青山隐隐水迢迢
，秋尽江南草未凋。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萧。（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    这些诗句让扬
州的秀美名闻天下。江都隶属扬州，出扬州几十里，就到江都，这是个淳朴宁静的县城。它虽没有扬
州的名声，但也称得上历史文化悠久。据记载，江都历史有据可考的当从西汉建县开始，它的治所从
隋朝以后一直设在扬州，春秋战国时期，江都先后属吴、越。汉初，称扬州为广陵郡。汉高祖刘邦封
侄子刘濞为吴王时，曾建都于此，称吴国，后又更名为江都国。汉景帝前元四年（前153年），江都始
建县，隶属于江都国。“江都”之名，始见于史。历代名人如宋之苏轼、秦观，元之赵子昂等在江都
都留下过不少吟唱之作，明清之际江都学者费密、顾图河、董恂等更是著作甚丰。可是，人们多不知
，苏轼、秦观等都是有名的佛教居士。这里，民间文艺源远流长，许多民歌曲调优美、久唱不衰，莲
湘花鼓等民间舞蹈独具特色。江都又是著名评话艺人王少堂、金石微，雕艺师于啸轩、吴南愚的故乡
，还是扬剧重要的发祥地。常言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江都历来钟灵毓秀，人文荟萃，如唐代
有李善、李邕，明清有陆弼、汪中等。扬州还多处分布着佛教名寺，如高曼寺、大明寺等，邻近的泰
州光孝寺，隔江的镇江金山寺、焦山定慧寺也很有名。近代释妙空（郑学川）还与杨文会配合，在扬
州砖桥创立了扬州藏经院，又称江北刻经处。扬州历来高僧辈出，远如鉴真大师，近有来果禅师等。
太虚大师于1924年也曾来此，并于泰州光孝寺举行长达20多天的讲经法会，轰动镇扬地区。江都地处
这些著名大寺院之间往来的要道，也有不少寺庙。星云出生在此，自然也秉有山水之灵气。如果说有
什么自天而降的话，那就是所谓“气”，实际上指文化传统的传承与文化氛围的熏陶。    当小国深还
依偎着母亲的时候，中国正经历着比清末更为剧烈的变化。混乱、萧条、战争、革命、入侵成为描述
这段历史的关键词。    在政治上，这个时期，内忧外患，战乱四起，国民党正致力于威权统治的建立
。小国深还在娘胎里，即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距江都不远的南京，发动了“清党”运动，即清洗
共产党人。共产党开始了独立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装革命，国共之间的围剿与反围剿成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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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期的政治主题。从此20世纪的中国命运和前途，一时看来取决于国共两党的较量。一周后，即18
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到1928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即东北地方当局也换上了青天白日
旗，国民政府正式完成了国家统一。但是，统一仅仅是表面的，因为至1929年初，除海关外，国民政
府仅控制了苏、浙、皖、豫、赣五省财政。直到1930年，蒋介石的政令还只能在苏、浙、皖、豫、赣
、鄂、闽一带通行，其他地方都在各省新军阀手中。为了削平地方势力，统一政令，蒋介石除了不断
地围剿共产党外，还相继发动蒋桂、蒋冯、蒋唐，中原战争等，弥平了福建事变，逐一清除了李宗仁
、阎锡山、冯玉祥、蔡廷锴等各个政敌。至1936年，广东陈济棠的统治崩溃，国民政府才真正实现了
对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有效控制。而在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忙于自相残杀的同时，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
来，日本军国主义者日日进逼，外患日深，终于酿成1937年的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直接把
小国深一家拖入灾难的深渊。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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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星云一生的思想与事业已有众多的评论介绍，其内容极其丰富。符芝瑛女士作了整理，功不可没。林
清玄的大作根据星云本人的回忆。以体悟之深补充了符著的不足，虽未免偏于主观之嫌，好在为文学
性传记，亦无大碍。有此能互补的两本星云大师传记俱在，加以佛光山又出版了满义法师《星云模式
的人间佛教》《云水三干：大师弘法五十年纪念影像专辑》大型画传，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了学愚教授
《人间佛教：星云大师如是说，如是行》，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合掌人生》等新著。然本书聊以
自慰的是有几点在诸书之外的新意。    第一，对笔者一贯肯认的马克斯·韦伯的见解——现代化的核
心乃理性化——作了进一步的发掘。众所周知，启蒙理性的实质在于摆脱对传统与一切权威的依附，
在确立普通人人格自主性基础上，启发个人的理性自觉。而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近代，自五四新文
化运动提出这一历史性主题后，不是被文化激进主义误导，以致救亡压倒了一切，连民族赖以生存的
文化传统，包括佛教文化也被置于彻底推翻之列，就是被文化保守主义干扰，法家传统的国家主义换
了个新旗号卷土重来，人格的自主性迄今尚未被肯定，何谈救度众生？星云大师继承传统，超越传统
，开发生命本身的潜能，佛光普照也就是以佛教独特的超越理性精神启发有情众生的自觉。此点也许
连佛光山的大众也尚未自觉意识到，但佛光山上洋溢着的生命本身的活力，星云大师特具的强烈的积
极进取精神、开拓精神，佛光山的宏大事业及其影响，客观上却顺应了现代社会的要求和历史的发展
趋势。    第二，本书没有像有些著作那样回避佛光山存在或面临的问题。也没有像有些学者那样以西
方的眼光苛求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佛光山，而是力求平实地分析评述这些问题，以求给后来者提供借鉴
。当然只是力求而已，由于两岸交往仍存在很多不便，对佛光山海外道场的考察以及海外研究佛光山
资料的缺乏，极大地限制了本书在这方面的展开。    第三，本书主要观照两大视角，一是以星云及其
一生事业为主线，从这条线看，佛光山上如陈兵教授所说已露出了正法重辉的曙光。二是以中华佛教
的现代转型，以东方文化的复兴与重建为辅线，由于中华佛教的重心在大陆，而大陆佛教的复兴与现
代转型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从这条线看，星云的伟业则犹如东方地平线上刚升起的一颗晨星，他与
提倡人间佛教的其他前辈、同辈，如太虚、印顺、赵朴初、证严、圣严等，使得中华佛教史上空群星
荟萃，就他们几乎在同一时代闪现而言，似乎重演了历史上只有魏晋南北朝以及唐代才曾有的辉煌。
同时，星云又以他的人格与智慧唤起了佛光山优秀法师们的觉悟，凝聚成一团璀璨的星云，星汉一时
为之灿烂。现代科技文明虽然已发展到空前的高度，其实人类面前仍然横亘着无边的无明。三界无尽
，不用说浩瀚的宇宙空间，就是我们周围的生态环境、人们的内心世界以及错综复杂的族群关系，人
类又认识了多少？我执与法执顽固地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狂妄与愚蠢之事天天、时时在发生，可悲啊
！枉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你拥有多少智慧，妄想去主宰其他生命，主宰宇宙？然而，与古代相比，
尽管点点星光仍然微弱，但群星折射出的佛光，以及宗教共有的超越性智慧之光，已经把黑暗中的人
们曲折前行的小径照得更亮。在笔者看来，这亦属无疑。    第四，符著的长处在于实地采访，林著的
长处在于亲闻星云本人的回忆，满义所著则在结构清晰、证明充分。本书则还力求运用他们所提供的
基本材料，以现代宗教社会学理论构架加以分析与诠释，这对于人间佛教研究似尤其必要。同时，对
星云倡导的宗教融和思想，试以宗教学理论作了阐解。    本书承星云大师本人与慈惠法师、满果法师
等佛光山法师的大力支持，赠送了佛光山出版的大量书刊。惠空法师与慈光寺诸法师、居士也予以通
力合作，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与帮助。此外，江灿腾教授、温金柯先生、华敏慧女士也提供了不少资
料与帮助，本书才得以撰写。最后，楼宇烈教授在百忙中为本书撰写了序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王
琛砀女士审读了全稿，对本书的修改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本书照片则取材于《云水三千》，在此，均
表示深切谢意。    本书第一至三章以及“附录星云大师年谱简编”的初稿由毛勤勇教授执笔，绪说、
结语以及第四至七章，由本人执笔，全书由本人统稿，并对初稿作了很大修改。不足之处在所难免，
诚恳地希望各界人士不吝教之。    邓子美    2011年12月28日于步圭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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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邓子美、毛勤勇编著的《星云大师新传》没有像有些著作那样回避佛光山存在或面临的问题。也没有
像有些学者那样以西方的眼光苛求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佛光山，而是力求平实地分析评述这些问题，以
求给后来者提供借鉴。当然只是力求而已，由于两岸交往仍存在很多不便，对佛光山海外道场的考察
以及海外研究佛光山资料的缺乏，极大地限制了本书在这方面的展开。本书是第一部由独立学者完成
的星云传记，展现台湾佛教的冷暖变迁，拨开佛光山的疑云迷雾走近一个真实的星云大师。

Page 8



《星云大师新传》

精彩短评

1、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想起证严法师和她的慈济。
2、希望能大量流通，使所有的众生都受益
3、说实话我向来不看关于名人的传记，因为觉得第一不客观，不是粉饰的一塌糊涂就是吹得神乎其
神，反正不是真实的反应一个人自身的的经历以及他的思想品行，但是由于本身对佛教感兴趣，也对
星云法师讲的禅理感兴趣，还是买了星云法师的传记。看了这本传记真实感受到，此本书的作者还是
非常严谨的。他用平实的笔触写了一个小小的贫苦少年如何成长，如何进入寺院，以及寺院里面清苦
甚而有些被虐待的修行生活，还有他经历的人生坎坷以及之后的成就。我看这本书时并没有约定俗成
的称其为大师，因为我觉得大师的称呼是当下对人最热门、最俗气，最普遍的称呼，这个称呼放之四
海而皆准，只要搞点国学，包括禅学什么的都可以称作大师，但是星云法师从本质上说是一位僧人。
不管名气多大，讲经说禅是他的根本，劝善是他讲法的初衷，他还是那位从江南水乡走出的普通僧徒
。从此书行文来看，这本书还是比较客观的，他写了星云法师成长的经历，其中虽有一些颇具传奇性
事迹，但总体来说还是把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来介绍的，这比较符合我的口味，佛说“众生平等”，相
信每一个人都是由小时候的普通、平等的受教育——包括社会的教育和学校的教育均是——到成长后
成为社会这台大机器上的每一颗螺丝钉或齿轮，佛家虽然超脱尘世，但是终究是社会中的一份子，星
云法师身体力行，以自己的佛僧身份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不仅仅是传统的弘扬佛法，劝善医人。
这本书展示了一位有血有肉、有理想有行动的佛教高僧。
4、本人是相当喜欢看传记的，又相当喜欢佛教，所以买这本书属于必然。读这本书，可以了解这个
大师成长的经历，以及寺院的教育方式，从而明白星云大师是经历千辛万苦，成就慈悲善心和无边佛
法的。
5、Remember happiness doesn’t depend upon who you are or what you have; it depends solely on what you
think. 
6、普通人的烦恼，星云大师原来也会遇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是没有净土的，有人的地方，就有各种
各样的事儿。这本书里的大师和他的佛光山，给人的感觉更真实一些。
7、我不仅仅是说这本书写得脱俗，而是说这本书设计的很好。从极为素雅的仿布面封面所体现的出
世情怀与朴素澄净，到传记所涉及的内容的写法之行云流水，都让人喜欢。市面上星云大师的传记多
的和仓英嘉措的诗集一样多了，但这本书拿在手里的素雅劲儿，一般的书比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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