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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佛教發展脈絡與展望》

内容概要

壹、前言
翻開佛教歷史，可以看到佛教在流布過程中，形成所謂三大系統：藏傳、漢傳跟南傳；其中，漢傳跟
藏傳佛教，都經由帝王迎請而傳入。可是在戰亂的因緣下，民國四十年前後部份中國佛教菁英，離開
了生長及修道、弘法的傳統叢林道場，在台灣重新建立新的佛教生存空間。撇開南傳、藏佛教不談，
台灣佛教自民國三十四年光復以來，從日本佛教回到中國傳統佛教的懷抱，再重新由大陸來台的菁英
份子──台灣佛教的第一代長老，如慈航、章嘉、白聖、東初、印順、道安、道源、南亭等長老，開
創了台灣佛教六十年來的繁榮興盛。
回望今天，社會、世界對於地球生存空間的環保意識日益重視，說明人類對於所賴以生存的環境依報
，已開始有了珍惜的反省能力；同樣的，做為台灣佛教的出家人及僧團，對於所依存的佛教團體，乃
至所依存的台灣社會，也應該有反省與保護的心態。
歷史殷鑑不遠：大陸佛教受到文化大革命摧殘，使得大陸佛教中斷；台灣第一代長老，也是因為在大
陸的依報空間被壓迫，無法生存而來到台灣。所以今天能夠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生存發展，所依存的現
有環境是非常值得去觀察、去省思的！如果今天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他日有可能像當年那些淪落在
大陸的幾百萬僧眾被迫還俗。所以，即使現今處在一個非常富裕、興盛的佛教環境，也要有居安思危
的危機意識，在所依存的台灣佛教面臨一甲子時刻，在台灣光復六十年的前夕，有必要對佛教進行空
間的環保。這是探討本文的緣起。
貳、台灣社會的變遷與多元化
一、台灣社會的變遷
佛教的生存發展，依附於社會的土壤，也因此與社會發展息息相關。台灣佛教安立融溶在台灣社會中
，當然也受到台灣社會演變的極大影響，可以說，台灣佛教反應了台灣社會現象；台灣社會現象的影
響與演變，直接彰顯在台灣佛教上。所以談論台灣佛教之前，先要對台灣社會的發展有所了解。
社會學家對於台灣社會的觀點，認為台灣社會是由農業化進展到工商業化的多元化社會。而這麼一個
由農業社會進展到工業社會所呈現出來的結果，就是多元化社會的歷程特質。
台灣社會由農業走向工業，是國民黨在反攻大陸及生存台灣前提下所建設的成果。台灣在政治力量及
政治考量的引導下，以工商業的制度、工業的生產技術，改變了經濟生活。而為了要傳播、發展商業
制度與工業技術，又與教育互為影響。然後工業技術帶動了交通的發達、資訊傳播的迅速，進而帶動
了都市化的密集。而都市化、商業化的密集，更加帶動了經濟職業的種類繁多、教育的普及、交通的
發達。
同時這些演變所形成的都市化現象，使得原有農業社會以家庭族群、農村村落為生活中心之人際形態
瓦解。大家族是由天生血源關係所形成的社團，是一種親密的人際關係；而且農業環境裡，生活是穩
定性的。可是現在的工商社會，小家庭制度改變了家族的親密關係，公寓住宅破壞了村落群聚，人與
人之間的關係是變動頻繁的、是陌生的、是疏離不相合的、是封閉斷絕的，所以它必須藉由另一種人
際關係，來解決人類天性中對眷屬繫屬的需求，這就是社團。現今台灣社會發展出各式各樣的社團：
宗教的、商業的、慈善的、學術的、娛樂的、職業的等等，用社團的形式來結合不同的人際關係。所
以這使得人類社會由物質及經濟、政治等外在現象的變遷，進而改變精神領域的生命內涵。
二、台灣社會的多元化
前面敘述了由農業社會演進到工商業社會中所產生的許多改變，在此接著說明，透過這樣改變以後，
社會所產生的多元化現象。
社會的多元化，有思想的多元化、價值的多元化、政治參與的多元化、社會參與的多元化，以及社團
的多元化、教育多元化、經濟、職業多元化等等1。這種多元化社會形成一種開放的社會，而在此開
放社會下，又形成一定功能。楊國樞先生提出其對社會本身產生的影響如下：
1. 政治方面：在政治上，防止權威主義。多元化社會使得政治權力分散，不能用強制政治權力來壓制
異己。
2. 經濟方面：在經濟上，防止壟斷。每個人都能取得經濟，財富平均。
3. 社會方面：在社會上，防止階級的隔閡。沒有人受到階級的差別待遇，不同的階級可以融合，不同
的宗教、種族、黨派或性別都不會形成對立而隔閡。
4. 文化方面：在文化上，不同的文化，即使是劣質文化也可以生存發展，不被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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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思想方面：在思想上，不被某一思想獨斷、獨尊，或由某一宗教壓制其它宗教，所以思想上可以多
元化。這樣一個社會所帶來這樣的影響，同樣也適用在佛教環境當中。
三、人倫關係與價值轉變
前述台灣社會多元化後之社會現象的轉變，今再進而分析多元化社會所帶來的人倫關係、精神價值及
道德規範的混亂、變化與變遷現象2：
1. 社會關係產生變化：社會關係就是人與人的關係。以前農業社會的人際關係是很直接的親源關係、
五倫關係，是與親人接觸、與土地接觸的單純空間環境。可是現在社會多元化以後，人與不同的社會
職業、社團、客戶，乃至終身學習觀念下各種層面的同學接觸。所以人與人之間直接接觸、相處的關
係變得非常複雜。
2. 價值觀念產生變化：所謂價值觀念，有時是指生活形態，有時是指一種知識，有時是指一種思想。
隨著社會的多元發展，價值觀念也以生活形態、知識、思想等不同方式產生複雜的變化。譬如：為了
降低人口，所以發明了避孕藥；然而避孕藥發明以後卻助長性觀念開放；而性觀念的開放，直接衝擊
到傳統中國保守的兩性關係。這就是價值觀念的變化。又如小家庭制度，破壞原本中國人對於父子、
兄弟等五倫觀念，造成對五倫關係的認知錯亂、淡薄。
3. 道德規範產生變化：由於社會人際關係的變化，再加上社會生活形態的轉變、新知識的傳播、新技
術的發明，所以又形成一種人與人之間的新規範。這是因為原有的道德規範，隨著人與人之間原有的
互動關係被破壞、複雜化而失掉了準則。所以人與人之間新的道德、新的接觸倫理，有待於重新建立
。
參、台灣佛教的多元化
台灣佛教早期在日據時代或光復初期，大致情況如下：
1. 台灣社會還是農業社會，農民佔勞動人口百分之八、九十以上，而且經濟收入非常低，只能維持溫
飽。由於社會經濟不發達，信眾供養少，所以出家人要種田賣菜，寺院道埸也多是一層樓的木樑瓦房
建築物。
2. 政治力量涉入，使教會權力非常集中於少數長老身上。
3. 教育不發達，出家人知識少，受過小學教育的尚且不多，何況有許多大專生。
4. 出家人上街，充其量只用牛車或人力推車。
所以早期的台灣佛教，可以說在政治、經濟、教育、交通等環境上，完全反映出農業社會的佛教景觀
。由於大家都住在農村裡，所以僧人的弘化生活還是非常簡單、純樸，而且屬於地區性弘化，以接引
該寺院周圍信眾為主，偶而遇有大型廟會、進香活動，才有遠地信眾來參拜。弘化活動就是簡單的廟
會活動，是非常純粹的農業社會的佛教景觀。
而現在的台灣佛教，已然是工業化社會的佛教。台北、高雄都已是兩、三百萬人口的大都會，佛教也
不乏繁興的道場，如中台山、佛光山、慈濟等弘化的多元化、財力的雄厚，都跟日據時代或光復初年
的台灣佛教不可同日而語。
當然台灣佛教如此的轉變，肇因於台灣社會的轉變；而台灣社會轉變所帶來的多元化現象，同樣也在
台灣佛教中發生。以下即提出幾點特殊的台灣佛教多元化現象：
一、教派思想多元化
台灣佛教在日據時代是以日本佛教、齋教以及傳統中國佛教為主，雖然日本佛教也有很多教派、類型
，但相對而言還很單純。
而從光復以後到現在六十年，台灣佛教除了傳統中國佛教的禪宗、淨土宗、律宗、天台宗、華嚴宗以
外，還有做為台灣佛教思想主流的人間佛教思想。另外還有一些新興宗教，如現代禪、宋七力、大乘
禪功、青海、盧勝彥等，也都依附在佛教裡而被接受生存下來。尤其後半期這幾十年來，更有西藏密
教及南傳的內觀禪法，也在台灣大行其道。這都說明台灣佛教教派思想的多元化。
二、僧團組織多元化
台灣佛教的僧團組織，在光復初年只有一個「中國佛教會台灣省分會」。國民政府遷台後，中國佛教
會也於民國四十一年在台灣設立會址，統攝整個中國佛教（實際上只有台灣佛教）。當時中國佛教會
有國民黨配合，在國民黨社工會支持下，擁有很大權力，譬如道場傳戒，也要中國佛教會同意。
可是從民國七十六年解嚴以後，人民可以自由組織社團，迄今跟中國佛教會平等的全國性佛教組織已
有幾十個，如佛青會、佛光會、傳播協會、佛寺協會、護僧協會等等。而且除教會組織外，還有很多
其他組織形態，如基金會、學會團體，都是獨立運作，有自己的活動。所以僧團組織也呈顯出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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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
這種多元化現象，使教會獨尊於一統的局面被破壞，教會可說形同瓦解，沒有人可以號令誰，每個僧
團、每個寺院都是各自獨立的。甚至少部份大規模的僧團自己就可以發展自己的僧團組織，用基金會
、佛教會等不同形式，建立僧團組織系統。
三、僧伽教育多元化
僧伽教育是出家人的養成教育。僧眾所接受的教育內涵，將決定其未來出家修行方向及弘化路線。所
以僧伽教育愈多元，預示著未來佛教發展將愈多元化。
早期傳統的僧伽教育，多半是師徒相授，徒弟長時間跟在師父身邊學習，而學習內容多是殿堂上的敲
打唱念、日常的職事作務、生活的威儀習慣等等，能讀讀基本經典就算是比較好的。而整個教界也只
偶而有一、兩間佛學院而已。
相對的，現在的僧伽教育就顯得豐富多樣：佛教內部辦的佛學院很多，也有些佛學研究所；社會的大
學裡也成立宗教研究所，有很多出家眾都去大學裡唸書拿文憑，甚至到國外大學念書。念的也不一定
都是佛教的科系，有哲學、建築、教育、歷史、藝術、電腦等，不一定。所以現今的僧伽教育，不是
專以修行解脫為教育的方向、主旨，不是以傳統經典、戒律的學習為教育的主題。僧伽教育的管道及
內容都多元化了，這一現象，勢必對未來年輕僧伽的出家生命、弘化及推動佛教發展的形式、本質，
朝多元化演變。
四、佛教弘化多元化
佛教的弘化多元化，可以從形式與內容兩方面分別說明：
1. 形式多元化：以前的弘化形式，不外是講課、拜懺、做法會或寫文章發表在雜誌上。但現在不是，
現在有網路、電視，也可以舉辦演唱會、園遊會，可以辦學、辦醫院、做慈善事業、辦電視台，這就
是形式的多元化。
2. 內容多元化：以前弘化的內容，只是教育信眾發起對佛教的信仰、接受佛教的思想，雖然容有淺深
層次，但都還屬於佛法範疇。但現在弘化的內容則不限於佛法內涵，只要能接近群眾、能轉化群眾思
想，都可以做為佛教弘化內涵來接受，如插花班、書法班、素食烹飪班、心靈成長班等等，將這些社
教內容做為接引學佛的方便。
五、佛教經濟多元化
早期農業社會的經濟形態，民眾的經濟力量普遍偏低，信眾沒有錢，寺院也沒有錢，僧眾個人更少有
信眾供養，所以僧眾與老百姓一樣，都過著清貧儉約的生活。
而現在國民所得已經到了一萬三千到四千美金，整個台灣社會經濟富裕，不僅很多出家人可以擁有自
己俗家的財富，即使個人出家前沒有財富，也很容易從多種管道得到信眾供養，取得個人生活所需或
弘法的支持。因為容易取得個人生活所需，所以僧眾可以不必依賴僧團生存，可以自由自在過自己的
日子，不受僧團的束縛。因為容易取得弘法的支持，所以僧眾可以自立門戶，用自己的方式弘法、用
自己的思想弘化，不必受到師長的局限，可以很年輕就出去弘法。所以經濟多元化使僧團的結構、形
式、相貌更加多樣。
六、資訊、交往多元化
1. 資訊多元化：因為台灣佛教經濟富裕，所以大量印送各種經書、雜誌、錄音帶、光碟，使佛教思想
可以快速傳播。又由於科技的進步、傳媒的演進，電視台、網站等非常普及，資訊隨時隨處可以取得
；透過網際網路，更可以與全世界各種資訊交流。所以資訊非常發達、多元。
2. 交往多元化：寺院、僧眾有了經濟後盾，可以有錢到大陸、日本、美國、加拿大，甚至非洲、歐洲
蓋道場，求學讀博士；可以到南洋、緬甸學禪法；可以到西藏、印度求灌頂，這都是因為台灣社會接
觸層面的多元化。可以說台灣群眾已經不局限在台灣發展，而是面向整個世界，全方位向世界性發展
。而且不只是領袖人物，所有年輕人都可以向外發展。所以佛教界也是如此，包括學習、資訊及弘化
步調，都擴向整個世界。
以上這六種多元化，可以說是從台灣社會多元化，反應到台灣佛教的多元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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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空法师对佛教发展有特殊的关怀，除发表很多相关的论文，並在佛学院中开了相关课程。对于佛教
兴衰起蔽、教团发展过程中跟世俗融合的问题，有其独特的看法，並实际推动一些活动，如：圆光佛
学院的发展、高中生学佛活动的推广、大陆佛教的推动、两岸僧伽教育的交流、兩岸禅学会议、僧伽
讲习会、院务研习会等等，而这些看法及运动，对佛教教团已产生很大的启发作用，在在看出惠空法
师对佛教发展的用心。
惠空法师每年在慈光禅学院举辦两次四十九天禅七，把永嘉禅法和參话头这两个最纯正的禅宗法门提
倡出来，希望帶引出正确的禅风，与教团佛弟子一起熏修；虽然在修行上不敢说有什么成就，但这這
份对修行的坚持与尊重，便是难能可贵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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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鑒古知今，親身走過，誠懇荷擔。@南華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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