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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荫文居士   

 

人生佛教真义及其在本邦之需要  

文：心观黄荫文 
（甲）此来因缘与欣慰 

（一）筹备「本中心」之「马六甲组」的热诚与催促。 

（二）金明金星两位著名法师对该组之指导。 

（三）社会闻人之赞助。 

（四）各界之同情。 

（五）国内知名培风中学之惠借大礼堂。  

（乙）略述本「中心」成立之宗旨 

人生佛举中心在槟城成立於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六日，宗旨明载在章程第三条：「远承释迦牟

尼佛无上正觉之教法，近师太虚大师之人生佛教原理，以研究，实践及发 扬现代人类生活之

进化，群众化及科学化，并由菩萨道直趋佛道为宗旨。」此中重点分说如次： 

（一）我们坚决信奉二千六百年前出生在人间，亦成得在人间，说法在人间的释迦牟尼佛，

我们信仰的教主即是它。太虚大师在全书中已明言之。此点无须详谈，但有声明必要，故宗

旨条文首言「远承释迦牟尼无上正觉之教法。」 

（二）为要适应世界现代文化，重人生、重组织、重科学之新潮流，以便善运用之以宣扬大

慈悲大智慧的佛教教义，故乃着重人生之进化，组织化奥科学化。对个人 如此，对社会国家

亦如此。否则二千多年来尽管留下宝贵经典，也只留在文字上，广大人群将不能获得实惠。

以下郎分别从人类生活之进化，组织化及科学化各点分 别说明之。 

（三）从人类生活进化需要说起-人生就是人的生命，生存与生活，但既已有生命而生存，则

问题重点即在如何生活得好得乐。而个人的「得好」和「得乐」不可能 不作生活。也不能离

开人群的共活，人类生活有物质舆精神两方面，所以物质方面衣食住行之需要是应有的，也

应采取积极看法，只是精神方面能加以控制，知足便 好。因此必须改正旧习误以为佛教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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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死时打算或死後打算的看法和作法。不管是想逃避现实也好，或真的想个人「了生脱

死」也好，都有违反种好因才得好 果，能好生才有好死的道理。佛教对此，例如五戒之主张

「不残杀而仁爱，不俭盗而义利，不邪淫而礼节，不欺诳而诚信，不服乱性情物品而谓善身

心。这就是太虚 大师依据佛教五戒教义而提出的，每一句上半是止恶，下半即行善。假如人

人都能如此，则人间怎会还有今日世界那样邪恶变乱?又「因缘果报」，「自作自受」的 道

理，是佛教最基本亦包活一切的真理，如能使到人人了解，依理实行，试问世界人心如何不

能改善? 

（四）人类社会在现代之组织化的需要-由於交通工具，及传达方法之发达，空间无形缩小，

时间无形缩短，人与人间，国与国间，关系已铰前日益密切。以致各种 团体亦日增多。佛教

已能救人济世，自不应散沙一盘，而应密切团结，亦应透过其他各种合法团体发挥佛教的精

神。其中最重要的应采用佛示的六和敬的僧团规范。 六和敬是：大家礼敬相处而「身和」，

大家真心实语而「语和」，志同情悦而「意和」，同守规律而「戒和」，思想正直同解而

「见和」，财物分配均衡而「利 和」。 （五）推广佛教之运用科学化的需要－ －普通人，

特别是现代具有科学智识者，极易示责宗教为迷信。但佛教是理信的，例如佛说一杯水中有

无数微虫，科举固已证实；宇宙有无穷星球，其他星球还有 「众生」，太空科学亦已快要完

成证明。但科学发达结果引导人类趋向物质享受，权力斗争而不知所止，使到人类越自私，

越贪多，越要邪欺正， 

强凌弱，如非佛法之智慧超凡外的大慈大悲，人人平等的精神教义以救之，则人类世界前途

之危险，实属堪受。而此大慈大悲精神可从人们实行教义而证明其有效， 最低限度由人生止

恶行善之道德开始陆续进化，又可一如科学成就之二表现出实际的证明。 

（丙）  

（一）以上几点假如我们切实进行，则个人的德行无亏，再能处处顾及社会国家以自利利人

自度度人，则佛放的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实已尽在其中，虽然上达佛道 尚远，但初基实已

建立。继续进修，何愁佛道不成，惟上说的宗旨之达成须赖几大力量。 

（二）人生佛学中心宗旨，大意如此，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并望这样推行。我们知道兹凡事

体大，非短期可成，但宗教事业是百年千年万年的。我们也知道须靠集体 力量才能有成。人

生佛学中心即由此动机组织。「人生佛教真义」一书是大师此一思想系统之结晶，我们现先

翻印出版，就是要使「中心」学友都能彻底了解，然後 超行不致错路，同时亦便利广大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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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道人士阅读起行。 

（三）但是事情是人做的，为要此事成功，须有「智力」、「毅力」、「活力」与「和

力」。佛教是理智的宗教，佛陀所以被称「觉者」便是他有最高最大的智慧。 「毅力」是恒

常永不动摇的意志力，菩萨这中的不退转力，无此则事将半途而废。「活力」就是活动的力

量。学佛者如只会空谈而无活动，则只是「纸上谈兵」。但 各个人或强於此而弱於彼，或强

於彼而弱於此。就一股言，青年人较多活力，中年人铰多毅力，老年人较多智力，但也不是

人人如此。又正如佛说末法时期之「斗争 坚固」，很可能发生许多困难。因此上所说的六和

之力就非常需要了。相信各位对此已很明白，如果各位同意本人以上所说明的各点，我相信

人生佛教真义会很快的 宣扬起来。 

直至现在，我还不曾将人生佛教倡导者太虚大师的佛教地位与影响说出，很对不起，大师出

生於八十八年前的中国浙江省，少孤贫，十六岁出家，五十九岁圆寂，遗 下全书七百五十万

字，生身舍利三百余粒。东初法师近著「中国佛教近代史」两厚本，总评这世纪佛教杰出人

才的几句话，现在介绍出来，作为此次讲话的结束。 「以学术渊博而言，以佛学折中世学，

以佛学弹斥科学，以佛学接引时贤，启发之大，收效之矩，则惟太虚大师一人而已。若以影

响而言，诸多太德其影响於佛教 者，仅属一宗一派或一地一域，远不及太虚大师悠久。只有

太虚大师仍然在每个学佛青年心坎里活跃着，鼓励着青年向前奋发前进。」 

各位！我也是受到太虚大师启发着，鼓励着向前奋发前进中的一人。但我既非中年，更非青

年，而是七十八岁的老年人。因此，我敢於期望所有向佛信佛的青年、中 年、老年人，都一

致起来协和心力、为自己、为家庭、为社会、为国家、为人类，发扬人生佛教，建立和乐的

人间净土而努力！敬祝各位身心康乐，福慧无量！ 注：一九七六年十月廿四日人生佛学中心

马六甲组开成立会，人生佛学中心主席黄荫文居士应该组筹备委员会之邀请，从槟城乘机前

往参与其盛，并发表有关太虚大 师倡导之「人生佛教」真义及其在本邦之需要。本篇即是黄

荫文居士在成立会上之讲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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