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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刊专访

问：法师这几年非常忙，却推掉繁忙法务，来生

活禅夏令营做法布施，是什么因缘推动您一次次来这

里弘法？

答：我 1993 年到这里讲课时，刚开始面向

社会弘法不久。当时我在厦门闽南佛学院任教，

和台湾佛教界接触比较多，受其理念影响，觉

得弘扬佛法一定要走向高校，走向社会。

弘法是出家人职责所在，另一方面，也代

表社会的需要。净慧老和尚重视弘法，柏林寺

夏令营提供了这样一个因缘，我也很乐意参与

其中，通过这个机会和大家结缘。

问：净慧老和尚经常说，第一届夏令营授课的老

师们，后来大都成为一方化主，并给营员留下了很深

刻的印象。汉传佛教在太平天国后，不断遭到破坏，

文革期间尤其严重，可以说是在废墟上恢复起来的。

经过 30 年的发展，硬件建设基本告一段落，那么软

件上，在汉传佛教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看待老和尚

提出的生活禅理念？

答：生活禅的理念，和太虚大师倡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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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佛教，在思想上应该说有某种连接。佛法要

走向社会，必须落实到生活中，用现代人最容

易接受的方式来表现。唯有被社会接受，佛法

才有生存的土壤，才得以广泛流传。这种认识

代表了近代以来佛教发展的需要，所以，许多

有识之士和大德长老，都以不同的方式为之努

力。生活禅的倡导，在这方面可谓独树一帜。

近代以来，大陆佛教历经种种灾难，刚从

比较荒芜的状态下恢复起来。总体来看，教界

很多人的认识还跟不上，多数寺院仍停留在传

统观念，停留在建寺院、办法会等传统项目。

净慧老和尚具有时代的眼光和开放的胸怀，根

据佛法在当代弘扬的需要，提出生活禅的理念，

这对佛教在现代的弘扬具有特殊意义。同时，

对佛教走向社会，让更多人认识佛法，参与弘法，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问：生活禅理念提出 20 多年了，发展也好，推

广也好，您认为我们需要从哪些方面努力或进一步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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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关键在于我们对“生活禅”有什么样

的定位。如果定位在结缘，或定位于佛法在现

实社会的运用，让现代人更好地了解佛法，从

这个角度而言，我觉得生活禅夏令营已经做得

非常成功。每年成就这么多人，通过这样一个

渠道、这样一种方式，接触佛法，建立信仰，

乃至出家修行，并且持续了二十年，可以说功

德无量。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希望生活

禅在修行上形成一套有系统、有次第的内容，

那么在未来的实践中，还需要做一些延伸和提

升。我觉得，可以和佛教传统的禅法相结合，

在生活禅理念的基础上，引导大众通过禅修实

践，深化对佛教的认识，进而在心行上有所体证。

问：生活禅在社会、在居士范围内有一定影响，

但在教界来看，影响还是非常有限的。老和尚提出生

活禅当然有它深厚的背景，但我们在弘扬时没有把有

些传统的禅法展现出来，或说力度还不够，所以显得

不够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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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关键在于两点，一是系统化，让大众

了解佛法修学的核心要素，从而对佛法有整体

认识，而不仅仅在某个局部契入。二是次第化，

修学必须遵循由浅入深的次第，没有基础的接

引固然不行，但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就难以

满足一部分人希望继续深入的需要。用现在的

话来说，就是后续服务还没有配备到位。

问：您认为，在弘法过程中急需做的是什么？弘

法的重点在哪？

答：最迫切的，是需要培养出一批弘法人才，

确实有见地，有实修，也懂得如何面向时代弘

法。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针对佛教发展和社会

大众的需要，建立明确的教育目标——在见地

上怎么培养，在实修上怎么培养，在弘法能力

上怎么培养。这样才能学以致用，真正担当续

佛慧命的责任。而不是无计划、无目的、无次

第地做着，也不管别人学了有没有效果。

至于说到重点，我觉得，教界需要真正认

识寺院的职能，那就是内修和外弘。寺院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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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出家人用功办道的场所，也是开展教育、弘

扬佛法的平台，包括对四众弟子的教育，也包

括面向社会大众的教育。要完成这一目标，既

需要常规化的活动，也需要非常规化的活动。

所谓常规化，类似基督教的做礼拜。每个

寺院有责任为大众提供常规的宗教生活，以此

满足信众的信仰需要，并使他们对佛法的认识

得到提升。所谓非常规化，即每个道场要发挥

不同特色，对信众进行引导，或侧重某一宗派

的修学，或侧重禅修，或侧重慈善，形成较为

深入的修学体系。这样的话，才有可能从根本

上改变整个佛教的局面。

如果光靠几个寺院在做，面对整个社会的

需求，实在是杯水车薪。而且，目前这些弘法

活动都是各自为政，没有联合起来形成规模，

也难以提供进一步的后续服务。如果仅仅定位

在短期结缘，作用是比较有限的，无法真正满

足大众的修学需求。

作为当代的出家人，我们不仅要明确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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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弘的本分，更要共同探索佛教在当代的弘法

思路，以期形成规模化和体系化。只有这样，

才能为大众提供有效的服务。

问：法师自 1997 年就开始培养人才，包括办菩提

书院。老和尚在2011年黄梅老祖寺开生活禅研讨会时，

也提到您的做法，即主动从寺院围墙里走出去。您弘

法的时候，语言转换方面做得非常好，让现代人都能

听得懂，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答：这几年，我在教育和弘法方面做了一

些尝试，重点是为大众提供一套修学模式，即

如何学佛的方式方法。包括菩提书院，目的也

不是建立什么团体，而是让大家知道，应该如

何进入修学之路，又如何走上正轨，主要是提

供这样一种服务。

在弘法过程中，我真切感受到社会大众对

佛法日益增长的需要。与此对应的，则是教界

在弘法方面的普遍薄弱。即使开展一些弘法活

动，也往往是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很少能给信

众提供系统引导。多数提供的只是一个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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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这个教你坐禅，那个教你念经，诸如此类，

缺乏系统和次第。这是我们需要反思和为之努

力的。

问：法师的实践在汉传佛教界起了表率作用。与

其叹无人，不如培养人。您身边的出家师父素质高的

人才很多。如果从根本上去了解佛法，您认为什么样

的人比较容易教育，是有基础的还是越空白越好？

答：僧伽教育会受到道场传统观念的影响，

真正实施起来并不容易。而在居士教育这一块，

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相对来说，落实起来就没

有多少干扰。

我们通常以为，受众的学佛时间越长，教

育起来越容易。事实往往相反，有时可能没基

础更容易契入。如果对方已经形成固有的观念

方法，而这些观念方法又是错误的，反而会成

为修学障碍。

生命就是一个产品。我们现有的是凡夫品

质，而学佛是要成就佛菩萨的品质。这个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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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形成是有规律的，也就是法门。佛法有

八万四千法门，在传承过程中，受不同地区社

会习俗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方便越来越多，引

导修学的书籍也越来越多。所以，现代人学佛

既方便，又不容易。面对汪洋大海般的知识，

多数人都不得要领。或是执著一端，以偏概全；

或是四处涉猎，浅尝辄止。

佛法在弘化过程中，特别强调对机设教，

这固然没错。但在无量法门的背后，其实可以

找到共同的东西。就像一棵树，不管有多少枝叶，

树干就一个。如果抓住树干，再来了解枝叶就

很容易了。否则，总是从这个枝到那个枝，虽

然了解到很多枝叶，最终却还是不得要领。

佛法有南传、汉传、藏传三大语系，各自

又有众多宗派，但不外乎是解脱道和菩萨道，

前者强调自觉，后者强调自觉觉他。从这个角

度来说，又可归纳为一条道路——那就是觉醒

之道。从这个点上来认识，佛法就简单了。



10

【附：首届生活禅夏令营授课老师感言】

编者按：二十年来，近百位法师老师来到生活禅

夏令营，为大家作法布施，与大家进行佛法的交流。

在生活禅夏令营二十届纪念大会上，有多位往届生活

禅夏令营的授课法师和老师回来与我们分享这一刻的

喜悦。本期《禅》刊特选登第一届生活禅夏令营的授

课法师、老师在纪念大会上的感言。他们是见证了生

活禅夏令营二十年的重要亲历者，他们的思考会带给

我们很大的启发。

生活禅，是人间佛教弘扬的新尝试。首先，

我怀着感恩之心，怀念净慧老和尚。在我成长

的道路上，老和尚给了我很多教导、关心和支持，

在此，我深深地感恩！

自 1993 年参加第一届生活禅夏令营以来，

转眼过了 20年。在此期间，伴随我个人的成长，

也伴随我弘法事业的开展，生活禅夏令营给我

提供了一个学习、锻炼以及和大众结缘的平台。

我们知道，佛法的大智慧，是中国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

如何让这份精神财富为净化社会产生作用？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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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做出了大胆、积极的尝试，那就是生活

禅。它既继承了传统的祖师禅，也是对人间佛

教的新发展。老和尚的这种探索精神，正如

千千万万的古代高僧大德一样，承前启后，继

往开来，使佛法能在中华大地上，在 2500 多年

的流传过程中绵延不绝。这份精神是我们特别

需要学习的。

今天，政府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弘扬。如

何发挥佛教的优良传统，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

我们这一代法师责任重大。我们应该以老和尚

的精神为榜样，把佛法真正落实到现实人生，

为净化社会人心作出佛教界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