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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印順（1906–2005）繼承武昌佛學院佛教改革的路線，以批判的精神抉發、恢宏佛
教的根本原理，並以開創的情懷為佛教另闢適應時代需求的新理路與新格局──「人間

佛教」（humanistic buddhlism）。其著述七百多萬餘言，包括《妙雲集》二十四冊、《中
國禪宗史──從印度禪到中華禪》等書，自成體系，是臺灣近數十年無與倫比的佛學研

究成果。其著作常被當作大學及佛學院之教材，而研究、闡述、推拓印順思想者，更是

與日俱增，「印順學」逐漸成為當代臺灣佛教界與學術界的「顯學」之一。 
隨著印順學的受重視，印順門下後學在佛教界與學術界中輩出，且發揮一定的影響

力，故「印順學派」也漸次形成、茁壯。筆者 2008年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印順學
派』的成立、分流與發展」（NSC98–2410–H–024–015）即致力於「印順學派」的建
構，並完成《「印順學派的成立、分流與發展」訪談錄》1。 

此外，拙著〈論印順學派的成立〉，主要論述印順學派成立之四個要件：一是，創

始人或「宗師」印順思想「成一家之言」；二是，印順在世及身後有眾多傑出門下與私

淑弟子發揚光大其思想，如釋昭慧（1957–）主導的弘誓學院、釋傳道（1941–）住持
的妙心寺、釋宏印（1949–）領銜的學佛團體，釋厚觀（1956–）等之福嚴精舍及慧日
講堂等；三是，印順學派具有廣大深遠之社會影響作用，其人間佛教已為當代臺灣佛教

的特色，也是佛教被社會所認同的重要指標；四是，學派人物之間有密切同門情誼，彼

此奧援，相與協成2。 
其中，「印順在世及身後有眾多傑出門下與私淑弟子發揚光大其思想，如釋昭慧主

導的弘誓學院、釋傳道住持的妙心寺、釋宏印領銜的學佛團體，釋厚觀等之福嚴精舍及

慧日講堂等。」此「發揚光大其思想」之「思想」，指的是什麼？也就是印順學派的核

心思想為何？ 
印順於 1989 年出版《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一書，以「人間佛教」總結了自己對

於佛教的整體觀點。江燦騰（1946–）說：「現代海峽兩岸的佛教學者，都知道印老佛
教思想的特色，就是『人間佛教』。」3 釋昭慧與釋性廣（1962–）之「弘誓文教基金
會」舉辦印順思想研討會，即皆以「人間佛教」為議題主軸名稱，充分顯示了印順「人

間佛教」思想的重要性，確為印順學派所闡揚之核心思想。 
限於篇幅，本文旨在探究印順學派有關「人間佛教思想」之闡揚。印順本人之「人

間佛教思想」，拙著《印順導師的佛教思想》第三章〈印順人間佛教思想〉4，已多所論

究，此不再贅述。本文主要就印順之傑出弟子如何闡揚印順人間佛教思想而論，研究之

取徑分別為：一是印順早期門生與人間佛教，二是印順中晚期門生與人間佛教，以「釋

傳道人間佛教此時、此地、此人的關懷與淨化」、「釋昭慧人菩薩行的實踐」、「釋性廣的

人間佛教的禪法」等為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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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印順早期門生與人間佛教 

此處「印順早期門生與人間佛教」之探究，主要在於發掘印順早期門生怎樣繼承與

發揚印順學之軌跡，以凸顯印順學派一脈相承之思想與精神。  
印順早期門生中，曾與他共住、關係較為密切者，如印順《平凡的一生》自述，包

括釋演培（1917–1996）、釋續明（1919–1966）、釋妙欽（1921–1976）、釋常覺（1928–
2006）、釋幻生（1929–2003）、釋仁俊（1919–2011）、釋印海（1927–）、釋妙峰（1928–）
等5。這些人有的曾常住臺灣弘法，有的弘揚於海外。他們幾乎都早年即出家，後來在

某種因緣下，先後於 1940年至 1954年間與印順相識，並與印順共住一段時間；印順常
為他們授課，由他們記錄成書且籌資出版6，如《中觀論頌講記》、《大乘起信論講記》

與《攝大乘論講記》等書，在印順學的弘揚上，功不可沒7。 
依筆者〈印順導師與早期門生關係之考察〉一文的研究結果，印順這些早期弟子在

印順思想的傳承上，具有四項特徵：一是治學取徑與方法的承傳；二是大乘三系判準的

遵循；三是對部派佛教的重視；四是菩薩道精神的弘揚8。 
其中，在菩薩道精神的弘揚上，特別明顯的是，釋妙欽繼承印順所弘揚的菩薩道精

神。他撰有〈菩薩是認識真理的實行家〉9一文，闡述菩薩之道；又〈佛教教人行善的

妙諦〉說：「人乘為學做人之基礎，且較切近易行，同時亦注重現實社會之問題，由立

身處世之基本方法，進而至於『行菩薩道』。」10故釋演培〈妙欽法師傳略〉也說：「（妙

欽法師）居常以（虛）大師、（印順）導師中期11正常菩薩道自持，以菩提心為導為依，

可謂善繼大師、導師之志。」12顯然釋妙欽強調的是印順所倡導的「行菩薩道」。 
另者，釋幻生的弘法精神及其得力於印順重視菩薩道之牖迪，釋仁俊撰文作了鉤

勒：「幻生法師心念中久已懷著此六度法救六道苦的大心與弘願，⋯⋯他那般的心念，

其根因來自印公導師。」13 「六度」是大乘佛教之菩薩道精神。 
此外，印順早期門生也或多或少撰述有關印順的文章，以宣揚恩師的思想，如釋演

培〈簡介印順大師及其《妙雲集》〉14、〈妙雲選集序〉15、〈印順導師對印度佛教分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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