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學新鑰 第 28 期 

2018 年 12 月，頁 253-272 

南華文學系 

 

253 

星雲大師《玉琳國師》的文學社會學考察 

廖俊裕*、王雪卿** 

*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 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研究 

** 吳鳳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要 

星雲大師弘法之初，他就寫作了《釋迦牟尼佛傳》（1954）、《玉琳國師》（1954）

和《十大弟子傳》（1959）等傳記來弘法利生，三本史傳中，《玉琳國師》對華

人社會影響更大，這主要是找了楊慶煌、況明潔、鐵孟秋、曹健、沈海蓉和蔡

璨得等名演員拍成了電視劇《再世情緣》，也曾創作成廣播劇、電影、歌仔戲、

話劇，一時膾炙人口、萬人空巷，最為著名，影響不小。 

本文以文學社會學角度來考察星雲大師《玉琳國師》，探討除了文學的角度

研究《玉琳國師》外之可能，討論星雲大師透過《玉琳國師》針砭當時的佛教

文化與社會提升之意見，如人間佛教思想，比丘尼的地位等，都有其時代性議

題。 

關鍵字：星雲大師、《玉琳國師》、文學社會學 

 



 
 
 
 
 
 
 
 
 
 
 
 
 
 
 
 
 
 
 
 
 
 
 
 
 
 
 
 
 
 
 
 
 
 
 
 
 
 
 
 
 

 

文學新鑰 第 28 期 

254 

A Study of the Literary Sociology of Master 

Xing-Yun's "Yu Lin Guo Shi" 

Chun-Yu Liao*, Hsueh-Ching W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Master Xing-Yun's "Yu Lin Guo Sh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sociology,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studying "Yu Lin Guo 

Shi" in addition to the literary perspective, and discusses the views of Master 

Xing-Yun's through the "Yu Lin Guo Shi" at the time of Buddhism culture and social 

promotion. Such as the Buddhist thoughts of the human world, the status of the 

bhiksuni, etc., have their own issues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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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星雲大師曾說：「人間佛教，不但早在我心裡，在我的行事裡，也時時在我

的信仰之中」，1因此星雲大師的行事中，不是沒有意義、沒有道理，隨便一時

感性或者性起就隨意為之。因此當我們看到星雲大師寫傳記小說時，當知道他

是有用意的，是在人間佛教的理念下，而有所為的一件事情。 

對於佛學與文學間，星雲大師並沒有把他們視為互相獨立的範疇，彼此互

不相關，因此他從弘法利生開始，就開始運用文學體裁來輔助傳教，例如撰寫

《釋迦牟尼佛傳》（1954）、《玉琳國師》（1954）和《十大弟子傳》（1959）等傳

記都是年代甚早的作品。星雲大師也成為台灣佛教文學作家中，最具有代表性

的「僧侶作家」、2「文藝明星」，3星雲大師說：「文學為佛法之翼，佛法為文學

之核。」4因此可以知道以佛法為核心，文學為翅膀，文學可以作為佛學核心的

飛行翅膀之用。此點放在星雲大師的三本傳記小說的撰寫，就更加的知道星雲

大師並非像文學創作家，只是要寫一本引人入勝的傳記小說，而是有其人間佛

教上的教化意義。三本史傳小說中，《玉琳國師》對台灣社會影響很大，這主要

是找了楊慶煌、況明潔、鐵孟秋、曹健、沈海蓉和蔡璨得等名演員拍成了電視

連續劇《再世情緣》，也曾創作成廣播劇、電影、歌仔戲、話劇，一時膾炙人口、

萬人空巷，最為著名。5後來影片也流傳到華人圈（如大陸、香港、馬來西亞等），

                                                       
1 參編委會：〈《星雲大師全集》簡介〉，《人間佛教學報藝文》第九期，2017.5.16，頁 12。 
2 參顧敏耀：〈台灣文學與佛教關係的系譜──從口傳文學、古典文學到現代文學〉，《華梵人文

學報》18 期，2012.7，頁 57。 
3 妙願法師：〈台灣戰後佛教文學《玉琳國師》之研究〉，《人間佛教學報藝文》，7 期，2017.1，

頁 176。 
4 參編委會：〈《星雲大師全集》簡介〉，《人間佛教學報藝文》第九期，2017.5.16，頁 11。 
5 吳光正：〈釋星雲的早期宗教實踐理念與文學創作〉，《人間佛教研究》，7 期，2016.12，頁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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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不小，星雲大師甚至曾說：「佛光山可以大興土木，經費除了信徒贊助以外，

大多從此書（按：即《玉琳國師》）流通而來」，6可知當時的流行，是很值得研

究的對象文本。 

本文立基於「文學社會學」的角度來解讀一時頗為流行的《玉琳國師》傳

記小說。之所以採取文學社會學視域有兩個理由，一是因以往注意此傳記小說

者，並沒有從此角度來研究。二是毋寧如此更能彰顯星雲大師撰寫《玉琳國師》

的用心。 

就第一點來說，以往研究星雲大師的傳記小說，有從史料、文學性、心理

教化立場來研究，例如吳章燕〈文心與佛心——論星雲大師的傳記文學〉一文，

探索了星雲大師三本史傳小說的史料來源、藝術成就、人間性來解讀。7又如顧

敏耀，〈台灣文學與佛教關係的系譜──從口傳文學、古典文學到現代文學〉基

本上也偏重在歷史系譜學上的探索。8又如妙願法師，〈台灣戰後佛教文學《玉

                                                       
6 見星雲法師：〈我與文學的因緣〉，《文訊》，第 175 期，2000 年 5 月，頁 42。 
7 吳章燕：〈文心與佛心——論星雲大師的傳記文學〉，《貴州工程應用技術學院學報》2017 第 5

期，2017.5。此文從史料來源、藝術成就、人間性來解讀。其中，藝術成就又分成兩點來闡

述，1. 寫實性——尊重歷史，淡化神異。2. 文學性——以文弘法，事理圓融。人間性主要是

強調以人為本，匡正人心。 
8 參顧敏耀：〈台灣文學與佛教關係的系譜──從口傳文學、古典文學到現代文學〉，《華梵人文

學報》18 期，2012.7，頁 57-136。此文在關鍵詞上雖然有把「文學社會學」列為關鍵詞，但

在其撰述中，並沒有以文學社會學角度來論述。從其章節編排即可得知，他的章節安排如下： 
壹、前言，主要在說明他的問題意識「佛教信仰與台灣文學發展之間具有怎樣的關係」，這就

不是文學社會學的觀點。然後他說明以往佛教文學研究主要是兩大類，他認為：「台灣國內關

於佛教文學的研究主要有兩大主流，其一是關於佛經文學方面，另外則是關於中國文學與佛

教之間的關係。」（頁 59）可知他這篇論文也是屬於兩大主流中的第二大主流。 
貳、台灣口傳文學與佛教。分別從底下幾點論述。一、台灣民間故事當中表現的佛教思想。

二、台灣民間故事中的佛菩薩與寺廟神異主題。三、台灣民間傳說中的僧人形象。四、台灣

諺語當中的佛教主題。 
參、台灣古典文學與佛教，分成明鄭、清代、日據、國民政府來台後的古典文學和佛教之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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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國師》之研究〉一文，說到：「是以歷史的觀點來詮釋星雲大師的文學思路」，

9因此他要介紹當時星雲大師寫此小說的歷史因緣與環境。又如黃怡禎《星雲大

師《玉琳國師》之修行觀與時代意義》，10此文和以上其他論文較為不同，因為

他是從修行觀點和時代意義上入手，比較接近文學社會學觀點，可惜在時代意

義的論述上，他結論的社會性較為闕如，他的結論是： 

《玉琳國師》對於社會大眾的實際功能性是與時俱進的文藝創作；是復

興中華文化；是以人為本的社會關懷；是佛法的弘揚；倡導全民運動，

因此，《玉琳國師》堪為佛教文學之典範。11 

以上是黃女士的結論。關於此，他說是與時俱進的文藝創作，強調是白話文學。

或者復興中華文化、人本社會關懷、佛法弘揚等，最後說《玉琳國師》是佛教

文學的典範。從這些來看，幾乎是任何時代的佛教文學都適合這些特色，從這

個地方看來，其實很不顯《玉琳國師》的時代精神。12 

                                                                                                                                                      
肆、台灣新文學與佛教，一是考察日據時代的賴和文學作品與佛教關係。二是考察文學選本。

三是文學作家的考察（案：該文標題有誤，少了一個「文」字，變成「學作家方面的考察」，

見頁 92）。 
伍、小結。 
從以上看，即可以得知此文並沒有從文學社會學角度來考察台灣佛教文學。此文較大的貢獻

應是他很詳細地整理「台灣佛教文學相關文獻篇目」，見附錄一，頁 97-114。 
9 妙願法師：〈台灣戰後佛教文學《玉琳國師》之研究〉，《人間佛教學報藝文》，7 期，2017.1，

頁 176。 
10 黃怡禎：《星雲大師《玉琳國師》之修行觀與時代意義》，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 104 年碩士

論文 
11 黃怡禎：《星雲大師《玉琳國師》之修行觀與時代意義》，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 104 年碩士

論文。 
12 關於此論文的結論中，星雲大師：《玉琳國師》「倡導全民運動」是比較不能讓人贊同的論點，

因此在正文中，筆者沒有引用論述。原因是他如何推論星雲大師：《玉琳國師》「倡導全民運

動」呢？他是由玉琳國師在新婚之夜與王小姐跑香運動修行，來推論出《玉琳國師》「倡導

全民運動」，這個論據不太充分。參該文頁 123-124。其他也有論及星雲大師：《玉琳國師》

但主題不是關於《玉琳國師》之論文者，也非從文學社會學角度來書寫，如李玉珍〈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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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第二點來說，就文學創作者而論，作品本身創作出來後，作者關於作品

雖有發言權，但不必有必然性，尤其文學作品常常顯露的作者的潛意識、或者

時代的集體潛意識，既然是作者的潛意識呈現，因此作者的意識不必然知曉，

故作者的發言並不一定有權威性。以《玉琳國師》來說，星雲大師說： 

我年輕的時候，寫了詩、寫了文章，忽然動了念頭想為佛教寫一篇小說，

這是因為主編《人生》雜誌時，感於大部分都是刊登一些傳統守舊的文

章，沒有人要看。為了吸引更多的人讀佛教的雜誌，除了寫文章外，我

就開始寫起小說《玉琳國師》了。13 

上段引文中，可以看出星雲大師剛開始起念寫《玉琳國師》是為了接引眾生來

看《人生》雜誌，因為雜誌中大部分是無法吸引人看的傳統守舊文章，如何吸

引更多人來看雜誌呢？星雲大師想到了一個方法──佛教小說，而且還不是傳

統的文言小說，而是白話小說，這樣星雲大師就動筆寫起來小說《玉琳國師》。 

但是對文學作品來說，作者本身的自述可以參考，但不一定有必然性。因

為就文學社會學來說，「藝術即直覺」、「藝術即表現」，14在直覺中，常常會超

越理性思維的動機，而就「文學作品的產生和特色受到具體環境的影響」來說，

De Bonald 波納德的名言：「文學是社會的表現」便有其成立的可能性。15文本

很難脫離社會，純存形式主義來看，完全脫離社會的文學作品是不存在的，「沒

有為自己而存在的作品」，16事實上，文學社會學在法國的濫觴就是從傳播學角

                                                                                                                                                      
年代的反共文學與佛教文學──《佛教小說集》裡的戰爭、愛情與鄉愁〉，《臺大佛學研究》，

6 期，2001.7，頁 315-347。 
13 星雲：〈我與文學的關係〉，《百年佛緣 5‧文教篇 1》，高雄：佛光出版社，2013 年 5 月。 
14 方維規主編：《文學社會學新編》，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 2。 
15 方維規主編：《文學社會學新編》，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 78。 
16 方維規：〈「文學社會學」的歷史、理論和方法〉，《社會科學論壇》，2010 卷 13 期，2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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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開始思考起，提出了文學是什麼？文學會產生什麼社會效果？文學和社會的

關係如何？文學透過什麼管道傳播？羅貝爾．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正是

從這些角度出發，寫下他的名著《文學社會學》，17受他影響而成立的「文學事

實的社會學研究中心」，其研究課題約有九類，其中第八類「對作品中的社會內

容進行研究」便是本文出發的起點。18在這裡，我們要小心，文學社會學和報

導文學又有其不一樣的地方，這不一樣的地方正是文學社會學的獨特處，因為

如果是報導文學角度，文學確實是社會資料來源，和社會狀況的描述，但文學

社會學不只如此，如此我們才能更了解星雲大師創作《玉琳國師》之動機所在。

法國吕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便提出了「文學辯證社會學」，認為

文學行動和人類其他行為一樣，都是人類對社會一種有意義的反應，文學和社

會有種「和而不同」的關係。所謂「和」是文學也是社會的一部份，建構著整

體社會，但文學不是一味地迎合著社會和時代背景，他還有面向時代限制，打

破常規，為世界創造出新的可能性的「不同」之處，這也是一種對現實世界的

反叛與解構，重新建立一個視野。19 

小說本身的文學性、敘事性容易讓讀者在閱讀時，不知不覺地接受作者要

傳達的東西，如果只是理性的宣傳幾個命題，反而容易被質疑、被討論，這也

是歷來宗教宣傳都要借用文學為媒介。《玉琳國師》這種佛教小說作為當時社會

狀況的反思，並非天馬行空放入各種領域中探討，例如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等

等，還要視其內容產生的家族類似性、親近性，就《玉琳國師》中涉及為何要

                                                                                                                                                      
頁 80。 

17 Robert Escarpit 著、于沛選編：《文學社會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18 Robert Escarpit 著、于沛選編：《文學社會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頁 252。 
19 莫其遜、覃平：〈呂西安．戈德曼文學社會學理論的產生語境及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美

学研究》，2010 年 2 期，頁 263。朱洪剛，〈呂西安．戈德曼文學社會學理論初探〉，《江蘇廣

播電視大學學報》，2005.1 期，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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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20出家的條件限制、21比丘的本分、22比丘尼的責任等，23筆者先將問題

意識放在「佛教在現代社會中該發展的面向」。 

二、佛教在現代社會中該發展的面向 

（一）推動新佛教：佛教的人間性 

星雲大師曾說：「人間佛教，不但早在我心裡，在我的行事裡，也時時在我

的信仰之中」，24相對於台灣其他的佛教團體，星雲大師在《玉琳國師》中，並

沒有特別強調淨土宗的西方淨土法門，反而撰述了玉琳國師的前世十不全的書

記師，活像個「夜叉羅剎鬼」，且由此把前世也是富貴人家的王小姐嚇得「魂飛

天外」，書記師為此而受到同儕的羞辱責罵，一時想不開，想要上吊自殺，而被

住持攔阻，勸說可多禮「藥師琉璃光如來」以求得相好莊嚴，東方藥師琉璃光

如來在華人社會以「消災延壽祈福」為主，和強調三界火宅的西方阿彌陀佛淨

土思想有很大的對比。這就顯示出星雲大師強調人間佛教的特色。星雲大師曾

以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三好一生」為他的著作書名，雍容大度、與人為

善，很少批評人，在他的一生中曾罕見的批評朱斐居士。他給朱斐居士主編的

《覺群》投書，指出： 

到現在，覺群已不是從前的覺群了，這點我不能不感到居士（指朱斐）

改革的作風太驚人，你沒有摸著覺群的歷史，你更不知道當初太虛大師

                                                       
20 參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210•玉琳國師》，高雄：佛光出版社，2017，頁 51-52、74、87。

底下以《玉琳國師》省稱之。 
21 參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 90。 
22 參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 114、124。 
23 參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 153-154。 
24 參編委會：〈《星雲大師全集》簡介〉，《人間佛教學報藝文》第九期，2017.5.16，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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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很多大德創辦的用心，你更不知道今日新佛教是需要的一種什麼出版

物！……說到你個人信仰的佛教，信仰淨土宗，信仰印光大師，絕不會

有人反對你的，但你把一本綜合性刊物，為了個人當編輯，不顧及廣大

的讀者，忽地拖向你的志趣方便去，你如果你敬仰大師的道德，學問，

人格而想要紀念他的話，你可以自己辦個刊物，或是把什麼「弘化月刊」

帶來台灣出版，而不該拿大眾的金錢，大眾的精神食糧，來做你的祭禮！

25 

以上這段文字的行文風格，在星雲大師的文集中，確屬罕見，文中強調「今日

新佛教是需要的一種什麼出版物」，言下之意，就是由太虛大師所開展的「人生

佛教」、乃至印順法師所強調的「契理契機的人間佛教」都是《覺群》應該要走

的方向，而不是強調「三界火宅」以出世為主要目標的刊物宗旨，細讀文字，

陳劍鍠先生曾評為「字裏行間亦透露出他對（西方）淨土法門也不是那麼欣賞，

志趣不在於此」。26事實上，體會到時代的脈動，當時星雲大師確實有心推動佛

教的改革，2015 年印刷百萬冊以上的《貧僧有話要說》中，頁 176 和 177 間的

拉長頁上面便以「星雲大師推動新佛教」為標題，引用星雲大師自己的文字說：

「我革新佛教運動是一生志業，當為一個出家人的完成，就是一切都是『為了

                                                       
25 星雲：〈讀者、作者〉，《覺群》第 76 期，1950 年 4 月 20 日，頁 12。轉引自闞正宗：《台灣

佛教史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年 6 月，頁 398。 
26 陳劍鍠：〈星雲大師的管理思想及佛光淨土的創建〉，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編，《2015 星雲

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上）》，高雄：佛光出版社，2016，頁 274。西方淨土思想強

調三界火宅，應該發願往生西方淨土。如齋戒學會也是其中同樣教法，溫金柯先生參加了齋

戒學會的活動後，他說：「到了蓮因寺，寺中瀰天蓋地的厭世言論，對世間極度的嫌惡醜化，

不是當時年輕熱情、對世界充滿美好幻想的我所能接受的。」見溫金柯，《繼承與批判印順

法師人間佛教思想》，台北：現代禪出版社，2001。http://www.masterlee.url.tw/lee/chibook/chin- 
ko-02/chinko-02-03-11.htm，2018.4.29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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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27從 1954 年撰寫《玉琳國師》開始，到現在 2018，一甲子多歲月過

去了，星雲大師的一生志業人間佛教遍傳五大洲，全球 300 多個道場，改變社

會、教內生態甚大。 

（二）出家的本懷 

今日佛教中出家人的份子非常複雜，有很多不是為了生死，為修學佛道

而出家的，或是出了家後，並未服膺佛教慈悲救世捨己為人的主義，財

色當前，當然就會迷失了他的本性。一個真正的出家人，他是懂得世間

上一切福樂都是暫時的。28 

星雲大師 12 歲時出家，後又輾轉來台，看過的出家眾多矣。有很多出家眾顯然

不如法、不合佛制規儀，因此在《玉琳國師》也有多處關於當前社會出家眾的

一些現象提出改革。如此段引文說出家人很複雜，很多不是為了了生死，學佛

而來的。當時經濟困難，拮据無法度日者，很多都進佛寺逃難，種種動機，因

此出家份子複雜，但凡為了私利而入空門者，無法「慈悲救世捨己為人」，美色

財貨當前便容易受到引誘、迷失本性，事實上也不是容易受到引誘，而是他根

本內在就是美色財貨，只是在恰當的機緣中嶄露出來而已。星雲大師認為出家

就是為了解決生死困惑、生死議題，而佛道的宗旨正在於此，用佛學恰可解決

生死議題，因此提出針砭之道。而人如果是為了解決生死困惑，他便知道相對

於死亡與生命意義之議題世間的福樂都是暫時的、不可靠的，因此他才有真正

的毅力去處理面對的障礙。如： 

                                                       
27 星雲大師口述、妙廣法師等記錄：《貧僧有話要說》，台北：福報文化公司，2015，頁 176-177

之間拉頁。 
28 參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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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學佛，要難行能行，難忍能忍，既然捨俗出家，這就是偉大的行為。

如果沒有犧牲個己自在和福樂的決心，沒有真正去為苦海中眾生服務的

悲願，如何能達到出家的目的？29 

對於世間福樂而言，如果一個人沒有看穿世間福樂的短暫性、無常性、不可靠

性，他就無法放下犧牲，無法真正為苦海中的眾生服務，就很難「難行能行，

難忍能忍」，意志力拿不出來。30 

（三）出家的條件限制 

他心想：「這些行單上的大眾，他們大都到了沒有辦法的時候，中途跑來

寺中服務，僧不僧，俗不俗，小時在家沒有讀書，到寺中來又不研究教

理，終日做著和工人一樣沉重的工作，過的也和苦工一樣的生活，你聽

他們的出言吐語，都是那麼的鄙俗。」 

他從這些行單大眾的身上，又想到出家不限制的問題。出家本來是一回

難能可貴的事，出家僧眾也應該個個都是民眾最好的模範教師，但出家

的制度不良，致使佛教的流傳，增添許多的困難。自己因為嚮往出家僧

團的尊貴，僧團的工作神聖，所以投身其中。平時常常怕有負佛教，有

負僧團，自己一刻不敢懈怠，終日努力精勤，但他們是不是也都有這樣

為道的精神呢？31 

                                                       
29 參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 74。 
30 類似的文獻不再贅引，如《玉琳國師》，頁 51-52「你老人家是知道的，徒弟皈依佛門，不是

為了求人生短暫的福樂，不是為了過清閒自在的生活。人生是非常難得的，我們不能無謂的

葬送了一生，師父也常開示我們，一失人身萬劫難復。我們看看這個世間，一般人都在財色

名利中翻滾，他們從來就不想到自己的歸宿究竟怎樣，我請求師父，還是和王相爺從長計議，

免得使大家都在三塗中受苦吧！」 
31 參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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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說來，星雲大師領導的佛光山僧團，出家剃度時，都會要求父母同意書，

父母能同時來觀禮這是最好的狀況。相對於 1996 年 9 月 1 日，南投縣埔里鎮某

禪寺，在一次佛學夏令營結束之後，約有四十多位女大學生及一些社會人士，

在未事先知會家人親友下，集體剃度出家.；後因家人遍尋不著失蹤不歸的孩

子，一群人赴禪寺找人，經新聞媒體披露，社會才得知。32星雲大師在 1954 年

《玉琳國師》撰寫時，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他認為出家是一件神聖尊貴的事

情，出家僧眾也應該是民眾最好的模範教師，不是隨隨便便在社會上沒法辦法

度日後才到佛寺中尋求另外一種生活。因此佛光山後來對於出家有所限制，約

有兩途可以出家，一是循佛光山叢林學院（佛學院）的學習，讓自己實際在佛

光山生活，對佛光山有深度認識，並且也讓佛光山常住認識自己，經由彼此的

互動評估，再提出申請，這也要經過家長同意。二是如果年紀已超過就讀佛光

山叢林學院（佛學院）的年齡，可以先到佛光山的道場先擔任義工，或者到佛

光山事業單位任職，透過在佛寺中的親身體驗，因緣成熟時可向常住法師提出，

再由法師安排、引薦。33另外一方面，佛光山也每年都舉辦短期出家給有意者

體驗出家生活。 

（四）出家眾的場域在紅塵眾生中 

玉琳最討厭的是很多人把出家學道，走入深山古寺中修行看作是逃避現

實的行為，在玉琳的意思出家是不能為個己生活，是要把自己的生命奉

獻給芸芸的眾生，入山學道，好比到研究院中深造，這正是給自己修養

上下功夫的機會，以備將來自己可以解脫，也可令別人解脫。玉琳因有

                                                       
32 此事件已成為維基百科辭條，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F%B0%E- 

7%A6%AA%E5%AF%BA%E4%BA%8B%E4%BB%B6，2018.4.29 查詢。 
33 參佛光山網頁：https://www.fgs.org.tw/qa/qa_list.aspx?qt=12，2018.4.29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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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崇高的思想，所以再是什麼冷清的境界，他也不會感到寂寞和無聊！

34 

這段引文中，星雲大師用了「玉琳最討厭……」的強烈情緒字眼，可見也是當

時人對出家的印象，而這正是星雲大師所要改革者。引文中，玉琳強烈討厭很

多人把出家動作，看成是進入深山古寺中逃避現實生活的行為，完全違背了出

家是把自己的生命奉獻給眾生的神聖行為，出家絕對不是遠離人群的自私行

為。即使到深山古剎也是深造，然後再回到紅塵中幫助眾生也得到解脫。這確

實就像整個佛光山道場後來的人間佛教走向，這還有另個原因，就是「在弘揚

佛法的時候，才能了解到佛法」。 

「師弟！」玉嵐親切的喊了一聲：「你說要懂得佛法才去弘揚，我想也許

你永久不會懂得佛法，因為在弘揚佛法的時候，才能了解到佛法。天天

關在象牙之塔的寺院裏，日日在一些古書裏翻來翻去，這樣就能得到佛

法了嗎？」 

「是的，這樣只能了解到佛法的皮毛，而不能真正懂得佛法的受用！」

玉琳順著玉嵐的意思說。 

「真正的佛法是不離眾生，修學佛法要到眾生處去求，你知道現在學佛

的人，都要離開眾生嗎？」玉琳點點頭，表示承認師兄的看法。35 

這裡強調在象牙塔的寺院中，窮究了古書佛經，只能得到佛法的皮毛，無法有

真正的佛法受用。如果想先透徹了解佛法再來弘法利生，那就永遠不可能懂得

佛法。這裡說得很多獨修的修行者的問題，星雲大師藉著玉嵐和玉琳的對話，

                                                       
34 參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 124。 
35 參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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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修學佛法要不離眾生，要到眾生處去修學。對於一般人來說頗有針砭效果。

也可以看出前文中，陳劍鍠先生認為星雲大師不那麼欣賞西方淨土法門，志趣

不在於此，因為就西方淨土思想而言，往生淨土就一生直了成佛。但星雲大師

在此強調沒進入眾生的關係中，是無法真正了解、懂得佛法。用天台宗的術語

來說，星雲大師認為塵沙惑是一定要在眾生的關係中才能解消。星雲大師在此

的意見有他的入世性。 

（五）比丘尼的責任 

比丘尼的問題一直是佛教在現代發展中的一個被注視問題，不管是南傳、

漢傳、藏傳佛教都是同一個時代課題，達賴喇嘛甚至還為比丘尼受戒的問題，

指示下屬舉辦數次研討會討論相關問題。36南傳佛教法師來台，也常遇到比丘

尼的位置排序的尷尬問題，37星雲大師在此顯然是走在時代的前端，因此國內

大學畢業女性，出家人數最多的就是佛光山和香光寺尼僧團。在 1954《玉琳國

師》中，星雲大師藉著玉琳國師的口，說出了對比丘尼的期許： 

佛教僧團中擁有極大多數的出家的女人，她們名義上雖然是都做了覺世

救人的釋迦牟尼佛的弟子，而她們本身卻好像沉迷在糊塗的夢中，她們

大多數在寺院中除了早晚課誦以外，很少關心佛教，怎樣讓佛教興盛流

傳在世間？在她們八識田中根本就沒有這一粒種子。即使極少數的有關

懷到佛教存亡的熱忱，也都以為挑擔如來家業的責任應該由比丘去負，

所以，一千多年來的中國佛教裏那些光輝燦爛的歷史，大都是比丘們寫

下來的。比丘尼是中國社會女性群中的一份子，中國女性的地位沒有和

                                                       
36 相關過程參考釋惠敏：〈比丘尼受戒法與傳承之考察〉，《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四期，1999.7。 
37 參考釋昭慧法師和南傳佛教法師接觸關於比丘尼的尷尬狀況，見釋昭慧：〈博學、嚴謹、慈

悲、自在的菩薩典範——側寫帕奧禪師〉，《弘誓雙月刊》，第 92 期，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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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平等，佛教界的女眾也常會遭受人們的幾分歧視。佛教的制度沒有

把比丘尼列入和比丘同等的地位，做比丘尼的也從沒有說為自己的地位

來奮鬥爭取！現在，玉琳對王小姐的希望，希望她能像一隻白鶴似的在

雞群中站起來，因為以王小姐的聰明才智，加上先天的環境，很可能為

佛教以及為她們的本身，做一點轟轟烈烈的事業來，所以他才提議她出

家，他把對她的一念愛心擴展到整個佛教身上去，推到整個女眾的身上

去。38 

在這段引文中，星雲大師先說明了傳統的比丘尼沒有發揮他們的比丘尼價值，

一千多年來，中國佛教發展歷史中，比丘尼的出現非常少，光輝燦爛的歷史大

都是比丘寫下來的。即使偶有少數傑出的比丘尼，也認為荷擔如來家業的責任

也應該由比丘負責。絕大部分的比丘尼都只是除了早晚課誦外，對佛教都是不

關心的，也不關心如何弘法利生，佛教的制度也沒有把比丘尼列入和比丘同等

的地位，而比丘尼也沒有奮鬥爭取自己該有的地位。星雲大師藉著玉琳國師的

口，他將王小姐的法名取為「醒群」，意思顯然就是要王小姐出家來豁醒眾生、

女眾、比丘尼等很多人群。星雲大師這些對比丘尼看法，對比於藏傳佛教、南

傳佛教的比丘尼角色與地位，可以看出他的革命性、時代性，難怪可以開出一

番偉業。 

                                                       
38 參星雲大師：《玉琳國師》，頁 15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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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星雲大師說：「文學為佛法之翼，佛法為文學之核。」在他的價值觀中，佛

學和文學是身體和翅膀的關係，佛學要能飛翔起來、廣佈盛行，文學是很重要、

不可或缺的角色。這也是星雲大師在台弘法的開始，便花心思寫了《玉琳國師》，

時值 1954。書成之後，洛陽紙貴，說明了他是當時時代精神的呈現之位階價值。 

本文有鑑於此，乃用文學社會學的角度，把星雲大師《玉琳國師》當成是

社會的表現，由此展開考察，問題意識建立在「佛教在現代社會中該如何發展？」 

區分為五個子題展開討論： 

（一）推動新佛教：佛教的人間性。人間佛教的推動宏傳。 

（二）出家的本懷：解決生死議題，慈悲救世捨己為人。 

（三）出家的條件限制：不是人人可任意出家，要互相考察適合與否。 

（四）出家眾的場域在紅塵眾生中：不是在深山古剎中。 

（五）比丘尼的責任：醒群。 

從中，可以看出，作為文學社會學考察的《玉琳國師》，確實可以看出星雲

大師人間佛教的人間性、社會性、時代性，尤其是在人間性與比丘尼責任的強

調。這些都具備不可磨滅的時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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