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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間佛教之精神論「世界神明聯誼會」
所具的普世價值觀

妙主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聲聞藏編輯

中文摘要

自 2011年，佛陀紀念館落成典禮所舉辦的「神明朝山聯誼會」，迄
今即將邁入第 8年。此聯誼會盛況一年勝過一年，從兩岸的神明聯誼，到
2017年，遠至法國猶太教、英國伊斯蘭教、巴西天主教等都來共襄盛舉，
成為國際性的宗教聯誼會。有人稱為是宗教界的嘉年華會，歐美人士則讚

為「Chinese Christmas」。但佛教界有些認為「神佛不分」，教徒則認為
是民間信仰的廟會活動，佛教何以要辦這樣的活動？因此，神明聯誼會是

真的神佛不分？還是具有更深意義的普世價值觀？從普世價值觀是否又突

顯何等意義價值？

本文擬從人間佛教的精神之脈絡下，分四部分來探究：一、佛說的

―倡導眾生平等，從佛陀的「人權觀」，即眾生皆有佛性，探討眾生平

等的普世價值觀；二、人要的―追求幸福與安樂，從信仰提升、宗教參與，

探討透過神明聯誼會何以能達到幸福安樂境界；三、淨化的―推動社會

和諧，透過神明聯誼會之交流，探討宗教何以能輔助政治的不足，維持公

共秩序；四、善美的―促進世界和平，以泯除宗教之對立、共建和平之

世界，探討神明聯誼會對於追求世界和平有何實質的效益。

關鍵字：星雲大師　人間佛教　世界神明聯誼會　平等　尊重　包容



The Universal Valu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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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on to celebrate its 8th anniversary, the “When Buddha Meets the Gods” 

event was first organized by Fo Guang Shan Buddha Museum in 2011. Each year, 
the event grows larger, initially starting with deities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By 2017, there were representatives from a Jewish community in France, 
an Islamic community in the U.K., and a Catholic community in Brazil. It has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gathering of religious associations. Some liken it to a 
“Chinese Christmas.” However, some Buddhist communities perceive this to be 
“deity-buddha syncretism,” while others believe it to be a Chinese folk religion 
activity. So, why did Buddhism organize such an event? Consequently, it is 
worthwhile to examine the “When Buddha Meets the Gods” is in fact “deity-buddha 
syncretism,” or is there a significance in terms of universal values? Are there any 
other deepr meanings when addressed from the viewpoint of universal values?

From a Humanistic Buddhist context, this paper approaches the topic in four 
parts: what the Buddha taught, specifically his teachings on equality, human rights, 
and the universality of Buddha nature; what people need, specifically how the event 
can lead to a more contented and peaceful society through religious participation; 
what is purifying, specifically the dialogues and exchanges the event facilitates, 
including how religion can address areas overlooked in politics to promote 
social harmony; and what is beautiful, specifically the promotion of world peace, 
elimination of interreligious conflict, and finally the effects that “When Buddha 
Meets the Gods” has had on world peace efforts.

Keywords: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Humanistic Buddhism,When Buddha 
Meets the Gods event, equality, respect, tole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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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 2011年起，佛光山佛陀紀念館落成典禮系列活動所舉辦的「神明朝

山聯誼會」，迄今已邁入第 8年。參與的宗教團體從第一年的台灣、大陸等

宮廟 300尊神明；2014年改稱「世界神明聯誼會」，有 413間宮廟、2012

尊神明，及菲律賓天主教堂的聖嬰參與；2016年，共 685間宮廟、教堂，

2188尊佛像、神像與會，經「世界紀錄協會」認證，締造「世界最多宮廟

教堂參加的全球多元宗教聯誼會」紀錄；1 2017年，更有遠從法國猶太教、

英國伊斯蘭教、巴西天主教等來的宗教代表，以及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

坡、港澳與海峽兩岸的基督教、佛教、道教、儒教等，前來共襄盛舉，展現

「宗教無國界」之氣勢，成為國際性的宗教聯誼會。2

各地神明蒞臨佛館，主辦單位除了鳴禮炮，還以佛教最隆重的儀式―

鐘鼓齊鳴、持手爐、香爐和授佛祖旗等來接待，此外更以舞七星、八卦步、

娘傘、鼓陣等民間信仰之禮數，迎請各路神明光臨佛館。而各宮廟入館後，

從禮敬大廳走向本館的成佛大道，則是宮廟神轎進場儀軌與陣頭表演的「星

光大道」，不論是電音三太子、百人鼓陣、哨角隊、宋江陣、大鼓隊、車鼓

隊、醒獅團等；或是菲律賓聖嬰舞蹈團；或者搭神轎、騎王馬、乘三輪車、

耕耘車；或真人版的神明、仙姑、土地公等，皆創意十足，熱鬧非凡的進場

儀式，宛如宗教界的嘉年華會。2013年神明聯誼會，筆者在禮敬大廳現場，

親耳聽到歐美人士歎為「Chinese Christmas」。

1. 陳嘉隆主編：《2017世界神明聯誼會專刊》，高雄：中華傳統宗教總會，2017年，
頁 15。 

2.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編：〈宗教無國界 世界最美好：2017世界神明聯誼會吸睛亮
點〉，《喬達摩》第 101期，高雄：財團法人人間文教基金會，2017年 12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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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神明進入菩提廣場，禮拜「老大」3―佛陀後，安座在本館塔頂，

神佛共會，成為壯觀的神明海；在大覺堂展開宗教對話，各宗教代表的致辭，

表達各自的宗教信念，更見證尊重包容的意義，隨後各宗教合唱團以各自方

式表達對教主的禮讚，展現多元宗教的和諧；同時菩提廣場進行「上供」法

會，請佛和神明用餐。中午時分，大眾在享用平安齋之餘，在菩提廣場則有

陣頭、民俗文化等精采表演以饗大眾。最後神明聯誼的主軸―神駕回鑾前

的祈福法會，在唱頌〈佛寶讚〉中，各主委、總幹事和貴賓獻香，由佛光山

住持心保和尚主法，引領各宮廟代表暨數萬民眾，共同為世界社會祈願祝

禱，恭讀大師〈為神明護法信者祈願文〉，最後在住持的祝福、勉勵中，各

宮廟起駕回鑾，將平安、幸福帶回去。

「神明聯誼會」之創舉，雖受到參與的宗教團體讚歎，但星雲大師表示，

也將背負傳統佛教批判「神佛不分」的罵名。4因為明清以降，在大陸的佛

教不度生，只為死人做經懺，被當時知識分子鄙視為鬼神的、死人的佛教。

而台灣寺院裡除了供奉釋迦牟尼佛外，也供著眾多神明，是個神佛不分的佛

教，後由 1949年來台的僧侶，經半世紀的努力，才轉化為正信的佛教。所
以此舉不禁讓人有「神佛不分」之疑。又此神明聯誼會，一般人視其為民間

信仰的廟會，是一個世俗化的活動，與佛教修行解脫不相關，佛教何以要辦

這樣的活動？但誠如蔡昌雄教授所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其活

動意涵究竟透露出怎樣的宗教訊息，確實是一個值得宗教學界探討與省思的

課題。」5

3. 神明之信者，稱禮拜佛陀叫作「拜老大」。星雲大師：《貧僧有話要說》，台北：
福報文化，2015年，頁 235。

4.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233‧星雲大師年譜 7》，高雄：佛光出版社，2017年，
頁 93。

5. 蔡昌雄：〈從宗教對話到宗教參與─佛光山「神明聯誼會」的新宗教多元論意
涵〉，《人間佛教》學報藝文第11期，高雄，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2017年9月，
頁 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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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所推動的人間佛教，是以人為本的宗教，所涵蓋的層面很廣，凡

是契理契機的佛法，只要是對人類的利益、福祉有所增進，只要是能饒益眾生、

對社會國家有所貢獻，都是人間佛教。6大師將此定調為「佛說的、人要的、

淨化的、善美的」，7這四句點出人間佛教主要精神，8做任何度化眾生的事業，

只要不失此精神，都是人間佛教。

此人間佛教的精神，與現代所關注的「普世價值」（Universal values）9

頗有異曲同工之處，所謂普世價值即是「人類普遍認可的共同價值」，凡對人

類普遍有益的就是普世價值，如人權、平等、和諧、反戰爭、愛和平等。10兩

者共通的價值觀都是關懷人類、社會的福祉等。

因此，人間佛教所辦的神明聯誼會，是如一般所說的「神佛不分」，或只

是世俗的廟會活動？本文擬從「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之精神，

透過星雲大師所談民間信仰及神明之相關文獻爬梳，及筆者參與觀察，來論證

「神明聯誼會」持續舉辦之後，是否透露出當代人所關心的人權平等、幸福安

樂、社會和諧、世界和平等普世價值觀？又從普世價值觀是否更突顯何等意義

價值？

6. 星雲大師：〈中國文化與五乘共法〉，《人間佛教論文集》上冊，台北：香海文化，
2008年，頁 492-493。

7. 參閱星雲大師：〈我推動人間佛教〉，《百年佛緣12‧行佛篇2》，高雄：佛光出版社，
2013年，頁 292。

8. 星雲大師：〈為成立人間佛教研究中心發函〉，《人間佛教書信選》，台北：香海文化，
2008年，頁 872。

9. 本文所討論的「普世價值」，是大眾普遍認可之價值，不涉及地域、歷史、相對性
等爭議性之範疇。

10. 參閱〈普世價值〉，《維基百科》網站，
     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AE%E4%B8%96%E5%83%B9%E5%80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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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說的―倡導眾生平等

中世紀前的西方社會，能征慣戰，從戰敗國獲取戰俘為奴，產生奴隸制

度，奴隸主可自由販賣奴隸，奴隸不得自由，乃至近代歐洲尚有從非洲等地

區拐賣奴隸等現象；又政教合一後，出現「宗教裁判所」等機構合法迫害「異

端」；在文藝復興運動興起後，強權國家開始殖民第三世界國家，侵占被殖

民國家的人力、物力等資源。11這弱肉強食帶來人權不平等種種問題，及至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聯合國成立，人權意識覺醒，1948年發表《世界

人權宣言》，人人皆得享受一切權利與自由等，不分國籍、種族、門第、膚

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財產等。

「神明聯誼會」是一場大型的廟會活動，與舉世所倡導的人權平等有何

密切之關係？此活動是「神佛不分」？還是透露何等宗教訊息？以下從人間

佛教之精神「佛說的」―眾生皆有佛性，來探討眾生平等的普世價值觀。

（一）眾生皆有佛性

人間佛教的精神―「佛說的」，即是佛陀的聖言量。12《華嚴經》云：

「此諸眾生云何具有如來智慧，愚痴迷惑，不知不見？」13佛陀表示，眾生

皆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因眾生的妄想執著，所以不能證得。又說：「心佛

及眾生，是三無差別。」14在佛陀的「人權觀」裡，眾生是平等的，皆具有

佛性，只要親近善知識，遠離惡人，通過精進修行，終究能成就佛道。15此

11. 參閱今鍾：〈中西文化有沒有共通的普世價值？〉，《大紀元》網站，2013年
9月 17日，網址：http://www.epochtimes.com/b5/13/9/17/n3966025.htm。

12.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121‧隨堂開示錄 7》，高雄：佛光出版社，2017年，
頁 252。

13.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1，《大正藏》第 10冊，頁 272下。
14. 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0，《大正藏》第 9冊，頁 465下。
15. 參閱後漢‧安世高譯：《佛說尸迦羅越六方禮經》，《大正藏》第1冊，頁25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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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佛境域，是自我清淨本性的開發，是自我的改革、自我的超越，體悟我與

眾生本來一體的實相，以破除人我之間的二元對立，乃至不平等。

佛陀說眾生皆有佛性、眾生平等，當然神明也有佛性。此觀點不同於一

神教或多神教以神權控制人生。星雲大師表示：

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把教主定為主宰者，都認為是神聖不

可侵犯，而佛陀沒有以成佛為大，也沒有以眾生為低。他認

為自己是已覺悟的眾生，眾生是未覺悟的諸佛；自性本心，

同一無二……眾生和佛陀一樣，可以證悟自己的真如自性。16

一神信仰者，被信仰者是至高無上、全知全能的，可以自由主宰、支配一切，

而信仰者永遠只是信仰者；多神教者，被信仰者具有神祕超人的力量，藉由

禱告、祭祀，可以免遭禍害，因此信仰者對神產生敬畏心，深怕不敬帶來厄

運等。佛教是無神論，佛陀是人，不是神，佛陀不以神權來威嚇信仰者，也

不以神權來控制人類的禍福窮通，更非認為被崇拜者是高貴的，信者是低微

的，而是將眾生提升至與佛同等的地位，未成佛的眾生，只要努力修行，也

可以自我解脫、覺悟，此眾生當然也包括神明。

在諸多經典中亦有多處記載，神祇聽聞佛陀說法後，歡喜皈依佛，如《雜

阿含經》1323經，敘說佛陀夜宿阿 鬼住處，為鬼說種種法，鬼皈依以後

常侍佛陀聞正法。17又 1326經中，敘說娑多耆利天神、醯魔波低天神共詣佛

所聞法後皈依。18在《起世經》中，敘述地水火風四大神向佛陀請法後，皈

16. 星雲大師：〈論佛教民主自由平等的真義〉，《人間佛教論文集》下冊，台北：
香海文化，2008年，頁 299-230。

17. 參閱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 50，1323經；佛光大藏經編修：《佛
光大藏經》，高雄：佛光出版社，1983年，頁 2224-2228。

18. 佛光大藏經編修：《佛光大藏經》，頁 2232-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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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三寶，護持佛法等。19此外，佛陀說法時，亦有許多神祇來護持經典，如

《華嚴經》、《法華經》等。這都表示神祇有善根，想要自我提升，皈依佛

陀，而且一向與佛陀保持友好關係。

星雲大師表示，他從小生長在民間信仰濃厚的家庭裡，經常和外婆進出

「道場」，「道場」裡，都懸掛著「十殿閻羅」的圖畫，當時在幼小的心靈上，

便烙印了「人不能做壞事」的觀念，否則就要遭受「上刀山」、「下油鍋」

之苦。20 1949年，帶著僧侶救護隊來台之初，尚無弘法據點，至各地弘法，

乃至成立「念佛會」，經常借用宮廟的場所，北港媽祖廟甚至也邀請大師去

講經弘法等。在創設佛光山後，舉辦行腳托缽，所到之處，神道教的宮廟觀

堂，總是滿腔熱情地要來迎接佛祖、僧寶，甚至發心參與佛教建寺院、辦佛

教事業等，。大師認為，神明都沒有排斥佛教，為什麼佛教要捨棄他們呢？ 21 

大師抱著不捨任何眾生的悲願，以及感念最初在台灣弘法，受到神道教

的幫助，22因此，在 2011年佛館落成系列活動中，也為神明舉辦聯誼會，

讓神明來拜「老大」―佛陀，同時讓這些神明信仰者，有因緣能開發清淨

的佛性，提升生命的層次。

（二）善巧方便法門

眾生皆有佛性，但如何成就佛道？又眾生根機不同，如何以一音演說，

讓眾生隨類各得解？在經典中佛陀為教化眾生，會依眾生根性不同而施設各

種方便法門，所謂「五乘法」，即人乘、天乘、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

19. 參閱隋‧闍那崛多譯：《起世經》卷 8，《大正藏》第 1冊，頁 348中 -下。
20. 星雲大師：〈我與神明〉，《百年佛緣4‧社緣篇2》，高雄：佛光出版社，2013年， 
頁 81。

21. 同註 20，頁 88。
22. 同註 20，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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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五乘法並非將人分種姓高低，而是眾生隨自身根性，都各有相應的法，終

究可開顯清淨佛性。

又中國民間信仰者，不論是拜媽祖、拜城隍，或是信奉一貫道，都自稱

是佛教徒，如 60年前，北港媽祖廟即要申請加入中國佛教會做團體會員。

但當時遭到主事者拒絕，星雲大師以常務理事的身分力排眾議不遂，最後媽

祖廟只能加入道教會，為此，他心存愧意。況以當時台灣，就有 500萬信

仰媽祖的人口，不接受，就等於失去了 500萬信徒。23若依 2013年邱永輝

教授所分析，全球佛教徒近 5億人口（7％）；民間和傳統宗教的信仰者超

過 4億（6％），中國大陸占 73％，共 2.9億，台灣有 1026萬。24這麼龐大

的人口，與佛教徒不相上下，民間信仰者既自認為佛教徒，不納入佛教真的

令人惋惜。

嚴格說來，民間信仰者並不是佛教徒，但星雲大師肯定他們將佛陀視為

最崇高的信仰，因此佛教應該接納他們、為他們定位，給他們轉化的因緣。25

為彌補當年對他們的缺憾，當佛館落成之際，大師舉辦「神明聯誼會」作為

轉化的平台，以民間信仰者所相應的法門來舉辦；神佛相會，各宮廟信徒以

陣頭的表演，踩七星步、行點頭禮、行大小禮，或行三進三退大禮，旗幡翻

騰，涼傘旋繞，及鐃鈸、鑼鼓等樂聲，盛況就如《法華經》所云：

又諸大聖主，知一切世間，天人群生類，深心之所欲，更以

異方便，助顯第一義……若人於塔廟，寶像及畫像，以華香

23. 星雲大師：〈我與神明〉，《百年佛緣 4‧社緣篇 2》，頁 88。
24. 參閱邱永輝：〈當代中國的民間宗教研究〉，收入程恭讓、鍾雲鶯主編：《道
在民間：中華民間宗教文化論壇論文集》，新北：中華文化國際交流促進會，
2013年，頁 37。

25. 同註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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幡蓋，敬心而供養，若使人作樂，擊鼓吹角貝，簫笛琴箜篌，

琵琶鐃銅鈸，如是眾妙音，盡持以供養；或以歡喜心，歌唄

頌佛德，乃至一小音，皆已成佛道。若人散亂心，乃至以一華，

供養於畫像，漸見無數佛；或有人禮拜，或復但合掌，乃至

舉一手，或復小低頭，以此供養像，漸見無量佛，自成無上道，

廣度無數眾，入無餘涅槃，如薪盡火滅。若人散亂心，入於

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26

透過神明與佛陀的聯誼會，宮廟信者也與佛陀聯誼，陣頭的表演，不論擊鼓

吹角貝、簫、笛、琴、箜篌、琵琶或鐃銅鈸，都是他們所熟悉的共通語言，

是信者與佛陀接心的方式，也表示對佛陀的恭敬。不論是恭敬心、歡喜心或

散亂心，以舉一手，或復小低頭，都已種下轉化的因緣，未來都可成就佛道。

五乘方便法，不論佛陀開不開顯，法爾如是，大眾隨自己的根機，都可

找到相應的法門，星雲大師為了讓這些自稱是佛教徒的民間信仰者名副其

實，設立神明聯誼會的平台，從心轉化，心佛眾生平等，邁向真正佛道。如

台南正統鹿耳門聖母廟主任委員王增榮表示，感謝佛光山提供神明朝山聯誼

的平台，讓有緣人薰習佛法，斷惡修善等。27又台南興南壇的太子爺則指示

自己的信徒須受三皈五戒等。28

由上可知，為何要辦「神明聯誼會」，不是神佛不分，而是站在佛說

的―眾生皆有佛性、眾生皆平等立場，開發自我的佛性，懂得因果管理，

26.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方便品第二》，《大正藏》第9冊，頁8下 -9上。
27.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編：〈2014世界神明朝山聯誼會 12/25海會雲來集〉，《喬
達摩》第 35期，2014年 12月 25日，頁 2。

28. 筆者對「中華傳統宗教總會」幹部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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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華生命的層次。星雲大師透過「神明聯誼會」的方便法門，讓自稱是佛教

徒的民間宗教信者，作為轉化成真正佛教徒的津梁。這佛性平等的人權觀，

是眾生本源的平等，是超脫人類被神權控制禍福窮通的障礙，才是真正普世

所追求的人權平等之價值觀。

三、人要的―追求幸福與安樂

人間佛教的精神―「人要的」，所謂「人要的」，即每個人都要歡喜、

要榮譽、要成功、要和諧、要平安、要快樂，29簡單地說即是幸福安樂。30

生活上能稱心如意、平安快樂，是舉世共同追求的普世價值觀。這幸福安樂

除了物質上的滿足外，心靈層面也相當重要，然而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

如何面對人生種種難關，尋求宗教信仰即成為心靈最佳支柱。但並非所有的

信仰都能讓人和諧、幸福安樂，如邪信就容易走火入魔，不但無法解脫，也

可能危及生命；有些宗教則排他性很強，帶來人類社會的對立、仇恨與不安。

而舉辦「神明聯誼會」與幸福安樂有何關係？以下從信仰的昇華、宗教參與，

探討如何達到「人要的」幸福安樂境界。

（一）從信仰交流到信仰昇華

世界各個種族，都各有其信仰，宗教種類非常多元，尤以基督教、伊斯

蘭教、印度教、佛教排前四名。雖然宗教有多元，但在信仰的層次，星雲大

師則分為四類：

一、邪信：有的人一開始信仰宗教就走錯了路，信了邪魔外

道，這就是「邪信」。二、不信：比邪信好一點的是「不信」，

29.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121‧隨堂開示錄 7》，頁 252。
30.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131‧隨堂開示錄 16》，高雄：佛光出版社，2017年，
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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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仰任何宗教固然不好，但至少沒有走錯路，沒有中毒，

將來再選擇一種正確的信仰，還有得救的機會。三、迷信：

有一種人信仰虔誠，雖然不懂教義，不會分辨而「迷信」，

但迷信總比不信好一點，因為雖然是迷信，總還有一種信仰。

像一些老公公、老婆婆們，手裡拿著一支香，虔誠的跪在神

明面前，口中喃喃有詞，在一般人看起來是迷信的行為，但

是他們那一片純真的心，是非常可貴的。至少宗教勸善止惡

的觀念，已深植在他們的心中，因此即使是迷信，也比不信

好。四、正信：當然，信仰宗教還是「正信」最好。所謂「正信」

宗教，就是必須信仰具有歷史考據的，信仰世界公眾承認的，

信仰能力威勢具備的，信仰人格道德完美的。31

四層次中，以邪信最危險，若信仰邪魔外道，撥無因果，把不實的信念

當成真實的，把錯誤的想法當成正確的，32不但無法讓人得到幸福安樂，反

而容易走火入魔，因此喪失生命財產等。而以正信最好，信仰人格道德完美

的教主，能讓人見賢思齊，能讓人格高尚，尤其佛教的中道緣起、因果業報

等教義，懂得因緣法，相信有業有報，能修五戒十善，即使不求涅槃境界，

也能得人天福報，感受幸福安樂，所以值得信仰。

善良的迷信雖不可怕，亦有行善止惡的觀念，但民間信仰者都對神明有

所要求，求發財富貴、長壽百歲、家人平安、子嗣等，透過對神明的乞求，

希望得到幸福安樂，因此很容易變成建築在貪心、貪求上的邪信。33佛教也

31. 星雲大師：〈信仰的類別〉，《人間萬事 12‧悟者的心境》，台北：香海文化，
2009年，頁 23-24。

32. 星雲大師：〈邪法〉，《星雲法語 9‧挺胸的意味》，台北：香海文化，2007年，
頁 206。

33. 星雲大師：〈佛教對民俗病態的療法〉，《人間佛教系列 2‧人生與社會》，台北：
香海文化，2006年，頁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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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完全無所求，佛教所求的都是求國泰民安，求全民安樂，都是為大眾而

求，「但為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34希望大眾都得到幸福安樂，

這是佛教與民間信仰的不同。星雲大師表示，信仰最終之目的：

是要指引我們人生的方向，幫助我們解脫生死煩惱。信仰神

祇並不能幫助我們解脫生死，也不能提升我們做人的智慧、

道德、勇氣，所以我們應該提升信仰，從有所求的神祇信仰

昇華為菩薩道的實踐，從慈悲喜捨，為人服務中，開發自己

的佛性，進而解脫生死煩惱，這才是真理的宗教。35

迷信是不明宗教淨化人心、提升生命的道理，有時還會帶來極大的束縛，如

做任何事都要看風水、八卦、時辰等，深怕觸犯神意，帶來禍患等。而一個

能讓社會所接受的宗教，是能回饋社會，服務人群，透過服務發揮生命的價

值，以開發佛性，才是有意義的修行。星雲大師表示，舉辦「神明聯誼會」，

就是要把利益好處給參與的大眾。什麼利益好處？就是正信，不要錯信、迷

信。36 能從向神明乞求的信仰，轉到服務人群的信仰。

神明聯誼會，雖是神明與佛陀的聯誼，更是佛陀與民間信仰者的聯誼，

透過宗教交流，認識佛教的慈悲喜捨，希望能從乞求幸福安樂，提升到喜捨

幸福安樂，昇華信仰生命的層次，開發自我的佛性，進而解脫生死煩惱，才

是人要的普世價值。

34. 參閱星雲大師：〈佛教對「民間信仰」的看法〉，《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
下冊，台北：香海文化，2008年，頁 269。

35. 同註 34，頁 268。
36. 參閱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234‧星雲大師年譜 8》，高雄：佛光出版社，

2017年，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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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宗教對話到宗教參與

各個宗教之信徒，為護持他心中的教主本尊，難免認為自己所信仰的才

是第一，因此「排他尊我」，帶來宗教間的仇視、鬥爭與隔閡，也引發世界

的紛擾。近代各宗教領袖覺醒，發起了宗教對話，希望能化解宗教間的隔閡，

但不論從政治、宗教、文化、心靈等層面來對話，如果只是自說自話，而不

能以包容的態度來對話，都不能消除宗教間的偏見與誤解，在在突顯出宗教

對話的局限性。37如何突破這局限性，蔡昌雄教授則提出以「宗教之間的參

與」來替代現有的「宗教之間的對話」，然後進一步在實踐上以「宗教參與」

促進「宗教對話」，豐富其內涵及提升其品質。38

星雲大師舉辦「神明聯誼會」，除了有宗教代表者的交流對話外，最大

主軸即是信者的宗教參與，各宮廟的陣頭民俗文化表演，神明起轎拜佛的各

種肢體語言，2017年更添增「愛與和平祈福音樂會」、「國泰民安祈福法

會」，都是讓信者實際參與宗教儀式。突破過去宗教對話的局限性，從宗教

領導者的理論對話，到信者實際宗教參與，以實踐理論對話的可行性。

此外，一般人所好奇的，「神明聯誼會」為何訂在每年的 12月 25日，

而不是佛誕節？星雲大師表示：

這天是耶穌教的聖誕節，很多不信教的人也都跟著湊熱鬧。

事實上，叫「耶誕節」就好，因為「聖誕節」這個名稱，佛

教可以用，孔子可以用，回教也可以用；孔誕、耶誕、佛誕

都叫「聖誕節」，這很公平。39

37. 參閱蔡昌雄：〈從宗教對話到宗教參與─佛光山「神明聯誼會」的新宗教多
元論意涵〉，《人間佛教》學報藝文第 11期，頁 94-96。

38. 同註 37，頁 97。
39.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233‧星雲大師年譜 7》，頁 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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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5日「聖誕節」已是社會大眾所熟悉的節日，不論信不信仰基督教，

這一天都想要慶祝一下。又受人禮拜的各宗教教主，都是他的信者所認定之

賢聖，因此星雲大師選訂這一天為神明聯誼會，是普遍都能皆受，也願意參

與，共同為自己的教主慶祝。自 2011年有台灣、大陸宮廟等參與，2014年

起，有菲律賓天主教的聖嬰團、高雄的聖功修女會、馬來西亞道教萬壽宮參

與，尤其菲律賓代表 Sir Niño Matillano表示：「要特別感謝佛光山邀請，

讓菲律賓信徒有機會參與盛會。……這是我們畢生最難忘的耶誕節禮物。」40

至 2017年，更有巴西國家聖母院供奉的「黑聖母」阿帕雷西達、英國伊斯

蘭教、法國猶太教等宗教與會。星雲大師以人為本的性格，選這一天作為聖

人聯誼日，讓此宗教聯誼會因此走向國際化。

星雲大師舉辦此「神明聯誼會」，不否定他人所信仰的「本尊」，不排

斥別人的信仰，但也不是將佛陀、耶穌、孔子、穆罕默德、老子、神明供在

一起，大家一起大團拜。星雲大師表示，各個宗教各有教義，教主就像爸爸，

你的爸爸不是我的爸爸，各人的爸爸，就歸各人去禮拜。雖然各自不同，但

彼此不分裂、鬥爭，教徒可以互相來往，彼此可以做朋友，你信天主教、基

督教，我信佛教、道教，我們可以在一起談話做朋友，彼此可以互相來往。

宗教之間只要「同中存異、不必異中求同」，相互尊重，彼此包容。41

透過神明聯誼會，信者從宗教參與，彼此學習尊重與包容，以提升領導

者宗教對話之實質意義，讓多元宗教間能更和諧，即能減少紛爭，自然能增

進幸福安樂。

40. 邱永輝：〈當佛陀約會神明─「2015世界神明朝山聯誼會」觀察思考〉，《人
間佛教》學報藝文第 7期，2017年 1月，頁 157-158。

41. 參閱星雲大師：〈佛教對「宗教之間」的看法〉，《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
中冊，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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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可見，星雲大師舉辦「神明聯誼會」，希望透過宗教交流，讓自稱

是佛教徒的神明信者，從有所求的信仰，昇華到為人服務的信仰，才是信仰

宗教的正確價值觀；又透過宗教的參與，讓信者實踐尊重與包容，以突破宗

教對話的局限，跨越宗教的藩籬。讓多元宗教的和諧從此出發，以達世人所

追求的幸福安樂之價值觀。

四、淨化的―推動社會和諧

人間佛教的精神―「淨化的」，沒有汙染、不混亂，如同乾淨的水或

衣服。42所謂「人要的」幸福安樂，必須建立在「淨化的」精神上。當今社

會為何亂象叢生，主要源於人心充斥貪婪、邪見，因此在追求幸福安樂的過

程，擾亂公共秩序。眾所周知，宗教都是勸人為善，具有淨化人心、維持公

共秩序的功能，以此功能來推動社會和諧，是大眾所認可的價值觀。而舉辦

「神明聯誼會」與淨化人心、社會有何關係？又何以 2014年星雲大師要發

起成立「中華傳統宗教總會」？此舉也令人產生神佛不分之疑。以下將從宗

教輔助政治的不足、穩定社會的力量兩點說明。

（一）輔助政治之不足

自古以來，宗教與政治的關係彼此相輔相成，政治在使一個國家人民走

向繁榮、安定的大道，宗教則是政治前面的引導者。社會若不借助宗教來教

化人民，也難以安定人心，因為法律只能防止惡行，惡的根本則必靠宗教來

淨化，所以政治力量達不到的地方，宗教可以彌補其不足。如佛教自古以來

用五戒、十善、因果業報來教化人民，輔助政治淨化社會人心。然而偏向迷

信的民間宗教，是否也可以淨化社會，安定人心？星雲大師表示：

42.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121‧隨堂開示錄 7》，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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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宗教信仰根植於傳統的敬拜天地萬物的信仰文化，用禮義

仁愛來維繫人倫綱常，以善惡報應的思想建構祥和族群……民

間宗教膜拜神明的信仰，以「舉頭三尺有神明」的因果報應自

我規範，對維持井然有序的社會有一定的助益。43

星雲大師認為，民間宗教信仰者對神明的崇敬，具有善惡因果觀念，懂得去惡

向善，本質是善美的，同樣能維繫社會秩序。不應將之定為迷信，而應重新為

民間宗教估定價值，揭開其神祕面紗，讓人們從敬畏天地神明，轉而淨化自己

的身心，提升自己的道德，深信善惡有報的真理，能心存慈悲，積集福德，不

把禍福的因素，完全歸於山川鬼神。讓民間宗教擺脫江湖術士的符咒等世俗化

的色彩，恢復其簡樸的本來面目，也還給屬於宗教的莊嚴與神聖。44

此外，有些邪教假借神明附身之名，藉機斂財騙色，更玷汙了神聖的宗教

信仰，造成社會亂象，讓社會大眾觀感不佳，連帶鄙視民間信仰者，認為是愚

夫愚婦的迷信行為。星雲大師表示，台灣的邪教橫行，政府也不管，任憑他們

披著「信教自由」的外衣、打著這樣的旗幟，到處散播邪說歪理，這是很可怕

的。所以今後佛教要「驅邪顯正」。45 

星雲大師認為，對於一些有歷史可考的護法正神，佛教應該包容他們，進

而淨化他們、提升他們。46因此，舉辦「神明聯誼會」，將有歷史可考、對民

間有益、發心護持正法的護法神，邀請來交流，具有兩點意義：

43.星雲大師：《佛光教科書 10‧宗教概說》，台北：佛光文化，1999年，頁 44。
44. 同註 43。
45. 參閱星雲大師：〈佛教對「宗教之間」的看法〉，《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中
冊，頁 77。

46. 參閱星雲大師：〈佛教對「民間信仰」的看法〉，《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下
冊，頁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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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驅邪顯正

來參加聯誼會的神明，都結上一片金牌，表示歡迎之意，但更象徵為這些

神明印證，這些都是正派的宮廟，也參與社會公益，具有揚善止惡、安定民心

等作用，讓社會大眾能明辨邪正的信仰，輔助政府在宗教管理上行政的缺失，

以達驅邪顯正功能，進而發揮宗教維護社會道德、公共秩序的力量。

2. 素養提升

來參加神明聯誼會的團體、信者之秩序，從第一次在混亂中進行，日後漸

入佳境，不論團體服裝、陣頭特色等，每個團體彼此較勁，要將自己宮廟最好

的一面表現出來，因此聽從佛光義工的引導，耐心等候隊伍的進行，不吵雜，

井然有序。乃至在環境整潔方面，筆者聽聞負責佛館園藝的法師陳述，往年部

分參與者，來到佛館雖不敢隨地亂丟垃圾，「卻將便當乃至夾帶的啤酒等，使

用完後將瓶罐等都藏在花圃裡，隔日都清出好幾大袋的垃圾」。但年年在佛館

氛圍的薰陶下，已不再夾帶啤酒，乃至在 2017年，醫護人員見證「看到參與

者將檳榔渣先用塑膠袋包起來再放入垃圾桶」47的轉變。又各宮廟神明起駕回

鑾，前後超過一個小時以上，信者竟能依序無聲地完成退場，即使最後一個離

開的團體，臉上也洋溢著歡喜，這是最令人震撼與感動的。這些行為的改變，

都已顛覆社會對民間信仰者素質、秩序不佳的觀感。

以上可見，星雲大師邀請正派的宮廟來參與神明聯誼會，為社會驅邪顯

正，讓社會大眾在選擇信仰時，不要誤入歧途；而透過團體「眾」的力量，宮

廟之間彼此學習成長，提升公民素養，讓民間信仰能更發揮維護公共秩序的力

量，以促進社會和諧，這是社會大眾所追求的價值觀。

47. 蘇家慧：〈北港區宮廟參加神明聯誼 莊嚴身心靈〉，《佛陀紀念館》網站，2016
年 12月 27日，

      網址：http://www.fgsbmc.org.tw/news_latestnews_c.aspx?News_Id=20161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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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穩定社會之力量

清末民初，一些知識分子都將佛教視同鬼神的民間信仰，認為是迷信

的，使佛教深受打擊，因此太虛大師一直努力祛除世人對於佛教的誤解。並

說明迷信等風俗習慣，是歷代帝王藉鬼神禍福作為愚民的工具，使人民生起

希望或畏懼，意在鞏固統治權，以補政治法令所不逮。48 

而民國初年的新僧，在太虛大師的影響下，也努力與鬼神劃清界線，尤

其在台灣經過半世紀的努力，好不容易樹立起正信的佛教。何以星雲大師在

辦神明聯誼會之餘，2014年又成立「中華傳統宗教總會」，令教界質疑神

佛不分？又此舉是利大過於弊，還是弊大過於利？以下以兩點說明：

1. 安定社會

中國佛教會 1950年於台灣復會，但教界與教會不和諧，使得台灣佛教

如一盤散沙，對社會沒有發揮最大的教化功能。因此，星雲大師組織「國際

佛光會」將信眾團結起來，佛光山、佛光會共同發起七誡運動、慈悲愛心列

車活動，乃至三好運動等，希望透過一系列淨化人心的人間佛教社會運動，

讓佛法走入大眾的生活，促進社會的和諧。49此淨化人心之活動亦受到政府

的肯定。50

同樣的，台灣民間信仰的族群龐大，雖然也從事各項福利慈善的事業，

但各自為政，沒有產生廣大的效益，所以引不起社會大眾關注，始終將民間

宗教界定在迷信的範疇。星雲大師表示：長年以來，宗教一直扮演淨化人心

的角色，可惜神明散居各地，沒有聚會，沒有組織。51為了發揮更大的力量，

48.參閱太虛大師：〈萬有皆因緣所生〉，《太虛大師全集 1》，新竹：財團法人印
順文教基金會，2005年，頁 384-385。

49. 參閱星雲大師：《佛光教科書 11‧佛光學》，頁 147-155。
50. 參閱星雲大師：〈熱忱傳播佛法〉，《人間佛教書信選》，頁 548。
51.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233‧星雲大師年譜 7》，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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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化人心，穩定社會，52希望藉著中華傳統宗教總會組織，和正信宮廟、信

徒往來，達到宗教融和、社會和諧的功能。53

2. 宗教救台灣

古今中外，政教是無法分離，宗教所做的，即是彌補政治所不足之處。

台灣是個民主國家，但由於太民主了，政黨經常惡鬥，耽誤了台灣的發展。

星雲大師是位愛國心很強的宗教家，從期盼政黨救台灣，到希望「媒體來救

台灣」，藉由《人間福報》與「人間衛視」共同發起「媒體環保日、身心零

汙染」的活動，呼籲媒體奉行「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的三好運動，透

過電視、報紙、網路宣揚和平。54但此理想也不容易達成，因此，星雲大師

成立組織「中華傳統宗教總會」，希望「宗教界來救台灣」，55神明團結一

致救台灣，使兩岸人民平安幸福。56

「中華傳統宗教總會」旨在促進信仰人士之聯誼，推動各宗教友好往來；

促進本土宗教之間的交流，遵守信仰、慈悲友愛，群世人民等。57希望透過

組織，讓民間信仰有力量，發揮宗教最大功能來淨化人心，以促進社會和諧，

進而帶動國家的安定。

以上，星雲大師透過神明聯誼會，希望恢復民間宗教簡樸的本來面目，

讓宗教能真正發揮維護社會道德秩序的力量，以輔助政治不足之處；又透過

52.參閱星雲大師：〈宗教人的共識〉，《星雲法語 3‧身心的安住》，台北：香
海文化，2007年，頁 103。

53. 同註 51。
54. 參閱星雲大師：〈佛教對「社會問題」的看法〉，《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
上冊，頁 140。

55. 同註 51，頁 93。
56. 同註 51，頁 96。
57. 參閱邱永輝：〈當佛陀約會神明─「2015世界神明朝山聯誼會」觀察思考〉，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第 7期，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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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傳統宗教總會」，展現宗教團結就是力量，來穩定社會秩序，以達社

會和諧之普世價值觀。

五、善美的―促進世界和平

人間佛教的精神―「善美的」，就是善的、美的、幫助人的、利益人的。58

「人要的」幸福安樂，必須建構在「淨化的」基礎上，透過戒、定、慧來淨

化人性貪、瞋、痴等醜陋的一面，才能將人性的真善美提升起來，達到「善

美的」境界。59此善美的最高境界，則是世界和平，也是宗教追求真善美的

本質，更是舉世所追求的最高價值觀。此神明聯誼會對於追求世界和平有何

實質的效益？以下就二點說明：

（一）泯除宗教之對立

宗教本是給予社會和平安定之力量，也倡導世界和平，要讓眾生得度，

但因為各宗教之教主、教義、教性不同，各自堅持自己的宗教最好，因此具

有排他性，不相往來，甚至為捍衛自己宗教而發起宗教戰爭，如歷史有名的

十字軍東征（1096-1291），以及 2003年「美伊戰爭」，都是伊斯蘭教與

基督教之間的宗教戰爭；又如伊斯蘭教為鞏固政權鎮壓異己、擴大疆土等，

鼓勵信徒為聖教而戰，從中東不斷向世界各地擴張信仰勢力，如十二世紀入

侵印度建立第一個回教政權，同時破壞所有的宗教，佛教在印度從此也一蹶

不振。以中國而言，雖沒有宗教戰爭，但儒釋道因政治的關係，不斷地彼此

消長，甚至企圖以王權來消滅佛教，如歷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教難。

宗教為什麼會互爭？星雲大師表示：這是「我執」作祟，宗教徒之間，

有的雖「我執」已除，但「法執」未遣，因為執著、沒有包容性，所以爭執

58.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121‧隨堂開示錄 7》，頁 252。
59. 星雲大師：〈我推動人間佛教〉，《百年佛緣 12‧行佛篇 2》，頁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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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甚至發動戰爭。然宗教最大的意義就是追求解脫，執著存在，如何解

脫？ 60一個好的宗教只有包容性，沒有排他性。宗教一向倡導世界和平，如

果宗教徒彼此互相鬥爭、互相排斥，自己都沒有和平，世界怎麼能和平呢？

所以宗教之間應該互相尊重、包容，才不會失去宗教追求真善美的本質。61

由於和平意識的抬頭，近代各宗教領袖的覺醒，因此開始進行宗教對

話，無非想避免宗教之間的衝突、戰爭發生，但對話至今，世界各地仍時有

宗教恐怖攻擊。星雲大師表示，佛教的包容性最強，在佛教裡，都是「佛佛

道同」，甚至關公、媽祖，在佛教裡也能占有一席之地。佛教容許異己的存

在，在佛教二千多年的歷史裡，從未有過戰爭或衝突，62因此更有責任推動

宗教之間的和平。大師呼籲，大家不要爭自己的宗教是第一，因為只要有第

一，就有第二，就會有分裂，不能和平；有分別，就會造成世間不能和諧。

為了宗教間能和平往來，大師登高一呼，成立宗教聯誼會，希望宗教平等，

所有神明、每一個人的信仰統統都是第一。63 

星雲大師有與生俱來的慈悲、包容性格，不會去打倒人，也不排斥人。64

凡是有益世道人心的宗教，都表示尊重贊同。65這樣讓來參加的團體除了得

到尊重外，更認同星雲大師的理念，因此，有的讚揚大師的心量，讓佛教與

60. 參閱星雲大師：〈佛教對「宗教之間」的看法〉，《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
中冊，頁 98-100。

61. 參閱星雲大師：〈佛教對「社會問題」的看法〉，《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
上冊，頁 123-124。

62. 同註 60。
63. 參閱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233‧星雲大師年譜 7》，頁 302。

64. 參閱星雲大師：〈我與神明〉，《百年佛緣 4‧社緣篇 2》，頁 83。
65. 參閱星雲大師：〈佛教對「民間信仰」的看法〉，《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
下冊，頁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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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不分彼此，千尊神明齊聚一堂，庇佑台灣風調雨順、國運昌隆。66有的

敬佩星雲大師的慈悲胸懷，讓釋、儒、道、基督、天主教匯集佛光山，各宗

教才有機會相互學習。67有的深感活動別具意義，讓宗教成為穩定社會與促

進和平的力量。68有的表示，星雲大師發起世界神明聯誼會，促使全球各宗

教團體不分彼此，相互學習、尊重包容，而眾教祥和終將促成世界的和平。69 

要倡導世界和平，宗教界要先和平，如何達到和平？首先各宗教要跨越

藩籬，彼此尊重包容，以泯除宗教間的對立，星雲大師以神明聯誼會為平台，

讓各宗教團體學習尊重包容，也得到尊重，因此來參加的宗教團體年年增

加，從神道到天主、基督、伊斯蘭等宗教，期許未來能達世界和平之價值觀。

（二）共建和平之世界

人類從有歷史以來就戰爭不斷，星雲大師從小也歷經北伐戰爭、中日戰

爭、國共內戰等，深刻體會戰爭帶給人類的種種苦難，因此一生致力於世界

和平，但也明白只要「有我」在，世界是永不會和平的。70如前天主教教宗

保祿六世曾呼籲世界和平之說，在二次世界大戰末，為了歐洲之和平，美國

總統羅斯福曾建議蘇聯史達林去請教教宗之意見，史達林卻回覆：「教宗？

66. 鄧淑明：〈金包里媽祖廟 佑漁民平安歸〉，《人間福報》網站，2014年12月18日，
      網址：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382324。
67. 陳瑞珍：〈南投朝聖宮 濟世揚孝道〉，《人間福報》網站，2016年 12月 20日，
      網址：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455330。
68. 唐福良：〈頂義合保安宮 大道公佑群生〉，《人間福報》網站，2016年12月21日，
      網址：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455433。
69. 陳瑞珍：〈大肚翠竹寺 提升地方文化〉，《人間福報》網站，2017年 12月 20日，
      網址：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495781。
70. 參閱星雲大師：〈1992年 11月 2日〉，《星雲日記 20‧談空說有》，高雄：
佛光出版社，1994年，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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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幾營的軍隊？」此意味著要呼籲和平，就要有力量，沒有力量空談什麼

和平？但軍隊、武器就是唯一的和平力量嗎？而星雲大師倡導世界和平，其

表示：

現在這個世界，科學怎麼發達，世界怎麼文明、進步，都不

夠稱道；因為科學發展所製造的武器，會引發戰爭。現在唯

有大家要交流、要來往、要溝通，未來世界才有和平的希望。71

以戰止戰，不可能停止戰爭。宗教雖然沒有軍隊武器，星雲大師卻認為

世界的和平，一定要靠宗教界慢慢地促進。72因此鼓勵宗教之間要彼此多往

來，加強宗教間的友好交流，你來我往「宗教無國界」，彼此都有親密關係，

就能有「同體共生」的思想，就能消弭人際之間的戰爭。73

星雲大師以尊重包容的立場，舉辦「神明聯誼會」，讓神明的信者能彼

此交流，學習互相尊重包容，互不侵犯，希望將來能把「宗教聯誼會」擴大

為「世界和平發展會」，74希冀能達世界和平。成立「中華傳統宗教總會」，

將神明團結起來，就是一股和平的力量，大家一起來聯誼，創造世界和平，

讓台灣成為宗教聯合國。75

星雲大師以和平的信念辦神明聯誼會，也讓來自世界各地多元宗教的

代表表示讚許，如巴西聖保羅大教堂法務司長 Cônego Jose Bizo表示，很

71. 參閱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233．星雲大師年譜 7》，頁 93。
72. 同註 71，頁 303。
73. 參閱星雲大師：〈佛教對「戰爭與和平」的看法〉，《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
上冊，頁 406。

74. 同註 71，頁 303。

75. 參閱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233．星雲大師年譜 7》，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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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大師有如此強大願力，集合不同源流宗教，為世界和平努力。76巴西國

家聖母院院長佐昂‧巴其斯答‧奧爾梅達神父，則期盼世界神明聯誼會

呈現的宗教和諧，能複製到全世界。77東倫敦清真寺基金會資深講師 Imam 
Nasim Ahmed表示，很少見到宗教交流活動能盛大到好幾萬人響應，星雲
大師用愛與和平的理念，讓各種不同宗教領袖都匯集到佛館，真正展現宗

教對和平所施展的力量。78法國猶太教 JBUSS協會主席 Claude Windisch 
France則讚歎「世界和平就在眼前」。79 

如何建構和平的世界？軍隊武力不是唯一的憑藉，星雲大師以尊重與包

容的理念，來推動宗教之間你來我往，彼此溝通交流，讓宗教無國界，來共

建和平的世界。

以上可見，世界和平是舉世共同追求的最高價值觀，從政治學的領域，

希望以武力來實現，但這不是最究竟的道路；星雲大師以宗教家的慈悲胸懷，

提倡宗教界要先達成尊重與包容的共識，以「神明聯誼會」為交流之平台，

讓大家感受融和之力量，以泯除宗教間之對立，進而才能影響政治，放下武

器，來進行溝通、交流，大家是同體共生的、世界是一家的，以達世人所追

求的世界和平之價值觀。 

六、結語

人間佛教是「佛說的」，佛說眾生皆有佛性，透過自我的改革，可以開

發佛性、自我的超越，體悟我與眾生本來一體，則破除人我之間的二元對立；

76. 曹麗蕙：〈各教交流平台 為人間帶來光明〉，《人間福報》網站，2017年 12
月 26日，網址：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496337。

77. 李祖翔：〈宗教融和 共祈世界和平〉，《人間福報》網站，2017年 12月 26日，
      網址：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496335。
78. 同註 76。
79. 同註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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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性的開發，令吾人自在歡喜，才是「人要的」真正幸福安樂；在佛性尚未

完全開發之際，所追求的幸福安樂必須建立在「淨化的」道德基礎上，則公

共秩序不亂；社會和諧了，才能促成真正「善美的」境界―世界和平。以

此人間佛教的精神脈絡來看「世界神明聯誼會」，日後持續發展，將彰顯出

世人所要共同追求的四個價值觀：

（一）人權平等：眾生皆有佛性，包括神明都有佛性，透過神明聯誼會，

也讓自稱是佛教徒的神明信者，做轉化、提升，能開發出自心佛性，發揚人

性良善的美德，化解種種對立，才能達到真正的人權平等。

（二）幸福安樂：幸福安樂是人類所共同追求的價值，但不如意事十之

八九，因此尋求宗教的寄託，祈求賜予幸福安樂，但一個好的宗教是服務社

會的，透過神明聯誼會交流，讓神明的信者學習，從祈求幸福安樂，提升到

給人幸福安樂，共同創造幸福安樂的社會，才是信仰的價值。

（三）社會和諧：宗教可輔助政治不足，為讓宗教能真正發揮維護社會

道德秩序的力量，透過成立「中華傳統宗教總會」，展現宗教團結就是力量，

來穩定社會秩序，以達社會和諧。

（四）世界和平：世界和平是舉世共同追求的最高價值觀，在政治學的

領域，希望以武力來實現，但這不是究竟的方法；星雲大師以宗教家的慈悲

胸懷，提倡宗教界要先達成尊重與包容的共識，以「神明聯誼會」為交流之

平台，促成宗教融和的力量，才能進而影響政治，放下武器，來進行溝通、

交流，以達世界一家的和平價值。 

此神明聯誼會是個進行式，為何能集合多元宗教的信者在此聯誼而無紛

爭，可從以上四個價值觀，更突顯出星雲大師倡議的平等、尊重、包容之意

義價值，各宗教來此，教主與教主之間平等，都是第一，所以各宗教間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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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喜；各宗教之信者來此，以尊重的態度接待，讓他們來到佛門不會感到不

自在，因此能歡喜融和；星雲大師以包容的心，讓各宗教皆能展現自家的儀

式，因此能成就宗教嘉年華會。所以神明聯誼會能持續發展。而未來主辦單

位應思考，如何讓此平等、尊重、包容之意義價值，落實、深化在各宗教間，

如此追求普世價值，才不會落於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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