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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誠大和尚，俗名傅瑞林，現年49歲，今年4月當選中國佛教協會
會長，成為中佛協歷史上最年輕的會長。學誠大和尚1966年出生於
福建仙遊，於1982年在莆田廣化寺出家，1984年考入中國佛學院，
1988年被推舉為廣化寺方丈。
學誠大和尚自1996年以來傳授三壇大戒17次，擔任得戒和尚13

次，直接受益戒子約8,300僧眾。學誠大和尚開通了中英日韓語種
的網站、11個語種的微博、龍泉動漫微信等。其中多語種微博粉
絲近90萬人。
大和尚還兼任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宗教界和平委員會秘書長、全國

青聯副主席、中國佛學院院長、《法音》雜誌主編、陝西法門寺方
丈、福建莆田廣化寺方丈、北京龍泉寺方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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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社會文化責任

用時代精神弘揚「活着的」佛法
記者：在新的時期，佛教事業的發展也無疑面臨着新的機遇和挑戰。在第四

屆世界佛教論壇舉辦之際，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賀信中也提到「當前，國際佛
教界在佛教義理的新闡釋、佛教社會責任的新實踐等方面大有可為。」請問大
和尚對此有着怎樣的思考？
學誠大和尚：佛教義理的現代闡釋是激活佛教生命力的點金石，社會責任的

勇敢擔當是佛教慈悲本懷的真實展現。佛法並非哲學理論，而是釋迦牟尼佛徹
底覺悟後的生命體驗，因此佛法的傳承需要靠一代代的佛弟子用身心去實踐、
用時代精神去弘揚。佛法必須流動在每一個時代人們的心中，並對時代文化、
社會人心產生向上向善的引導，這才是「活着的」佛法。
在佛教傳播發展歷史中，佛法與各民族本土文化的成功融合便是佛教義理新
闡釋的例證。置身現代社會，佛教教義必須與時代文化發展同步，並能引領現
代文化向着超越人類局限、化解人類危機的更高方向升華，才能為佛教贏來更
大的生存發展空間，同時，也才能真正發揮其提升人類生命品質的本有價值。
當前可以在如下方面做出探索和努力，一是為佛法內涵賦予時代精神，以

現代名言體系來善巧詮釋佛法，提出適應時代、啟發人心的新理論、新觀
點。二是對佛教經典進行現代詮釋，包括整理、校勘、註釋、翻譯、研究大
藏經等大型佛教文化工程的開展。三是推進佛學與世界優秀文化的交流融
通。比如佛教與傳統文化的研究、三大語系佛教之間的研究、佛法與現代西
方文化的比較研究等。
在中華民族全面復興的歷史時期，佛教對於時代的責任、文化的使命更為凸
顯。大乘佛法本身就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和深刻的利他精神，以自他生命的徹底
覺悟和自在解脫為人生終極目標。因此，大乘行者所肩負的是一切眾生的苦樂，
我們所說的「社會責任」是其應有之義。在歷史上，中國佛教起到過淨化人心、
維繫道德、安定社會、慈善救濟、傳承文化等諸多作用。在現代社會，發達的物
質經濟卻無力解決人類各種危機，導致道德淪喪、信仰缺失、貧富分化、環境惡
化、文化衝突等全球性問題。佛教正好可以擔當起傳承文化、提升道德、啟發信
仰、凝聚人心等使命，為社會傳遞正能量，為人類迷惘的心靈指引覺悟的方向。

為「一帶一路」提供文化支撐
記者：中國佛教界在中外文明的交流融合中發揮着重要作用，當前「一帶一

路」建設是國家新的發展戰略，請大和尚談談在此國家戰略的構架中佛教能夠
發揮哪些作用？
學誠大和尚：佛教有着兼容並包、廣納一切的開放心胸，具備圓融中道的智慧

和普遍平等的慈悲，足以超越國家、文明、宗教的界限，成為「一帶一路」戰略
構想中堅實的文化支撐，也為解決全球性危機和現代人類所面臨的問題提供可行
思路。
首先，佛教在亞洲地區、環太平洋地區具有堅實的群眾基礎、深厚的文化凝

聚力和廣泛影響力，能夠成為聯繫不同國家、民族、地區之間的紐帶，通過佛
教文化的友好紐帶，可增進不同國家民族之間的深層交流。
其次，佛教本身具備廣大包容力，其平等慈悲、圓融智慧的宗教特質，成為

不同文明交流融合中的積極力量。佛教的和平實踐，深刻地影響和塑造了南
亞、中亞、東亞、東南亞等地區的宗教意識與文化形態，也為當前社會文明互
融互通提供了寶貴經驗，可以成為「一帶一路」戰略中重要的文化聯合力量。
第三，佛教緣起性空、諸法無我的核心思想，有望破除各種文化偏執，超越

主客分離、心物分裂的西方二元對立思想，把不同文化引向覺悟內心、重建道
德、圓滿生命的共同追求，從而為世界和平奠定思想基礎，促進人類命運共同
體理想的實現。
「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為包含中國佛教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提供了難

得的發展機遇。中國佛教也會肩負歷史責任，加強自身建設，積極實踐「無緣
大慈，同體大悲」的大乘精神，展示中國佛教文化的不朽智慧，促進不同國家
地區的和平與繁榮。我們堅信，中國佛教必將為世界性危機的化解和全球性問
題的解決貢獻自身獨特的思想智慧！

大「「活着的活着的」」佛法是一個新提法佛法是一個新提法。。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常委、、史上最年輕的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學誠史上最年輕的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學誠

大和尚說大和尚說，，佛法必須流動在每一個時代人們的心中佛法必須流動在每一個時代人們的心中，，並對時代文化並對時代文化、、社會人心產生向上社會人心產生向上

向善的引導向善的引導。。這就是他所倡導的這就是他所倡導的「「活着的活着的」」佛法佛法。。學誠大和尚擔任方丈的北京龍泉寺被學誠大和尚擔任方丈的北京龍泉寺被

稱為稱為「「最強科研實力最強科研實力」」寺院寺院，，他擁有多語種微博粉絲近他擁有多語種微博粉絲近9090萬人萬人，，他本人被譽為深藏古剎他本人被譽為深藏古剎

的的「「大大VV英傑英傑」。」。學誠大和尚近日接受本報記者獨家專訪學誠大和尚近日接受本報記者獨家專訪，，闡釋中國佛教在新時期的使闡釋中國佛教在新時期的使

命擔當命擔當：：凝聚人心傳遞正能量凝聚人心傳遞正能量，，為心靈的迷惘指引覺悟的方向為心靈的迷惘指引覺悟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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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道德啟發迷惘 凝聚人心傳正能量

記者：請大和尚談談「人間佛教」如何正本清源？面
對當前圍繞佛門前的是非爭議，如何有效匡扶佛門正
氣？對此有着怎樣的思考？
學誠大和尚：所謂人間佛教，即是立足現實、關注人

生、服務社會、造福世界、以人間淨土的實現為目標的大
乘佛教。

加強道風和僧俗團體建設
中國佛教自建國以來即大力倡導走人間佛教之路。60

餘年來，中國佛教在莊嚴國土、利樂有情方面作出了積
極貢獻。但在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的當代，人間佛教也遭
遇到許多世俗風雨的侵襲。對此，我認為要通過加強信
仰建設、道風建設及僧俗團體建設，把握住人間佛教的
方向和根基。
首先，人間佛教的基礎是究竟成佛的信仰，從現實人生
的改善到菩提心的發起，以至於圓滿菩薩行、證悟佛果，
是人間佛教之發端與終極歸趣。若失去了解脫成佛的追
求，便談不上「人間佛教」之建設。因此，信仰建設是佛
教立足的根基，是發展一切佛教事業的動力源泉。
在信仰的堅實基礎上，要加強道風建設和僧俗團體建

設，建設清淨和合、如法如律的僧團，發展正信正行、
積極護持的居士護法城，並形成依戒攝僧、以僧導俗、
僧俗配合的良好局面。僧團建設以學戒、持戒為根本，
堅持半月誦戒和如律安居，同時針對現代社會的問題，
借鑒社會管理經驗和技術，探索現代僧團新型管理制
度。由此保證出家僧眾安心辦道、住持佛教。在家信眾
要樹立起護持三寶、依止僧團、依靠團隊的正知見，在
僧團的引導下學修佛法、護持寺廟，並積極承擔各項佛
教事業，成為僧團的堅實外護。如此僧俗良好配合，可
使佛教既超越世間而又不離世間，在服務社會、造福人
類的同時，堅守其高超俗表的清淨道風。
在當今商業社會，明確寺廟的定位亦顯得尤為重要。

寺廟首先是佛法僧三寶的完整體現，是出家眾修行辦道
和信眾參與宗教活動的場所，同時也應該是佛教界開展
社會教育、慈善活動、學術交流、弘揚傳統文化等活動
的載體。它是信教群眾的心靈家園，是崇高道德的踐行
地，是人類文明的一方淨土。其所發揮的穩定人心、淨
化心靈、傳承文化、提升道德等精神作用是不可估量
的。因此我認為，寺廟不應成為商業利益的追逐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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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香港佛教界在香港回歸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在
未來內地與香港及兩岸四地佛教交流互鑒，促進融合發展方
面有着怎樣的規劃和思考？
學誠大和尚：香港是我國對外宗教、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窗

口，具有特殊而顯著的地位。香港四眾弟子從內地迎請佛牙、
佛指、佛頂骨舍利赴港瞻禮供奉，法幢高樹於南海，佛光普照
於香江，為促進香港的繁榮與穩定，增強香港佛教界與內地佛
教界及世界各國各地區佛教界的法誼，作出了貢獻。
佛教是兩岸四地人民共同的精神紐帶。未來要充分發揮佛

教優勢，進一步加強與港澳台佛教界的交流聯誼。更加注重
與港澳台中青年佛教人士的交流互動，繼續完善兩岸四地佛
教界聯誼機制，不斷拓展交流平台，為維護港澳社會的繁榮
穩定，為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發揮積極作用。

共同精神紐帶
連結兩岸四地

學誠大和尚五大願景學誠大和尚五大願景
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學誠大和尚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學誠大和尚

曾對弟子說曾對弟子說，，這一生有五大願這一生有五大願
景景：：
◆◆將中國佛教的基本教義與現代將中國佛教的基本教義與現代
文明文明，，尤其是自然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社會社會
科學相結合科學相結合，，做出符合時代進做出符合時代進
步與發展要求的選擇和決策步與發展要求的選擇和決策。。

◆◆將中國古代佛教的清規戒律與將中國古代佛教的清規戒律與
現代社會的管理制度相結合現代社會的管理制度相結合。。

◆◆培養出家培養出家、、在家的佛教人才在家的佛教人才。。
◆◆探索探索、、尋找佛教服務社會尋找佛教服務社會、、融融
入社會入社會、、切入社會的新途徑切入社會的新途徑、、
新方法新方法、、新形式新形式，，包括慈善公包括慈善公
益事業益事業。。

◆◆弘揚以佛教為主的弘揚以佛教為主的，，包括儒包括儒
家家、、道家在內的中華傳統文道家在內的中華傳統文
化化，，走向國際走向國際，，與西方文明形與西方文明形
成良性交流成良性交流，，互取所長互取所長，，和諧和諧
發展發展。。

■學誠大和尚與眾高僧大德出席在香港舉辦的第三屆世界佛
教論壇開幕式。

■■學誠大和尚學誠大和尚
此前在西班牙此前在西班牙
出席出席「「全球多全球多
宗教對話大宗教對話大
會會」。」。圖為學圖為學
誠大和尚與西誠大和尚與西
班牙前國王卡班牙前國王卡
洛斯洛斯。。

■■學誠大和尚表示學誠大和尚表示，，社會責任的勇敢社會責任的勇敢
擔當是佛教慈悲本懷的真實展現擔當是佛教慈悲本懷的真實展現。。

■■學誠大和尚在第四屆世界學誠大和尚在第四屆世界
佛教論壇開幕式上致辭佛教論壇開幕式上致辭。。

學誠大和尚簡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