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疫情三年後，得以全程實體參與第

九屆聖嚴思想國際研討會，心裡是

百感交集的。除了因為疫情讓大家在各方

面有許多「不得不」的改變之外，在佛教

學術研究上更讓人深深感受到許多「不一

樣」的「新局面」。這新局面，有讓人驚喜

的「全新研究領域」，也有許多全新的「青

年研究學者」出現，當然也有一些「借新舊

■■釋常慧釋常慧（法鼓文理學院生命教育碩士學程研究生）（法鼓文理學院生命教育碩士學程研究生）

在「新」與「變」之中尋求平衡

編按：

「第九屆漢傳佛教與聖嚴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於6月29日至7月1日

舉行，身為聖嚴法師的弟子與研究其思想的常慧法師，分享參與的

觀察與體會，除了明顯感受到研討會的「新」與「變」，例如新一

代的青年研究學者出現，還有法師個人的自我期許。

▲ 「第九屆漢傳佛教與聖嚴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於疫情後實體、線上同步舉辦，
國內外學者共聚一堂。 （李東陽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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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之探究」而發人省思之處。這些「新」

與「變」，是過去參與研討會中，較少、也

較不明顯的感受。

從二場專題演講的內容中，可以明顯發現

佛法在不同地區、不同時間的流傳過程中，

產生了非常不一樣的局面與影響力。衣川賢

次教授對南宋臨濟禪初傳日本之研究中，非

常言簡意賅地道出了禪宗從一開始的出現，

到南宋禪的形成，都是一場禪法在「世俗

化」與「聖典化」之間，從未停止過、相互

間「此消彼長」的歷程。此一禪宗的形成、

傳播與演變的研究結果，相較於傳統研究中

以宗門內部的分宗分派來闡述禪宗歷史演變

進程，衣川教授則是透過「整體的國家社會

文化發展概況」、「宗教社會學」式的研究

切入點，的確是另一個非常值得學習與思考

的新視角與論述方向。

另一場演講，陳玉女教授闡述了有關《嘉

興大藏經》刊刻的歷史演變，不禁讓人對當時

的禪師─紫柏真可，能結合民間力量完成一

部《大藏經》的結集極為驚歎！為了讓佛法能

普及、流通至民間，也讓佛教書籍更廣泛地流

布到海內外各個角落，那種於數十年間、一棒

接一棒，歷經艱辛的刊刻、保存與流傳的過

程，是讓人極為深深動容與感佩的。

二場演講看似非常不一樣的主題、時空環

境與人事物，卻同樣展現了佛法在城鄉之間、

在社會菁英與平民百姓之間、在聖典化與普及

化之間，不斷地往返擺盪與尋求平衡的演變歷

程。我深深感受到，這樣的演變歷程似乎沒有

停止過，而且一直都在流動變化中，也從來沒

有形成一種固定不變的模式或範式，從中也

深刻體會到緣起法中，此生故彼生，此滅故彼

滅，諸法生滅不已的真實義。

我們的確可以從不同的專業研究領域中，

感受到「世俗化」與「普及化」之間的「生

滅之流」現象。例如對藝術家奚淞畫作的研

究，結合了藝術、佛理與文字書三者，可以

發現以文學、藝術、譬喻、民間信仰與心理

療癒等的多元路徑，在「去神格化」與「人

間化」後，對佛教進行另類現代化轉譯的探

究方式，確實讓人從中可以看到、明白佛教

對於解答日常生活中的人我困頓，以及走出

生死困惑、體驗到生命中的緣起生滅的可

能性。這樣的研究路徑與結果，的確是一種

非常易於接引許多藝術愛好者，或非佛教信

仰者，在不經意中認識與理解佛法對人生的

意義與價值，有時候反而彌補了傳統寺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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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儀式，或傳授教理教義時的缺漏或不足

之處。另一方面，也極為可能的打破了傳統

佛學研究中，對於影響與轉化個人生命品質

的「有限性」。

法國梅村的漢傳禪法現代化實踐，的確提供

了「全球在地化」非常珍貴的實例，讓人對於

禪修語言文字、生活實踐方法上，產生了「原

來可以這樣轉譯古老的語言、方法」的觀感，

具體顯現了東方的宗教能以更白話的方式進入

西方人的生命世界中。汲喆老師的研究成果，

充分地呈現了在「古今之變、東西交融」下，

漢傳禪法的「現代主義色彩」，也形成了「當

代佛教跨國傳播的一種獨特的典範」。

佛法與禪修看似走向「世俗化」、「現代

化」、「全球在地化」等跨領域的研究趨勢，

卻也讓佛教的研究不再局限於少數精通佛教經

論、原典語文的專家學者，反而開拓了現代青

年學者的眼界，並且知道可以依著個人的興趣

與專業，找到另一種接觸、學習、深入佛教義

理的全新路徑。這的確也是讓佛法的生命，在

現代社會中可以不斷地有活水源頭、推陳出新

的研究趨勢，以及新生代力量的加入。

最後，我想分享自己在二十年後，重新回

到學術研究生活的一些心路歷程。

當我在著手整理聖嚴師父早期的禪修層

次演變歷程時，常常會有種突然跨入另一個

時空，感受著在那個年代，師父親自教導西

▲ 來自各國的青年學者參與發表，是此次研討
會的新局面之一。圖為林鎮國教授（左一）
與青年學者交流。 （李佳純 攝）

▲ 此次研討會有許多跨界的研究主題論文發表，展現漢傳佛
教研究新面向。 （李佳純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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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弟子禪法的場景。每當展讀早期的禪期文

字，腦海中就浮現出壯年時期的師父，散發

著充沛的體力與精力，兩眼炯炯有神直視每

一位禪眾，隨時運用他們所能理解與體會的

語言與方法，將漢傳的禪法、正信的佛教，

循序漸進地、次第化地予以解說與教導。

更可以感受到在禪期間，言語互動、棒喝

打罵之中，師父讓東西方弟子能層層進入禪的

修行與體驗，以及身心獲得很深的受用與轉

化。那是一種非常活潑、非常當下的應機施

設，如「活水源頭」般的將漢傳禪法「普及

化」與「生活化」，非常「實境」呈現的「現

代化」過程，但也是無以言喻，唯有親歷其境

者可以感知，師徒間以心印心、轉化生命層次

的經驗。這也是我面對這類文獻資料，想運用

學術語言呈現時，常常滯筆不前、呆望桌機的

時刻，也是我不得不面對的學術與修道之間的

困境。而這樣的困境，也宛如流水般不斷地出

現、變化與流動，從來不曾停止過。

其中最大的困境，就如同回應人一再提

醒的：避免落入將創教主「神聖化」、「聖

格化」、處處展現「神跡」的框架之中。然

而，我也常在思考：學術研究者是否也會為

了跳脫框架，而漸漸失去了研究「聖嚴思

想」的「宗教性」與「主體性」？所有跨領

域研究的過程，必然面對研究對象與研究方

法相互交織的過程中，孰重孰輕、主角與配

角的抉擇，以及在最後的研究論述中，如何

做到「相對客觀」的學術境域？

聖嚴師父曾說過，研究他這個人是可以

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領域來切入，但也非

常明白地表示：「聖嚴法師的存在，就是因

為不專注於佛教的某一特定領域。」即「是

融攝一切，又超越一切界限的『宗教思想

家』」。身為師父的弟子與研究師父思想

者，我一直期許自己能在現代學術研究主流

文化中、在跨領域的不同視框中，能時時回

到漢傳禪佛教「宗教性」與「主體性」的內

涵下，同時能提出可供諸方學者參考的文本

時空脈絡、宗教家的思維與自內證經驗等研

究成果。以上，就教諸方。

▲ 常慧法師（右二）期許能回到漢傳禪佛教的「宗教性」與
「主體性」，提出可供參考的文本時空脈絡、宗教家的思
維與自內證經驗等研究成果。 （李佳純 攝）

【 480期． ． 7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