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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慧珠 ◎ 人間福報藝文總監

江河萬古水長流
《百年佛緣》與《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略說

人間四月天，最是春光爛漫。在這生機盎然的日子裡，書坊裡同時出現了由佛光山寺編製

的兩大套與佛教歷史相關的出版品，一是《百年佛緣》，一是《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

《百年佛緣》是星雲大師以口述歷史方式，呈現從 1911 年到 2013 年，以傳主為出發點的佛

教界現象 , 同時也窺見各時期社會型態。

《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則是藉佛教美術幾近完整的集結，呈現佛教發展的歷史，與佛

法對娑婆世界眾生的潤澤。該書主編也是佛光緣美術館總館長的如常法師表示，希望藉著佛教

藝術的光芒，讓大家看見佛教。

若說佛陀教法如高山，2 千 5 百多年以來的釋迦牟尼佛智慧流動世間，就如從高山汨汨湧

出的水，漸漸隨著因緣，有了分支，流向世界各地……在臺灣，1949 之後，佛教的興盛堪稱極

為殊勝的現象。《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讓讀者以藝術方便門進入佛教，《百年佛緣》則因

星雲大師的大慈悲，而讓處於同一時空當中的我們，得以回頭，看見一甲子以來佛教在臺灣的

光燦。

  歷史智慧的延展

歷史，可以鑒古明今，可以觀往知來。中華歷代皆設有史官，被稱為「素王」，記載時事，

編撰歷史，既留下當時社會活動的雪泥鴻爪，又為現實的政治提供借鑒，足見其重要性。

佛教，自南北朝以來，也出現了專門致力于教史僧傳編寫的「史僧」，如梁釋慧皎、寶唱，

唐釋道宣，宋釋贊寧、志磐，元釋念常、覺岸，明釋幻輪等，皆以撰寫教史傳名於世。

在近現代佛教中，也有多位重要的「史僧」，因為他們，中國佛教的重要歷史資料史得以

留存，並澤披後人，例如令人感佩震華法師（1909 － 1947）。震華法師自學僧時代起，便以從

事佛教教育與佛學著述為職志，之後更以佛教史為主攻方向，搜檢查閱，編集撰述，夜以繼

日，筆不停揮；在震華法師短短十多年的工作時間裡，正逢戰亂頻仍、民不聊生的艱難歲月，

資料、資金短缺的情況下，以一多病僧人，在住持、教學、課誦之餘，完成了《僧伽護國史》、

《夾山奕葉集》、《興華佛教通志》、《東渡弘法高僧傳》、《入華求法高僧傳》、《清代佛教年鑒》、

《泰縣佛教志》、《鎮江佛教隅志》、《夾山志》、《回龍山志》、《圓通庵志》、《軼事叢考》、《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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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人名大辭典》等佛教史志，以及《曆代僧制泛論》、《玉山守培老人傳》、《福善仁者仁略》

等史論、傳記，緊扣佛教現實，引史鑒今。這在一般學界，可能需集眾多專職研究人員畢生之

力；非巨大的弘法悲願，豈能完成。 

  《百年佛緣》

一、口述歷史　細微與澄清

1955 年，郭廷以先生創辦近史所時，為展開研究工作，除徵集檔案文獻之外，也重視口述歷

史。他認為口述史料與其他史料相對照，可以解決若干歷史問題，澄清若干歷史真相。因此，自

1959 年起，積極推動口述歷史，成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採集史料的重要工作之一。

2012 年 9 月 1 日，國史館發行了《百年佛緣》，此係星雲大師在 85 歲時的口述歷史。大師

以為：回憶歷史可以增加生命的長度，故口述這本《百年佛緣》，作為國家百年的賀禮。　

這套書初版本是全 4 冊、軟精裝，後來，大師再口述，弟子們記錄增訂，而成為 16 本的大

套書。大師曾說：「在緬懷佛教往事之際，心中也不禁升起，佛教並不只有這百年，打從佛陀在

菩提樹下發出『人人皆有佛性』的宣言開始，人間就已經有了佛教。這一部口述歷史，雖然在

無窮無盡的時空裡，只是大海的一漚，但希望能在久遠的生命長河裡，留下些許的貢獻。」

為佛教寫下彌足珍貴的歷史，為人間留下精彩感人的故事。星雲大師說：「這本書或許有文

字上的不妥，或者一些人間事物的訛誤，但是在他心裡，都是赤裸裸真實的告白，沒有一點虛

情假意，一切都是本來面目。」

二、臺灣佛教　一甲子福報

政府播遷來臺之初，臺灣的社會信仰多元，民間宗教、日本佛教、基督教盛行；在 1949 年

來臺的諸多僧眾，初來乍到，沒有任何背景，弘法甚為困難。

但是，在複雜的大環境中，星雲大師對於推動人間佛教，仍然深具信心，「一心一意要讓當

時臺灣的佛教從山林走向社會、從寺院走入家庭、從僧團普及到信眾、從談玄說妙進而能夠落

實在生活之中」。

星雲大師說：臺灣光復以來，六十餘年，臺灣的佛教得以從取締拜拜到改良拜拜，從新寺

不准建、舊寺不准修到自由修建；戒嚴期間，從不准集眾講演弘法到開放弘講，從寺院駐兵到

遷離還寺；從取締佛學院到佛教大學林立，從限制僧尼出國參訪到國內外自由行腳；從三更半

夜調查寺院戶口到現在不再聽聞此事，從寺院功德箱須由鄉鎮公所開啟到現在不管不問；從寺

廟求助鄉鎮代表，到現在縣市長、立委等公職人員選舉，都要爭取寺廟選票；從在家眾擔任管

理人到出家眾主持管理；從限制傳戒到開放任由大家自由傳戒。

由是，大師在口述歷史中，鉅細靡遺述說隨著時代種種現象的變化，這其中，除了看宗教

生態的逐漸轉型，也同時看見時代的社會生態、人性、教育、價值觀，乃至經濟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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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年紀老邁，諸多往事不復記憶，許多人物僅述片爪鴻泥，但所記之事皆真實不差；而

有更多仁者、好友的高風亮節、美好行誼，也非此小書能全部觸及。」星雲大師如此謙說。

而一直以來極推動人間佛教，心中有著更多的期許，因此，星雲大師提及：「此外，由於政

府缺乏正確的宗教政策，讓佛教自生自滅，以致發生宗教的歧視、民政對寺廟法權的無知、治

安單位對佛教的誤解、各界對佛教文化的忽視，乃至缺少對宗教正當的輔導等問題，匆促完成

而沒有觸及探討，實為遺憾。」這些問題，就像大師提供的功課，相信在有心人在閱讀《百年佛

緣》之後，會深刻的思索、探討。

百年佛緣  身心作燈蕊

佛如光，光可光明普照、驅除黑暗、溫暖大地、成熟萬物；

法如水，水可滋潤慧命、洗清罪業、滋養萬物、解人飢渴；

僧如田，田可種植耕作，建屋安居，又如老師，授人智慧。

—星雲大師

《妙法蓮華經》中說：「密雲（法化）彌布，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一時等澍，其澤普洽，卉

木叢林及諸藥草，小根小莖小枝小葉，中根中莖中枝中葉，大根大莖大枝大葉，諸樹大小，隨

上中下各有所受。一雲所雨，稱其種性而得生長敷實。雖一地所生，一雨所潤，而諸草木各有

差別。」在《百年佛緣》全書中，處處得見星雲大師推展「人間佛教」一片深心，希望「各自得

到美好人生的開展，各自得到開悟和法喜，從而得度，入自在的如來法界。」

《百年佛緣》全書 16 冊，160 萬字，1 千 6 百餘張照片，由佛光山星雲大師口述，在時間上

縱深百年，從辛亥革命（1911 年），到現在民國 102 年；在空間上，接觸的層面橫遍十方，涵蓋

世界各國、海峽兩岸；接觸的各界人士，包括教育、藝文、政治、企業、宗教、傳播等，甚至

一般普羅大眾。

全書分為生活、社緣、文教、僧信、道場、行佛等篇章，並且收錄從 1967 至 2013 年，星

雲大師在每年開春時寫給護法朋友的〈新春告白〉共 47 篇，是記錄前一年弘法內容、對來年的

期許，也是大師生命中的留步。

星雲大師提及百年來的耆碩，如：太虛大師、于右任、居正、趙恆惕、張大千等，與他們

有著同聲相應、理念相合的交往。也說到自己人生歷程，小故事大道理，積極開創利生事業，

弘揚佛教不遺餘力，以佛為心、以法為命。

因為是口述歷史，有如大師在對弟子們述說過往事跡，因此，在細細說來當中，有大師的

涵養、文采與修為，閱讀起來充滿親切感，說事，可以感到如臨其境，說人，則如親其人。佛

光山表示：「這部《百年佛緣》，與大師其他著作最大的不同，是大師將一己化作燈蕊，以一生

的磨難點燃自身，去照亮這百年中的佛教人事物；以自己為布幕，映照書中的每個生命、每一

事例，曖曖含光，念念分明。」

《百年佛緣》的出版，是大師為百年歷史親自做了見證，其深入淺出的敘述內容，讓讀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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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清楚了解這一世紀佛教發展的脈絡及軌跡。此外，在別冊中，有〈師父其人〉一篇，由弟子

們每個人用一百字，寫下對大師的看法，讓讀者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認識大師；書後附有系統

彙整星雲大師歷年來的弘法大事紀、著作一覽表，增添本書的史料價值。　

  《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

星雲大師 18 歲時，在焦山佛學院讀書，當時的環境物質缺乏，有一天，他突發奇想，提

議在鎮江舉辦一個「佛教古物展」。這項就當年保守的佛教界而言猶如石破天驚念頭，竟獲得雪

煩院長允准。於是，在沒有任何辦活動的經驗下，如火如荼地規畫、聯絡、布置、發動，吸引

數十萬的人潮前來參觀。展出的佛教文物有：金山寺蘇東坡的玉帶、明朝書法大家文徵明的字

畫、伏波將軍的戰鼓，以及其他各寺院的秦磚、漢瓦、龍袍、龍蛋等。規劃執行了一項佛教的

圖像展。

「在世界性的宗教中，佛教的文物最為豐富。尤其佛教藝術的形成，以人為本，在審美與信

仰之間，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兼具宗教和藝術的雙重功能。」本這樣的信念，星雲大師在佛光

山開山之初，為了讓信徒遊客透過佛教的文物藝術、法典，了解佛教的真實內涵，而在現在的

佛光山叢林學院裡設立一處簡單的佛教文物陳列櫥櫃。1983 年，佛光山佛教文物陳列館啟用，

成為臺灣第一所專門典藏佛教文物的博物館。

這一善巧弘法的方便門，持續延展，佛光山相繼在世界各地成立了 23 所佛光緣美術館，面

對眾多瑰麗莊嚴的文化遺產，大師深感其中所具的宗教性、藝術性、時代文化性以及教育性。

於是，心中又浮現「何不編輯一套佛教美術辭典」的想法？如此一念，佛光山寺內因此成立了

「圖典編輯部」，就此展開浩如煙海的佛教美術資料之彙集、圖像分類整理，文字撰寫、校審等

長達 12 年的編撰工程，乃至有今日《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的出版。

一、僧信二眾　集體創作

《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共有 9 千餘條目，近 380 萬言，1 萬 5 千餘張圖片，採隨文

走圖方式，配上精簡的文字說明。包括：佛教建築 4 冊、石窟 5 冊、雕塑 4 冊、繪畫 3 冊、工

藝、書法．篆刻與人物各 1 冊，加上總索引共 20 大冊。

內容以釋迦牟尼佛為主軸，搜集佛教美術存世作品，舉凡建築、雕塑、繪畫、書法、篆

刻、人物、工藝，以及各博物館館藏品等八大類別的佛教藝術作品，都搜集在編纂之列，編製

工程實在浩大；發心是大悲願，執行是大能力，著實嘆為觀止。閱讀此書，除了佛法上、藝術

上的利益，全書更有許多特色，是編輯人、出版人可細細審讀，用心學習的。

二、編輯特色

（一）圖像說話

今日世界眾圖象閱讀，具弘法的時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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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像結輯

佛教文化傳播，自佛陀以降 2 千 5 百多年以來，未曾有以圖像結輯的；雖然藏文大藏經全

藏分圖像部與經文部二部出版，其中有圖像 2 冊；又，日本在大正 13 年（1922 年），由高楠順

次郎和渡邊海旭組織大正一切經刊行會，小野玄妙等人負責編輯校勘，於 1934 年印行完成《大

正新修大藏經》（簡稱大正藏），分為正藏 55 冊、續藏 30 冊與別卷 15 冊（圖像部 12 冊、昭和

法寶總目錄 3 冊），是當時收錄佛教資料最多的一個大藏經版本，也是目前學術界應用最廣和比

較完備的版本，但，仍僅止於是百科性的條文述說，圖像部 12 冊內容也未臻完整。

（三）具完整性

全世界漢藏佛教圖像藝術，首度、一次性、淺顯易懂的整合發表。而所選都是國寶級的非

物質文化遺產。

（四）極高難度

1.  資料彙整：全世界迄今未曾有，首次以佛教藝術八大類的結輯，難度極高。整合全世界三十

多個國家的博物館，橫跨五大洲，包括日本、韓國、法國、英國、德國、越南等二十多種語

文翻譯，整理後還需邀約專家學者審核。

2.  體例統整：全書 20 冊，編製過程極其煩瑣，得先理出編輯體例，每一條目逐一比對。從印前

的資料收集，尤其高難度的是資料的比對，中國與日本等國外資料常有極大出入；乃至圖片

整理、美術設計、排版，到後端的印刷材料類別選用、製版、分色、校對色樣、印刷、裝訂

等等微細、繁瑣及高品質的要求，連印刷廠都一起承擔了整個製作工程近乎不可能的考驗。

3.  人才整合：除了每一類別之間的差異性，還都需與佛教、佛法相應。最難是編輯與審稿間的

溝通；例如，找到了建築學者，但他可能無法跨領域兼顧，一位中科院的專家，也可能完全

不了解斯里蘭卡的佛教狀況；因此，難為專家學者，為此，他們廣讀佛光山長期推出的學術

論文。12 年間，編輯 12 人，一位美術設計，助理美編 10 人，若包括校對義工等，總共 6 百

多人；而期間經常遇到人員臨時轉換的狀況，困擾周而復始，但是，參與的大眾，以「有佛

法就有辦法」的信念，化複雜為簡單，成就此事。

4.  因應無常：文物發掘不斷地出現，考古判斷也可能不斷的變化；河北的漢白玉石就是一例。

5.  資金龐大，時間冗長。

閱讀《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就如讀一部佛教史，又因以圖像呈現而更覺貼近，國立

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專任教授林保堯表示：「佛教美術是亞洲地區藝術文明交流的最大共通語

言，更是人類彌足珍貴的世界文化遺產。今天《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的出版，不僅可以

廣泛地讓人閱讀賞析，亦可積極地精進修行並增加見聞，是一部充實人生視野、遼闊知識的最

佳生活伴手禮。」

在十多年編輯過程中，一路領著編製團隊浩蕩走來的如常法師，卻是輕淡的說起：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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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所言，能夠因為這套書，導引讀者進一步閱讀更多相關佛教藝術、佛教的書籍，對佛

教、佛法能學習更多、了解更多、喜愛更多；乃至從一張張珍貴的圖片中，獲得內心的法喜與

充實，進而愛護佛教藝術文物，那麼，這套書的出版，就已達到最大的意義和願望了。

在這個春天，能同時閱讀《百年佛緣》、《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讀人、讀事、讀法，

彷彿優游浩瀚佛法中，而起學佛、行佛知心，更知自己是這萬古江河中的小小一滴水，是多麼

幸福、歡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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