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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智昌 著

「三虛」佛學思想之研究



提    要

太虛、虛雲和倓虛三位法師（合稱：三虛）出生在中國佛教進入歷史低谷的年代，佛教淪

落為只為死人服務的宗教。憑藉三位法師的努力，重建中國佛教，力挽狂瀾。太虛法師以其開

創性和激進的改革著稱，其改革方案已成為近代佛教發展的重要指引。虛雲和倓虛則以低調和

守成著稱，為中國佛教的法統和寺廟重建默默耕耘。

本文闡述三位法師的思想特點、成長經歷及宗教向度的形成與轉化過程，揭示他們的核心

思想，比較其思想異同，並探討其個人局限及宗派傳承與斷層現象。也討論三位法師對佛教的

貢獻，並探討「三虛」佛教如何在世俗化與多元文化的新世代中繼往開來，找到適合現代人走

的新道路。

本文從宏觀角度俯瞰中國佛教的發展，勾勒出其發展脈絡，指出時代背景對佛教思想形成

的重要性。瞭解時代背景是解開中國佛教歷史懸案的重要鑰匙。在三位法師思想基礎上，本文

期望為中國佛教找到新路向。他們一致認為佛教是理性的宗教，不宣揚迷信思想，重理性的性

格對全球化新時代尤為重要。本文認為中國佛教應回歸理性，樹立行為道德，包容文化分歧，

宣揚平等與博愛精神，最終目的是尋找生命存在的實相。「人間佛教」將成為二十一世紀全球

佛教信徒集體意識提升的焦點，把現實人間建設為人間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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