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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年国内佛教学术会议综述 

作者：黄夏年 [2001-6-19 21:30:13] 

        一、“慧能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 

     １９９７年１月３日至８日，由澳门大学、澳门佛教出版委员会、《学术研究》杂志

社和广东历史学会等单位组办，先后在澳门、肇庆市、新兴县三地举行。来自内地、香港、

澳门、日本等国家的地区的５０余位学者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４０余篇。本次会议主要讨

论了三个问题。１、慧能及其禅宗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与会者认为，慧能在中国文

化史上的最大的贡献是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六祖革命”中最根本性的革命就是把传统佛

教作为抽象本体的“心”变成了具体现实的“人心”，变成了一种儒学化的“心性”。并由

此导致了禅宗思想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心性”之外，表现为把“佛性”“人性”化。有人

认为，通过东晋以来顿悟思想的发展，从支道林、竺道生到慧能，顿悟的思想经历了从析理

践行的发挥过程，而六祖的顿悟说则把中国人自远古以来形成独具特色的思维方法－－实践

悟性－－最彻底、最成功地加以表述和说明，因而完成了其中国化。学者强调，南宗与北宗

的最大区别不是顿与渐。顿悟并不是慧能思想的主题。达磨至神秀的境界思想是一种舍有限

（个体生命）而入无限（涅般胜境），故包含着对众生现实的否定，它走的是一种离用（妄

心）归体（真心）的外在超越之路。而慧能境界思想的独创性则表现为澄显了一种于有限中

体认了无限的境界，实际上体现了对众生现实生命的理性肯定。２、关于《坛经》的文本研

究。有学者指出，胡适所说的“敦煌本《坛经》是神会弟子之间传授的秘本”之推论是明显

不合适抄本所传授系统。应该是神会的弟子们得到了这个原本，为确立神会的权威加写改编

了几次变成了今天所见的敦煌本。《坛经》的起首部分是慧能在韶州大梵寺授无相戒的开法

记录，中间是与十大弟子等日常的传法记录，殿后部分则是先天二年（７１２）在薪州的说

法记录。３、慧能及其禅宗与岭南文化。学者们强调，中国中古佛教思想史上的“革命”并

非完成于中原内地的某一高僧，而是完成于来自蛮荒边裔之地的岭南而且似乎并没有太多佛

教修养的慧能，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化现象。作为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

无论在资料的发掘还是理论的探讨上都有一定的突破。从资料范围来看，包括了唐宋禅宗典

藉、碑刻及其它文献、地方史志、族谱、实地调查报告。在岭南精神文化方面，其学术思想

的发展、诗歌、绘画及书法艺术等方面都反映了慧能禅宗的影响。今后要加强严谨扎实的研

究，加强国际间的学术对话，以不断开辟新领域，拓宽新视野。 

        二、“佛教文化艺术与社会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 

     １９９７年３月５日至８日，由中国宗教协会主办、无锡市中诚广告公司协办的“佛

教文化艺术与社会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江苏无锡马山举行。一批佛学界、文博界、美术

界、企业家等约６０余人。收到论文３１篇。代表们围绕“佛教文化艺术的基础性理论研

究”、“佛教艺术（以造像艺术为主）专题研究”、“佛教文化艺术资源的开发与管理”之

三个主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论者以为，佛教文化艺术是一个极宽泛的概念，举凡佛教的一



切理论、实践、仪轨、器物、建筑、书画、音乐等等，都可以用文化艺术加以涵盖，或说可

以从“文化艺术”的角度去理解，阐释。佛教艺术的继承与发展有五个方面。一是本与末。

二是主观与客观。三是今天的佛教艺术创作应坚持三个原则：即（１）经典的依据。（２）

传统形象的继承。（３）应机的方便。（４）因缘和合而成。（５）今日的佛教艺术要理顺

宗教、文化、经济各方面的关系，仅突出一面都是不够的，要各方面都要有所体现。学者认

为，佛教造像艺术是佛教发展的自然产物。所以它既有对原有的宗教文化采取批判和摈弃的

一面，同时又有继承和适应的另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融合的特征逐渐增加，这不管

在教义思想理论抑或在宗教仪式和神像设置等方面都能看出来，而且这种融合的趋势不仅在

印度本土有，就是在印度以外的亚洲其它佛教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在所有的佛教造像

艺术中还体现了佛教普遍共有的特征和各个教派、民族或地区的特有的征状之统一。一般特

征是指佛教造像都有一个统一的规定的模式，个别的特征是指每个地方的佛像艺术又有着自

己的本地特点，这些特点既表现在造像的技法上，又反映在一些带有本地风光的神像上，尤

其是与本地宗教文化精神有关的地方神的崇拜上。代表指出，一切佛教文化艺术现象是怎样

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既满足了观众的精神需要，又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这

种满足和适应在同一时代有针对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变化，在不同的时代更有其时代特色。当

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介入时，这种满足和适应则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宗

教的神圣性、出世性与商品经济的世俗性、入世性产生了微妙的相互作用，并追求一种新的

平衡与稳定。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达日益的时代，佛教文化艺术的动作规律或许已无法

简单归纳，勉强归纳起来，可以称之为“尽心去做”。这时包含着不能仅凭主观意志、兴

趣、爱好决定风格、形式、内容，而是要把文化艺术创作与对民众情感的了解、适应、引导

和培育结合起来，抓住这一运作规律，发展就一定会稳定的。 

        三、第二届中国天台山文化学术研讨会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天台县人民政府和天台山文化研究会联合发起的

第二届中国天台山文化学术研讨会于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６日至１８日假天台县国清气功疗养

院举行，来自国内外的８０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主题是“天台宗与东亚文化”，收到论

文５１篇。天台宗创始人的智（岂页）的佛学思想是代表们讨论的主要话题之一。有人认

为，智者的教义理论体系，无论从内容还是从论证方法格式来说，都远远超出了印度佛教经

论的范围，带有鲜明的时代的民族特色。过去学术界有人以“教相门”和“观心门”来加以

概括，这种概括过于笼统，如果从内容来加以分析，他的理论体系是以止观学说为中心，包

括判教论、中道实相论、心性论及修行解脱论等方面。有人说天台宗思想的特色，即在于

“一心三观”和“三谛圆融”。有人说天台宗是既有系统理论，又有实践配合的教门。“一

念三千”是天台教义的核心，有人则认为，智者的“一念心”，即非真如心，也不具有缘起

万法的功能，它只是众法中一法。也有人认为，智者实践理论的核心是“观心论”。有人指

出，“一念”是心念活动的刹那瞬间，有人说“一念”是佛弟子的用功之处，有人说“一

念”是人的日常意识。有人说“一念”的非时间性是我们从自己的逻辑约定中反观出来的。

学者们还从现代哲学的意义上对天台宗的教说做了阐述。论者认为，智者的“十界互具”的

思想，可以说是沟通现象界与超越价值界的精神桥梁。有人说智者性具实相说有二方面内

容，即“一念三千”和“三谛圆融”。还有人将天台哲学与西方哲学作了比较。对天台宗的

历代宗师，学者们也作了一些讨论。有人指出灌顶他地位和对天台宗的贡献并不在智者之

下，但是人们却往往容易忽视这一点，这是不公正的。对湛然大师，论者认为，他的无性有

情说突破了唯有众生才有佛性的传统说法，发展了智（岂页）的“十界互具”的成佛理论，

这可说是佛性说的第二次大开展。对传灯大师，学者讨论了他的性善恶思想，指出他用世间

教与出世间教二种标准来判别儒、法、释三家人性论的高下，其实质还是为了说明佛教的高



明。对“私淑天台”的智旭，有人说，他在教义方面，是试图融会贯通诸家之说；在教行方

面，则是归极净土。这是他不续台宗法派、不为台家子孙的根本原因。有人通过考证指出，

智者大师出家的寺院不在长沙，而在湖北大悟、黄陂、黄岗一带。天台山的智者大师塔不是

肉身塔，应是“灵龛”。有人考证了长安日严寺的情况，指出隋代江南义学大德在京城基本

上保持了江南传统，擅长讲论，内外学兼通，并与统治者保持了密切地关系。有人将寒山诗

的韵作了分析，认为寒山子的诗是百分之百押韵的。也有人认为寒山子既不是道士，也并非

佛教徒，称其为隐逸诗人较为实际。关于天台宗与日本佛教的关系，有作者试图根据《参天

台五台山记》内容作了释读。有人指出，天台教典入藏应该在天圣四年（１０２６）。对敦

煌写本《天台五义分门图》研究者说，此写本的基本思想虽本自智（岂页）学说，但是又有

不少发挥。此外代表们对天台道教也做了讨论。 

        四、“金陵刻经处创办１３０周年”学术研讨会 

        于１９９７年５月１４日至１６日在南京金陵刻经处举办。主题是“金陵刻经处与

当代佛教”。来自北京、南京、上海、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市佛教界、学术界人士

５０余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３８篇。代表们围绕“金陵刻经处与当代佛教”、“杨仁山

振兴佛教的理念”、“杨仁山佛学思想研究”、“金陵刻经处与近代佛教的复兴”、“金陵

刻经处与佛学研究”五个方面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代表们认为金陵刻经处不仅以流通

经典、弘法利生为职志，而且集中居士道场、经论收藏、图书出版、发行以及学院教育四者

于一身，尤使之成为中国近世人才之渊薮。内学院、法相大学既是近世居士佛学勃兴的根据

地，也向中国学术界、教育界提供了探讨国家、民族兴亡，宇宙、人生之本真的新的思维模

式。这里培养出许多人才，不但是中国佛教界的精英，也应属于中华民族的精英行列。杨仁

山对中国佛教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是兴办教育，讲述佛学，培养人才；二是搜刻、校

勘、编纂佛典，整理文献，保存遗产，并广为流通；三是研治佛学，教宗贤首，行在弥陀，

融通各宗，但择有所重；四是针贬时弊，关注现实，关心人生，志在救教；五是联络各邦，

广交朋友，增进交流，但坚持原则，不卑不亢。他认为儒释道三家可以圆通无碍的。但他批

评孟子的性善论、批评宋明理学，而肯定孔颜心法可与佛法融通。就他的佛学思想而言，在

以佛学为最高的宗旨下，他企图和发扬贤首这一传统，且欲由贤首上溯到马鸣，强调了大乘

各派在根本宗旨上是一致的。他的净土法门的理论，综合经论，融会教宗，提倡自性弥陀与

西方弥陀、唯心净土与佛土净境不二之旨，宣扬截断前后际，以当前一念，现前一句为往生

之正因。而于具体实践法中，则突出地强调了以观想、持名兼修为上，以必读经论为津梁，

以自他二力并重为不易之定论。这是把禅宗顿悟见性的功夫融入念佛法门，以华严教理来解

释《观经》的表现。他由于注重强调的是佛教在出脱生死这一大事上的价值，便摆脱了任何

一宗一派的门户之见。从众生与业果与证无所有的层次来对佛法分类，称之为“佛法之总

纲”，以此总纲来划分一切宗教、一切空有之说的是非利弊。他从佛教的整个历史上发掘出

一个马鸣宗来，在《大乘起信论》中发现了人所不易见到的价值。学者还将杨仁山与斯里兰

卡佛教界的达磨波罗大师作了比较，指出这两位伟大的佛教活动家，不仅在复兴佛教的理想

上兴趣相投，而且在一些具体的做法上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学者们对欧阳竟无的思想和于佛教的贡献也多有论述。有人说，面对二十年代反宗

教、反迷信活动的大社会背景，欧阳渐坚持佛法于宗教及哲学、科学外，另外为一学。在佛

法非宗教非哲学这一前提下，将内学院定为非宗教性质。他的佛教教育，具有重建现代教团

的意义。他继承了杨仁山“讲学以刻经”的传统，不仅具有为佛法存亡继绝的文化传递的意

义，更重要的是开辟了中国佛教有史以来第一次科学整理藏经的道路。他的生平所学，主要



体现在对佛典的选编校订及叙论中，故治学不在于一字一句的研讨，而是善于归纳，扼其大

意。他深通程朱陆王之学后古人佛学，然后以佛摄儒，阐孔、佛之同归，本内外之两明，故

将一生著述编定为内外学。并强调真正的孔孟之道必取狂狷。在近代唯识哲学获得一定发展

时，熊十力出版了《新唯识论》，将佛家学理移用于儒家重建，显然是代表了近代中国思想

的新倾向。从这以后的中国思想历程来看，这一新倾向大抵上是显示着新儒学扬儒斥佛的传

统再现，同时也隐约暗示着由金陵刻经处滥觞的近代的新佛学，在历经欧阳与太虚的唯识学

争异之后，这场儒佛之争依旧未能走出宋明理学儒佛交涉的陈旧框架。新佛学与儒学由此分

道扬镖。吕徵的“性觉”思想，主要是厘清心性本净与心性本觉的思想界限，指出本净是明

净、寂净之意，不是嚣动的烦恼同类，而本觉则是指自性具有智慧、真知而言。由此，就解

脱成佛的角度讲，本净是“可能的”、“当然的”，而本觉则是“现实的”、“已然的”。

就佛教实践角度讲，本净说必然主张革新，本觉说则提倡返本，两者是根本不同的。这场现

代佛学史上的大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它触及佛教理论与实践的核心问题，涉及在佛学

中知识论与本体论孰为优先的问题，还关税如何看待佛教思想的演变、中印佛学的区别，以

及佛典的真伪等带方法论意义的重大问题。学者们还就金陵刻经处的未来作了讨论，认为今

后的刻经处，有着极为广阔的前景，刻经处的“研究、讲学、印经”的优良传统，将会进一

步发扬光大。 

        五、中国佛教天台宗文化研究座谈会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２３日，由湖北省当阳市人民政府、湖北省佛教协会联合于当阳

市玉泉山庄举行。座谈会的主题是“论述智者大师天台宗思想、理论在玉泉寺的形成”。来

自韩国、日本及北京、上海、浙江的学者近４０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１８篇。代表

们认为，有悠久历史的玉泉寺，是中国最早的古刹之一，既是湖北佛教的渊薮，“荆楚丛林

之冠”，又是隋代中国佛教“天下四大丛林”之一，天台宗创立者智（岂页）曾在此生活

过，禅宗六祖神秀也在此说法，它既是天台宗祖庭之一，又是禅宗祖庭之一，一身兼跨两

宗，因此玉泉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历史地位是非常高的。学者指出，智者大师是荆州人，他

的一生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的轨迹是，金陵瓦官寺－－会稽天台山－－金陵太

极殿。后一阶段的轨迹是，扬州－－荆襄－－天台。智者晚年回到了家乡，创立玉泉寺，并

在寺内完成了“天台三大部”中的“二大部”，说明他的成熟期的佛学思想与玉泉寺是分不

开的。学者说，智者大师的五时八教的判教体系，恰好能从理论上圆融地将佛教各种说教统

一起来，这是印度的佛教所不曾面临的另一形势，也是中国佛教发展成熟的标志。《法华

经》之所以能成为天台宗的根本经典，首先是智者从慧思那里继承了４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的

《法华经》的学术传统。其次是《法华经》具有当时各种大乘经典所没有的理论特点，即有

一种非常鲜明的宗教关怀。有学者认为，大师的早期的思想中，保有印度传统之禅思想，此

就代表了天台宗思想坚持了佛教的正统性格。大师证入法华三昧，对于世法的肉身的彻底否

定，就是烧身供养的究竟道理。他对众缘和合之现象世界透彻的体悟了无常无我，从此奠定

了天台佛教诸法皆空之佛教体系。智者的佛性论思想内容丰富，但可以通过四个环节把握，

即：三因佛性－－无住本－－妙有佛性－－一念明法心性心。其判教标准是一念无明法性

心，这也是其整个教理体系的基本纲领。学者强调，唐代天台玉泉一派，至恒景而大兴，其

后惠真、承远亦能守成，至法照更是追踪前烈，蔚为国师。可以说，天台宗玉泉一派，在唐

代中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后来被奉为正宗的二威左溪一系。而且自弥陀承远之始，又有与南

岳一派合流的趋势。但承远法师的弟子法照因随师学习净土法门，因之被列为净土宗祖师，

于是玉泉寺天台宗一系也被改为净土宗门，天台一系反而渐斩湮没了。所以玉泉一系是颇具

特色的，它们一是兼传律宗，一是兼行净土，而又由于这二个特点，使其教门禅教并行、止

观双运的本来面目被掩盖了，以至后世将之列入律宗和净土宗之中，反不知本来属于天台宗



的一个重要支派了。这次座谈会对促进当阳地区的文化交流，弘扬民族精神，发展地方经

济，增加人文景观，净化社会繁嚣，和谐人间善道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六、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９７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 

     为了推动各国学者之间佛教文化研究成果的交流，促进学者之间的友好交往，探讨佛

教文化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影响，由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中国老教授协会、中国文化书院共

同发起举办的“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９７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于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５日

至９日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行，来自日本、新加坡、越南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

地的学者５０余人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２５篇。学者认为，我们研究佛教文化，也要从历

史发展路数中来推测其去向。文化交流（包括佛教在内）普遍存在着由高层次向低层次移动

的现象，如水之就下。中印佛教文化水平大致相当，中方略高一些，因而中印佛教文化交流

过程中，不断发生冲撞、动荡、激摩，持续了好几百年，才完成了交流的使命。佛教文化的

交流，适应了“多民族统一大国的需要”，佛教文化在古代中国，起着辅助教化，安定社会

的作用。也就是说它有利于国内民族团结和睦，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古代中国佛教文化还联

系了朝鲜、日本、越南、发挥了桥梁作用，今后还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学术文化是现代

化的基础，佛教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我们有责任把它继承下来，使它发挥

其积极作用。二战后的东亚佛教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复兴的时期，这次复兴不仅表现在佛教徒

数量的急剧增加，教派组织的日益繁多，而且也表现在佛教正在向民族化、普世化发展。目

前佛教徒约占世界总人口的6%，流行在92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已遍布世界各个地区。佛教的

信仰、哲学、伦理和修持方法愈来愈为当地的人民所接受。佛教的职能已由原来的宗教或个

人精神解脱日益深入到社会、文化生活等等各个方面，与政治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佛教的

道德伦理正在转变成为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为此东亚佛教徒正在为世界和平、经济繁荣、

实现民族权利和人民民主、改善生态环境、禁止核武器等等而努力。另外，佛教文化作为东

亚各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化的载体正在得到发扬光大。因此我们可以

说，20世纪后半叶是东亚佛教另一次复兴时期，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如果我们希望中国文化得到健康发展，如果我们希望仍然能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就必须以

“多元开放”的胸怀来对待西方文化，充分吸收西方文化，更新自己的传统文化，创造适应

现代社会生活的新文化。佛教伦理包含世俗伦理和宗教伦理两个层次，有助于净化人心，使

人们自觉地以崇高的奉献精神实践超越的爱，这也就是有助于把一般的人提升为高尚的人。

就改变人类与自然关系的错误观念而言，东方思想，特别是产生于古代印度，兴盛于古代中

国的佛教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思想资源与道德资源，许多有益的启迪。去掉了这些思想的宗

教外壳，并从这一立场出发，在今天我们为保护人类生存环境而奋斗的过程中，必须重视、

总结和利用这些资源。今天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佛教仍然具有重要的批判借鉴价值。

今天我们有两点应重新认识。一是要消除对佛教的误解。二是佛教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本质不同，但存在很多共性。５０年代以后，中国大陆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研究

佛教思想史，对佛学研究起到重大的影响，并不亚于前半世纪的研究，应该肯定，本世纪以

来的治学的路向正在走向多元化、多学科。百年的佛教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热点，但

基础资料的重建仍然应是当前工作的重点。佛教研究课题现代化主要体现在：１，重新研究

当代佛教。２、重视研究与现代社会文化生活关系密切的问题。３、研究古代佛教时要有新

的视角。４、注意研究国外的发展状态。研究方法现代化主要体现在：１、注重多学科的专

门和综合研究。２、重视佛教文化与其它文化形态的比较研究。３、提倡合作研究。研究手

段现代化主要体现在：１、重视外语基础。２、运用微机技术。３、加强图书资料的基本建

设。未来的中国佛教能否可以走居士佛教的道路，或者说，居士佛教是未来佛教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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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个可以值得讨论的话题。日本学者说，人们开发自然，通过科学技术来利用自然，虽

然创造了现代文明，但自此以后的时代中，人们必须探索与自然共存、与自然和谐生存的方

法。在追求这一理念中，我认为对东方的自然观，其中包括佛教的自然观进行再认识。这种

意识，就是我们心目中的恢复东方的自然观，人与自然能够共存的文明的确立才是文明转换

的目标。只有东方的自然观才能够作为支撑它的精神支柱。现在的佛教研究，过于偏重于对

过去文献的历史研究，缺乏探讨这种可能性的态度。佛教研究本身已经受到近代欧洲精神的

束缚，已无法期待从中产生新的思想。我们已经意识到近代欧洲的精神与传统佛教之间的矛

盾。这次会议表明，中国的佛学水平正在提高，正在与国际佛教研究接轨。佛教与现代社会

的关系正在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怎样发挥佛教的优良传统，更好地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服

务，不仅是佛教界的责任，也是学术界值得深思和总结、义不荣辞的一项重要任务。 

        此外，今年还有两次学术会议，它们是： 

        一、巴蜀暨名山文化讨论会 １９９７年５月１６日至２０日于四川乐山市举行。

乐山市大佛节宗教部主办。 

        二、指空在中国、韩国传播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 １９９７年８月９日至１２日于

云南昆明连云宾馆举行，云南社会科学院和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等单位主办。参会代表４０

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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