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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佛教日益成為東亞諸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繁榮的推

動力量。日本、韓國的佛教為了適應戰後的變化都作了自我的調整，提

出了「世俗化（人間化）、現代化和科學化（理性化）」的道路，並從

教義、組織、儀式和宗教行事等方面，都作了一系列的、深入的改革，

以適應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改革。外蒙、俄屬亞伯利亞地區的喇嘛教在

擺脫冷戰影響後，迅速得到了恢復和發展，大批寺院已恢復或重新建立

起來，佛教的歷史文物也由國家博物館歸返寺院，佛教在政治和社會生

活中表現出十分活躍，湧現出了不少佛教的政黨和社會團體，佛教的意

識形態正在指導著人民的精神活動。 

總之，佛教在東亞地區的職能已由原來的宗教或個人精神解脫日益深入

到社會、文化生活等各個方面，與政治經濟結下了不解之緣，佛教的道

德、倫理正在轉變成為社會公德或職業道德。東亞的佛教徒正在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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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經濟繁榮、實現民族權利和人民民主、改善生態環境等等，作出

不懈的努力。 

關鍵詞：1.復興 2.人間化 3.普渡 4.喇嘛教 5.扎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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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毗鄰我國的日本、韓國、蒙古等盛行佛教的國家，

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都取得了舉世矚目的成就。日本自 1955 年起，

國民生產總值已僅次於美國而佔世界第二位；韓國在過去三十年間國民

生產總值增加了 133 倍，人均產值增加了 6.3 倍，當前國內生產總值已

佔居世界第三位，從一個落後的農業國、殖民地變成了一個高技術和高

度工業化的國家。我國從改革開放以來，圓滿地完成了三個五年計劃，

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取得了的成就，世界刮目相看。人們不禁要問，

東亞經濟的發展究竟與它的歷史文化背景有著什麼關係？有人認為在

冷戰以後，亞洲的民族宗教意識或者宗教文明正在作為國家或民族之間

關係的準則，日益起著重要的作用，東亞的價值觀、倫理思想形成了使

東亞社會實現經濟繁榮、進步，公民關係和諧以及法律秩序的基礎。東

亞最重要的文化傳統是起源於印度，繁榮於中國、日本、韓國的佛教；

和起源於中國，發展於東亞和東南亞諸國的儒教。在東亞地區進入近代

以後，佛教文化與儒教文化雖然不能說完全融合了起來，但已形成混合

的基礎，這些融合在中、日、韓流行的很多佛教宗派和儒家的某些思想

體系中可以清晰地見到。例如：天台宗是我國最早誕生的一個佛教宗

派，具有我國的民族特徵，這個宗派把印度佛教的中觀哲學和儒家思想

有機地結合起來，把儒道的心性論，特別是以道德為根本的善惡人性論

與佛教的輪迴業報思想撮合在一起，鼓吹具有泛神論的「無性有情說」，

重視中國傳統的直覺思維方式與條理清晰、通俗易懂的注釋方法等等。

禪宗在堅持佛教立場、觀點和方法的同時，竭力將儒家的心性學說和老

莊的自然主義融入到禪學體系中去。從菩提達磨的「與道冥符」到神秀

的「觀心看淨」都可以看到儒、道的影響。 

一 

眾所周知，日本佛教是在古代通過韓國傳入的，在漫長的歷史發展過程

中一直作為國家的意識形態和組織制度。戰後日本佛教對在二戰中追隨



軍國主義的錯誤行動作了懺悔，從而回到了正常的道路上去。五十年

代，隨著日本經濟的恢復和發展，日本佛教也適應戰後資本主義的需要

而急遽發展，提出了要成為「為社會活動著人們的佛教」，也就是「人

間的佛教」。為此，他們首先改革了盛行幾百年的「本末制度」（本山

──末寺的隸屬關係），突破了舊時宗派的束縛，很多宗派紛紛脫離原

有的隸屬關係宣布獨立。如四天王寺、聖護院、淺草寺等宣布脫離天台

宗，另創很多新宗；淨土宗總本山知恩院宣布脫離本宗，創淨土宗本派；

真言宗的 120 所寺院自己獨立，創空海宗，這些改變雖然喪失了戰前的

「公認地位」，但是也改變了傳統的寺院經濟模式，以適應戰後的自由

經濟和民主政治的需要，與此同時，還打破了過去單一經營法事活動的

方式，向多種經營方式轉變，不少寺院創辦了非宗教性的賓館、飯店等

事業，甚至向企業入股投資或出租土地等，以增加經濟收入；其次為了

適應戰後民主浪潮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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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立了教派內部或教派聯盟形式的種種改革組織，如「佛教社會主義同

盟」、「宗教革新全國同盟」、「民主大同盟」、「全國佛教革新聯盟」

等等，這些「佛教教團革新的核心是改變以『家』為本位的舊有體制，

使之成為真正基於個人的信仰。具體內容是：廢除宗教代表者與行政負

責人的一元制……；加強寺院與信徒的聯繫，擴大信徒對教團事務的發

言權；吸收信徒參加宗務管理機關，實行僧俗一體化的管理機制，注重

社會實踐，開展多樣化的傳道活動」。[1] 

日本佛教在戰前僅有 13 宗 56 派，戰後有 13 宗 270 個教團，至 80 年代

已發展至 157 個教派，其中天台系 20 個，真言系 47 個，淨土系 47 個，

禪宗系 22 個、日蓮宗系 38 個，奈良佛教系 6 個。[2]根據 1991 年日本

文部省文化廳在《宗教年鑒》中發表的統計數字，佛教徒總數為

84,005,633 人，佛教團體為 85,318 個，佛教寺院為 74,736 座。這些教派

中很多積極參加日本國內外的政治和社會文化活動，有的還組織了政黨

（如「公明黨」）和政治團體，參與議會的選舉和國家行政的事務，與

政治結成了不解之緣。近年來，不少信徒積極參與禁止核武器、保衛世

界和平、反對安保條約等和平運動和改善生態環境、保護自然界的活動

等。佛教團體還與教派神道、新興宗教團體、基督教等發動了聲勢浩大、

連續不斷的反對靖國神社國有化和復活軍國主義的鬥爭，此外，在開展

增進各國佛教徒之間的友誼、中日友好交往活動等方面也作出了值得稱

讚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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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化是日本傳統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它對日本的社會、文化生活

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目前日本佛教各宗派舉辦的教育設施遍及日本的

都、道、府、縣，也深入到大中小學及幼兒園等各個層次。據不完整的

統計，有佛教大學 31 所，大學院 17 所，短期大學 51 所，高等學院 113
所（高中），這些學校不僅傳授佛教的專業理論知識和修行實踐，培養

佛教的精神和情操，而且也講授一般的文化知識。在不少佛教團體中還

建立了自己的音樂團體，利用佛教節日、集會商社會活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