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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會議報導】 

第四屆海峽兩岸弘一大師德學會議概述 

 

陳星 

杭州師範學院弘一大師‧豐子愷研究中心主任 

   

    由台北弘一大師紀念學會主辦的「第四屆海峽兩岸弘一大師德學會議」，於二○○一年

九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台北舉行。本屆會議收到學術論文十九篇，來自海峽兩岸的十四位學

者參加了會議並宣讀了各自的論文。一位台灣學者，三位大陸學者，一位日本特邀學者因故

未能到會，其論文由會議安排宣讀。會議期間，學者們對宣讀的論文進行了熱烈的評論和探

討，學術氣氛十分濃厚。 

  九月十五日上午，會議的開幕儀式由星雲大師主持。隨後，星雲大師就弘一大師在中國

佛教史上的崇高地位和人格典範意義發表了精彩的演講。星雲大師說：在這個世間，有些人

還健在，但已被別人遺忘，有些人去了，但永遠被人們懷念。弘一大師就是一位被後人深切

緬懷的高僧。他的言與行、德與才、因與果，無處不散發出一位偉人的光彩。星雲大師曾於

一九九七年八月主持過「第二屆弘一大師德學會議」的閉幕式。本屆會議大師再度親臨會場，

受到與會學者和來賓的熱烈歡迎。開幕儀式後，弘一大師紀念學會組織的弘一大師音樂合唱

團還演唱了弘一大師李叔同的藝術歌曲。  

  「弘一大師德學會議」由陳慧劍居士創辦的弘一大師紀念學會主辦。第一、二、三屆會

議已分別於一九九五年、一九九七年和一九九九年成功舉辦。陳慧劍居士是弘一大師研究之

耆宿，前三屆會議和本屆會議的前期籌備工作均由陳居士親自組織協調。二○○一年四月十

二日，陳慧劍居士往生。弘一大師紀念學會現任理事長侯秋東教授和廖麗玉秘書長等繼承陳

慧劍居士的遺志，使本屆會議得以順利召開。 

  近數年來，海峽兩岸的「弘學」研究方興未艾。杭州師範學院弘一大師‧豐子愷研究中

心更是在二○○○年十月弘一大師誕辰一百二十周年之際，舉辦了首次「弘一大師研究的國

際性學術研討會」，來自美國、日本、新加坡、加拿大及中國的六十餘位學者和嘉賓參加了

會議。台北弘一大師紀念學會致力於推動海峽兩岸弘一大師研究活動，應邀參加本屆德學會

議的大陸學者來自杭州、天津、溫州、南京、廣州、長春、洛陽等地，皆一時之選。在本屆

會議上發表的十九篇論文是： 



《普門學報》第 6 期 / 2001 年 11 月                                               第 2 頁，共 6 頁 

學術報導 / 第四屆海峽兩岸弘一大師德學會議概述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台灣學者之論文： 

昭慧法師 「弘一大師著〈四分律比丘戒相表記〉在律學上之地位與特色」 

慧觀法師 「論弘一大師修習淨土所謂『去去就來』對後人的提示」 

于凌波 「弘一大師人格範式對當代佛門緇素的影響」 

李璧苑 「從弘一大師的書信簡中試探其人格風範」 

侯秋東 「弘學泰斗  佛門赤子──陳老師慧劍居士」 

大陸學者之論文： 

沈金梅 「李叔同『天津時期』開始交往的有關人物」 

李載道 「試論天津地域文化對李叔同青少年時代的影響」 

郭長海 「弘一大師出家前佚失史料綜論」 

徐正倫 「試析李叔同早年的『寄情』生活」 

李莉娟 「佛光開霽  史略鉤沈──弘一大師生前身後，天津市出版書刊，創立之紀

念機構、場所、文物之彙述」 

業露華 「九十年代弘一大師之研究」 

崔  錦 「弘一大師『天津時期』金石作品考析」 

戈悟覺 「弘一大師『溫州十年』僧俗道誼合論」 

曹布拉 「弘一大師與葉為銘的友誼及道誼」 

陳  星 「弘一大師與堵申甫的友誼和道誼」 

洪修平 「從『念佛禪』看弘一大師修習念佛法門思想」 

劉繼漢 「弘一大師著〈南山律在家備覽略篇〉對在家居士禁戒之提示與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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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  雋  「弘一大師『華嚴思想』之探究及歸向──從中國華嚴與淨土交涉的歷史    

看」 

  另有日本學者西槙偉「論青年時期之李叔同人格模式與藝術風格」一文。 

  上述諸文，大約可以分作四類：弘一大師佛學思想研究、弘一大師──李叔同青年時期

事迹與藝術研究、弘一大師交遊研究和弘一大師人格風範及「弘學」研究之研究。以下分別

概述之： 

一、 弘一大師佛學思想研究 

  昭慧法師「弘一大師著〈四分律比丘戒相表記〉在律學上之地位與特色」，一文認為從

律學十大原理溯源法，與文獻學、史學、倫理學、法律學、社會學研究之相關方法來看待「學

尊南山」之傳統宗派研究法，會覺得有所不足，但在弘一大師的時代，能夠做到個人生命最

大極限的發揮，其德業是永垂不朽的。為此，論文在分析了《四分律比丘戒相表記》在律學

上的地位與特色後，作者強調，弘一大師的《四分律比丘戒相表記》無論是在「易於普及」

或「易於檢索」方面，都有諸部律疏所無法取代的功能。而從其所摘引的律疏雋句中，亦可

窺見大師對時代佛教的憂懷。 

  慧觀法師「論弘一大師修習淨土所謂『去去就來』對後人之提示」一文，論述了弘一大

師「去去就來」的悲願、淨土法門「去去就來」之意義、行人對於「去去就來」之修習，認

為「去西方，來娑婆，去去就來，去來自如，這是品位很高的，依《觀經》所言，大師之修

持，必是『上品上生、乘願再來』無疑。」為此，「隨喜讚歎弘一大師之餘，我們應當發至

誠心、深心、回向發願心，而慈心不殺具諸戒行，讀誦大乘方等經典，修行六念，回向往生

西方上品上生，並去去就來，回入娑婆，廣度眾生。」 

  劉繼漢「弘一大師著〈南山律在家備覽略篇〉對在家居士禁戒之提示與其特色」，強調

《南山律在家備覽略篇》具有「廣博詳盡」、「嚴謹及其權威性」、「圖表索驥」等方面的

特色，並結合論者本人在家修行的體會，指出不論出家、在家，亦不論對佛教有信仰或沒有

信仰的文化人，讀《南山律在家備覽略篇》都會體悟到弘一大師對人間的關愛和此著的現實

意義。 

  洪修平、龔雋二教授是參加此次會議的兩位大陸佛學專家。前者「從『念佛禪』看弘一

大師修習念佛法門思想」主要探討弘一大師修習念佛法門的思想。論文首先論述了禪與念佛

及念佛禪，其次概述了念佛禪在中土的流傳發展和演變，繼而探討了弘一大師修習念佛法門

的思想及其特點，最後還對弘一大師的念佛對當代佛教發展的影響作出了分析。文章認為，

念佛與禪，本來就關係密切，特別是在中國佛教中，兩者尤有特殊的因緣。弘一大師提倡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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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並不意味著排斥經教與禪修，他主要是從「最契時機」和「無人不可學，無處不可學」

的方便角度提倡念佛法門的。弘一大師提倡的念佛對淨化人心有積極的意義。龔雋「弘一大

師『華嚴思想』探究及歸向──從中國華嚴與淨土交涉的歷史看」，探討《華嚴經》中有關

念佛與淨土的觀念，以及弘一大師對此的引深和發揮。認為弘一大師的修行實踐是以華嚴為

境，以戒律為行，以念佛為果。弘一大師是重於言默行證的高僧，從思想上看，弘一大師並

不熱心於華嚴與淨土之間的關係上作過多的義理發揮，開展義學家式的緊張會通，而是重於

實地自修與化導勸學。 

二、弘一大師──李叔同青年時期事迹與藝術研究 

  李載道「試論天津地域文化對李叔同青少年時代的影響」，認為從李叔同的家世及接受

的經史教育，李叔同的師承關係及早期交往，天津的地域文化特色為他早期知識的積累和思

想的形成打下了根基，受到多方面的藝術熏陶，留下了一定的故園情結。 

  崔錦「弘一大師天津時期金石作品考析」，主要就天津收藏和發現的李叔同信劄和金石

作品作了詳盡的考析，從而探索了李叔同與當時天津著名書、畫、金石家的交往情況及其青

少年時代刻苦研習金石書法的歷程。解決了一些長期使研究者感到疑惑的問題。 

  徐正倫「試析李叔同早年的『寄情』生活」，認為李叔同早年與藝妓、坤伶和歌郎來往

是因為他當時的生活場景和受中國傳統文人負面影響所致，並對西方文明作了片面理解。作

者認為對於李叔同的這段歷史不必迴避，也無需誇大和渲染。 

  郭長海「弘一大師出家前佚失史料綜論」根據作者長期的資料收集整理，對福建版《弘

一大師全集》的缺漏作了難能可貴的資料補充。這些缺漏中計有詩詞、書信、文章、書法、

繪畫等。 

  日本學者西槙偉「論青少年時代李叔同人格模式與其藝術風格」，著眼於李叔同青少年

時代的行為處世，並以一些藝術作品為例附帶亦研究了李叔同早期藝術風格，用日本學者的

獨特視角看待李叔同的早期人格藝術特色，可資研究參考。 

三、弘一大師交遊研究 

  沈金梅「李叔同『天津時期』開始交往的有關人物」，是本次會議文字最多的一篇論文。

文章分師友、藝友、戚友三類，部分內容近乎辭典形式，詳細記述了李叔同「天津時期」交

往過的人物。無疑，該文對研究李叔同早期的交往有著重要的參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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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星「弘一大師與堵申甫的友誼和道誼」，由「堵申甫生平初探」、「弘一大師致堵申

甫書信考」、「弘一大師與堵申甫的交遊」三部分組成。文章解決了長期困擾「弘學」界的

有關堵申甫（弘一大師的護法）生平問題，並在考證弘一大師致堵氏書信的基礎上，詳述了

大師與堵申甫交往的過程，尤其在弘一大師《斷食日記》流傳問題、堵申甫參與弘一大師護

教問題和堵申甫參與轉送弘一大師遺骨等問題上有新的發現。 

  曹布拉「弘一大師與葉為銘的友誼及道誼」，主要從弘一大師致葉為銘的書信，探討大

師出家前後與杭州西泠印社元老葉為銘的特殊交往。文章清楚地交代了葉為銘其人，糾正了

以往有關葉為銘是西泠印社社長的誤會，並對弘一大師與葉為銘此時期交往的三個階段分別

作了分析介紹。 

  戈悟覺「弘一大師『溫州十年』僧俗道誼合論」，綜述了弘一大師在浙江溫州的交遊情

況。由於弘一大師在溫州的蹤跡是以往「弘學」研究中的薄弱環節，所以本文所揭示的史料

對日後弘一大師研究有著不可忽視的參考作用。 

四、弘一大師人格風範及「弘學」研究之研究 

  李璧苑「從弘一大師書信簡中試探其人格風範」，在較能反映弘一大師為人及品行的書

信中探尋弘一大師的人格風範。認為在弘一大師的書信簡中展現了大師的為人特質、修學特

質和大悲的人格風範。作者在文章最後寫曰：「風，象徵著一種影響力；範，是具體成型的

榜樣。研究弘一大師的人格風範，並非摹仿其外在形式，而是學習他時時覺照心念的動靜，

以戒為師，改過遷善！」 

  于凌波「弘一大師人格範式對當代佛門緇素的影響」，雖也介紹了其他一些受弘一大師

影響的法師、居士，但與侯秋東教授《弘學泰斗   佛門赤子──陳老師慧劍居士》主要介紹

陳慧劍居士一樣，也用了許多篇幅頌揚了陳慧劍居士對佛教、社會文化和對弘一大師研究的

貢獻。這兩篇文章在本次會議中出現，自有其特別的紀念意義。 

  李莉娟「佛光開霽 史略鉤沈──弘一大師生前身後，天津市出版書刊，創立之紀念機

構、場所、文物之彙述」和業露華「九十年代弘一大師之研究」是兩篇「弘學」研究之研究

的文章。前者著眼於天津，後者著眼於中國大陸。都是作者經過一番調查研究後整理出來的

弘一大師研究歷程的史料性論文，值得研究者重視。 

  弘一大師的精神和風範猶如一座雄奇的大山，要探索這座大山的無窮寶藏，必用各種資

源才能得到理想的結果。由於地緣、環境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海峽兩岸的弘一大師研究呈現

著不同的特色。大陸的弘一大師研究在史料的發掘方面取得了顯著的成績，尤其是在近年來

或發現或考證出了許多新的研究資料，為弘一大師研究奠定了堅實的基礎。雖然大陸學者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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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來也在弘一大師的佛學思想研究方面湧現出了不少成果，但相對而言，台灣的弘一大師研

究者，則在弘一大師佛學思想研究中成績更為突出。兩岸學者的研究相輔相成，使弘一大師

研究在近幾年呈現出百花齊放的格局，令人欣喜。隨著時間的推移、研究工作的不斷深入，

兩岸的「弘學」還會不斷趨向融合。這也必將使弘一大師研究得到進一步的昇華。還有一個

問題在本次會議上也得到了學者們的共識，即在開展弘一大師研究的同時，也不能忽視對弘

一大師精神品質的弘揚。在這方面有許多工作可做，佛學方面的，精神文明方面的，藝術方

面的都是如此。 

  九月十七日下午，「第四屆海峽兩岸弘一大師德學會議」閉幕。閉幕式由法鼓山聖嚴法

師主持。聖嚴法師在發言中給弘一大師以高度的評價。認為弘一大師做什麼像什麼，像什麼

是什麼。弘一大師像中國現代佛教界的一盞明燈，給人以光明和啟誘。杭州師範學院「弘一

大師‧豐子愷研究中心」主任陳星教授代表大陸學者發言，感謝會議期間會議組織者的深情

款待。尤其是在會議期間，台灣遭遇了罕見的狂風豪雨，納莉颱風給台灣帶來了天災，損失

慘重。在這種情況下，會議組織者仍堅持崗位，為開好本次會議犧牲自我，付出巨大，全體

與會者為此深表敬意。閉幕式後，兩岸學者依依作別，相約來日再度聚會。 

問題與思考 

  毫無疑問，本屆會議取得了圓滿成功，推動了海峽兩岸弘一大師研究事業的發展。但這

是對於總體而言的。在肯定成績的同時，透過本屆會議，我們仍可清醒地看到弘一大師研究

方面所存在的的問題。 

  就會議自身而論，這次提交的論文質量總體值得肯定，但由於論文題目直接由會議指定

（一般來講以指定範圍為妥），論文作者較難以己之長作最大限度的發揮；會議要求論文字

數不得少於八千字，致使某些原本可以用簡潔明瞭的表述即可說明問題的論題添加了一些沒

有必要的贅文。 

  就研究者而論，目前較為嚴重的問題表現在兩個方面： 

  一是部分研究者的學術觀念和研究方法存在著或多或少的誤區。主觀想像替代了實際史

實，對佛學的一知半解生硬地化作了理論原則，以致對部分論文的評論幾乎成了糾錯的會審。 

  二是以往弘一大師研究中的失誤沒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夠重視，建立在錯誤史料基礎上的

論述成了一紙沒有實際價值的空文。 

  希望日後「弘學」研究界能對以上兩方面的問題給予充分的留意，以最短的時間對以往

的失誤作出及時的糾正，使弘一大師研究儘早在真實的意義上加以理論上的發揮和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