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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報導】 

二十一世紀佛教研究的斷想 

 

黃夏年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編審 

       

    佛教研究一直是我國傳統的治學內容之一。進入二十世紀以後，我國的佛教研究因受到

西方的影響，有了一個較大變化。現在二十世紀已經過去，二十一世紀開始到來，在新世紀

裡我們應該怎樣去發揮佛教研究的優勢，開拓新的局面，是一個重大的課題。本文即在這方

面提出一些粗淺的看法，拋磚引玉，供大家參考。 

一 

    筆者曾在幾年前寫過一篇文章[註 1]，內容是談當前佛教研究的現狀以及未來的設想，文

中認為：「當前我國的佛教研究以漢地佛教成果最多，藏傳佛教次之，印度佛教再次之，雲

南上座部佛教復再次之。研究的熱點，就漢傳佛教而言，是禪宗的研究；就藏傳佛教而言，

是格魯派；就印度佛教而言，是中觀派。雲南上座部佛教至今還沒有形成氣候，看不出熱點

所在。」又「由於隨著人們對近代中國走過的沈重道路進行反思，於是近現代中國佛教的研

究正在悄然興起，並且有可能成為新的熱點。在現有的研究中，又以歷史的研究最突出，許

多有影響的研究都表現在這方面，相比之下，對教義的研究卻正在萎縮，尤其是這幾年在佛

學理論方面還沒有影響較大的成果出現。又由於教義研究不深入，使一些其他研究也受到了

影響。」還存在著綜合研究的水平不高。 

  為此，筆者針對上述情況，曾提出了以下幾條對策： 

  (一)在資料上要繼續進行系統的整理分類，許多重要的佛教典籍和史料要進行校勘、標點

和專門的研究，這是佛教研究的基礎工程。尤其是藏文、傣文等佛典的研究。 

  (二)對許多歷史上做過貢獻的佛教僧人和學者，除了撰寫論文之外，還應該給他們立傳，

寫出一些有份量的傳記，給予他們正確的評價。對一些於佛教深有研究心得的學者，應該組

織編輯出版他們的論文集，肯定他們的歷史作用，保存這方面的資料。這種作法，一是將已

有的研究精品匯總，避免像古代曾經出現的那種《成實論》研究的資料全部散佚的情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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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總結現有的學術成果，避免在今後的學術研究中再出現重復勞動的情況，並提供一個正確

的學術研究指南。 

  (三)在宗派研究方面，除了禪宗、格魯派以外，其他淨土、天台、法相、密、華嚴等各宗

也應有深入的研究，藏傳佛教和雲南上座部佛教各宗派更是必不可少，爭取全面開花，體現

出中國佛學研究的整體性。 

  (四)佛教史的研究，重點應放在宋以後，對宋、元、明、清等各朝的佛教多做一些研究。 

  (五)加強一些專題或綜合的研究，改變現存的薄弱環節。如一些佛教重要名詞系統的地研

究。一些地方佛教研究也要加強，特別是佛教幾大名山和重要寺院更應注意。還要努力開發

佛教民間化、佛教美術、音樂、文學和倫理等方面的課題研究，對曾經影響了自然科學發展

的佛教醫學、生理學、心理學、天文學、化學等課題給予充分注意。藏傳佛教要注意西藏以

外藏區的佛教及其影響。雲南上座部佛教的研究現今可以寺院和人物為研究重點，先走出開

拓性道路。同時還要注意三大教之間的比較研究，以經典、僧制的研究為契機。 

  (六)新的綜合辭書的編纂應暫緩，鼓勵編纂專科辭書。但是在編辭書時要超過台灣的《佛

光大辭典》。 

  (七)現在編纂佛教寺誌叢書的條件已經成熟，可以組織力量編寫。在全國各省的宗教誌基

礎上，新編《中華佛教誌》的條件也已成熟。 

  (八)社會主義時期的佛教等課題是亟待探討的內容，為重點的重點。當前不管是佛教界還

是職能部門，以及學術界，都面對著處理佛教與現代社會的協調問題，它關係到未來的中國

佛教的運轉和發展，事關重大。當代佛學研究也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九)世界佛教的研究應納入日程，目前可以編寫出各國佛教的斷代史或各國佛教概論，如

《近代世界佛教史》、《古代世界佛教史》、《世界禪宗史》等等。對我國周邊國家的佛教

也應加強研究，如越南佛教的研究是當務之急。 

  (十)加強對世界佛教的現狀研究。 

二 

  現在我們進入二十一世紀了。時間雖然短暫，只是歷史長河中的一剎那間，但是我們面

對的形勢卻有了很大的變化，特別是佛學研究的情況，與上一世紀末相比，又有了一個飛躍

的發展。進入新世紀的佛學研究領域，我們仍有必要對現有的成果做一番檢視，只有瞭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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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和現在，才能更好地進入將來。我以為，我們首先要做的工作還是先查查家底，看看我們

曾經有些什麼？ 

  簡單的說，「查家底」的工作對我們來講並不是一件容易的工作，因為過去一百年來，

我國的佛學研究走過不少的彎路，存在不少的困難。這些困難首先表現在我國的佛教從大面

上講有漢地佛教、藏傳佛教和雲南上座部佛教三大系；從小的方面講，屬於漢地佛教有禪宗、

唯識宗、淨土宗、華嚴宗、密宗、三論宗、律宗等八宗，屬於藏傳佛教有格魯派、薩迦派、

噶舉派等，屬於雲南上座部佛教的有花園寺派、擺莊派等等，加上這些派別各有自己的分支、

經典，儀式、組織以及宗教領袖等等，內容太泛，包羅又廣，故研究的範圍太大，很難包全。 

  其次，二十世紀中國的歷史是一個經歷了很多挫折、變化巨大的轉折時代，佛教在這個

動盪的社會，承受了諸多的苦難，佛學研究的領域也在某種程度上與佛教一同承受了一些苦

難與曲折，它需要我們進一步深入的反思，我們現在還不能夠完全對此有一個非常全面的認

識。 

  第三，二十世紀以來的動盪社會，使得許多寶貴的資料散佚，搜集起來非常不容易，雖

然曾有個別的人和刊物以及組織過這方面的搜集資料工作，但是在浩如煙海的資料中來進行

淘金，是一件不易的工作，雖然這一情況，直到近年來才得到改觀，開始有人陸續整理出版

目錄、撰寫研究綜述，但這遠遠跟不上現在迅猛而起的佛學研究形勢的發展。 

  對一百年來的佛學研究的評價者現在還不多，筆者雖也寫過一些這方面的文章，只是出

於工作需要，作一些介紹性的內容，尚談不上什麼總結性。葛兆光先生他曾經關注到這個問

題，撰寫文章，提出過比較有意義的觀點。他認為：二十世紀中國宗教史研究的路徑，「大

體可以分為文獻學與歷史學研究階段（一九五○年以前）、哲學史階段（一九八○年以前）、

社會文化史研究階段（一九八○年代），以及近來剛剛出現，也許會持續到下一個世紀的宗

教史研究轉型階段」[註 2]。佛學則在這三個階段中是最突出，倍受關注的學問。我們應該看

到，二十世紀的中國佛學一方面是世界佛學研究的體現，另一方面又是與中國社會政治現實

相結合的產物，由於中國社會在二十世紀的特殊表現，注定了他所走過的獨具特色的道路，

我們所說的「查家底」，實則可以以葛先生所說到的幾個階段的特點而予以展開。 

  佛教史學的發達，應該算得上是葛先生所說的第一階段的明顯成果。的確能夠經得起考

驗，被視為佛學名著的大部分史學著作，主要出在這一時期，如湯用彤、陳垣、周叔迦、蔣

維喬、黃懺華等前輩的著作，直到現在還一直被人們反覆閱讀。這些著作的特點是：考證精

到，材料翔實，論證充分，體現了老一輩學者的深厚文史功底，是我們後人傚法的楷模。胡

適的著作也可以算在其中，但是由於他過分於「標新立異」，因之難免會有不確之處，但是

他給後人的影響卻始終存在，特別是對研究禪宗的人來講，胡適的著作不可不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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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紀八○年代，由於改革開放和解放思想，佛教恢復了活動，佛學研究也開始繁榮，

這時進入了「哲學史的階段」，由於已經有了前期的「文獻學與歷史學研究」墊底，於是我

們再次看到一些佛教史學著作的出版，比較重要的是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第一、二、

三卷，主述隋唐以前的佛教歷史。此書基本上囊括了已有的學術成果，並吸取了國外的一些

研究成果，體現了當代佛教史學方面的最高水準，可惜的是全書計畫八卷本，但是後五卷一

直沒有出來，而根據二十世紀學術界的研究情況，隋唐以前的研究一直是二十世紀的重頭戲，

薄弱的是宋以後的佛教史，所以後五卷的出版必將引起學術界更多的關注。呂澂先生的兩部

著作，即《印度佛學源流略講》和《中國佛學源流略講》也是重要的世紀名著，學者認為此

書還是一個提綱挈領性的綱要著作，如果就此展開，將能寫出一本高質量的佛教通史出來。 

  值得提出的是，近年來對宗派史的研究取得了不少的成果，禪宗的研究是顯著的成果，

已經出版了具有學術創新意義的著作大概有十本左右，其中杜繼文和魏道儒的《中國禪宗通

史》、潘桂明的《中國禪宗歷程》，以及洪修平、邢東風、葛兆光的斷代禪宗史的著作都有

顯著的學術價值。學者在撰寫禪宗史學著作時，都注意到了發揮自己的特長，並且少於重復

人家的研究，重點研究是在斷代史上，如麻天祥的《中國禪宗思想史》側重於宋代以後的禪

宗研究，對唐代的禪宗著墨不多。葛兆光的《中國禪思想史》雖然主述宋以前的禪宗，但是

他把精力主要放在了考史的功夫上，因此有評介前人得失的特點。楊曾文的《唐五代禪宗史》

則充分吸取了日本學術界的成果，彌補了中國學界的不足。以上的一些著作，除了《唐五代

禪宗史》以外，大多數人的著作還是側重於思想史的研究，史學的份量似還不夠，反映了我

們幾十年來哲學史研究的風氣，也與作者大多數都是哲學專業畢業的人有關。二○○一年吳

言生的《禪宗思想淵源》、《禪宗哲學象徵》、《禪宗詩歌境界》三書的出版，為禪宗的研

究增添了新的成果。作者係研究文學的學者，因此此三書的重要特點是在禪宗文學方面作了

比較系統的梳理，使禪宗研究在文學史的領域有了一個較大的突破。此外像《華嚴宗通史》、

《淨土宗通史》、《三論宗通史》、《中國密教史》乃至東南亞佛教史的專著等都已經有人

做出來了，這些著作雖是開先之作，有些成果也不是十分理想，這應與這方面的研究不發達

還有一定的關係，此外在利用現有的學術研究成果上還做的不夠，因此在這方面還有廣闊天

地可為。總之，在史學方面我們已經走出了寫通史概論的階段，正在朝著縱深的方向發展，

體現了「宗教史研究階段」的特點。 

  還應當提出的是，近年來在中國佛教近代史的研究方面我們有了長足的進步，至今已經

出版了七本專著，這些專著也是各有所長，有的側重於史料的挖掘，有的側重於議論，有的

側重於體系的建立，有的側重於資料的介紹等等。研究近代史，實際上為現代佛教服務的，

由於這些研究事關佛教的慧命，因此這些著作的出版本身就具有了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但

是由於受到資料的限制，這些研究成果在大的問題上已經有了比較明晰的認識，在重大事件

上也做了較深入的挖掘，可是還有一些問題還需要進一步清理，一些人物的研究還有必要加

強，不過在筆者看來，更重要的還在於資料的整理，舉例來說，僅二十世紀上半葉，佛教界

曾經盛行辦刊辦報，有的報刊還辦的非常有特色，據不完全統計達到二百種以上，然而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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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已經見不到這些刊物了，所以這樣一來相對增加了研究的難度。台灣的張曼濤先生曾經

整理過一些有用的資料，但是這些資料主要出於十幾種刊物，大部分資料還未能充分利用，

如果真的能把這方面的資料都儘可能的找出來，也許我們會有一個新的看法，對某些人物的

評價也會發生變化。因此對近現代的研究，仍有加強的必要。特別是在專題和個案研究方面，

更要深入為是。 

  對當代佛教的問題的研究，也是這幾年才開始出現的。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可能來自

這樣幾個方面：一是由於前段時間的佛教研究處於沈寂的狀態，恢復研究活動後，準備不足，

拖延了時間；二是政府和佛教界重視了這方面的研究，像這幾年的課題研究指南有意向當代

問題傾斜，佛教界也需要一些新的理論出台，以能為解決某些問題提供一些思路或意見。但

是在具體研究活動中存在種種的不便，故當代佛教的研究雖然已經引起大家的重視，可是成

果不多，連一些調研的報告也很少發表，有的人寫文章氣勢宏大，立論鮮明，但在行家的眼

裡卻覺得有隔靴搔癢的感覺，抓不到點子上，看來難度很大，特別是上昇到理論高度的文章，

對現狀有針對性的研究，更不好寫，所以要說查家底的話，我以為這方面的家底最為薄弱，

而且這種局面看來短期內鮮有改觀。 

  我們對佛教人物的研究已經取得了一定的成果，百年來最熱門的人物應屬玄奘，因為它

對中國佛教的貢獻尤巨，一直受到人們的懷念與敬仰。僅在一九五○年代以後召開他的紀念

會和學術研討會就達五次以上，今年又要在西安慈恩寺再次召開紀念會。其次應是與天台宗

有關的智者大師的研究，因為他是天台宗理論的創立者，故在九○年代以後，已經召開了四

次會議，出版了幾本專著。再下來應是鳩摩羅什和鑑真，前者是在於它對中國佛教作的貢獻，

後者則是在中日佛教文化交流方面的成就。對這兩位先哲近年來都召開過紀念性的學術會

議。六祖惠能的研究也是百年來的研究的一個熱點，召開過一次學術討論會，但關於他的研

究專著則明顯地超過了羅什和鑑真二人。應該說中國古代佛教史上著名的僧人有很多人都被

不同程度地研究，但是在深入性方面還似欠缺。對近現代佛教人物而言，研究太虛大師的成

果應為最豐，這與他曾是當代佛教界領袖的地位有關，其中也包含了他豐富而深邃的思想，

特別是他的改革思想一直得到佛教界和學術界推崇。最近有關宗密的研究專著也已出版，這

本著作應能與國外的專著至少處於同等的水平，抑或超出也不為過。 

  二十世紀初楊文會居士領導的金陵刻經處是中國佛教出版業的執牛耳者，刻經處印經的

特點是校勘精到，斷句清楚，可信度高，故受到了學術界的推崇與使用。上半葉影印出版的

《磧砂藏》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趙城藏》的發現曾經引起了學術界和佛教界的重視，八

○年代以後，佛教界整理影印出版的《房山石經》和學術界以《趙城藏》為底本整理的《中

華大藏經》的出版則為此事畫上一個圓滿的句號。佛經的出版近年來一直是出版界的一個熱

點，標點本、選編本、白話本、影印本都在市場出現。但是其中很多都屬於經濟行為，學術

水平不是很高。有特點的還應是《藏外佛教文獻》。佛教界近年來也印了不少的經典，主要

用於結緣，有價值的不多。今年是敦煌藏經洞發現百年的紀念年，敦煌學的研究已經成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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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世紀最重要的顯學之一，涉足此領域者甚多，整理寫經的人大有存在，《壇經》的研究就

與敦煌熱有關。關於古代一般經典的研究涉入者雖多，大都是一些註疏本，真正專研某一部

經的人還是不多的。相比之下，佛教界內部的人比學術界的學者更重視通研一經的工作。 

  佛教哲學的研究一直是中國學術界的強項，而且從古到今歷代人士都重視這一理論的探

討。二十世紀的佛教哲學研究以《大乘起信論》辨真偽的爭論為始，之後轉向了唯識學的研

究，以歐陽竟無為代表的支那內學院的居士們在這方面做了不少的工作，呂澂、王恩洋、唐

大圓等人是佼佼者。五○年代以後，佛教哲學研究的最重要表現是方法論的轉變，即使用了

馬克思主義的方法來研究佛教的教義思想，老一輩的學者任繼愈和方立天的成績尤著，開啟

了一代學人。近年來關於儒釋道三教的比較研究正在開展，已經召開了三次這方面的會議，

但是鑑於這一課題難度很大，要想做的很有深度也不容易，所以目前還沒有很好的研究著作

出版。 

  如果說敦煌學的研究是佛教考古學在二十世紀上半葉的重頭戲，那麼二十世紀下半葉佛

教考古則取得了全面的豐收，法門寺的考古發現對中國佛教的研究具有改寫佛教史的價值。

五○年代以後，中國政府一直鼓勵學術界從事這一工作，曾經發起過幾次文物普查，最終建

立了全國性的文物網路，如今每個地區都有自己的文物部門，對當地的文物保護與研究起到

了直接的推動作用。此外國家多次組織大學考古系的師生調查研究石窟和佛教遺址，中國佛

教協會也曾經從事過這方面的工作，這些活動對中國佛教石窟和石經的勘察已經基本摸清了

現狀，而且還對石窟的分期也作出了界定，出版了具有保存價值的精美畫冊，現在又輸入電

腦，完成了資料庫的製作。佛教考古是二十世紀佛學研究取得最有成績的學科之一。 

  此外，就漢傳佛教的研究而言，二十世紀下半葉還在佛教文學、寺院經濟、語言學等方

面作出了不少的成就，其最重要的意義是在於開拓了新的研究領域。世紀末由於各地有一批

人士從事地方誌的編纂工作，其結果是推動了地方佛教文化的研究，特別是在中國佛教史上

比較重要、有影響的佛教地區，都有比較可靠的宗教誌撰出，而學術界也做了像上海佛教、

福建佛教等的研究，並出版了正式成果。 

  二十世紀上半葉對藏傳佛教更多的是處於瞭解和介紹的階段，許多藏漢僧人和居士通過

藏地與內地的交通，對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的互動起了推動的作用，特別是在介紹和翻譯藏

傳佛教的經典方面做了不少的工作，而密教的研究則占這方面研究的很大比重。五○年代以

後，出於現實的需要，一方面國家組織學者做了民族調查，保存了不少這方面的資料，而對

藏傳佛教史的研究是學術界的重點，王森先生的佛教史著作是這方面的代表作。特別是格魯

派的研究有突出的表現。寺院經濟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成果。八○年代以後，藏傳佛教的研究

有了飛速的發展，譯介了大量的藏文經典，歷史的研究基本上鋪開，各個宗派都已涉及而且

研究較為深入，但重點除了格魯派之外，與密教有關係的一些派別成為又一熱點，例如索南

才讓的《西藏密教史》就很突出，專家認為此書有體系，有深度，資料來自於第一手，較好

地釐清了西藏密教的歷史。藏傳佛教的人物研究，已經基本上搞清楚活佛系統，牙含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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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達賴和班禪的著作對這二大活佛系統做了很深入的研究。但是除了班禪與達賴等領袖人物

外，其他的人物仍處於介紹的階段。教義的研究近年來雖然有明顯地進步，但與歷史研究相

比，仍然差之甚遠。至於有關的佛教儀式、文學、組織、寺院等等的研究也還很不夠，但是

藏傳佛教的考古已經有了可喜的開端，可惜的是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在語言的駕馭上還不能

到位，因此還需要進一步加強。 

  關於雲南上座部佛教的研究至今仍是二十世紀最不發達的研究之一。百年來這方面的研

究主要是圍繞民族學的內容而展開的，基本上仍然處於介紹性的階段，但是有關的資料因五

○年代的民族調查，已經保存了相當的數量，今後可以為學者充分利用。 

  此外，近年來學術界對雲南白族的佛教研究已經有了一定的成果，有關這方面的專著已

經出版。對回鶻佛教的研究也有相當的特色，值得注意。 

三 

  以上我們對二十世紀的佛教研究做了一些查家底的工作，鑑於佛教悠久的歷史文化性和

博大精深的體系與廣泛的內容，我們不可能全部介紹出來，只能將一些屬於學術主流的研究

成果和正在成為熱點的研究介紹出來。當前我國的學術研究的現狀是：佛教的研究是社會科

學和人文科學研究中的重要部分，而且正在處於上昇的時期；就佛學研究的人才而言，中青

年已經成為佛學研究的主力軍，特別是近年來我國對佛教研究人才的培養呈幾何級數的增

長，現在仍在大學就讀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有幾十人之多，僅南京大學哲學系就讀的學生達

三十人以上，我國培養出來一批碩士和博士，都是在佛教研究中有某一方面學有專長的專門

人才，其研究的課題具有一定的深度，因此他們的參與，既徹底改變了佛學研究人才青黃不

接的情況，同時又與國外的佛教研究開始接軌，給未來的佛學研究帶來了活力。 

  我們現在走進二十一世紀，面對未來的佛教研究是一個什麼樣的情況，會有什麼大的發

展，朝著哪個方向發展？這是每個從事佛教研究的學者和每個關心佛教、關心學術研究的人

都關心的問題，筆者不揣此陋，提出自己的一些不成熟的看法，供方家和同仁參考，不當之

處，歡迎批評指正。 

  首先，我們已經大致知道了我們現有的家底，也對當前的學術界的研究動態有了一個大

概的瞭解，「佛教的研究仍處於上昇的時期」，那麼毫無疑問二十一世紀的佛教研究仍然會

保持這個發展勢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只要沒有特殊的原因，佛教的研究會朝著健康

和擴大的方向運作。而且還可能再會出現一個高潮，至少會成為學術界和出版界關注的熱點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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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隨著我國對佛教研究人才的培養，人才的配置與分布將會更為合理。學生畢業以

後分配到全國各地，對當地的佛教研究必將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從根本上改變過去佛教研

究只在北京、上海、南京等幾個大城市集中的情況，未來的佛教研究人才分布必將從點到面

全部鋪開。值得提出的是，近二十年來我國佛教界開辦幾十所佛學院，這些學校已經培養出

上千的人才，佛學院的學僧中除了大部分人在佛教界內部從事寺院管理工作之外，還有少部

分人將從事佛教的研究，有的人已經取得了成果，得到了學術界的肯定，他們與學術界一起

組成了中國當代佛教研究的主體，預計未來他們所發揮的作用決不亞於學術界，不久就會與

學術界並駕齊驅，所以當前中國佛教研究以學術界為主體的格局將會被很快打破。此外，未

來的佛教研究機構或團體也會不斷地湧出，但是以北京、上海為主的研究中心的格局仍然將

會保持下來。 

  第三、當前我國學術界在研究經費上普遍呈現出捉襟見肘的情況，而且正由於這一點，

影響了不少課題的研究，也使許多人在經濟利益的驅動下從事重複的勞動，在研究成果上得

不償失。而另一方面，當前我國民間的一些寺院或公司有充裕的經濟實力，有的具有遠見卓

識的寺院和公司已經開始拿出很少的一部分經費來補貼學術界經費不足的窘態。雖然國家現

在在研究經費上已經加大投入，但是要在短期內徹底改變經費不足的情況，特別是改變大多

數學者和大多數課題都能得到經費補貼的情況，目前還不能完全做到。因此，利用民間經濟

的實力來促進佛教的研究應該成為未來佛教研究經費來源的一個重要渠道之一，而且他們在

研究經費的比重中會占得越來越大。特別是寺院成為佛教研究的主要經濟後盾之一的現象，

也會變得越來越普遍。 

  第四、未來的佛教研究將會出現多層次、內容廣、有深度、精細化的這樣幾個特點。所

謂「多層次」，是指既有通俗性或概論的佛教研究的著作出現，也有高層次的專題性專著出

現；「內容廣」，是指佛教研究成果會涉及到很多領域，而且其中有一部分是與佛教接壤的

邊緣性課題，甚至是比較研究的成果；「有深度」，是指在佛教研究中有一部分著作只是作

為純學術成果出現的，而且這些成果都是研究人員從事了大量的勞動之後才獲得的，它體現

了很高的學術水平，具有世界領先地位。根據我國現有的研究情況，有深度的研究成果主要

是一些學者撰寫的博士論文，以後又經多次修改和補充，最後達到了很高的水平。今後這方

面的成果肯定會越來越多，最終形成經典性的名著，並且在所有的佛教研究中占有很高比例。

「精細化」，是指未來的佛教研究課題設定會變得越來越窄，研究者在作某一課題時，除了

搜羅巨細，窮盡現有的研究資料與成果外，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會變得細緻縝密，甚至連微

小的區別和很小的事件都會加以深入的研究，成為某一方面研究的最權威的成果。 

  第五、當前我國的佛教研究與國外的研究尚有一定的距離，有的人認為就我國的佛教研

究成果來看，與國外的同行相差五十年的距離，這種話聽起來確實有一定的理由，但是筆者

認為，事實可能並不如此，一是我國的佛教研究一直有著自己的傳統與治學特點，而且這個

傳統與特點一直沒有斷過，例如在佛教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我國從古代起就形成了傳統，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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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仍然被繼承下來，所以在思想史的研究方面，特別是在研究的視角方面，我們有自己突出

的特點，這一點已經被國外的學術界給予充分地肯定。二是在語言和資料的占有方面我們有

得天獨厚的資源，這是我們的優勢，遠不是國外的學術界可比的。特別在傳統文化的薰陶下，

我們對語言的駕馭本身就處在優越的位置，因此對原典的理解和語境的描述是有充分的把握

和依據的。三是我們的研究與國外同行的研究側重點有不同。舉例來說，由於當代中國佛教

發展的問題一直是現階段學術界和政府、佛教界共同關心的問題，在這個背景下，學術界將

相當的力量投入了這方面的研究。而國外的研究大部分是在文獻學方面，對我國學術界的熱

點並不注重，所以我們沒有必要將國外研究的熱點與國內研究的重點進行比較，而且這種比

較也是沒有意義的事情。我們的缺點是對國外的同行研究的資訊瞭解不夠，交流不多，對一

些語言，如梵語、巴利語等外國文字掌握的不夠，造成這些缺陷的原因很複雜，最主要的原

因之一就是經濟的實力不夠，隨著研究經費的增大投入和世界資訊高速公路的暢通無阻，這

些缺陷將會不斷地被克服，所以筆者對未來中國佛教研究與世界佛教研究的接軌是抱樂觀態

度的。 

  第六、未來佛學研究的方法論必將呈現多元化的局面。過去我們在方法論上，早期主要

在文獻學和歷史學的領域內從事訓詁與考證的方法來進行研究，五○年代以後馬克思主義的

歷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階級分析與經濟決定論的二分法成為佛學研究方法論的主要

表現，八○年代以後，過去單一的研究方法正在改變，國外的一些曾經流行的研究方法慢慢

為學者所用，如社會學方法、心理分析方法、現象學的方法等等。今後，隨著佛教研究的全

面展開，將會使用越來越多的方法來研究佛教，特別是在宗教社會學方法的普遍使用，田野

調查的活動及成果會越來越多。 

  第七、結合前面查家底和幾年前筆者提出的「對策」，未來的佛教研究在專案上應該是

有這樣一些特點：佛教史學仍然是研究的重點，特別是斷代史、地方史和宗派史的研究將會

取得很多重要的成果。但是思想史的研究可能進展不是很大，其中包括教義理論的研究進展

緩慢。佛教經典和人物的研究有一個大的發展，特別是通經一部和專研一人的情況會占較大

的比重。與佛教有關的文學、心理學、倫理學等邊緣學科也會有一個大的發展。值得注意的

是，對世界佛教的研究會成為不大不小的課題，因為這些研究對中國佛教走向世界有非常重

要的意義，同時也是國人瞭解世界佛教的一個重要的窗口，實際上這個課題已經開始出現了

轉機，最近出版的宋立道博士的著作，對當代南亞、東南亞的佛教做了比較詳細的介紹。此

外，由於佛教在中國當代社會的契理契機的現實需要，將會推動當代佛教研究的進展，與社

會現實有關的各種現實性研究和對策性的討論，將成為未來中國佛教研究的一大特色。 

  二十一世紀的佛教研究已經開始啟動，對未來我們一直充滿了憧憬，充滿了信心，我們

相信，在不久的將來，我國的佛教研究將會取得很大的成績，走出一條中國佛教研究的自己

的道路，對二十一世紀的世界佛教研究做出有益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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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 1] 拙作〈當前中國佛學研究的難點與對策〉，載《聞思》（華文出版社，一九九六年）。  

[註 2] 《中國宗教研究年鑑‧一九九八》（宗教文化出版社，二○○○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