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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報導】  

中國佛教哲學研究的重大進展  

──《中國佛教哲學要義》出版座談會紀要  

 

李豔輝  

人民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二○○三年三月八日，《中國佛教哲學要義》出版新聞發布會暨中國佛教哲學研究現狀

與發展研討會在中國人民大學舉行。任繼愈、黃心川、巫白慧、呂大吉、樓宇烈、楊曾文、

蒙培元、牟鍾鑒、陳來、方廣錩等學術界專家，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葉小文，中國人民大學

黨委書記程天權教授、副校長馮俊教授以及媒體記者等七十餘人出席了會議。與會者從不同

角度對於中國佛教哲學研究的現狀與問題，以及《中國佛教哲學要義》（以下簡稱《要義》）

在佛教哲學研究上取得的突破性成就發表了看法。大家一致認為《要義》是我國佛教哲學研

究的集大成之作，具有里程碑的意義，將我國佛教哲學研究推向了新的高度。葉小文局長認

為《要義》的出版將深化我們對佛教乃至整個傳統文化的瞭解。程天權教授認為《要義》一

書是中國人民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優秀成果，並希望學者「學習方立天教授潛心學問的

精神」。任繼愈教授為方立天教授題詞：「鍥而不捨，金石可鏤」。  

  茲將與會者之發言摘要如下：   

任繼愈（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  

方先生的研究成果不僅對佛教研究有意義，對中國哲學史研究也是一個推動。  

  方立天先生這本書的出版，我不覺得意外，而是順理成章的。因為方先生有兩個特點：

一是理論基礎打得好。哲學是基礎，是骨幹，哲學基礎打不好，沒辦法創新；二是原始資料

積累得比較豐厚，這不是三五天衝刺就能解決的問題，而是一個積累的過程。社會科學的人

才成長比自然科學慢，人才成長難，社會科學更需要長期的積累。現在我國已經加入世貿組

織，與國外的文化交流愈加頻繁。我們一方面要吸收傳統的、優秀的文化，另一方面要吸收

外來的、先進的文化，來創造我們的新文化。此書對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將起到很好的

啟發、指導作用，是很有參考價值的。方先生的研究成果絕不僅僅對於佛教研究有意義，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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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國哲學史研究也是一個推動，今後中國哲學史研究應充分吸收方先生這部書裡的研究成

果。   

黃心川（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要義》用歷史比較的方法和角度對中國佛教哲學做了全新的解釋，堪稱我國佛學界具

有里程碑意義的力作。  

  我有幸先讀到該書，有一些體會。這部書總結了近現代乃至解放後我國研究佛教義理的

歷史經驗，從中國文化宏觀的角度闡揚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繼承和發揚了我國老一輩佛

學研究家湯用彤、呂澂、陳垣、任繼愈等的優良傳統，從歷史比較和實證的方法與角度對中

國佛教哲學做了全新的解釋，堪稱我國佛學研究中具有里程碑意義的學術研究著作。作者首

先從當代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中的核心理論──現代人學、宇宙論、科學認識論的角度把佛

教哲學概括為人生論、心性論、宇宙論和實踐論等四個方面，並進行了系統深入的論釋，在

解釋中不僅追索作為中國佛教哲學淵源的印度佛教義理的原意和真正的涵義，還探索了印度

佛教哲學在中國社會歷史條件下同中國固有儒、道哲學相結合的民族化過程，凸現了中國佛

教哲學思想的特色和異彩，從而總結了中國佛教哲學的理論思惟成果與中國哲學思想發展的

規律。當然在闡述中國佛教哲學的發展過程中無疑也闡揚了中國文明的智慧、傳統文化的價

值，因此有著十分重要的歷史和現實的意義。  

  此書在寫作方法上有重要創新。從二十世紀二○年代以來，中外學術界和佛教界開展了

對佛教本質的研究和討論。有人認為佛教是一種宗教或一種哲學，也有人認為佛教既是或非

是宗教和哲學。這場爭論不僅在中國而且也在世界範圍內展開，參加爭論的既有佛教徒也有

非佛教徒。方立天教授對這個問題的態度追隨了湯用彤教授的足跡，認為佛教既包含著宗教，

也包含著哲學這兩個方面，佛教哲學形成了佛教信仰體系的理論基礎，也就是說對佛教的研

究要放在人類宗教和哲學思惟共有的理性基礎之上，既要入乎佛教其內，也要出乎佛教其外，

對佛教要有「同情之默應」和「心性之體會」，這個態度是十分正確的和必要的，也是科學

研究要求我們的實事求是的態度，這對我們學術界和宗教界的合作，彼此的相互理解都有著

十分重要的意義。  

  當前我國佛教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什麼？我覺得主要問題是學術研究十分不平衡。

從近年來發表的學術著作看，對佛教歷史、宗派的研究比較集中和突出，但對佛教學理或者

佛教哲學的研究則相當落後或者正在萎縮，有影響的科研成果極為罕見，這當然與佛教哲學

的難度有著一定的關係。我國古代對佛教義理之辯一直有優良的傳統，每個朝代或每個宗派

都有傳世之作，因此在佛教的著作中形成了一個傳統，某一位大師寫了一本重要的著作，後

人就有註釋、章句、文摘、格言等等，蔚成一個龐大的理論系統。因此，我國佛教義理的研

究和闡述在很多方面超越了印度或者佛教南傳的斯里蘭卡、泰國等國，這是佛教的一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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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也是我國傳統文化的瑰寶。另外對佛教哲理研究的不深入，也會對佛教其他領域如佛

教戒律、道德倫理思想、佛教藝術等等的研究產生不利的影響。至於我國學術文化研究的主

要線索和歷史層面──儒釋道三教的結合與排斥與佛教的教理更有著不可分割的聯繫，如果

不研究佛教教理，也就無法理解儒釋道三教合一的特點。因此，要深化對我國傳統文化的研

究必須首先加強對佛教哲理的研究。方立天教授費時幾十年的研究與寫作為我們作出了一個

良好的榜樣，提出了問題，開闢了途徑，使我們可以順利前進。   

巫白慧（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要義》之於中國哲學的發展，與印度佛教之於印度哲學的發展有同等的意義和同等的

貢獻。  

  方先生這部大書，對佛教文化、中國文化的重要貢獻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中國文化

思想史、中國哲學史，不講佛教就難以寫完。過去有教授寫中國哲學史，寫到佛教就停下來，

因為佛教教義、佛教哲學他還沒有弄清楚。佛教哲學對中國哲學、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有

偉大的貢獻。中國佛教哲學與中國哲學不可分割。舉個例子，印度本來是信奉婆羅門教，釋

迦牟尼佛從小受婆羅門教教育，通過對韋（吠）陀經典的學習，知道婆羅門教教義的優點和

缺點，從中異化出來，創立了新的宗教──佛教。佛教發展成為有獨立的信仰系統的宗教，

從小乘到大乘，完成了佛教的世界化。唯物論和唯心論在佛教裡都有很重要的發展。佛教哲

學對印度思想有很大的貢獻。現在佛教在印度作為宗教來講已經式微了，但作為思想和哲學，

印度的每一家大學都講佛教哲學課。印度的佛教對印度哲學的發展是有重大貢獻的。印度佛

教對印度思想的發展有重要影響。方先生的書對中國哲學史的發展也有類似的貢獻。這本書

之於中國哲學的發展，與印度佛教之於印度哲學的發展有同等的意義和同等的貢獻。   

楊曾文（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以往的佛教哲學研究有三個不足，相信方立天教授用幾十年心血完成的《要義》一定超

越了這三個不足。  

  感謝方教授為中國佛教哲學研究作出了新的貢獻。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以後，作為宗教

學分支之一的佛教學已經成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幾乎每一年都有優秀的成

果問世。然而，佛教學研究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不僅要研究印度、中國的佛教史，也要

研究東亞各國的佛教史，還要分門別類地研究宗派、教義、禪法、戒律、人物、文學、藝術

等等。因為起步較晚，迄今還有很多有待繼續開發的領域，其中就包括了佛教哲學。自古以

來，哲學作為關於世界、社會和人生的總的觀點和學問，經常是寓於宗教和其他的文化形態

之中。必須通過深入的挖掘，利用抽象的思辨方式，才能昇華和提煉出特定的哲學範疇和體

系。考察和研究佛教哲學也是這樣，這也是它的困難所在。以往的佛教哲學研究有三個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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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長期以來側重於把佛教置於唯物唯心路線對立當中加以考察，給予了過多的批判，而

忽視了揭示其作為宗教哲學所具有的特色。其二，不太注重作為研究前提的歷史背景的考察

和文獻資料的辯證梳理。其三，不少剖析和表述未能將佛教教理和寓於教理中的哲學加以清

晰的分辨。我相信，方教授花三四十年時間研究寫成的這部大作一定超越了前述三個不足，

是部富於創意和時代特色的佳作，將為後來的同類佛教研究所傚仿。   

呂大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要義》用現代哲學的方法對佛教思想進行梳理，在方法論上給我們新的啟發。  

  佛教哲學與中國哲學、古希臘哲學並稱軸心時代的三大哲學系統。佛教哲學從來受到世

界哲學界的重視，在世界哲學史上佔有很高的地位。佛教傳入中國後，與中國固有的思想相

互影響，產生了中國特色的佛教。中國佛教哲學研究也應該受到重視。方立天先生這部書用

現代哲學的方法，對佛教思想進行梳理，在方法論上給我們新的啟發。它是方先生一生心血

的結晶，也是對中國學術界在這個領域研究成果的總結，是對學術界的新貢獻，開闢了新的

方向。   

張新鷹（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副所長）  

《要義》是開創中國自己的宗教學體系的理論嘗試。  

  我覺得方立天先生這部著作是近二十年來具有里程碑意義的著作，是開創中國自己的宗

教學體系的理論嘗試。中國宗教學研究有待於開創中國特色的宗教學理論體系。方老師的著

作是很好的典範。   

方廣錩（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這本書是中國佛教研究二十年來出版的一部里程碑式的著作，是對前一時期佛教學術研

究的很好總結。  

  佛學在中國的研究，往往是以經論經的方法。解放以來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論研究佛教，

或利用西方哲學的範疇，把佛教放入唯物唯心的框架，這是我們認識佛教不可避免的階段，

但這種方法總是很難契合佛教哲學。本書是超越這一歷史階段的重大標誌。首先，它真正地

超越了過去的歷史階段，將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真正地融會起來，與佛教哲學的東西融會起

來，達到了一個新的高度。其次，對於佛教哲學與一般哲學的差異，方老師把握得也很準確。

他提到佛教有自己的特點，包括禪宗的直觀。過去對因果報應在理論上一直是批判的，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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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書裡方老師則做了兩方面的分析，肯定了它積極的一面，講清楚了佛教哲學與一般哲學的

不同之處。最後，就義理性佛教與信仰性佛教的關係而言，義理性佛教是靈魂，信仰性佛教

是軀體，兩者是互動的一個過程。這部書對義理性佛教做出了這麼一個集大成的總結，為以

後信仰性佛教的研究提供了一個很好的基礎。   

樓宇烈（北京大學教授）  

  《要義》對於大學佛教哲學的教學，對於知識階層從理性上把握佛教，對於將來的佛教

哲學研究，都會有很大的意義。  

  改革開放以後，學術界出版的有關佛教哲學的書，一共三本。一是嚴北溟的《中國佛教

哲學簡史》，另外兩本都是方立天的，一本《佛教哲學》，還有一個修訂版，也是人民大學

出版社出版的。現在又出了這麼一部標誌性的里程碑式的著作。佛教有很豐富的哲學理論，

為世界的學者所公認，但我們過去對這方面沒有很重視，把它看作只是附屬在宗教上的一種

東西，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錯誤。佛教是印度哲學的核心或者說是最高的成就。而印度哲學

與中國哲學、西方哲學是相輔相成的東西，互相可以配合。中國哲學、西方哲學思考問題都

是從正面入手，經過否定，再來肯定。佛教哲學思考問題恰恰從批判正面入手，用唯識的系

統來講，就是從批判遍計所執性入手，再肯定現象，依他起性，最後達到圓成實性，還是一

個空。所以它跟我們所講的哲學恰好是互補的。我覺得在大學裡面不講印度哲學，或是不講

佛教哲學，是很大的缺陷，但是要講好佛教哲學很不容易。方教授的研究成果對於今後在大

學裡面開展佛教哲學的教學也有很大的幫助。另外，《要義》的出版有很大的現實意義，因

為從佛教在社會上的影響來看，極需要這樣一部書。佛教當然是一種宗教，能夠滿足人們情

感上面的需要，此外很多信仰宗教的人還需要一種理性上的把握，獲得理性上的需要。佛教

在這兩個方面都是可以滿足人們的需要的。現代很多知識層的年輕人來瞭解佛教，並不滿足

於停留在情感的需求上面，更多的還是在理性上的追求。如果我們不能把佛教義理從哲學的

高度揭示出來，就不能滿足他們。這部書的出版對於很多要在理性上來認識佛教的年輕人、

知識階層的人，一定會有很大的意義。最後，像前面幾位先生指出的，方立天教授的這部書，

體系結構、對《要義》的闡發都十分新穎，對將來佛教哲學的研究，開闢出了很多可以探索

的方向。   

牟鍾鑒（中央民族大學教授）  

  方先生的鴻篇巨帙，使人瞭解到佛教的博大精深，而且形成了一個體系，內容非常豐富。

其資料的豐富是驚人的，好多資料以前沒有看過。其次，在研究方法和態度上，這部著作有

一個突破和超越。對佛教的研究方法，一般有兩種。一是信仰主義的，在教言教，教徒就應

該信仰。作為教外的學者，當然不能從信仰主義的角度來入手，但也不能是反宗教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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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過這樣的態度，這樣的態度不能真正把握宗教。方立天的著作繼承了湯用彤先生的治

學精神。一方面有史籍、語言知識的積累，資料的積累。另一方面有一個同情者的默應，心

性的體會，一個同情的瞭解，同時還應該加以理性的分析和評論。我覺得這是一本很理性的

研究著作。這種態度我很讚賞，只有這樣一種態度才能把宗教研究做好。第三，方先生對中

國佛教哲學與印度佛教哲學的異同講得比較清楚。以前也說印度佛教中國化，也按中國文化

的傳統來做一個新的理解，一般來講就是禪宗。中國化的具體內容，以前講得很少。因為印

度佛教本來就是哲理性的宗教，除此之外全世界沒有第二個宗教從開始就是哲理性很強的，

傳到中國以後它的哲學又發展到了高峰，在這方面中國佛教的貢獻最大。中國佛教的哲學和

印度佛教的哲學同在哪裡，異在哪裡，此書說得比較系統和清晰，貢獻非常大。第四，我們

說研究中國哲學，如果不懂儒釋道三教的話，沒有辦法研究。我們以前寫的哲學史是有問題

的，一個是對佛教的瞭解比較淺，對佛教的理解遠遠不夠；一個是道教哲學的內容太少，因

為當時幾乎就沒有研究。當然研究有個歷史的過程。方先生這部書對儒釋道三教關係，特別

是哲學上的關係，佛教哲學對中國哲學有哪些貢獻，對儒家哲學有什麼樣的影響，對道家的

哲學有什麼樣的影響，講得比較透徹。第五是關於佛教哲學的現代意義，方教授在本書的最

後一部分專門加以闡釋，說明了他心裡面有一種強烈的現實關懷。佛教哲學可以提高人的精

神境界，使我們更好地處理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改善自然生態。方教授從這三個方面對佛教

哲學的現代意義所進行的闡述使人感覺到佛教的智慧不能忽略。為了我們的文化建設和精神

文明建設的健康發展，不僅學者，更多的普通人都應該重視佛教哲學，從中吸取營養。   

陳來（北京大學教授）  

  《要義》本身是研究中國哲學史的重要著作。這部書的研究方法也是研究中國哲學史的

基本方法，是有普遍意義的。  

  首先，關於佛教哲學的研究。佛教哲學乃至宗教哲學方面的書一直很少。二十世紀八○

年代的主要問題是缺少對教義、教法、教理的研究。過了二十多年，關於教義、教理、教法，

包括修行的書越來越多，可是宗教哲學的書一直很少。佛教哲學研究現在只有兩本書，一本

就是嚴北溟先生的《中國佛教哲學簡史》，再一本就是方先生的《佛教哲學》，再沒有增加，

學術發展很不平衡。方先生這本大書對佛教研究中的平衡是有很大的好處的。方先生的著作

使我們更加重視佛教哲學方面的研究，這部書是佛教哲學研究中的重要的里程碑式的著作。

第二，方先生這部書是對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巨大貢獻。方先生是中國哲學史研究的一個著名

學者，在中國哲學方面有很高的造詣，他的著作其實不是從一般的宗教學的角度，強調宗教

的研究，或是歷史的研究，而是比較重視哲學，用他自己的話來講，是在中國哲學的脈絡裡

面研究中國佛教哲學，而不是脫離了幾千年來中國哲學的發展，在這個意義上不能把它僅僅

看做一部宗教學領域的學術著作，它還是中國哲學史領域的一部學術著作。第三，方先生研

究佛教哲學的方法也是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具有普遍的意義。方先生在序言中提到

三點：一是正確運用史料；二是深入細緻地咀嚼原著的本意，把握它立言的動機；三是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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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哲學術語準確地詮釋資料，挖掘概念命題的哲學意義，解釋它真正的思想。這三點是方先

生著作的特點，也是研究中國哲學史最基本的方法，但現在學術界很多人沒有完全按照這樣

的方法作研究。第四，學術研究要注意溝通和交流。研究不能孤芳自賞，要把自己納入到一

個學術界，外國叫學術社團，在社團中找到自己的學術標準和方向。方老師的研究得到了我

國學術界的高度評價，在海外也受到推崇。  

  這幾年中國人民大學佛教研究與中國哲學史研究在結構上分離了。以後這兩方面應該密

切地溝通。方先生的建樹是與中國哲學有著密切的關係的，他的著作也是中國哲學研究的寫

法。應該使這兩個方面能夠密切地溝通起來，使他研究的成果和方法能夠影響年輕一代的學

者，對他們的學風、學術的眼光和標準產生影響。   

蒙培元（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方立天先生在人文主義的框架下思考佛教哲學問題，不僅對中國佛教哲學精神有深層的

把握，而且對宗教學有深層的把握。  

  《要義》一書具有強烈的現實關懷和人文關懷。在五大編中，有三編講人的問題，除了

總論之外，接著是人生論、人性論，還有實踐論，沒有將宇宙論放在第一位。任何一部成功

的有價值的學術著作大概都需要有種現實關懷，不是僅僅作為一個對象和歷史來進行研究。

方立天教授在研究佛教的時候，對人的問題給予了很高的地位，是從人學的角度、在人文主

義的框架下，來研究中國佛教哲學的。方先生這本書把握的不僅是佛學、而且是整個宗教的

本質問題，抓住了人的問題。這部書不僅有詳實豐富的史料，而且有現實性。譬如，佛教眾

生平等思想的意義是很深遠的，這涉及到人生問題、人的地位問題、人的追求問題，人可以

成佛嗎？眾生都可以達到那個境界嗎？現實中這個問題的價值是絕不能忽視的。這部書不僅

作為學術著作有貢獻，對我們的精神生活也會有很大作用。   

宋立道（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  

  方立天教授提出的心性論、人生論、實踐論、宇宙論四大概念，是傳統佛書中沒有的，

是一個很大的創新。  

  我覺得，它是二十年來出版的最好的一部佛教哲學著作。首先，這部書是中國佛教哲學

發展的反映。近現代以來西方哲學進入中國，中國人接受西方人做學問的方法，用西方的理

論結構、概念結構來理解傳統的佛教。佛教研究並不是起於近代，而是很早就有的。方先生

的著作是集大成者，吸取了近代以來湯用彤等人的學術成果。宗教解決的問題是在我們周圍

什麼東西叫做「真」，在我們的生存之外什麼叫做「真」，怎樣達到這個「真」。達到這個

「真」就是宗教實踐的過程，怎樣認識這個「真」就是宗教哲學的過程。這部書中的五大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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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回答這些問題，他提出的心性論、人生論、實踐論、宇宙論四大概念，是傳統佛書中沒

有的，這是很大的一個創新。這部書的特點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非常客觀，所謂客觀就

是實事求是。二是吸收了很多現代思想成果。比如宗教學中的功能主義宗教學，方先生在談

到因果輪迴的時候，雖然沒有提到杜爾凱姆，但他是從宗教的社會功能上談的。三是設身處

地地思考以前的大哲學家、高僧對佛教的理解，方先生引用湯用彤認為佛教既是宗教又是哲

學的一段話時，提到宗教研究應該有「同情的默應」。沒有心性的體會，沒有共鳴，首先你

得不到真，其次你理解的是一團糟粕。方先生確確實實是懷著對前人的崇敬，對宗教家們和

非宗教家們、對宗教立場和非宗教立場都儘可能設身處地地去理解，在這個情況下得出來的

結論才是科學的。四是明快簡單。簡單本來是不好的，但能對事物予以簡單的概括，表現了

作者對事物的瞭解是成竹於心。這種簡單明快的作風，會使我們這一代和我們以後的作佛學

研究的人都能從此書中受益。   

  （本文為座談會發言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