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
代
人
間
佛
教
現
狀
與
未
來
展
望

歷
史學碩士，現任為江南大學宗

教社會學研究所教授，兼任四

川大學宗教學專業博士生導師。

研究領域為兩岸三地近現代佛

教、以宗教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

國佛教史、當代人間佛教思潮。歷年

出版專著十餘部，發表論文百餘篇。

主要代表著作《論中國法的精神》、

《超越與順應：宗教社會學視野下的

佛教》、《傳統佛教與中國近代化》、

《二十世紀中國佛教》、《太虛大師

傳》、《星雲大師新傳》、《當代人

間佛教思潮》等。

鄧子美 江南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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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一
四‧

人
間
佛
教
高
峰
論
壇

筆
者
在
︽
當
代
人
間
佛
教
思
潮
︾
一
書　

中
曾
經
指
出
：
﹁
二
十
世
紀
引
導
著
中
華
佛
教
實
現
現
代

轉
型
，
並
成
為
兩
岸
三
地
佛
教
主
流
的
人
間
佛
教
，
在
二
十
一
世
紀
﹃
正
遭
受
著
復
舊
或
固
守
宗
法
社
會

模
式
的
傳
統
主
義　

與
不
滿
現
代
思
潮
的
後
現
代
主
義
雙
重
夾
擊
。
﹄
﹂

其
一
，
在
中
國
近
現
代
史
上
，
對
傳
統
全
盤
否
定
與
全
盤
肯
定
似
乎
形
成
了
一
輪
又
一
輪
的
循
環
。

新
文
化
與
五
四
運
動
僅
啟
全
盤
否
定
之
端
，
而
至
所
謂
﹁
文
革
﹂
形
成
了
最
高
潮
。
全
盤
肯
定
論
者
雖
少
，

但
推
其
流
至
社
會
下
層
則
似
乎
新
文
化
運
動
的
合
理
批
評
也
一
概
不
可
取
。
在
對
待
傳
統
文
化
的
態
度

上
，
毛
澤
東
採
取
﹁
取
其
精
華
，
棄
其
糟
粕
﹂
的
策
略
，
但
其
區
分
﹁
精
華
﹂
與
﹁
糟
粕
﹂
的
標
準
表
面

上
是
依
馬
克
思
主
義
，
實
際
上
依
統
治
權
的
奪
取
與
維
護
為
準
則
。
因
此
，
秦
始
皇
以
來
的
高
度
中
央
集

權
的
官
僚
政
治
、
等
級
制
度
、
文
化
專
制
與
思
想
控
制
、
官
員
實
際
上
的
終
身
制
、
甚
至
以
﹁
忠
﹂
為
標

誌
的
意
識
形
態
等
等
傳
統
負
面
都
被
繼
承
，
只
是
換
了
個
招
牌
，
並
與
蘇
俄
史
達
林
主
義
結
合
起
來
。
其

對
傳
統
的
﹁
批
判
﹂
的
實
質
就
是
清
除
﹁
舊
社
會
﹂
統
治
階
層
的
統
治
正
當
性
及
其
影
響
，
並
摧
毀
了
大

量
文
物
。
對
傳
統
的
這
些
負
面
實
質
上
至
今
未
能
清
理
的
同
時
，
中
小
學
教
科
書
仍
保
留
著
﹁
文
革
﹂
及

以
前
對
佛
教
不
分
青
紅
皂
白
批
判
的
痕
跡
，
民
眾
價
值
觀
因
此
被
淆
亂
，
特
別
在
農
村
地
區
，
宗
法
制
傳

統
自
發
恢
復
。
而
一
向
與
辛
亥
革
命
、
一
九
一
六
年
新
文
化
運
動
︵
與
一
九
一
九
年
五
四
運
動
有
別
︶
的

啟
蒙
同
步
，
既
繼
承
優
良
傳
統
，
又
對
佛
教
傳
統
的
負
面
︵
主
要
是
宗
法
社
會
對
佛
教
的
影
響
︶
堅
持
改

革
的
人
間
佛
教
不
免
顯
得
身
孤
影
隻
，
而
放
下
負
面
包
袱
，
恰
恰
是
使
有
生
命
力
的
傳
統
在
現
代
社
會
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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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代
人
間
佛
教
現
狀
與
未
來
展
望

發
活
力
的
最
有
效
途
徑
。

趙
樸
初
還
是
主
張
對
傳
統
有
繼
承
有
批
判
的
，
因
此
他
用
﹁
優
良
傳
統
﹂
一
詞
以
示
可
繼
承
的
內
涵
。

但
在
﹁
後
趙
樸
初
時
代
﹂
，
佛
教
界
同
樣
陷
入
了
迷
惘
，
似
乎
無
形
中
已
全
盤
肯
定
傳
統
。
其
背
景
是
雖

然
大
陸
民
粹
主
義
的
群
眾
運
動
對
佛
教
各
宗
派
法
脈
傳
承
的
打
擊
並
不
分
青
紅
皂
白
，
但
明
清
宗
法
制
佛

教
傳
統
在
各
地
基
礎
深
厚
，
環
境
稍
有
寬
鬆
，
就
會
自
發
恢
復
與
繁
衍
。
而
在
太
虛
門
下
，
除
法
尊
法
師

如
今
在
山
西
五
台
山
有
較
大
影
響
外
，
但
各
地
都
顯
示
出
仍
在
四
大
名
山
及
福
建
、
廣
東
、
江
西
等
佛
教

大
省
親
承
太
虛
的
人
物
很
少
。
太
虛
學
生
們
雖
分
布
廣
泛
，
但
就
一
地
而
言
，
屬
極
少
數
，
經
不
起
摧
折
；

且
又
多
為
知
識
分
子
類
型
，
被
強
迫
﹁
思
想
改
造
﹂
，
從
事
體
力
勞
動
，
甚
至
迫
害
致
死
。
那
時
連
維
持

個
人
信
仰
的
宗
教
活
動
都
只
能
在
暗
中
，
傳
承
人
間
佛
教
就
更
難
了
。
因
而
在
當
代
大
陸
人
間
佛
教
人
才

斷
層
現
象
特
別
嚴
重
，
而
對
佛
教
傳
統
價
值
的
合
理
重
估
尤
其
依
賴
佛
教
界
的
高
素
質
的
人
才
，
但
學
者

也
應
當
為
此
以
及
在
此
基
礎
上
的
文
化
啟
蒙
與
傳
統
更
新
負
起
責
任
。
由
於
在
大
陸
，
佛
教
界
佛
學
界
各

註
解
：

鄧
子
美
等
：
甘
肅
人
民
出
版
社
，
二○

○

八
。

在
此
借
鑑
韋
伯
從
宗
教
社
會
學
角
度
對
此
作
出
的
區
分
：
傳
統
指
﹁
過
去
一
直
存
在
著
的
事
物
﹂
，
社
會
﹁
行
為
的
約
定
俗

成
的
習
慣
﹂
，
歷
史
﹁
遺
傳
下
來
的
制
度
﹂
。
傳
統
主
義
指
﹁
對
作
為
不
可
更
動
的
行
為
規
範
的
日
常
習
慣
的
精
神
適
應
與

信
仰
﹂
。
︵
︻
德
︼
韋
伯
：
︽
經
濟
與
社
會
︾
︵
上
︶
第66

、67
、251

頁
，
北
京
商
務
印
書
館
一
九
九
七
。
︶
因
此
，
傳

統
體
現
著
保
守
與
穩
定
，
是
維
持
社
會
運
轉
重
要
因
素
，
現
代
化
在
此
基
礎
上
發
展
，
與
此
不
可
割
裂
。
但
傳
統
主
義
則
強

調
﹁
不
可
更
動
﹂
，
意
味
著
反
對
任
何
改
革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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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一
四‧

人
間
佛
教
高
峰
論
壇

宗
派
都
曾
有
的
對
傳
統
價
值
的
合
理
重
估
進
程
受
到
嚴
重
打
擊
，
一
度
中
斷
，
就
目
前
大
陸
人
間
佛
教
與

消
極
地
反
改
革
的
傳
統
主
義
抗
衡
的
走
向
而
言
，
勢
態
並
不
樂
觀
。
而
星
雲
大
師
則
主
張
繼
承
傳
統
又
超

越
傳
統
，
其
做
法
在
台
灣
顯
得
相
對
有
效
。

然
而
，
對
大
陸
佛
教
悲
觀
同
樣
不
必
要
，
因
為
傳
統
負
面
造
成
與
引
發
的
一
系
列
問
題
不
但
存
在
，

而
且
益
發
嚴
重
與
深
化
，
對
此
必
須
正
視
與
面
對
，
只
是
筆
者
認
為
問
題
終
究
只
能
靠
改
革
解
決
而
已
，

而
人
間
佛
教
理
論
無
疑
是
佛
教
繼
續
改
革
的
指
導
思
想
，
且
已
有
太
虛
、
印
順
、
星
雲
及
其
他
思
想
家
著

作
中
體
現
的
原
則
與
範
例
作
為
依
據
。

其
二
，
人
間
佛
教
的
誕
生
比
基
督
新
教
約
晚
了
四
百
年
左
右
，
由
此
遭
遇
了
當
年
新
教
改
革
未
曾
有

的
困
局
。
當
年
新
教
的
主
要
對
手
只
是
傳
統
主
義
，
由
於
自
由
資
本
主
義
正
處
在
繁
榮
期
，
傳
統
主
義
的

殊
死
反
撲
受
到
了
旺
盛
的
市
民
宗
教
需
求
的
強
力
扼
制
。
但
如
今
在
歐
美
，
成
熟
的
市
場
經
濟
也
必
不
可

免
存
在
的
弊
端
充
分
暴
露
，
由
此
﹁
後
現
代
思
潮
﹂
應
運
而
生
，
作
為
現
代
思
潮
的
反
思
與
解
構
，
在
學

術
界
表
現
多
樣
，
儘
管
因
沒
有
統
一
的
思
想
體
系
與
應
用
範
式
，
因
其
分
散
性
與
空
想
性
，
很
難
有
特
別

大
的
影
響
。
但
這
一
思
潮
糾
正
現
代
思
潮
的
偏
頗
的
同
時
，
也
削
弱
了
現
代
思
潮
的
正
當
性
。
在
宗
教
界
，

新
興
教
派
受
其
一
定
的
激
發
，
原
教
旨
主
義
則
因
對
現
代
思
潮
不
滿
與
其
有
些
共
鳴
。
在
台
灣
佛
教
界
，

也
存
在
這
些
影
響
，
以
宋
澤
萊
︽
被
背
叛
的
佛
陀
︾
︵
正
、
續
︶
為
代
表
。 

在
大
陸
，
這
一
思
潮
對
知

識
分
子
有
一
定
影
響
，
並
由
此
轉
為
對
現
代
思
潮
的
不
滿
與
批
評
，
間
接
或
隱
約
地
也
有
人
從
這
兩
方
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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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發
，
表
達
了
對
人
間
佛
教
的
不
滿
。
人
間
佛
教
作
為
現
代
思
潮
在
漢
傳
佛
教
界
的
產
兒
，
其
正
當
性
同

樣
因
此
被
削
弱
。
與
當
年
新
教
擁
有
眾
多
支
持
者
相
反
，
當
代
大
陸
社
會
轉
型
多
經
曲
折
、
城
市
化
進
程

開
展
較
晚
、
民
營
工
商
業
發
展
受
到
壓
抑
、
市
民
階
層
特
別
孱
弱
，
至
今
仍
缺
乏
獨
立
的
宗
教
意
識
，
因

而
儘
管
人
間
佛
教
實
質
上
代
表
了
他
們
對
佛
教
的
需
求
，
但
除
個
別
之
外
，
他
們
整
體
上
尚
未
成
為
人
間

佛
教
思
想
的
自
覺
擁
護
者
。
在
台
灣
，
人
間
佛
教
主
流
地
位
的
確
立
，
則
與
強
勁
的
市
民
支
持
分
不
開
。

在
香
港
，
市
民
對
基
督
新
教
與
人
間
佛
教
都
給
予
了
熱
誠
支
持
。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之
前
與
趙
樸
初
在
世
時

代
，
由
於
傳
統
主
義
不
重
視
運
用
現
代
傳
媒
，
人
間
佛
教
還
擁
有
很
大
的
話
語
權
優
勢
。
但
如
今
的
傳
統

主
義
者
以
及
作
為
﹁
後
現
代
主
義
﹂
同
路
人
的
原
教
旨
主
義
者
也
已
重
視
並
熟
練
運
用
現
代
傳
媒
，
人
間

佛
教
的
話
語
優
勢
雖
還
存
在
，
其
相
對
地
被
削
弱
也
屬
自
然
。

然
而
在
大
陸
，
現
代
化
、
城
市
化
進
程
雖
遭
遇
政
治
體
制
改
革
的
瓶
頸
，
但
並
未
終
結
。
一
時
﹁
國

進
民
退
﹂
的
逆
流
，
終
究
無
法
扼
殺
民
營
工
商
業
的
活
力
，
市
民
階
層
創
造
的
財
富
雖
然
經
常
被
權
貴
巧

取
豪
奪
，
但
其
權
利
意
識
與
宗
教
意
識
都
在
覺
醒
，
人
間
佛
教
的
社
會
基
礎
已
空
前
雄
厚
。
大
陸
佛
教
面

臨
的
主
要
問
題
之
一
是
傳
統
的
宗
教
被
政
治
操
控
的
格
局
依
舊
；
主
要
問
題
之
二
是
由
地
方
政
府
推
動
或

政
府
文
物
管
理
部
門
、
旅
遊
部
門
掌
控
的
佛
教
寺
院
﹁
商
業
化
﹂
；
這
也
引
發
了
一
系
列
弊
端
；
此
外
，

註
解
：

宋
澤
萊
：
︽
被
背
叛
的
佛
陀
︾
︵
正
、
續
︶
，
台
北
：
自
立
晚
報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九
、
一
九
九
一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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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人
間
佛
教
現
狀
與
未
來
展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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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一
四‧

人
間
佛
教
高
峰
論
壇

佛
教
傳
統
的
避
世
獨
修
的
社
會
形
象
並
無
改
觀
。
如
果
能
清
醒
認
識
這
一
系
列
問
題
，
依
據
人
間
佛
教
理

論
澄
清
問
題
的
根
源
，
指
明
解
決
的
方
向
，
探
索
解
決
的
路
徑
與
方
案
，
則
人
間
佛
教
的
前
景
依
然
光
明
。

在
港
、
台
，
社
會
已
基
本
實
現
了
現
代
轉
型
。
依
筆
者
陋
見
，
台
灣
佛
教
的
主
要
問
題
在
於
：
一
、

經
濟
如
果
持
續
不
景
氣
，
將
難
以
如
以
往
那
樣
支
援
龐
大
的
人
間
佛
教
各
項
事
業
開
支
；
二
、
佛
教
界
，

包
括
各
人
間
佛
教
社
團
的
宗
派
門
戶
之
見
愈
益
深
化
。
所
謂
人
間
佛
教
社
團
、
寺
院
接
法
人
的
問
題
倒
是

偽
問
題
，
佛
光
山
、
法
鼓
山
都
已
實
現
過
渡
便
是
證
明
。
香
港
佛
教
無
疑
也
存
在
問
題
，
而
且
較
複
雜
，

在
此
不
贅
。
當
然
這
些
問
題
也
須
面
對
，
人
間
佛
教
社
團
才
能
繼
續
走
在
佛
教
界
前
列
。
總
的
來
說
，
與

大
陸
相
比
，
港
台
佛
教
已
越
過
了
現
代
轉
型
的
門
檻
，
人
間
佛
教
已
走
上
了
傳
統
創
造
性
轉
換
的
康
莊
大

道
。
在
大
陸
，
沿
海
大
城
市
與
內
陸
閉
塞
地
區
的
佛
教
形
態
也
形
成
了
鮮
明
對
比
，
愈
是
市
場
經
濟
發
達

地
區
，
人
間
佛
教
的
提
倡
就
越
獲
支
持
，
可
見
﹁
傳
統
主
義
﹂
畢
竟
是
消
極
的
，
對
人
間
佛
教
的
誤
解
終

究
會
被
澄
清
。
當
然
，
這
還
需
要
佛
教
僧
俗
與
學
者
等
的
共
同
努
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