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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良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

眾所周知，中國、日本、韓國的佛教

構成東亞大乘佛教圈，三國佛教不僅歷史

淵源深厚，而且在近代幾乎同時面臨著西

方文化的劇烈衝擊，曾經歷過生死存亡的

嚴峻考驗。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西方的科學理性思潮成為全社會的主流價

值觀，作為傳統文化組成部分的大乘佛教

如何因應時代的變化，在現代性面前如何

證明大乘佛教的合理性和佛教存在的正當

性，就成為東亞各國佛教界共同面對的時

代課題。

人間佛教運動，從消極意義上說，是

中國佛教界救亡圖存的一環，是解決佛教

生存危機的一種努力；從積極意義上說，

則是中國佛教界兼顧繼承和創新、完成現

代化轉型努力的一部分。以佛光山人間佛

教運動為代表的的人間佛教理念和實踐取

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使得大乘佛教這一

古老的思想體系和實踐體系不僅在現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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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面前屹立不倒，而且如老樹發新芽，為當代社會貢獻了豐富的

精神財富和正面的社會效應。這一偉大實踐證明大乘佛教即使是在

科學理性暢行天下的時代，仍然有其旺盛的思想活力，仍然可以給

現代人提供精神支撐和文化滋養。

與中國佛教的人間佛教運動相並行的是日本和韓國佛教界的現

代化轉型。在佛教理念的創新方面，日本淨土宗僧人、政治家椎尾

弁匡提出的「共生」理念和親自推動的「共生」社會運動，深刻影

響到日本傳統佛教在戰後的走向，「共生」也超越佛教的範圍，成

為日本人文社會科學界流行度最高的詞彙。而在家佛教居士團體創

價學會宣導的「第三條道路」則力圖通過政治運動改造日本社會，

創立一個兼顧效率和公平的「佛法民主主義」的世界。創辦創價學

會的公民黨作為日本執政黨之一，在日本政壇發揮了一定的影響

力。在教育方面，日本傳統的宗派人才養成機構在戰後紛紛轉型為

面向社會的綜合性大學。佛教系統的高等學校有 63 所之多，如東

京的駒澤大學、武藏野大學、京都的佛教大學、龍谷大學、花園大

學等，這些大學不僅為佛教界培養了大量人才，更為社會輸送了大

批人才，為日本戰後高等教育的普及和提高貢獻卓著。同時，日本

寺院利用寺院的有利條件（在市中心區域、有大量閒置房屋等）興

辦大量的幼稚園、小學、中學，由於這些學校歷史悠久、校風純正，

因而成為學生們爭相選擇的優質學校。在佛教學術研究方面，日本

最大的人文社會科學社團就是日本印度學佛教學會，該會會員的一

半左右有僧人資格。可以說，日本僧人在日本佛學研究領域取得了

舉世矚目的成就。

韓國最大的傳統佛教團體是曹溪宗。曹溪宗源自中國六祖惠

能，在韓國歷史上經歷諸多磨難。在朝鮮王朝的數百年間，曹溪宗



64

《　　　　　》學報‧藝文│第四十七期

僧人被禁止進入城區，僧人被迫避居山林。直到 1895 年，僧人才

被允許進入城市活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曹溪宗擺脫殖民地時

期日本佛教肉食妻帶的影響，走上獨立自主發展的道路。曹溪宗的

主要活動是培養僧才、從事佛學研究和弘法利生。在文化教育方

面，早在 1906 年就創辦了綜合性現代大學──東國大學，現設有

13 個學院和 11 個研究生院，是韓國最著名的私立大學之一。此外，

還有佛教團體興辦的威德大學、金剛大學等綜合性大學。同時，曹

溪宗的寺院還興辦大量的養老機構，在社會養老領域創出了佛教養

老的模式。

在東亞大乘佛教的現代化轉型方面，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共同

點，即中日韓的佛教都受到來自社會外部的強烈衝擊，如中國近代

的寺產興學狂潮、日本戰後的農地改革運動（寺田被充公）、韓國

基督教的迅猛發展等。面對來自外部的衝擊，佛教界不得不思考如

何通過改革而迎接挑戰，開創新局。因為維持現狀、抱殘守缺只有

死路一條，嚴峻的現狀逼得佛教界必須進行觀念的革新和實踐上的

變革。

日本著名宗教學者島園進將佛教界開展教育、文化、慈善事業

的努力，界定為佛教的「再社會化」的過程。隨著東亞社會進入現

代社會，佛教作為一種古老的傳統受到衝擊帶有某種必然性。在傳

統的東亞社會中，佛教深刻嵌入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方方面

面。如在日本的江戶時代，寺檀制度下的寺院不僅負責居民的喪葬

儀式、墓地管理，而且還擔負著戶籍管理等行政職能。此外，還通

過「寺子屋」承擔基礎教育功能，通過施粥、施藥等發揮著社會救

濟功能。而隨著現代國家行政體系的完善，寺院承擔的教育、社會

救濟、戶籍管理甚至喪葬儀式等，都被相關的行政部門所接管，這



65

些社會功能被從寺院剝離出來。這實際上是寺院的去社會化的過

程。寺院的去社會化也意味著寺院在現代社會體系中的邊緣化。東

亞傳統社會的寺院是地域的教育中心、文化中心、甚至是經濟中心

（如廟會），但在現代社會，寺院似乎只是觀光中心，成為現代人

懷舊、休閒的地方。人間佛教運動和日本韓國佛教界的種種努力，

實際上是力圖讓寺院重新回到社會體系中，回到人們的生活中。給

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佛光山在都市的道場普遍開設「社會大學」，

面向社會各個階層展開「社會教育」，滿足不同年齡層學習、進修

的需要。這似乎印證了島園進的判斷，即佛教的現代化轉型意味著

佛教的「再社會化」。

東亞社會的現代化在不到 100 年的時間裡，給東亞社會帶來翻

天覆地的變化。在傳統社會裡，寺院是將農村村民、城市居民連繫

人間佛教與東亞大乘佛教的現代化轉型

佛光山人間大學南區聯合成果發表會於南台別院舉行，各區老師、學員代表近
350 人參與。（施峻廷 /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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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的重要場所。無論是否信仰佛教，大眾通過臘八節、燈會、廟

會等形式，獲得一種情感共鳴和身分認同。而現代化在追求城鎮

化、工業化的過程中，打破了以往以寺院為鈕結的文化共同體，年

輕的一代雖然獲得物質的滿足，但卻成為飄蕩在都市的無所皈依

者。日本社會學家將這樣的社會稱為「無緣社會」，即社會成員

失去了建立在共同體基礎上的情感連接和精神依託。原本企業可以

作為一種傳統共同體的替代物，但現代企業遵循效率至上原則，資

本的冷酷讓從業者感受不到任何人之為人的尊嚴感、一體感、歸屬

感。在這種情境下，寺院完全有可能重新成為人們精神和情感的棲

息地和加油站。疲憊的人們可以在寺院獲得片刻安寧和精神賦能，

再重新走向社會去打拼。

如日本著名企業家、京瓷集團創始人稻盛和夫在企業陷入困境

時，曾到日本禪宗妙心寺去短期出家，在寺院得到精神的滋養之

後，帶領企業走出危機，成為一代經營之神。在晚年，稻盛和夫毅

然出家，成為妙心寺僧人。當然這並不妨礙他在日本航空公司遇到

危機時，不顧高齡重新出山，擔任日航總裁，只用 2 年時間，就將

日航帶出經營危機。稻盛和夫的人生選擇，可以說是東亞大乘佛教

現代化轉型的一個典型案例。有出世的情懷又有世間的擔當，既

有對佛教精神理念的認同，又有社會責任感和服務社會的格局和才

能。

東亞各國歷史文化背景不同、社會制度不同，在當代世界格局

中所處的位置也各異，雖然東亞佛教同屬大乘佛教系統，但在教理

教義和儀軌制度等方面千差萬別。然而，東亞佛教界可以通過廣泛

的交流，分享各自在現代化轉型中的成功經驗，共同為大乘佛教在

世界範圍的復興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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