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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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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國
佛
教
當
代
發
展
的
方
向

哲
學博士，現任西南大學宗教研

究所所長、教授，是大陸地區

首位道教養生學博士生導師。

長期從事中國醫學、宗教學、宗

教管理學、科學技術哲學、道教哲學、

道教人學、道教養生學、道教內丹學

以及自然辯證法、管理學等的教學和

研究工作，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創性理

論。出版專書多部，包含道教研究、

宗教管理學、人體科學、道教養生學

等；在海內外學術刊物發表有關科學、

哲學、宗教等學術論文五十餘篇。

楊玉輝 西南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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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佛
教
尤
其
是
大
陸
佛
教
的
發
展
在
今
天
面
臨
一
系
列
的
問
題
，
這
些
問
題
的
解
決
誠
然
可
以
從

不
同
的
方
面
來
進
行
，
但
毫
無
疑
問
，
最
有
效
的
解
決
方
案
還
是
從
太
虛
大
師
提
出
的
一
直
到
星
雲
大
師

所
發
揚
光
大
實
踐
推
動
的
人
間
佛
教
。
在
這
裡
，
我
想
就
個
人
對
大
陸
當
代
佛
教
發
展
所
面
臨
的
問
題
及

人
間
佛
教
在
解
決
這
些
問
題
上
的
成
功
實
踐
談
談
自
己
的
看
法
。
不
當
之
處
，
敬
請
指
正
！

一
、
當
代
佛
教
發
展
面
臨
的
問
題

由
於
近
代
以
來
社
會
的
演
變
發
展
，
特
別
是
受
西
學
和
科
學
的
衝
擊
，
佛
教
文
化
呈
現
一
種
日
漸
衰

落
的
局
面
，
直
到
近
些
年
才
逐
漸
有
所
振
興
，
但
要
重
振
昔
日
的
雄
風
卻
還
有
漫
長
的
發
展
道
路
要
走
，

而
且
必
須
解
決
其
發
展
中
面
臨
的
各
種
問
題
。
當
代
中
國
佛
教
發
展
面
臨
的
問
題
我
認
為
主
要
是
以
下
五

個
方
面
：

第
一
，
社
會
大
眾
對
佛
教
文
化
存
在
普
遍
的
陌
生
感
和
排
斥
感
。

由
於
近
百
年
政
府
對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的
否
定
性
政
策
，
使
社
會
大
眾
對
佛
教
文
化
的
學
習
瞭
解
十

分
有
限
，
生
活
中
接
觸
也
有
限
，
加
上
其
特
殊
的
話
語
體
系
和
艱
深
的
義
理
，
讓
今
天
的
中
國
大
眾
對
佛

教
有
了
一
種
陌
生
感
和
排
斥
感
，
阻
礙
了
佛
教
在
社
會
上
的
廣
泛
傳
播
，
也
影
響
了
佛
教
事
業
的
當
代
發

展
。

第
二
，
民
眾
普
遍
感
到
佛
教
脫
離
生
活
現
實
，
高
深
莫
測
。

佛
教
的
出
世
思
想
和
超
越
價
值
追
求
，
總
是
給
人
一
種
遠
離
塵
世
、
不
關
心
現
世
、
不
關
心
人
的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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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生
活
、
清
修
、
神
秘
、
高
深
莫
測
的
感
覺
，
讓
人
們
感
覺
到
佛
教
人
生
目
標
過
於
高
遠
，
與
人
們
的
現

實
生
活
存
在
距
離
感
，
讓
普
通
人
對
佛
教
生
活
望
而
生
畏
，
無
法
接
受
佛
教
，
融
入
佛
教
生
活
。
在
今
天

中
國
社
會
越
來
越
世
俗
化
、
功
利
化
的
背
景
下
，
這
就
使
得
佛
教
文
化
在
當
代
中
國
社
會
難
以
被
普
遍
接

受
，
佛
教
事
業
也
難
以
有
一
個
普
遍
的
發
展
。

第
三
，
佛
教
組
織
的
管
理
普
遍
停
留
在
較
為
落
後
的
傳
統
方
式
上
。

當
代
佛
教
組
織
尤
其
是
大
陸
的
佛
教
組
織
，
在
管
理
上
雖
然
有
一
些
進
步
，
但
總
的
說
來
進
步
不

大
，
大
多
還
是
停
留
在
傳
統
落
後
的
管
理
模
式
上
，
寺
院
的
各
種
組
織
管
理
體
制
都
不
完
善
，
表
現
在
：

寺
院
管
理
的
決
策
、
執
行
、
監
督
三
大
職
能
沒
有
很
好
的
劃
分
；
教
務
、
事
務
缺
乏
專
業
分
化
；
重
視
教

職
人
員
管
理
，
忽
視
信
眾
管
理
；
重
視
信
仰
事
業
，
忽
視
社
會
事
業
等
等
。
由
此
導
致
當
代
中
國
佛
教
發

展
在
內
部
機
制
和
管
理
運
作
上
出
現
各
種
不
足
，
阻
礙
了
佛
教
事
業
的
健
康
發
展
。

第
四
，
佛
教
各
方
面
資
源
普
遍
缺
乏
，
力
量
薄
弱
。

任
何
事
業
的
發
展
都
需
要
資
源
的
支
撐
，
佛
教
的
發
展
也
是
如
此
。
然
而
近
代
以
來
大
規
模
拆
毀
寺

院
設
施
，
強
行
解
散
寺
院
組
織
，
遣
散
寺
院
僧
人
，
禁
止
佛
教
信
仰
活
動
，
讓
佛
教
遭
受
了
嚴
重
的
物
資
、

組
織
、
人
才
、
文
化
等
各
個
方
面
的
巨
大
損
失
，
至
今
難
以
恢
復
元
氣
，
致
使
各
種
佛
教
事
業
的
發
展
受

到
資
源
的
嚴
重
約
束
。

第
五
，
佛
教
普
遍
的
商
業
化
和
功
利
化
，
背
離
宗
教
精
神
和
價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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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
佛
教
寺
院
的
旅
遊
經
濟
價
值
，
在
政
府
和
商
家
的
推
動
下
，
佛
教
在
社
會
上
越
來
越
被
商
業

化
。
也
由
於
佛
教
自
身
組
織
力
量
的
薄
弱
，
道
風
不
振
，
加
上
其
他
社
會
因
素
的
影
響
，
佛
教
組
織
和
僧

人
的
功
利
化
也
越
來
越
突
出
。
這
些
現
象
的
存
在
，
使
佛
教
遭
受
嚴
重
的
價
值
危
機
和
信
任
危
機
，
讓
許

多
人
產
生
對
佛
教
的
負
面
看
法
，
促
使
人
們
遠
離
佛
教
，
嚴
重
影
響
當
代
佛
教
事
業
的
健
康
發
展
。

二
、
人
間
佛
教
為
佛
教
的
當
代
發
展
指
明
了
方
向

如
何
解
決
當
代
中
國
佛
教
發
展
存
在
的
問
題
，
根
據
我
個
人
的
觀
察
，
人
間
佛
教
從
以
下
五
個
方
面

為
當
代
中
國
佛
教
的
發
展
指
明
了
方
向
：

第
一
，
人
間
佛
教
還
原
了
佛
教
本
來
的
以
人
為
本
的
本
性
，
回
歸
了
佛
教
對
現
實
人
生
問
題
的
關

注
。

任
何
宗
教
在
本
質
上
都
是
為
人
服
務
的
，
都
是
為
瞭
解
決
現
實
中
的
人
所
面
對
的
各
種
問
題
。
傳

統
佛
教
是
以
對
現
實
人
生
的
根
本
超
越
來
解
決
現
實
人
生
問
題
，
但
普
通
人
對
這
種
解
決
方
案
會
感
覺
比

較
遙
遠
，
缺
乏
貼
近
現
實
生
活
的
吸
引
力
；
而
人
間
佛
教
則
能
從
人
的
現
實
生
活
來
考
慮
人
生
問
題
的
解

決
，
使
其
讓
人
感
受
到
佛
教
就
在
人
的
現
實
生
活
中
，
在
幫
助
人
們
解
決
各
種
現
實
的
問
題
，
而
不
只
是

關
心
人
的
來
世
，
使
佛
教
真
正
體
現
了
以
人
為
本
的
品
格
，
回
歸
到
了
佛
教
作
為
人
的
宗
教
的
本
性
。

第
二
，
人
間
佛
教
提
供
了
更
人
性
化
的
佛
教
生
活
方
式
，
讓
佛
教
能
更
好
地
走
進
人
群
、
走
進
生
活
，

有
利
於
發
揮
佛
教
文
化
的
社
會
功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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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間
佛
教
以
人
生
的
現
實
問
題
解
決
作
為
切
合
點
，
走
出
了
傳
統
佛
教
相
對
偏
狹
的
視
野
，
提
出
了

更
人
性
化
的
佛
教
生
活
方
式
，
直
面
現
實
人
生
生
活
，
從
生
理
、
心
理
、
工
作
、
事
業
、
婚
姻
、
家
庭
，

到
人
我
、
環
境
、
社
會
、
國
家
、
民
族
，
只
要
是
與
人
的
生
活
相
關
的
問
題
都
加
以
關
注
，
並
提
出
對
問

題
的
合
理
理
解
和
根
本
解
決
，
使
佛
教
成
為
關
心
人
、
幫
助
人
、
提
升
人
、
完
善
人
的
宗
教
，
真
正
起
到

促
進
人
的
生
活
健
康
、
快
樂
、
幸
福
的
作
用
，
讓
人
們
感
受
到
佛
教
的
巨
大
文
化
魅
力
和
現
實
價
值
，
願

意
將
佛
教
的
發
展
與
個
人
生
活
品
質
的
提
升
聯
繫
在
一
起
，
從
而
為
佛
教
的
當
代
發
展
提
供
了
廣
泛
的
群

眾
基
礎
。

第
三
，
人
間
佛
教
為
佛
教
組
織
管
理
的
現
代
化
、
科
學
化
轉
型
提
供
了
有
益
的
探
索
。

人
間
佛
教
吸
收
了
基
督
教
和
其
他
現
代
社
會
組
織
在
管
理
運
作
上
的
成
功
經
驗
，
強
調
體
制
的
創
新

和
管
理
制
度
的
科
學
化
，
從
而
使
佛
教
組
織
的
管
理
從
傳
統
封
閉
落
後
的
狀
態
，
走
向
了
現
代
開
放
先
進

的
狀
態
，
實
現
了
佛
教
組
織
管
理
的
現
代
化
、
科
學
化
轉
型
。
從
而
也
為
大
陸
各
佛
教
組
織
管
理
的
現
代

化
、
科
學
化
轉
型
提
供
了
寶
貴
的
經
驗
和
模
式
。

第
四
，
人
間
佛
教
能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克
服
佛
教
事
業
發
展
在
資
源
上
所
受
到
的
限
制
。

比
如
：
傳
統
佛
教
發
展
一
定
要
依
託
寺
院
，
而
人
間
佛
教
可
以
走
出
寺
院
，
甚
至
不
用
寺
院
來
發

展
；
傳
統
佛
教
更
多
的
是
依
賴
出
家
僧
人
來
發
展
，
而
人
間
佛
教
則
更
多
地
強
調
依
賴
居
士
和
信
眾
來
發

展
，
可
以
克
服
人
力
資
源
方
面
的
限
制
；
傳
統
佛
教
更
關
注
的
是
信
仰
事
業
，
而
人
間
佛
教
則
將
事
業
的

人
間
佛
教─

─

中
國
佛
教
當
代
發
展
的
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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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展
拓
展
到
了
社
會
事
業
，
特
別
是
文
化
事
業
、
教
育
事
業
和
慈
善
事
業
，
能
更
好
地
借
助
佛
教
的
文
化

資
源
來
推
動
佛
教
事
業
的
全
方
位
多
元
化
發
展
。

第
五
，
人
間
佛
教
是
佛
教
走
出
商
業
化
、
功
利
化
的
根
本
出
路
。

傳
統
佛
教
已
經
與
政
府
、
商
家
捆
綁
在
了
一
起
，
在
今
天
的
社
會
重
商
氛
圍
下
和
世
俗
發
展
中
，
其

商
業
化
趨
勢
和
功
利
化
表
現
不
可
能
在
短
時
期
消
除
。
而
人
間
佛
教
紮
根
社
會
人
群
，
走
民
間
化
道
路
，

較
少
受
政
府
和
商
家
影
響
，
更
能
展
示
佛
教
文
化
的
超
越
精
神
和
價
值
，
更
能
得
到
純
正
的
發
展
，
從
而

克
服
今
天
社
會
中
普
遍
的
商
業
化
和
功
利
化
對
佛
教
的
侵
蝕
，
使
佛
教
事
業
得
到
更
健
康
的
發
展
。

站
在
當
今
中
國
社
會
和
文
化
發
展
的
角
度
來
看
，
佛
教
事
業
的
發
展
不
是
應
不
應
該
的
問
題
，
而

是
必
須
且
緊
迫
的
問
題
，
但
毋
庸
諱
言
，
當
今
中
國
佛
教
發
展
也
面
臨
一
系
列
嚴
峻
的
問
題
，
這
些
問
題

不
解
決
中
國
佛
教
不
可
能
有
真
正
的
發
展
。
可
見
，
如
何
發
展
佛
教
事
業
，
如
何
使
佛
教
事
業
得
到
健
康

的
發
展
，
才
是
一
個
更
為
關
鍵
的
問
題
。
正
是
在
這
一
點
上
，
星
雲
大
師
開
拓
的
人
間
佛
教
事
業
才
真
正

指
明
了
當
代
中
國
佛
教
事
業
發
展
的
方
向
，
提
供
瞭
解
決
當
代
中
國
佛
教
發
展
問
題
的
一
系
列
思
路
和
方

法
。
其
實
，
除
了
人
間
佛
教
之
路
，
我
們
還
能
找
到
其
他
更
好
的
當
代
中
國
佛
教
發
展
的
道
路
和
方
向

嗎
﹖
回
答
是
不
言
而
喻
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