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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0月29日 中国宗教学术网

日前，第二届中韩佛教学术交流会议“中韩佛教史上的文化交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韩国延世大学哲学研

究所联合举办，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

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韩国延世大学、东国大学、东方文化大学院、翰林大学、圆光

大学的3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贾俐副译审主持，中国社会科学

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党委书记赵文洪研究员、韩国延世大学哲学研究所辛奎卓教授分别致

辞。赵文洪指出，佛教是世界性宗教，是在中韩两国都有大量信众的宗教，是作为各国人

民之间友谊的使者，在促进各国人民交往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宗教。会议一定能够

促进、深化双方的学术合作，在更高层次上为中韩两国人民友谊的巩固与发展做出贡献。

辛卓奎说，《论语》中说“人能弘道”，中韩两国学者聚在一起，一起探讨中韩佛教史上

的文化交流，一起扩张真理，一起来“弘道”，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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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场学术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周贵华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

宗教研究所魏道儒研究员、延世大学哲学研究所辛奎卓教授作学术发表，北京大学哲学系

魏常海教授评议。魏道儒发表“中韩佛教文化共建及其现代启示”，指出7到10世纪，韩

国僧俗人士在中国佛教最兴盛时期参与到共建中国佛教文化的伟大事业中，实现了携手共

建、共同推动东亚佛教的繁荣和发展。这是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的奇迹。今天在国际形势的

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的时候，我们总结中韩共建

中国佛教、进而共建东亚佛教的历史，对于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有着重

要的启示、借鉴和鼓舞作用。辛奎卓介绍了韩国佛教的基本情况，并发表题为“为获

取’正当知识的观法的活用——以《华严法界观门》为中心的考察”的演讲，他指出《华

严》的“观”既具有修行的机能，又具有判释《华严经》及其他各种经论的行相的机能。

只有通过“观”，才能理解《华严经》中诸佛菩萨的不可思议的行迹和功能。通过观的方

法理解《华严经》及其他大小经论的行相的同时，观察“一心”成就不可思议功德。魏常

海指出魏道儒教授的文章视野宏阔，对中韩佛教的概括非常精准，提出的几个方面很有独

创性，第一，认为佛教传播史上，中韩佛教双向互动是唯一的特例，说的非常准确。第

二，中韩共建的概念提的非常好。不仅是中韩共建了中国文化，还可以进一步提出中韩共

建中韩文化，中韩共同推动东亚文化。辛教授的文章专门分析了华严学的法界观门，内容

很精细，分析很深入，很有启发。比如他对阿赖耶识的分析和对观的机能的分析，都很有

创见。

 

 

 

第二场学术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建华研究员主持，韩国东方文化大学院

大学车次锡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李建欣研究员发表论文，北京大学日语

系金勋教授评议。车次锡发表《“天台四教仪”所见韩中交流及其意义》，分析了《天台

四教仪》的基本内容、著述背景及在韩中佛教交流中的意义，指出这本书综合整理、继承

发展了正统的天台思想，是中韩两国佛教文化共同的产物，对东北亚佛教的发展，对东北

亚佛教共同体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强调了汉文在东北亚文化沟通和交流中的重要作

用。李建欣发表论文《佛教传说中的转轮圣王阿育王对隋文帝的影响》系统研究了佛教传

说中的转轮圣王阿育王对隋文帝在利用佛教方面的影响。首先，简要梳理了佛教文献中转

轮圣王观念，转轮圣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拥有七宝，另一个特征就是以十善道化天下。

其次，概括汉语佛教文献中关于转轮圣王阿育王的形象，指出历史上的阿育王和传说中的

阿育王形象存在很多差异。最后，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勾稽，论述了转轮圣王阿育王对隋文

帝的影响。金勋指出自己一直关注并主持了多次中韩文化交流。有关中韩佛教文化交流这

一主题的交流从80年开始。一般把历史上的中韩佛教交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方

的传播（三国时期），第二阶段是入唐求法僧的活跃（新罗时期），第三阶段是中国的宋

元（高丽时期）。车教授的发表属于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是双方个性展开的阶段。韩国佛

教在整个东亚佛教中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是东亚黄金通道的重要一站。没有韩国佛

教，东亚大乘佛教区就无法形成。我们研讨这一问题时也要有大的心胸。

 

 

 

第三场学术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李志鸿副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

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尕藏加研究员、韩国翰林大学生死学研究所梁晶渊副教授作了学术发

表。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刘成有教授进行评议。尕藏加发表《<俱舍论>在藏传

承及其义理考述》，指出：《俱舍论》在藏地有着源远流长的传承历史，从未中断。《俱

舍论》作为藏传佛教五部大论之一，也同其他四部大论一样，有着自己独立的教授传承，

并且与戒律传承之间建立互动关系。《俱舍论》的中心思想在于阐述“四圣谛”的理论体

系，用“四圣谛”来展现整个佛法的神圣性。《俱舍论》进一步阐述了释迦牟尼学说的核

心问题，即四圣谛、十二因缘，以及三世因果的联系。梁晶渊发表《朝鲜后期对藏传佛教

的认识——以<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为中心》，指出朝鲜后期知识分子对臧传佛教的理解可

以通过《热河日记》和以《热河日记》内容为基础形成的百科全书式的《五洲衍文长笺散



稿》来展现。《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从性理性角度，对藏传佛教的活动进行了非常负面的

评价，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认为清朝是儒家传统的威胁，藏传佛教扰乱了清朝统治者的心

性，因而对清朝统治者是否是中原文化的继承者提出疑问。刘成有指出藏传佛教的内在活

力，对汉传佛教的影响，都是我们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要研究这些问题，要注意两点：

一，究竟是怎么样的，二，我们是怎么看的？尕教授的论文是在讲藏传佛教是怎么样的。

梁教授的文章在讲我们是怎么看的。尕教授对《俱舍论》在藏传佛教的传承，对其理论架

构和思想内涵介绍的非常到位。我们希望有比较的视角，为何《俱舍论》在汉地没有受到

足够的重视？梁先生的论文，以《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为核心资料，层层推演，把朝鲜后

期对藏传佛教认识的原因说的非常清楚。如果能与中国古代的性理学家怎样看待藏传佛教

有个比较，会更深入。

 

 

 

第四场学术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奎副研究员主持，韩国圆光大学人

文学研究所吴容锡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纪华传研究员作学术发表，魏道

儒研究员作评议。吴容锡发表《普照知讷的看话禅与大慧宗杲的看话禅》，以普照知讷和

大慧宗杲看话禅的关系为中心进行考察，指出二者在动静一如方面是会通的。大慧宗杲从

祖师禅的角度给出看话径截之路，在三敎合一和真俗不二的观点中包含了很多根机。知讷

的看话径截则是为了解决有知识而痛苦的敎学者或者禅学者的问题而行的方便法。知讷从

中道的立场对当时的狂禅和痴禅予以警戒，为了说明实践论的观点而给出看话径截门。纪

华传发表《高丽忠宣王王璋与中峰明本禅师》，通过《高丽史》《中峰和尚广录》以及佛

教史书的相关记载，对高丽忠宣王王璋的生平及其与佛教的因缘，特别是对其向中峰明本

禅师求法经历与得法事迹作了详尽梳理，指出在元朝崇奉藏传佛教的情况下，王璋与明本

的交往，反映了高丽对于汉传佛教中禅宗的自觉选择和接受，对于了解中韩佛教文化交流

具有重要意义。魏道儒认为吴容锡的文章把普照知讷和大慧宗杲的看话禅进行比较研究，

选题比较好。大慧宗杲在中国禅宗史上是跨时代的人物。大慧宗杲的看话禅从宋代以后一

直影响中国的禅宗，而且与净土、密教结合到一起，影响很大。普照知讷是韩国佛教发展

史上跨时代人物。大慧宗杲的看话禅对韩国影响很大。吴教授只选普照知讷的《看话决议

论》与大慧宗杲比较，论题比较集中。在元代，中峰明本地位很高，当时跟随他参学的中

国人和外国人都很多，他本人及其传承的一派在杭州非常有名。中峰明本和其老师都是修

行和弘扬看话禅的。中国的看话禅是从大慧宗杲开始，一直往下传，在元代，最有名的就

是中峰明本一系。王璋请教中峰明本是一个不懂韩国主流思想的人到中国请教看话禅。所

以，中峰明本告诉王璋的内容是当时在韩国已经有的内容。纪教授的文章使用中国的资料

很多，论述的比较仔细。

 

 

 



第五场学术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周广荣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杨健研究员和韩国东国大学佛教学术院朴仁锡助教授进行学术发表，人民

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张风雷教授评议。杨健发表《崇山行愿禅师的传法及其禅法

特点》，介绍了崇山禅师生平、著述、阐释了禅宗观音派的法脉传承，以其在美国的传法

为例指出，崇山禅师的禅法既遵循了韩国的曹溪宗传统，又体现了针对西方佛教徒的创

新。他的传法活动也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朴仁锡发表《从遁伦的<瑜伽论记>看唐与新

罗的佛教交流》，探讨了新罗僧人遁伦《瑜伽论记》的撰述背景及内容特色，分析了其中

出现的唐与新罗佛教交流的事例，展现了唐与新罗学僧关于《瑜伽师地论》重要问题的各

种分歧，总结了遁伦汇通不同见解的各种努力。张风雷指出杨健的论文研究了一个韩国禅

师到美国创建新的宗派的案例。虽是个案，反映了很普遍的东西，就是传统的禅宗到西方

文化传播，会产生什么样的样态。这篇文章不是简单的叙述，背后有很深的问题意识。除

了对崇山禅师的经历有描述外，对其禅法的特点也作了分析。这个话题在现代的佛教研究

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补充对崇山禅师禅法的总体认识及其在美国传法引起的负面

内容。朴教授的论文是非常专门的对遁伦《瑜伽论记》的研究，也有非常大的问题意识，

那就是在东亚文化视野下看遁伦《瑜伽论记》的问题。这篇论文对《瑜伽论及》各种情况

的叙述非常清晰，思想部分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玄奘比量问题，二，种姓问题。由于

篇幅问题，展开的不太充分。可以从整个东亚佛教的视野对这些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第六场学术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王皓月副研究员主持，韩国东方文化

大学院大学李诚云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夏德美副研究员进行学术发表，

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张文良教授评议。李诚云发表《韩国的佛教仪式的受容

与变化》，指出韩国佛教的仪式仪文是从中国传入的，考察了韩国佛教接受中国佛教仪式

的时间、接受的方式和相应的变化，认为韩国佛教水陆斋仪文的编撰是为了适应仪式举行

状况而生成的。仪文的简略化和仪式行为的具体化是其显著特征。夏德美发表《从义寂<

菩萨戒本疏>看中日韩佛教交流》，详尽检索中日韩三国现存佛教资料，系统考察义寂的

生平著述，认为义寂是法相宗僧人，他的著述包括唯识论、法华类、净土类、菩萨戒类

等，对中日韩佛教产生过重要影响；义寂菩萨戒著作《梵网经菩萨戒本疏》对智顗疏、元

晓私记、法藏疏有所借鉴，或有相同性，也有明显的特色，义寂疏在中、日、韩佛教交流

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张文良指出佛教文化研究大致有两个传统：大传统（教义教理）和小

传统（佛教信仰）。李教授通过佛教仪式这一独特视角，对中韩佛教信仰层面的交流进行

了详尽的研究，很有启发。如中国佛教“水陆仪式”受国家佛教影响的情况，仪式活动的

简略化等等。有关《梵网经》的研究，最近在中日韩学术界出现了很多研究成果，成为显

学，京都大学船山徹等人的研究很有价值。夏德美考察义寂《梵网经》注疏，比较智顗等

人的菩萨戒思想，此类比较研究很有启发意义。对于这些文本的作者、出现时间可以有进

一步的考察，对于不同菩萨戒疏之间有没有影响可以从作者的整体思想进行综合考虑。

（文：夏德美；图：王肇鹏、李秉霖）

 

 



⊕相关报道

 

（编辑：许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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