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大新闻中心 人大主页 人大要闻 专题新闻 头条新闻 校园时讯 院系速递

  您的位置：人大新闻网>校园时讯>院系速递>哲学院 

一周热点

 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新学期学校党政...  

 国际小学期：花正灿烂香更浓  

 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  

 中国人民大学上海校友会揭牌成立...  

 纪宝成校长视察2010年本科生...  

 中国人民大学处级干部赴延安干部...  

 教务处组织暑期学校留学生参观校...  

 明德领袖生培训计划第二期在京学...  

 人民大学暑期学校京剧艺术交流活...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  

媒体人大

 [人民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人民网]李义平：没有“民富”...  

 [人民网]中国人民大学隆重庆祝...  

 [光明日报]人大国学院喜迎成立...  

 [新京报]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  

 [人民日报]纪宝成：回应对国学...  

 [人民网]张可云：中国将迎来百...  

 [光明网]人民大学发布中国社会...  

 [新浪网] 著名作家进人大：张...  

 [重庆卫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  
更多... 

人大要闻

更多... 

 程天权书记出席高校推进哲

学社会科学...
(2010-10-

26)

 程天权书记出席《中国自愿

碳减排标准...
(2010-10-

25)

 中国人民大学与法国三所大

学签署中国...
(2010-10-

25)

 纪宝成校长出席首届中法高

等教育论坛...
(2010-10-

25)

 牛维麟常务副书记率团访问

台湾高校和...
(2010-10-

25)

 纪宝成校长会见上海校友会

负责人和校...
(2010-10-

25)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成立50
周年院庆...

(2010-10-
23)

 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社会计

算与人文社...
(2010-10-

22)

 纪宝成校长一行到汉青研究
院调研 

(2010-10-
22)

 王利明副书记兼副校长率团

参加第八届...
(2010-10-

22)

第四届中日佛学会议在中国人民大

(2010-10-26 09:13:51)

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

        10月23—24日，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

日佛学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本届中日佛学会议的主题为“佛

        10月23日上午9时，第四届中日佛学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

级教授、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

誉学问委员杨曾文教授，日方代表团团长、国际日本文化研究所末木文美士

任、世界宗教研究所前副所长张新鹰教授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  

        方立天教授在致辞中对会议的举办提出四项要求：一是要坚持学术

位；二是要追求会议的学术质量，会议论文的发表和讨论对学术研究要有所

验，对会议的成功经验和缺失之处均要作出认真的分析；四是会议的举办

高，而且还要推动中日佛教学术会议举办水平的提高。  

        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执行所长张风雷教

        开幕式结束后，会议进入论文发表阶段。会议共分为十场论文发表

发表论文。其中中方正式代表为：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哲学系宗教学

学理论研究所温金玉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侯冲教授，中央民族大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王颂副教授；  

        日方正式代表为：代表团团长、国际日本文化研究所末木文美士教

授，武藏野大学西本照真教授，东京农业大学山部能宜教授，日本东北大

        每场论文发表会时间为1个小时，其中又分三个环节：论文发表25

        第一场论文发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络中心主任张新鹰教授主持，日方代表

末木文美士教授发表论文《日本佛教中的实践》，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

评议，末木教授对评议和学者提问作了回应。张新鹰教授对论文发表、

        第二场论文发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世界宗教研

中方代表、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哲学系宗教学系洪修平教授发表论文《

斋藤智宽助教授对论文作了评议，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宋立道教授、中

副研究员进行提问，洪修平教授对评议和提问作了回应。魏道儒教授对论

        第三场论文发表会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魏常海教授主持，日方代表

表论文《慧思的忍辱思想——以<法华经安乐行义>为中心》，中央民族大

对论文作了评议，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魏常海教授、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进行提问，菅野博史教授对评议和提问作了回应。魏常海教授对论

        第四场论文发表会由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宋立道教授主持，中方代表、中

研究所温金玉教授发表论文《中国大陆佛教传戒活动的回顾与反思》，日本武藏野大

评议，温金玉教授对评议和提问作了回应。宋立道教授对论文发表、评议

        第五场论文发表会由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杨维中教授主持，日方代表

发表论文《净土教与三阶教围绕实践的论争》，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

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张总教授进行提问，西本照真教授

文发表、评议、提问和回应作了总结。  



        第六场论文发表会由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吕建福教授主持，中方代表、上海

授发表论文《咒愿及其展开》，东京农业大学山部能宜教授对论文作了

授进行提问，侯冲教授对评议和提问作了回应。吕建福教授对论文发表、

        第七场论文发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张总教授主持，日方代表

宜教授发表论文《禅观与石窟》，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侯冲教授对论文作了

生、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张雪松博士、南京大学哲学

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助理宣方副教授进行提问，山部能宜教授对评议

表、评议、提问和回应作了总结。  

        第八场论文发表会由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肖平教授主持，北京大

《华严宗的修行实践与其教义思想的关系》，日本创价大学菅野博史教

杜寒风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侯冲教授进行提问，王颂副教授对评议

表、评议、提问和回应作了总结。  

        第九场论文发表会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主任金勋教授主持，日方代表

宽助教授发表论文《所谓“见佛性”——唐代禅宗的实践》，北京大学

议，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访问学者、日本东洋大学伊吹敦

议和提问作了回应，金勋教授对论文发表、评议、提问和回应作了总结

        第十场论文发表会由中国计量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邱高兴教

宗教学学院副院长刘成有教授发表论文《现代性视域中的大乘三系说与

文美士教授对论文作了评议，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张

提问作了回应，邱高兴教授对论文发表、评议、提问和回应作了总结。 

        10月24日下午4时许，十场论文发表会全部结束。鉴于在论文发表

问，中日代表团负责人商议决定，在闭幕式举行之前增加50分钟的自由提

提问。自由提问由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张文良副教授主持，

授、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刘成有教授对侯冲教授发表的论文

副教授对末木文美士教授发表的论文进行提问，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

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访问学者、日本东洋大学伊吹敦教授对西本照

提问，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杜寒风教授对山部能宜教授发表的论文进行提

回应。  

        10月24日下午5时半，第四届中日佛学会议举行闭幕式。闭幕式由中

良副教授主持，日方代表团团长、国际日本文化研究所末木文美士教授，日方代表

教授，特邀代表、韩国金刚大学山口弘江博士，特邀代表、北京大学魏常海

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执行所长张风雷教授先后致辞，对第四届

最后，张风雷教授和末木文美士教授代表分别中国代表团和日本代表团

圆满结束。  

        除方立天教授、杨曾文教授及中、日代表团10位正式代表外，应邀出席

网络研究中心主任张新鹰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魏道儒

授、嘉木扬·凯朝副教授、纪华传副教授、周广荣副教授、杨健副教授，中

贵华教授、成建华副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魏常海教授、李四

学院金勋教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宋立道教授，中国佛教协会副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徐文明教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徐绍强教授，中国

学哲学系李虎群副教授，国家行政学院综合部朱岚教授，北京信息科技大

继诚副教授，中国国家博物馆李翎教授，国家宗教局研究中心魏农博士，《中

飞博士；  

        正在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进行访问研究的日本东

学马美玲教授，韩国金刚大学研究教授山口弘江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宗

金陵刻经处吕建福研究员，苏州大学哲学系韩焕忠副教授，中国计量大

江工商大学肖平教授、邱环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吕建福

副教授，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王宝坤副研究员，鲁东大学政法

教授，山西忻州师范学院肖黎民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系李宜静副教

学政法学院张爱林副教授，西藏民族学院牛延锋博士，辽宁大学哲学系永惺佛

校张蕾蕾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执行所长张风雷



助理宣方副教授、张文良副教授、惟善博士、张雪松博士、所长助理梅瑛副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哲学院及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

等兄弟院校的部分博士后研究人员及博、硕士研究生旁听了会议。  

        日本新泻大学土屋太佑副教授、日本东京大学博士生柳幹康、中国

日语系博士生梁明霞担任本届会议的现场翻译；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

大学土屋太佑副教授、韩国金刚大学研究教授山口弘江博士、中国人民大

（日本创价大学博士生）松森秀幸、日本东京大学博士生柳幹康、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