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为主页   加入收藏     您是第   3949137    位访问者

首页 | 中国民族 | 世界民族 | 宗教大观 | 书刊博览 | 政府专页 | 信息库

         民族经济 | 民族文化 | 民族理论 | 民族医药 | 民族饮食 | 民族服饰

         五大宗教 | 民间信仰 | 宗教理论 | 宗教典籍 | 宗教常识 | 宗教圣迹

  

第二届中日佛学会议展开新一轮佛教本土化研究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信息中心 出版日期：2006-11-7 期数：585 阅读：203次

    本报讯 （记者 吴艳） 11月2日上午9时,第二届中日佛学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

闭幕。此次会议是以“佛教的本土化研究”为主题，旨在进一步巩固两国佛教学术交流的平台，

深化第一届会议的成果，推进两国学者的学术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大

学、上海大学等科研单位和高校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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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主持了开幕式。中国人民大学副

校长冯俊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中方代表团团长方立天教授，中国

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张新鹰教授，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楼宇烈教授，日本东京

大学教授、日本佛教学会会长、日方代表团团长末木文美士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佛教文化

研究所所长杨曾文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贺词。 

 
    据冯俊副校长介绍，近几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加强了佛教及其他宗教理论的深入研究，开展

了广泛的学术交流，为社会提供广泛服务，为政府决策提供很多参考意见。他指出，和谐社会的

建设包括宗教的和谐，而佛教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学术界应该加强佛教促进和谐社会的作用

的研究。方立天教授在研讨会上倡议，把这种学术研究作为常用形式坚持下去。他指出，本土化

问题涉及不同流传地区，不同意识文化交流、规律特征、不同文明的内化等问题。 
  

    1日至2日，中方代表方立天教授、方广锠教授、魏道儒教授、宣方教授、王亚荣教授，日方

代表末木文美士教授、菅野博史教授、船山彻教授、小川隆教授、蓑轮显量教授均发表了论文，

论文围绕中、日佛教本土化问题的各个方面展开。每篇论文发表后进行了评议和开放讨论，学者

们就佛教本土化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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