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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夏年]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学术会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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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召开学术会议，就某一问题进行专门的学术讨论，古已有之。佛教是一个强调理论的宗教，佛学的研究往往伴随着很多重要的学术问题需要

进行讨论，由此产生了专门的学术讨论会。从古代的文献记载来看，有关佛学的学术讨论会召开过很多次。据说公元67年，汉明帝夜梦“神

人”，第二天早上召集群臣开会，讨论这位“神人”的来历，大臣傅毅勇敢地站出来回答：“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

有日光，殆将神道也。”（注：《牟子理惑论》二十章。）他指出这位“神人”是佛，促使明帝下决心派人西去求法，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如果

这件事情是实，那么佛教的学术问题讨论会将以此开始。由是说明佛教的传入是在召开学术问题讨论后才决定的，这对佛学本身而言，又有了一

个重大的意义。 

佛教传入后，中国历史上不断地召开各种学术讨论会，这些讨论会无外乎这样两种基本模式：一是由官方出面召集僧人和学者共同讨论或争

论某一问题：例如南北朝时期梁天监六年（507）武帝出面召集学者和王公朝贵64人召开批判范缜的《神灭论》会议，发表的论文达75篇，主题

是讨论佛教因果报应的理论问题，这些论文有的被收到《弘明集》里；二是由寺庙出面召集参会者讨论问题：例如东晋沙门竺法汰为破道恒的心

无义，“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昙一难之。引经据典，析驳纷纭”，（注：梁慧皎撰、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高僧传·义解二》第192－193

页，中华书局1992年10月版。）两人争论一天，没有结果。第二天慧远设难，批倒道恒，“心无之义，于此而息。”（注：梁慧皎撰、汤用彤校

注、汤一玄整理《高僧传·义解二》第193页，中华书局1992年10月版。）这二种基本模式，二千年来没有改变，至今仍然沿袭下来。今天又衍

生出另外三种模式：即由学术界出面召开学术会议的模式；民间有钱的人和单位以及寺院出钱资助召开学术会议的模式；一些国外的团体拿钱资

助中国的学术活动，召开一些双向交流的佛教学术国际会议模式，所以在当代中国一共有五种会议模式。 

 

二、回眸二十世纪初 

 

在20世纪上半叶，据笔者所见，佛教学术会议的召开还没有详细的统计资料。当时佛学的研究和出版是繁荣的，学术争论的激烈程度也超过

了世纪末，如果能够称上学术会的，据笔者所见，只有1931年在北京华北居士林举办的第一次僧众佛学观摩会，这是一次集柏林寺教理研究院、

锡兰留学团、弘慈佛教院、弥勒佛学校四校优秀学生，举行讲演作文比赛的大会（注：《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86册第204页。台北大乘出版

社，1978年版。）。这里的“讲演作文”可能就是宣讲论文，然后对之进行评判。至于其它的佛教学术会议，笔者寡闻，还未得见。 

民国时期学术会议少，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整个学术活动都是处于分散的状态，学术界虽然有像支那内学院这样的居士佛教和佛学研究团

体，以及各种佛学院和学佛团体，但这些团体对诸如讲经的事业很感兴趣，聘请有名的法师讲经的记录不断，作学术讲演的活动，则不多矣。更

谈不上召开学术讨论会。其二，在任何时代，学者是要受得清贫和坐冷板凳，像支那内学院这样有名气的佛学团体，也会经常碰到经费不够用的

情况，所以开讨论会则是一件奢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其三，佛教在民国时期，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佛学研究也是一些个人的行为，佛

教界的地位更是很低的。佛教在官方只是被看作是一种私人的行为，并且时时受到政府的压制和限制，政教之间的矛盾有时也发生厉害冲突，佛

教界经常到政府请愿，或者向全国通电，以求援手支持。所以由政府来举办佛教学术会议是根本不可能的。其四，就佛教界而言，也许举办一个

比较得体的佛学会议并非不可能，但是由于从事学问研究的僧人是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有经济实力的僧伽也对此不感兴趣，而且佛教界内部散

沙一盘，加上整个社会一直处在内乱外辱的大环境下，学术活动更不被重视，僧伽不投入也是自然的事情。总而言之，本世纪上半叶没有召开佛

教学术会议的大环境。 

 

三、新时期巨变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1978年以前，受极“左”思潮的影响，研究佛学的人很少，虽然有隶属于中国佛教协会领导的金陵刻经处和三时学会这

样的佛教研究团体，但是同样也没有召开学术会议的气氛，仅是编辑一些书籍而已。1964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

当时正处于“文革”的前夕，还没有展开正常的学术研究工作，所以从整个大环境上看，也就谈不上什么召开佛学学术会议的事情。直到1978年

以后，这种局面才得到改观，党和政府重新落实和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学术界实现了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的方针，佛教的研究成为社会科

学的一个亮点，越来越受到学者的注意。从1980年9月在西安举行的“佛教学术讨论会”至今，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大陆已成功地举办了全国性

的各种佛学会议达73次。除了国内召开专题学术会议外，还与其它国家召开了双边会议。佛学会议的召开，既给学者之间提供了一个互相切蹉，

交流的空间，同时也促进了各地的人才培养，深化了一些专题研究，其效果是显明的。（注：关于国内佛学会议的情况，请参见拙文《近年来我

国佛教学术会议活动的综述》，载《宗教》1993年第一期。1993年以后的会议，请参见《世界宗教研究》、《佛学研究》刊出的各种会议报道。

由于文章太多，恕不一一举名。）下面将20世纪我国大陆地区召开的一些重要的佛教学术会议做简单的回顾。特别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学术

会议不包括香港特区和台湾地区召开的佛学会议，由于条件和资料的限制，笔者未取得这方面的信息，我们只能以后在条件具备时再给予弥补。

另外，由于国内的佛学热的影响，一些地方举办的小型或者办的佛教学术会议未被笔者所知，故肯定会有遗漏之处，希望知道这方面消息的人给

予补充，以成全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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