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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行人的話】 

《普門學報》發行緣起與展望         

 

慈容 

   

    紀元二○○一年元月，《普門學報》出刊了！藉著這一歷史性的因緣，謹向各位讀者報

告： 

    四十三年前，也就是一九五七年的時候，張若虛先生創辦《覺世旬刊》，由星雲大師擔

任總編輯。初時是以四開的報紙型問世，一共發行了七一五期，因為單張的不易收存，於是

應讀者要求，改為雜誌型發行。十天一次，曾發行到每期四十萬份，寄發耗費人工太大，不

得已便改為十六開的雜誌，每月出刊一次。從一三五一期開始，四十多年來，共發行了一四

○六期，現在把任務交給「人間福報」，改為「覺世副刊」以延續此一文化香火。但是在一

九七七年，因為《覺世》從單一報紙轉型的時候，希望把佛教更文藝化、生活化、知識化，

所以又同時發展出《普門雜誌》。 

    《普門雜誌》從一九七九年出刊後，每月一期，悠悠歲月共二十一年，終於因應佛光山

宗務委員會對於文化內容的調整，感於既然有了「人間福報」的發行，對於文學性的、通俗

性的報刊，就不必疊床架屋的重複，所以《普門學報》就在這樣的因緣下誕生了。 

    今後，《普門學報》每逢單月發行，改為學術性的雙月刊和讀者見面。因為佛光山數十

年來所召開的佛教學術會議，結交了全世界有緣的學者、教授，以及佛光山培養的各大學的

碩、博士所撰的論文，亟需有一塊園地，供給大家耕耘。 

    現在我們這份《普門學報》，並沒有宗派、門戶的限制；既曰「普門」，即希望容納各

宗、各派，以及中外古今的論說，甚至不同的思想觀點，乃至和傳統的佛教有差異的理論，

只要言之有理有據，我們都樂於刊出。除了漢文以外，英、日文的著作，我們也表歡迎；另

有學術文訊、學術動態、書刊介紹，我們都樂於為讀者服務。 

    過去《普門雜誌》曾發行至八萬餘份，今後學報在發行量上不希望增加，但求內容、素

質上能夠提昇，讓《普門》能成為一份學術性的、研究性的，和所有學人共有的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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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報創辦人星雲大師說：「廿一世紀是人間佛教的世紀」；對於佛教人間化這一主題，

我們要站在佛教的立場，加強義理的開展、資訊的發揚、倫理的規範、生活的提昇。我們尤

其注重人間佛教的學術理論，讓人間佛教在世界各地蔚成信仰的風氣，成為當代宗教的主流，

使佛教和人間的生活融和成一片，為世界人類注入一股清流。 

    「人間佛教」已經不是一句口號，現在的佛教學者、專家，都從傳統的佛教理論中，提

練出「人間佛教」的精華和思想體系，不斷地努力為未來「人間佛教」的前程打好基礎。目

前本學報已經收集多篇「人間佛教」的論文及著作，將會在本學報陸續發表。 

    與此同時，「佛光山文教基金會」結合海峽兩岸的佛教學者，以及世界各地佛學專家，

將與本學報配合發行：(一)中國佛教學術論典；(二)中國佛教文化論叢。論典和論叢都將有數

百部之多，並在最近數年之內完成出版，本學報義不容辭配合佛光山文教事的發展，共同努

力以赴。希望各界給予賜教與支持，不勝馨香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