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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的學術研究和大學教育 

 

姚衛群  

北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佛教是一種宗教，但它所包含的文化內容十分豐富，涉及的學科領域極為廣闊，是科學

研究的重要對象。 

  當代的大學既是教書育人的場所，又是進行科學研究的基地。無論是從育人方面看，還

是從研究方面看，對佛教都應給予重視。一個學科門類較為齊全的綜合性大學，對佛教的學

術研究是必不可少的；一個較有文化素養、受過良好高等教育的學人，對佛教的一定程度的

瞭解也是應當具有的。本文側重對佛教學術研究的現代化問題和大學教育中的佛教課程問題

簡要地提出一些看法。 

一、佛教學術研究的現代化 

  當代的佛教研究與古代或先前的研究有關聯也有區別。今天我們講佛教的學術研究，首

先有一個現代化的問題，而佛教研究的現代化又涉及不少方面。此處具體探討三點，即研究

課題、方法、手段的現代化。 

(一)研究課題的現代化 

  研究課題的現代化首先表現在要重視研究當代佛教。佛教對當代社會的影響有多方面。

古代留下的眾多佛教經典或文獻資料，無疑仍對現今人們的社會文化生活或意識形態有重要

影響，但更直接地作用於現今人們生活的則是當代佛教。因此，要重視研究當代佛教，包括

當代佛教教團的組織形態、佈教方式、活動特點、發展趨勢、對人民群眾的影響等等。對這

些問題的研究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它能促使人們更客觀地瞭解佛教，正確評價佛教在當今社

會中的作用，促進社會生活的和諧發展，推動精神文明的進步。 

  其次，研究課題的現代化還表現在重視研究與現代社會文化生活關係密切的佛教課題

上。佛教的研究課題很廣泛，我們目前要特別提倡和重視研究那些與現代社會文化生活關係

密切的課題，如現代人出家的主要原因是什麼？古代佛教文化遺產中對現代人影響較大的是

哪些內容？現代不同階層的人如何看待佛教？佛教文化在現代某一學科中的影響等等。類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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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題很多，對它們的研究都有現實意義，能夠直接有益於當代社會的安定團結和文化學術

的健康發展。 

  再有，研究課題的現代化亦表現在研究古代佛教課題時要有現代的視角。提倡佛教研究

課題的現代化並不是說不研究古代佛教或對古代佛教研究無需重視。恰恰相反，古代佛教仍

是當代人研究佛教的基本內容。由於古代佛教的發展歷史有兩千多年，發展時間與遺留下來

的資料文獻要比現代佛教多得多，因此，我們要花相當長的時間和較多的精力去研究它們。

但這種研究也有個現代化的問題，即在研究時要多少有現代或現代人的視角。要善於用現代

的科學觀念和方法來分析古代佛教，而且要善於從古代佛教中挖掘出對我們今天有益的優秀

文化遺產，也就是要所謂「古為今用」。這裏所說的用現代的觀念和方法分析古代佛教，並

不是指用現代人的主觀臆想去替代或理解古代佛教的思想，而是指用科學的和客觀的態度來

對待古代佛教；這裏所說的「古為今用」不是指根據今人的需要任意去曲解古代佛教的思想，

或不恰當地對古代佛教文獻斷章取義式地借用，而是指有意識地、科學地借鑑古代佛教中的

優秀文化遺產。 

  最後，研究課題的現代化還表現在注意研究當代國外佛教的發展狀態。我們所處的時代

是國際交往日益增多的時代，各國間的社會政經及文化發展的相互影響也越來越大。佛教在

世界上許多國家，特別是在亞洲國家有重要的發展，各國佛教界在當代的聯繫和交往也不斷

加強。因此，我們研究佛教不能僅限於中國佛教，對當代國外的佛教研究也要給予一定重視。

通過這種研究更全面地瞭解當代佛教，增加我國與各國人民的友好交往，促進世界文化事業

的發展。 

(二)研究方法的現代化 

  研究方法的現代化至少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要注重多學科的專門和綜合研究 佛教文化的內容極為豐富，它實際涉及許多學

科，如哲學、歷史、語言、文學、藝術、天文、曆算等等。現代化的佛教研究應該有多學科

的專門研究，還應該有多學科的綜合研究。所謂專門研究指在某一學科中進行該學科中佛教

影響或佛教內容的專門研究，即除了進行傳統的宗教與哲學方面的考據和義理的研究外，特

別應重視從語言學、社會學、考古學、心理學、政治學、美學等方面進行多學科的專門研究。

在這些專門研究的基礎上，再對佛教進行綜合性研究。這樣，有可能取得高質量的研究成果。 

  二是要重視佛教文化與其他文化形態的比較研究 現代化的佛教研究不應僅僅局限於佛

教本身的研究。有時從對佛教與其他文化形態的比較研究中能更深入地理解和認識佛教。如

通過對佛教和婆羅門教的比較研究，可更全面深刻地理解佛教的產生和發展；通過對佛教與

中國原有傳統文化的比較研究，可以更好地理解佛教何以在中國歷史上有重要發展，中國佛

教何以有那些它向人們展示出的發展形態與特點；通過比較佛教哲學與西方哲學，可以對人



《普門學報》第 4 期 / 2001 年 7 月                                               第 3 頁，共 7 頁 

論文 / 佛教的學術研究和大學教育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類思維發展的規律有深刻認識，可以進一步正確理解佛教的理論形態與實質等等。這些比較

研究將開闊我們的視野，加強佛教學術研究的廣度和深度。 

  三是要提倡合作研究 對佛教進行合作研究古已有之，而在現代則更應提倡。合作研究

可有多種形式，如同行合作、非同行合作、僧俗合作、中外合作等等。 

  同行合作是合作研究的主要形式。同行之間在研究上各有所長，互相取長補短或優勢互

補，可以使研究成果出得快，質量高。 

  非同行之間從事佛教的合作研究亦是可取的，如有些學者是專門從事佛教哲學或義理研

究的，而另有一些學者是專門從事其他學科（如語言學）研究的，但對佛教在有關學科中的

影響有興趣，這時，如果他們之間進行合作研究，對雙方都是有利的。僧俗合作也是可能的。

佛教的高僧大德與未出家的佛學研究者看問題的角度有很大差別，研究佛教時也是各有所

長，二者進行合作研究，努力求同存異，發揮自己的長處，這種合作研究亦有可能取得較好

的成果。 

  中外合作是佛教研究現代化的重要方面。中國學者與外國學者在佛教的學術研究視野、

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上都有差異，因而進行合作研究就更有必要，更值得提倡，這種合作研

究也是中外文化交流的一個重要形式。 

  總之，合作研究是現代化佛教研究的重要標誌，它對於那些高難度、大規模的佛教科研

專案的完成是必不可少的。 

(三)研究手段的現代化 

  研究手段的現代化至少體現在以下三點上： 

  第一，應重視外語基礎 現代化的佛教研究必須強調外語基礎。無論是研究印度佛教還

是研究中國佛教或是研究其他國家的佛教，外語都是必不可少的研究手段。一方面，深入地

研究佛教經典除需要掌握漢譯佛經的古漢語外，還應掌握梵語、巴利語（及中國的藏語）等；

另一方面，現代的佛教研究要較多地與國外交流，要參考國外同行寫的有關學術論著，因而

應掌握英、日等重要的外國語言。不能研究中國佛教只懂古漢語，只能看漢譯佛經，如這樣，

研究能力和成效要大受限制，出國際一流的科研成果十分困難。當然，掌握這些外語（特別

是梵語和巴利語等）並不是一件容易的事情，要花相當的時間和精力，而且並不是每個人都

有學習的可能並成功的，但我們要努力去做，尤其是年輕的學者，更應朝這一方向努力。至

於英、日等外語，不僅要能看，還要力爭能聽、說，這是進行國際學術交流所需要的。外語

是我們進行現代化佛教研究，出一流佛教研究成果的必不可少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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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應重視運用電腦研究佛教 現在各學科的學術研究都開始運用電腦作為工具。佛

教研究也不例外，要採用這一現代化的研究手段，研究佛教的人員要努力掌握電腦的各種操

作技術。此外，應組織人員有計劃地把佛教的一些基本經典或文獻、主要研究成果輸入電腦，

建立佛教研究的電腦資料庫，努力開發有關佛教研究的軟體，使佛教研究人員能熟練地進行

研究資料的電腦檢索，並利用電腦進行國內與國際的佛教學術資訊交流。這也是佛教研究手

段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方面。 

  第三，應加強佛教圖書資料的基本建設 研究佛教離不開佛教的圖書資料，現代化的佛

教研究更強調圖書資料的重要性。在這方面，一是要強調佛教基本經典及工具書的完備；再

一是要強調主要專業期刊雜誌的完備，這就對佛教圖書資料的基本建設有較高的要求。所謂

基本經典的完備，是指各主要佛教研究機構配齊各類大藏經，如漢語系的、南傳巴利語系的、

藏語系的等等。所謂工具書的完備，是指配齊各類佛教辭典及類書史傳等，無論是中國出的，

還是外國出的，要儘量配齊。所謂主要專業期刊雜誌的完備，不僅指訂齊佛教方面的研究刊

物，還指要訂一些相關專業的重要刊物，有代表性的本學科重要學術刊物要長期訂，不能中

斷。圖書資料的建設要使佛教研究人員查閱方便，獲取學術資訊快，掌握材料全面。這些是

研究手段現代化的基本體現。 

  佛教學術研究的現代化自然還有其他一些方面，但我認為以上幾點是基本的。 

二、在大學中開設佛教課程的必要性 

  大學是培養各類人才的基地，也是學術研究的基地。凡是對科學進步、社會發展有重要

價值的知識，大學就應當傳授；凡是對精神文明建設有意義、對文化建設有促進作用的學科，

大學（特別是綜合性大學）就應當設立。而對佛教進行學術研究後所獲得的知識就是這樣的

知識，對佛教進行學術研究所形成的學科也是這樣的學科。 

  之所以這樣說，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佛教與其他許多學科有著密切的關聯，不瞭解、不研

究佛教，許多其他學科的問題就不能完滿解決。不少重要學科的情況都能說明這一點： 

  先看哲學。客觀地說，佛教是一種思辨性較強的宗教。佛教所提出的一些思維的基本範

疇、觀念，對促進歷史上人類的思維運動的發展有重要意義。就中國哲學而言，佛教哲學是

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不研究佛教，就不可能完整準確地說明漢末魏晉以後的中國哲學

史。即便是研究西方哲學，如果要達到較高水準，也應對佛教哲學有所瞭解。佛教的一些理

論與西方哲學在形態上有不少相似之處，對二者進行比較研究是有價值的。應當說，佛教哲

學是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 



《普門學報》第 4 期 / 2001 年 7 月                                               第 5 頁，共 7 頁 

論文 / 佛教的學術研究和大學教育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研究藝術如果不瞭解佛教則是很大的缺陷。佛教在繪畫、雕塑、建築、音樂、舞蹈等方

面都有自己的創造，它在這些方面的文化遺產是藝術研究的重要內容。該教在藝術方面的貢

獻對東方藝術（甚至西方藝術）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 

  佛教與語言文學的關係也極為密切。它在發展過程中使用過許多重要語言作為傳播媒

介，如巴利語、梵語、漢語、藏語等等，這些文字在傳播佛教的過程中自身也形成了不少有

佛教特色的辭彙和語法特點。因而，佛教的文獻是研究許多語言的重要材料。另外，佛教對

文學的影響也極大，許多佛教文獻具有很強的文學性，許多典故、文學故事都來自佛教，佛

教文學是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 

  佛教與考古學亦有密切的關聯。古代佛教的許多遺產是考古學的重要挖掘和研究物件，

考古上的一些結論與佛教的一些文獻中的說法可以相互印證。 

  佛教史研究在歷史研究中的地位也相當顯要。印度等國的許多直接敘述歷史的文獻都沒

有保存下來，但佛教文獻中卻有不少資料能彌補這方面的欠缺。一些佛典是進行歷史年代推

測的重要依據，一些佛教高僧的著述對描繪出古代歷史的一些基本輪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甚至一些佛教外的其他宗教的歷史發展情況有時也要依據佛教典藉的記述。 

  這方面的事例不勝枚舉。 

  從以上所述的佛教與許多其他學科的密切關係不難看出，在大學中開設佛教課程、研究

佛教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然而，這也僅僅是說了一個方面，即從學術研究的需要方面來講。從另一方面說，即從

提高人們的文化素養，滿足人們的一般社會文化交往的需要方面說，佛教在大學教育中也是

重要的。 

  佛教在中國等東方國家中的影響較大。在中國燒香拜佛的人不少，相信佛教的某些教義

的人也不少。佛教的這種影響是應當注意的。在東亞、東南亞等地區的一些國家中，佛教的

影響比在中國大，中國及一些東方國家的知識份子接觸佛教或佛教思想的場合是很多的。如

果對佛教完全不瞭解，將在一定程度上影響人們社會文化活動的開展。 

  基於上述原因，在大學中開設佛教課程，不僅對一些文科的系所或專業的學生是必要的，

對非文科的其他專業的學生也是有益的。也就是說，從學術研究的角度說，大學的文科各系

或專業，開設佛教課程將直接有助於有關係或專業學生的學習和研究（某些專業是必需的，

捨此將無法有效地開展專業工作）；從提高文化素養的角度說，不僅大學文科各系的學生應

開設佛教課程，理工科各系的學生也應開設此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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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在大學教育中應給予佛教的教學與科研工作以足夠的重視，這對於我們培養高素

質的人才，促進學術研究的更好開展，推動現代化的精神文明建設有著積極意義。 

三、對大學中佛教課程設置的設想 

  在大學中設置佛教課程的必要性已作了說明，而如何開設這類課程是另一要探討的問

題。筆者認為，根據大學中不同專業，不同層次學生的實際需求，佛教課程至少應分成五種

類型，即：理工科類、文科一般類、本科宗教專業類、研究生宗教專業類、研究生佛教研究

方向類。 

  (一)理工科類   理工科學生對佛教的瞭解主要是為了提高文化素養，以滿足有關社會文

化交往或活動的需求。為理工科學生開設的佛教課程一般應為選修課或講座型課，上課時數

不宜過長，主要面向那些專業學習較好、有較多學習餘力、對佛教有一定興趣的學生。這種

課程以講授佛教的基礎或常識性知識為主，如佛教的一般歷史知識、一般的教義等等。它不

要求有多強的系統性和深度，重點是放在常識性上，使學生在學完這一課程後能對佛教的一

般情況和它的文化價值有所瞭解，能對佛教大體上有一個客觀的、科學的認識。 

  (二)文科一般類 文科一般類的佛教課程並不僅僅是為了提高一般的文化素養，這種課程

往往和學生所學專業有直接的關聯，如對哲學專業和歷史專業等的許多專業方向（如中國或

東方國家哲學、中國或東方國家歷史）的學生來說，佛教課程是很重要的。這些專業的學生

應把佛教課程作為必修課。當然，有些文科的專業或專業方向（如現代西方經濟、法律等）

與佛教離得較遠。這些專業或專業方向的學生可把佛教作為選修課。文科一般類課程教授的

內容應比理工科類的佛教課程深一些，對佛教的發展歷史、基本教義在講解上要相對系統一

些，使學生在學完這一課程後能將這些知識用於自己的專業學習和研究上。 

  (三)本科宗教專業類 佛教課程對本科宗教專業的學生是必修的專業課。由於佛教在世界

宗教中的重要性，宗教專業的學生應把佛教課程的學習放在一個重要位置上。這一課程應教

授給學生較完整、系統的佛教發展歷史的知識、較詳細的教義；培養學生初步的佛典閱讀能

力、分析佛教理論變遷及學說邏輯發展的能力，使學生在畢業後能較快適應做與佛教有關的

專門工作。 

  (四)研究生宗教專業類 以宗教（非佛教研究方向）為專業的研究生，在從事所定方向的

學習和研究時，也應對佛教給予足夠重視。如果對佛教缺乏瞭解，在其對其他宗教進行深入

研究時，很可能受到某種限制。研究生宗教專業類佛教課應包含本科宗教專業課的主要部分，

在某些方面還要更深入一些，更突出對佛教理論形態、特色的探討，使學生在學完該課後，

宗教理論研究的水平有較大的提高，對他們的專業方向研究有重要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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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研究生佛教研究方向類 以佛教為主要研究方向的研究生，首先要對本科宗教專業的

佛教課程有較好的掌握，在此基礎上開設一系列佛教課程。該專業的研究生要把佛教原典選

讀課放在重要位置上，應系統選讀原始佛教、小乘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後期佛教的典型或

有代表性的典藉（包括印度以外的許多國家的佛教高僧的著述）。對中國學生來講，至少要

把漢譯（或漢語）佛典的主要典藉讀懂。有條件的也應選一部分梵語、巴利語和藏語佛典來

讀（目前完全做到這些可能有些困難，但這是努力的方向）。在大量研讀佛典的同時，教師

還應開設一些佛教專題課程，選擇一些有研究價值的佛教歷史和理論方面的專題進行講解或

討論；或指定學生研究某一專題，讓學生自己去收集、分析有關資料，教師僅給予某些方向

性指導，培養學生獨立地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力。學完這些課程後，學生應受到系統專門的

訓練，成為進行佛教學術研究方面的較高層次的專門人才。 

  總而言之，現代化的佛教學術研究與大學教育是密切相關的。就一個國家或地區而言，

學術研究的水平高，才能對學生進行高水準的佛教知識的傳授和能力的培養。而要想長期保

持或推進高水準的佛教及相關學科的學術研究水平，離開了良好的大學教育也是不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