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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根据博士论文修订。

内容提要
研究日本佛教是我国的世界宗教研究领域中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日本研究领域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
本文以论述现代日本佛教及其由传统佛教派生的新兴宗教为重点，考察了佛教同日本社会政治事务的
种种关联形态，试图通过剖析两者间的内在联系，阐明当代日本佛教的地位、作用和影响。
不难想见这对于加深认识日本社会乃至日本民族文化，拓宽我国的日本研究领域将不无裨益。

公元6世纪，佛教作为大陆文明的载体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
在千百年的漫长岁月中，佛教完成了日本民族化过程，深深融入日本民族文化、习俗之中。
明治维新后，在日本民族急起直追，学习西方，努力实现文明开化。
时代的巨变使传统佛教面临严峻挑战，开始了近代革新运动的艰难探索。
进入本世纪以后，日本社会中超国家主义抬头，在军国主义的高压统治下，佛教 其它宗教一样，被强
行纳入“战时体制”，成了侵略战争的牺牲品。

战后，随着军国主义的败亡，日本社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在盟军占领后，通过一系列民主改革措施，废除了禁锢人们精神的国家神道，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障
，佛教也由此获得了自主发展的正当权利。
《日本国宪法》和《宗教法人法》中，又进一步明确了信仰自由、政教分离等项原则。
此后，佛教同其它宗教一样，摆脱了政权力量的羁绊，朝着脱离世俗的方向迈进。
从形式上看，今天的日本社会中政治再无干涉宗教的可能，佛教也真的成了超凡脱俗、与世无争的精
神净土。
然而，这一切并不能彻底割断佛教同社会政治生活的复杂联系。
首先，佛教作为特定的宗教意识形态必然要同包含政治在内的其它社会意识形态相互影响，意在追求
来世解脱的虚无飘渺的教义理念，说到底仍不外是社会存在曲折的反映。
当代社会中，经济、政治、文化的变迁，难免要投射到佛教之中，给佛教的存在、嬗变乃至发展走向
打上时代的印记。
其次，佛教信徒无非是现实中的人，庞大的教团终竟要立足于世俗之中，对于物质世界的依赖决定了
佛教超尘拔俗的相对性和局限性，无论僧众或是信徒可谓概莫能免。
再次，政治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总是要反映各个阶层的利益，这自然包括公民、教徒一身二任的佛
教群体的利益，绝对的政教分离，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最后，在日本历史上佛教曾长期高踞社会意识形态顶端，其教义理念经过千百年积淀，对日本民族风
俗习惯、思想方法、价值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间接地作用于广大信徒的政治是非标准。
而佛教系统的新兴宗教更在宗教理想的感召下，直接左右信徒的选票投向，成为政党在选举中“理想
的票田”。
至于一些广泛涉及全社会的重大政治问题——如靖国神社问题、环境保护、和平运动等问题，又往往
牵动佛教界各宗派，似乎在提醒人们：即使在资本主义经济、技术高度发达现代日本社会中，佛教这
一历史久远的特殊意识形态依然发挥着活的社会功能。

本文结构上分为六章。
第一章，作为全文的铺垫，对佛教传入直至二战以前的历史作了鸟瞰式的介绍，透过诸宗派递嬗轨迹
，勾勒出现代以前日本佛教的基本面貌。
第二章，以战后社会变化为中心，试图分析促使佛教在新形势下转变的法制环境和外部条件。
其中划分为盟军占领时期、《日本国宪法》制定前后和《宗教法人法》颁布后的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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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分述了传统佛教宗派在当代的基本状况。
从战后教团的重建和发展入手，探讨各派教化活动的，兼及佛教界超越宗派的统一行动，用意在于分
析旧有佛教在当今日本的地位和影响力量。
第四章，着重论述佛教系统的新兴宗教，对其中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灵友会、立正
佼成会等几个超级教团进行剖析，同时也对阿含宗、OM真理教这类参政欲望炽烈的“新新宗教”作
了观察，并尽可能从政治方面寻找新兴宗教如火如荼的原因。
第五章为创价学会与公明党问题的专章。
这个拥有近千万会员，组建并支持着日本第三大政党的跨国宗教文化团体，实为日本乃至当今世界上
的一个特例。
近年来，创价学会同自己的教义母体日莲正宗间暴发了“宗门之争”，并将公明党以及其它社会政治
力量裹挟进去，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政治问题。
最后的第六章，循着政教分离的历史脉络，去认识日本社会中政党与教团的诸种关系。
从分析政治势力将教团作为“选举票田”的功利主义态度和原因出发，阐述政党“参与宗教”的种种
表现。
又从教团组建政治团体、推举候选人参政以及支持与自己达成默契的党派间接参与政治生活等三个方
面，认识现代佛教在政治生活中谋取利益的途径，并就“靖国神社”、“和平运动”等具体问题说明
佛教宗派投身社会政治运动的实际状况。

目前，当代日本佛教这一课题在国内尚无专著问世，而日本学术界由于种种原因，对佛教与政治这类
敏感问题大多采取回避态度。
加之，不少新兴宗教组织带有神秘性和封闭性，使研究颇为困难。
更由于笔者学术水平和时间上的限制，本文在论述上难免挂一漏万，对问题的分析也必然留有许多值
得商榷的余地。
作为结论，笔者在吸收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力求不泥旧说，指出即使在资本主义经济技术高度发
达，政教分离原则得到贯彻的现代日本社会中，佛教依然同政治保持着多种联系。
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僧侣集团同政治事件的联系；2、佛教系统新兴宗教影响信徒直
接参与的政治活动；3、传统佛教教义理念通过社会伦理道德、民众价值取向对政治是非标准的间接
的、潜在的影响；4、基于佛教教义的某些政治性社会运动。
当然，这些联系因时代和教派不同还存在许多差异，之于具体教团还必须作具体而中肯的分析。
但只要宗教赖以存在的根源和条件尚未消失，佛教便可在日本社会中找到实现自己价值的途径，不断
发挥出社会功能并长期存在下去。

恳请中日双方指导教师、各位专家学者指教。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系90级博士生高洪199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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