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國際學術研討會 人間佛教實踐與影響 

 
「人間佛教在東亞與東南亞的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主禮嘉賓，（左起）佛光山叢林學院院長妙凡法師、佛光山港澳地區總住持永富法師、珠海學院校監李焯芬院士、香港中文

大學文學院院長梁元生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陳劍鍠教授。（人間社記者黃偉強拍攝） 

 

【人間社記者吳志榮香港報導】 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香港佛光道場、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聯合主辦

「人間佛教在東亞與東南亞的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南華大學人

間佛教研究推廣中心協辦。研討會於 2016 年 12 月 2 日和 3 日分別在香港佛光道場及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珠海學院校

監李焯芬院士、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梁元生教授、佛光山叢林學院院長妙凡法師、佛光山港澳地區總住持永富法

師主禮首日開幕式，八十多名各界人士出席。來自 12 個地區 50 多位學者及法師發表論文演說，探討人間佛教在東亞

和東南亞的實踐與影響。 

永富法師致歡迎詞表示，首天研討會在佛光道場啓動，非常切合議題，原因是佛教強調「行解並重」，學術偏重理性

的探討，道場是實踐者、學校和心靈加油站。佛光山的徒眾們秉持「佛光山是我的」，跟隨星雲大師推動人間佛教。

在佛光山有不同的單位，大家分工合作、彼此配合，透過集體創作人間佛教在香港和其他地區都有很具體的發展。 



妙凡法師致詞，指出「星雲大師推動人間佛教有其歷史性及實際意義」，把淪為山林、鬼神、經懺的中國佛教回歸佛

陀本懷的人間性，關懷社會，佛法生活化，讓社會因有佛法而變得更美好公平。最重要是行佛，承擔「我是佛」的責

任。 

 
李焯芬院士言明，星雲大師推動人間佛教非常配合時代所需。（人間社記者黃偉強拍攝） 

 

李焯芬院士發言，認為科學進步，物質豐富，但缺乏精神文明，人與人之間的溝不足，關係疏離，矛盾紛爭多。星雲

大師推動人間佛教非常配合時代的確切需要。 

梁元生教授致詞表示，研討會的議題跟中大與鄰近地區積極交流的發展方向不謀而合。從星雲大師融和、求同存異的

主張看到佛教的包容性很強，包容和接受不同意見是現今社會最需要的。  

研討會主題演講緊接開幕典禮進行，傑出佛教學者蘭卡斯特教授 (Dr Lewis Lancaster) 主講「佛教與南亞、東南亞人

口變遷的現狀」，指出是次研討會的主題是討論人間佛教在南亞與東南亞的未來發展，列舉事例說明人間佛教在南亞

和東南亞作出了重大貢獻。「泛佛教」把不同佛教團體相同之處和整個佛教的世界連在一起，人間佛教扮演重要的角

色。 



研討會分組發表論文演說，多位學者和法師們就不同的領域探討人間佛教的理念和具體的實踐，以及發揮的影響力，

在南亞與東南亞地區傳揚大乘佛法，帶來正能量。 

 
主禮嘉賓及與會者大合照。（人間社記者黃偉強攝） 

 
永富法師致詞，指出道場不只是禮敬拜佛，並且發揮多項功能，是學校、百貨公司和心靈加油站，讓大家各取所需。（人間社記者黃偉強拍攝） 



 
妙凡法師表示，佛教不能跟生活分開，必須積極參與社會事務，關注人道、環保等議題。（人間社記者黃偉強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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