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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新论

民国佛教徒对日本佛教徒的
抗日宣传研究＊

明成满

【提　要】在２０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逐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在面临亡国灭

种的紧要关头，许多佛教徒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对日本佛教徒进行抗日宣传。他

们注重揭露日本侵华对世界和平及其本国的危害，分析日本必败的原因，指出和平共处是

中日两国关系的光明大道，呼吁日本佛教徒制止本国政府的侵略行为，并批判了日本部分

民众和佛教徒对本国侵略政策的盲从。这种宣传是近代宗教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

亚太地区民间外交的开展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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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至民国时期，由于时代的巨变和自身生存的需要，中国佛教开始了转型，积极从事服务于

社会和人生的事业。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逐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在面临亡国灭种的

紧要关头，许多佛教徒摆脱一些佛教戒律的束缚，形成了较为系统、完整的佛教抗日救国思想，① 并

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进行抗日 宣 传 是 民 国 佛 教 徒 抗 日 救 国 实 践 的 重 要 内 容，他 们 的 抗 日

宣传包括对国内民众的宣传、对日本佛 教 徒 的 宣 传 和 对 其 它 国 家 的 宣 传。关 于 对 国 内 民 众 和 其 它

国家的宣传，笔者另有专文研究②，而 对 日 本 佛 教 徒 的 抗 日 宣 传 则 未 见 有 专 文 进 行 探 讨。本 文 主

要利用已出版的 《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③、《民 国 佛 教 期 刊 文 献 集 成 补 编》④ 等 民 国 佛 教 报 刊 史

料丛书以及 《太虚大师全书》⑤等史料，对民国佛教徒面向日本佛教 徒 的 抗 日 宣 传 进 行 较 为 系 统 的

探讨。

＊　本文系２０１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民国时期佛教慈善公益研究”（１５ＦＺＳ０５７）的阶段性成果。

①　明成满：《民国佛教徒的抗日救国思想研究》，《青海民族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１８３～１８７页。

②　明成满：《民国僧侣在东南亚的抗日宣传研究》，《南洋问题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７４～８３页；明成满：《民国佛教徒在国内的

抗日宣传研究》，未刊稿。

③　黄夏年：《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以下简称 《集成》），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２００６年版。

④　黄夏年：《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补编》（以下简称 《补编》），中国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⑤　释太虚：《太虚大师全书》，宗教文化出版社、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２００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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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揭露日本侵华对世界和平及其本国的危害

民国佛教徒指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不但破坏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而且对其本国也造成

了巨大的灾难，有百害而无一利。

（一）破坏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民国佛教界人士指出，日本的侵华行为使其成为破坏亚洲和世界和平的罪魁祸首。１９２８年济南

惨案发生后，浙江佛教联合会致电日本 佛 教 徒 称， “吾 全 世 界 从 佛 口 生，从 法 化 生 之 佛 子，同 体 一

心，故非民族、国家可分隔，然贵国当局，此次纵其无明，贪嗔出兵，夺攘华北，挑衅各商埠，做

破坏东亚或世界和平之戎首”，并强烈谴责了日军在此次事件中的残暴罪行，“大屠无抵抗之华军华

民，杀盗淫妄，罪无不犯。致全华全世界皆以贵国为怨府，实为不慈不仁之极”。①

民国佛教徒指出，日本的侵华行动将使其成为发动世界大战的始作俑者。《现代僧伽》杂志社认

为，在九一八事变前，“第二次大战之世界大战，布置已定，惟少导火之线耳！不料贵国政府，不惜

甘为破坏世界和平之罪人，世界大战之作俑者”。② 太虚法师认为，日本 “强占我东北之辽、吉两省。
……且强迫满人蒙人为傀儡而诳言独立。……亦即为逼令东亚以至南亚、全亚佛教民众入于自相屠

杀之一途，将亚洲民族复兴的活路突然堵塞，亦将世界和平之基础忽尔摧坏”。③

宽道法师指出，日本乘中国政府忙于应付史无前例的大水灾之际，侵占中国东北地区，这种行

为将使 “人类惨剧恐将再演于同文同种之邻邦，……或将断送共存共荣之东亚”。④ 日本发动全面侵

华战争后，中国佛教会向日本佛教徒指出，“从九一八到今天我们两大民族中间，摆着一串血腥的事

实。这些事实，破坏了我们千余年来的友谊，破坏了我们文化合作的关系。破坏了东亚的和平，破

坏了世界的和平”。⑤

（二）侵华政策给日本本国造成深重的灾难

中国佛教会指出，日本 “军备不断地扩张，造成大众生活之不安，社会经济之恐慌，民族道德

文化之损失，尤其是，最可痛心的一批一批纯洁之青年，受黩武主义的麻醉，被派到我们的领土上

来，以疯狂的姿态，执行所谓 ‘光荣的使命’”。⑥ 德馨居士认为，当中日战争进行到 “中国筋疲力尽

时，相信日本也山穷水尽了。结果两败俱伤，使强者坐收渔人之利”。⑦ 太虚法师更是明确指出，中

日之间相持不下的战争 “引欧美各国相率来此东亚以作战场，发生二次世界战争，中国固首受其害，

而日本数十年来所造成之政治的经济的优势，殆将一举而归于毁灭”。⑧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佛教界就向日本佛教徒宣传，日本的侵略政策必将导致其亡国。《现代

僧伽》杂志社指出，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对于其本国 “无一利而有百害！远则足以灭亡三岛而

有余，近则帝国亦将瓦解，而蹈德意志之覆辙”⑨。太虚法师清醒地认识到，由日本挑起的中日之间

的战争，“将历十年廿年而不已。戎首既为日本，结果非陷日本于灭亡不可”。瑏瑠 七七事变发生后，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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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佛教联合会：《电日本佛教联合会》，《佛化旬刊》总第１１６期，１９２８年６月，第５页；《集成》第１７卷，第５５９页。
《现代僧伽》杂志社：《告日本佛教徒书》，《现代僧伽》第４卷第３期，１９４１年１０月，第１页；《集成》第６７卷，第１０９页。

释太虚：《为沈阳事件告中国台湾地区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太虚大师全书》第２７卷，第５０３～５０４页。

释宽道：《告日本全国佛教徒》，《海潮音》第１３卷第１号，１９３２年１月，第１５页；《集成》第１８０卷，第１１９页。

中国佛教会：《中国佛教会致日本佛教徒书》，《佛教月刊》第８年第１期，１９３８年１月，第９页；《集成》第５９卷，第４７５页。

中国佛教会：《中国佛教会致日本佛教徒书》，《佛教月刊》第８年第１期，１９３８年１月，第９页；《集成》第５９卷，第４７５页。

德馨：《告日本佛教徒》，《佛教月刊》第７年第９期，１９３７年８月，第２页；《集成》第５９卷，第４２０页。

释太虚：《为沈阳事件告中国台湾地区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太虚大师全书》第２７卷，第５０４页。
《现代僧伽》杂志社：《告日本佛教徒书》，《现代僧伽》第４卷第３期，１９４１年１０月，第１页；《集成》第６７卷，第１０９页。

释太虚：《为日本犯中国电告其国佛教徒》，《太虚大师全书》第２７卷，第５０７页。



虚法师指出，“恒中日冲突已达危迫之极点，将陷中日民族于数载数十载相争相杀，卒致日本自杀，
遗地球至惨之祸”。① 太虚法师在抗战处于相持阶段的１９４０年，更明确向日本佛教徒指出日本必然灭

亡的命运，日本侵华近三十二个月来，“已消耗尽数十年来所积蓄的物力人力，仍得不到一点可以安

定下来徐图苏息的征兆。……若循现势下去，不速自救，则未有等 待 崩 溃 的 到 来 而 自 杀 身 亡 了”。②

后来形势的发展正如太虚法师所预料，日本陷入战争的泥潭不能自拔，最后战败投降。

二、分析日本必败的原因

中国佛教界在对日本佛教界的宣传中，明确指出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这个观点不是凭空得出

的，而是佛教界人士在全面分析多方面的形势后得出的结论。他们认为日本必败的原因如下。
（一）日本军阀对形势的误判

太虚法师认为，“日本军阀为贪慢痴心所蔽，浅见短视，妄以为历史上少数的蒙古人和满清人曾

用兵力及汉奸灭亡过中国，错认优势的日军，并利用汉奸的傀儡组织，便可征服今日的中国，却忘

了近代的中国，有英美法俄等复杂国际关系支持着，且清季以来中国民族的自救运动，已到了精力

弥满高涨的时代，万非孤单崩溃的宋末明末之时可比”。③

象贤法师认为，日本军阀对形势的误判体现在错用了 “国家主义”这一思潮。国家主义 “在一

个国家本身没有统一的情况下是可以适用的”，但是日本作为一个早已统一的国家打着国家主义的旗

帜，不惜牺牲自己国内外良好国民的生命，以满足其少数野心家的愿望，必定没有好的结果。“不但

日本是如此，凡是国家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迟早恐怕是免不了同一个命运。”④

仁心法师更指出，日本军阀对形势的误判还体现在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中国人不尽是

羔羊任你强暴宰杀而不知反抗，数 年 来 让 之 又 让，忍 之 又 忍，实 为 爱 护 世 界 和 平、保 持 东 亚 幸 福、
不忍同种相残陷两民族于悲惨的境地！而今忍让已到最后关头，和平无复希望了！大军压境，逼中

国为城下之盟，中国纵极度无能，亦得领率健儿和你一拼。”⑤

（二）中国是大国，日本难以灭亡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太虚法师就认为，“英较日强盛十倍，因一甘地之反抗，尚无术施高压手段

于殖民地之印度，今以人众地大新兴蓬勃之中国民族，岂甘为日本所征服？”⑥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

日之间的战争势必进入相持的状态，中国 “利其交通不便，使新战器失其效用，兵连祸结，相持不

下”。⑦

中国佛教界人士还认识到日本的经济难以支撑长期战争，如太虚法师对日本经济就有清醒的认

识：“日 本 为 后 起 之 工 业 国，粮 食 材 料 既 多 仰 给 中 国，且 环 顾 全 球，亦 更 无 销 售 日 本 商 品 之 市 场。
……半年一载之后，兵力势必随经济力而蹶竭。”⑧ 兵力受挫后，国内民怨沸腾，民众运动兴起，日

本帝国就有倾覆的危险。
（三）国际社会不会坐视日本灭亡中国

对于国际形势非常了解的太虚法师认为国际社会不会坐视日本灭亡中国。他指出，中美苏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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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太虚：《电告全日本佛教徒众》，《太虚大师全书》第２７卷，第５１２页。

释太虚：《告日本佛教徒书》，《人间佛教》１９４０年第７期，第３页；《补编》第６７卷，第３页。

释太虚：《告日本佛教徒书》，《人间佛教》１９４０年第７期，第４页；《补编》第６７卷，第４页。

释象贤：《日本佛教徒应一致觉悟起来》，《现代佛教》第５卷第３期，１９３２年３月，第１９９～２００页；《集成》第６７卷，第５０１～
５０２页。

释仁心：《告日本佛教大众》，《海潮音》第１８卷第８号，１９３７年８月，第２页；《集成》第１９７卷，第２３８页。

释太虚：《太虚致书日本佛徒请促军政财阀觉悟》，《威音》第３５期，１９３１年１１月，第３页；《集成》第３５卷，第５０７页。

释太虚：《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太虚大师全书》第２７卷，第２５１页。

释太虚：《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太虚大师全书》第２７卷，第２５１～２５２页。



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日本的可能性非常大。假如中美苏三国联合，必能置日本于死地。因为不甘心日

本独霸中国市场，担心中国会加入第三国际，美国肯定会牵制日本，其 “海空军既足制服日本而有

余，中国之陆军亦必可抵抗日本之陆军”。① 从联苏的角度来说，中国国民党和苏联共产党有很深的

渊源，联苏的可能性也很大。后来形势的发展正如太虚法师所预料的那样，中美苏等国结成了世界

反法西斯同盟，日本在这个同盟的打击之下逐渐走向败亡。
（四）因果循环报应规律不会让日本猖狂很久

中国佛教徒还用因果报应的理论指出日本必然失败。浙江佛教联合会认为日本数年前发生的地

震，“为全世界空前之浩劫，其余风雪之灾，亦甚于他处，是皆恶业感召所致”。该会指出，“佛教首

重感化，故使一切众生忏悔恶业，断除恶行，尤为要端。近来贵国出兵山东，无故残杀我多数军民，
此等强暴举动，非但世界公理所不许，造此凶横之恶业，必受重大之恶报。”②

三、指出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

民国佛教界人士认为，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是在日本停止侵略并退还侵占中国的权益

的前提下实现和平，两国实现和平对两国自身、亚洲及世界和平的实现意义重大，并指明了两国实

现和平的路径。
（一）中日实现和平的作用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中国佛教界人士指出，中日间实现和平对中日两国、对亚洲乃至世界都

有很大的益处。
首先，中日实现和平对两国的发展大有裨益。太虚法师认为，日本与中国联合，在经济上进行

合作，可以开发中国的丰富资源，日本工业发展可获得原料，商品可销售于中国的市场，日本人到

中国移民，可解决日本的人口问题。太虚法师乐观地估计，如果中日间实现联合，等到第二次世界

大战爆发后，“中国可收复香港等遗地”，“中日可援英荷属南洋群岛，及朝鲜、缅甸、暹罗、安南而

成立为自由联盟国家，更由中日扶助印度、锡兰成立联邦共和国”，在这个国家群体中，“以佛教为

联络贯穿之总神经，此种人间乐园，岂不即可实现”？③

其次，中日和平能使日本成为亚洲复兴的盟主。青年佛学会指出，假如日本能立刻 “与欧蛮之

帝国主义断绝关系，撤回华北之兵，解除吾国之不平等条约，退还侵占吾国之特殊利益，进而援助

吾国三民主义之国民革命的成功，又进而援助印度及南洋群岛皆脱欧蛮帝国主义之羁跘，则执牛耳

者必为东南亚之佛化……贵国自为亚洲复兴之盟主”。④

再次，中日和平有助于亚洲实现复兴。太虚法师认为，佛法是亚洲各民族文化的总线索，以之

复兴亚洲的民族文化，复兴亚洲的民族国家，可收到良好之成效。中国和日本是亚洲信奉佛教的两

个最主要国家，只有中日间实现和平，才能达到以佛教振兴亚洲的目的。⑤

最后，中日和平有助于世界和平的实现。中国佛教会认为，中日间保持和平不仅关系到亚洲的

和平，还对世界和平有重要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战后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说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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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文明陷入全体崩溃与末路。在这种情况下，佛教文化应该为国际和平、世界大同局面的实现做出

自己的贡献。中国佛教会指出，如果中日间能实现和平，就会 “使西方民族知我东方文化果足为长

治久安之保障，则关系于世界文化之趋势及人类之幸福者其重大为如何。东方民族之责任在此，我

佛教徒之责任亦在此”。①

（二）中日实现和平的路径

民国佛教界人士指出，佛教文化是中日间实现和平的重要纽带。青年佛学会认为，中国和日本

“不但洲同其亚，种同其黄，且文教风化之同，亦千百载于是。而贵国与吾国文化之同，强半因缘佛

教。故贵国通俗所用之和文，亦由留学我国佛教之空海大师所造，今贵国人民多数为佛徒，吾国人

民亦然，前岁东亚佛教之大会，吾国佛徒团之赴会，深念贵国佛徒及朝野人士，犹未失千百年来文

化风教相同之情感”。② 仁心法师从同文同种的角度说明了中日实现和平有共同的文化基础，“从地理

关系上说，从历史友谊上说，从国民幸福和国际利害上说，这两个国家无论如何应该合作以求共存

共荣，纵有利害冲突之处，亦当权衡轻重，互求相让而复归于和好”。③

民国佛教界人士还认为，西方优胜劣汰、生存竞争的学说是导致近代战争频发的原因之一。中

国和日本应该以佛教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为主导，实现中日间的和平，以维持人类之和平，这是

东方文化的责任，也是东方民族的责任。④ 太虚法师认为，“日本民族有爱护其民族文化的心念，日

本佛教徒更有圣德太子建立的国家和文化”，用日本传统的民族文化能够 “唤醒全日本的人民，共同

起来要求撤退侵入中国的军队，回复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以前的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将使日本民族

保存千百年之文化历史于将来悠久绵延不绝。”⑤

四、呼吁日本佛教徒制止侵略行为

为了争取和平，中国佛教界一直没有放弃对日本佛教徒的争取，从１９２８年济南惨案到１９３７年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佛教会和太虚法师等名僧都通过发表宣言和通电的方式呼吁日本佛教

徒制止其本国军阀的侵略行为。这些宣言和通电的内容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日本佛教界具有唤醒政府的便利条件

宽道法师指出，日本佛教徒 “厕身军政大有其人。非我国佛教徒侧重砥砺梵修、不预政治者之

可比，能根据教义，唤醒政府，幡然改图，立循正轨，化干戈为玉帛，进世界于大同”。⑥ 太虚法师

认为，“日 本 佛 教 多 优 秀 之 士，且 人 民 过 半 数 为 佛 教 徒，此 正 宜 大 启 慈 心 慧 眼，以 之 自 救 救 人 时

矣”。⑦ 中国佛教会认为，日本佛教徒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社会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我们相

信你们在时局上能做一部分挽救工作。贵国佛教徒以研究佛学著名于当世，自能本所学我佛慈悲救

世的精神，见诸实行”。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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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呼吁日本佛教界履行自己应尽的责任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太虚法师指出，“日本之三千余万佛教徒众，为救世之大勇故，为恤邻之大

仁故，为自拔之大智故，应联合起来，表示大雄大悲大力之佛教精神，忠告日本主犯中国之军政军

阀迅速停止侵略中国之行动，这样就可改造帝国主义。”① 太虚法师还进一步号召台韩日地区四千万

信佛民众，“应速速成为一大联合，以菩萨大悲大无畏之精神，晓谕日本军阀政客因果之正业，制止

其一切非法行动，如劝阻而不听从，则进而与东亚、南亚以及全球之佛教徒联合，组织成佛教之国

际，以联合振兴亚洲各民族皆获平等自由为职志，亦以联合世界上平等相待各民族实现永久和平为

归趣”。②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法舫法师希望日本青年佛教徒，以佛陀的名义，用佛陀的方法，感化日

本军阀，消灭以武力形成的不太平的现象。“希望日本青年佛教徒，以佛陀平等大悲之精神，行自救

救世之道，不帮助日本政府之侵略政策，以助长日军正在太平洋制造危机，应以佛教之本怀，济化

日本之恶行，取信于各国佛教徒。”③ 中国佛教会常务主席圆瑛法师希望日本佛教徒 “注意努力，各

出广长之舌，相共奋无谓之精神，唤醒全国民众，条陈贵国政府，制止在华军阀之暴行。遵守国联

之议案，撤退免伤两国之邦交，免招两国之公愤，免坏东亚及世界之和平”。④

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佛教会号召日本佛教徒应担起佛教徒的责任，“我们诚恳地希望你们抱自

觉觉他的精神，放狮子吼，出大雷音，唤醒一般迷信黩武主义者，联合大众的力量，制止少数军人

危险的行动，我们等待你们握手，共同努力于国际仇恨及不平等事件之铲除”。⑤

（三）批判日本部分民众和佛教徒对侵略政策的盲从

中国佛教徒在尽力争取日本佛教徒的同时，对日本部分佛教徒和民众盲从政府侵略政策的行为

进行了批判。一·二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日本佛教联合会致电太虚法师，歪曲事实真相，说是

因为中国没有善待在华日僧才导致中日之间军事冲突，中日之间实现和平的前提是中国必须停止抗

日行动。太虚接到此信后，义愤填膺，立刻撰写 《致日本佛教联合会书》，批评日本佛教界偏袒日本

军国主义、为其侵略行为辩解的言论。⑥ 宽道法师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佛教徒的麻 木 不 仁 进 行 了 批

评，“身荷如来使命，教化众生、引人入胜之贵国佛教徒，未闻促请政府改弦易辙之表示，殊欠佛徒

感化之精神……倘 能 根 据 教 义，唤 醒 政 府，幡 然 改 图，立 循 正 轨，化 干 戈 为 玉 帛，进 世 界 于 大 同，
则贵国之佛教徒，犹不愧为如来忠实之弟子。可告无罪于世人，否则阳标佛教立国之名，阴行侵略

之实”。⑦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佛教会对日本国内部分狂热的民众进行了批评，指出卢沟桥事变的发

生，日本军人的盲动是重要原因，“但意想不到贵国人民会举国若狂，一致的表示拥护赞助。这种盲

从的举动，逼迫敝国人民不 能 不 放 弃 最 后 的 容 忍，事 实 发 展，必 然 地 会 使 人 类 遭 逢 更 严 重 的 危 难，
而贵国亦将不可避免受因果律的支配”。⑧ 宽道法师认为，由于日本部分佛教徒观念上的错误，他们

口头上宣称推进大亚细亚文化主义，好像努力佛教和平精神的事业，实际上喘息在帝国主义的权势

之下，而且甘愿地为其爪牙。法铎法师对日本佛教徒纵容本国军阀侵略中国的态度猛烈批判，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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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日本的政策携着大炮飞机的礼物向着中国土地人民轰炸，不但听不到普通佛教徒提着佛教正义

来向自己政府抗议，即便最高知识阶层的佛教徒，也好像能心安理得过着自己的知识生活，我又觉

得不仅是他们自己的耻辱，而且是一般人真的怀疑到佛教与人类到底有什么益处？这简直是整个佛

教的耻辱”。①

五、本文对民国佛教徒抗日宣传的评价

在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民国佛教徒积极进行抗日宣传。虽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民国佛教

徒针对日本佛教 徒 的 抗 日 宣 传 并 未 取 得 明 显 的 效 果，但 仍 有 明 显 的 进 步 意 义，对 此 我 们 应 有 以 下

认识。
（一）展现了中国佛教界的远见卓识

从以上内容我们可看出，太虚法师等人在对日本佛教徒的宣传中，体现了令人钦佩的远见卓识。
如前所述，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宽 道 法 师 就 指 出，日 本 的 侵 略 行 动 破 坏 了 东 亚 和 世 界 和 平，

会导致世界战争的爆发。这一预见被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首先，九一八事变引起了东亚格局的

变化，英美的绥靖政策导致日本军力的急剧膨胀，九一八事变在二战进程中具有 “蝴蝶效应”的起

始性意义。其次，九一八事变后仅过了两个月，日本开始摒弃 “协调外交”，转而推行 “自主外交”，
与英国、美国和苏联在东亚地区及西太平洋广阔的海域中，展开了激烈的外交拉锯战，由此开始打

破 “华盛顿体系”相对稳定的局面。因 此 可 以 说，九 一 八 事 变 在 国 际 关 系 演 变 中 具 有 转 折 性 意 义。
再次，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有计划、有 组 织 和 有 预 谋 地 实 施 “大 东 亚 新 秩 序”战 略。在 此 过 程 中，
英、美、苏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与日本的战争中，最终与中国形成了反法西斯同盟，新的国际体系处

在孕育之中。因此，九一八事变在其后的很长时间里对于国际体系的变更具有过渡性的意义。最后，
从战争的全过程来看，从九一八事变到英法对德宣战前，构成了第二次 世 界 大 战 的 第 一 阶 段。② 此

外，民国佛教界人士对日本必然战败及战败原因的分析都很精准，这些都体现了民国佛教界人士准

确把握国际形势的能力和由此体现出来的远见卓识。
（二）提高了佛教的社会地位

佛教徒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对日本佛教徒的抗日宣传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因

为这些贡献，在抗战胜利后其合法地位得到保障。“抗战以前，中国的政治不上轨道，抗战时期的中

国军事第一，佛教命运不佳，偏偏在漫漫长夜中走着这两步霉运了，好像谁也不需要负责”。僧尼为

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于 “胜利的共同光荣也是有分的，唯愿今后的中国政治中将没有

摧残佛教的事件发生了”。③ 佛教在国内政治地位的提高，还体现在佛教界代表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

信教自由的提案受到很大的重视。此提案包括四部分内容：一、对边远区域及侨居海外之宗教民族，
亦随时设法慰问保护之，俾情感相连，心志内邻。二、对不同宗教民族生命财产，务须一律依据法

律平等保障之，取消单独对内地寺庙之管理条例。三、人民对宗教寺院布施之财产物品，应严禁地

方政府机关侵占没收。四、各宗教寺院出资设立学校医院，举办慈善事业者，应令各地方政府一律

保护之，惟不得强迫其担任出资兴办上述各项事宜。④

（三）对当代佛教的发展有重要借鉴价值

宗教作为人类对彼岸世界构想的体系化意识形态与思维结构，其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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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就其价值体系来看，一些宗教是引导人类向善的，并将近乎相同的真、善、美与和平思想作为

各自宗教体系的终极信仰。在人类各大宗教的教义中，和平始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键词。在近代

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国内各大宗教为了实现国家的和平与发展，利用自身的优势积极与

国外进行多方面的交流，开展宗教外交，取得了重要成果。民国佛教徒对国外地区的抗日宣传便是

近代宗教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亚太地区民间外交的开展有借鉴价值。
佛教由清末民初存在生存危机发展到抗战后地位空前提高，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与时代同呼吸、

与国家民族共命运，与社会的需要相适应。在当今时代，佛教应与其它社会团体一样，为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例如，当今佛教应进一步发扬慈悲济世的优良传统，大力兴办

慈善公益事业。佛教在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可以对自身的伦理体系进行充实、提高和升

华，使佛教与时俱进，发挥更重要的社会作用。在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中，当代中

国佛教完全可以有针对性地重点强调和弘扬。同样，对于民主、文明、法治这些当代中国亿万人民

追求的，代表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寻求民族复兴的价值理想，应该充实和升华为佛教道德规范的重要

内容。总之，佛教既要在积极 培 育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中 贡 献 力 量，又 要 实 现 自 身 的 变 革 和 发 展，
使佛教更好地与当代社会相适应。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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