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日本佛教系统的新兴宗教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 高 洪

所谓新兴宗教
,

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宗教
。

近代以

来
,

日本经历了结束封建统治
,

建设资本主义近代国家
,

军国主

义势力的猖撅与败亡
,

美军占领与战后 日本的重建等一系列历

史巨变
,

致使百余年来的社会局面错综复杂
,

在相当长的一段历

史时期处于激荡之中
。

这种状况投射到宗教领域
,

从传统教派

中不断分化出新型教团
,

同时中下层市民社会相继涌现出杂揉

多种教义理念且具有反传统性质的宗教组织
。

战后
,

五六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导致生存竞争激化
,

引起大

众价值观念
、

道德观念的深刻变化
,

各种
“

新宗教团体
” 、 “

新新宗

教团体
”

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现代 日本社会中
。

进人八九

十年代
,

在全球范围的新兴宗教热潮影响下
,

日本新兴宗教发展

势头更为迅猛
,

大小教 团迭出
,

组织
、

仪规迥异
,

其数量 已 逾

2 0 0 0
,

信徒总数超过 2 0 0 0 万人
。

在众多新宗教中
,

佛教系统教团以其庞大的实体组织
、

雄厚

的经济实力和对社会意识广泛深人的影响
,

构成了当代 日本新

兴宗教的主体
。

这支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通过数千所寺院的晨

钟暮鼓
,

吸引千万个信仰者魂系佛 门
。

广播
、

电视
、

电子计算机

网络无不被他们用作弘法布道的工具
,

超大型教团的
“

折服大进

军
”

运动如火如茶
,

中小教团的布教活动一派峥嵘
,

各种宣传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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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遍布城乡
。

在今天 日本社会的政治
、

经济
、

思想文化
、

伦理道

德
、

教育
、

民俗等领域中
,

佛教系统新兴宗教的影子随处可见
,

其

内在精神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着大量 日本人的行为准则
,

可

以说这一类新兴宗教在资本主义经济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 日本

社会中依然发挥着活的社会功能
。

一
、

佛教系统新兴宗教的起源与分类

佛教系新兴宗教指信仰 内容主要来自佛教教义
,

同时杂揉

祖先崇拜
、

神灵崇拜及各种巫术等 内容的新兴宗教教团
。

按照

日本学术界通行的观点
,

日本新兴宗教肇始于 19 世纪初年
。

即

以享和 2 年 ( 1 802 年 ) 8 月
,

尾张 (今爱知县 )农妇 色。 (江户时期

百姓无名字
,

仅 以音注 ) 自号
“

金毗罗大权现附体
” ,

开创 以释迎

牟尼佛为崇拜对象的如来教作为开端
。

随之出现了本门佛立宗

( 1 857 年 )等一批传统宗教派别之外的先驱教团
,

揭开 了日本历

史上新兴宗教运动的序幕
。

进人本世纪后
,

灵友会
、

创价学会等

活跃在 日本社会中的超大型新兴宗教团体相继 出现
,

基本奠定

了今天新兴宗教的格局
。

尽管 日本佛教系统新兴宗教较之神道
、

基督教以及杂教系

统新兴宗教具有人数众多而教团较少的特征
,

但仍有数十个大

小教团
。

为了便于梳理
,

依各自崇奉的教义及传承法脉
,

将万人

以上的教团分述如下 :

第一
,

日莲宗系教团
。

这类新兴呆教的共同特征是以《法华

经》和 日莲教法作为主要信条
,

本尊或为
“

日莲大圣人亲笔 日本

国护卫曼茶罗
” ,

或为
“

久远实成之释迎牟尼佛
” ,

教义通常以法

华三部经 中主张的
“

平等大慧
、

教菩萨法
、

佛所护念
”

为基本理

念
,

同时揉和祖先崇拜
、

万物有灵等原始信仰
,

属于法华至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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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思想体系
。

创价学会
、

立正佼成会
、

灵友会 (此三者后文详

述) 等超大教团均出 自这一法脉
。

此外的佛所护念会 ( 2 20 万

人 )
、

妙智会 ( 9 3万人 )
、

孝道教团 ( 40 万人 )
、

大乘教 ( 0 3万人 )
、

妙道教团 (21 万人 )
、

在家 日莲宗风会 ( 3万人 )等都不同程度地

同灵友会具有渊源关系
。

本门佛立宗 ( 52 万人 )则属独创的 日

莲宗系教团
。 ② 当然

,

亦有崇奉其他宗派若干教义思想者
。

例

如
,

冈野正道 19 36 年退出灵友会后创立的孝道会 (孝道教团前

身 )
,

就是兼属法华
、

天台两宗的在家信徒团体
。

在宗教实践方

面
,

此类教团通常采取简单易行的修行方式
,

结成
“

法座
”

(道场 )

或支部
,

定期组织信徒举行供养读经会
,

向成员灌输实践佛陀出

世本愿的
“

菩萨行
”

和敬神祟祖的
“

正行
” 。

此外
,

这类教团因奉

行
“

法华至上主义
”

而具有明显 的排他性
,

并对现实社会问题表

现出浓厚兴趣
。

一般说来
,

重视现实利益
,

力求通过人世活动实

现宗教理想是日莲宗系新兴宗教的共同特征
.

第二
,

天台宗系教团
,

即 1 925 年由小仓灵现
“

依阿弥陀直

授
”

的
“

念法灵现
,

念力不可思议
,

感应神通
”

的
“

神启
”

创立的念

法真教
。

这一教派在战争期间曾归属于天台宗
,

因而一直作为

天 台宗在家信徒团体
。

教义方面
,

融合了天台
、

净土成分
,

信奉
“

久远实成阿弥陀如来
” ,

阪依《法华经》
、

《般若经》
、

《无量寿经》
、

《观无量寿经》
、

《阿弥陀经》
。

日常的宗教修持以教祖的
“

五条圣

训
” ,

强调
“

敬神崇祖
,

正行守法
,

知恩当报
”

等内容
。

现有信徒

80 多万人
。

第三
,

真言宗系新兴宗教
,

即解脱会和真如苑
。

解脱会由教

祖冈野圣宪在
“

神启
”

下创立于 192 9 年
。

不久
,

冈野在真言宗醒

翻寺派总本山得度
,

该会遂成为
“

真言宗醒酸寺派教会解脱分教

会
” 。

解脱会饭依《般若心经》
,

供奉大 日如来及解脱金刚
。

日常

以
“

天茶供养
”

方式供奉祖先
,

以求
“

净化灵性
”

达到解脱
。

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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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 20余万人
。

真如苑是当代 日本新兴宗教中最大的密教教

团
,

信徒多达 23 0 万人以上
。

该教派始于 1 936 年
,

时有教祖伊

藤真乘在宗教结社基础上设立
“

不动尊教会
” 。

《宗教团体法 》颁

布后
,

曾被并人真言宗
,

战后复 又独立
。

19 5 3 年更名为
“

真如

苑
” ,

规定
“

真如三部经
”

((( 涅整经》
、

《般若经》
、

《法华经))) 为饭依

经典
。

宗教实践上强调
“

灵能的接心
” ,

即通过神灵点化去体验
“

真如三部经
”

的真实含义
。

真言密教系统的新兴宗教的突出特

点是神秘色彩浓厚
,

强调
“

教主信仰
” ,

对教主个人崇拜与迷信十

分明显
。

第四
,

净土宗系统教团
,

即光明念佛身语宗
。

该教团出现于

19 05 年
,

属于早期新兴宗教
。

据称其教主木原觉慧在修行中为

神灵所感
,

得
“

汝观得此灵地
,

便可成就光明念佛身语圣宗发祥

之灵地
”

的神启
,

而开始
“

不动三昧念佛观法修行
” 。

该宗奉大 日

如来
、

大 日不动尊为本尊
,

以在现世建立念佛净 上为 目标
,

向世

人宣讲三世佛安身立命教法
。

这一派教 团战前影响不大
,

19 7 5

年正式定名
,

目前信徒已达 40 余万人
。

第五
,

法相宗系统的不动宗
。

不动宗由教祖黑泽正教创立

于 194 9 年
,

信奉法相宗教义
,

并自称得不动明王灵感
,

有通灵神

力
。

该宗多次举办
“

咒元术法试验大会
”

为众人
“

治病
” ,

号称使

数百万人获救
,

拥有信徒 128 万人
。

第六
,

原始佛教系统的新兴宗教
。

原指如来教
、

万字教团以

及光明念佛身语圣宗
、

中山身语正宗等较小教派
,

也都属于佛教

系新兴宗教团体
。

不过
,

近年迅速崛起的阿含宗和 O M 真理教

在教义上也带有密教和原始佛教成分
,

因此亦可划归此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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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鼎立千世的三大教团

日本的新兴宗教之所以能在国内乃至国际上发挥影响
,

一

个主要原因在于创价学会以及灵友会
、

立正佼成会等超级教团

的巨大存在
.

三者成特角之势鼎立于现代 日本社会
,

成为新兴

宗教间题上举世瞩目的焦点
.

,
.

创价学会

在当代日本杜会中
,

创价学会不仅是最大的宗教文化团体
,

更因它与公明党的特殊关系
,

以及在国内和国际文化活动
、

政治

事务中的突出作用
,

而引起世人广泛关注
。

总部位于东京都新

宿区信浓盯的创价学会是 日莲正宗系统的在家信徒组织
,

该组

织目前在 日本拥有 803 万户会员
,

并在世界 1 15 个国家和地区

发展了 12 6 万会员
, ⑧是日本最大的新兴宗教团体

。

创价学会的前身是创价教育学会
。

它是 19 30 年由牧 口常

三郎 ( 187 1一 194 4 年 )建立的教育研究实践团体
。

牧 口 常三郎

青年时期从事教育工作
,

19 28 年经三谷素启介绍成为 日莲正宗

信徒
,

1 930 年在户 田城圣 ( 1900 一 1 9 5 8 年 )协助下
,

组织京滨地

区小学教员成立创价教育学会
,

开展以创价理论为指导的教育

实践活动
。

19 3 7 年 1 月
,

创价教育学会举行成立大会
,

会上宣

布
,

学会是以 日莲佛法为根本
、

依照会长牧 口常三郎的价值观从

事创价教育学说实践的团体
。

其后逐渐演变为 日莲正宗在家信

徒团体
。

战争期间
,

创价教育学会以 日莲正宗教义与牧 口 的价

值论思想
,

展开名为
“

折伏
”

的布教活动
。 “

折伏
”

一词在佛教中是

与
“

摄受
”

相对的一个用语
,

意为通过批判
、

说理
,

使人放弃
“

邪

恶
” ,

饭依正法
。

日莲正宗认为
,

在
“

末法
”

时期
,

外道
、

邪法充斥
,

惟有以激烈的
“

折伏
”

方式传教
,

才是弘法正路
。

因此
, “

折伏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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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莲正宗和创价教育学会发展信徒的基本方法
。

《宗教团体法》

颁布后
,

政府加紧了对诸教的控制
,

曾于 194 0 年命令创价教育

学会所在的 日莲正宗与 日莲宗合并
,

对此
,

创价教育学会严守 日

莲正宗教义
,

进行了坚决抵制
。

1942 年
,

学会会刊《价值创造》

被停刊
.

194 3
,

年
,

日本政府强令国民尊祟国家神道
,

所有宗教

团体不分信仰必须参拜伊势神宫
。

牧 口常三郎率领全体会员坚

持 日莲信仰和正宗教义
,

拒不参拜神宫
,

结果创价教育学会被政

府在 同年 7 月以
“

违反 《维持治安法》
” 、 “

不敬神社罪
”

名义
,

强行

取缔 ; 会长牧 口
、

理事长户 田等 21 名主要干部也遭逮捕
,

翌年

11 月
,

牧 口常三郎在狱中病故
。

194 5 年秋
,

随着军国主义败亡
,

强加在民众头上的精神枷

锁崩溃
,

户 田城圣等学会干部恢复了 自由
。

19 46 年元旦
,

户 田

在大石寺开讲《法华经 》
,

宣告恢复组 织并改名 称为
“

创价学

会
” .

19 51 年 5 月
,

创价学会作为 日莲正宗附属 的在家信徒 团

体向政府提出申请
,

成为独立的宗教法人
,

户 田正式就任会长
。

与此同时
,

户田向总本山大石寺祈请了 日莲手书
“

南无妙法莲华

经
”

的楠木牌位
,

将此曼茶罗作为
“

大御本尊
”

供奉在学会本部 ;

编辑出版了《新编 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
,

作为该会基本经典 ;创

办了《圣教新闻》
,

以指导和宣传会员的宗教实践活动
。 、

通过对

教义的独到解释
,

形成了学会与 日莲正宗信仰上两位一体
,

组织

上独立存在的局面
。

50 年代 中期
,

日本经济迅速恢复
,

并开始

进人高速增长时期
。

遭受社会动荡冲击的中小企业职土和下层

民众惶惑不安
,

渴求精神慰藉
。

户 田抓住这一有利时机
,`

向会员

发出
“

折伏大进军
”

号召
,

至 19 5 7 年
,

会员达 76
.

5 万多户
,

成为

日本宗教里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
。

19 5 8 年
,

户 田城圣病故
,

由青年部长出身的池 田大作主持

学会
。

1% 0 年池 田正式就任第三任会长后
,

在组织发展方面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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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大量改进
,

提出
“

七座钟
”

(即创价学会组织发展的七阶段规

划 )的奋斗 目标
,

至 19 70 年会员激增至 7 50 万户
,

成为 日本首屈

一指的超大型宗教团体
。

但进人 70 年代中期以后
,

创价学会的

发展速度减慢
。

究其原因
,

一是来自社会上的攻击
,

二是内部的

纷争
。 “

折伏大进军
”

引起了其他教派的惊恐
,

纷纷指责创价学会

强使世人接受其信仰
。

更因学会当时在
“

王佛冥合
”

理念指 导

下
,

试图通过组建政党完成
“

政治与宗教的深入融合
” ,

劝告民众

接受作为万众生活法则基础的
“

真实佛教
”

的做法被看作是建立
“

政教合一
”

体制
、

侵犯信仰 自由原则的违宪行为
,

而引发了创价

学会
、

公明党
“

妨碍言论自由事件
” ,

一时间社会舆论大哗
,

纷纷

指责创价学会企图建立
“

国立戒坛
” ,

变 日莲正宗为国教
,

甚至有

人贬称其为
“

暴力的宗教
” ,

致使创价学会的声望下降
。

另一方

面是由于学会同 日莲正宗的内部斗争
.

创价学会 自创立之 日起

便奉行 日莲正宗教义
,

并以继承 日莲 700 余年传承正统为自

雍
.

由于信仰的一致性
,

所以
,

学会会员作为 日莲正宗在家信徒

团体成员
“

人会即人教
” 。

但两者到底是两套组织机构
,

难免会

有新老教团在同一信仰下
“

一山难养二虎
”

的结构性矛盾
。

虽然

这种
“

内栖型教团
”

的摩擦并非创价学会独有
,

然而八九十年代

频频爆发的学会与 日莲正宗的激烈斗争
,

确实给创价学会的发

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

在教义方面
,

创价学会以 日莲正宗传统教义为基础
,

尊奉

《法华经》为唯一真实经典 (其中尤重《寿量品》 )
,

以信仰
“

三大秘

法
”

并使其弘传流布于世间为 目的
.

所谓
“

三大秘法
”

是指
:
( l)

“

本门的本尊
” ,

即传为 日莲手书的
、

写有
“

南无妙法莲华经
”

字样

的楠木牌位
。

学会把它作为对绝对真理的唯一崇拜物
,

拒绝参

拜任何其它偶像 (但近年来创价学会为缓和与其他宗派矛盾
,

转

而采取灵活的政策
,

目前亦有
“

共存路线
”

的提法 ) ; ( 2)
“

本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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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 ,

即在信奉本尊的基础上
,

口 唱
“

南无妙法莲华经
”

题 目
。

并认定
,

尊奉其它本尊和诵唱其它题目皆为
“

邪法
” 。

同时
,

要求

信徒
“

信行兼备
”

— 在坚定信仰的前提下
,

积极实践
,

不仅自己

口 唱
“

题 目
”

(自化 )
,

还应努力促使他人随之传唱 (化他 )
。

而这

一点正是 日莲正宗系统佛教 以激烈的
“

折伏
”

强使他人饭依的理

论依据 ; (3)
“

本门的戒坛
” ,

原指依照 ((法华经》 中所言
“

本门无作

的圆顿戒
”

即无生无灭
、

圆满
、

顿悟的无形戒法去忏悔谤法罪过
,

创价学会却将其形象化为在本宗圣地建立的楠木本尊牌位
。

值

得注意的是
,

关于
“

戒坛
”

的解释
,

在 ,l 9“ 年以前意味着举国共

尊的
“

一亿人的国立戒坛
” ,

而这种带有使本宗教义国教化倾向

的主张曾引来舆论界的批评
,

因此到了 1972 年创价学会正本堂

内戒坛建成后
,

便把原有主张改为
“

广宣流布是永无止境的流布

本身
” ,

对
“

本门戒坛
”

的解释变得暖昧含混
。

关于创价学会的政治哲学
,

1% 4 年组建公明党时
,

池田大

作出版了《政治与宗教》一书
,

全面阐述了创价学会参与社会政

治事务的理论根据
。

以后又不断著书立说
,

强调为使社会尽善

尽美
,

宗教必须浸透到包括政治在内的各个领域
,

依据
“

主佛冥

合
”

理念
,

将政治 (王法 )同佛教日莲正宗教义 (佛法 )融为一体
,

建立起人类理想社会
。

197 9 年
,

池田大作辞去创价学会会长职

务
, ④改任 国际创价学会 (s G l) 会长

。

此后
,

创价学会教势向海

外扩展
,

提出了
“

站在超越意识形态的地球民族主义立场
,

努力

促进人类文化进步
,

为世界和平贡献力量
”

的方针
,

积极开展国

际性宗教
、

文化活动
,

于 1 9 8 3 年被联合国认定为
“

非政府机构
” ,

加强 了该组织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的作用
。

2
.

灵友会

灵友会是本世纪 20 年代由久保角太郎 ( 1 8 9 2 ~ 1944 年 )和

小谷喜美 ( 19 01 一 19 71 年 )创立的以 日莲信仰为核心并揉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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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祟拜思想的在家居士团体
,

虽祠释遨佛和弥勒
,

但不称为本

尊
,

而以佛所护念的
“

御本尊
”

(信徒各 自的祖灵 )为崇拜对像
。

本部位于东京都港 区麻布台
,

拥有 3 64 4 座道场和 320 万信徒
,

是 日本最大的新兴宗教组织之一
。

久保角太郎出身鱼商家庭
。

19 20 年
,

久保 与若月妙心
、

户

次贞雄同创
“

灵之友会
” ,

但教势未得到较大发展
。

1 925 年同家

兄后妻小谷喜美作为
“

法华行者
”

合作重创
“

大 日本灵友会
” 。

重

建后的灵友会由久保自任理事长
,

通过严酷的
“

灵能训练
” ,

使喜

美成为性格执著倔强的第一代灵友会会长
,

以东京麻布为据点

揭开了大规模布教的序幕
。

在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的世界经济

危机打击下
,

日本民众贫困加剧
,

社会动荡不安
,

这为重新起步

的灵友会提供了发展的机会
。

经过近 10 年的努力
,

灵友会从开

创时不足 50 人发展到 10 00 余人
,

建立起 5 个支部
。

战争期间
,

灵友会迎合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
,

鼓吹
“

忠君爱 国
”

思想
,

积

极并展
“

与战争合作运动
” ,

为侵略战争 中的战死者超度亡灵
。

因此
,

在军部实施法西斯高压统治
、

新兴宗教几乎绝迹的 4 0 年

代初期
,

它与提倡
“

天皇绝对至 上
”

的生长之家破例得到发展
。

战后初年
,

该会利用战争经济崩溃
,

军国主义精神统治解体后民

众经济困窘
,

精神苦闷迷惘的社会现状
,

打出
“

思想善导
,

净化社

会
”

的旗帜
,

着力在中小企业主
、

农民中展开发展新会员的
“

引

导
”

活动
。

还特别提出女人格守
“

妇德
”

便可
“

成佛
”

的说教
,

广泛

吸引妇女加人组织
。

据统计
,

1948 年
,

灵友会会员 已达 30 万

户
,

一年后又陡增至 70 万户
,

约 20 0 多万人
,

成为战后初期首屈

一指的超大型教团 (目前位居榜首的创价学会当时不过 50 0 0 户

会员 )
。

19 71 年
,

喜美去世
,

久保角太郎的长子久保继成继任第

二代会长
。

久保继成 自幼受到小谷喜美的养育熏陶
,

成年后毕

业于东京大学大学院文学部印度哲学研究室梵文博士课程
,

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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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宗教理论素养和领导才能
.

经过他 20 余年的苦心经营
,

该会

现有会员 32 0 万人
。

从 70 年代起
,

该会先后在美国
、

加拿大
、

英

国
、

法国
、

意大利
、

西班牙
、

巴西
、

秘鲁
、

墨西哥
、

韩国
、

菲律宾
、

泰

国
、

印度
、

尼泊尔
、

香港及台湾等 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

会
。

灵友会视近代以来的社会动荡为
“

末法之世的表现
” ,

强调
“

救国之道
,

在于弘通佛法
。

使国民板依三宝
”

的在家佛教
,

同时

提倡
“

思念祖先如同挂牵己身
” ,

认为
“

凡佛心存在或祖先所在之

处皆为佛所
” ,

必须
“

护念
” ,

即供养
“

先人亡灵
” 。

所以
,

该会以
“

法华三部经
”

作为板依经典
,

将供养祖先当作在家信徒
“

自身成

佛修行道
” ,

宣称
“

菩萨行
”

才是摆脱厄运谋求幸福的唯一途径
.

然而
,

该会在发展过程 中也因教义
、

权势之争不断分裂
.

自

19 2 5 年起
,

先后从中分化出 日本敬神崇祖 自修团
、

孝道教团
、

恩

亲会
、

立正佼成会
、

法师会
、

妙智会教团
、

大慧教团
、

正义会教团
、

希心会教团
、

大慈会等十几个新兴宗教团体
,

因而有
“

新兴宗教

母机
”

之称
。

3
.

立正佼成会

19 3 8 年从灵友会中分离 出来的立正佼成会是另一个 日莲

宗系佛教新兴宗教组织
。

该会基于 日莲宗对《法华经
·

寿量品》

中释迎佛的传统解释
,

以
“

久远实成大教主释逸牟尼世尊
”

为本

尊
,

视其为宇宙真理及常住不灭的根本元世大生命
。

认为《法华

经》所说的是
“

永恒真理
” ,

把教祖庭野 日敬为
“

法华三部经
”

所作

的《新释法华三部经 》作为判教的准绳
。

目前
,

号称拥有 63 0 万

信徒
,

180 0 多名教师
,

663 所道场
,

是仅次于创价学会的超级教

团
。

立正佼成会的两位开祖庭野 日敬 ( 1906 一 )和 长沼妙佼

( 18 89 一 19 5 7 年 )原为灵友会成员
。

庭野出身农家
,

自幼深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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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民间信仰熏陶
,

通晓七暇信仰
、
@修验道等修行方法

。

19 34 年

人灵友会
。

19 3 8 年
,

担任新井支部长的庭野与会长小谷喜美在

法华教义解释上发生分歧
,

愤而带领长沼妙佼等 30 余名信徒脱

离灵友会
,

另组
“

大 日本立正交成会
” ,

推举村山景造为会长
。

1 9 4 2 年
,

村山脱离该会
,

庭野自任会长
,

由长沼出任副会长
。

战争末期
,

立正交成会遭到法西斯军部镇压
,

19 4 3 年庭野
、

长沼双双被投人监狱
。

战后
,

该会恢复活动
。

50 年代
,

立正交

成会借助颇负
“

奇理斯玛人格
” ⑥的

“

通灵人
”

长沼妙佼举办降神

会
,

又在 日莲宗教义中融合民间信仰成分
,

教势迅速发展
。

然而

不久
,

由于敬仰长沼
“

灵能
”

的部分信徒要求扩大长沼的副会长

权限
,

几乎导致教团分裂
。

19 5 7 年
,

长沼去世
,

分歧平息
。

独掌

了该会领导权的庭野 日敬一方面在称颂人际交流意义和纪念被

部分会员追慕为慈母的长沼妙佼的名义下
,

将会名
“

立正交成
”

改为
“

立正佼成
” ,

收到 了笼络人心
、

确立自己核心地位的实效 ;

同时又针对时局 的变化对教义方针做了大幅度修改
。

1 9 5 8 年

初
,

庭野发布 《真实显现》宣言
,

指出 : “

以神示为中心的时代
,

及

以 日莲所图显的大曼茶罗为本尊
,

与以祖先为信仰对象的时代

已经过去
。

此后
,

本会将是在明确的本尊之下的《法华经 》信仰

者的集团
. ” ⑦并根据这一精神

,

于 1 962 年制定 出《会员纲领 》
,

明确规定
: “

立正佼成会基于恩师会长先生的指导
,

以认识佛教

救助方法的本质
。

立足于在家佛教精神
,

为达到人格圆满 目的
,

努力从事修习信仰基础上的行
、

道二学
。

致力于培养
、

引导众人

的 自我
,

为建设家庭
、

社会
、

世界的和平环境— 常寂光土而献

身菩萨行的实践活动
. ” ⑧

此外
,

又将过去实行的亲子引导人会改为地区性会员引导
,

提高了组织性和凝聚力
。

在 日常教化方面
,

以
“

法座
”

作为会员

宗教活动的场所
,

鼓励信徒在
“

法座
”

中倾述 自己工作
、

家庭
、

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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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 中的烦恼
,

然后用教义去抚慰
,

使信徒在相互砒砺中增强信

仰
。

另外
,

还设立了定期的
“

特别参拜 日
” ,

开展
“

祈祷和平祭
” 、

“

涅磐会
” 、 “

成道会
” 、 “

孟兰盆法要夕等大型活动
。

19 7 8 年
,

立正

佼成会建立 40 周年之际
,

庭野宣布结束
“

真实显现时代
” ,

进人

扩大宗教活动
、

努力 净化社会
、

推动世界
.

和平的
“

普 rl 示现时

代
” 。

按照该会的解释
,

所谓
“

普门
”

即超越教团门户限制
,

以《法

华经》 显现昭示作为佛教学精髓的
“

根本佛教
”

和
“

佛教的根本

义
” 。

1 99 1 年 11 月 巧 日
,

庭野 日矿就任第二代会长
,

宗旨依

旧
。

该会现处于稳定发展阶段
。

三
、

佛教系统新兴宗教兴盛的原因及其社会地位

如果对现代 日本社会中佛教系新兴宗教做一个简单归纳
,

可以说它源于近代 日本变迁的社会环境
,

历经战后从物质匾乏

到经济迅速发展的激变过程
,

实为当今高科技
、

信息化的现代资

本主义社会的伴生物
。

新兴宗教的教主
,

通常是有过 自觉与神灵际遇或与神合一

体验的
“

灵异之人
” ,

他们常常以某些佛教教义为主
,

大量掺杂祖

先崇拜
、

原始信仰
、

泛神论观念
,

形成独特的教义理念
,

并凭借自

身带有的奇理斯玛人格形成吸引信徒的宗教核心
。

唯物史观告

诉我们
:
宗教观念和人类精神世界 的一切观念一样

,

无一不是社

会存在的反映
。

宗教领袖 的
“

神启
” ,

或由信徒将其神圣化的过

程
,

不过是某一时期
、

某一群体的社会意识的特殊需要使然
。

同

样
,

对众多信徒来讲
,

宗教崇拜作为一种社会意识
、

一种集体性

的社会现象
,

也必有其广泛的社会基础
。 “

泡沫经济
”

崩溃后
,

生

存竟争加剧
,

人们普遍存在的危机感和前途渺茫的心理感受
,

为

新兴宗教热潮起到了加温作用
。

另一方面
,

青年一代对丰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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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生活和更多财富的无限希冀
,

也极易借助对新兴宗教的憧

憬来满足 自己的心理需求
。

如果从认识论角度寻找原因
,

应该

说现代社会令人眩目的急剧变换
,

常使一部分人
,

尤其是涉世未

深的年轻人迷失主体的 自觉意识
,

他们对自身命运的关切和在

对神秘现象或偶发事件的应对之时
,

往往难 以彻底清除唯心主

义的认识根源 ; 而科学发展
、

人类视野拓展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未

知领域的扩大
,

这些都给新兴宗教的传播留下 了空间
。

至于 日

本政治舞台上接二连三发生的丑闻
,

使一部分人极度厌恶
“

金权

政治
” ,

对人生道路和现实境遇以及未来命运产生出无能为力与

不可逆料的感受
,

于是投身宗教怀抱
,

以求得内心的恬淡与宁

静
。

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兴泉教
,

尤其是在 日本有着

千百年传承历史
、

业已融人民族文化习俗中的佛教所派生的新

兴宗教的社会地位和作用
。

就总体而言
,

新兴宗教不仅是一种

奇幻的信仰
、

仪式体系
,

更是苦心孤诣的信徒群体的精神依托
,

在这面欲望 的回音壁 七
,

信徒们在温馨的气氛中用宗教心理的

现实代替 了实在的现实
,

实现 了自己的
“

理想
” ,

因而具有某种稳

定社会的特殊功能
。

但同时
,

作为对现世社会一种扭曲的反映
,

在协调人与社会
、

人与人之 间关系时
,

违反科学却又带有极大诱

惑力 的新兴宗教终将把信徒导人非理性的盲 区
,

其消极影响与

负面作用又是显而易见的
。

总之
,

只要宗教赖以存在的认识根

源和社会根源 尚未消失
,

新兴宗教便可以在 日本社会中找到实

现自身价值的途径
,

还将在擅变中不断发挥 出社会功能并长期

存在下去
。

(责任编辑
: 王 平 )

①
“

新兴宗教
”

一词在 当代 日本 已
·

带有轻蔑含意
,

近年 日本学术界 多采用
“

新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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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

和
“

新的宗教
”

等提法
。

本文考虑到中文表达习惯和国内学术界对专业词汇 的统

一要求
,

仍沿用
“

新兴宗教
” ,

但不含贬义
。

②本文所引数字除特殊标明者外
,

均 出自日本文化厅编 19 91 年版《宗教年鉴》
,

下同
。

③ 〔日 )创价学会广报室编
: 《创价学会资料》 19 9 2 年版

。

④ 19 79 年池 田大作辞去创价学会会长职 务
,

由北条浩继任第四代会长
。

19 81

年 7 月
,

北条浩病故
,

秋古荣之助为现任会长
。

⑤
“

七暇神信 仰
”

为 日本民间迷信
。

认为人体内有七位神 灵
,

分别 司掌 脏腑器

官
,

支配人的生命
。

⑥
“

奇理斯玛
”

( C hr is m a) 为早期基督教语汇
,

指
“

神圣的天赋
” 。

马克斯
·

韦伯

将其引申
,

并赋予新 的含意
,

用来特指具有创新精神的人物的特殊资质
。

这种特殊

资质被认为得 自上帝的特别恩宠
,

或被认为同宇宙中超级权威或源泉接触 的结果
。

后来
,

美 国社会学家爱德华
·

希尔斯 ( E d w ar d A
·

S ih ls) 进一步引 申为
“

奇理斯玛倾

向是社会需要秩序 的结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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