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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三卷本的《现代中国佛教丛书》中的第二部。
第一部着重探讨了，现代中国佛教的体系制度、教会组织体制和制度；本书则立足于佛教在现代中国
的发展史，集中于1949年共产党胜利之前三十年问中国佛教的急速变迁。
第三部将从制度和历史两个方面论述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佛教所发生的变化。
　　在编辑这套现代中国佛教社会丛书时，所遇问题是它们彼此问会交叉重复多少，每一部是独立成
篇、互不干涉，抑或作者应对先前已经论述的再做诠释?正如大家所预料的，笔者采取了折中路线。
由于对现代中国佛教社会的理解贯穿于本套书的始终，故所有的探讨都是深契本质的，如果读者想进
一步加深理解，不妨查阅笔者的另一部著作《中国佛教的实践》(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虽然后者的序言同样也可以适用于本书，笔者还是要再次指出两点。
首先，《中国佛教的复兴》一书将焦点投射于人员、组织和佛教大事上，只有偶尔述及敦义演化和思
想史。
其次，真理的跋涉之路是没有终点的。
如果时间允许，笔者将花费更多的时间(它将是另一个两年或三年)来完善甚至是对那些最基础资料的
解释，故在此笔者不再一一做出“还需要更多调查”的说明。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第一部书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资料完全来源于访淡，而在这一部中这个比例要
稍微小一些。
并且这些访谈资料中，绝大部分来自于单独的受访者，而不是对几个受访者访谈资料的整理。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佛教的复兴>>

书籍目录

总序前言第一章　复兴的开端杨文会现代僧伽教育革新派僧侣第二章　争取全国领导权的斗争大闹金
山对立的佛教组织中国佛教会(上海，1929)第三章　太虚世界性组织国内的组织太虚与科学太虚的方
法第四章　居士佛教运动居士组织的种类佛教正信会日益重要的居士作用第五章　建筑与出版寺院的
中兴新修的寺庙出版事业第六章　佛教教育传统教育观宗学社太虚创办的佛学院天宁佛学院教育的水
准内学院第七章　僧侣的社会活动龙泉寺孤儿院其他福利活动僧侣从事的社会福利第八章　僧伽与国
家民国法律及实施针对佛教敌对者的法律佛教在上层社会的朋友僧人与政治第九章　对外交往与日本
的交往内地与西藏的交往与南传佛教的交往与基督教的交往基督徒皈依佛教与海外华侨的交往第十章
　宗派与分歧密教反派性潮流地域主义分歧的焦点第十一章　基督教的成见与佛教现状佛教的现状理
解的增长曲解的因素地区性差异第十二章　复兴的含义这是复兴吗?跋附录一　佛教期刊附录二　佛学
院附录三　僧侣数目附录四　局部衰败参考文献译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佛教的复兴>>

编辑推荐

　　本书是唯慈的三卷本《现代中国佛教丛书》中的第二部。
第一部着重探讨了现代中国佛教的体系制度、教会组织体制和制度；第三部将从制度和历史两个方面
论述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佛教所发生的变化。
本书则立足于佛教在现代中国的发展史，集中于1949年共产党胜利之前三十年间中国佛教的急速变迁
。
用宗教社会学的方法处理中国近代佛教，文献整理和田野调查并重，是一部非常厚重的学术力作。
尤其可贵的是，作者具有比较宗教学的宏观视野，对中国佛教在适应现代化过程中神圣性资源的缺失
，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
他以一个西方学者的立场，对某些人物和事件的品评，未必都符合中国佛教界和学术界的定论，但或
许是旁观者清，亦可能为深化近现代中国佛教研究，提供另一种视角。
作者在本书结论中，对中国佛教“复兴”意义的界定，对于当前中国佛教的复兴，也应具一定的借鉴
意义。
可以说，要研究中国近现代佛教，唯慈的这“三部曲”是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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