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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佛教信仰与社会变迁》内容包括“少林寺现象”及其引发的宗教社会学问题、都市佛教的社会
特征、"信仰但不归属"的佛教信仰形式、中国佛教的和谐理性模式、21世纪佛教基督教的真实对话等
内容，供读者阅读参考。

　　宝庆寺讲寺丛书——中国佛教学者文集是以宁波宝庆寺的名义出版的一套丛书，旨在推进佛学研
究的发展，让佛法能够深入社会人心，达到净化人生的效果。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佛教信仰与社会变迁>>

作者简介

　　李向平，男，祖籍湖南邵东；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宗教学会、中国社会史学会、上海市宗教学会、上海市历史学会理事。
1989年7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1989年10月迄今，就职于上海大学文学院(1994年4月后为新组建的上海大学)。
曾前往日本横滨市立大学、大正大学、大阪大学、美国波士顿大学从事访问研究。
主要研究领域有中国宗教史、当代中国宗教、宗教社会学。
代表性学术著作：《祖宗的神灵》、《王权与神权》、《救世与救心——中国近代佛教复兴思潮研究
》、《死亡与超越》、《和合为尚——佛教和平观》、《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中国当代宗教
的社会学诠释》等，并在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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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当代中国佛教社会学研究现状述评
“少林寺现象”及其引发的宗教社会学问题
——传统佛教的认同方式与神圣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
　一、以寺庙为中心的资源配置模式
　二、“大众佛教”的认同方式
　三、现代社会中的佛教权威
社会化，还是世俗化
——中国当代佛教发展的基本问题
　一、传统文化语境中的“世俗”定义
　二、佛教教义中的“真一俗”关系
　三、人间佛教，真俗不二
　四、“世俗化”概念的真实内涵
　五、“人间佛教”的“社会化”路径
佛教都市化刍议
都市佛教的社会特征
　一、都市宗教礼仪服务的专门化
　二、现代科层制的大致构成
　三、制度型科层权威与宗教专业权威的冲突
　四、利益团体化的宗教经济实体
　五、功能多元的都市社团型佛教组织
　六、“团体合作”型的佛教寺院及其社会边界
　七、市民信徒——佛教信仰的都市模式
“信仰但不归属”的佛教信仰形式
　——以浙、闽地区佛教徒的宗教生活为中心
　一、佛教信仰的基本现状
　二、宗教生活
　三、佛教信仰经验
　四、若干问题的讨论
中国当代佛教经济的“社会性”刍议
　一、佛教经济之问题缘起
　二、佛教与经济之不解之缘
　三、佛教经济的三大模式
　四、制度缺失及其慈善特殊主义
　五、余论
佛教人间，心心相印
——一种对话与合作的路径
　一、佛教论坛，对话合作
　二、心心相印，普世伦理
　三、以心比心，公共理性
　四、从心开始，融人天下
人间佛教，心行整合
——中国佛教论坛的时代特征
　一、佛教论坛的精神境界
　二、佛教论坛的宗学特征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佛教信仰与社会变迁>>

　三、佛教论坛的地域特征
　四、佛教论坛的公共特征
因缘和合
——佛教和平观的现代意义
　一、因缘和合观念的和平意义
　二、和合僧的理想模式
　三、寂静观的和平意蕴
　四、众生平等的和平观念
　五、佛教智慧观的和平内涵
　六、儒佛调和的和平立场
中国佛教的和谐理性模式
　一、从“心”开始的无限缘起
　二、人佛契合的普遍可能
　三、心同此理的价值关联
　四、心心相印的功德灵验形式
　五、功德为本体的公共逻辑
“道问学”与“尊佛性”
——玄奘大师的学术精神
　一、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与玄奘大师的学术地位
　二、唐玄奘的学术追求
　三、中国佛性体认的精神进路
　四、知识论与超越论的冲突
　五、时代的局限和问题的遗存
佛性沉浮中的传统变迁
——法相唯识宗之中国命运
　一、“道问学”与“尊佛性”的冲突
　二、真谛和尚：历史冲突的化身
　三、唐三藏的学术精神及其困惑
　四、整合佛性论和知识论的努力
　五、唯识之学在明末的再兴
　六、社会转型中的唯识学传统
　七、唯识哲学的近代阐释
　八、重法脉而轻教派的唯识宗
传统佛教信仰群体的制度分析
　一、从“心”开始：公私不二的民间信仰
　二、自行度化：佛教变迁的民间形式
　三、私人信仰：佛教变迁中的异质团体
　四、新“心世界”：祛除权力之魅
禅宗与民间社会和谐关系的历史辨正
　一、佛教发展的民间形式
　二、民间宗教或佛教的非法特征
　三、宗教间正统与异端的差异
　四、禅者的世界：透明的差异
信仰转型：从大师型到仪式化
——永明延寿的禅净合一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一、“一心万行”的思想立场
　二、仪式化的实证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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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社团佛教及其民问传统
20世纪中国佛教的“革命”走向
——兼论“人间佛教”思潮的现代性问题
　一、佛教革命及其现代性问题
　二、佛教革命的不同表征
　三、佛教革命的历史效应
太虚和尚：宗教型公共知识分子？

　一、现代中国佛教的世俗性问题
　二、太虚和尚的“三大革命”主张及其公共性特征
　三、作为宗教型公共知识分子的太虚和尚
　四、“人间佛教”思潮的公共特性
当代文化重建与儒佛会通的必然与可能
——从熊十力哲学的缺失谈起
明末天主教与中国佛教的冲突
——以《天主实义》和《圣朝破邪集》的对应为中心
　一、从西僧到西儒：天主教东渐策略的转变
　二、“破邪者”的思想立场与文化情结
　三、“天学”与“佛学”的真实交涉
　四、立场的错位与政教关系的奇妙组合
“礼仪之争”的历史痕迹
——闽东地区顶头村的宗教生活
　一、道明会教区的建立
　二、从补儒批佛到佛耶共存
　三、佛耶共契的“游戏规则”
　四、从礼仪之争到礼仪共生
　五、宗教生活习俗化
　六、生活中的再交涉
当代中国佛教与基督教对话的社会形式
——浙闽地区佛耶交涉的个案研究
　一、佛耶之问的教徒交往
　二、佛教徒对于佛耶关系的处理方式
　三、佛教徒对于基督教的理解
　四、佛教徒与基督教徒的交往行为
　五、基督教徒的佛教理解
　六、耶佛交涉的社会——经验模式
“寺庙”与“教会”
——佛耶制度比较论
　一、中间逻辑：从信仰到宗教的制度化根源
　二、宗教体系与世俗关联模式
　三、以教派为中心的宗教生活方式
　四、形式理性与耶佛伦理之比较
　五、以制度实践为基础的宗教对话
21世纪佛教基督教的真实对话
——从20世纪初中国学人的佛教信念谈起
　一、以佛教发起国民之信心
　二、佛学应用为救世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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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佛耶的历史遭遇
　四、佛耶对话的真实语境
佛教与近代日本知识分子
　一、时代的选择
　二、重建文化信仰的精神依据
　三、近代思想之基盘
佛教与近代日本哲学的展开
——东西思想会通的一个层面
　一、哲学与宗教的主题
　二、“绝对无”的哲学立场
　三、意义与问题
　四、遗留的问题与课题
临济宗“无字”公案与近代日本哲学的发轫
——西田的参禅体验与“西田哲学”
　一、“无字”公案与近代日本禅哲学
　二、西田的参禅体验与“纯粹经验”
　三、“绝对无”的禅哲学立场
　四、西田的“绝对无”的辩证逻辑
　五、临济禅哲学的现代性
从“无”到“有”的知性自觉
——现代日本西谷启治的宗教哲学
　一、知识论与超越性的特别关涉
　二、以空遮有的知识论
　三、“不可得”的超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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