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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文化版图上富有代表性的区块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的积淀十分厚重，影响非常深远。
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有记载于明清之际已在台湾建立佛寺。
其实，以佛教在大陆的悠久历史和普及程度，早于彼时赴台的汉族移民中肯定不乏佛教信众，佛寺之
建，只是反映了当时台湾的政治经济状况和佛教传播态势已经达到了设立正式活动场所的条件。
近代以来，台湾经历了极其剧烈的社会震荡，宗教领域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但是在外来宗教包
括新兴宗教逐渐占据一定“市场份额”的同时，中国传统信仰形态（包括生长在中国传统文化根基上
的某些“新兴民间宗教”）的优势地位依然得以保持。
　　台湾佛教界虽然曾在日据时期遭到日本佛教系统的强制收编，但与祖国大陆佛教法脉的联系始终
没有割断。
可以说，在台湾光复及大陆江浙佛教力量涌入台湾并取得某种主导权之前，福建佛教对于台湾佛教的
影响一直以所谓“地方性”、“草根性”的形式存在着，给中国佛教系统迅速替代日本佛教系统提供
了思想准备，且至今不仅未尝消失，还有波涛再起之势。
而伴随20世纪前期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高涨，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的佛教，内部都掀动着“改造”、
“改革”的声浪，在这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所出现的星云法师、证严法师等“市民社会”宗教家和印
顺法师那样直言“不反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佛学大师，特别是他们以“人间佛教”为标志的创新性佛
教理论和实践能够被台湾社会人群广泛接受的事实，都是在借助台湾这个特殊的舞台，证明着传统文
化在实现现代化转化中所具备的活力，表现出古老的中国汉传佛教在对社会多层面的适应性中所蕴藏
的潜能。
从学术角度而言，也为当代台湾问题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课题。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台湾佛教>>

内容概要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文化版图上富有代表性的区块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的积淀十分厚重，影响非常深远。
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有记载于明清之际已在台湾建立佛寺。
其实，以佛教在大陆的悠久历史和普及程度，早于彼时赴台的汉族移民中肯定不乏佛教信众，佛寺之
建，只是反映了当时台湾的政治经济状况和佛教传播态势已经达到了设立正式活动场所的条件。
近代以来，台湾经历了极其剧烈的社会震荡，宗教领域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但是在外来宗教包
括新兴宗教逐渐占据一定“市场份额”的同时，中国传统　　信仰形态(包括生长在中国传统文化根基
上的某些“新兴民间宗教”)的优势地位依然得以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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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台湾佛学院所与台湾僧教育第一节 台湾佛学院所的现状一、分布广泛，数量众多二、招生
严格，学制规范三、多种层次、多种类型四、努力改善办学条件第二节 台湾佛学院所的办学特点一、
办学宗旨多元化二、开拓与外界交流三、重视提升学生学术品位四、积极在校园内外开展各项活动第
三节 台湾佛学院所崛起的原因一、长期积累打下的基础二、佛教界对佛教教育的关注和重视三、创办
者心存高远四、经济条件大为改善五、管理者多为行家六、学生无后顾之忧第二章 台湾佛教与台湾社
会教育第一节 台湾佛教界创办的国民教育学校一、幼稚园二、小学三、中学四、大学第二节 台湾佛
教界对台湾在校生的影响一、举办各类型的定期儿童禅修营活动二、在普通中小学接受教育的出家人
生活 (以中台山小沙弥日常生活为例)三、出家师父与在校青少年学生的心灵对话(以无尘营为例)四、
佛教界对偏离学生的帮助(以白毫学园为例)五、佛教界对误入歧途少年的帮助 (以香光尼僧团为例)六
、佛教界对在校生的演讲活动 (以“中华佛教青年会”为例)七、佛教界对孤儿或单亲子女的关爱(以佛
光山大慈育幼院为例)第三章 台湾佛教的寺院经济与社会第一节 台湾佛教寺院对资金的吸蚋一、法会
二、供斋大会三、托钵四、灵骨塔五、义卖六、光明灯七、会员、委员八、油番钱九、兴办事业十、
经忏佛事十一、寺产十二、观光朝山十三、出版十四、文教活动十五、信徒供养十六、进香十七、供
僧道粮十八、各种特定捐献第二节 台湾寺院经济兴盛的原因一、台湾经济的发展为寺院吸纳社会资金
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二、寺院管理人(住持)的产生决定寺院吸纳资金的能力三、社会的需求第三节 台湾
寺院经济面临的问题一、在吸纳资金方面竞争愈趋激烈二、社会对佛教界在吸纳资金方面的疑虑第四
节 台湾佛教界在吸纳资金方面采取的应对措施一、采用新型的运作模式二、优选吸纳资金的方式三、
提高吸纳资金的效率并重视对捐款者的研究四、增强对吸纳资金的有效管理，确保在信徒中的诚信度
五、加大对开支的监控六、扩大宣传力度第四章 台湾佛教的社会弘法第一节 名目繁多的法会一、佛
教例行法会二、传统的法会三、为适应时代需要而举办的各种法会四、传戒法会第二节 密集的修持活
动一、朝山礼佛二、八关斋戒三、短期出家四、静心禅修五、各种学佛营六、其他修持方式第三节 多
种类型的弘法方式一、各种演讲二、推扩教育三、弘法培训四、弘法普及化五、在学校弘法六、向特
殊群体弘法第四节 社会弘法的管道一、电台弘法二、电视弘法第五章 台湾社会变迁中的法师第一节
1949年至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法师第二节 当代社会变迁中的台湾法师一、努力适应当代社会的圣印法师
二、第一位比丘尼博士恒清法师三、创办女众佛学院、的悟、因法师四、致力于办学传戒的晴虚法师
五、大陆赴台的真华法师六、处于风口浪尖的昭慧法师七、提出新佛教时代观的继梦法师八、终身以
创办教育为职业的晓云法师⋯⋯第六章 台湾佛教四大道场的崛起与台湾社会第七章 台湾佛教艺术与
台湾社会第八章 台湾佛教的学术研究及学术活动第九章 台湾佛教的现状与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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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学制的规范使台湾佛学院所的僧教育相对完整稳定。
台湾各佛学院所都采用半年一学期，根据各个班的不同，学习年限有二年制的，有三年制的，有四年
制的，有六年制的。
如中华佛教学院，第一年为专修部的结合式教学，第二年考核后编入初级部或高级部。
初级部再读两年，共三年。
高级部再读三年，共四年。
先读初级而升高级共六年。
佛教力行学院（佛教解脱道研修所），前者设高中部和大学部，分别为三年制和四年制，后者设禅门
专修部、硕士学程部、博士学程部，各为三至五年修满36学分。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正式研究生三年，选修生六年。
法鼓山僧伽大学佛学院为四年制。
香光尼众佛学院为二部五年制，即三藏部、专修部，三藏部修学为三年，专修部修学为两年，这五年
学制的订立“乃根据观察分析一位宗教师由俗到僧的转化历程，包括生理、心理，生活适应及各项学
习而制定”。
　　有的佛学院根据社会要求和现实情况作调整，如福严佛学院曾长期分设有初级、高级、研究三个
部，学制各三年，2002年改制为大学部四年，研究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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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台湾佛教研究的第一本书　　收集200余箱资料记录30多本笔记　　录制80余盒录音带历经四
年精心打造　　《世界宗教研究》《法音》等知名杂志摘录发表　　曾几何时，佛教被认为是独居的
、经忏的、静态的、山林的、遁世的、唯僧的、老年的，谈起佛教，人们往往会产生深山老林、远离
人间、晨钟暮鼓、黄纸青灯等联想。
　　台湾解严以来，佛教界的有识之士将佛教变成佛法，变成听得进、信得过、用得上的道理，广泛
运用于社会生活，运用于做人的准则，使佛法走向人间，走向民众，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把人做好，离成佛不远，已成为越来越多人追求的目标，出世融合入世，有佛法就有办法，已成
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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