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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尝试在民国时期史实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对话形态。本书将现代性处理为与中国佛教
、基督教对话的一极，从而能从对话的角度来思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从中国现代性、中国佛
教还是中国基督教的角度来看，本书都有令人值得深思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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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哲学博士。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教授哲学专业的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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