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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都佛教研究（1912-194》

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考察了1949年以前民国成都佛教的方方面面，为民国佛教研究提供了一份堪称详尽的边缘城
市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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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华，1987年生，广东潮州人。201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获宗教学专业（中国
佛教方向）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佛教社会文
化史，佛教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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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第一本关于成都佛教的专著？围绕重点人物梳理了成都近代佛教改革。附录不错。方法论上没什
么新意：成都作为“边缘城市”，与北上广等“中心城市”相对；佛教=教团为主，辅以居士。算是
“佛教复兴”/佛教近代化改革范式的区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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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民国成都佛教研究（1912-1949）》的笔记-余论

        民国时期的四川作为抗战的大后方，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资源，其中就包括了汉藏佛教界
的高僧大德与各类佛学机构团体。成都作为四川的省会城市，更是其中大部分的人物、资源的聚居地
以及信息传播的重要阵地。为了展现佛教与中国社会近百年来的融合均衡过程，补益近代史研究中对
于宗教研究的不足，并进一步认识传统佛教近代生存发展的思想史和社会史背景，本书利用了大量史
料，考察民国成都高僧大德们的义学思想演变与社会行动、佛教教育、佛教机构的历史发展脉络、公
益慈善、汉藏佛教界的交流、社会名流与佛教的关系，并梳理了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高僧对成都佛教
的影响。从多个面向上对民国成都佛教展开系统性的研究阐发，力求在时间、空间、人物、思想的基
础上构筑一个多维立体的民国成都佛教发展版图，并将其与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适当的比较，从而为
认识近代佛教增益此边疆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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