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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试图以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佛教史研究状况作为研究对象，从史学史、学术史的角度，探索这一
时期佛教史研究兴起的背景和发展的进程，通过个案分析与综合归纳，考察有代表性的佛教史家的学
术和思想，了解其文化观对佛教史研究乃至整个现代学术所产生的影响，客观地评价他们在佛教史研
究上的成就，从整体上呈现中国近代佛教史学在通史、断代史、专题史、宗派史和区域史等各方面的
成绩，探索中国近代佛教史学的主要特点，为人们提供一个较为完整、清晰的学科发展图景。
    本书汇集了我国近代诸多佛教史学名家的精辟评述。
梁启超：我民族对于外来文化之容纳性，惟佛学输入时代最能发挥。
佛教二千年来，循进化之公例，常为不断的发展。
陈寅恪：汉晋以还，佛教输入，而以唐为盛。
唐之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布，实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
胡适：一切学术思想都是史料而已。
佛法只是人类的某一部分在某时代倡出的思想和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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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清末民初，在佛教复兴思潮冲击下，各种佛教团体和组织相继诞生，佛　　学院和佛学研究会陆
续成立，佛教出版机构纷纷涌现，佛教刊物不断问世，　　佛教典籍源源刊行，佛教各宗如华严、天
台、法相、净土、律、禅、密宗等　　均受到弘扬，中外佛教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佛教慈善事业广泛
进行。
凡此种　　种，给古老的中国佛教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佛教文化在近代的复兴，带　　动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佛教史研究。
　　（一）刻经处的建立和佛书的印刷出版奠定了资料基础刻经处是近代编校　　、刻印、流通佛典
的佛教文化机构。
创始较早、贡献较大的为杨仁山居士在　　南京所创的金陵刻经处。
杨文会（1837—1911），字仁山，安徽石埭人，出生　　于仕宦之家，但从小就不喜欢举子业。
性格豪爽，好读奇书，凡音韵历算、　　天文舆地以及黄老庄列之书，无所不读。
稍长，“益复练习驰射击刺之术”　　。
大约28岁时，回乡料理其父葬事，不幸感染时疫，生了一场大病。
养病期　　问，反复研读《大乘起信论》，对其中所讲的道理有了领会，于是开始寻求　　佛经研读
。
不久，又研读了《楞严经》，对佛学发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从　　此，“一心学佛，悉废弃其向所为学”。
　　当时，正处在太平天国革命之后。
太平军所到之处，寺院、经典文物损　　毁殆尽。
1865年，杨文会至南京负责战事之后的江宁建造工程，结识了王梅　　叔、郑学川、魏刚己、曹镜初
等学佛同道，于公务繁忙之余，研讨佛学。
他　　们都感到，佛教典籍的散佚，经版的毁坏，对于传播佛法大有影响。
因此，　　发愿要刻印方册本藏经，以便广为流传。
于是杨文会亲自拟订章程，集合同　　志十余人，分别劝募刻经，并创立金陵刻经处，开创了晚清中
国持续时间最　　长、影响最大的佛教刻经事业。
　　杨文会弘法四十余年，流通经典百余万卷，印刷佛像十余万张，极大地　　扩大了佛教在社会上
的影响。
他所刻经论典籍，大都做了比较精审的选择、　　校勘和句读等，特别是其中包括了许多宋元以后国
内佚失的重要著作，吸引　　了学界对佛教的关注和兴趣，在近代佛学的振兴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金　　陵刻经处的影响下，长沙、北京、天津、重庆、常州、苏州、杭州、宁波、　　广州、福州
等地，也陆续成立了刻经处或佛经流通处，刻经事业遍及全国各　　地，佛教典籍重新得到流传，为
方兴未艾的佛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除刻经处外，近代还出现了专门的佛学出版机构。
1929年上海佛教界发　　起创办上海佛学书局，它是中国近代规模较大的一所专门编辑、刻印、流通
　　佛学典籍的机构，设有流通、出版、翻印、代办四部。
与刻经处不同的是，　　佛学书局出版流通的典籍，既有从汉文大藏经中辑录出来的佛典（经、律、
　　论）和各宗撰述，也有中国近代佛教学者撰写的佛学论著。
同时，全国刻经　　处和书局出版的佛典和著述，它都代为流通。
除此以外，上海尚有功德林佛　　经流通处、世界佛教居士林佛经流通处、弘化社、大法轮书局、大
雄书店、　　般若书局等。
这些佛典出版机构，为佛教文化的复兴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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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佛教史籍，恒与列朝史事有矣，不参稽而旁考之，则每有滞碍难通　　之史迹。
　　——陈垣　　佛教关系于中国文化者至巨。
其尤显著者，若哲学，若文学，若艺求，　　乃至社会风习，自六朝以迄今兹，直接间接受其影响杏
实多，此近世学杳所　　公认也。
是则（中国佛教史）之编述，诚不容缓。
　　——黄忏华　　西藏佛学自有其流布因缘与独造之点，吾人于信奉资取其说之先亦不容　　不详
为审辨也。
　　——吕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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