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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很高兴白玉国博士的学位论文能够付梓出版，《马来西亚华人佛教信仰研究》是一部较为系统地
研究海外华人宗教信仰问题的专著，也是彰显特色的华侨华人研究成果。
　　中国海外移民的历史之悠久，人数之多，分布之广，贡献之大，影响之深，著称世界民族之林。
“华侨华人研究”就是以中国海外移民及其后裔所形成的海外华人族群为研究对象，对诸多相关问题
所作的研究，它从20世纪初起步，经过百余年的积累，到现在已有了重大发展和长足进步，成为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被人称为“显学”之一。
回顾华侨华人研究史，海内外著述林林总总，令人有汗牛充株之感，研究成果涉及到历史、政治、经
济、社会、民族、文化、法律、地理、国际关系等许多学科领域，其中尤以研究华侨华人的历史、社
会、经济问题以及他们与中国的关系为多。
其他研究相对薄弱。
而作为华人重要文化观念的宗教信仰研究，虽是华侨华人研究的重大课题，著述却寥寥无几，系统研
究马来西亚华人宗教问题的专著更付阙如，白玉国博士的《马来西亚华人佛教信仰研究》在一定程度
上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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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来西亚华人佛教信仰研究》将马来西亚华人佛教信仰作为研究对象，以宗教社会学、华侨华
人历史学的相关理论和知识来探讨马来西亚华人的佛教信仰，力图揭示佛教对华人社会生存和发展的
意义。
　　作者从研究马来西亚的宗教环境着手，进而阐述佛教在马来西亚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再分别以
佛教僧尼、寺院、团体，佛教教育、佛教与民间信仰、佛教与政治、经济、佛教与华人社会等为各章
主题，论述佛教与华人社会的关系，对佛教在海外华人社会的发展作了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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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该院学生不论出家、在家，早期绝大多数都来自寺庙庵堂，因此毕业后，多回各自寺庵服务，或
为住持或任当家。
现在的学生有不少是高中或学院毕业后，来佛学院学习的。
佛学院早期的毕业生，当年不少人回到当初的寺庵内，设立佛学班或幼稚园等。
如今佛学院的在家学生，不少人在学期间或毕业后往往都选择出家，也有不少赴香港台湾深造。
由于在招生年龄上和学历上没有特别限制，所以学生程度及年龄很不一致。
　　多年来，马来西亚佛学院为马来西亚佛教培育了不少人才，可谓功不可没。
佛教界对它的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与支持。
应该说，在商业社会里，能净心修学佛法已很难得。
新加坡曾有佛学院，但不久即停办；香港亦有善信倡办佛学院，但虽有教师、经费，却无学生。
台湾佛学院办得最好，但也不可避免有不少学院，仅办数年即停。
马来西亚佛学院自1970年创办，至今尚能继续发扬光大，实属不易。
但应指出，该佛学院虽然是马来西亚唯一有完整教学系统的佛学院，但是学生来源依然很不稳定。
生源无论在质或量上，都不在校方的掌控之中。
因此，学院的方针是根据学生的需要，适时做出调整，教师也针对学生的程度给予适当的教学。
如今，佛学院的学生范围在扩大，已有来自中国西藏、柬埔寨、泰国与缅甸的学生。
　　目前，学院办学环境依然比较艰苦，但随着耗资逾一千万令吉的佛教慈善教育大厦即将落成，教
学环境将会有良好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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