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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的位置：当代佛教学者

  [专辑] 当代佛教学者>>>江灿腾

江 灿 腾 教 授 

一、基本信息    

      1946年生。中国近代佛教史、台湾佛教史专家、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
著有：《人间净土的追寻—中国近世佛教思想研究》、《现代中国佛教思想论
集》、《晚明佛教丛林改革与佛学诤辩之研究》、《台湾佛教与现代社会》、《台
湾佛教文化的新动向》、《世界心灵的探索》、《禅风沐雨话平生》、《二十世纪
台湾佛教的转型与发展》、《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台湾当代佛教》等。 

      江灿腾先生已于2000年夏季，以台大历史所的年度最高博士毕业总成绩90．
91分，获得该所博士学位，隔日并有报纸大篇报导和当天的电视访问。 

      博士论文《殖民统治与宗教同化的困境──日据时期台湾新佛教运动的顿挫
与转型》，达64万字，不但篇幅最大、主题最新，尤以所采用的为全方位有机式的
视角探索，更是近百年来华人宗教研究的首次。大陆的葛兆光教授和吕大吉先生均
撰文予以肯定。 

       因其在台湾佛教史研究方面的卓越成果，获颁「第二届台湾杰出文献工作
奖」。 

       2001年，由台北南天书局出版《日据时期台湾佛教文化发展史》一书，是台
湾近百年来首见的原创性作品。 

       2001年，由新文丰出版《当代台湾人间佛教思想家──以印顺导师为中心的
薪火相传研究论文集》。 

       2001年，由名记者曹铭宗撰稿、天下文化出版的传记《工人博士──江灿腾
的奋进人生》一书，曾一度在台湾热卖。   

  

二、主要专著

1.《日据时期台湾佛教文化发展史》，台北：南天书局，2001  

2.《当代台湾人间佛教思想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 

3.《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1895-1995）》，台北：南天书局，1997二刷  

4.《台湾当代佛教》，台北：南天书局，2000二版  

5.《中国近代佛教思想的诤辩与发展》，台北：南天书局，1998  

6.《人间净土的追寻──中国近世佛教思想研究》，台北：稻乡出版社，1989  



7.《中国现代佛教思想论集（一）》，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 

8.《晚明佛教丛林改革与佛学诤辩之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 

9.《台湾佛教与现代社会》，台北：东大出版社，1992 

10.《台湾佛教文化的新动向》，台北：东大出版社，1993 

11.《现代中国佛教史新论》，高雄：净心文教基金会，1994 

12.《二十世纪台湾佛教的转型与发展》，高雄：净心文教基金会，1995 

13.《太虚大师前传（1890-1927）》，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 

14.《明清民国佛教思想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三、主 编（论文集）

1.《台湾斋教的历史观察与展望──首届台湾斋教学术论文集》 

        与王见川合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 

2.《台湾佛教的历史与文化》 

        与龚鹏程合编，台北：灵鹫山般若文教基金会，1994 

3.《当代台湾本土宗教研究导论──少壮派的观点》 

        与张珣合编，台北：南天书局，2001 

  

四、研究论文（重要略表）

1. 〈李卓吾的生平与佛教思想〉，《中华佛学学报》2，1988-10 

2. 〈台湾当代净土思想的新动向〉，《东方宗教研究》2，1988-9 

3. 〈吕澄与熊十力论学函稿评议〉，《东方宗教研究》新1，1990-10 

4. 〈晚明物不迁论的诤辩──异议者镇澄的分析〉， 

                               《国际佛学年刊》创刊号，1991-12 

5. 〈晚明物不迁论的研究──诸家的意见与镇澄的答辩〉， 

                                   《东方宗教研究》新2，1991-10 

6. 〈胡适禅学研究的开展与诤辩──第一阶段（1925-35）的分析〉， 

                               《清华学报》，新24：1，，1994-3 

7. 〈日据时代台湾反佛教色情文学的创作与儒释知识社群的冲突 

     ──以《鸣鼓集》各集为中心〉，《第二届台湾儒学国际学术研讨 

     会论文集》，台南：成功大学中文系，1999-12 

8. 〈南台湾佛寺的发展与转型──高雄现超峰寺与大岗山派〉， 

                                    《台湾文献》，46：2，1995-6 

9. 〈日据时期台湾北部曹洞宗大法派的崛起──觉力禅师与法云寺派〉，   

                                   《台北文献》，直118，1996-12 

10. 〈日据时代台湾临济宗新兴道场的加盟与疏离问题〉，  

                                      《台湾文献》51：2，2000-6 



  

 

11. 〈台湾佛教史研究之百年回顾〉，《台湾文献》48：1，1997-3 

12. 〈日据时期「日华亲善」架构下的中日台三国际新佛教思想交流〉， 

                                         《思与言》38：2，2000-6 

13. 〈台湾近代政权鼎革与教派转型〉，《思与言》37：4，1999-12 

14. 〈日据时期台湾新佛教运动的开展与儒释之事社群的冲突 

       ──以「台湾马丁路德」林德林的新佛教事业为中心〉 

                                        《台湾文献》51：3，2000-9 

 五、论文专辑（全文浏览）

．．◆  从斋姑到比丘尼  

．．◆  台湾本土佛教近百年来的变革沧桑史  

．．◆  关于「后印顺学时代」的批评问题  

．．◆  关于台湾宗教学界「神圣性」议题迷思的批判  

．．◆  台湾佛教教育沿革  

．．◆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中日台三地佛教交流  

．．◆  日据时期台湾新佛教运动的先驱  

．．◆  日据时期新竹市真宗竹寿寺发展沧桑史  

．．◆  台湾佛教四大道场的经营与转型  

．．◆  台湾佛寺建筑美学的百年思维  

．．◆  战后高雄大岗山派的发展与转型 

．．◆   日据时期台湾佛教史料的搜集与研究  

．．◆  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研究的百年回顾 

．．◆  「青年学者论坛」首次对谈记录 

．．◆  现代台湾佛教比丘尼的出家经验与社关怀研讨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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