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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陵刻經處是中國近代佛教史中一個重要機構，為晚清佛教復興奠定了基礎。

本書是第一部全面研究金陵刻經處的文獻學著作。
由金陵刻經處的建制、沿革和刻經事業入手，詳細敘述了金陵刻經處的建立和發展，考證相關人士，
并整理了金陵刻經處自創立至1966年所有出版經書與經版目錄。
在此基礎上，探討了金陵刻經處在近代思想文化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

本書為中國近代佛教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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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琤， 1979年生，江西南昌人。
毕业于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任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现当代宗教史。
涉及佛教和基督宗教。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青年课题一项（近代上海地区基督新教出版机构研究，2010）、上海市哲学社会科
学青年课题一项（金陵刻经处研究，2005）。
在《图书馆杂志》、《当代宗教研究》、《金陵神学志》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合作点校书籍一
部（瞿宣颍《铢庵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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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刻印經籍一覽    二、民國時期刻印經籍一覽    三、1949年後刻印經籍一覽  第二節  金陵刻經處的佛
經分類體系    一、歷代佛經目錄分類概述    二、金陵刻經處佛經分類體系的形成    三、金陵刻經處佛
經分類體系簡評  第三節  金陵刻經處的流通目錄    一、佛學書目表    二、民國十年流通經典目錄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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