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都市佛寺的社会交换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都市佛寺的社会交换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807524946

10位ISBN编号：7807524944

出版时间：2009-11

出版时间：巴蜀书社

作者：肖尧中

页数：30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都市佛寺的社会交换研究>>

前言

　　从宗教研究的整体层面上看，宗教社会学实现了宗教研究从文本到现实的突破。
也正是这个突破，为宗教研究开辟了一个无比广阔的学术空间。
将宗教置于社会这个大系统，宗教便不再是一个边缘性的问题，而是一个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
　　中国西部，以其相对独特的地形地貌孕育了相对独特的文化和相对独特的信仰，而这些独特性一
旦与西部的社会样态相重叠，便必可避免地要牵涉到板块性居住的民族和区域性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宗教作为千百年历史发展的产物，其现代化过程自然有其艰难性和复杂性。
比如在现代化过程中，国家如何积极引导宗教向现代国家制度、现代公民制度迈进，这本身就是国家
建设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我们便可以说，宗教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乃是关系到中国西部社会的稳定、和谐
和发展的大事。
　　如所周知，中国的现代化是自上而下的拉动型的现代化，而且这种拉动在城市辐射、引领农村走
向现代化的社会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也就意味着，从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上看，都市不仅承担着经济发展的拉动，而且还关联着社会
、民族等更大方面的拉动。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都市社会比农村社会更多元也更复杂。
所以，在其现代化的进程中，都市宗教也比农村宗教更具样本性。
现实地看，传统的都市宗教，在都市的现代化进程中都在受到或这或那的挤压和影响。
以寺养寺的这种传统寺庙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正在我们各个都市发生改变。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改变就是都市宗教与日益走向纵深的商品经济在社会层面上互动的结果。
面对这个改变，我们不禁要问：面对都市这个复杂的花花世界，我们当下的宗教组织是否都有属于自
己的、担当自身健康运行的组织机制？
　　当前，因应社会的发展变化，都市宗教的内部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而其到底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改
变，这不仅是一个关系社会与公民个体发展的问题。
更是一个关系国家发展与制度关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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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认为，社会交换是都市佛寺获得自身之生存及发展所必须的社会支持和社会信任的根本途径；是
佛寺体现宗教之社会性和实现宗教之社会功能的根本途径。
社会交换促进了佛寺内部的分工和分化，促进了佛寺与佛寺之间的分工和分化，进而从整体上促进了
佛寺的专业化和佛教整体性的社会发展；在社会交换的导向性引领下，都市佛寺内部从组织结构、组
织观念到人才构成都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佛教组织与佛教类非营利组织的历史性分工正在悄然启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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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虽然，组织一直就是宗教之成为宗教的必备要素，但也只有在人类历史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组织
之于宗教的重要性才得以真正凸显。
毕竟，现代化和与现代化相随相伴的世俗化乃是人类迄今为止最深刻的、全方位的社会转型，是人类
社会之内在图式、运行机理乃至文化根基的根本性转变。
而这一转变的社会呈现便是其政治、经济等制度性分工和功能性分化越来越细，进而各自的组织化要
求也越来越凸显。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吉登斯才敢断言现代化就是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而韦伯则从世界“祛魅
”的角度分析了现代化的伦理和文化精神内涵，并详细地从经济合理化、管理科学化等角度揭示了作
为现代化之表现之一的理性化制度安排之于社会的普遍性。
宗教无法置身社会之外，所以社会之风必会吹皱宗教之水。
这也就意味着，若要真正因应现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宗教必须凸显自己的专业化和组织化，并以此向
社会展现自己顺应时代的自我进步——也只有取得了这样的进步，宗教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从而获
得立身社会和时代的合法性。
没有这些必要的基础性要素，宗教在其多元化格局中自然无法加入决定其兴衰存亡的交换行列并参与
竞争。
　　至此，我们便可以说，在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背景下，宗教既是交换性的，也是组织性的；而且，
其交换性和组织性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
一方面，交换强化了组织，组织推进了交换；另一方面，宗教越是用于交换的，便越是专业化和组织
化的，反之亦然。
不过，尤需指出的是，宗教之交换，主要不是经济交换，而是社会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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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九八五”工程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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