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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摘  要


本文主要是研究抗戰勝利後十年間，中國佛教會由大陸轉往臺灣發展之經過，重點則放在1949年至1955年部分。本文主要將嘗試剖析：


一、中佛會遷臺後之發展過程，以及內部派系糾葛帶來之影響。


二、對長期沾染日式佛教習俗、制度之臺灣佛教界所造成的衝擊。


三、中佛會與大陸渡臺僧侶、居士，企圖建立自己心中理想的佛教，而企圖改革當下臺灣佛教界神佛不分、僧俗混淆之關係，以及向政府爭取寺產的過程。


同時本文亦將探討中佛會利用傳戒制度進而控制臺灣佛教的經過。最後透過「白色恐怖」時期佛教界的個案，來呈現此一時期政治力對佛教界的操控。希望藉由上述各問題點之討論，以說明中佛會對台灣佛教之經營、改革，並就中佛會對戰後台灣佛教之發展做一中肯評估，以釐清其歷史地位。
	關鍵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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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佛會	關鍵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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