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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英文計畫摘要 

中文計畫

摘要 

（500 字

內） 

面臨全球動亂，西藏抗暴與反恐活動化的衝擊，大家越來越體認宗教

與文化、政治、種族、經濟生活密切相關，跨國、跨宗教的對話已成為學

界致力研究的議題。「宗教研究：衝突與對話」研究社群發展計畫為一跨校、

跨學科的整合型計畫，本計畫結合成大、清大、政大、南華、華梵、長榮、

佛光、高師、中山九所大學 17 位核心研究成員，以宗教衝突與宗教對話為

主題，共同努力組成研究取向的教學研究社群，向教育部提出包括 A類及

B類的整合計畫。 

本計畫以宗教衝突、宗教對話、宗教傳播、全球化、本土、佛教、基

督宗教、伊斯蘭教、道教、性別、生態、本土神學、人間佛教、宗教經驗、

區域研究、和平運動等十六個關鍵詞為主導觀念，共提出 98.99 學年度兩

年十二門課（A類），99 學年度一年九個研究子計畫的完整、前瞻性的計畫，

並將透過資源整合工作坊、研究工作坊、教學工作坊、經典研讀、小型學

術研討會、電子報等活動，強化本社群的交流互動，並達成出版本領域專

業的教科書、模組教材、期刊論文、學術專著、教學資料庫。 

英文計畫

摘要 

（500 字

內） 

Facing emerging upheaval a the global level, such as protests and anti-riots 

in Tibet, anti-terrorism in the post-911 context, people throughout the world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close connections between religions, cultures, 

races, economies. Transnational and trans-religious dialogues have become a 

necessity for academics in doing studies. In this context, “Religious Studies: 

Tensions and Dialogues” represents such a trans-disciplinary project with 

researchers from different universities in Taiwan. This project is organized 

collaboratively by seventeen researchers who come from nine universities as 

follows; Cheng Kung University, Tsing Hua University, Chengchi University, 

NanHua University, Huafan University, Chang Jung University, Fo Guang 

University,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Sun Yat-sen University. With a focus 

on religious tensions and dialogues, these researchers will work together as a 

term for both pedagogy and research purposes. Ultimately, they will submit a 

comprehensive project, including Section A and B,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verall, the project will be led by sixteen subjects, a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keywords; religious tensions, religious dialogues, relig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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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s, globalization, the local, Buddhism, Christianity, Islam, 

Taoism, gender, ecology, local theology, lived Buddhism, religious experiences, 

regional research, the peace movement. In terms of teaching, the section A will 

comprise ewleve courses throughout two years (i.e., academic-year 98 and 99). 

In the academic year 99, on the other hand, this project will be further 

developed by nine sub-project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project members will be practiced through different forms, such as 

workshops for resource integration, research and pedagogy, reading groups of 

the classic works, small-scale academic seminars, and newsletters. 

Consequently, multiple aims will be pursued in this project on religious themes, 

including the publication of the textbook, journals, academic works, the and 

establishment of databases of pedag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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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 計畫 

（一）學程開課一覽表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授課教師 
任課學校 

及職稱 
開課時間 

課程屬性 

（基礎／進階）

蔡彥仁 政治大學宗

教研究所教

授 

呂凱文 南華大學宗

教所副教授 

陳美華 中研院文哲

所博士後研

究 

越建東 中山大學通

識中心助理

教授 

王崇堯 長榮大學哲

學與宗教系

副教授 

林本炫 聯合大學經

濟與社會研

究所副教授 

宗教研究方

法 
3 

林朝成 成功大學中

文系教授 

98 年暑假 基礎 

(必修) 

印度教文化

與宗教社群

3 黃柏祺 政治大學宗

教所助理教

98 年暑假 進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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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主義 

林煌洲 真理大學宗

教系副教授 

(選修) 

呂凱文 南華大學宗

教所副教授 

黃國清 南華大學宗

教所助理教

授 

佛教與社會 3 

王惠雯 華梵大學教

育研究中心 

98 年暑假 進階 

 (選修) 

當代伊斯蘭

復興運動 
3 蔡源林 政治大學宗

教所副教授 
98 年暑假 

進階 
 (選修) 

王翠玲 成功大學中

文系副教授 
佛教與道教

的論諍 
3 

林文欽 高雄師範大

學國文系教

授 

98 年暑假 進階 

 (選修) 

基督宗教與

其文化的對

話 

2 王崇堯 長榮大學哲

學與宗教系

副教授 

99 年暑假 進階 

 (選修) 

林煌洲 真理大學宗

教系副教授 
印度教與基

督教的對話 
2 

莊雅棠 長榮大學哲

學與宗教系

助理教授 

99 年暑假 進階 

進階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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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玉珍 清華大學中

語系副教授 

賴俊雄 成功大學外

文系教授 

性別議題與

全球宗教對

話 

2 

黃懷秋 輔仁大學宗

教系教授 

99 年暑假 進階 

 (選修) 

林朝成 成功大學中

文系教授 
環境議題與

全球宗教對

話 

2 

楊順從 台南神學院

助理教授 

99 年暑假 進階 

 (選修) 

佛教和平運

動 
2 游祥洲 佛光大學宗

教研究所副

教授 

99 年暑假 進階 

 (選修) 

基督教和平

研究：理論與

實踐 

3 鄧元尉 中原大學宗

教所助理教

授 

99 年暑假 進階 

 (選修) 

蔡昌雄 南華大學生

死所助理教

授 

越建東 中山大學通

識中心助理

教授 

宗教經驗的

多元探索 
2 

黃創華 嘉南藥理大

學幼教系助

理教授 

99 年暑假 進階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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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 30 學分

備註：學程規劃請分學年度上下學期課程依序規劃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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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大綱格式（一課程一表） 

1.宗教研究方法 

科號 RS9801 類別
■ 基礎課程 

□ 進階課程 

開課學程/
學分數 

3 學分 

上課時間 98 年暑假 教室 成大中文系 

科目中文名稱 宗教研究方法 授課教師 

蔡彥仁、陳美

華、呂凱文、越

建東、王崇堯、

林本炫、林朝成

科目英文名稱 The Research Method of Religion 

一、課程目標 

  本課程係為從事跨領域宗教文化研究所開設的基礎課程，擬

以三學分的密集學習，介紹西方重要的宗教理論與研究方法。因

此本課程的設計以導引、提高學生的興趣，拓展其宗教研究視野

為主要目的。內容主要涵蓋宗教哲學、宗教史學、宗教社會學、

宗教人類學、宗教現象學、宗教心理學、宗教對談、宗教詮釋學

等研究方法和晚近的發展趨勢。並以宗教衝突、宗教對談、宗教

和平運動為問題核心，透過具體的個案讓同學一窺宗教研究方法

的運用。 

二、課程規劃 

（如有校外演講

者，請載明其姓

名、單位及職

稱） 

星期 

週數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五 

第一週 
晚近歐美宗教

研究方法學評

介（蔡彥仁）

宗教史學研究方

法述評（蔡彥仁） 

宗教現象學研究

方法述評（蔡彥

仁） 

第二週 

宗教人類學田

野實務與參與

觀察理論（陳美

華） 

經典宗教人類學

家與其論著（陳

美華） 

宗教文本批評導

論（呂凱文） 

第三週 
詮釋學的起源

與發展（呂凱

文） 

詮釋學與宗教研

究（呂凱文） 

宗教心理學的發

展簡史與近況 

（越建東） 

第四週 
宗教心理學的

實踐與研究方

法（越建東）

心理學與宗教的

對話與整合（越

建東） 

宗教與文化的類

型研究（上）（王

崇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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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宗教與文化的

類型研究（下）

（王崇堯） 

宗教社會學的實

踐與研究方法

（林本炫） 

現代工業社會中

的宗教及其研究

方法（林本炫）

第六週 
宗教對話模式

（林朝成） 

跨宗教對話的

理論與研究方法

（林朝成）  

小組討論、口頭

報告、論文指導

 

三、課程活動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成功大學佛學中心、成功大學圖書館 

地點：成功大學圖書館 

時間：98 年 8 月 

課程活動內容：參觀拜訪成大圖書館，了解成大相關課程的圖書

資源、視聽教材和資料庫。 

四、指定用書 

Peter Connolly, ed.,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Religion. London and 

New York: Cassell, 1999. 

Christopher Dawson,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Western Culture, 
Image Books Edition, 1958 

Geoffrey Parrinder, ed., World Religions: From Ancient History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Facts on File  Publications, 1985) 

Grant R. Osborne, The Hermeneutical Spiral: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to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Revised and Expanded 
version, Intervarsity Press, 2005. 

黎志添著，《宗教研究與詮釋學—宗教學建立的思考》(香港：香

港中文大學，2003 年)。 

麥克.阿蓋爾(Michael Argyle)著，陳彪譯，《宗教心理學導論》，北

京市 :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Jonte-Pace, D. & Parsons, William B. (2001) Religion and 
Psychology: Mapping the Terrai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尼布爾（H. Richard Niebuhr），《基督與文化》，台南，東南亞神學

協會，1992 年。 

R. Panikkar, Intra-religious Dialogue （New York: Paulist, 1999, 

revised version ） 

尼特著，王志成譯（2004），《宗教對話模式》（北京：中國人民大

學出版社） 

五、參考書籍 

James C. Livingston, Anatomy of the Sacred (New York:

MacmillanPublishing Company, 1993), pp. 3-50. 

Ugo Bianchi, "History of Religions," in 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ed. Mircea Eliade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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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1987), vol. 6, pp. 399-408. 

卓新平，《宗教理解》（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蔡彥仁，〈晚近歐美宗教研究方法學評介〉，《世界宗教研究》，1991

年，第 1 期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73). (“Religion As a Cultural System”) 

Mircea Eliade, Patterns in Comparative Religion, tr. Rosemary Sheed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4), pp. 1-33, 437-456. 

(chapters I and XIII) 

劉還月。1996。《田野工作實務手冊》。台北：常民文化。 

Jorgensen, Danny L. 1989.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 Methodology 

for Human Studies. Newbury Park; London;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黃應貴編。1992。《見證與詮釋》。台北：正中書局。 

Hughes, John A. and Wes Sharrock, eds. 2006.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London: SAGE. 

梁工編著，《西方聖經批評引論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

Maurizio Ferraris, tr.by Luca Somigli, History of hermeneutics.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1996. 

楊慧林著，《聖言‧人言－神學詮釋學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2 年) 

Kathleen H. Dockett, G. Rita Dudley-Grant, C. Peter Bankart, eds. 

(2003) Psychology and Buddhism : from individual to global 

community, New York : Kluwer Academic Plenum Publishers. 

Wulff, D.M. (1997) Psychology of Religion.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2nd ed.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John Pickering, ed. (1997) The Authority of Experience: Essays on 

Buddhism and Psychology. Curzon Press. 

Paul Tillich, Theology of Culture, ed., Robert Kimball,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R. Panikkar, The Cosmotheandric Experience: Emerging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Maryknoll, N. Y.: Orbis, 1993 ） 

王志成（2005），《和平的渴望》，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六、作業設計（如考試

/報告/實作規定） 
學生按指定的方式作深度閱讀並且以書面和口頭報告呈現，期末

邀交一份符合學術要求的短篇專題論文。 

七、成績考核 課堂表現 30%，口頭報告，期末論文 

八、課程網頁之規劃 http://www.ncku.edu.tw/~chaocheng/my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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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印度教文化與宗教社群 

科號 RS9802 類別
□基礎課程 

■進階課程 

開課學程

/學分數 
3 學分 

上課時間 98 年暑假 教室 成大中文系 

科目中文名稱  印度教文化與宗教社群主義 授課教師 林煌洲、黃柏祺

科目英文名稱 Hinduism Culture and Religious Communism 

一、課程目標 

印度是個宗教國家，大約有 80％以上的印度國民信奉印度

教，而信奉伊斯蘭教、錫克教、耆那教、佛教等宗教的人數只佔

總人口數 15％左右。然今日印度宗教教派之間持續不斷的衝突與

紛爭，除傳統宗教、文化、政治、社會的因素外，英國殖民時期

印度宗教社群主義的興起與印度獨立後，印度教派之間所出現的

種種問題，實是印度教派矛盾衝突的根源。 

本課程將根據印度教的主要經典與歷史文化發展，調查與研

究其宗教文化與宗教社會現象。不僅陳述事實，說明與剖析原因，

進而探討與推究為何與如何，並試圖指出今日印度教所面對的時

代課題。 

對印度教的教義與文化，有了基本的了解與討論，本課程將

帶領學生了解傳統印度思想的政教關係，並就 20 世紀，印度宗教

社群主義，印巴分立，印度教教徒與錫克教徒、穆斯林的衝突，

從社會、歷史、思想的歷史脈絡與宗教社群的政治認同，並檢視

宗教對話的可能角度，分析印度宗教文化的複雜性與重要性。 

 

二、課程規劃 

（如有校外演講

者，請載明其姓

名、單位及職

稱） 

星期 

週數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五 

第一週 
印度教的內容與

真義之一:印度

教的疑義與定義

印度教的內容

與真義之二:印
度教的內容與

真諦 

印度教的內容與

真義之三:印度教

的「法」的思想 

第二週 

印度文化發展與

印度教關係:印
度教歷史文化與

印度教 

印度文化發展

與印度教關係:
印度教與印度

文化的問題與

省思 

論文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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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傳統印度思想中

婆羅門與剎帝利

的關係總論 

吠陀時期政教

關係思想 

沙門宗教如何看

待政教關係 

第四週 
中世印度政教關

係思想之轉變 

英國殖民時期

印度宗教社群

主義總論 

從宗教復興到文

化認同 

第五週 
從民族主義到意

到宗教社群主義
印巴分立 

印度獨立後宗教

社群主義問題綜

論 

第六週 
印度教徒與錫

克教徒之衝突 

1992 年印度教

徒與穆斯林之

衝突、2002 年印

度 227 事件 

小組討論 

 

三、課程活動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世界宗教博物館 

地點：台北縣永和市中山路一段 236 號 7 樓 

時間：週六 

課程活動內容：參訪、導覽、座談 

四、指定用書 

1. 林煌洲。民國 96 年。《印度教宗教文化》台北：東大

圖書公司。 

2. 林煌洲。民國 91 年。《印度教思想文化與佛教》。史

物叢刊 36。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3. T. M. P. Mahadevean 著, 林煌洲譯。民國 91 年。《印

度教導論》（Outlines of Hinduism）。台北：東大圖書

公司。 

4. Anderson, B.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the Spread of Nationalism, 2d ed. 

London:Verso. 

5. Dumont, L.1980. “Nationalism and Communalism” in 

his Homo Hierarchicus. The Caste System and Its 

Implications. Appendix D, pp. 314-334.  Complete 

Revised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6. Nussbaum, M.2007. The Clash Within. Democracy, 

Religious Violence, and India’s Fu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7. von der Veer, Peter. 1994. Religious Nationalism. 

Hindus and Muslims in Ind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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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ambiah, S. 1996. Leveling Crowds. Ethnonationalist 

Conflicts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South Asia. Berk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五、參考書籍 

1. Max Weber 著。康樂、簡惠美譯。《印度的宗教：印度教與佛教》

（The Religion  of India: Hinduism and Buddhism）。2 冊。台北：

遠流出版社，1996。 

2. 查爾斯．埃利奧特（Sir Charles Eliot）著。李榮熙譯。《印度教

與佛教史綱》。2 冊。台北：佛光出版社，民國 79 年。 

3. Abbe J. A. Dubois 著。方之譯。《印度宗教與民俗》（Hindu

Manners, Customs and Ceremonies）。2 冊。高雄：元亨寺妙林出

版社，民國 84 年。 

4. 迭朗善（A. Loiseleur-Deslongchamps）法譯。馬香雪中譯。《摩

奴法典》（Manava-Dharma-Sastra）。台北：商務印書館，1999

年。 

5. 杜蒙（Louis Dumont）著。王志明譯。《階序人---卡斯特體系及

其衍生現象》（Homo Hierarchicus: The Caste System and Its

Implications）。2 冊。台北：遠流出版社，1992。 

6. 巴沙姆（A. L. Basham）編。閔光沛等譯。《印度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India).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7. 糜文開。《印度兩大史詩》。4 版。台北：商務印書館，1978 年。

8. 王樹英編。《宗教與印度社會》。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4。

9. A. C. Bhaktivedanta Swami Prabhupada。《博伽梵歌原意》

(Bhagavad-gItA As It Is)。香港：巴帝維丹達書籍出版公司，

1997。 

10. Shakunthala Jagannathan. Hinduism: An Introduction. 10th

printing. Bombay: Vakils, Feffer and Simons Ltd., 1999. 

11. T. M.P. Mahadevan. 3rd ed. Outlines of Hinduism. Bombay:

Chetana Pvt. Ltd., 1999. 

12. V. P. Hemant Kanitkar & W. Owen Cole. Hinduism. 14 printing.

London: Hodder Headline Plc., 1999. 

13.Viswanathan. Am I a Hindu? : The Hinduism Primer. 7th printing. 
Delhi: Rupa & Co., 1998. 

14. Jalal, A. 2008. Partisans of Allah. Jihad in South As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5.igion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South Asia. 1992. Edited by Douglas
Allen.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Reprinted. 1993.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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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業設計（如考

試 /報告 /實作規

定） 

1.自訂主題作出口頭報告，並撰寫同一主題之報告一篇 6000 字(A4
紙張共 10 頁一份) 

七、成績考核 1.平時 50%，2.報告 50%(口頭與書面) 

八、課程網頁之規劃 http://www.ncku.edu.tw/~chaocheng/my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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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佛教與社會 

科號 RS9803 類別
□ 基礎課程 

■ 進階課程 

開課學程/
學分數 

3 學分 

上課時間 98 年暑假 教室 成大中文系 

科目中文名稱 佛教與社會 授課教師 

呂凱文 

黃國清 

王惠雯 

科目英文名稱 Buddhism and Society 

一、課程目標 

本課程透過現存三種主要的佛教宗派傳統，即上座部佛教、

中國佛教與藏傳佛教，考察各自在思想與文化上的特色，以及宗

教實踐方面的特殊傾向，以此為基礎審視佛教與社會的關係。本

課程將幫助修課同學從佛學理論分析與政治社會議題角度，瞭解

佛教在全球化發展過程中與當代如何遭逢。 

 

二、課程規劃 

（如有校外演講

者，請載明其姓

名、單位及職稱） 

 

週數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五 

第一週 上座部佛教的

意識型態系統

上座部佛教的

儀式系統 

上座部佛教的

僧伽系統 

第二週 上座部佛教與

東南亞社會 
上座部佛教與

東南亞政治 
綜合討論與論

文指導 

第三週 中國中觀學與

入世實踐 
天台佛學的世

間相即 
禪宗與淨土教

義與實踐生活

第四週 中國佛教倫理

與社會參與 
中國佛教懺法

的意義與反思 
綜合討論與論

文指導 

第五週 藏傳佛教思想

史概說 
藏傳佛教文獻

與思想研究之

發展特性 

藏傳佛教生死

學思想的社會

型態之考察 

第六週 藏傳佛教在海

外的弘傳與社

會影響 

藏傳佛教政教

合一與轉世制

度的當代社會

意義之探究 

綜合討論與論

文指導 

 

期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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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活動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世界宗教博物館 
地點：台北縣永和市中山路一段 236 號 7 樓 
時間：98.9 
課程活動內容：拜訪導覽，並和華梵大學藏傳佛教研究室合作舉

辦座談。 

四、指定用書 

宋立道，《神聖與世俗--南傳佛教國家的宗教與政治》（北京：宗

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 
廖明活，《中國佛教思想述要》，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6 年。

玉城康四郎主編：《佛教思想(二)：在中國的開展》，李世傑譯，

台北：幼獅圖書公司，1985 年。 

拉諦仁波切，《穿越生死：藏傳佛教中的死亡、中陰與轉世》。

台北：春天，民 93 年。 

諾布旺丹，《生命之輪－藏傳佛教活佛轉世》。西寧：青海人民

出版社，1998 年。 

布頓大師著，郭和卿譯，《佛教史大寶藏論》。北京：民族出版

社，1986 年。 

益西班覺，《如意寶樹史》。蘭州：甘肅民族，1992 年。 

黃維忠著，《佛光西漸－藏傳佛教大趨勢》，西寧：青海人民，

1997。 

Melford E. Spiro, Buddhism and Society: A Great Tradition and its 
Burmese Vicissitudes, 2nd e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五、參考書籍 

宋立道，《傳統與現代：變化中的南傳佛教世界》（北京：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 

黃柏祺，《宗教秩序與政治秩序：論印度思想及其與不同傳統之

交涉》（台北：明目書社，2005 年）。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方立天，《中國佛教哲學要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年。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台北：學生書局，1989 年修訂五版。

釋慧嚴，《淨土概論》，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 年。 

勞政武，《佛教戒律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年。 

龔雋，《禪史鉤沉：以問題為中心的思想史述論》，北京：三聯書

店，2006 年。 

Richard Gombrich, Prect and Practice: Traditional Buddhism in the 
Rual Highlands of Ceyl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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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Gombrich & Gananath Obeyesekere, Buddhism 
transformed :religious change in Sri Lanka.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S. J. Tambiah, Buddhism and the Spirit Cults in Northease Thai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劉立千著，《印藏佛教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年。 

金倉圓照等合編，《德格版．西藏大藏經總目錄》。中和市：華

宇，民 74 年。 

《宗喀巴師徒全集》藏文版，Delhi:1978。 

《布達拉宮典藏目錄》藏文版，拉薩。 

宗喀巴大師等造，陳益倫、黃奕彥譯，《兜率上師瑜伽等修誦法

集編》。台北：台北市宗喀巴佛學會，1995 年。 

溫薩巴傳，郭和卿等原譯，黃奕彥補譯，《賢士頸項莊嚴論─菩

提道次第六加行》。台北：社團法人台北市宗喀巴佛學會，1996

年。 

陳兵，《生與死的超越：佛教對生死輪迴的詮釋》。台北：圓明，

民 84 。 

釋惠敏等著，《生命緣起觀》。台北：法鼓，1996 年。 

寶法稱譯，《臨終教授解脫幻境》。香港：佛教慈慧服務中心，

1997年。 

姜安，王志遠主編，《藏傳佛教禮俗百問》。北京：今日中國，

1994。 

班班多傑，《拈花微笑－ 藏傅佛教哲學境界》，西寧：青海人

民，1998 年。 

唐納德‧洛佩茲著，杜永彬等譯，《香格裡拉的囚徒－藏傳佛教

與西方》，2004 年。 

王堯，〈藏學研究在台灣〉，《西藏研究》2，1989年。 

陳玉蛟，〈台灣的西藏佛教〉，《西藏研究論文集》Ⅲ，1990，

頁 106-107。 

王俊中，〈台灣與西藏及在台的藏傳佛教研究〉，《思與言》33：

2，1999年6月，頁69-102。 

姚麗香，〈藏傳佛教在台灣發展的初步研究〉，《臺大佛學研究

中心學報》第五期，2000 年 7 月，頁 313-339。 

王惠雯，民 89 年，＜近十年來臺灣藏傳佛教弘法研究著譯作品

評析＞，收錄於《西藏學術會議論文集》。台北：蒙藏委員會，

頁 325-353。 
王惠雯，民 90 年，＜宗喀巴大師的生命教育思想－道次第教授

的現代詮釋＞，收錄於《公元二千年兩案藏學學術會議論文集》。

台北：蒙藏委員會，頁 307-313。 

王惠雯，2002.3.3，＜菩薩戒傳承之研究-以《丹珠爾‧中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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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戒儀軌為基礎之探討＞，發表於「現代佛教學會論文發表

會」，收錄於《大乘佛教教育理論與實踐論文集》，中壢：圓光

佛研所，2006 年。 

王惠雯，2001 年 2 月，＜佛教研究的系統詮釋方法－以宗喀巴思

想為例＞，發表於「現代佛教學會論文發表會」。 

 

六、作業設計（如考試

/報告/實作規定） 
課堂參與和研究報告 

七、成績考核 
課堂參與 40% 

研究報告 60% 

八、課程網頁之規劃 http://www.ncku.edu.tw/~chaocheng/my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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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當代伊斯蘭復興運動 

科號 RS9804 類別 
□ 基礎課程 

■ 進階課程 

開課學程/
學分數 

3 學分 

上課時間 98 年暑假 教室 成大中文系

科目中文名稱 當代伊斯蘭復興運動 授課教師 蔡源林 

科目英文名稱 Contemporary Islamic Revivalist Movements 

一、課程目標 

當代遍及伊斯蘭世界的「復興運動」（或譯「復振運動」，

revivalist movement），經常被西方學界或媒體冠上「宗教激進主

義」（religious radicalism）、「恐怖主義」（terrorism）、「原教旨主義」

（fundamentalism）等貶抑的稱謂，加上「後911」時代全球的「文

明衝突」論調，使得該運動的思想、歷史淵源與對當代穆斯林社

會的實質意義為何，缺乏了較具客觀不帶偏見預設的論述空間。

本課程企圖將當代伊斯蘭復興運動從思想面及歷史－社會形構面

分別加以探究，先將其源頭上溯至二十世紀初期伊斯蘭現代主義

運動之後的轉型，然後分別討論中東、南亞與東南亞三大區域的

伊斯蘭復興運動主要流派，最後研讀兩位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

Sayyid Qutb與Abul A`lā Maudūdī的著作，務使同學獲得分析該運

動較完整的認識架構。 

 

二、課程規劃 

（如有校外演講

者，請載明其姓

名、單位及職稱） 

星期 

週數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五 

第一週 「文明衝突論」

的檢討 

伊斯蘭現代主義運

動 

書報討論 

第二週 中東篇（一）：

埃及的「穆斯林

兄弟會」(上) 

中東篇（一）：埃

及的「穆斯林兄弟

會」(下) 

小組討論 

第三週 中東篇（二）：

伊朗的「什葉派」

革命(上) 

中東篇（二）：伊

朗的「什葉派」革

命(下) 

小組討論 

第四週 南亞篇：巴基斯

坦的「伊斯蘭協

會」(上) 

南亞篇：巴基斯坦

的「伊斯蘭協會」

(下) 

小組討論 

第五週 東南亞篇：馬來 東南亞篇：馬來西 論文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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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亞的「復振運

動」(上) 
亞的「復振運動」

(下) 

第六週 人物篇：Sayyid 
Qutb 

人物篇：Abul A`lā 
Maudūdī 

論文指導 

 

三、課程活動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清真寺 

地點：台北市 

時間：週六 

課程活動內容：拜訪清真寺，由馬道長導覽、座談。 

四、指定用書 

Abu-Rabi, Ibrahim M. 1996.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Islamic 

Resurgence in the Modern Arab World.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Dabashi, Hamid. 1993. Theology of Discontent: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Esposito, John L. 1991. Islam: the Straight Pa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asr, Seyyed Vali Reza. 1994. The Vanguard of the Islamic 

Revolution: the Jama`at-i Islami of Pakist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audūdī, Abul A`lā. 1999. A Short History of the Revivalist 

Movement in Islam (Tajdīd-o-Ihyā-i-Dīn), tran. Al-Ash`ari. Petaling 

Jaya: The Other Press.  

Qutb, Sayyid. 1978. Milestones. Salimiah: International Islamic 

Federation of Student Organizations.  

五、參考書籍 

Al-Banna, Hasan. 1978. Five Tracts of Hasan Al-Banna (1906-1949): 

a Selection from the Majmuat Rasail al-Imam al-shahid Hasan 

al-Banna, tran. Charles Wendel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nwar Ibrahim. 1996. The Asian Renaissance.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Chandra Muzaffar. 1987. Islamic Resurgence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Penerbit Fajar Bakti. 

Iqbal, Sir Mohammad. 1975. The Reconstruction of Religious 

Thought in Islam. Delhi: Oriental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Khomeini, Ayatullah. 1981. Islam and Revolution: Writings and

Declarations of Imam Khomeini. Berkeley: Miza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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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i`ati, Ali. 1980. Marxism and Other Western Fallacies: an 
Islamic Critique, tran.R. Campbell. Berkeley: Mizan Press. 

 

六、作業設計（如考試

/報告/實作規定） 
課堂講授、討論、讀書報告。 

七、成績考核 

課堂表現：30﹪；讀書報告（四篇）：40﹪；期末報告；30﹪。每

篇讀書報告依三段式撰寫：內容綱要、問題討論、心得反省，總

字數約為三千字；期末報告則挑選一個區域撰寫綜合報告，以

5000~7000 字為限。 

八、課程網頁之規劃 http://www.ncku.edu.tw/~chaocheng/my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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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佛教與道教的論諍 

科號 RS9805 類別
□基礎課程

■進階課程
開課學程/學分數 3 學分 

上課時間 98 年暑假 教室 成大中文系 

科目中文名稱 佛教與道教的論諍 
授課教

師 
王翠玲、林文欽 

科目英文名稱 Daoism Versus Buddhism in China 

一、課程目標 

本課程將以佛教、道教的政教觀的視角出發，探討佛道二教宗教

衝突與政教關係等因素，實際舉例解讀佛道關係的重要文獻，並從宗

教對話理論，探討佛道交涉的對話類型。 

有關佛教、道教的衝突與政教關係，台灣學界目前研究成果仍十

分有限，亟待深入開發、探究。本課程從華人學者所漠視的政教衝突

的研究出發，以期深入了解衝突的因緣以及相互融攝的理論詮釋，並

且，從宗教本土化與宗教全球化的角度來分析比較，以凸顯本議題的

獨特性與重要性，引導同學具有研讀原典、解析問題的能力，並對台

灣佛道的發展與傳播，有更深一層的歷史視野。 

星期 

週數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五 

第一週 
佛教初傳與牟

子理惑論 
《化胡經》與佛道論

爭 

佛、道有關生

死、形神問題

的論爭 

第二週 
「玄風」、「格

義」對道佛交融

的影響 

支遁、僧肇與道教重

玄學的義理融攝 
小組討論 

第三週 
佛道論爭與「三

武法難」（一）

佛道論爭與「三武法

難」（二） 
北齊之排毀道

教 

二、課程規劃 

（如有校外演

講者，請載明

其姓名、單位

及職稱） 

第四週 
梁武帝之信佛

排道 
佛、道彈壓事件 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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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週 
唐初佛、道梵譯

《老子》的爭論

唐高宗時佛道之名

理論義 

佛、道經籍科

範的爭論 

 第六週 
佛道義理的相

互融攝 

從宗教對話的角度

論佛道論爭與相互

融涉 

小組討論 

三、課程活動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高雄市道德院 

地點：高雄市前鎮區金獅湖風景區 

時間：週四的下午。 

課程活動內容： 參訪道教文教與儀式活動 

四、指定用書 

《牟子理惑論》 

《弘明集》 

《廣弘明集》 

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 

五、參考書籍 

任繼愈：《中國道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1。 

卿希泰：《中國道教史》，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劉鋒、臧知非：《中國道教發展史綱》，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

盧國龍：《道教哲學》，北京：華夏出版社。1997 年。 

李養正：《佛道交涉史論要》，香港：青松觀香港道教學院，1999 。

湯一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台北：東大圖書，1988。 

蕭登福：《道教與佛教》，台北：東大圖書。 

呂澂：《中國佛教源流略講》，台北：里仁書局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郭朋：《中國佛教思想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六、作業設計（如考

試/報告/實作規

定） 

課堂表現 (30%) 

每週課前摘要與報告 (30%)  

期末報告（40%） 

七、成績考核 
學生成績的考核來自於課堂的報告與摘要整理的能力。期末報告的考

核重點為：學生是否學會詮釋佛教、道教教義、政教關係以及佛道交

涉的名理論義，並能從宗教對話的觀點提出看法。 

八、課程網頁之規劃 http://www.ncku.edu.tw/~chaocheng/my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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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基督宗教與其文化的對話 

科號 RS9901 類別 
□ 基礎課程 

■ 進階課程 

開課學程/
學分數 

2 學分

上課時間 99 年暑假 教室 
成大中文

系 

科目中文名稱 基督宗教與其文化的對話 授課教師 王崇堯

科目英文名稱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Western Culture 

一、課程目標 
本課程是以Richard Niebuhr的基督與文化之不同類型來作為方

法，深入探討基督宗教的發展是如何與其文化的衝突、進而對

話、調適而到和解。 

二、課程規劃 

（如有校外演講

者，請載明其姓

名、單位及職稱） 

星期 

週數 
星期二（或三） 星期四（或五） 

第一週 Richard Niebuhr 方法論

探討 
耶穌與其文化價值 

衝突 

第二週 保羅與其文化價值調適 國教下的文化統合 

第三週 奧古斯汀與柏拉圖對話 小組討論 

第四週 
阿奎那與亞里斯多德對

話 

宗教改革的三種文化型

態：馬丁路德、喀爾文

與重洗派 

第五週 
理性與宗教的調適 

現代思想與宗教的對

話：從弗洛依德到馬克

思 

第六週 宗教與政治的抉擇：從

解放神學到台灣基督長

老教會 
小組討論 

三、課程活動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長榮大學基督教研修學院 

地點：台南縣仁德 

時間：週六 

課程活動內容：參觀、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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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指定用書 

尼布爾（H. Richard Niebuhr），《基督與文化》，台南，東南亞神學

協會，1992 年。 

 

五、參考書籍 

Roger A. Johnson, ed., Critical Issues in Modern Religion,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entice-Nall, Inc., 1973. 

Kee, Howard Clark, ed., Christianity :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apny, 1991。 

Dowler, Tim, ed.,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Oxford : Lion 

Publishing, 1977。 

Justo L. Gonzalez, The Story of Christianity(Ⅰ、Ⅱ), San Francisco: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84。 

 

六、作業設計（如考試/
報告/實作規定） 

1.口頭研究報告：以基督宗教的歷史發展，擇一時期論述宗教與文

化的相互關係 

2.口頭報告再深入發展為期末研究報告 

3.研究報告格式以人文學科撰寫方式為依據 

七、成績考核 出席 10% 課堂表現 20% 口頭報告 30% 期末報告 40% 

八、課程網頁之規劃 http://www.ncku.edu.tw/~chaocheng/my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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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印度教與基督教的對話 

科號 RS9902 類別 
□基礎課程 

■進階課程 

開課學程/學
分數 

2 學分 

上課時間 99 年暑假 教室 
成大中文

系 

科目中文名稱 印度教與基督教的對話 授課教師 
林煌洲、莊

雅棠 

科目英文名稱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Hinduism 

一、課程目標 

《博伽梵歌》（Bhagavad-gita）被稱為印度教聖經，普遍受到印

度教徒閱讀與尊崇，是印度教普羅大眾化的結果。它統合了印度教

繁多的諸神信仰、派系紛雜的思想信仰與雜亂的信仰生活型態。 

印度文明與文化的特徵與走向，由史前即與西方文化交流，整

體的印度文化是親於西方而疏離於東方。作為印度文化主流價值的

印度教屬於有神信仰，它既是一神論，也是多神論，具有複雜多樣

卻又一致化的特徵。 

印度教與基督教同屬於有神論信仰，也都屬於阿利安人種與語

系，在文化上有相通之處，但在歐洲與南亞卻有不同的發展、樣貌

與內容。 

本課程以基督教的《新約聖經》與印度教的《博伽梵歌》作為

這兩大文明與文化的對話的平台，以證明西方文文明與文化與印度

文明與文化彼此的共通性與交流性。 

課程內容試圖由以下作出對話與比較：史地背景、文化特性、

作者與版本及年代、造物主、宇宙、人、天國信仰、宗教信仰方法、

宗教生活方式、死亡觀念、差異性的比較，最後作彼此的對話、交

流與合作。 

二、課程規劃 

（如有校外演

講者，請載明

其姓名、單位

及職稱） 

星期 

週數 
星期二（或三） 星期四（或五） 

第一週 史地背景的比較 文化特性的比較 

第二週 作者與版本的比較 造物主思想觀念的比較 

第三週 宇宙思想觀念的比較 人的生命觀念的比較 

第四週 天國信仰的比較 宗教信仰方法的比較 

第五週 宗教生活方式的比較 死亡觀念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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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差異性的比較 論文指導 

三、課程活動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台南神學院 

地點：台南市 

時間：99 年 8 月 

課程活動內容：參訪台南市神學院圖書館、教會公報社 

四、指定用書 
1. 張保勝譯。《博伽梵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2.《新約聖經》。 

五、參考書籍 

1. 林煌洲，《印度教宗教文化》，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7。 

2. 糜文開，《印度兩大史詩》，台北：商務印書館，1976。 

3. Rajagopalachari 著，季雍譯，《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台

北：中國瑜珈出版社，1985。 

4. 徐梵澄譯，《五十奧義書》，台北：中國瑜伽出版社,1986。 

5. 巴沙姆（A. L. Basham）編，閔光沛等譯，《印度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India)，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6. 楊惠南，《印度哲學史》，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

7. 李志夫，《印度當代哲學》，台北：文化大學中華學術院印度研究

所，1977。 

8. 迭朗善（A. Loiseleur-Deslongchamps）法譯，馬香雪中譯，《摩

奴法典》（Manava-Dharma-Sastra），台北：商務印書館，1999。

9. A. C. Bhaktivedanta Swami Prabhupada，《博伽梵歌原意》

(Bhagavad-gItA As It Is)，香港：巴帝維丹達書籍出版公司，1997。

10.《行動瑜珈》，台北：中國瑜珈出版社。 

11.徐梵澄譯，《薄伽梵歌》，香港：室利阿羅頻多哲學會,1957。 

12.Sri Aurobindo. The Bhagavad Gita. 2nd ed. Sri Aurobindo Divine 
Life Trust, 2000. 

13.Tr. and Interpreted by Franklin Edgerton. The Bhagavad Gita.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44. 

14. Tr. By Winthrop Sargeant. The Bhagavad Gita.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1.古 特 立，《新 約 神 學》  (上 /下 )， 臺 北：中 華 福 音 神 學 院，1990 =

Guthrie, D. New Testament Theology: Many Witnesses, One Gos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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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cester: Inter-Varsity Press, 2004) 

2.賴 德， 《 新 約 神 學 》 (上 /下 )， 臺 北：中 華 福 音 神 學 院， 1984 =

G.E. Ladd. A The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 Rev. E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3) 

3.莫 理 斯 ，《 認 識 新 約 神 學 》， 臺 北： 校 園， 1991 = Leon Morris.

New Testament Theolog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86) 

4.郭 培 特 ，《 新 約 神 學 》 (上 /下 ) ，香 港： 種 籽， 1991. = L. Goppelt.

Theologie  des Neuen Testaments. 3. Auflag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0) 

5.Jeremias, J. 《 新 約 聖 經 的 中 心 信 息 》， 臺 北： 永 望， 1992. = The

central message of the New Testament (London: SCM, 1965) 

6.湯 姆. 賴 特，《 再 思 保 羅 神 學 爭 議 》， 臺 北：校 園， 2000. = Tom

Wright. What St. Paul really said (Oxford: Lion Publishing, 1997) 

7.戈 登. 費 依，《 認 識 保 羅 的 聖 靈 觀 》，臺 北：校 園， 2000. = Gordon

Fee Paul, The Spirit and the people of God (Peabody: Hendrickson,

1996) 

8. Cullmann, Oscar. 《 新 約 基 督 論 》， 香 港：道 聲 ， 1965 

9. 陳濟民著，《新約神學淺介》,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82.  

10.苑德立(D.G. Vanderip)著，《約翰福音主題研究》，中華福音神

學院，1985。 

11.楊牧谷，《當代神學辭典》，校園書房出版社，1997。 

12. 穆宏志，《新約中的耶穌畫像》，台北：光啟文化事業，2007。

 

六、作業設計（如考

試/報告/實作規

定） 
自訂主題作出書面報告一篇 3000 字(A4 紙張共 5 頁一份) 

七、成績考核 1.平時 50%，2.報告 50% 

八、課程網頁之規

劃 
http://www.ncku.edu.tw/~chaocheng/my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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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性別議題與全球宗教對話 

科號 RS9903 類別
□ 基礎課程 

■ 進階課程 

開課學程

/學分數 
2 學分 

上課時間 99 年暑假 教室 成大中文系 

科目中文名稱 性別議題與全球宗教對話 授課教師 
李玉珍, 黃懷

秋, 賴俊雄 

科目英文名稱 Gender Issues in the Religious Globalization Movement 

一、課程目標 

宗教向來為賦與基本社會秩序的關鍵文化力量，而「男女有

別、人倫之始」的性別關係，涉及個人自我定位、家庭社會繁衍

的位階機制，亦向來為宗教關懷的重要範疇。此外，很多宗教為

神職人員設置教階制度。這些所謂出家的方外之人，其性別倫理

並未外於家庭的性別角色，反而因為涉入公共領域，使得性別倫

理由教義辯證、修行實踐變得更複雜。本課程的宗旨，即為透過

性別研究的角度，深入討論宗教教義、教派、氛圍等因素，如何

影響個人與社會的複雜過程。 

本課程的前提有二：（一）性別角色／關係是從微而具影響

我們生活的意識形態，但是並非不能變通；（二）現代社會由於

通婚移民、工商交流、國際旅遊、媒體傳播，已然成為全球世界

村，宗教接觸（不管經驗好壞）則是彼此認知的社會文化標籤。

本課程將嘗試訓練修課學生，以更為寬廣的視野、剖析的能力，

從無所不在的性別議題切入理解全球宗教對話。 

 

二、課程規劃 

（如有校外演講

者，請載明其姓

名、單位及職稱） 

星期

週數 
星期二（或三） 星期四（或五） 

第一週 宗教與女性總論：性別

理論、宗教全球化運動

國際運動：釋迦提達

個案研究 

第二週 南傳與藏傳佛教傳布的

途徑與意涵，台灣 1980

年以來的國際弘法 

比丘尼教團的爭議，

與佛教性別倫理基礎

與歷史背景，以及此

議題的今日演化 

第三週 釋迦提達草根運動的個

案分析 

國際佛教界的性別議

題以及網絡關係 

第四週 基督宗教女性觀念的發 基督宗教女性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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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上）從新約到中世

紀 

發展（下）從宗教改

革到當代 

第五週 第三波女性主義之緣

起：注重差異與多元文

化的第三波女性主義的

掘起 

第三波女性主義之發

展：全球化時代下伊

斯蘭性別問題與女權

問動 

第六週 田野調查與分組討論 論文指導 

  

三、課程活動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香光寺 

地點：嘉義縣 

時間：週六 

課程活動內容：參訪女姓僧團、演練釋迦提達所舉辦的國際會

議 

四、指定用書 

按照進度發給講義 

Chandler, Stuart, 2004. Establishing a Pure Land on Earth: The 

Foguang Buddhist Perspective on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Bridging Worlds: Buddhist Women’s Voices across 

Generations, Taipei: Yuan Chuan Press. 

------2006. Out of the Shadows: Socially Engaged Buddhist Women. 
Delhi: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Rosemary Radford Ruether, Women and Redemption: A Theological 
History (London: SCM, 1998). 
Mann, Susan Archer, and Douglas J. Huffman. “The Decentering 

of Second Wave Feminism and the Rise of the Third Wave.” 

Science & Society 69.1 (2005): 56-91. 

Rushdie, Salman. Shame. London: Vintage, 1983. 

五、參考書籍 

Kabilsingh, Chatsumarn. 1999. Thai Women in Buddhism, Berkeley: 

Parallax, Press. 

Learman, Linda, ed. 2005. Buddhist Missionarie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Li, Yu-chen. 2000. “Ordination, Legitimacy, and Sisterhood: the 

International Full Ordination Ceremony in Bodhgaya,” in Karma 

Lekshe Tsomo ed., Innovative Buddhist Women: Swimming against 

the Stream (Surrey, U.K.: Curzon Press), 168-200. 

Madsen, Richard, 2007. Democracy's Dharma: Relig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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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aissanc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somo, Karma Lekshe. 2006. “Sakyadhita Pilgrimage in Asia: On 

the Trail of the Buddhist Women’s Network,” in Nava Religion: the 

Journal of Alternative and Emergent Religions, 10.3: 102-116. 

Tsomo, Karma Lekshe, ed. 1991. Buddhist Women across Cultures: 

Realizatio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 Innovative Buddhist Women: Swimming against the 

Stream, Surrey, U.K.: Curzon Press. 

------2004. Buddhist Women and Social Justice: Ideals, Challenges, 

and Achievement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Susan Frank Parsons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feminist 

th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葉寶貴，《混亂中尋甯靜 : 新女性神學與靈修入門 》，臺北市：

永望文化， 2006。 

鄒逸蘭，《尋 : 女性神學的台灣經驗》，台北市：光啓， 1995。

Mernissi, Fatima. Women and Islam: A Historical and Theological 

Enquiry. Trans. Mary Jo Lakeland. Oxford: Basil Black Ltd, 1991. 

Shah, Nasra M, ed. Pakistani Women. Pakistan: Pakista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86. 

Watson, Helen. “Women and the Veil: Personal Responses to 

Global Process.” Islam, Globalization and Postmodernity. Ed. 

Akbar S. Ahmed and Hastings Donnan. London: Routledge, 1994. 

141-59.  

Weiss, Anita M. “Challenges for Muslim Women in a Postmodern 

World.” Islam, Globalization and Postmodernity. Ed. Akbar S. 

Ahmed and Hastings Donnan. London: Routledge, 1994. 127-40. 

Karen Armstrong 著。《伊斯蘭》。林宗憲譯。台北：左岸文化。

2003。 

索爾孟著。《伊斯蘭製造》。阮若缺譯。台北：允晨文化。2007。

紀錄片介紹 

凱‧羅索。《我的回教之旅》。澳洲。1999。 

六、作業設計（如考試/
報告/實作規定） 

報告與實作 

七、成績考核 課堂參與 40%，田野調查 20%，期末論文報告 40% 

八、課程網頁之規劃 http://www.ncku.edu.tw/~chaocheng/my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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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環境議題與全球宗教對話 

科號 RS9904 類別
□ 基礎課程 

■進階課程 

開課學程

/學分數 
2 學分 

上課時間 99 年暑假 教室 成大中文系 

科目中文名稱 環境議題與全球宗教對話 授課教師 林朝成、楊順從

科目英文名稱 Enviromental Issues in the Religious Globlization Movement 

一、課程目標 

    宗教對話近年出現了生態轉向的趨勢，環境議題已成為多元

信仰與全球責任的核心課題。本課程以哈佛大學世界宗教研究中

心出版的「世界宗教與生態」系列叢書為研讀教材，並配合生態

神學與深層生態學的論述，帶領同學確認與評估各種宗教傳統不

同的生態保育態度、價值與實踐，描述與分析存在於這些宗教傳

統內部與跨宗教之間有關生態保育的「共通性」，並從方法論與

實踐的關懷，檢視宗教與生態對話的架構與可能的論述資源結

盟。 

 

二、課程規劃 

（如有校外演講

者，請載明其姓

名、單位及職稱） 

星期

週數 
星期二（或三） 星期四（或五） 

第一週 宗教與生態導論：環境

關懷作為宗教信仰反省

的基點 

Paul Knitter 相互關連

和全球責任的對話模

式 

第二週 Lynn White〈我們的生

態危機的歷史性根源〉

和基督教的綠化 

生態公義：對大第反

撲的信仰反省 

第三週 佛教與生態：以緣起觀

為中心的生態論述 

基督宗教與佛教的生

態對話：入世宗教與

生態倫理 

第四週 儒家、道家（教）與生

態：「道法自然」、「天人

合一」的生態論述 

失落的實踐動力：

儒、道二家自然觀的

傳統資源及其現代處

境 

第五週 深層生態學的東方思想

根源與後現代世界觀 

個案研究：森林僧與

環境運動 

第六週 個案研究：全球化世紀 小組討論或論文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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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入世靈性-一行禪師和

多瑪斯-牟教的生態對話 

三、課程活動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生態關懷者協會/妙心寺 

地點：台北市/台南市 

時間：修課期間 

課程活動內容：參加該機構的環境關懷行動/ 

訪談參與者的宗教信念 

四、指定用書 

1. Mary Evelyn Tucker and Duncan Williams （eds）,Buddhism 

and Ecolog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World Religions,1997. 

2. Mary Evelyn Tucker and John Berthrong（eds.）,Confucianism 

and Ecolog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World Religions,2003. 

3. N.J.Giradot,James Miller, and Liu Xiaogan（eds.）Daoism and 

Ecolog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World Religions,2001. 

4. Dietwr T. Hessel and Oosemary Radford Ruether（eds.）Christianity

and Ecolog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World Religions. 

5. Paul F. Knitter,One Earth,Mary Religion,Orbis Books,1995. 

6. 自編講義 

 

五、參考書籍 

1. Dieter T. Hessel 編，台灣生態神學中心文字組譯，《生態公義：

對大地反撲的信仰反省》，台北：台灣地球日出版社，1996。

2. Jurgen Moltmann，傀仁蓮等譯，《創造中的上帝：生態的創造

論》，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9。 

3. 釋昭慧，《佛教規範倫理學》，台北：法界出版社，2003。 

4. 林朝成，《佛教護生哲學與生態智慧》，撰稿中，擬於 2008

年 12 月出版。 

5. 莊慶信，《中西環境哲學：一個整合的進路》，台北：五南，

2002。 

6. 雷毅，《深層生態學思想研究》，北京：清華出版社，2001。

7. 一行禪師，《當下自在》，台北：允晨文化，1995。 

8. 一行禪師，《觀照的奇蹟》，台北：橡樹林，2004。 

9. 一行禪師，《正念的奇蹟》，台北：橡樹林，2004。 

10. 湯瑪斯‧牟敦，《靜觀‧靜觀》，台北：上智，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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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湯瑪斯‧牟敦，《在生命寂靜的山巔》，台北：商周，2002。

12. 湯瑪斯‧牟敦，《獨處中的沉思》，台北：方智，2003。 

13. 湯瑪斯‧牟敦，《隱士牟敦悟禪》，台北：啟示，2004。 

14. George Sessiona,Deep Ecology For The 21st Century,Shambhala 

Publications,Inc. 

15. King, Rober, Thomas Merton and Thich Nhat Hanh : Engaged 

Spiritualit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1. 

 

六、作業設計（如考試/
報告/實作規定） 

報告與實作 

七、成績考核 課堂參與 30%，口頭報告 30%，期末報告 40% 

八、課程網頁之規劃 http://www.ncku.edu.tw/~chaocheng/my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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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佛教和平運動 

科號 RS9905 類別 進階課程 
開課學程/

學分數 
2 學分 

上課時間 99 年暑假 教室 成大中文系 

科目中文名稱 佛教和平運動 授課教師 游祥洲 

科目英文名稱 Buddhist Peace Movement 

一、課程目標 

本課程以「宗教和平運動」為主題，其重點有四： 

一、宗教和平運動的思想基礎之探索 

二、從全球化（Globalization）與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脈絡，切入

當代全球佛教和平運動的興起 

三、針對當代全球佛教和平運動的組織類型，舉例討論解析  

四、展望佛教和平運動的開展，並探討其所面對的多重課題 

二、課程規劃 

（如有校外演

講者，請載明

其姓名、單位

及職稱） 

星期 

週數 
星期二（或三） 星期四（或五） 

第一週 導論，「文明衝突論」所引發

的全球宗教議題 

全球佛教和平運動的主要

進路：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 

第二週 
入世佛教運動的興起—在全

球化與世俗化的脈胳之下 

入世佛教運動的雙重面

向—社會面與精神面 

第三週 
全球佛教和平運動組織類型

討論之一：聯誼型與福利型，

以 WFB、Savordaya、

Hewalanka 與慈濟為例 

全球佛教和平運動組織類

型討論之二：金字塔型與

跨國組織型 

 

第四週 
全球佛教和平運動組織類型

討論之三：草根性、批判性與

行動性，以 INEB 為例   

 

全球佛教和平運動組織類

型討論之四：禪修型，以

一行禪師( Ven. Thich 

Nhat Hanh )的「相即教團」

為例  

第五週 
佛教和平運動的推展—從宗

教對話到全球倫理，以世界宗

教博物館為例  

政教關係討論 

 

第六週 
展望與挑戰：從 UN Vesak 到

全球佛教和平運動所面對的

綜合討論與論文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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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課題，包括環保倫理、兩

性平等倫理、內外對話等  

三、課程活動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世界宗教博物館 

地點：台北縣永和市中山路一段 236 號 7 樓 

時間：99 年 8 月 

課程活動內容：訪談、座談、世界博物館對和平運動的認知 

四、指定用書 

1. Chappell, David W., 2003, Socially Engaged Spirituality. 

Bangkok, Sathirakoses-Nagapradipa Foundation. 

2. Eppsteiner, Fred, 1988, The Path of Compassion: Writings on

Socially Engaged Buddhism. Berkeley, Parallax Press. 

3. Queen, Christopher S. and Sallie B. King, 1996, Engaged 

Buddhism: Buddhist Liberation Movements in Asia.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4. Thich Nhat Hanh, 1987.。Interbeing ,Fourteen Guidelines for

Engaged Buddhism 相即，Berkeley, Parallax Press。 

 

五、參考書籍 

1. Thich Nhat Hanh, 1993。For A Future To Be 

Possible_Commentaries on the Five Wonderful Precepts, Berkeley,

Ca., Parallax Press。 

2. Sangharakshita, 1986, Ambedkar and Buddhism. London, 

Windhorse Publications. 

3. Sivraksa, Sulak, 1993, Buddhist Perception for Desirable 

Societies in the Future. Papers prepared for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Bangkok: Thai Inter-Religious Commission for 

Development.  Sathirakoses-Nagapraidpa Foundation.Tsomo, Karma

Lekshe, 1988, Sakyadhita: Daughters of the Buddha. Ithica, Snow

Lion Publications. 

4. Samuel P. Huntington ,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 in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volume 72, number 3, Pp.  22-49.

http://www.grip.org/bdg/g2057.html#S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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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okamitra, Dhammachari, 2002,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Dr. Ambedkar’s Approach to Buddhis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Buddhism – in Global Perspective”, K. J. 

Somaiya Centre of Buddhist Studies, Mumbai. 

6. Phra Paisal Visalo, 2003, “The Dynamics of Relig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Lessons from Indonesia, 
Philippines, and Jap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rst 

Workshop of Asian Public Intellectuals on the theme “The Asian

Face of Globalization: Reconstructing Identities, Institutions

and Resources,” Shangri-La Hotel, Cebu City, Cebu, Philippines.

 

六、作業設計

（如考試 /
報告 /實作

規定） 

本課程之進行，將交叉採取四種方式，包括主題解說、文本閱讀、小組

討論與專題演講 

七、成績考核 課堂討論表現 30%，口頭報告 30%，期末論文 40% 

八、課程網頁

之規劃 
http://www.ncku.edu.tw/~chaocheng/my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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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基督教和平研究：理論與實踐 

科號 RS9801 類別 
□ 基礎課程 

■ 進階課程 

開課學程/學
分數 

3 學分 

上課時間 99 年暑假 教室 成大中文系 

科目中文

名稱 
基督教和平研究：理論與實踐 授課教師 鄧元尉 

科目英文

名稱 
Peace Studies in Christianity: Theory and Practice 

一、課程

目標 

本課程要介紹與研討基督教在和平研究上的成果。基督教在和平與暴力的議題上，有

其固有的歷史背景與社會脈絡，以及特定的理論建構與實踐模式，在和平研究上可提

供有益的理論資源與案例反省。 

二、課程

規劃 

（如

有

校

外

演

講

者

，請

載

明

其

姓

名

、單

位

及

職

稱） 

星期 

週數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五 

第一週 

導論：基督教和

平學的歷史與

主題 

基督教和平學研

究資源概述 

寬恕神學的基本

概念 

讀本：ch.1-3, 18 

第二週 

從公共政策研

究宗教衝突 

讀本：ch.4-6 

認同的重構與寬

恕的可能 

讀本：ch.7-8 

和解的界定、特

質與方法 

讀本：ch.9-10 

第三週 

悲劇之後的和

平議程 

讀本：ch.11-12, 

14 

個案研究：南非

(ch.13) 

個案研究：印度

(ch.15) 

第四週 
個案研究：北愛

爾蘭(ch.16) 

個案研究：莫三

比克(ch.17) 

讀書報告：《擁抱

神學》(1) 

第五週 
讀書報告：《擁

抱神學》(2) 

讀書報告：教宗

和平日文告(1) 

讀書報告：教宗

和平日文告(2) 

第六週 

讀書報告：《沒

有寬恕就沒有

未來》(1) 

讀書報告：《沒

有寬恕就沒有未

來》(2) 

基督教和平學的

本土化 
 

三、課程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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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指定

用書 

Forgiveness and Reconciliation: Religion, Public Policy, & Conflict Transformation, eds. 

Raymond G. Helmick, ect., West Conshohocken: Templeton Foundation Press, 2002.〔中

譯：紀榮神，《寬恕與和解：宗教、公共政策和衝突的轉化》，台北：華神，2008。〕

五、參考

書籍 

沃弗(Miroslav Volf)，《擁抱神學》，王湘琪譯，台北：校園，2008。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世界和平日文告」，網頁：

http://www.vatican.va/holy_father/john_paul_ii/messages/peace/index.htm，中譯網頁：

http://peace.ls.fju.edu.tw/old/pope.htm。 

圖圖大主教，《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江紅譯，台北：左岸，2005。 

雷敦龢，《非暴力抗爭：義戰論壇與和平主義》，台北：輔大，2002。 

雷敦龢編，《和平學論文集（一）》，台北：唐山，2001。 

雷敦龢編，《和平學論文集（二）》，台北：輔大，2004。 

莫特曼(Moltmann)，《公義創建未來：和平政治與造物倫理》，鄧肇明譯，香港：基

道，1992。 

盧雲(Nouwen)，《與你同行：默想十架苦路》，張小鳴譯，香港：基道，1992。 

盧雲，《和平篇章：禱告、抵抗、群體》，譚偉光譯，香港：基道，2007。 

保羅‧尼特(Paul Knitter)，《全球責任與基督信仰》，王志成譯，北京：宗教文化，

2007。 

王志成，《和平的渴望：當代宗教對話理論》，，北京：宗教文化，2003。 

〈契機文獻〉(The Kairos Document)，網頁：

http://www.sahistory.org.za/pages/library-resources/official%20docs/kairos-document.htm

。 

若望保祿二世〈世界和平日文告〉，網頁：

http://www.vatican.va/holy_father/john_paul_ii/messages/peace/index.htm，中譯：

http://peace.ls.fju.edu.tw/old/pope.htm。 

 

六、作業

設計

（如

考試

/ 報

告 /
實作

規

定） 

每週閱讀指定用書當週進度並參與討論。 

在三本參考書籍中任選一本進行閱讀報告。 

期末自訂題目繳交一份論述報告。 

七、成績

考核 
課堂報告 40%；課堂討論參與 20%；期末報告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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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課程

網頁之

規劃 
 

 
 
 
 
 
 
 
 
 
 
 
 
 
 
 
 
 
 
 
 
 
 
 
 
 
 
 
 
 
 
 
 
 
 

 40



12.宗教經驗的多元探索 

科號 RS9906 類別
□ 基礎課程 

■進階課程 

開課學程

/學分數 
2 學分 

上課時間 99 年暑假 教室 成大中文系 

科目中文名稱 宗教經驗的多元探索 授課教師 
蔡昌雄、越建

東、黃創華 

科目英文名稱 Plural Investigation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一、課程目標 

本課程旨在透過當代宗教經驗探索的多元取向的介紹，呈顯

出宗教經驗與詮釋之間的辯證特質，以培養多元文化社會中開放

包容地對待不同宗教經驗詮釋觀點的素養，在宗教實踐的領域中

減少衝突、促進對話與和解。課程的實際進行分別探討以下主

題：一、宗教經驗的詮釋與冥契主義，二、宗教經驗與科學的對

話和實徵研究。課程進行的方式，則以各取向代表性經典論著的

閱讀、分析、討論與批判為主，並就科學與佛教的對話，以The

Mivd and Life Institute作為個案研究，探索身心研究的新趨

勢。 

 

二、課程規劃 

（如有校外演講

者，請載明其姓

名、單位及職稱） 

星期

週數 
星期二（或三） 星期四（或五） 

第一週 宗教經驗的詮釋辯證 宗教經驗與冥契主義

（上） 

第二週 宗教經驗與冥契主義

（下） 

宗教經驗的多元詮釋

（上） 

第三週 宗教經驗的多元詮釋

（下） 

小組討論或論文指導

第四週 The Mind and Life 
Institute 的發展歷史和近

況 

佛教與科學在

1987-2007 年間之對

話成果 

第五週 佛教禪修與科學在身心

理論與實際應用之研究

進展 

正念療癒 

第六週 正念認知療法 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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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活動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安慧學苑 

地點：嘉義市文化路 

時間：週六 

課程活動內容：一日禪，體驗禪修活動 

四、指定用書 

1. David M. Wulff, Psychology of religion: Classic & 

Contemporary, John Wiley & Sons, Inc., New York, 1997.  

2.《宗教經驗之種種》，William James 著，劉宏信譯，立緒，

民 90 

3.《冥契主義與哲學》，W.T. Stace 著，楊儒賓譯，正中，民 87

4.《東洋冥想心理學》，C.G. Jung 著，楊儒賓譯，商鼎，1993

5.《聖與俗─宗教的本質》，依利亞德著，楊素娥譯，桂冠 

6. 達賴喇嘛著，葉偉文譯，《相對世界的美麗 : 達賴喇嘛的科學

智慧》，臺北市: 天下遠見，民 95[2006]。 

7. Sharon Begley, Train Your Mind, Change Your Brain: How a New 
Science Reveals Our Extraordinary Potential to Transform 
Ourselves, Ballantine, 2007. 

8. Antoine Lutz, John D. Dunne, Richard J. Davidson, “Meditation 
and the Neuroscience of Consciousness”, in Cambridge Handbook 
of Consciousness, edited by Zelazo P., Moscovitch M. and 
Thompson E.,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9. 詹姆士.奧斯汀(James H. Austin)著; 朱迺欣編譯，《禪與腦 : 
開悟如何改變大腦的運作》，臺北市 : 遠流, 民 96[2007]。 

 

五、參考書籍 

1. Religion and the Unconscious, Ann and Barry Ulano,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ister Press, 1975. 

2.《人及其象徵》，榮格著，龔卓軍譯，立緒，民 88。 

3. Philosophical Issues in the Psychology of C. G. Jung, Marilyn 

Nag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1991. 
4.《超越自我之道》，渥許與方恩編著，易之新譯，心靈工坊，

民 92 

5.The Spectrum of Consciousness, Ken Wilber, Quest Book, 
Wheaton, Illinois, 1993.  
6.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ung, ed. By Polly 

Young-Eisendrath & Terence Daw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7 

7.《論神聖》，魯道夫‧奧托著，成穹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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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Jeremy W. Hayward and Francisco J. Varela, (eds.) Gentle 

Bridges: Conversations with the Dalai Lama on the Sciences of 

Mind. Shambhala Publications, 1992. 靳文穎譯，《揭開心智的奧

祕》。台北市: 眾生文化出版，1996。 

9.Varela, Francisco J. (ed.) Sleeping, Dreaming, and Dying: An 

Exploration of Consciousness with the Dalai Lama. Wisdom, 1997. 

10.楊書婷、姚怡平譯，《達賴：心與夢的解析—達賴喇嘛給西方

科學的解答》。四方書城，2004。 

11.Zara Houshmand, Robert B. Livingston and B. Alan Wallace, 

(eds.)Consciousness at the Crossroads: Conversations with the Dalai 

Lama on Brain Science and Buddhism. Snow Lion Publications, 

1999.  

12.鄭振煌譯，《意識的歧路：佛法VS.科學;心VS.腦》。台北市:

立緒文化，2002。 

13.Daniel Goleman, Healing Emotions: Conversations With the 

Dalai Lama on Mindfulness, Emotions, and Health. Shambhala 

Publications, 2003.  

14.李孟浩譯，《情緒療癒》。台北市:立緒文化，2004。 

15.Daniel Goleman, Destructive Emotions: A Scientific Dialogue 

With the Dalai Lama. Bantam Books, 2003.  

16.張美惠譯，《破壞性情緒管理：達賴喇嘛與西方科學大師的智

慧》。時報出版，2003。 

17.Davidson, Richard J. (ed) Visions of Compassion: Western 

Scientists and Tibetan Buddhists Examine Human Na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8.Daniel Goleman and Robert Thurman (eds.) Mind Science: An 

East-West Dialogue. Wisdom, 1991.  

19.Anne Harrington and Arthur Zajonc, The Dalai Lama at MI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0.Wallace, B. Alan, Contemplative Science: Where Buddhism and 

Neuroscience Converg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六、作業設計（如考試/
報告/實作規定） 

繳交主題相關之研究計畫一篇(3000-5000 字[不含參考書目]) 

七、成績考核 課堂表現 30%，口頭報告 30%，期末論文 40% 

八、課程網頁之規劃 網 http://www.ncku.edu.tw/~chaocheng/my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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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容說明 

1、 學程主旨。 
 

面臨全球動亂、西藏抗暴與反恐活動化的衝擊，大家越來越體認宗教與文化、政治、

種族、經濟生活密切關聯，跨區域、跨宗教的對話已成為學界致力研究的議題。尤其台

灣與世界的接軌中，如慈濟功德會、世界宗教博物館、一貫道國際總會等宗教 NGO 組織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如何整合及建構一個研究宗教的研究平台，提升國人跨宗教與跨

國的視野，乃是當務之急。本整合型計畫將結合 A類和 B類計畫，亦即透過整合式教學

與研究，此教學研究團隊將重新思考宗教的衝突、對話與和平經驗，探討宗教接觸如何

影響人們的世界觀與行動。 

本學程的宗旨在以「宗教衝突」和「宗教對話」為核心教學議題，藉由跨校合作，

帶動跨學科對話，一方面互相激盪共同討論相關課程內容的規劃與改進；另一方面則進

行各項研究資源之整合、分享與運用。在「教學和研究並重」的目標下，結合各校師資，

提出重點課程，建立學術社群。此學程的設計旨在介紹學生認識宗教教義與社會結構、

政治認同、全球化時代的複雜過程，提供從國家、區域、全球不同尺度的宗教文化的面

貌與課題，並從全球宗教對話的角度，認識性別、生態與和平的議題。 

 

2、 學分規劃原則。 

本學程開設的課程有 3 學分和 2 學分兩種規劃 

2-1 3 學分課程：「宗教研究」第一階段課程著重於宗教研究方法。 

2-1-1 宗教研究方法的理論介紹，讓學員對宗教哲學、宗教史學、宗教社會學、宗

教人類學、宗教心理學、宗教詮釋學，宗教對談的理論、架構發展有基礎的

認識。此課程將由教學研究團隊輪流授課，學分數 3學分。 

2-1-2 「印度教文化與宗教社群主義」、「佛教與社會」、「當代伊斯蘭復興運動」、「佛

教與道教的論諍」：涉及思想教義、歷史根源、社會結構政教關係，宗教

社群政治認同和後殖民的處境，因此，不能只是簡單以「文明衝突」詮釋

之，需 3學分才足以涵蓋教學內容。 

2-2  2 學分課程 

第二階段課程著重於宗教對話與宗教理論的進階課程，屬 2學分課程規劃。 

2-2-1 「基督宗教與其文化的對話」：宗教內部的對話 

2-2-2  「印度教與基督教的對話」：跨宗教對話 

2-2-3   「性別議題與全球宗教對話」「環境議題與全球宗教對話」；核心議題為中

心的跨宗教對話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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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佛教和平運動」、「基督教和平研究」：宗教對話進階的個案研究 

2-2-5  「宗教經驗的多元探索」：宗教理論進階課程 

 

3、 學程修業規範。 
 

(1) 國立成功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宗教研究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 由本校文學院

及跨校相關領域之教師依本校開設專業學程辦法訂定跨校、跨學系之整合性學程。 

(2) 宗旨: 本學程之規劃宗旨在在期望修習本課程之學生能夠對「宗教衝突」、「宗教對

話」和「宗教理論」研究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同時，也希望能夠在這全球宗教對話

的思潮下，將宗教議題置於跨宗教、跨學科領域之中探討，讓學生得以有機會接觸

區域宗教發展面向，了解不同的宗教傳統、政教關係、歷史根源、後殖民處境與新

時代的和平、生態、性別議題，以培養學生多元的學術研究思維，使其能夠具備更

深的文化包容力以及更寬廣的國際視野，也期許學生具備獨立思考研究的能力，應

用於之後的論文寫作。 

(3) 設置單位及組織: 本學程之設置單位為本校文學院，並由文學院學程審查委員會審

核學程規則、課程規劃，應修學分數等相關事宜。 

(4) 師資: 本學程開設之課程由本校、政治大學、清華大學及華南大學、長榮大學、華

梵大學、中山大學及高師大等各相關專業領域之教師擔任，其聘用辦法依本校相關

規定辦理。 

(5) 修讀學生: 本學程設研究所課程。凡國內各大學院校研究所學生均可申請修讀。研

究所學生自第一學年起可申請修讀本學程，經本學程審查委員會核定後始得修讀。 

(6) 學分: 本學程規劃課程學分數為 12 學分。抵免之認證由本學程審查委員會辦理。 

(7) 上課時間: 為使各大學院校之研究生均有機會修讀，本學程之修讀以暑期為原則，

上課時數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8) 課程: 本學程規劃課程分為基礎必修與進階選修。 

基礎必修: 核心基礎課程:一門，三學分，凡修讀本學程之學生均需在修業年限內修

讀。 

進階選修: 課程內容包括印度教文化與宗教社群主義等十門課程。學生可再指導教

授指導下依興趣選讀相關課程。 

(9) 收費標準: 依本校學分費之收費標準辦理之。 

(10)凡修畢本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數者，由本校文學院發給本學程修讀證明書。 

 

 

 

 

 

 

 45



4、 學程結構圖 
 

宗教經驗

宗教對談

( 基礎 ) 研究
方法

宗教與社會 宗教衝突

 
 

說明： 

1.「宗教研究方法」為必修基礎課程，延伸課程為「宗教經驗的多元探索」。 

2.以宗教對話為進階課程，共計開設：「基督宗教與其文化的對話」、「印度教與基督教

的對話」、「性別議題與全球宗教對話」、「環境議題與全球宗教對話」四門課，延伸課程

則為「佛教和平運動」與「基督教和平研究」。 

3.以「宗教衝突」為核心概念，然宗教衝突需放在政教關係、宗教社會、宗教運動等背

景脈絡，才能深入理解其衝突的根源和對話的可能性，所以「宗教與社會」可說是「宗

教衝突」的基本課程，彼此有許多重疊交錯之處。粗略的區分：「佛教與社會」屬宗教

與社會課程，「印度教文化與宗教社群主義」、「當代伊斯蘭復興運動」、「佛教與道教的

論諍」屬宗教衝突課程。 

4.開課教師及開課學期配置參見「學程開課一覽表」。 

 

 

 46



5、學程網頁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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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創意及特殊規劃 

 

(1) 計畫主持人將在成功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延攬人才項目下，邀請環境倫理學

之父 Holnies RolstoneⅢ逾 97 年 10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來台講學 2個月，並以商

請他為我們的教學團隊針對宗教與生態、宗教與科學的議題，舉行一小型工作坊，

藉以發想、強化我們的教學與研究主題，達成跨校交流的目的。此外，逾 98 年 6月

將邀請土地倫理重要學者 J.B. Callicott，Callicott 於亞洲宗教和原住民信仰有

廣泛的接觸將為我們的團隊提供學術的諮詢。 

(2) 宗教研究的國際網絡和國際傳播的經驗將是教學實務的重要一環，本學程將教導同

學如何參加宗教和平、宗教與婦女、宗教與生態、宗教對談的國際會議，並從歷屆

的國際會議的主題和文獻，瞭解目前宗教議題的學術行動。 

(3) 本學程將設學程導師，由主要核心成員擔任，輔導學生的選課和論文的寫作。 

(4) 本學程將在學生修課結束後舉辦「宗教文化學程研究生論文發表會」鼓勵學生發表

論文。 

(5) 本學程講課以 3小時為一單元，每單元一個進度，方便同學的學習與討論。上課時

間以暑期密集授課為原則，但為使同學對課程有較充分的了解與準備，擬於三至四

月，每門課先開講 2單元 6小時。一者使同學對要研讀的指定書目、參考書目有一

預習的時間，一者先開講 2單元具有試聽的功能(要點名)，同學可據以判斷自己選

課的興趣，教師也可先行了解同學的程度與需求，調整授課的內容與方法。 

(6) 本校文學院「跨國女性研究」學程，將於 97、98 年暑期授課，該學程有計畫有步

驟的執行相關學術活動，令人耳目一新。「宗教研究」學程將參與式地觀察該學程

課程的進行，並向該學程核心教師請教，了解跨校學程實際遭遇的問題，並具體地

描述和歸納，在教學工作坊上提示出來，和本學程的核心教師共同討論可改進的策

略和可取法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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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B 計畫 

(一)研究計畫一覽表 

計畫名稱 主持人 任課學校及職稱 

1 當代伊斯蘭世界政教關係 蔡源林 政治大學宗教所副教授 

2 南亞宗教社群主義 黃柏祺 政治大學宗教所助理教授 

莊雅棠 長榮大學哲學與宗教系助理教授3 基督教與印度教對話 

林煌洲 長榮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莊雅棠 長榮大學哲學與宗教系助理教授

王崇堯 長榮大學哲學與宗教系副教授 

4 本土神學與人間佛教對話 

林朝成 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 

5 生態公義：佛教與基督宗教的對

話 
林朝成 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 

6 佛教婦女草根運動：釋迦提達個

案研究 
李玉珍 清華大學中語系副教授 

7 台灣上座部佛教的佛書翻譯與書

寫趨勢 
呂凱文 南華大學宗教所副教授 

8 西方人類學漢人宗教研究的回顧

與檢討：以英文期刊論文為論譜 
陳美華 中研院文哲所博士後研究 

9 藏傳佛教僧院教育制度的發展與

影響 
王惠雯 華梵大學人文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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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計畫表 

1.當代伊斯蘭世界政教關係 

研究主題 當代伊斯蘭世界 

政教關係 

執行單位 政治大學 

宗教研究所 

研究人員 蔡源林 職稱 副教授 

電話 29393091-88049,62207 傳真 26919493 

手機  E-MAIL yltsai@nccu.edu.tw 

地址 台北縣汐止市工建路 152 號 6 樓 

研究內容

及進程 

自從 2001 年的「911 事件」之後，伊斯蘭教已經成為後冷戰時代

的全球性政治衝突之焦點，以「聖戰」（jihad）為號召的伊斯蘭激進武

裝團體所發動的恐怖攻擊，以及美國所動員的反恐戰爭，將全球五大洲

都捲入其中，但與其追隨美國反恐戰略觀點來看待這個問題，倒不如跳

脫出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框架，從伊斯蘭世界本身的內在特質及歷史發

展理路來看待伊斯蘭與國際或區域政治的複雜關係，以便對那些看似超

保守（或超激進）的政治主張及行動，賦予更合理且是立足於全球各地

穆斯林民族的角度加以詮釋。 

國內的學術界及社會大眾對伊斯蘭相關知識的需求日增，但由於過

去缺乏這方面的學術人才，加上台灣的穆斯林社群人數不多，且與主流

社會疏離，很少向外界宣揚其宗教文化，因此有興趣者常不得其門而

入。個人在宗教所任教十年，對年輕學生或社會人士講授伊斯蘭教時，

發覺一般人對伊斯蘭教的了解非常粗淺，甚至有不少得自西方媒體的偏

見，無法對此一將近14世紀的宗教傳統有對台灣其他主流宗教，如佛

教、道教與基督教等量齊觀的重視，此種狀況突顯過去學校教育對學生

國際觀及多元文化視野培養的不足。宗教為人類文明所發展出來最悠

久、崇高的精神遺產，在國外大學中均以宗教教育做為多元文化教育重

要的一環，個人亦有志在國內大學推展宗教教育，若以全球視野來規劃

課程，必得將伊斯蘭文明納入，使學生能理解此一佔全球人口五分之一

的世界第二大宗教對全球或區域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面向的影

響。但有感於相關材料的缺乏，一味地要求初入門徑的學生啃原文書恐

怕也不是辦法，編寫系統性、深入淺出的中文教材為當務之急，故個人

打算結合課程，撰寫涵蓋伊斯蘭世界各主要區域的政教關係之專書，對

宗教學、政治學、區域研究等相關系所教授相關課程必有幫助。 

若按照地理、歷史與文化等因素來區別，可將伊斯蘭世界分成：中

東、南亞、東南亞、東亞、非洲及歐美等六大區域，各有其不同的伊斯

蘭傳統，亦因各地的政經條件不同，而發展出不同的政教關係。個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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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執行中研院及國科會有關中國及東南亞伊斯蘭教的研究多年，對此兩

區域已累積相當多一、二手材料，亦撰寫多篇學術論文，未來應加強其

他區域的相關材料之蒐集。目前政治大學獲得國科會補助購書經費，宗

教類書籍可購九百萬元，伊斯蘭教分得兩百萬元，所以目前各類伊斯蘭

專書正在快速累積，就資料而言，編寫具有份量的教材當無問題。另外，

目前網路的使用甚方便，可以直接透過各種網站搜尋掌握伊斯蘭世界的

最新動態。因此，預計三年內可以完成專書之編寫。 

預期成果 
一、將伊斯蘭教的基本知識在大學相關系所中紮根，以鼓勵更多年輕學

生投入這個領域的研究。 

二、編寫伊斯蘭專書，做為相關課程之教材，並滿足社會大眾對伊斯蘭

知識的需求。 

三、透過當代伊斯蘭世界各種議題的探討，逐步播種多元文化與全球倫

理的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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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亞宗教社群主義 

研究主題 南亞宗教社群主義 執行單位 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 

研究人員 黃柏祺 職稱 助理教授 

電話 02-29392319 傳真 02-2938-7731 

手機  E-MAIL huang9@nccu.edu.tw 

地址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 

研究內容

及進程 

南亞的宗教發展，在二次大戰之後，出現了一些令人憂心的現象。

例如，印度自 1947 年脫離英國獨立以來，除了長久存在的種性之間的

對立，更出現了印度教與穆斯林等不同宗教社群之間彼此的對抗，甚至

一再發生激烈的衝突，死傷無數。而在斯里蘭卡，篤信佛教的僧伽羅人

和信仰印度教的泰米爾人，從 1948 年獨立以來到 1983 年之間，便發生

了七次大規模的衝突，演變成後來的內戰。這些地區的宗教社群主義的

相關內容，實有深入研究探討的必要。 

本計劃將以印度和斯里蘭卡兩個地區做為討論範圍，從理論（包括

後殖民）、文化、歷史以及具體發生的宗教社群之間的衝突事件等方面

做逐一的檢討。 

在印度方面，本計劃要探究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衝突，以及錫

克教徒所面臨的困境。在斯里蘭卡方面，本計劃將仔細考察佛教徒與印

度教徒之間的對立衝突(佛教徒與穆斯林亦曾經發生宗教對立)。希望透

過本計畫，具體掌握南亞宗教社群衝突的特點，並由此來探討宗教在實

踐層次上面於近代社會裡面所面臨的特有問題。 

 

預期成果 釐清印度和斯里蘭卡國內的政教關係，以及兩國之宗教與其現代國家形

成之間如何互動等問題，兼及兩國之宗教政策、族群政策、和語言政策

的相關影響；期望藉此對於台灣族群之間所潛存的緊張情況，能提供不

同的視野與參照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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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督教祈禱與印度教瑜伽之對話 

4.基督教三種神學美德(信望愛)與印度教虔愛觀之對話 

5.基督教的原罪與印度教的無明之對話 

6.保羅神學中的「我」與印度教的靈魂(神我)之對話 

7.對甘地融合《博伽梵歌》及新約登山寶訓之思想的評價 

8.對新世紀宗教(New Age Religion)融合基督教與印度教之想想的評價 

預期成果 國內至今仍無人作出基督教與印度教對話的嘗試與努力，本計畫具
有實驗性與開創性的意義。對於南亞地區的宗教衝突與和平而言，主因
雖是伊斯蘭教與印度教，而不是基督教與印度教，但也是次要的原因。
本計畫的示範性的教學與研究，可提供實務上的參考。 

本計畫兩位研究人員皆是數十年資深的宗教文化研究者與實踐者，
雖在各自領域已經頗有成效與貢獻，但對於跨宗教的對話仍有不足，而
本計畫的合作可擴展各自的視野與領域。 

對於選修學生而言，這三門選修課程不僅可增廣學生見聞與知識，
還可獲得實務經驗。此外，也可明瞭宗教對話除了需要尊重之外，其背
後彼此的文化共通性與思想及生活型態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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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互相關聯和全球負責的對話模式，並從接受模式的對話，彰顯差

異的價值與宗教本土化的理論建構。 

預期成果 國內對於基督教與佛教之間的對話所做學術性的研究較少，對於台灣基

督教與台灣佛教的比較研究更是付之闕如。就這一點而言，本子計畫具

有實驗性和開創性的意義，希望藉著這個研究計劃能夠促進台灣本土神

學與台灣人間佛學之間的良性對話關係，從而為台灣開創更有包容相

融、互助合作的宗教文化。 

本計畫三位研究人員皆是數十年資深的宗教文化研究者與實踐者。林朝

成教授對於人間佛學的研究頗有成就，王崇堯副教授與莊雅棠助理教授

在台灣本土神學方面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實力。然而，他們雖然在各自的

領域已有成效與貢獻，但對於跨宗教的對話才剛要踏出第一步。本子計

畫的合作不但可以有助於他們擴展各自的視野與領域，日後將發表專業

論文，為將來這個領域的研究工作奠立一些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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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
果 

一、 發表專業論文，提出個案分析的參與式觀察與分析報告，並就跨國
女性宗教對話提出可行的策略。 

二、 鼓勵與指導學生發展相關議題為博碩士論文主題。 

三、 藉由本計畫組成互動的學術社群，開發教材與新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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癒作為兩者對話與考察的起點，進一步調查本土相關領域的實踐與研究
現況，並利用網站形成專業對話的平台，鼓勵不同專業人員積極將實踐
經驗化為系統的文獻，以結合共同志業者形成跨專業的新學術社群，這
樣才能有利於佛法與科學心理學的結合發展。 

研究進度：首先為正念療癒相關學術資料的收集、研讀、評介，以
澄清科學心理學與佛教心理學的同異之處及各自特點和限制，並探討進
一步相互借鏡與影響之可能性。其次為專業網站之設立，並使其成為專
業社群之基地。第三部分則是邀集科學心理學界對佛教感興趣的人士，
以及佛教中從事心理服務工作者或研究者，對某些議題舉辦焦點團體以
進行深度訪談。最後則是整合前述研究成果，撰寫論文發表。 

 

預期
成果 

一、發表專業論文，對佛教心理學與科學心理學的對話提出可行的策略。 

二、建立可供對話的學術網站。 

三、組成可持續互動的學術社群，促發新議題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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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容說明 

1、主題整合之意涵 

    「宗教衝突」和「宗教對話」兩者的研究範疇是不對等的。宗教衝突關係到宗

教文化、歷史背景、社會結構、宗教社群的政治認同等等具體的因素，因此，須從

國家、區域的衝突事件(政教關係)進行個案研究，方能恰當地理解衝突的現象。至

於理論的探索，則應從「暴力」(「非暴力」)來探究，方能明白其根源。所以，「文

明衝突」的論調，其詮釋的效力，必須受到限制和詮釋的調節、批判。 

    至於「宗教對話」，它不只是一個理論和方法，同時，也是一種意願的表示。

宗教對話可以是全球的視野，也可以是本土的行動；可以是世界和平運動的一環，

扮演宗教和平文化的角色，也可以是跨宗教經典的對談和詮釋的融合。因此，我們

可以從不同的尺度、主題，研究宗教對話的意涵。 

    本研究計畫共整合九個子計畫，其研究子題的結構關係圖如下： 

 
 

宗教對話

宗教傳播、
研究與

知識建制化

在地化
V.S.

全球化

宗教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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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宗教衝突的研究：以區域或國別為範圍，以個案分析為主要進路。 

【子計畫一】 

「當代伊斯蘭世界政教關係」分析、探討中東、南亞、東南亞、東亞、非洲及歐美

等六大區域的伊斯蘭世界政教關係。 

【子計畫二】 

「南亞宗教社群主義」探討印度、斯里蘭卡二國國內的政教關係與其現代國家形成

之間如何互動的問題。 

 

2. 宗教對話的研究：包含宗教內部、跨宗教和問題為中心的對話研究。 

【子計畫三】 

「基督教與印度教對話」：基督教新約聖經與印度教聖經《博伽梵歌》神學與核心

觀念的對話研究。 

【子計畫四】 

「本土神學與人間佛教對話」：宗教本土化所發展的全球性議題的對話研究 

【子計畫五】 

「生態公義：佛教與基督宗教對話」：以生態公義的時代課題進行的宗教對話研究 

 

3. 全球化世紀下的在地草根運動：宗教對話與宗教衝突的研究，都會觸及到的問題，

在此特別指的是宗教在全球的串聯，草根結盟與發聲。 

【子計畫六】 

「佛教婦女草根運動」：以全球跨佛教宗派的組織：「釋迦提達」作為個案研究，探

討全球行動如何奠定草根基礎，以及宗教對話的可能策略。 

 

4. 宗教傳播、研究與知識建制化：探討宗教經典的翻譯傳播、學術研究與經院知識教

育體系的問題。 

【子計畫七】 

「台灣上座部佛教的佛書翻譯與趨勢」研究台灣上座部佛書翻譯與接受的問題，試

圖釐清上座部佛教對台灣佛教發展的影響以及如何與上座部佛教對話的課題。 

【子計畫八】 

「西方人類學漢人宗教研究的回顧與檢討」全面整理 2000 年之前英文期刊有關漢

人宗教研究論文，以便完整了解歐美漢人宗教研究的趨勢與取向。 

【子計畫九】 

「藏傳佛教僧院教育制度的發展與影響」探討藏傳佛教教育的發展歷程，現代文化

衝擊對藏傳僧院教育的影響，及對傳統的繼承與創新。 

以上三個子計畫範圍較為分散，經主題的整合與團隊的相互交流，呈現一個理解上

的課題，宗教的傳播、翻譯與學院（經院）教育如何塑造我們的宗教理解、宗教知識與

宗教觀，此宗教知識又如何展開宗教對談等值得反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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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期成果 

(1) 整合各子計畫的研究成果，舉辦小型學術研討會，出版《宗教、暴力與和平》、

《宗教、婦女與生態》、《本土神學與人間佛的對話》三本會議論文專書。 

(2) 發表專業期刊論文，提出個案研究成果。 

(3) 編寫包含中東、南亞、東南亞、東亞、非洲及歐美等六大區域伊斯蘭專書，

做為相關課程完整、全面的教材。 

(4) 完成「本土神學」、「台灣上座部佛教譯書」、「西方人類學漢人宗教」研究書

目彙編。 

(5) 組成互動且共同研究取向、交流互動的學術社群，開發新的議題和專書寫作

計畫。 

 

3、其他 

藉由本計畫的參與，李玉珍副教授將合「跨國女性研究」社群及宗教與性別的研究

學者，籌組「宗教與性別」研究社群。 

 

 

 

 

 

 

 

 

 

 

 

 

 

 

 

 

 67



五、相關學術活動表（請規劃相關學術活動，以下活動方式僅供參考，

請依各計畫實際規劃，自行增刪活動方式及格數。） 

（一）研討會 

編號 活動名稱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1 「宗教、暴力與
和平」學術研討
會 

98 年 6 月 宗教與暴力、宗教與和平兩
種互相矛盾的形象，隨著媒
體的傳播，塑造了吾人宗教
的僵化意象，本研討會反省
批判「文明衝突」論調，以
責任倫理學、宗教詮釋學和
政治哲學的理論視野，闡明
暴力與和平的思想，並且從
宗教衝突的具體個案分析，
說明宗教暴力與和平的歷史
情境與實踐意涵。 

小型研討
會、公開徵
稿，由南華
大學宗教所
主辦。 

2 「宗教、婦女、
生態」跨領域學
術研討會 

98 年 11 月 本研討會採取以問題中心的
對話模式，舉辦宗教與性
別、宗教與生態、宗教與生
態女性主義等跨領域的宗教
對談，期望從更寬廣的性
別、生態議題切入，理解全
球宗教對話。 

小型研討
會、公開徵
稿，由成功
大學文學院
主辦。 

3 「宗教對談」學
術研討會 

99 年 5 月 本研討會將從宗教文化哲
學、宗教本土化、宗教與婦
女、宗教與生態、宗教的社
會實踐等五個主題，展開對
話的主軸與議題探討。 

小型研討
會、公開徵
稿，由長榮
大學哲學與
宗教系主
辦。 

 

（二）研習活動 

編號 活動名稱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1 「促進和平文化
之宗教角色」研
習營 

97 年 12 月 1994 年聯合國教科文組織
所籌備的「宗教對和平文化
的貢獻會議」，在巴塞隆納簽
署「促進和平文化之宗教角
色宣言」，本研習營以此「宣
言」為研習主題，對它加以
詮釋和思考，並就簽署的團
隊與組織，瀏覽網站的內
容，以了解宗教和平運動的
輪廓。 

擬委由游祥
洲、鄧元尉
教授規劃，
佛光大學主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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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坊 

編號 活動名稱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1 資源整合工作坊 97 年 10 月 邀請宗教文化領域相關學
者，以論壇的方式針對研究
現況發表評述，分享研究教
學經驗，強化跨學科與跨校
的資源整合，使計劃的執行
成果可以充分支援相關教學
活動，並推動台灣學術網路
的整合運用。 

資源整合工
作坊由林朝
成負責規
劃，另將邀
請教育部人
文社科領域
教學研究社
群發展計畫
成大「跨國
女性研究」
研究社群，
分享他們的
經驗與作法 

2 研究工作坊 98 年 2 月 邀請宗教研究領域傑出表現
的學者與會座談，針對宗教
衝突、宗教對談與宗教和平
運動的個案，提出多角度的
研究視野與論題，以提升本
計畫團隊的問題意識與研究
能力，激發團隊的創新思考
能力。 

研究工作坊
由越建東規
劃，邀請學
者名單將於
資源整合工
作坊中討論
決議。 

3 教學工作坊 98 年 4 月 宗教衝突、宗教對話所關涉
的教義、文化、經濟、政治、
社會層面的分析，如何有效
地傳達給學生，避免刻板扭
曲的印象，以便帶領學生探
討宗教全球化脈絡下的宗教
理解，是個極大的挑戰。本
工作坊將針對教學方法，分
享彼此的教學經驗與創新，
並深入介紹網站的教學資源
與國際組織的活動，活化教
學的時代脈絡。 

教學工作坊
由呂凱文規
劃，邀請學
者名單將於
資源整合工
作坊中討
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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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演講 

編號 活動名稱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1 宗教與科學，
Rolstone 講
座：《哲學走向野
性》(1986) 專
題 

97 年 10 月
7 日下午兩
點 

邀請正在成大擔任講座教授
的環境倫理學之父 Rolstone
演講。（Rolstone 受邀至成大
講學六週
2008/10/1~2008/11/15) 
Rolstone 同時也是宗教界最
高榮譽 Templiton Prize 的得
主。於科學與宗教、環境倫理
學等領域有傑出的貢獻。本研
究團隊將從宗教對話的生態
轉向、宗教的綠化、科技時代
的宗教責任等議題，邀請
Rolstone 專題演講與座談。
邀請正在成大擔任講座教授
的環境倫理學之父 Rolstone
以其專書《哲學走向野性》
(1986)為題演講。 

Rolstone
由林朝成、
陳慈美共同
邀請，並已
確定行程，
來訪的經費
將由成大頂
尖大學計畫
項下支付。 

2 宗教與科學，
Rolstone 講
座：《科學與宗
教》(1987) 專
題 

97 年 10 月
14 日下午
兩點 

邀請正在成大擔任講座教授
的環境倫理學之父 Rolstone
以其專書《科學與宗教》
(1987)為題演講。 

Rolstone
由林朝成、
陳慈美共同
邀請，並已
確定行程，
來訪的經費
將由成大頂
尖大學計畫
項下支付。 

3 宗教與科學，
Rolstone 講
座：《環境倫理
學》(1988) 專
題 

97 年 10 月
21 日下午
兩點 

邀請正在成大擔任講座教授
的環境倫理學之父 Rolstone
以其專書《環境倫理學》
(1988)為題演講。 

Rolstone
由林朝成、
陳慈美共同
邀請，並已
確定行程，
來訪的經費
將由成大頂
尖大學計畫
項下支付。 

4 宗教與科學，
Rolstone 講
座：《保存自然價
值》(1994) 專
題 

97 年 10 月
28 日下午
兩點 

邀請正在成大擔任講座教授
的環境倫理學之父 Rolstone
以其專書《保存自然價值》
(1994)為題演講。 

Rolstone
由林朝成、
陳慈美共同
邀請，並已
確定行程，
來訪的經費
將由成大頂
尖大學計畫
項下支付。 

5 宗教與科學，
Rolstone 講
座：《基因、創
造、上帝》
(1999) 專題 

97 年 11 月
04 日下午
兩點 

邀請正在成大擔任講座教授
的環境倫理學之父 Rolstone
以其專書《《基因、創造、上
帝》(1999)為題演講。 

Rolstone
由林朝成、
陳慈美共同
邀請，並已
確定行程，
來訪的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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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由成大頂
尖大學計畫
項下支付。 

6 宗教與科學，
Rolstone 講
座：低碳時代的
環境倫理 

97 年 11 月
11 日下午
兩點 

邀請正在成大擔任講座教授
的環境倫理學之父 Rolstone
以低碳時代的環境倫理為題
演講。 

Rolstone
由林朝成、
陳慈美共同
邀請，並已
確定行程，
來訪的經費
將由成大頂
尖大學計畫
項下支付。 

7 正統與異端 97 年 12 月 邀請李豐楙教授就中國宗教
的特性，說明正統與異端的文
化思想脈絡與宗教的詮釋，並
從這個觀點透視中國宗教的
政教關係，反省韋伯從正統與
異端的架構說明道教的思想
的侷限，並請李教授對本團隊
的計畫提供整合性的批評。 

擬邀高師大
國文系林文
欽主任與談 

8 基督教經典與文
化 

98 年 1 月 針對基督教的聖經、基督教文
化作演說與問題探究。 

擬邀請莊雅
棠主講，柯
志明與談 

9 基督教的宗教衝
突與和平思想 

98 年 3 月 針對基督教在歐洲、中東的衝
突事件與和平對話的努力作
介紹與探討。 

擬邀王崇堯
主講 

10 印度教的宗教衝
突與和平思想 

98 年 4 月 針對印度教在南亞的衝突事
件與和平對話的努力作介紹
與探討。 

擬邀黃柏祺
主講 

11 東南亞，伊斯蘭
教宗教的衝突與
和平思想 

98 年 5 月 針對東南亞伊斯蘭教的衝突
事件與和平對話的努力作介
紹與探討。 

擬邀蔡源林
主講 

12 佛教的宗教衝突
與和平思想 

98 年 6 月 針對中國、印度南亞與東南亞
佛教的宗教衝突與和平運動
作介紹與探討 

 

擬邀游祥
洲、釋惠敏
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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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電子報 

編號 名稱 時間 內容 備註 
1 宗教對話電子報 97 年 10 月

至 98 年 6
月 

宗教文化相關學術活動報
導、國際宗教研究社群簡
介、宗教和平運動報導、宗
教衝突事件報導、學人訪
談、活動預告、宣傳 

雙週刊 

 

（六）研究通訊 

編號 名稱 時間 內容 備註 

1 宗教研究通訊 97 年 12 月
至 98 年 6
月 

宗教研究社群學術論文、會
議論文、書評、學術動態、
主題論文、相關碩博士論文
評介、分析等 

97 年 12 月
98 年 3 月
98 年 6 月
共出三期 

 

（七）經典研讀 

編號 名稱 時間 內容 備註 

1 「暴力與和平」
研讀會 

97 年 10 月
至 98 年 6
月 

本研讀會以 Emmanuel 
Levinas 和 Hannah 
Arendt 為主軸，透過研讀相
關著作，討論其思想在暴力
問題與和平問題上的意涵，
並將其源頭追溯至宗教聖典
與當代宗教的處境，以作為
討論政教關係與宗教衝突的
理論思考 

由鄧元尉博
士規劃、導
讀。 

2 「宗教對話理
論」研讀會 

98 年 7 月
至 98 年 12
月 

本研讀會以 Paul Knitter、
Raimon Panikkar 為主
軸，透過研讀相關著作，討
論宗教對話模式，跨宗教對
話的意義與方法，並從東方
宗教對話的經驗，修正或補
充宗教對話的理論架構。 

由林朝成、
呂凱文、莊
雅棠規劃、
導讀 

3 「宗教經驗的多
元探索」研讀會 

97 年 10 月
至 99 年 6
月 

本研讀以南傳禪修經典、正
念療癒與冥契主義經典為主
軸，透過研讀相關著作，探
所宗教經驗的多元詮釋以及
宗教與心理學的對話 

由林朝成、
越建東、蔡
昌雄、黃創
華等導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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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自評方式與指標 

自評方式由教學研究團隊核心成員共同評鑑，並邀「跨國女性研究」計畫主持人劉

開玲、游素玲兩位教授、政治大學宗教系蔡彥仁教授針對自評報告。於暑假上課期間訪

視座談，並對自評報告提出回應與改進意見。 

自評指標如下： 

1. 教學反應調查所反映的教學成效。 

2. 教材的創發與教科書（或模組單元）的寫作。 

3. 網站的製作、教學活動公開上網執行情形、網站的點閱率與有效運用。 

4. 相關學術活動的執行情形。 

5. 研究社群的推動與跨領域、跨校整合的執行情形。 

6. 研究團隊指導博碩士相關論文的論文數。 

7. 研究團隊發表期刊論文或專書的質與量。 

8. 研討會專書的編印出版。 

9. 電子報、研究通訊的發行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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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員資料表 

（一）核心成員名單（請依實際狀況，自行增刪格數） 

編號 姓名 職稱 所屬單位 備註 

 
林朝成 教授 

成功大學 

中文系 

主持人 

 

呂凱文 副教授 
南華大學 

宗教所 

共同主持人 

成大佛學研
究中心外聘
副研究員 

 
王崇堯 副教授 

長榮大學 

哲學與宗教系 

共同主持人 

成大兼任副
教授 

 
賴俊雄 教授 

成功大學 

外文系 

 

 
王翠玲 副教授 

成功大學 

中文系 

 

 

莊雅棠 助理教授 
長榮大學 

哲學與宗教系 

97年8月將兼
任長榮大學
基督教研修
學院主任 

成大兼任助
理教授 

 

林煌洲 副教授 
真理大學 

宗教系 

97年8月將轉
任長榮大學
哲學與宗教
系 

 
黃國清 助理教授 

南華大學 

宗教所 

成大佛學研
究中心外聘
助理研究員 

 
蔡昌雄 助理教授 

南華大學 

生死所 

 

 
越建東 助理教授 

中山大學 

通識研究中心 

成大佛學研
究中心外聘
助理研究員 

 
蔡源林 副教授 

政治大學 

宗教所 

 

 蔡彥仁 教授 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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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所 

 
黃柏祺 助理教授 

政治大學 

宗教所 

 

 
林文欽 教授 

高雄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李玉珍 副教授 

清華大學 

中文系 

 

 
陳美華 博士後研究員 

中研院 

文哲所 

 

 
王惠雯 副教授 

華梵大學 

人文教育中心 

 

 
游祥洲 副教授 

佛光大學 

宗教所 

 

 
黃創華 助理教授 

嘉南藥理大學 

幼教系 

臨床心理師 

 
黃懷秋 教授 

輔仁大學 

宗教系 

 

 
鄧元尉 助理教授 

中原大學 

宗教所 

 

 
楊順從 助理教授 台南大學神學院

教授 

 

 
謝世維 助理教授 政大宗教研究所 

 

 
王晴薇 助理教授 

雲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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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持人資料表 

中文姓名 林朝成 英文姓名 Lin chao-cheng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國立台灣大學 台灣 哲學所 博士 79/09-81/06

國立台灣大學 台灣 哲學所 碩士 70/09-74/06

國立成功大學 台灣 中文系 學士 65/09-70/06

現職及與翻譯專長相關之經歷（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 職稱 起迄年月 

國立成功大學 中文系 教授 1992.8~ 

國立成功大學 佛學研究中心 主任 2008.1~2008.12 

國立成功大學 宗教文化研究室 學刊編輯 2007.1~2007.12 

國立成功大學 藝術中心 
藝術教育組組

長 
2006.8~2008.7 

國立成功大學 中文系 
《佛教與生態》

譯者（與黃國清

和譯） 
2007.1~2008.6 

主要著作（五年內已出版著作） 

（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 

（一）期刊論文 

     1. 林朝成，2004.01，〈型塑健康城市的公共政策〉，《健康城市學刊》第

1期，國立成功大學健康城市研究中心發行。 

2.林朝成，2005.12，〈佛教走向士地倫理：「人間淨土」的省思〉，《成

大宗教與文化學報》第 05 期，P59-90。 

3. 楊純蓉、林朝成，2006.07，〈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健康城市案例分

析〉，《健康城市學刊》第 4期，PP60-74。 

4. 林朝成，2006.12，〈知識修辭與實踐關懷─評史拜羅《佛教與社會》〉

《佛教圖書館館刊》第 44 期。 

5. 林朝成、盧其薇，2007.06，〈清代台灣「分類械鬥」思想探源：以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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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外服務 

校外服務單位 職務 任職期限 

玄奘佛學研究 編輯委員 2005.08.01-2008.07.31 

世界宗教學刊 編輯委員 2005.08.01-2008.07.31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理事 2005.08.01-2008.07.31 

健康城市聯盟 常務監事 2007.10.01-2008.07.31 

台南市 21 世紀都市發

展協會 

理事長 2005.08.01-2007.12.31 

台南市社區營造協會 委員 2005.08.01-2007.12.31 

台南市終身教育委員

會 

委員 2005.08.01-2007.12.31 

 

 

 

 

 

 

 

 

 

 

 

 

 

 

 

 

 

 79



（二） 研究人員資料表（一人一表為限） 

1. 賴俊雄 

中文姓名 賴俊雄 英文姓名 Lai, Chung-Hsiung 

授課科目/ 

研究專長 

1. 文學理論專題：列維納斯 

2. 文學理論專題：傅柯：知識考古學、權力系譜學及自我的技術

3. 文學理論與詮釋 

4. 文學批評 

5. （反）全球化研究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諾丁漢大學 英國 批判理論及英國文學 博士 85 年 12 月~88 年 12 月 

諾丁漢大學 英國 批判理論 碩士 84 年 10 月~85 年 10 月 

國立成功大學 台灣 外國語文學系 學士 81 年 9 月~84 年 7 月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外文所碩博 文學理論專題：列維納斯 教授 96 學年下學期 

外文系四 文學理論與詮釋（二） 教授 96 學年下學期 

外文所碩(專)一 文學批評 教授 96 學年上學期 

外文系四 文學理論與詮釋（一） 教授 96 學年上學期 

外文所碩博 文學理論專題：列維納斯 副教授 95 學年下學期 

外文系四 文學理論與詮釋（二） 副教授 95 學年下學期 

外文所碩(專)一 文學批評 副教授 95 學年上學期 

外文系四 文學理論與詮釋（一） 副教授 95 學年上學期 

外文所碩一二 文學理論專題：傅柯 副教授 94 學年下學期 

 80



臺研所博一 學術英文（二） 副教授 93 學年下學期 

得過之獎項 

外文系 教學特優教師 (2007) 

文學院 教學特優教師 (2007) 

成功大學 教學傑出教師 (2007) 

文學院 獎勵研究及產學合作優良教師及研究人員補助獎 （A 級）（2007） 

文學院 研究成果獎勵 （第一級）（2005） 

國科會 研究甲等獎勵（2000） 

 

1. 期刊論文（Journal Papers）: 

 

2007.  〈回歸倫理：論列維納斯的倫理政治〉。《中外文學》36.4（12 月）：11-38。 

 

2007.  “Altered Narrative: A Narratee-oriented Narrative in Midnight’s Childre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Thought 25.2 (Winter): 57-79. 

 

2007.  “‘The Time is Out of Joint’: A Derridean Reading of Virginia Woolf’s Mrs. 

Dalloway” EurAmerica 37.2 (June): 227-54. (co-author with Fay Chen) 

 

2007.  “The Face of the Past: Memory and Forgetting in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Fiction and Drama 17 (March): 1-20. 

 

2007.  〈暴力經濟學：倫理、法律與正義〉。《文山評論》第六期 （三月號）：1-32。

 

2007.  〈論傅柯的《規訓與懲罰》〉《文化研究@嶺南》第三期 (一月份). 

http://www.ln.edu.hk/mcsln/3rd_issue/ 

 

2006.  〈友誼政治與父權治理〉。《當代中國哲學學報》1.4（六月號）: 33-54。 

 

2006.  “Limits and Beyond: Greenblatt, New Historicism and a Feminist Genealogy.” 

Intergrams: Studies i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7.1: 1-29. 

 

2005.  “Re-writing the Subject: The Thrownness of Being in the Multicultural Condition.”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30. 3-4: 495-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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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德希達的幽靈哲學與政治〉。《當代中國哲學學報》1.2 （十二月號）：47-90。

 

2005.  “Will to Power: A Nietzschean Reading of a Clash of Two Religious 

Civilizations.” Journal of Cheng-Da Religion and Culture 5.1 (December). 

 

2005.  “On Narrative: Story, History and Truth.”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Thought 19.2 

(Summer): 25-42. 

 

2005.  〈上帝的禮物：再探「禮物與交換經濟」〉。《中外文學》33.9（貳月號）: 11-41。

 

2005.  “Transgressive Flows: Theorizing a Hauntology of Anti-Globalization.” 

Concentric: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31.1 (January): 123-46.  

 

2004.  “Nietzsche’s Forgotten Umbrella: Memory, Life and History.” EurAmerica 34.2

（June）: 203-30.  

 

2004.  “A Shadow-behind or a Light-ahead: Redeeming the Past of Race and Ethnicity in 

America?” American Studies 45.2 (Spring): 136-7.  

 

2004.  〈「幽靈」與「朋友」：論解構主義的政治轉向〉。《中外文學》32.8（元月

號）: 77-112。 

 

2004.  “A Prosaics of Postcolonial Multiculturalism in The Moor’s Last Sigh” Fiction and 

Drama 15: 114-125. 

 

2003.  “On Violence, Justice and Deconstruction.” Concentric: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29.1: 23-46. 

 

2002.   “Encountering the Cultural Aporia: Multiculturalism as a Global/ Local Cultural 

Nexu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Thought 16.2: 63-84. 

 

2002.   “(Un)Packing the Past: Problems of the Sansei’s Hybrid Identity in Obasan.” 

Fiction and Drama 14: 115-134. 

 

2. 會議論文（Conference Papers）: 

  

2007.12  〈存有與責任：論海德格本體論中的倫理爭議〉。「再思生命哲學與文學」。

台南市哲學學會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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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  〈傳統與才華：艾略特的創意觀〉。「文學藝術與創意研發學術研討會」。成

功大學文學院。 

 

2007.10.  〈日常語言哲學：論《湖濱散記》的生命書寫〉。「生命書寫研討會」。中

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2007. 06.  “(Im)Patient Messianism: Marx, Levinas and Derrida.” The Secon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North American Levinas Society. Indianapolis: Purdue 

University. 

 

2006. 09.  〈論典範的不可共量性：孔恩與卡維爾〉。「文藝典範與創意研發學術研討

會」。成功大學文學院。 

 

2006. 09.  “On Violence: Derrida, Levinas and Benjamin.” Hangzho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vinas.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The Forum for 

European Philosophy and The Levinas Ethical Legacy Foundation. 

 

2006. 03.  〈友誼政治與父權治理〉。「禪．藝術．管理與現代中國研討會」。南華

大學世界禪學研究中心。 

 

2005. 12.  “Narrative as a Mode of Counter Theory in Story, Theory, and Truth.”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Forum on Contemporary Theory. India: 

Louisiana University and Mangalore University. 

 

2005. 09.  〈論德希達的救世主主義〉。「兩岸哲學與宗教文化研討會」。南京大學

哲學系。 

 

2004. 12.  “Post-Magical Realism as Critical History in Toni Morrison’s Beloved.” 

Conference on Toni Morrison. Taipei: Academia Sinica. 

 

2004. 08.  “The Economy of Postmodern Diaspora.” The 2004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2004. 06.  “On the Spectrality of Anti-Globalization.”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rossroads 

in Cultural Studies Conference. Illinois: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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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03.  〈反全球化運動：跨國抗爭幽靈的時間、空間與語言〉。「建構批判性的

跨（國）文化流動研究學術研討會」。交通大學通識中心。 

  

2003. 12.  “The Face of the Past: Memory and Forgetting in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Negotiating the Past: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 American and 

Asian British Literatures. Taipei: Academia Sinica. 

 

2003. 11.  “Deconstructing Derrida: Violence, Justice and Deconstruction.” SCMLA 60th 

Annual Convention. Hot Springs: South Central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2003. 10.  “The Politic of Schizoanalysis: A Postcolonial Nomadism in The Satanic 

Verses.” The 13th Annual Central New York Conference 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3. 03.  “Altered Narrative: A Narratee-Oriented Narrative and Midnight Children.” 

Conference 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aina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2002. 12.  “Encountering the Cultural Aporia: Multiculturalism as a Global/Local 

Cultural Nexus.” 5th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um on Contemporary 
Theory. India: Maharaja Sayajirao University of Shillong, India (co-hosted by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U.S.A.). 

 
2002. 04.  “Diasporic Desire: Deterritorializing Identity in Gish Jen’s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ACLA 2002 Annual Conference. Puerto Rico: Americ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co-hosted by the University of Puerto 
Rico). 

 
2001. 12.  “Women in Fear: A Feminist Dystopia in The Handmaid’s Tale.” Seminar 

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aina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2001. 11.  “Beyond Boundaries: Breaking Through Postcolonial Cultural Identiti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forming Cultures/Shifting Boundaries. 
Australia: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2001. 05.  “Re-writing the Subject: The Thrownness of Being in the Multicultural 

Condi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ubjectivity/Cultural Identit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Taipei: Shih-Shin University (co-hosted by University of 
Alberta, Canada).  

 
1999. 05.  “The Hauntology of Histories in Salman Rushdie’s Midnight’s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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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figuring History: Between the Psyche and the 
Polis. U.K.: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1999. 02.  “Greenblatt, New Historicism and Beyond.” MBBAS Conference. U.K.: 

University of Warwick. 
 

3. 書籍（Books）: 

 

2008. 03.  《傅柯與文學》。賴俊雄主編。台北：書林。 

 

2007. 04.  Deconstructing Boundaries: Critical Essays on Contemporary Theory. Taipei: 

Bookman. 

 

2007. 04.  Re-Writing Women: Multi-Ethnic Others in Contemporary Novels. Tainan: 

Kung Hsueh Press. 

 

2005. 05.  《晚期解構主義》。台北市：揚智。 

 

4. 書籍論文（Book Articles）: 

 

2008. 02. 〈全球化下的生存美學：傅柯的權力網絡與自我技術〉。《傅柯與文學》。台

北：書林。1-34。 

 

2007. 12.  〈論典範的不可共量性：孔恩與卡維爾〉。《文藝典範與創意》。台北市：

里仁書局。1-34。 

 

2007. 07.  “On Violence: Derrida, Levinas and Benjamin.” Re-visiting Levinas. Ed. Yang, 

Da-chun. Hangzhou: Zhe-Jiang UP. 

 

2006. 12.  “Women in Fear: A Feminist Dystopia in The Handmaid’s Tale.” Gender and 

Representation. Taipei: Bookman. 85-107. 

 

2003. 12.  “Encountering the Cultural Aporia: Multiculturalism as a Global/Local Cultural 

Nexus.” Constructing Identities: Global and Local. Ed. Prafulla C. Kar, 

Kailash C. Baral and Sura P. Rath. Delhi: Pencraft International. 

 

5. 其他著作（Other Publication）: 

 

2007. 12.  理察．柯恩。賴俊雄訪談記錄。〈為列維納斯答辨：理察．柯恩訪談〉。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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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雯譯。《中外文學》36.4：267-306。  

 

2007. 12.  賽蒙．奎奇立。賴俊雄訪談記錄。〈再思列維納斯：賽蒙．奎奇立訪談〉。

劉玉雯與劉秋眉譯。《中外文學》36.4：307-16。 

 

2007. 12.  Emmanuel Levinas 著。〈形上學與超越〉。汪素芳譯。賴俊雄校譯。《中

外文學》36.4（十二月號）：39-63。 

 

2007. 12.  Emmanuel Levinas 著。〈是其之所是（essence）與無是／無私〉。伍曉明

譯。賴俊雄校譯。《中外文學》36.4（十二月號）：65-114。 

 

2007. 12.  Jill Robbins 著。〈美學整體與倫理無限〉。楊姝鈺譯。賴俊雄校譯。《中

外文學》36.4（十二月號）：115-36。 

 

2007. 11.  〈視野與期待：二十一世紀大學教師的教學定位〉。《成大校刊》223：

21-32。 

 

2006. 09-10.  〈父子單車環島日記〉，中華日報（週一校園廣角鏡專欄）共連載七週

（九月四日至十月十六日），台南市：中華報出版。 

 

2006. 07.  〈洞見另類真理：在柏拉圖的洞穴裡閱讀後現代小說〉，中國時報（七月三

十日時報科學與人文專欄），台北市：時報出版。 

 

2006. 02  〈全球化、生命經驗與英語學習〉。《成功大學校刊》第 206 期：台南市：

成功大學。 

 

2005. 03.  〈英語快易通：Update 最新英語學習模式〉。《職涯快遞》。台北市：行

政院青輔會。（成功大學校刊第 205 期轉載）。 

 

2004. 04.  〈蟲蟲危（轉）機：文學世界的新海圖〉。《英倫蛀書蟲》。台北市：生

智。（臺灣時報副刊五月十三號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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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翠玲 

中文姓名 王翠玲 英文姓名 Tsui-ling WANG 

授課科目／ 

研究專長 

1. 大一國文  2. 中國佛學概論  3.佛教與文學  4、漢學日文 

1、中國禪宗、2、中世佛教  3、中國佛教文化  4、永明延壽專題

研究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東京大學 日本 人文社會系研
究科 

博士 自 1996/04 至 2000/06

東京大學 日本 人文社會系研
究科 

碩士 自 1994/04 至 1996/03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主要學術著作或研究獎項 
-92 年度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93 年度成功大學新進教師專題研究計畫 

-94 年度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95 年度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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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 

(1)Refereed Paper，指在有專家審查的學術期刊已發表或已被接受之著作 

1、王翠玲［2007、12］〈華嚴感通賦初探〉，《成大中文學報》第 19 期（出版中）。 

2、釋智學［2007、12］〈永明延壽著作綜論〉，《正觀雜誌》第 43 期，頁 119~174。 

3、［2007、03］〈中國疑偽佛典研究（一）－－永明延壽與疑偽佛典－－〉、《正觀雜

誌》第 40 期、頁 5~109、南投縣：正觀雜誌社。（NSC95-2411-H-006-010--） 

4、、［2006、12］〈石壁傳奧－－高僧補敘之一〉、《正觀雜誌》第 39 期、頁 85~143、

南投縣：正觀雜誌社。 

5、［2006、06］〈中國佛教的齋講〉、《成大中文學報》第 14 期、頁 63~104、台南：成

功大學中文系。（NSC94-2411-H-006-009--） 

6、［2005、12］〈中國佛教の齋－－齋講をめぐって－－〉、《印度學佛教學研究》54-1、

頁 504~498、東京：日本印度學佛教學會。（NSC94-2411-H-006-009--） 

＊本論文另獲收錄於日本當年度的《中國關係論說資料》第 48 號。 

7、［2004、12］〈《宗鏡錄》に保存された廬山慧遠の著作〉，《印度学仏教学研究》53-1、

頁 310~315、東京：日本印度學佛教學會。（NSC92-2411-H-006-026-） 

  ＊本論文另獲收錄於日本當年度的《中國關係論說資料》第 47 號。 

8、［2004、11］〈延壽《宗鏡錄》中的慧遠及其著作－－以輯佚與教理為探討中心－－〉、

《第五屆魏晉南北朝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台北：里仁。

（NSC92-2411-H-006-026-） 

9、［2003、12］〈《宗鏡録》と輯佚〉、《印度学仏教学研究》52-1、頁 281~286、東京：

日本印度學佛教學會。（NSC92-2411-H-006-026-） 

＊本論文另獲收錄於日本當年度的《中國關係論說資料》第 46 號。 

10、［2003、11］〈《宗鏡録》與輯佚──以典籍之校補、補闕為中心──〉、《成大中文

學報》第 11 期、頁 147～166、台南：成功大學中文系。（NSC92-2411-H-006-026-） 

11、［2003、07］〈永明延寿と呉越佛教〉、《冉雲華先生八秩華誕寿慶論文集》、頁 563~603、

台北：法光。 

12、［2003、03］〈敦煌残巻《観音証験賦》について〉、《印度学仏教学研究》51-1、

頁 329~333、東京：日本印度學佛教學會。 

13、［2002、11］〈永明延寿の三教観〉、《木村清孝博士還暦記念論文集》、頁 191~204、

東京：春秋社。 

14、［2002、10］〈敦煌殘卷《觀音證驗賦》與永明延壽〉、《成大中文學報》10、頁 169~184、

台南：成功大學中文系。 

15、［2001］〈永明延壽傳記研究〉、《法光學壇》5、頁 58~82、台北：法光。 

16、［2001、03］〈永明延寿の戒律観〉、《印度学仏教学研究》49-2、頁 865~862、東京：

日本印度學佛教學會。 

17、［1999、12］〈《宗鏡録》の成立〉、《印度学仏教学研究》48-1、頁 355~358、東京：

日本印度學佛教學會。 

18、［1998、12］〈永明延寿の禅宗観について〉、《印度学仏教学研究》47-1、頁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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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東京：日本印度學佛教學會。 

19、［1998、03］〈永明延寿の懺悔観について〉、《印度学仏教学研究》46-2、頁 866~868、

東京：日本印度學佛教學會。 

＊本論文另獲收錄於日本當年度的《中國關係論說資料》第 40 號。 

20、［1996、12］〈永明延寿の伝記について〉、《インド哲学仏教学研究》4、頁 67~80、

東京：東京大學。 

 

(2)Conference Paper，指在學術會議發表之論文 

1、［1997、05］〈永明延寿と呉越仏教 “Yung-ming Yen-shou＂（904～975）〉、《第 42

回国際東方学者会議》p.9、東京：東方學會。 

2、［2004、03］〈廬山慧遠與延壽《宗鏡録》〉、「第五屆魏晋南北朝文学與思想学術研

討会」、頁 415~440，台南：成功大學中文系。 

 

(3)Other Publication，包括專書、Technical Report、Patent 等 

 1、王翠玲［1995、12］《《宗鏡録》の基礎的研究》、日本東京大學碩士論文。 

 2、王翠玲［2000、03］《永明延寿の研究－－《宗鏡録》を中心として》、日本東京大

學博士論文。 

  3、王翠玲［2007、05］《永明延壽與中國佛教》、台南縣永康市：妙心出版社。 

 

(4)碩士、博士論文改寫成論文或出版情形 

1、［2001］〈永明延壽傳記研究〉、《法光學壇》5、頁 58~82、台北：法光。 

2、［2002、11］〈永明延寿の三教観〉、《木村清孝博士還暦記念論文集》、頁 191~204、

東京：春秋社。 

3、［2003、07］〈永明延寿と呉越佛教〉、《冉雲華先生八秩華誕寿慶論文集》、頁 563~603、

台北：法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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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崇堯 

中文姓名 王崇堯 英文姓名 Chong-guiau Wong 

授課科目/ 

研究專長 

1. 宗教與西洋文化(Religion and Western Culture) 

2. 基督宗教思想史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Boston U. 美國 
基督宗教思想

史、社會倫理 

Doctor of 

Theology 
1985-1992 

Pacific School 

of Religion 
美國 

基督宗教思想

史 
Certificate 1983-1985 

台南神學院 台灣 神學 道學碩士 1974-1980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成功大學歷史所 宗教與西洋文化 副教授 97 年 2 月至 6月 

長榮大學 宗教史 副教授 96 年 9 月至 1月 

台南神學院 基督宗教概論 教授 95 年 9 月至 1月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 

1. 專書 

當代問題與基督教思想(共同編譯者，永望，1992) 

解放神學與馬克思主義(永望，1992) 

美國宗教哲學家：雷茵霍‧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永望，1993) 

論思集(永望，1994) 

神學家的世界(永望，1995) 

黑人力量與黑人神學(永望，1995) 

民眾的神學(台南神學院，1999) 

   台灣本土情境中的聖餐（復文，2006） 

 90



台灣鄉土神學（復文，2007） 

2.期刊 

當代雜誌 

解放神學家的世界：談古提雷茲(1992 年 8 月) 

美國當代思想之父：談雷茵霍‧尼布爾(1992 年 12 月) 

黑人神學家的世界：談詹姆士‧孔恩(1993 年 11 月) 

解放神學與馬克思主義(1995 年 5 月) 

文化神學家：保羅.田立克(Paul Till＜ich)(2002 年 2 月) 

基督宗教與同性戀議題，(當代雜誌 205 期，2004 年 9 月 1 日) 

當代神學家理查、尼布爾思想，(當代雜誌 213 期，2005 年 5 月 1 日) 

一九七Ｏ年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本土神學發展，(當代雜誌 218 期 2005 年 10 月 1 日)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三十周年回顧（236 期 2007 年 7 月 1 日） 

從「人權宣言」到「鄉土神學」（236期2007年7月1日） 

 

神學與教會 

聖戰理論：一個歷史探討(21 卷 2 期,1996,6 月,頁 240-251) 

在亞洲情境中告白基督(Kyaw Than 著，王崇堯譯，22 卷 1 期,1996,12 月,頁 1-10) 

基督徒與國家的探討(23 卷 1 期,1991,12 月,頁 104-115) 

台灣解放神學的建構(一)(23 卷 2 期,1998,12 月,頁 162-181) 

尼布爾《基督與文化》類型之探討(24 卷 1 期,1998,12 月,頁 1-11) 

談謝根道(John Luis Segundo)的釋義學循環(24 卷 2 期,1998,5 月,頁 226-241) 

世紀末〝末日情結〞類型的神學思考(25 卷 2 期,2000,6 月,頁 305-317) 

「上帝國」意涵的類型探討(26 卷 1 期,2001,1 月) 

經濟公義的神學思考(26 卷 2 期,2001,6 月) 

探討田立克神學中的「魔性」概念（神學與教會二八卷一期 2003 年 1 月） 

台灣處境化神學的發展（神學與教會二八卷二期 2003 年 6 月） 

省思「二二八」的幾個神學向度（神學與教會三十二卷一期 2007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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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莊雅棠 

中文姓名 莊雅棠 英文姓名 Yatang Chuang 

授課科目/ 

研究專長 

1. 詮釋學/基督教思想家/宗教哲學/基督教倫理學/聖經的智慧/哲
學與宗教/ 

2. 基督教思想/詮釋學/宗教哲學/台灣本土神學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東海大學 台灣 哲學 哲學博士 
1986 年 9 月至 

1992 年 5 月 

Princeton 神

學院 
美國 神學 神學碩士 

1995 年 9 月至 

1996 年 5 月 

台南神學院 台灣 神學 道學碩士 
1986 年 9 月至

1990 年 5 月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台南神學院神學系 基督教思想家 助理教授 96 年 2 月至 6月 

成功大學通識中心 哲學與宗教 助理教授 96 年 2 月至 6月 

長榮大學哲學與宗教

系 
聖經的智慧 助理教授 96 年 2 月至 6月 

台南神學院神學系 哲學的神學 助理教授 
94 年 9 月至 

95 月 1 月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92



（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 
(一)學位論文 

莊雅棠，1992， 《「將來」的優先性，海德格與莫特曼的時間觀與歷史觀之比較研

究》(東海大學哲學博士論文)。 

(二)期刊論文 

[1] Ya-Tang Chuang，2007a, Gospel and Culture in The Theology of C.S.Song, The 

Journal of Theological and Cultures in Asia (JPCA ), The Progamme for Theology 

and Cultures in Asia, Jorhat, India, Vol. 6, pp.1~16..  

[2] Ya-Tang Chuang，2007b, Practicing Contetul Thology in Contemporay Taiwan: An 

Enquiry into the Theological Method of Seleted Contextual Theologians of Taiwan, 

The Journal of Theological and Cultures in Asia (JPCA ), The Progamme for 

Theology and Cultures in Asia, Jorhat, India, Vol. 6, pp.131~157.  

[3] Ya-Tang Chuang, 2004, Eschatological Future and Aeon in Moltmann’s Theology, in 

Juergen Moltmann/Thomas Tseng Hrsg. Sino-Theologie und Das Denken Juergen 

Moltmanns, Peter Lang, Europaei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ten, pp, 99~124. 

[4] 莊雅棠，2003，莫特曼神學思想中的時間與永恆, 台灣人文生態研究第五卷第

一期，頁 1-22。 

[5] 莊雅棠，2002a，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人民詮釋學， 陳文珊譯，道雜誌，N0.6，

頁 57-65。  

[6] 莊雅棠，2001a，負責任的自我----理察˙尼布爾的基督教倫理學評析，成大宗教

與文化學報第一期，頁 215-250。 

[7] 莊雅棠，2001b， Imaginary Time in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A Theological 

Reflection on Hawking’s No-boundary Proposal, 台灣人文生態研究第三卷第一

期，頁 1-18。 

[8] 莊雅棠，2001c，實況化神學的意義及其超越──台灣本土神學方法論的反思，

道雜誌，N0.2，頁 30-39。 

[9] 莊雅棠，2000，Creation and Non-boundary State: The Place of the Creator in 

Hawking's Quantum Cosmology, 台灣人文生態研究第一卷第二期，頁 20-32.  

[10] 莊雅棠，1999 ，Ideology Critique as A Methodology of Biblcal Hermeneutics, 台

灣人文生態研究第一卷第二期，頁 1-28. 

[11] 莊雅棠，1998a，從馬太和馬可看福音與文化的關聯，道第二卷第三期，頁 53-60。

[12] 莊雅棠，1998b，台灣鄉土神學的開拓者：王憲治牧師，新使者第四十三期，頁

21-25。 

[13] 莊雅棠，1997a，易受傷害的上帝，道第二卷第五期，頁 31-33。 

[14] 莊雅棠，1997b，伊甸園中的悲劇，道第二卷第一期，頁 25-33。 

[15] 莊雅棠，1997c，新約的文化處境，道第二卷第一期，頁 51-64。 

[16] 莊雅棠，1997d，巴別塔的故事神學，道第二卷第二期，頁 25-32。 

[17] 莊雅棠，1996，不容忽視的微小，道第一卷第二期，頁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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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莊雅棠，1995a，‘A Response to Wang Hsien-Chih's "The Protrayal of The Human 

One (Son of Man) of John’, CTC Bulletin20, pp.14-17.  

[19] 莊雅棠，1995b，詮釋學淺談，新使者第二十七期，頁 57-62。 

[20] 莊雅棠，1993a ，慈濟之愛的社會實踐，新使者第十五期，頁 19-22。 

[21] 莊雅棠，1993b，敬拜的神學意義，新使者第十七期，頁 17:5-8。 

[22] 莊雅棠，1987，存有論解釋學與批判解釋學之比較，鵝湖月刊第一三九期，頁

11-20。 

[23] 莊雅棠，1986，王陽明「知行合一」之行的意義，中國文化月刊第一０一期，

頁 70-80。 

 

(三)學術會議論文 

[1] Ya-Tang Chuang，2002，The Sharing Paper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for Environmental Concerns, CCA-NCCJ Environmental Training, 23-28 

September 2002, Tokyo, Japan.  

[2] 莊雅棠，2001a，從耶穌的死與復活沈思生死價值，第二屆「現代思潮學術研討

會」：生死與價值，2001 年 6 月 14-15 日，靜宜大學。 

[3] 莊雅棠，2001b，基督宗教在中部台灣早期的發展與本土化過程—        

以巴宰族集體信教為例，「中部地區自然與人文互動系列議題」研       討

會，2001 年 10 月 27-28 日，靜宜大學。 

[4] 莊雅棠，2000，負責任的自我----理察˙尼布爾的基督教倫理學評析，「倫理思想

與道德關懷」學術研討會，2000 年 5 月 6~7 日，淡江大學。 

[5] Ya-Tang Chuang，1996，Toward an Econom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Theological Reflection on the Counter-Movement of Machia Dam, PTCA     

Consultation: Doing Theology with Asian Resource, 12-18 June, 1996, Kuala     

Lumpur, Malaysia. 

[6] Ya-Tang Chuang，1995，A Response to Dr. Song's “Christian Mission       In 

the World of Religions and Cultures”, in N.C.C.C.U.S.A & N.C.C.T        

Mission Consultation: Mission in Taiwan--Reflection and Envisioning,      

Oct.31-Nov.2, 1995, Taipei, Taiwan. 

(四)專書 

[1] 莊雅棠，2008，書之中書－－聖經的價值與影響，圓神，台北。 

[2] 莊雅棠，1995, 意識形態批判與聖經詮釋學，信福出版社，嘉義。 

 

(五)翻譯著作 

 [1] 柯布列斯頓著，莊雅棠譯，《西洋哲學史(二)－－從奧古斯丁到斯考特》 

      (台北：黎明)，1988。 [原著－F. Copleston,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From St. Augustine to Scotus] 

[2] 宋泉盛著，莊雅棠譯，《第三眼神學》 (嘉義:信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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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Song, Third Eye Theology (Maryknoll:Orbis),1979] 

[3] 宋泉盛著，莊雅棠譯《故事神學》(嘉義:信福)，1990。 

       [C.S.Song, Tell Us Our Names (Maryknoll: Orbis),1984] 

[4] 宋泉盛著，莊雅棠譯，《耶穌，被釘十字架的人民》 (嘉義:信福)，1992。 

       [ C.S.Song, Jesus, the Crucified People (N.Y.:Crossroad), 1990]  

[5] 宋泉盛著，莊雅棠譯 《耶穌的上帝國》 (嘉義：信福)，1998。 

[C. S. Song,  Jesus and the Reign of God, (Minneapolis：Fortress Press,

1993) 

[6] 宋泉盛著，莊雅棠譯 《耶穌的上帝國》 (嘉義：信福)，2003。 

[C. S. Song,  Jesus in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Minneapolis：Fortress 

Press, 1993) 

 

(六) 編著 

[1] 宋泉盛著，莊雅棠編譯，1996，《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嘉義：信福出版社) 

[2]王憲治著，莊雅棠編譯，1996，《基督心，台灣情》(嘉義：信福出版社)  

[3]莊雅棠主編，台灣神學文化研究雜誌《道》雙月刊第 1~12 期。(1997~1998) 

[4]莊雅棠、劉清虔編著，1998，《新而獨立》(台南：人光) 

[5]陳南州、莊雅棠編譯，1998，《在亞洲處境中的宣教》(台南：台灣教會公報社)

[6]陳南州、莊雅棠編譯，1998，《台灣人讀創世記(一)：創世記一 ~十一章的詮釋與

信息》(台南：台灣教會公報社)  

  

(七) 榮譽 

1.1992 年榮獲東海大學斐陶斐榮譽會員。 

2.1997 年榮獲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 The W. Jim Neidhart Prize in Theology and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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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林煌洲 

中文姓名 林煌洲 英文姓名 Lin,Huang-Chou 

授課科目/ 

研究專長 

1.「印度宗教文化」、「印度教專題」、「印度教與大乘佛教比較研

究」 

2.「印度文化史」、「現代印度文化」 

3.印度教宗教與哲學思想、印度教與佛教比較研究、印度文化史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University  of 
Pune, Pune,  

India 
The Dept. of 
Philosophy 

Ph.D. 
86 年 10 月至 
89 年 8 月 

中國文化大學 台灣 
印度文化研究

所 
文學碩士 

73 年 9 月至 
76 年  1 月 

東吳大學 台灣 
東方語文系(日
語系) 

文學學士 
65 年 9 月至

69  年  6 月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真理大學宗教研究

所 

印度教與大乘佛教

比較研究 
助理教授 93 年 2 月至 6月 

真理大學宗教系 印度文化史 助理教授 93 年 2 月至 6月 

真理大學宗教研究

所 
印度教專題 助理教授 

92 年 9 月至 93 年 2

月 

真理大學宗教系 印度宗教文化 助理教授 90 年 2 月至 6月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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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 

(一)學位論文 

1.哲學博士論文(Ph.D.Dissertation 英文)。Lin, Huang-Chou（林煌洲）。October 1999。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Comparative and Critical Studies in the Principal 

Upanisads and Early Buddhism（《人與世界之關係---古奧義書與初期佛學之比較及批判》。

290 pages。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Pune, Pune, India. Supervisor: Prof. M. P. 

Marathe. 

2.文學碩士論文(M. A. Thesis 中文)。林煌洲。民國 76 年 1 月。《奧義書輪迴思想研究》。221

頁。中國文化大學印度文化研究所。指導教授：李志夫教授。 

 

 (二)期刊論文 

1. 林煌洲。民國 2003 年 12 月。〈佛教在印度的興衰---印度佛教發展簡史〉。人生，244

期。 

2. 林煌洲。民國 91 年 11 月 28 日。〈真理不在於知識學問〉。中央日報，中央副刊Ⅱ，第

15 版。 

3. 林煌洲。民國 91 年 10 月 24 日。〈倫理或責任?〉。中央日報，中央副刊Ⅱ，第 15 版。 

4. 林煌洲。民國 91 年 8 月 22 日。〈再生輪迴〉。中央日報，中央副刊Ⅱ，第 15 版。 

5. 林煌洲。民國 91 年 7 月 25 日。〈淨土在西方?〉。中央日報，中央副刊Ⅱ，第 15 版。 

6. 林煌洲。民國 91 年 6 月。〈近現代印度佛教發展及現況〉。法光，156 期，第 2、3 版。 

7. 林煌洲。民國 91 年 5 月 30 日。〈葷食或素食〉。中央日報，中央副刊Ⅱ，第 15 版。 

8. 林煌洲。民國 91 年 4 月 25 日。〈中國佛教與印度佛教的異同〉。中央日報，中央副刊

Ⅱ，第 15 版。 

9. 林煌洲。民國 91 年 4 月 4 日。〈佛教對中華文化的影響〉。中央日報，中央副刊Ⅱ，第

19 版。 

10. 林煌洲。民國 91 年 3 月 28 日。〈從印度文化探討印度佛教的興衰及其與印度教的關係

（下）〉（僧伽大學〈印度佛教史專題講座〉91,1,22）。法鼓山僧伽大學佛學院通訊。第

6 期。頁 6—14。 

11. 林煌洲。民國 91 年 2 月 26 日。〈從印度文化探討印度佛教的興衰及其與印度教的關係

（上）〉（僧伽大學〈印度佛教史專題講座〉91,1,22）。法鼓山僧伽大學佛學院通訊。第

5 期。頁 5—13。 

12. 林煌洲。民國 90 年 9 月。〈古奧義書（UpaniSads）與初期佛學關於理想生活之比較與

評論〉。正觀。第 18 期。頁 79—127。 

13. 林煌洲。民國 90 年 7 月。〈古奧義書（UpaniSads）與初期佛學關於自我沈淪概念之比

較與評論〉。台大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 6 期。頁 1—24。 

14. 林煌洲。民國 90 年 6 月。〈印度河文明（The Indus Civilization）〉。《世界四大文明》(史

物叢刊 29)。國立歷史博物館。頁 130—159。 

15. 林煌洲。民國 90 年 6 月。〈印度教在台概況〉。成大通識教育。第 11 期。第 4 版。 

16. 林煌洲。民國 89 年 7 月。〈古奧義書與初期佛學關於人的自我概念之比較及評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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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林煌洲。民國 89 年 9 月。〈人與世界之關係---古奧義書與初期佛學之比較及批判〉。現

代佛教學會通訊。第 7/8 期合刊。頁 7—15。 

18. 林煌洲。民國 89 年 6 月。〈印度學研究入門〉。成大通識教育。第 9 期。第 4 版。 

19. 林煌洲。民國 81 年 11 月。〈印度學研究基本書目〉。人生月刊。112 期。頁 45—46。 

20. 林煌洲。民國 80 年 9 月。〈中印思想之論爭與融合〉。孔孟月刊。29 卷第 8 期。頁 37—

41。 

21. 林煌洲譯。民國 78 年 3 月。〈梵字之變遷〉（日譯自《梵字悉曇》，田久保周）。吉祥

獅子雜誌。第 2 卷第 7 期。頁 44—47。 

22. 林煌洲譯。民國 78 年 1 月。〈臟器移植與宗教界的對應態度〉。文殊雜誌。34 期。頁

56—57。 

23. 林煌洲譯。民國 75 年 5 月。〈中論思想要義〉。慧炬。263 期。頁 30—32。 

 

(三)學術會議論文 

1. 林煌洲。〈印度崛起的意義及影響〉。民國 95 年 9 月 6 日。全球政治經濟文

化論壇：「印度崛起的意義與影響」。元智大學教育部頂尖大學計畫。台北

市政府公務人員訓練中心 C106 大禮堂。9:00-12:00。 

2. 林煌洲。〈印度的過去、現在與未來〉。民國 95 年 5 月 10 日。區域論壇：「印

度觀察」座談會。新台灣人基金會大會議室。19:00-22:00。 

3. 林煌洲。〈印度教循環的又超越的時間觀念〉。民國 95 年 5 月 6 日。輔仁大

學「臺灣科學與宗教學術對話」系列座談會系列(四)：時間。輔仁大學羅耀

拉大樓 117 室。13:40-17:00。 

4. 林煌洲。〈文藝攝影之美〉。民國 94 年 5 月 16 日。真理大學文學與藝術教學

研究會。人文學院會議室。12:00—13 :30。 

5. 林煌洲。〈印度美學之美〉。民國 93 年 3 月 25 日。真理大學文學與藝術教學

研究會。通識教育學院會議室。12:00—13 :00。 

6. 林煌洲。〈印度教「法」（Dharma）思想的社會倫理意義與內容：以古奧義

書理想生活為主〉。民國 92 年 10 月 17 日。第四屆全國現代思潮學術研討會。

靜宜大學教學大樓國際會議廳。15:20—16 :50。 

7. 林煌洲。〈早期印度教宗教哲學思想的文化史因素與意義〉。民國 92 年 5 月

22 日。國立歷史博物館舉辦印度宗教、藝術與文化學術研討會。國立台灣

藝術教育館演藝廳。9:30—12 :20。 

8. 林煌洲。〈印度教政治觀〉。民國 92 年 3 月 30 日。第四屆宗教與行政研討會。

真理大學學生活動中心演講廳。8:30—10 :30。 

9. 林煌洲。民國 91 年 10 月 26 日。〈印度教婚姻觀〉。宗教與婚姻學術研討暨座談會。真

理大學宗教研究所主辦。世界宗教博物館宇宙創世廳。9:00—13:00。 

10. 林煌洲。民國 91 年 8 月 10 日。〈印度教的生命觀〉。宗教與生命教育系列座談會：如

何看待生命？---由多元宗教試論。政治大學行政大樓七樓第五會議室。14:0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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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林煌洲。民國 91 年 6 月 22 日。〈印度教的平等觀〉。差異與對話：宗教文化座談工作

坊，教育部顧問室〈宗教文獻學學程計畫〉。成功大學中文系系館視聽教室 21302。

14:00—3:30。 

12. 林煌洲。民國 91 年 6 月 2 日。〈印度教的主要議題及問題所在〉。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

一樓講堂。10:30—12:20。 

13. 林煌洲。民國 91 年 4 月 24 日。〈印度瑜珈、禪定與中國禪思想比較研究〉。台灣師範

大學國文系七樓會議室。9:20—10:30。 

14. 林煌洲。民國 90 年 12 月 1 日。〈印度教通識教材編撰方針〉。宗教學程與基本教科書

之編撰工作坊。教育部顧問室〈宗教文獻學程計畫〉。台灣大學哲學系演講廳。15:15—

16:45。 

15. 林煌洲。民國 90 年 10 月 13 日。〈印度宗教概況及印度大學的宗教教育〉。宗教學程與

基本教科書之編撰工作坊。教育部顧問室〈宗教文獻學程計畫〉。成功大學中文系系

館視聽教室 21302。14:00—3:30。 

16. 林煌洲。民國 90 年 8 月 3 日。〈印度哲學內涵看平等、以法發揚真善美的精神〉。人權

平權與生權。〈人間關懷〉議題座談會(31)。佛光山台北道場 13 樓東 3 室。14：00—16：

30。人間福報，90 年 8 月 12 日，第 2、3 版。 

 

(四)專書 

1.林煌洲。民國 96 年。《印度教宗教文化》台北：東大圖書公司。［※本書為新撰並收錄

部分單篇論文成冊，收錄部份包括上述(三)6，9，11］ 

2.林煌洲。民國 91 年。《印度教思想文化與佛教》。史物叢刊 36。台北：國立歷史博物館。

［※本書為單篇論文集結成冊，收錄上述(二)6，8-13，15-17，(三)11-14］ 

 

 

(五)專書之一章 

1. 林煌洲。民國 93 年。〈台灣佛教高等教育的推手聖嚴法師〉，《聖嚴法師思想

行誼》。台北： 法古文化出版公司。 

2. 林煌洲。民國 92 年。〈印度歷史文化的發展〉，《印度古文明．藝術特展》。台

北： 國立歷史博物館。 

3. 林煌洲。民國 82—83 年。《佛教入門》《佛陀入門》《般若入門》《禪入門》《法

華經入門》《密教入門》各書之導讀、心靈小語、章名詩、經典引文、標注及

注釋、參考書目。《生活智慧系列叢書》6 冊。林煌洲編。台北：牛頓出版公

司。 

4. 林煌洲。民國 80 年。〈悠久文明的榮與哀〉、〈印度文化脈動的主流〉、〈絢爛

一時的佛教藝術〉、〈巧奪天工的手工藝之美〉、〈風格獨具的性靈音樂〉、〈象

徵宇宙律動的印度舞蹈〉，《國家與人民叢書》第 18 冊《南亞》。台北：錦繡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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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翻譯著作 

1. T. M. P. Mahadevean 著, 林煌洲譯。民國 91 年。《印度教導論》（Outlines of Hinduism）。

台北：東大圖書公司。 

2.林煌洲譯。民國 87 年。《印度哲學史》第 2 冊。台北：國立編譯館。英譯自 S. Dasgupta, 

A History of Indian Philosophy. Vol.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林煌洲譯。民國 85 年。《印度哲學史》第 1 冊。台北：國立編譯館。英譯自 S. Dasgupta, 

A History of Indian Philosophy. Vol.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林煌洲譯。民國 82—83 年。《佛教入門》、《佛陀入門》、《般若入門》、《禪入門》、《法華

經入門》、《密教入門》（原書本文部份）。《生活智慧系列叢書》6 冊。台北：牛頓出版

公司。日譯自《佛教入門》《佛陀入門》《般若入門》《禪入門》《法華經入門》《密教入

門》，金岡秀友等著。 

5. 林煌洲譯。民國 82 年。《印度河文明---印度文化之源流》。台北：國立編譯館。日譯自

《印度河文明 》，辛島昇等著。 

6. 林煌洲譯。民國 80 年。《無限的慈悲》。台北：法爾出版社。日譯自《鈴木大拙淨土真

宗入門》，鈴木大拙著。）。 

7. 林煌洲譯。民國 76—77 年。《文殊大藏經》〈大集部〉（1、2、5、6）、〈經集部〉（1—8、

10—16 ）、〈密教部〉（1—5）之導讀及注釋部份。台北：文殊出版社。日譯自《國譯一

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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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呂凱文 

中文姓名 呂凱文 英文姓名 Kai-Wen LU 

授課科目/ 

研究專長 

1. 當代哲學   2. 印度佛教經典與語言  3. 佛教釋經學 

4. 宗教學 5. 佛教哲學  6. 宗教學暨佛學日文名著選讀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輔仁大學 台灣 哲學 博士 1997/09-2002/06 

政治大學 台灣 哲學 碩士 1992/09-1995/06 

政治大學 台灣 哲學 學士 1989/09-1992/06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宗教學研究所 經典與詮釋專題 副教授 2008/02 - 2008/07 

宗教學研究所 佛教典範轉移專題 副教授 2007/09 - 2008/01 

宗教學研究所 宗教對話 副教授 2007/03 - 2007/07 

宗教學研究所 

(哲學所合開) 
宗教詮釋學 副教授 2006/09 - 2007/01 

宗教學研究所 原始佛教文獻題 副教授 2006/02 - 2006/07 

宗教學研究所 

(哲學所合開) 
神話與詮釋學題 副教授 2006/02 - 2006/07 

宗教學研究所 基督宗教專題 副教授 2006/02 - 2006/07 

宗教學研究所 當代宗教思想 助理教授 2004/02 - 2004/07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           

 期刊論文 

 101

http://mail.nhu.edu.tw/%7Ecompare/9602_class/SC00015572.doc
http://www.nhu.edu.tw/%7Ecompare/class/class9502/paradigm.doc
http://www.nhu.edu.tw/%7Ecompare/class/class9502/dialogue.doc
http://www.nhu.edu.tw/%7Ecompare/class/class9501/reg_herm.doc
http://www.nhu.edu.tw/%7Ekwlu/2005bBuddhistCanons.pdf
http://www.nhu.edu.tw/%7Ekwlu/2005bMyth_Hermeuntics.pdf
http://www.nhu.edu.tw/%7Ekwlu/2005bChrist.pdf
http://www.nhu.edu.tw/%7Ekwlu/2005bChrist


1. 〈論海德格（Heidegger）「真之本質」〉，呂凱文著，《陳百年先生學術論文

獎論文集（一）》，陳百年先生學術基金會，1997 年 6 月出版。《政大哲學 23

期》，頁 68-80。  

2. 〈《中國佛教之批判的研究》簡介〉，呂凱文，《華嚴論文集(八)》。  

3. 〈略論「批判佛教」運動在日本的發展〉，呂凱文著，《法光月刊》第 101 期，

第 2版，1998 年 2 月。  

4. 〈四法印即佛法四維〉，呂凱文著，《法光月刊》第 102 期，第 3版，1998 年

3 月。  

5. 〈佛使比丘對於緣起思想的反省及其意義〉，呂凱文，《法光月刊》第 109 期，

第 2版，1998 年 10 月。  

6. 〈四諦的滅苦方法論〉，呂凱文著，《法光月刊》第 121 期，第 4版，1999 年

10 月。  

7.  〈當代日本「批判佛教」思潮〉《正觀雜誌》，第 10 期，1999 年 9 月，頁 7-44。

8. 〈要說慈悲喜捨─論四無量心在《阿含》解脫道的實踐與意義─〉，呂凱文著，

《法光月刊》第 128 期，第 2版，2000 年 5 月。  

9. 〈略談「緣起」漢譯的一個問題—「緣起」不是「法」—〉，呂凱文著，《法

光月刊》第 157 期，第 4版，2002 年 10 月。  

10. 〈梵思想的佛格義─佛教的詮釋學問題初探〉，呂凱文著，《揭諦》第 7期，

南華大學哲學系出版，2004 年 7 月，頁 1-36。  

11. 〈初期佛教的種姓系譜學─佛教對「種姓起源神話」的考察與改寫〉，呂凱文

著，《華梵人文學報》第 4期，華梵大學人文學院出版，2005 年 1 月，頁 73-112。

12. 〈佛教輪迴思想的論述分析─以《弊宿經》裡佛教徒與「虛無論者」的輪迴辯

論為考察線索〉，呂凱文著，《中華佛學研究》第 9期，台北 中華佛學研究

所出版，2005 年 3 月，頁 1-27。  

13. 〈佛教教育的次第與目的(上)：從僧俗身分的區分與宗教職能的定位談起〉，

呂凱文著，《妙雲學訊》第 33 期（嘉義：財團法人妙雲教育事務基金會，2005

年 4 月 10 日出刊），頁 11-25。  

14. 〈佛教教育的次第與目的(下)：從僧俗身分的區分與宗教職能的定位談起〉，

呂凱文著，《妙雲學訊》第 35 期（嘉義：財團法人妙雲教育事務基金會，2005

年 10 月 30 日出刊），頁 11-27。  

15. 〈論僧俗二眾之宗教教育—從僧俗身份的區分與宗教職能的定位談起〉，呂凱

文著，《世界宗教學刊》第 5期（嘉義：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2005 年 6 月），

頁 59-110。  

16. 〈對比、詮釋與典範轉移(1)：兩種佛教典範下的郁伽長者〉，呂凱文著，《正

觀》第 34 期（南投：正觀雜誌社，2005 年 9 月 25 日出版），頁 5-57。  

17. 〈對比、詮釋與典範轉移(2)：以兩種《善生經》探究佛教倫理的詮釋學轉向問

題〉，呂凱文著，《正觀》第 35 期（南投：正觀雜誌社，2005 年 12 月 25 日出

版），頁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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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uayen.org.tw/art_frame.asp?doc=b3.asp
http://webpac.nhu.edu.tw:8080/EJournal/4012000701.pdf
http://webpac.nhu.edu.tw:8080/EJournal/4012000701.pdf
http://webpac.nhu.edu.tw:8080/EJournal/4012000701.pdf
http://webpac.nhu.edu.tw:8080/EJournal/4012000701.pdf
http://www.nhu.edu.tw/%7Ekwlu/buddhist_caste_geneology.pdf
http://www.nhu.edu.tw/%7Ekwlu/buddhist_caste_geneology.pdf
http://www.nhu.edu.tw/%7Ekwlu/buddhist_caste_geneology.pdf
http://www.nhu.edu.tw/%7Ekwlu/buddhist_samsara.pdf
http://www.nhu.edu.tw/%7Ekwlu/buddhist_samsara.pdf
http://www.nhu.edu.tw/%7Ekwlu/buddhist_samsara.pdf
http://www.nhu.edu.tw/%7Ekwlu/buddhist_samsara.pdf
http://www.nhu.edu.tw/%7Ekwlu/buddhist_samsara.pdf
http://www.nhu.edu.tw/%7Ekwlu/buddhist_samsara.pdf
http://www.nhu.edu.tw/%7Ekwlu/buddhist_samsara.pdf
http://www.nhu.edu.tw/%7Ekwlu/buddhist_education.pdf
http://www.nhu.edu.tw/%7Ekwlu/buddhist_education.pdf
http://www.nhu.edu.tw/%7Ekwlu/buddhist_education.pdf
http://www.nhu.edu.tw/%7Ekwlu/buddhist_education.pdf
http://libdata.nhu.edu.tw:8080/EJournal/4082000502.pdf
http://libdata.nhu.edu.tw:8080/EJournal/4082000502.pdf
http://www.nhu.edu.tw/%7Ekwlu/buddhist_shift_paradigm_1.pdf
http://www.nhu.edu.tw/%7Ekwlu/buddhist_shift_paradigm_1.pdf
http://www.nhu.edu.tw/%7Ekwlu/buddhist_shift_paradigm_1.pdf
http://www.nhu.edu.tw/%7Ekwlu/buddhist_shift_paradigm_1.pdf
http://www.nhu.edu.tw/%7Ekwlu/buddhist_shift_paradigm_2.pdf
http://www.nhu.edu.tw/%7Ekwlu/buddhist_shift_paradigm_2.pdf
http://www.nhu.edu.tw/%7Ekwlu/buddhist_shift_paradigm_2.pdf
http://www.nhu.edu.tw/%7Ekwlu/buddhist_shift_paradigm_2.pdf
http://www.nhu.edu.tw/%7Ekwlu/buddhist_shift_paradigm_2.pdf


18. 〈從兩類《央掘魔羅經》探討聲聞經大乘化的詮釋學策略〉，呂凱文著，《佛

學研究中心學報》第 11 期（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2006

年 7 月出版），頁 31-84。  

19. 〈當佛教遇見耆那教--初期佛教聖典中的宗教競爭與詮釋效應〉，呂凱文著，

《中華佛學學報》第 19 期（台北：中華佛學研究所，2006 年 7 月出版），頁

179-207。  

20. 〈以兩類《大般涅槃經》論兩種佛教典範之判教原則的詮釋學轉向問題〉，呂

凱文著，《正觀》第 41 期（南投：正觀雜誌社，2007 年 6 月 25 日出版），頁

33-64。  

21. 〈以兩類《薩遮尼乾子經》論兩種佛教典範理解「他者宗教」之詮釋學問題〉，

呂凱文著，《台灣宗教研究》第 6卷第 2期（即將刊出）。  

學術會議發表 

1. 〈對於「孟子道性善」的一種詮釋-----人性是善論〉，政大哲學系學生論文發

表會。  

2. 〈梵思想的佛格義─佛教的詮釋學問題初探〉，呂凱文著，南華大學第 5 屆比

較哲學學術研討會，2004 年 5 月 14-15 日。  

3. 〈佛教的種姓系譜學─佛教對「種姓起源神話」的考察與改寫〉，發表於「海

峽兩岸宗教與社會學術研討會」，主辦單位：中華基金管理委員會，2004 年 10

月 2-3 日，頁 1-24。  

4. 〈佛教輪迴思想的論述分析：以《弊宿經》裡佛教徒與「虛無論者」的輪迴辯

論為考察線索〉，呂凱文著，第四屆「現代生死學理論建構」學術研討會，主

辦單位：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2004 年 10 月 15-16 日。  

5. 〈佛教教育的次第與目的：從僧俗身分的區分與宗教職能的定位談起〉，呂凱文

著，「宗教教育與宗教研究」研討會，主辦單位：內政部、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

所，2004 年 12 月 3- 4 日。  

6. 〈誤置的神聖性〉，呂凱文著，「第八屆儒佛會通暨文化哲學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華梵大學哲學系，2005 年 3 月 5-6 日。  

7. 〈對比、詮釋與典範轉移：兩種佛教典範下的郁伽長者〉，呂凱文著，南華大

學第 6 屆比較哲學學術研討會，2005 年 5 月 18-19 日。  

8. 〈對比、詮釋與典範轉移〉，呂凱文著，發表於「兩岸哲學與宗教文化研討會」，

南京大學哲學系與宗教學系主辦，2005 年 9 月 6 日。  

9. 〈以兩種《善生經》探究佛教倫理的詮釋學轉向問題〉，呂凱文著，第 2 屆印度

學學術研討會，南華大學宗教學系主辦，2005 年 10 月 7、8 日。  

10. 〈當佛教遇見耆那教：初期佛教聖典中的宗教競爭與詮釋效應〉，呂凱文著，

南華大學第 7 屆比較哲學學術研討會，2006 年 5 月 17-18 日。  

11. 〈從兩類《央掘魔羅經》探討聲聞經大乘化的詮釋學策略〉，呂凱文著，南華

大學社會科學院主辦「宗教視野與社會科學視野的交鋒與對話」研討會，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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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nlight.lib.ntu.edu.tw/FULLTEXT/JR-BJ011/bj011140390.pdf
http://enlight.lib.ntu.edu.tw/FULLTEXT/JR-BJ011/bj011140390.pdf
http://www.chibs.edu.tw/publication/chbj/19/chbj1908.htm
http://www.tt034.org.tw/Download/pdf/41_02.pdf
http://www.tt034.org.tw/Download/pdf/41_02.pdf
http://huafan.hfu.edu.tw/%7Elbc/BC/8th/pdff/6.pdf


年 5月 27-28 日。  

12. 〈以兩類《薩遮尼乾子經》論兩種佛教典範理解「他者宗教」之詮釋學問題〉，

呂凱文著，南華大學人文學院巴利學研究中心主辦「第一屆巴利學與佛教學術研

討會」，2006 年 9 月 29 日。  

13. 〈以兩類《大般涅槃經》論兩種佛教典範之判教原則的詮釋學轉向問題〉，呂

凱文著，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主辦「對話與創新－第二屆新宗教團體與社會

變遷研討會」，2006 年 11 月 10-11 日。  

14. 〈「緣已生法」與「緣起」之差別〉，呂凱文著，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主辦「第

三屆印度學會議」， 2007 年 5 月 19-20 日 。  

15. 〈佛教釋經學芻議〉，呂凱文著，泰國國際佛教大學主辦「第二屆國際佛學會

議－漢系佛教的佛學研究」，馬來西亞檳城，2007 年 8 月 10-12 日。  

16. 〈在「扯經」與「解經」之間：邁向一種螺旋互動的佛教系統釋經學〉，呂凱

文著，「佛學與人文學方法學術研討會」，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主辦，2007

年 12 月 21-22 日。  

專題書評 

1. 〈書評：日種讓山《禪學講話》〉，呂凱文著，《哲學與文化》第三十卷第七

期，頁 119-122，2003 年 7 月。  

2. 〈宗教神話之詮釋與意義─讀《釋迦牟尼佛傳記的神話性初探》之隨感─〉，

呂凱文著，《法光月刊》第 168 期，2003 年 9 月。  

3. 〈試論觀淨比丘《復歸佛陀的教導(一)》：略述與初步評論該書試擬與試用的

「佛教聖典的解釋之學」〉，呂凱文著，《法光月刊》第 181 期，第 2、3版，

2004 年 10 月。  

4. 〈人間佛陀之教的方向：澄清〈方法學上的另一錯誤示範〉〉，呂凱文著，《法

光月刊》第 183 期，第 4版，2004 年 12 月。  

社論與學術小品 

1. 〈佛陀對宗教信仰的看法〉，呂凱文著，《彌陀會訊》第 71 期，第 4版，1998 年

5 月。  

2. 〈慈悲喜捨觀無常〉，呂凱文著，《法光月刊》第 121 期，第 1 版，1999 年 10 月。

3. 〈「社會六根」之淨化〉，《法光月刊》第 156 期，第 1版，2002 年 9 月。  

4. 〈從「宗教研究所」到「宗教研修所」〉，呂凱文著，《法光月刊》第 168 期，2003

年 9 月。  

5. 〈宗教研修所該往何處走呢？〉，呂凱文著，《法光月刊》第 169 期，2003 年 10

月。  

6. 〈佛典翻譯與詮釋的重要性〉，呂凱文著，《法光月刊》第 173 期，2004 年 2 月。

7. 〈環境倫理與因果輪迴〉，呂凱文著，《法光月刊》第 178 期，200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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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農曆七月的法會〉，呂凱文著，《法光月刊》第 179 期，2004 年 8 月。  

9. 〈從抉擇裡見法喜〉，呂凱文著，《法光月刊》第 181 期，2004 年 10 月。  

10. 〈論佛教知識份子〉，呂凱文著，《法光月刊》第 185 期，2005 年 2 月。  

11. 〈印順導師的禮物：華人佛教的新地標〉，呂凱文著，《法光月刊》第 189 期，2005

年 6 月。  

12. 〈神話與解神話化〉，呂凱文著，《法光月刊》第 201 期，2006 年 6 月。  

13. 〈「佛教釋經學」的重要性〉，呂凱文著，《法光月刊》第 216 期，2007 年 9 月。

14. 〈佛教釋經學的三步驟〉，呂凱文著，《法光月刊》第 219 期，2007 年 12 月。  

翻譯作品 

1. 〈導讀:海德格的藝術作品之起源〉，呂凱文、王愉淑譯，《政大哲學 23 期》，頁

81-83。  

2. 〈禪話傳統中的敘事與修辭結構〉，Steven Heine著，呂凱文譯，《中印佛學泛論—

傅偉勳教授六十大壽祝壽論文集》，頁 179-202，東大圖書公司，1993 年出版。 

3. 〈如來藏思想不是佛教〉，松本史朗著，呂凱文譯，《法光月刊》第 101 期，第 3

版，1998 年 2 月。  

4. 〈深信因果〉，道元禪師著，呂凱文譯，《法光月刊》第 125 期，第 2 版，2000

年 2 月。  

5. 〈發菩提心〉，道元禪師著，呂凱文譯，《法光月刊》第 125 期，第 3 版，2000

年 2 月。  

6. 〈形上學、苦難與歡娛的佛教〉，林鎮國著，呂凱文譯，《空性與現代性：從京都

學派、新儒家到多音的佛教詮釋學》（台北：立緒文化，1999 年），頁 261-284。

7. 《愛是什麼》，達賴喇嘛著，呂凱文譯，台北：圓神出版社，2005 年 8 月。  

8. 《正法眼藏》（日本曹洞宗祖道元禪師著）選譯多篇（十三世紀的古典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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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黃國清 

中文姓名 黃國清 英文姓名 Kuo-ching Huang 

授課科目/ 

研究專長 

1.初期大乘佛學 

2.法華思想 

3.隋唐佛學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中央大學 中華民國 中國文學系 博士 2000/9~2005/7 

中央大學 中華民國 中國文學系 碩士 1997/9~2000/1 

中央大學 中華民國 財務管理所 碩士 1989/9~2001/7 

中華佛研所 中華民國  畢業 1994/9~1997/9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南華大學宗教學所 大智度論專題 助理教授 2008/2~2008/6 

同上 初期大乘佛教 同上 2007/9~2008/1 

同上 菩薩道專題 同上 2007/2~2007/6 

同上 唯識思想 同上 2006/9~2007/1 

同上 佛教專題 同上 2006/9~2007/1 

慈濟大學宗教與文

化所 
法華思想專題 同上 2006/9~2007/1 

南華大學宗教學所 中觀思想 同上 2006/2~2006/6 

同上 法華經研究 同上 2006/2~2006/6 

同上 般若經思想 同上 2005/9~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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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漢文佛典研究法 同上 2005/9~2006/1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 

(A) 學術期刊論文 

  1. 黃國清，2003 年 12 月，〈窺基判教思想的重新審視〉，《圓光佛學學報》，第 8 期，

頁 71-102。 

  2. 黃國清，2005 年 12 月，〈《妙法蓮華經》「三草二木」段的解讀——文獻學與義理

學的進路〉，《世界宗教學刊》，第 6 期，頁 135-185。 

  3. 黃國清，2006 年 4 月，〈窺基《妙法蓮華經玄贊》詞義解釋之研究〉，《圓光佛學學

報》，第 10 期，頁 169-213。 

  4. 黃國清，2006 年 12 月，〈日蓮正宗在台布教歷史及其重要宗教觀念〉，《世界宗教學

刊》，第 8 期，頁 97-130。 

  5. 黃國清，2007 年 3 月，〈敦煌伯 2305 號《妙法蓮華講經文》的講經體例與思想特色〉，

《新世紀宗教研究》，5 卷 3 期，頁 1-36。 

  6. 黃國清，2007 年 3 月，〈慧思《法華經安樂行義》對《法華經》的引用與詮釋〉，《普

門學報》，第 38 期，頁 103-124。 

  7. 黃國清，2007 年 12 月，〈窺基法華思想與唯識學說的交涉〉，《正觀雜誌》，第 43

期，頁 91-118。 

 

(B) 研討會論文 

  1. 黃國清，2003 年 5 月，〈印順法師對儒家思想的判攝與肯定〉，發表於「第一屆青

年儒學會議」，桃園縣：國立中央大學。 

  2. 黃國清，2004 年 12 月，〈窺基《妙法蓮華經》科判析論〉，發表於「第一屆法華與

天台思想研討會」，台北：法光佛學研究所。 

  3. 黃國清，2005 年 10 月，〈窺基法華思想與唯識學說的關涉〉，發表於「第二屆印度

學學術研討會」，嘉義縣：南華大學。 

  4. 黃國清，2005 年 12 月，〈《妙法蓮華經》「三草二木」段的解讀——文獻學與義理
學的進路〉，發表於「第二屆法華與天台思想研討會」，台北：台北大學。 

  5. 黃國清，2006 年 5 月，〈敦煌伯 2305 號《妙法蓮華講經文》的講經體例與思想特
色〉，發表於「佛教史與佛教藝術：明復法師圓寂一週年紀念研討會」，台北：台
北大學。 

  6. 黃國清，2006 年 9 月，〈巴利《論事》大眾部系學說與《法華經》的義理聯繫〉，
發表於「第一屆巴利學與佛教學術研討會」，嘉義縣：南華大學，2006 年 9 月。

  7. 黃國清，2006 年 11 月，〈日蓮正宗在台灣的布教歷史與宗教觀念〉，發表於「對話
與創新—第二屆新宗教團體與社會變遷研討會」，嘉義縣：南華大學。 

  8. 黃國清，2006 年 12 月，〈慧思《法華經安樂行義》對《法華經》的引用與詮釋〉，
發表於「第一屆臺灣中國哲學學術研討會」，嘉義縣：南華大學。 

  9. 黃國清，2007 年 5 月，〈從《小品般若》到《法華經》的思想轉變——以 

     「佛命聲聞說大乘」及「佛塔與經卷供養」為中心〉，發表於「第三屆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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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度學研討會」，台北：政治大學。（已獲審查通過，將登載於《世界宗教 

     學刊》，第 9 期） 

 10. 黃國清，2007 年 6 月，〈《法華五百問論》的破斥方法〉，發表於「第三 

     屆法華思想與天台佛學研討會」，台北：台灣大學。 

 11. 黃國清，2007 年 6 月，〈人間佛教對卓越領導力的啟示〉，「傳統文化與現代管理研

討會」，台南：成功大學。 

 12. 黃國清，2007 年 8 月，〈法華經於中國佛教的判教地位〉，「國際佛教大學第二屆國

際學術會議」，馬來西亞檳城：檀香寺。 

 13. 黃國清，2007 年 12 月，〈當代語言文獻學視域中的佛典義理研究——以《法 

     華經》為例，發表於「佛學與人文學方法學術研討會」，嘉義：南華大學。 

 

(C) 專書及專書論文 

  1. 黃國清，2004 年 7 月，〈印順法師三乘共法與宗喀巴大師中士道的比較研究〉，《印

順法師百歲嵩壽祝壽文集》(論文篇)，新竹市：福嚴佛學院，頁 277-302。 

  2. 黃國清，2005 年 7 月，《窺基《妙法蓮華經玄贊》研究》，桃園縣：國立 

    中央大學中文所博士論文。 

  3. 黃國清，2006 年 6 月，〈如是本末究竟——《法華經》十如是〉，《香光 

    莊嚴季刊》，第 86 期，頁 26-35。 

 

(D) 國科會計畫 

 1. 《法華五百問論研究——天台對窺基法華思想的回應》(95/8~96/7) 

  2. 《宋代戒環《法華經要解》之研究》(96/8~97/7，執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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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蔡昌雄 

中文姓名 蔡昌雄 英文姓名 Chang-Hsiung Tsai

授課科目/ 

研究專長 

1.當代禪宗哲學 

2.宗教心理學 

3.臨終關懷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Temple Univ.    美國 宗教學研究所     博士 1994-1998 

Temple Univ.    美國 宗教學研究所     碩士 1992-1994 

Temple Univ.    美國 政治學研究所     碩士  1990-1992 

國立政治大學    台灣 政治學系     學士  1981-1985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南華大學宗教所 宗教冥契哲學 助理教授  2007.1-2007.6 

南華大學宗教所 宗教心理學 助理教授  2000.1-2006.6 

南華大學宗教所 禪宗典籍研究 助理教授  2000.1-2003.6 

南華大學宗教所 當代禪宗哲學 助理教授  1998.9-2002.6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 

期刊論文： 

1.〈科技理性與精神靈性：當代臨終關懷的內在困境〉，《中央應用倫理研究通 

訊》，1999 年 1 月，頁 33-36。  

2. 〈從精神轉化觀點談悲傷與失落〉，《生死學研究通訊》，第二期，1999 年 1   

月，頁 9-14。 

3. 〈從心理治療範型論死亡悲傷輔導〉，《生死學通訊》，創刊號，1999 年 11 

月，頁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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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榮格心靈地圖》中哲學議題的省思〉，《南華哲學通訊》，2000 年 1 月，頁       

35-39。 

5. Zen Hermeneutics: Beyond the Postmodern Mind, 《日本中央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

報告》，第 20 號， 2001 年 3 月，頁 177-183。 

8. Free Action as Emancipation: A Hermeneutical Recontextualization of the Linchilu, 《揭

諦》，第三期，南華大學哲研所出版，2001 年 5 月，頁 197-246。 

10.〈宗教象徵物在臨終照護的意義〉，《安寧療護雜誌》，第九卷第一期，2004 年 2 月，

頁 65-74。 

11. 〈宗教師接受安寧療護專業化訓練初探─以佛教法師為例〉，《中臺人文社會學報》，

第十五期第二卷，2004 年 6 月，頁 87-118。 

13.〈死亡焦慮下的自我照顧─以安寧護理人員為例〉，《生死學研究》，第三期，2006 年

1 月，頁 133-164。 

14.〈安寧護理人員對臨終照顧情境的知覺感受〉，《安寧療護雜誌》，第 11 卷第 2 期，2007

年 2 月，頁 1-12。 

15.〈生死學經典的詮釋─以庫伯勒‧羅斯的《論死亡與臨終為例》〉。《通識教育與跨域

研究》，第二卷第一期，2007 年 12 月，頁 1-25。 

15.〈當代禪宗哲學詮釋體系的辯證發展─以開悟經驗的論述為焦點〉，《新世紀宗教》，

第六卷第三期，2008 年 3 月，頁 1-40。  

 

專書論文： 

1.〈西田的場所哲學與禪的空間覺識〉，《兩岸當代禪學論文集》，鄭志明主編， 2000 年

5 月，頁 81-106。 

2.〈禪道美藝中的空性與靈性：兼論「場所」轉換的概念〉，《宗教藝術、傳播與媒介》，

鄭志明主編，2002 年 1 月，頁 1-16。  

3.〈醫療田野的詮釋現象學研究應用〉，《質性研究方法與議題創新》，2005 年 8 月，林

本炫、周平編，南華大學教社所，頁 259-286。 

4.〈臨終關懷的全人照顧意涵：以病患的死亡焦慮照顧為例〉，《真善美全人生命 

發展研究論文集》，嘉義：嘉義大學人文研究中心，2007 年 6 月。 

5.  Toward A Ch’an Philosophy of Action: A comparative Review, collected in Chinese 

Philosophy beyo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ited by Vincent Shen, 2001, Taipei, Taiwan, 

pp.181-190.  

 

研討會論文： 

1.”Exploring the Efficacy of Spatiality: Ch' an Master Lin-chi's Way of Dissolving the 

problematic of Self and Other,” Presented at the 4 th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Asian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L. A., U.S.A., August 1997. 

2. “Living-sive-Dying: An Existential-Experiential Analysis of Ch’an Theory of Action,” 

Presented at the 6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Philosoph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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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therapy, Chia-Yi, October 1998. 

3. “Ch’an’s Critique of Everyday Action,” presented at the 9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Eastern Division, Washington D. C., U.S.A., 

Dec.1998. 

4. “Towards A Ch’an Philosophy of Action: A Comparative Review,” presented at the12th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hinese Philosophy, Taipei, July 1999. 

5. “Zen Hermeneutics: Beyond the Postmodern Mind,” presented at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East Asian Studies, Tokyo, Japan: Sept. 1999. 

6.〈從組織文化觀點談佛光山的人間佛教開展〉，第一屆非營利組織管理研討會，嘉義：

中正大學社科院，2000 年 3 月。 

7.〈當代禪宗哲學研究路徑評析：從京都學派的禪學思想談起〉，世界宗教研討會，嘉義：

南華大學宗教所，2000 年 5 月。 

8.〈超心理學與哲的辯證整合：以禪宗冥契經驗的解讀為例〉，第一屆宗教心理學研討

會，台北：真理大學，2001 年 2 月。 

9.〈當代禪宗哲學研究路徑評析：從京都學派的禪學思想談起〉，世界宗教─統與現代

性研討會，嘉義：南華大學，2001 年 4 月。 

10.〈臨終精神現象本質的宗教哲學探討：一個方法論層次的省思〉，第一屆現代生死學

理論建構研討會，2001 年 10 月。 

11.〈促發模式及其在臨終照顧應用的探討─以某區域教學醫院安寧護理人員為例〉，第

二屆現代生死學理論建構研討會，2002 年 10 月 

12.〈純粹經驗的自我探尋─西田早期哲學中的心性體認問題〉，第二屆比較哲學研討會，

嘉義，2003 年 5 月。 

13.〈宗教師在安寧照顧專業角色初探─以佛教法師為例〉，第三屆現代生死學理論建構

研討會，嘉義，2003 年 10 月。 

14.〈臨終陪伴的默會哲學 ─ 靈性相待的知識論詮解〉，慈濟大學臨床生死學研討會，

花蓮，2004 年 4 月。 

15.〈心靈意象在宗教經驗中的知識論意涵〉，榮格學術與現代人信仰生活研討會，台中：

東海大學宗教所，2005 年 5 月。 

16.〈死亡焦慮下的自我照顧─以安寧護理人員為例〉，第五屆現代生死學理論建構研討

會，嘉義：南華大學，2005 年 10 月。 

17.〈臨終關懷的全人照顧意涵〉，真善美全人生命發展研討會，嘉義：嘉義大學，2007

年 1 月。 

18. Two modalities of self-care of hospice nurses, APHC, Malina: Philipines,Octobe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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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越建東 

中文姓名 越建東 英文姓名 YIT KIN-TUNG 

授課科目/ 

研究專長 

1. 印度佛教：核心教義與佛教哲學、原典語言(巴利語、梵語)、
禪修學。 

2. 佛教與科學的對話 

3. 宗教經驗、宗教哲學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University of 
Bristol 

英國 
神學與宗教研

究所 
博士 

89 年 1 月~93 年

7 月 

University of 

Bristol 英國 
神學與宗教研

究所 
碩士 

87 年 10 月~88
年 10 月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 台灣 物理系 學士 
77 年 9 月~82 年

7 月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通識教育中心 科學與宗教 助理教授 96 學年下學期 

通識教育中心 佛教哲學 助理教授 
95-96 學年上、下學

期 

通識教育中心 宗教哲學 助理教授 96 學年上學期 

輔仁大學宗教系 佛教之生命倫理 助理教授 94 學年上、下學期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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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 

A. 學位論文：  

 1997/09 臺灣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論文： ＜＜《美難陀》第十五章<諸尋思之捨斷>梵本譯註＞＞，指

導教授為釋惠敏法師(文學博士)。 

 1999/10 英國布里斯托大學神學與宗教研究所碩士論文：Aśvaghosa’s Thought on the Buddhist Path to 

Liberation，指導教授為 Prof. Paul Williams。 

 2004/07 英國布里斯托大學神學與宗教研究所博士論文：A Stereotyped Structure of the Path in Early Buddhist 

Literatur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āli, Sanskrit, and Chinese Sources，指導教授為 Dr Rupert Gethin。 

B. 期刊論文： 

1.  ＜《美難陀》第十五章<諸尋思之捨斷>梵本譯註＞，《正觀雜誌》第五期，1998 年 6 月 25 日，頁 7-57。 

2.  ＜南傳上座部對正知正念之解說與應用＞，出版於《法光雜誌》第 157 期，2002 年 10 月，第二-三版) 

3.  ＜馬鳴在《美難陀》中對「瑜伽」(yoga)及其相關詞的用例＞，《正觀雜誌》第二十八期，2004 年 3 月 25 日，頁

5-24。 

4.  ＜西方學界對早期佛教口傳文獻形成的研究近況評介＞，《中華佛學研究》第八期，2004 年 3 月，頁 1-20。 

5.  “Buddhist meditation formulas occurring in various versions of early canonical texts”，《正觀雜誌》第三十一期，2004

年 12 月 25 日，頁 147-199。 

6.  “Buddhist meditation experiences and the consciousness＂(Annual Conference for Metanexus Institute on Religion and 

Science, 2005.06, Science and Religion: Global Perspectiv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in Philadelphia, U.S.A.)，會

議論文集：www.metanexus.net/conference2005/pdf/yit.pdf。 

7.  ＜早期佛教文獻中所載一個典型佛教修行道架構及其來源之探討—以漢譯四《阿含經》和巴利四尼柯耶為代表

＞，《中華佛學學報》第 19 期，2006 年 7 月，頁 147-178。 

8.  ＜佛教禪修經驗與心識學的交涉初探＞，《新世紀宗教研究》第五卷第三期，2007 年 3 月，頁 37-66。 

9. ＜巴利經典文獻中定型文句的一些特徵＞，《國立台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十四期，2007 年 12 月，

頁 37-76。 

10. ＜早期佛教四禪之再審視---從巴利四部尼柯耶的用例看禪定在解脫中的地位＞，《臺灣宗教研究》第六卷第二期

〈巴利與初期佛教專輯〉，2008 年 1 月，頁 1-38。 

C. 譯注作品： 

1.  Frank Budenholzer, “What is Life–Current Scientific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Fu Jen Religious Studies, No. 

10, September 2005. (柏殿宏撰、越建東譯〈生命是什麼──當代科學與哲學的觀點〉，刊於《輔仁宗教研究》第

十期，2005 年 10 月) 

2.  Frank Budenholzer, “Introduction＂, in Arthur Peacock, The Palace of Glory-God's World and Science (dual language 

edition), Taiwan: Kuangchi Press, January 2006. (柏殿宏撰、越建東譯〈導言〉，刊於《榮耀之殿----上帝的宇宙和科

學》雙語版，光啟文化事業，2005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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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蔡源林 

中文姓名 蔡源林 英文姓名 Tsai, Yuanlin 

授課科目/ 

研究專長 

當代伊斯蘭復興運動/ 

伊斯蘭研究、當代宗教理論、政教關係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Temple 大學 美國 宗教研究所 博士 1990/9~1997/8 

國立台灣大學 台灣 政治學研究所 碩士 1987/9~1990/6  

國立台灣大學 台灣 政治學系 學士 1981/9~1985/6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國立政治大學 

宗教研究所 

伊斯蘭復興運動專

題、宗教對話、宗教

與全球化理論、宗教

與後殖民理論、宗教

與族群融合 

助理教授 2005/8~ 

南華大學宗教學研

究所 

伊斯蘭教通論、中國

伊斯蘭教史、宗教對

話、宗教與國際政治

助理教授 2001/1~2005/7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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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 

一、期刊論文 

 

1. 1999a ，〈中國回族經堂教育在明清之際的起源與發展〉，《佛光學刊》第二期，pp. 

265-83。 

2. 1999b，〈伊斯蘭蘇菲主義的生、死與愛〉，《當代》第 146 期，pp. 42-55。 

3. 2000，〈迎向專業的伊斯蘭教研究－後殖民時代的反省與前瞻〉，《台灣宗教學會通訊》

第五期，pp. 24-33。 

4. 2001，〈伊斯蘭蘇非教團的探討—Naqshbandiyyah 為例〉，《台灣宗教學會通訊》第七

期，pp. 28-34。 

5. 2003，〈馬來西亞伊斯蘭律法的變遷－一個殖民現代化的例子〉，《世界宗教學刊》第

一期，pp. 43-77。 

6. 2004，〈從伊斯蘭法的公共論述看馬來西亞社群主義的建構〉，《亞太研究論壇》第 23

期，pp. 15-36。 

7. 2007a，〈劉智《天方性理》對宗教「他者」的建構〉，《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Vol.4，

No.2，pp. 55-84。 

8. 2007b，〈台灣宗教教育之全球化與本土化的辯證發展〉，《教育資料與研究》專刊，

pp.103-116。 

 

二、譯作 

 

1. 2001，《文化與帝國主義》（Edward W. Said’s Culture and Imperialism），台北：立緒文

化。（本書榮獲 2001 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翻譯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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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黃柏祺 

中文姓名 黃柏祺 英文姓名 Pochi Huang 

授課科目/ 

研究專長 

1.以印度教與印度文化為核心的宗教衝突與政教關係 

2.梵文 

3.印度宗教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哈佛大學 美國 
Sanskrit and 

Indian Studies
哲學博士 1993-2001 

哈佛大學 美國 

Harvard 

Divinity 

School 

神學研究碩士 1986-1989 

東海大學 台灣 外文系 文學士 1974-1978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政大宗教所 宗教與暴力專題 助理教授 2004/02/2004/07 

政大宗教所 宗教與暴力專題 助理教授 2002/02/2002/07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 

專書 

1. 200509，《宗教秩序與政治秩序—論印度思想及其與不同傳統之交涉》，明目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台北。 

 

期刊論文 

1. 200309，brahman, brahmcarin, ksatra and “ksatracarin”－Who can become 

brahmacarin in the Brahmanas? 印度宗教.藝術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pp. 137-163.

（國立歷史博物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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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0306，印度宗教社群主義之反思：以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間的關係為例，台灣宗教研究.

第2 卷，第2 期，pp. 87-106. 

3. 200412，從王權觀的轉化看斯里蘭卡佛教史詩與僧伽羅意識之形塑，台灣宗教研究第4 卷，

第1 期，pp.1-35. 

4. 200506，Maitreya: From World-Renouncer to World-Conqueror. AnInvestigation on the 

conception of Scared Order in Ancient India and Confucian China，世界宗教學刊第

5期，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出版，1-58。 

5. 200605，Envisaging India －An Essay on Zimmer, Eliade and Dumont ，世界宗教學刊

第七期，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出版，173-234。 

 7.  200709 〈初期佛教梵行思想之研究〉《正觀雜誌》, No. 42:5-70. 

 8.  200712 “How to deal with aboriginal culture—Ancient Champa as an   

example.”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報》Vol.26:53-74. 

 

 

研究報告（國科會） 

1. 200208-200507，耆那教梵行之理念與實踐（I-III） 

2. 200508-200607，佛教與僧伽羅意識—斯里蘭卡之宗教及其社會思想面之展現風貌 

 

專書翻譯 

1. 200308，《個人主義論集》（Essais sur l’individualisme），路易.杜蒙（Louis Dumont）

著，聯經出版社。 

 

 

會議論文 

1. 20030916， 凝想印度－試論茲繆（Zimmer ）、伊利亞德（Eliade ）與杜蒙（Dumont ），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宗教與當代世界學術研討會，佛光山本栖寺法輪堂。 

2. 20031004，Religion and Violence －Reflections on Communalism in India，第一屆印

度學研討會，政治大學逸仙樓。 

3. 20041208，Kinship, Language, Canon and Epic-Buddhism and Sinhala Consiousness.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 Academia Sinica. 

4. 20041218，From Agnihotra to Homa-The Transformation of Fire Sacrifice in East Asian

Esoteric Buddhism. 2004 佛教藝術與思想----以密續與地域發展為例。政治大學行政大

樓七樓第五會議室。 

5. 20050326 Reflections on Communal Conflict between Muslims and Hindus in India. 19th

Worl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ro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 

Tokyo. 

6. 20051008，Envisaging India －An Essay on Zimmer, Eliade and Dumont，第二屆印度

學學術研討會，南華大學雲水居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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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051105，The Cult of Vet.la and Tantrism，Behind the Ghastly Smoke: Rethinking 

the Idea of Ghost in World Religions. Academia Sinica. 

8. 20060929，Jainism and Buddhism in Interaction，第一屆巴利學與佛教學術研討會，南

華大學，成均館C334會議室。 

9. 20061014，The Buddha’s Response to brahmanic Sacrifice，曉雲法師思想行誼研討會

暨第十三屆國際佛教教育文化研討會，，華梵大學覺照樓國際會議廳。 

10. 20061017，佛陀的梵行觀，百年國際佛學研討會，武漢東湖賓館。 

11.  20071215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concept of canonical language in early Buddhism,

佛學方法論研討會，南華大學雲水居國際會議廳. 

 

學術講演 

1. 20011222， 佛教對印度教思想的貢獻。「青年學者佛學講座」法光佛研所一樓講堂。 

2. 20020523， 安培卡(Ambedkar 1891-1956) 與印度新佛教。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 

3. 20021106， 甘地的印度教思想。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宗教所。 

4. 20031031， 女性、威力與尸陀林－談印度教女神之信仰與密教思想。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

究中心（宗教與文化研究成果發表會）政治大學行政大樓七樓第二會議室。 

5. 20040529， 印度密教的女神觀。「密教文化與其他宗教文化的交涉」研究工作坊討論會。

政治大學行政大樓七樓第五會議室。 

6. 20041023， 四面獅傳奇－談印度文明。中華民國保護世界遺產協會(人類文明課程) 

7. 20041106 ，The Truth and the Dharma. On intellectual climate of Indian mythopoeia. 

南亞文學／文化讀書會（靜宜大學圖書館）。 

8. 20050413， 談摩尼教，中華民國保護世界遺產協會（人類文明課程）。 

9. 20050608， 從彌勒思想的離世— 救世觀談古代印度與儒家的神聖秩序觀。南華大學宗教

學研究所。 

10. 20060706，宗教與暴力，政治大學宗教研習營，陽明山童子軍活動中心。 

11. 20061129，永恆的神話、不朽的傳奇——談印度教，台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2. 20061204，從種性制度到祖先祭祀——兩種社會秩序倌的探究，中研院民族所。 

13.  20071217, 從印度看中國,, Cambridge, Mass.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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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林文欽 

中文姓名 林文欽 英文姓名 WEN-CHING LIN 

授課科目/ 

研究專長 

1. 中國哲學（易經研究） 2..道教哲學（民俗與宗教研究） 

2. 中國美學研究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 
中華民國 國文研究所 博士 

1993.09 至

1996.12 

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 
中華民國 國文研究所 碩士 

1982.09 至 

1985.06 

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 
中華民國 國文學系 學士 

1977.09 至

1981.06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台文所 民俗與宗教 教授 2007/09 至 2008/06 

國文所 易經專題研究 教授 2007/09 至 2008/06 

國文所 中國美學研究 教授 2007/09 至 2008/06 

國文所 現代詩研究 教授 2007/09 至 2008/06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 

 

A：獎項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研究優良獎（2006） 

 

B:學術期刊論文 

〈《周易》的人生價值在於原始反終〉，《高醫通識教育學報》1 期，2006.7 

〈《易經》陰陽思想與人生〉，《歷史月刊》213 期，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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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字重新發現自己〉，《師友》455 期，2005.5 

〈現代詩教學中章法形式深究探研〉，《高雄師大國文學報》1 期，2004.12 

〈《周易》的人生價值在於原始反終〉，《中華南臺道教學院學報》1 期，2003.3 

〈台語鄉土詩歌文學教學之探討〉，《高雄師大教育文粹》31 期，2002.6 

〈笠社詩人鄭炯明作品中的現實關懷〉，《高雄師大學報》13 期，2002.4 

〈《周易》變異思想的類型〉，《中華道教學院南臺分院學報》2 期，2001.10 

〈《周易》的思維特質〉，《中華道教學院南臺分院學報》1 期，2000.9 

〈現代詩的章法結構美學原則〉，《高雄師大學報》11 期，2000.4 

〈談現代詩的欣賞教學方法〉，《高雄師大學報》10 期，1999.4 

〈《周易》「時」的涵義研究〉，《高雄師大學報》9 期，1998.4 

〈《易經》中的幾個生態環境觀念〉，《環境科學技術教育專刊》13 期，1998.2 

〈《周易》時義的直覺思維方式〉，《高雄師大學報》8 期，1997.4 

〈古典詩歌鑑賞教學方法之研究〉，《高雄師大學報》7 期，1996.3 月 

〈元遺山論陳師道詩〉，《高雄師大學報》6 期，1995.3 

〈《周易》彖傳論時大矣哉十二掛探義〉，《孔孟月刊》333 期，1990.5 

〈《周易》之變易史觀〉，《中國國學》14 期，1986.9 

〈《周易》大傳政治思想初探〉，《孔孟月刊》273 期，1985.5 

 

C:專書 

《周易時義研究》，國立編譯館，2002 

《現代詩鑑賞教學研究》，春輝出版社，2000 

《文學美學研究資料選集》，春輝出版社，2003 

《易傳變易思想研究》，自印 

《周易入門》，自印 

 

D：研討會論文 

 

〈高雄地區笠詩社詩人的人文關懷〉，台灣語言、文學「課程與教學」研討會，花蓮

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2007.10.20 

〈台灣文學的教學探研—以現代詩歌為例〉，台灣歷史、文化與文學「課程與教學」

研討會，花蓮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2005 

〈限制式新題型命題作文的類型與特質〉，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國民中小學國文作文

教學研討會，2005 

〈高雄地區「笠」詩社醫生詩人的社會現實關懷〉，全國關懷學術論文研討會，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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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文融入教學之活動設計〉，教育部南區國語文種子教師成果工作坊，2003 

〈現代詩教學中章法形式深究探研〉，現代詩學術研討會，彰化師範大學，2001 

〈高雄地區笠詩社詩人的人文關懷〉，地方文化發展跨系學術研討會，高雄師大文學

院，2001 

〈台灣現代文學鑑賞教學探研〉，台灣文學與教育學術研討會，屏東師範學院，2000

〈從「勸世」歌謠《人生必讀書歌》談民間善惡報應觀與價值〉，第三屆中華民國民

間文學學術研討會，1994 

〈從《周易》升卦談柳宗元〈種樹郭桑駝傳〉之義理〉，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所友論文

發表會，1992 

〈《台灣諺語》書中「民謠」類之精神特質〉，第一屆民間文學會議，1991 

 

E：研究計畫 

    教育部九年一貫國語文領域，南區召集人，2006～2008 

高雄師範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主持人，2006～2008 

宗教與心靈改革學術研討會，召集人，2006～2008 

道家、道教與養生學術研討會，召集人，200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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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李玉珍 

中文姓名 李玉珍 英文姓名 Yu-chen Li 

授課科目/ 

研究專長 

1.宗教中的性別議題 

2.佛教文學 

3.台灣佛教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Cornell 

University 
美國 

East Asian 

Literature 
博士’ 1993.9-2000.5

University of 

Hawaii 
美國 

Religious 

Studies 
肄業 1988.9-1991.7

清華大學 台灣 歷史研究所 碩士 1985.8-1988.7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

學研究所 
佛教歷史與方法 副教授 2007.9-2008.1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

文學研究所 
宗教文學講座 副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

學研究所 
宗教與性別 副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

文學研究所 
世界宗教文學導論 助理教授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122



（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 

一. 專書: 

李玉珍, ，林美玫主編, 2003.《宗教與婦女 ：跨領域的視野》 , 臺北：里仁書局.  

李玉珍, 1989..《唐代的比丘尼》, 台北：學生書局. 

二. 期刊論文 

李鸞嫻，李玉珍, 2007. 〈新竹市齋堂巡禮：福林堂〉"，《竹塹文獻雜誌》第三十八期，

頁 90~114。 

李玉珍, 2004. 〈戰後台灣的佛教出版事業：以陳慧劍為例〉 , 《台灣宗教研究》，第 4
卷 1 期，頁 73-112. 

------2004. 〈《長老尼偈》的修辭故事—兼以對照《長老偈》〉 , 《國立台灣大學佛學研

究中心學報》第 9 期，頁 1- 36 

------2002. 〈台灣比丘尼與二部授戒〉 , 《兩性平等教育季刊》，張珣主編，「性別、民

俗與宗教專題」，第 18 期，頁 23-29. 

------2002. 〈佛教的女性，女性的佛教—近二十年來佛教的佛教婦女研究〉 , 《近代中

國婦女史研究》第 10 期，頁 147-176. 

------2001. 〈1950 年代的反共文學與佛教文學--《佛教小說集》裡的戰爭、愛情與鄉愁〉 ,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學報》6 期，頁 317-345. 

------2000. 〈寺院廚房裡的姊妹情：戰後台灣佛教婦女的性別意識與修行〉 , 《中央研

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87 期 (1999 年春季): 97- 128. (實際出版時間 2000 年 12
月) 

------1999. 〈佛教譬喻 (Avadana) 文學中的男女美色與情慾 -- 追求美麗的宗教意涵〉 , 
《新史學》第十卷第四期，頁 31-65, 

三. 專書論文: 

李玉珍, 2007. 〈徘迴觀音與地藏之間：台灣九華山福慧比丘尼崇拜〉 , ,收入譚偉倫主

編《民間佛教研究》（北京：中華書局），頁 63-93。 

------2007. 〈雲水不住－－曉雲法師的比丘尼典範〉，收入何廣棪、黃俊威編，《2006 年

華梵大學創辦人曉雲法師思想行誼研討會暨第十三屆國際佛教教育文化研討會會

議論文集》（台北：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頁 11-38。 

------2003. 〈佛教與女性研究回顧〉,收入張珣、江燦騰合編，《研究典範的追尋：台灣

本土宗教研究的新視野和新思維》（台北：南天書局），頁 489-524, 

------2003. 〈愛恨纏縛：佛傳文學裡的夫妻之情〉 ,收入中興大學中文系《「第四屆通俗

文學與雅正文學」全國學術研討會議論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頁 107-136

------2002. 〈母女情結：台灣女性出家與繼承家庭角色的兩難〉 ,收入胡台麗、許木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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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光輝等編，《情感、情緒與文化：臺灣社會的文化心理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頁 363-404. 

------2001. 〈佛教蓮社與女性之社會參與─1930 年代上海蓮社與 1960 年代臺灣蓮社之

比較〉 ,收入黃克武、張哲嘉主編，《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頁 255-312 

------2001. 〈當頭棒喝：禪宗文學之公案〉 ,收入盧建榮、熊秉真主編，《讓證據說話: 中
國篇》(臺北：麥田出版社)，頁 107-134 

------2000. 〈出家入世：戰後台灣佛教女性僧侶生涯之變遷〉 ,收入臺灣師範大學歷史

系主辦、文獻會主編，《回顧老台灣、展望新故鄉－臺灣社會文化變遷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臺北：文獻會），頁 149-207 

Yu-chen Li, 2007. "Reconstructing Buddhist Perspectives on Homosexuality: Enlightenment 
from the Study of the Body," in Marvin M. Ellison and Judith Plaskow eds., 
Heterosexism in Contemporary World Religion: Problem and Prospect (Cleveland, 
Ohio: The Pilgrim Press), 135-154. 

------2007. “In Pursuit of Buddhahood: Master Yinshun and the Buddhist Study in Postwar 
Taiwan.” , in Mutsu Hus, JinhuaChen and Lori Meeks eds.,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f Humanitarian Buddhism: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Hualien: Tzuchi University 
Press, 2007), 173-195. 

------2006. ”Bodhisattva Kśitigarbha and Buddhist Nun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in Karma 
Lekshe Tsomo eds., Out of the Shadows: Socially Engaged Buddhist Women (Delhi, 
India: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190-196." 

------2005. ”Guanyin and the Buddhist Scholar Nuns: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Nun-hood,” in Wei-hung 
Lin and Hsiao-chin Hsieh eds., Gender, Culture and Society: Women’s Studies in Taiwan (Seoul, 
Korea: Asian Center for Women’s Studies), 237-272 

------2004. "Religiosity and Leadership among Taiwanese Buddhist Nuns," in Karma Lekshe 
Tsomo ed., Bridging Worlds: Buddhist Women’s Voices across Generations (Taipei: Yuan 
Chuan Press), 97 –106. 

------2000. “Ordination, Legitimacy, and Sisterhood: the International Full Ordination 
Ceremony in Bodhgaya,” in Karma Lekshe Tsomo ed., Innovative Buddhist Women: 
Swimming Against the Stream (Surrey, U.K.: Curzon Press), 168-200. 

四. 研討會論文 

2007/7/12-22 "The Ordination System of the Late Imperial China," in 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Buddhist Women's Role in the Sangha, Bhikshuni Vinaya and 
Ordination Lineages with H. H. the Dalai Lama, University of Hamburg, 
Germany. 

2007/5/20 參加玄奘大學[佛學文學與史學]學術會議,發表論文〈宋明的戒壇制度〉 
2007/5/1-3 參加中研院歷史語言所主辦[中國史新論:宗教篇與性別篇]學術會議發表論

文〈佛教與中國婦女〉. 
2007/11/24-25 於玄奘大學主辦之第二屆應用倫理國際學術會議[宗教文化與性   別倫

理]發表＜政治與僧團的腳力--中國比丘尼登壇受戒＞一文。 
2006/6/17-21 參加國際佛教婦女協會(Sakyadhita: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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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 的第九屆年會, 於馬來西亞吉隆坡發表 “ The Gender Issue in 
Contemporary Taiwan Buddhism.” (國科會補助) 

2006/6/11-12 參加女學會與高雄師範大學性別研究所合辦「性別教科書學術研討會」, 於
高雄發表<性別與宗教>． 

2006/5/20-21 參加玄奘大學宗教學系、弘誓文教基金會等單位合辦「弟六届印順導師思

想之理想與實踐－印順導師與人菩薩行－學術會議」與廖憶榕合作發表<佛
門之孝──印順導師與妙雲蘭若> 

2006/5/12-13 參加香港中文大學文化與宗教研究所、人間佛教研究中心合辦「民間佛教

研究學術研討會」發表<徘迴觀音與地藏之間：台灣九華山福慧比丘尼崇拜

>(香港中文大學補助) 
2006/2/21 參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於南港發表<中國佛教與女性> 
2005/11/11-13 參加香港中文大學文化與宗教研究所、人間佛教研究中心、佛光大學、廣

東中山大學宗教研究所合辦「第一屆兩岸三地佛教傳統學研討會」.於香港

發表<地藏信仰與當代台灣比丘尼--以敬定與地皎法師的信仰活動為例>(清
華大學研發會補助) 

2005/7/17-18 參加台藏基金會、迦耶基金會主辦之「台藏尼僧交流研討會」於桃園發表

<修行制度與性別> 

2005/6/19-24 參加 Women's Worlds 2005 (WW05): 9th Interna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Congress on Women, 於韓國首爾梨花女子大學發表“The Gender Issue in 

Contemporary Taiwan Buddhism..” (國科會補助) 

2004/12/10-11 參加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舉辦「聖傳與詩禪：中國文學與宗教國際學術會

議」發表<性/別神異：中古宗教女性傳記之敘事結構＞。 
2004/11/12-13 參加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學系、慈濟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合辦「人間

佛教的發展與實踐學術研討會」發表<問學成佛—領導戰後台灣佛教讀書風

潮的印順導師> 
2004/7/2 參加國際佛教婦女協會(Sakyadhita: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Women) 的第八屆年會, 於韓國漢城發表 “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 
Autobiographies of Two Contemporary Taiwanese Bhiksunis” (清華大學研發會

補助) 
2003/12/27 參加台灣大學婦女研究室主辦之「兩岸性別研究學術研討會」發表“Guanyin 

and the Buddhist Scholar Nuns: Changing Meaning of the Nun-hood”。 
2003/11/14  於中研院文哲所「宗教與文學」學術研討會發表〈羅漢的屬性──以《二十

四尊得道羅漢傳》神化聖僧為例〉。 
2003/9/27 參加清華大學性別與社會研究室以及女學會主辦之「意識‧認同‧實

踐——2003 年女性主義學術研討會」發表〈性別研究與中國古典文學

（1990-2002）〉。 
2003/3/15-16 參加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舉辦「第四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全國學術會

議」，於台中發表〈愛恨纏縛：佛傳文學裡的夫妻之情〉。 
2002/7/12-17 參加國際佛教婦女協會(Sakyadhita: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Women) 的第七屆年會, 於台北發表“The Religiosity and Leadership of 
Taiwanese Bhikusni Leaders: Guanyin and Bhikusni Fuhui and Zhengyan” 

2002/4/20-21 參加弘誓文化基金會主辦之「第三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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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與當代對話學術討論會」，於台北發表〈佛教的女性，女性的佛教—－

比較近二十年來中英文的佛教婦女研究〉一文。 
2001/3/21-25 參加 AAS 年會，於 Chicago 發表論文 “ Filial Piety and Women’s 

Enlightenment: Miaoshan and Scholar Nuns i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Buddhism” (教育部補助) 

2001/2/16-17 參加〔New Directions of Chinese Women History〕，於 Columbia University 發

表論文 “Cooking and Jiemeiqing in the Monastic  Kitchen: Buddhist 

Women’s Gender Identity in Postwar Taiwan” (國科會補助) 

五. 其他 

1998 書評 John Kieschnick (柯嘉豪), The Eminent Monk: Buddhist Ideals in Medieval 

Chinese Hagiography (Hawaii: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1997), 《新史學》第 9

卷第 2 期, 頁 187-192. 

2000 與闞正宗合著，〈921 震災佛教寺院受損與賑災初步調查〉，《台灣宗教學學會會

訊》第四期 (2000 年 1 月): 38- 61. 

2001 導讀 Lorraine Daston 著，〈經驗中的證據與神蹟故事〉“Marvelous Facts and 

Miraculous Evide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賈士蘅譯，收入熊秉真主編，《讓

證據說話: 對話篇》(台北: 麥田出版社)，75-76。 

2002 與林淑娟合譯美國聖地牙哥大學宗教系副教授 Karma Lekshe Tsomo〈意識改

變—喜瑪拉雅山佛教文化中的女性宗教認同〉(“Change in consciousness: 

women’s religious identity in Himalayan Buddhist Culture.”) 一文，收入弘誓文化

基金會主編，《第三屆印順導師思想之理論與實踐──人間佛教與當代對話學術

討論會論文集》，頁 23-42。 

2002 〈台灣比丘尼與二部授戒〉，《兩性平等教育季刊》，張珣主編，「性別、民俗與

宗教專題」，第 18 期 (2002 年 3 月)，23-29。 

2002 〈比丘尼研究—佛教與性別研究的交涉〉，《婦女與性別研究通訊》第 63 期 (2002

年 3 月)，11-16。 

2002 〈佛教的女性,女性的佛教—近二十年來佛教的佛教婦女研究〉，《近代中國婦女

史研究》第 10 期 (2002 年 12 月)，147-176。 

2003 書評:沈劍英主編, 《中國佛教邏輯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中

國文哲所研究集刊》第 22 期，324-327。 

2005 〈入世的出家人〉，《人籟辯論月刊》， (2005 年 5 月)，36-41。 

2005 〈修行制度與性別〉，《香光莊嚴》第 83 期，頁 6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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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陳美華 

中文姓名 陳美華 英文姓名 Meei-Hwa Chern 

授課科目/ 

研究專長 

1.宗教學／佛教研究 

2.宗教人類學 

3.研究方法論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台灣大學 中華民國 哲學 學士 1982/9-1985/6 

天普大學 美國 宗教 博士 1991/1-2000/1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南華大學宗教學研

究所 
宗教人類學 

博士後研究／兼任

助理教授 
2007/2-2007/6 

中央大學客家社會

與文化研究所 
宗教人類學 

博士後研究／兼任

助理教授 
2005/2-2005/6 

南華大學宗教學研

究所 
宗教人類學 

博士後研究／兼任

助理教授 
2005/2-2005/6 

南華大學宗教學研

究所 
宗教人類學 

博士後研究／兼任

助理教授 
2003/2-2003/6 

南華大學宗教學研

究所 
宗教人類學 博士後研究 2002/2-2002/6 

中華佛學研究所 
佛教／學方法論—

人類學篇 
博士後研究 2001/2-2001/6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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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 

 

(A)期刊論文 

 

1. 陳美華。1998。〈解讀「比丘尼」在西方人眼中的隱含〉。《中華佛學學報》11：311~327。

2. 陳美華。1999。〈反思「參與觀察」在台灣漢人宗教田野的運用：一個女性佛教研究

者的觀點〉。《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88：335~367。 

3. 陳美華。2001。〈「另類」女性：從一個新聞剪報檔案談台灣比丘尼形象的再現〉。《臺

灣宗教研究》1(2)：43~83。 

4. 陳美華。2002。〈個人、歷史與宗教：太虛大師、「人生佛教」與其思想源流〉。《思

與言》40(2)：215~260。 

5. 陳美華。2002。〈另類典範：當代台灣比丘尼的社會實踐〉。《佛學研究中心學報》7：

295~340。 

6. 陳美華。2002。〈個人、歷史與宗教：印順法師、「人間佛教」與其思想源流〉。《中

華佛學學報》15：427~456。 

7. 陳美華。2003。〈佛教的婚姻觀——以《阿含經》為主論〉。《中華佛學學報》16：23~66。

 

(B)研討會論文 

 

1. 陳美華。1994。The Female Buddhist Response to Feminism。發表於韓國漢城．國際

亞細亞哲學、宗教學會主辦：「第一屆年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Asian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AAPR) 」，5 月 28 日。 

2. 陳美華。1997。Deciphering “Buddhist Nun”: The Implications in Western Eyes。發表於

美國德拉瓦．美國宗教學會主辦：「中大西洋區年會 Mid-Atlantic Region of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MAR-AAR)」，3 月 21 日 

3. 陳美華。1998。“Other” Women: Toward the Images of Buddhist Nuns in Early Postwar 

Taiwan。發表於美國華府．亞洲研究學會主辦：「第五十屆年會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Inc. (AAS)」，3 月 27 日。 

4. 陳美華。1998。〈反思「參與觀察」在台灣宗教田野的運用〉。發表於宜蘭明池山莊．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探索台灣田野的新面向學術研討會」，5 月 7 日。 

5. 陳美華。1999。〈另類典範：當代台灣比丘尼的社會實踐〉。發表於台北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宗教傳統與社會實踐中型研討會」，

3 月 5 日。 

6. 陳美華。2000。〈法鼓十年──從農禪寺到法鼓山的立基與開展〉。發表於台北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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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陳美華。2000。Yinshun’s Concept of “Buddhism in the Human Realm”— Its Character of 

Early Buddhism。發表於印度加爾各答．印度哲學與宗教學會主辦：「語言、思想和

實在：科學、宗教與哲學學術研討會 The Society for Indian Philosophy & Religion─

Interna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Conference on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Science, 

Religion and Philosophy”」，8 月 3 日。 

8. 陳美華。2000。Images of Buddhist Nuns in the Mass Media: A Case Study of Newspaper 

Representations。發表於美國加州長堤．亞洲研究學會主辦：「西岸年會 Western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WCAAS)」，10 月 6 日。 

9. 陳美華。2000。The Buddhist Revival in Postwar Taiwan: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Humanistic Buddhism’。發表於美國紐約州．亞洲研究學會主辦：「紐約年會 New York 

Conference on Asian Studies (NYCAS)」，10 月 20 日。 

10. 陳美華。2001。New Images of Buddhist Nuns in Postwar Taiwan。發表於美國芝加哥．

亞洲研究學會主辦：「第五十三屆年會 53 Annual Meeting of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Inc.(AAS)」，3 月 23 日。 

11. 陳美華。2001。〈衣著、身體與性別：從佛教經典談起〉。發表於嘉義南華大學．南

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主辦：「世界宗教：傳統與現代性中型學術研討會」，4 月 13 日。

12. 陳美華。2001。〈印度加爾各答客家人的歷史源流初探〉。發表於台北中央研究院中

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主辦：「第四屆世界海

外華人國際學術研討會」，4 月 28 日。 

13. 陳美華。2001。〈悲痛與重建：從 921 震災談台灣宗教教育的可能（大學教育篇）〉。

發表於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台灣史研究所主

辦：「九二一震災與社會文化重建研討會」，9 月 27 日。 

14. 陳美華。2001。〈生命的輪轉與文化的軌跡：文化／宗教人類學有關生死研究的回顧

與檢討（~2000）〉。發表於嘉義南華大學．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主辦：「現代生死

學理論建構學術研討會」，10 月 14 日。 

15. 陳美華。2001。〈借鏡、傳承與展望：西方人類學漢人宗教研究的回顧與檢討（期刊

篇 1960~2000）〉。發表於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

辦：「人類學與漢人宗教研究中型學術研討會」，10 月 26 日。 

16. 陳美華。2002。〈個人、歷史與宗教：太虛大師、「人生佛教」與其思想源流〉。發表

於台北國立師範大學．現代佛教學會主辦：2002 年會「佛教研究的傳承與創新學術

研討會」，3 月 3 日。 

17. 陳美華。2002。〈從《阿含經》談佛教的婚姻觀〉。發表於台北世界宗教博物館．真

理大學宗教研究所主辦：「宗教與婚姻學術研討暨座談會」，10 月 26 日。 

18. 陳美華。2003。〈在佛教原鄉中的漢傳佛教：回流、播種與現況〉。發表於台北國立

政治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主辦：「第一屆印度學

學術研討會」，10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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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陳美華。2003。〈馬華的漢傳「移民」佛教：傳入、紮根與流變〉（Diaspora of Chinese 

Buddhism in Malaysia: Imported, Grounded, and Transformed）。發表於台北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主辦：「東南亞宗教研究小型研討

會」，11 月 12 日。 

20. 陳美華。2004。〈客家經濟與儒家倫理：加爾各答客家與印度皮革製造業〉。發表於

台北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辦：「東亞客家文化圈中的儒學與教育：比較的視

野」學術研討會」，5 月 24 日。 

21. 陳美華。2004。〈當代台灣佛教的女行人：試構證嚴法師對「人間佛教」的詮釋圖像

與其實踐的思想來源〉。發表於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宗教學會主辦：2004 年會「台

灣的宗教研究──傳承與創新學術研討會」，7 月 4 日。 

22. 陳美華。2004。〈從佛教大學的創校理念探討佛教興學的時代意義〉。發表於嘉義南

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主辦：「宗教教育與宗教研究研討會」，12 月 4 日。 

23. 陳美華。2004。Drawing the Boundary─Buddhism and Self-Representations of Culture 

Identity in Malaysian Chinese Newspaper。發表於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

「The 18th IAHA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 Conference」，12

月 8 日。 

24. 陳美華。2005。 Malaysian Chinese Buddhism, Self-Represent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e CMCS and Its Newspaper Archive on Buddhism。發表於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

究所．Center for Asia-Pacific Area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Southeast Asia (IRSEA) and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 on Oceania 

(CREDO), Universtiy of Provence, France 主辦：「Conference on “New Frontiers of 

Southeast Asia and Pacific Studies”」，11 月 25 日。 

25. 陳美華。2006。〈從馬來西亞客聯會的發展談客家族群的認同問題〉。發表於國立成

功大學國際會議廳．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暨東南亞研究中心主辦：「東南亞研究的

反省與展望：全球化與在地化研討會」，4 月 27 日。 

26. 陳美華。2006。〈從馬來西亞客聯會的發展談客家族群的認同問題〉。發表於馬來西

亞吉隆坡雪蘭莪中華大會堂丹斯里謝富年禮堂．馬來西亞客聯會主辦：「第二屆馬來

西亞客家學研討會」，8 月 13 日。 

27. 陳美華。2006。〈馬來西亞佛教總會的國家和文化認同〉。發表於台北中央研究院民

族學研究所．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主辦：「印尼與馬來西亞的宗教與認

同：伊斯蘭、佛教與華人信仰習俗研討會」，9 月 15 日。 

28. 陳美華。2006。〈馬來西亞的漢文系佛教：歷史的足跡、近現代的再傳入與在地紮根〉。

發表於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主辦：「印

尼與馬來西亞的宗教與認同：伊斯蘭、佛教與華人信仰習俗研討會」，9 月 15 日。 

29. 陳美華。2006。〈族群、歷史與認同：以馬來西亞客聯會的發展為探討〉。發表於中

壢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工五館國際會議廳．中央大學客家學院主辦：「2006 年族群、歷

史與文化亞洲聯合論壇：人物與地域研究」，12 月 2 日。 

30. 陳美華。2007。〈離散中的鏡映：在馬來西亞研究中的「自我」與「他者」〉。發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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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專書及專書論文 

 

1. 陳美華。2002。〈印度加爾各答的客家人：一個田野筆記〉。張存武、湯熙勇主編：《海

外華族研究論集 II：婦女、參政與地區研究》，頁 485~505。台北：華僑協會總會出

版。 

2. 陳美華。2003。〈解讀「比丘尼」在西方人眼中的隱含〉。李玉珍、林美玫編：婦女

與宗教：跨領域的視野（Women and Religions: Interdisciplinary Scopes, Methods and 

Approaches）》，頁 333~362。台北：里仁書局。 

3. 陳美華。2004。〈法鼓十年（1989~1998）：從農禪寺到法鼓山的立基與開展〉。林煌

洲等：《聖嚴法師思想行誼》，頁 251~287。台北：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4. 陳美華。2004。〈台灣佛教研究發展綜述（1950~2000）：以佛教學術研究期刊為論譜〉。

陳美華等：《台灣宗教研究年鑑》，頁 1~72。台北：財團法人世界宗教博物館發展基

金會附設出版社。 

 

(D)技術報告及其他 

一般論著 

1. 陳美華。2000。〈另類身體觀〉。《當代》152：94~101。 

2. 陳美華。2000。〈閱讀的心境──從《僧侶與哲學家：父子對談生命意義》談閱讀的

生命與意義〉。《當代》154：118~125。 

3. 陳美華。2001。Some Reflections Concerning Academic Objectivity,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Religion Field。《文化研究月報》1。

（http://www.ncu.edu.tw/~eng/csa/journal/journal_park_3.htm） 

4. 陳美華。2001。〈跨世紀的現實與追求——台灣學術環境的困境與展望〉。《文化研究

月報》5。（http://www.ncu.edu.tw/~eng/csa/journal/journal_park26.htm） 

5. 陳美華。2001。〈不變的影像、流動的身體：僧衣傳統的修行身體觀和兩性平等意涵〉。

《兩性平等教育季刊》18：30~36。 

6. 陳美華。2001。〈個人、歷史與宗教（人間佛教）的重疊、交錯與未完成——兼論當

代台灣佛教研究的概況〉。《文化研究月報》18。

（http://140.112.191.178/csa/journal/18/journal_park122.htm） 

 

翻譯 

1. 薩伊德（Said, Eward W.）。2001。《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第 1

章 1~4 節，頁 31~94（陳美華譯）。台北：立緒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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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楊美惠（Yang Mayfair）。2003。〈橫跨台灣海峽的女神媽祖：國界、進香和衛星電視〉

（Mazu Crosses the Taiwan Straits: State Borders, Pilgrimage, and Satellite Television）

（陳美華譯）。林美容、張珣、蔡相煇編：《媽祖信仰的發展與變遷：媽祖信仰與現

代社會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 205~233。台北：臺灣宗教學會；雲林：財團法人北

港朝天宮。 

3. 夏瑪（Sharma, Arvind）。2006。《宗教哲學：佛教的觀點》（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A Buddhist Perspective）（陳美華譯）。台北：立緒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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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王惠雯 

中文姓名 王惠雯 英文姓名 Wang, Hui-Wen 

授課科目/ 

研究專長 

1.藏傳佛教文化與思想 

2.佛教倫理學 

3.大乘佛教教育理論與實踐 

4.佛教哲學諮商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輔仁大學 中華民國 哲學研究所 博士 1992/9~1998/7 

輔仁大學 中華民國 哲學研究所 碩士 1989/9~1992/6 

政治大學 中華民國 哲學系 學士 1985/9~1989/6 

政治大學 中華民國 新聞系 輔系 1986/9~1989/6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 佛教哲學諮商 副教授 2008/3~2008/6 

華梵大學東研所 

（一般生、在職專班）

藏文上、藏文下（藏文文

法入門、進階） 
助理教授、副教授 2002/9~2007/6 

華梵大學東研所 

（一般生） 

西藏佛教專題－四部宗

義之中觀思想 

藏文佛典選讀－月稱入

中論自釋 

藏文佛典選讀－菩提道

次第廣論 

助理教授 

2005/2~2005/6 

2004/9~2005/1 

2003/2~2003/6 

 

華梵大學東研所（在職

專班） 

論文寫作方法 

西藏佛教專題－西藏佛

教生死學 

副教授 

助理教授 

2007/2~2007/6 

2004/9~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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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梵大學哲研所（在

職專班） 

佛教哲學諮商專題 

佛教倫理學 

副教授 

助理教授 

2006/9~2007/1 

2005/9~2006/1 

華梵大學碩士學分班
佛教文化哲學 

佛學概論 

副教授 

助理教授 

2006/3~2006/6 

2005/10~2005/12 

華梵大學哲學系 
生命倫理學 

佛學概論 
助理教授 

2004/9~2005/1 

2000/9~2001/1 

華梵大學人文教育研

究中心（通識教育）

(1)藏傳佛教文化概觀 

(2)西藏佛教生死學 
助理教授 

(1)2006/2~2006/6 

2003/9~2004/1 

(2)2000/9~2001/1 

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

所（在職專班） 
西藏佛教生死學 助理教授 2000/2~2000/6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一）專書及專書論文 

【1】王惠雯，民 95 年，＜理想的生命實踐－以菩薩戒的自律精神為基礎之探討

＞，刊於《第一屆生命實踐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萬卷樓，頁 285-302。 

【2】王惠雯，民 92 年，＜互為主體性的校園文化之建構與發展＞，刊於《學生

事務與社團領導》第四輯，台北：東吳大學課外組，頁 233-246。 

【3】王惠雯，民 95 年，《大乘佛教教育理論與實踐論文集》。中壢：財團法人

圓光佛學研究所，2006 年。頁 1-250。 

【4】王惠雯，2006.6.10，＜藏傳佛教學術研究知識系統之建立：以宗喀巴為例＞，

收錄於《第一屆兩岸西藏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縣淡水鎮：淡江大學。頁

215-224。 

【5】王惠雯，民 95 年，＜「臨終關懷與佛教諮商」理論之建立＞，刊於《第二

屆世界居士佛教論壇論文集》，台北縣石碇鄉：華梵大學。頁 333-358。 

（二）研討會論文 

【1】王惠雯，2002.3.3，＜菩薩戒傳承之研究-以《丹珠爾‧中觀部》菩薩戒儀軌

為基礎之探討＞，發表於「現代佛教學會論文發表會」。  

【2】王惠雯，2002.3.9，＜理想的生命實踐－以菩薩戒的「自律」精神為基礎之

探討＞，發表於華梵大學生命實踐研討會。 

【3】王惠雯，2003.6.28，＜靜坐在通識教育課程中的設計、應用與發展＞，發表

於第五屆禪與管理研討會，台北縣石碇鄉：華梵大學。 

【4】王惠雯，2003.9.2，＜佛教自他概念的倫理義涵--以寂天思想為中心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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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儒佛會通研討會，台北縣石碇鄉：華梵大學。 

【5】王惠雯，2004.12.18，＜藏傳佛教中護法信仰與文化意涵＞，發表於「宗教

藝術與思想」研討會，台北：政大宗教所。 

【6】王惠雯，2005.12.29，＜佛教生死學中的生命治療觀－以道次第思想為主之

省察＞，發表於「第四屆生命實踐研討會」，台北縣石碇鄉：華梵大學。 

【7】王惠雯，2006.6.10，＜藏傳佛教學術研究知識系統之建立：以宗喀巴為例＞，

收錄於《第一屆兩岸西藏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縣淡水鎮：淡江大學。 

【8】王惠雯，2006.7.22，＜「臨終關懷與佛教諮商」理論之建立＞，發表於「第

二屆世界居士佛教論壇」研討會，台北縣石碇鄉：華梵大學。 

【9】王惠雯，2006.10.15，＜西藏語文線上教學模式之分析與探究＞，發表於「第

十二屆國際佛教教育研討會」，台北縣石碇鄉：華梵大學。 

（三）研究報告 

【1】王惠雯，2006.5.31，＜宗喀巴思想研究學術著作資料數位典藏計畫(1/2)＞，

國科會期中精簡報告，NSC 94-2411-H-211-002 

【2】王惠雯，2007.12.21，＜宗喀巴思想研究學術著作資料數位典藏計畫(2/2)＞，

國科會完整報告，NSC 95-2411-H-211-001 

【3】王惠雯，2001.10.31，＜菩薩戒的傳承研究-以《西藏大藏經論疏部‧中觀部》

典籍為基礎之探討＞，國科會報告 NSC 89-2411-H-211-007 

（四）翻譯作品、專書審譯 

【1】達賴喇嘛著，夏春梅、王惠雯合譯，《邁向解脫之路》。台北：聯經出版社，1997。

（英譯中，曾獲中時評選宗教十大好書獎） 

【2】江波譯，《掌中解脫》。台北：白法螺基金會，2001、2004 年。（藏譯中） 

【3】劉宇光譯，《知識與解脫》。香港：中文大學佛學研究中心，2005 年（英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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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游祥洲 

中文姓名 游祥洲 英文姓名 Yo, Hsiang-Chou 

授課科目/ 

研究專長 

1.宗教和平運動（授課科目） 

2.佛教研究 

3.宗教與全球化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

所 
學位 起迄年月 

中國文化大

學 
ROC 哲學 哲學博士 1981.08.01-1985.06.30 

台大哲學研

究所 
ROC 哲學 碩士 1971.08.01-1973.06.30 

台大哲學系 

 
ROC 哲學 學士 1965.08.01-1971.06.30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政治大學國際

關係研究中心

與世界宗教博

物館（合開） 

華嚴哲學與宗教

對話 
副教授 2007.09.01-2008.O1.31 

佛光大學宗教

研究所 
宗教與全球倫理 副教授 2007.02.01-2007.O7.31 

佛光大學宗教

研究所 

當代佛教名著選

讀 
副教授 2006.09.01-2007.O1.31 

佛光大學宗教

研究所 
宗教與全球化 副教授 2005.09.01-2006.01.31 

佛光大學宗教

研究所 
人間佛教專題 副教授 2005.09.01-2006.01.31 

慈濟大學宗教

與文化研究所 

當代佛教名著選

讀 
副教授 2004.09.01-2005.O1.31 

 136



慈濟大學宗教

與文化研究所 
宗教與全球化 副教授 2003.09.01-2004.O1.31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 

一. 研討會論文 

 

2007 1201 〈身土不二的世界觀：佛教與公民社會的共同語言〉， 10，000 字，「第二

屆兩岸三地佛教傳統與當代文化學術研討會」論文，香港：中文大學。 

2007 1127  “Non Duality of Body and Earth, A Deep Theoretical base for GNH”（身土

不二--GNH世界觀的深層基礎與應用），paper for 3rd GNH Conference, 

Bangkok, Thailand. 

2007 1124 〈論如何以「四悉檀」重建佛門兩性平等倫理--兼論當代全球入世佛教對

性別議題的認知與突破〉，玄奘大學應用倫理研究中心主辦「宗教文化與

性別倫理」國際學術會議 論文。 

2007 0831 〈Pyramid or Indranet? 〉，Keynote paper for 2007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Engaged Buddhism, Taiwan Conference, 

2007 0701 〈論約翰‧希克的輪迴論述---一個深化當代宗教對話的共同課題〉，8,500

字，2007 台灣宗教學會年會論文，台北：台灣宗教學會。 

2006 0930 “Ten Modes of Thought: Global Engaged Buddhis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ommunities”（〈當代華語世界「人間佛教」的十種模式〉），11,000 字，English 

paper presented at “Dr. Ambedkar and the Modern Buddhist World 

Conference”, Nagpur, India：Nagarjuna Institute. 

2006 0722 〈論宗教與罪惡感----從《大品般若經》「罪不罪不可得」的論述切入〉，

13,000 字，華梵大學「第二屆世界居士佛教論壇」論文，台北：華梵大學。

2006 0625 〈不二法門與宗教對話----兼論如何超克「宗教對話」的理性與非理性之

盲點〉，10,500 字，2006 台灣宗教學會年會「宗教對話」論文，台北：台

灣宗教學會。 

2006 0514 〈佛使比丘 Ven. Buddhadasa 的緣起論述及其文化效應〉，9,600 字，「佛

教史與佛教藝術」學術研討會論文。台北：現代佛教學會。 

2006 0506 〈對五戒與佛教在家倫理的十二重省思〉，11,000 字，「應用倫理學學術研

討會」論文，台灣宜蘭：佛光大學哲學系。 

2006 0413〈佛教與全球化：異化乎？典範乎？〉，9,800 字，第一屆「世界佛教論壇」

 137



論文，北京：中國佛教協會‧中華宗教文化交流協會。 

2006 0311〈解構《摩奴法典》的人權神話---兼論佛陀與安貝卡的人權思維進路〉，11,000

字，「第九屆儒佛會通暨文化哲學學術研討會」論文，台北：華梵大學。 

2005 1206〈楊士芳進士與「蘭陽學」----從楊士芳進士的文化思維脈胳，探討「蘭陽

學」之上層建構〉，9,000 字，第一屆「蘭陽學 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台

灣宜蘭：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2005 1126〈茶禪與 EQ 教學---兼論當前茶文化開展的主要課題與資源整合〉，17,500

字， 2005「『茶』遍天下---茶與藝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台北：國立台

灣藝術大學。 

2005 1111 〈論「身土不二」----從佛教「不二法門」的觀點，探討當代全球環保倫

理的哲學基礎〉，17，000 字，「第一屆兩岸三地佛教傳統與當代文化學術研

討會」論文，香港：中文大學 & 廣州：中山大學。 

2005 1030〈論《金雲翹傳》的罪惡感問題及其療癒之道〉，11,000 字，「宗教與亞洲文

化」研討會論文，台灣宜蘭：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2005 1022〈論《金雲翹傳》  對於宿命論的辯證思維---從佛教三世業報論觀點看超

越宿命的關鍵〉，13,000 字，第二屆「中國文哲的當代詮釋」學術研討會

論文，台北：國立台北大學中文系。 

2005 1013 “Buddhist perspective on Globalization”, paper for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Engaged Buddhism 2005 India Conference, Nagpur, India：Nagarjuna Institute.

2005 0702〈不二法門與非暴力----從佛教哲學的觀點，探討全球倫理軸心思維的絕對

預設〉，13,500 字，2005 台灣宗教學會年會「台灣宗教研究的本土性與國

際性」論文，台北：台灣宗教學會。 

2005 0416〈「五方佛」與佛教象徵詮釋學 引論----發現佛教內在的方法論思維〉，8,000

字，「佛學方法論」學術研討會論文，台北：臺大哲學系。 

2004 1219〈居士佛教與全球責任〉，10,300 字，「第一屆世界居士佛教論壇」論文，馬

來西亞：古晉佛教居士林。  

2004 1212〈陳健民上師與三乘一體論〉，6,700 字，「陳健民百歲冥誕紀念與漢藏佛教

交流研討會」論文，台北：現代佛教學會與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 

2004 1112〈人間佛教與三乘抉擇〉，16,000 字，「人間佛教的理論與實踐----印順法師

的佛學思想與落實」學術研討會論文，台灣花蓮：加拿大英屬哥倫比亞大

學與慈濟大學。  

2004 0926〈論「明相應觸」與「當下解脫」---兼論印順法師、佛使比丘與一行禪師對

「十二支緣起法」的關鍵性詮釋〉，16,000 字，慶祝印順導師百歲嵩壽「佛

教文化與當代世界」學術研討會論文，台北：現代佛教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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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1002〈從慈濟環保志工論「菩薩人間化」的體現---傳承與抉擇：論證嚴法師對

「菩薩人間化」的詮釋與實踐之引論〉，16,000 字，「海峽兩岸宗教與社會

學術研討會」論文，台北：華梵大學。  

2004 0827〈論一行禪師的「十四戒」與全球倫理之建構----兼論杭廷頓的「文明衝突

論」〉，42,000 字，「全球化進程中的宗教文化與宗教研究」海峽兩岸學術

研討會，發表論文，中國北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與世界宗

教博物館。 

2004 0704〈論全球入世佛教之發展進路〉，20,000 字，台灣宗教學會 2004 年會「宗教

研究－傳承與創新研討會」論文，台北：台灣宗教學會。  

2004 0531〈提昇情緒管理的幾個面向-----建構「佛教情緒管理學」的實踐方法論述〉，

3,000 字，第二屆「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學術研討會論文，台灣中壢：

萬能科技大學。  

2004 0424〈論入世佛教與當代印度佛教復興運動--從安貝卡博士到 TBMSG 的發展進

路〉，18,000 字，「第五屆印順導師思想之理論與實踐『人間佛教薪火相傳』

學術研討會」論文，台北：佛光山文教基金會、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

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與佛教弘誓學院。  

2004 0418〈禪與情緒管理--如何以正念覺知切入佛教情緒管理學的轉化關鍵〉，15,900

字，「宗教與生命學術研討會」論文，台灣宜蘭：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2004 0410〈對入世佛教涉及公共事務時政治取向之省思〉，9,800 字，「2004 國際佛教

論壇」論文，馬來西亞吉隆坡：馬來西亞佛教青年總會。  

2003 0413〈發展人間佛教的正向與反向思考〉，1,200 字，「第四屆台灣當代佛教發展

研討會」引言，台北：慈光佛學研究所、佛教禪淨協會。  

2003 0329〈論印順學與佛教全球化〉，8,000 字，「第四屆印順導師思想之理論與實踐_

人間佛教薪火相傳_學術研討會」論文，台北：佛教弘誓學院。 

2002 0704〈論全球化對佛教的挑戰〉，13,000 字，「第十二屆國際佛教教育文化研討會」

論文，台北：華梵大學。 

2002 0622〈論全球化與中國文化之繼往開來〉，22,000 字，「中國文化之繼往開來國際

研討會」論文，香港：佛教法住學會。 

2002 0302〈論五戒與全球倫理---「文化全球化」進程中的重要課題〉，46,000 字（含

參考書目），「現代佛教學會 2002 年會--佛教研究的傳承與創新學術研討會」

論文，pp.575-607，台北：現代佛教學會。 

2002 0117〈論全球化，一條未定的道路---從佛教形上學的觀點看全球化的可能發展〉，

40,000 字，「第四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論文，台北：法鼓山中華佛學研

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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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論文殊法門的圓頓與漸次---以《維摩詰經》與《諸法無行經》兩部經典為

討論範圍〉，23,000 字，「第三屆兩岸禪學研討會」論文，台北：慈光佛學

研究所、佛教禪淨協會。 

2001    〈對於台灣佛教媒體發展的幾點省思〉，4,200 字，「台灣當代佛教發展研討會」

論文，台北：慈光佛學研究所、佛教禪淨協會。 

2001    〈人間佛教的社會關懷〉，7,500 字，第二屆「人間佛教學術研討會」論文，

台北：弘誓文教基金會。 

2000     〈「煩惱免疫學」導論〉，50,000 字，「方東美先生百歲誕辰紀念學術研討會」

論文，台北：中國哲學會。 

1999     〈《華嚴經》的苦行思想〉，18,000 字，「第二屆佛學與人生研討會」論文，

台中：逢甲大學。 

1999     〈論自力與他力之融合〉，2,900 字，「第二屆兩岸禪學研討會」論文，台北：

慈光佛學研究所、佛教禪淨協會。 

1999     〈略論弘一大師與簡樸生活運動〉，3,500 字，「弘一大師德學會議」論文，

台北：弘一大師紀念學會。 

1998     〈五十三參與人間佛教〉，36,000 字，「第三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1997）

論文，編入北京《法音論壇》，上篇 1998 年 4 月號 pp4-14，下篇 1998 年

6 月號，pp10-18，北京：中國佛教協會出版。 

1997    〈慧能與一行三昧〉，7,000 字，北京大學「佛教文化與現代社會北京 ’97 國

際學術研討會」論文，1997 年 12 月，北京。（北京大學尚未刊行） 

1997    〈Realizing Sunyata By Practicing Six Paramitas--Nagarjuna's view point towards 

Mahayana Philosophy〉，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agarjuna's Philosophy" , sponsored by University of Gorakhpur ( UP ), India; 

Key-speech given by H. H. The Dalai Lama,  October, 1997. 

1994 〈臺灣佛教所面臨的現代挑戰：異化及其超克〉，3,000 字，(第七屆法住

國際學術會議「佛教的現代挑戰」論文)，法住學會主辦，1994 年 12 月，

香港。(法住學會尚未刊行) 

1994 〈The Volunteer Training Program of T'zu Chi Found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ts Welfare Work〉,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ddhism and 

Social Welfare.” Sponsored by University of Hawaii and Torch of Wisdom 

Association. Jan., 1994; Taipei. 

1994 〈慈濟志工與慈濟志業〉，4,000 字，第二屆「佛教與社會福利國際研討會」

論文，美國夏威夷大學、中華慧炬佛學會主辦，1994 年 1 月，台北。(尚未

刊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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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論二十一世紀宗教之溝通與合作〉，世界宗教會議(Assembly of the World's 

Religions) 學術討論會英文論文，中文稿 8,700 字，1992 年 8 月，漢城。(中

文稿尚未刊行) 

1992 〈論臺灣佛教的良性擴張與不當擴張〉，1,500 字，現代佛教學會主辦，臺

南區佛教學術研討會論文，1992 年，台南。(尚未刊行) 

1991 〈論臺灣佛教現代化進程中的「異化」問題─對台灣佛教當前若干現象之

省思〉，佛光山國際學術會議論文，10,000 字，1990 年 8 月，高雄。發表於

《佛教新聞週刊》80、81 期，1991 年 1 月，台北。 

1990 〈從虛雲老和尚的道風探討其山林佛教之發展理念〉，虛雲老和尚思想研

討會論文，17,000 字，現代佛教學會主辦，法光佛學研究所贊助，1990

年 9 月，台北。(尚未刊行) 

1990 〈中國佛教之發展及其邁向二十一世紀之前瞻〉，泰國法身基金會「佛教

邁向二十一世紀國際會議」英文論文，中文稿 8,200 字，發表於《佛教新

聞週刊》32 期，1990 年 2 月，台北。 

1989      〈般若空與無相戒〉，第六屆國際中國哲學會論文，5,000 字，夏威夷大學

希羅分校，1989 年 7 月，美國夏威夷。（尚未刊行） 

1987 〈玄學之「無」與般若之「空」〉，第五屆國際中國哲學會論文，4,000 字，

1987 年 7 月，美國聖地牙哥。發表於《普門雜誌》。 

1987     〈Chinese Buddhist Confessional Rituals: Their Origin and Spiritual Implications〉，

世界宗教研究會（Council For the World's Religions）主辦「國際佛學研討會」

（International Intra-Buddhist Seminar）論文，1987 年 7 月，斯里蘭卡‧可倫

坡；全文收入”Buddhist Thought and Ritual”，edited by Dr. David Kalupahana,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Delhi, 2001。 

二. 專書及專書論文 

2007    〈如是我聞－論佛教寫經文化的深層宗教義蘊〉，24,000 字，收於「如是我聞」

一書，臺北：國家圖書館。 

2003    〈論佛教對於天災的詮釋與九二一心靈重建〉，24,000 字，收於「災難與重建

--九二一震災與社會文化重建論文集」一書，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社科中心聯合主

辦，台北：中央研究院。 

2002    〈論全球化對佛教的挑戰〉，20,000 字，收於「第十二屆國際佛教教育文化研

討會專輯」（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ddhist, Education and 

Culture），台北：華梵大學，pp.305-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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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空與太極---略論明代藕益大師《周易禪解》會通空與太極的本體論蘊涵〉，

16,600 字，收於「第六屆儒佛會通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台北：華梵大學，

下冊 pp.287-304，7 月出版。 

2000     〈龍樹的詮釋學理念之哲學省察----從《大智度論》三個論題的思維進路，

探討龍樹學「三乘共貫」的詮釋學蘊涵〉，33,000 字，收於「印順思想：

印順導師九秩晉五壽慶論文集」，現代佛教學會、台大佛學研究中心、印

順文教基金會主辦，pp.181-219， 台北：正聞出版社。 

1998    〈弘一大師論空與不空〉，14,000 字，編入《弘一大師有關人物論文集》，陳

慧劍主編，pp373-394，1998 年 12 月，台北：弘一大師紀念學會。 

1997    〈論原始佛教的苦行思想與簡樸生活---以四阿含為核心的探討〉，19,000 字，

編入《簡樸思想與環保哲學》，中國哲學會主編， pp237-263，1997 年 10

月，台北：立緒文化。 

1995 〈一行三昧與中國禪〉，21,000 字，編入《佛教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會議論

文集》，上輯 pp237-258，1995 年 7 月，台北：中華文化復興運動總會宗教

研究委員會。 

1994 〈龍樹的範疇論〉，16,000 字，編入《1990 年佛學研究論文集》， 1994 年 9

月，高雄：佛光出版社。 

1993 〈二諦與五祖傳法的雙重肯定〉，7,200 字，編入《中印佛學泛論》(傅偉勳

教授六十大壽祝壽論文集)，藍吉富主編，pp123-133，1993 年 12 月，台北：

東大圖書。 

1993 〈《大智度論》所述「大空」與「無始空」之研究〉，31,000 字，《圓光佛學

學報》創刊號，圓光佛學研究所發行，1993 年 12 月，中壢。 

1993 〈禪與企業管理〉，第五屆國際法住學術會議論文，8,700 字，編入《東方

文化與現代企管》，霍韜晦主編， pp115-126，1993 年 12 月，香港：法住

出版社。 

1992 〈論六波羅蜜與安身立命〉，第四屆法住國際研討會論文， 10,000 字，編

入《安身立命與東西文化 》，pp314-328，霍韜晦主編，，1992 年 12 月，

香港：法住出版社。 

1992 〈論兩岸佛教互動及其定位與定向〉，第一屆兩岸宗教文化交流學術研討

會論文，12,000 字，編入《兩岸宗教現況與展望》，靈鳩山般若文教基金會、

國際佛學研究中心主編， pp143-162，1992 年 10 月，台北：台灣學生書局。

1990 〈論太虛大師「人生佛教」理念的形成及其實際〉，16,000 字，編入《太虛

誕生一百周年國際會議論文集》，霍韜晦主編，pp214-233，1990 年 12 月，

香港：法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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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論中國佛教懺悔倫理的形成及其理念蘊涵〉，第一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

論文，10,000 字，編入《從傳統到現代》，傅偉勳主編，pp121-136，1990

年 10 月，台北：東大圖書。 

1990 〈論龍樹「即空即如」思想的理論面與實踐面─兼及唐君毅先生論空與

如〉，14,000 字，編入《唐君毅思想國際會議論文集》，霍韜晦主編，第二

輯 pp38-53，1990 年 12 月，香港：法住出版社。 

1987 〈Chinese Buddhist Confessional Rituals: Their Origin and Spiritual Implic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Intra-Buddhist Seminar, conducted by Prof. David 

Kalupahana, sponsored by the Council For the World's Religions, Colombo, July 

1987. 

1990 〈論印順法師對壇經之研究〉，佛光山國際禪學會議論文，21,000 字，編入

《佛光山國際禪學會議實錄》，佛光出版社，pp190-196，1990 年 3 月，高

雄。 

1989 〈有無之諍與名實之辨─以僧肇的《不真空論》為中心，略述東美先生對

於魏晉玄學與般若學教涉及其轉進的洞見〉，國際方東美哲學研討會論

文，9,500 字，編入《方東美先生的哲學》，幼獅文化出版，pp191-202，1989

年 7 月，台北。 

1988 〈論四悉檀與顯密融合〉，1987 年世界顯密佛學會議論文，8,200 字，編入

《世界顯密佛學會議實錄》，佛光出版社，pp195-213，1988 年 9 月，高雄。

1985 〈漢譯龍樹論典大智度論十八空之研究〉，300,000 字，中國文化大學哲學

研究所博士論文，指導教授：印順法師、羅光總主教，1985 年 6 月，台北。

1987 〈論世界佛教青年組織的發展及其合作之道----以馬來西亞佛教青年總會

為中心的觀察〉，1985 世界佛教青年會議論文，6,600 字，編入《馬來西亞

佛教青年總會十五周年特刊》，繼程法師總編輯，pp146-150，1987 年 5 月，

馬來西亞。 

1985 〈從印順導師對空義的闡揚談起〉，8,400 字，編入《印順導師的思想與學

問─印順導師八十壽慶論文集》，藍吉富主編， pp29-43，1985 年 5 月，台

北：彌勒出版社。 

1981 〈從佛學的眼光略談唯物辯證論的謬誤〉，8,600 字，編入《佛法與相關政

治思想論集》，pp99-112，1981 年 9 月，台北：天華出版。 

1980 〈龍樹的共相論〉，18,000 字，《現代佛教學術叢刊》，1980 年 10 月，台北：

大乘出版社。 

1982 〈論龍樹與僧肇對般若經假名觀的闡揚及其現代意義〉，4,200 字，編入《第

五屆國際佛教學術會議論文集》， pp158-162，1982 年 11 月，高雄：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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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國佛教研究院出版。 

1973 〈龍樹認識論之研究〉，79,000 字，台大哲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指導教授：

方東美教授，1973 年 7 月，台北。 

三. 期刊論文 

2002   〈從兩個層面看佛指舍利〉，3,000 字，《普門學報》第九期，2002 年 5 月。台

灣高雄：佛光文教基金會。 

四. 其他已刊行之專論 

1990 〈龍樹學的關鍵語〉，1,100 字，刊載於《龍樹月刊》第 2 期，1990 年。 

1987 〈淨土與世界和平的共同原理〉（英文），世界佛教青年會（WFBY）第六

屆大會主題演說，1986 年 11 月，尼泊爾加德滿都；中文稿 5,000 字，發表

於《菩提樹雜誌》412 期，1987 年 3 月，台中。 

1985 〈從道德形上學的觀點探討空性人格化的六大義蘊〉，英文論文，發表於

韓國佛教青年會全國年會，1984 年 11 月，漢城；中文稿 3,600 字，發表於

《普門雜誌》64 期，1985 年 1 月，台北。 

1984 〈關於自由中國佛教青年之現況與未來〉，英文稿講於世界佛教青年會第

五屆大會，1984 年 8 月，斯里蘭卡；中文稿 4,800 字，刊載於《普門雜誌》，

高雄。 

1978 〈先有雞或先有蛋？〉，17,000 字，《覺世雜誌》第十四期、第十七期，1978

年，高雄。 

1972 〈論中國文化精神的現代意義─兼論中國現代化運動之開展〉，43,000 字，

《大學論壇》35 期，台大大學論壇社，1972 年。 

1972 〈一個新格義時代的來臨〉，5,200 字，《慧炬雜誌》102、103 期，1972 年，

台北。 

1966 〈華輪如夢，黃葉繽紛──從蓮華之喻，談到業與輪迴的實際〉，11,800

字，刊載於《台大青年》，1966 年 12 月，台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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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黃創華 

中文姓名 黃創華 英文姓名 Huang, Chuang-Hua 

授課科目/ 

研究專長 

1.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 

2.諮商歷程與技巧 

3.團體心理治療深論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高雄師範大學 中華民國 輔導與諮商 博士 88.09-94.01 

台灣大學 中華民國 臨床與諮商心理 碩士 78.09-81.01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中正大學心理系 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 兼任助理教授 97.02-97.07 

中正大學心理系 團體心理治療深論 兼任助理教授 95.08-96.07 

中正大學心理系 諮商理論與技術 兼任助理教授 95.02-95.07 

中正大學心理系 
諮商理論與技術 

團體心理治療 
兼任講師 92.02-94.07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 

黃創華近五年著作目錄 

 

專書： 

 

許家璋、黃創華、蔡珮慈、王敬偉、張莉莉、蘇金蟬、涂瑞玲、李佩玲（譯）（2007）。

易術：傳統中醫、心理劇與創造性易術之整合。台北：心理。 

許家璋、黃創華、蔡珮慈、王敬偉、張莉莉、蘇金蟬、涂瑞玲、李佩玲（譯）（2007）。

易術--傳統中醫、心理劇與創造性易術之整合：與改變共處的生活藝術。北京：世

 145



界圖書出版公司北京公司。（簡體字版） 

黃創華（2007）。音樂與壓力免疫。載於李明濱、劉美蓮（主編）甜蜜的家庭：世界名

曲紓壓 CD 書，8-15。台北：行政院衛生署。 

吳幸如、黃創華（2006）。音樂治療十四講。台北：心理。（本書榮獲衛生署國民健康

局 2007 心理健康類好書推薦獎） 

黃創華（2005）。心理劇導劇歷程之詮釋研究。國立高雄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博士論文。

（未出版）。 

 

 

期刊論文： 

 

黃創華、吳幸如（2004）。音樂治療理論模式的比較分析--以奧福音樂治療團體之效果研

究為例。諮商輔導學報，10，1-30。 

卓紋君、黃創華（2003）。薩提爾模式家庭探源團體療效研究 ── 參與者觀點的分析。

中華心理衛生學刊，16(3)，31-60。 

黃創華、謝曜任（2003）。完形學派的遊戲治療。諮商與輔導，206，2-6。 

黃創華（2002）。人際取向督導模式初探。輔導季刊，38(1)，16-22。 

柯昇穎、楊延光、陳信昭、林晏弘、黃創華、劉怡佳、葉宗烈（2002）。非慣用右手之

精神分裂症患者有較高的負性症狀。台灣精神醫學，16(1)，80-82。 

 

研討會論文： 

Chow, P. C. K., Chu, H. C., Huang, C. H., Chiang, Y. C., Hsu, Y. W., Cheng, Y. T., Tang, K. 

Y., & Chueh, C. M.(2007). Effect of Psychodrama on Self-esteem and Serum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Levels in Junior High-school Students with 

Emotional Disturbance ─ Towards a Bridge between Mind and Brain. 台灣精神醫學會

46 週年年會，高雄育樂中心，November, 3-4, 2007。 

黃創華、吳幸如（2007）。表達性心理治療的詮釋學研究法：以心理劇和音樂治療結合

嬰幼兒按摩為例。中國首屆表達性心理治療和心理劇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國蘇州，

蘇州大學，August, 4-7, 2007。 

黃創華（2005）。督導制度的制定方向與省思。台灣臨床心理學會 2005 年會暨第二屆第

一次會員大會專業臨床心理師人才養成教育論壇引言人。台北市政治大學，

December, 17-18, 2005。 

黃創華（2005）。心理劇與團體督導工作坊。台灣臨床心理學會 2005 年會暨第二屆第一

次會員大會。台北市政治大學，December, 17-18, 2005。 

Huang, C. H., & Kuo, M. (2005).The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Long-term Effect of 

Psychodrama – Narrative Analysis of a Participant＇s Experience. 7th Pacific Rim Regional 

Congress of Group Psychotherapy and 4th Asia Pacific Conference on Psychotherapy, Taipei, 

September, 25-28,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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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創華、朱秀琴、周植強（2005）。易術（道家與中醫取向之心理劇治療法）運用於嚴

重憂鬱症住院病人之初探性療效研究。第五屆華人心理學家學術研討會。中國蘇

州，蘇州大學，July, 16-19, 2005。 

黃創華、張莉莉（2005）。質性研究方法在心理劇研究中的應用 --兼論心理劇研究的現

狀與趨勢。宣讀於第五屆華人心理學家學術研討會黃創華、張莉莉主持之「質性研

究在心理劇研究中的應用」工作坊。中國蘇州，蘇州大學，July, 16-19, 2005。 

黃創華、郭敏慧（2002）。團體督導效果研究—受督導者觀點的分析。中國心理學會第

四十一屆年會暨學術研討會。台南市成功大學，September, 13-15, 2002。 

黃創華（2002）。人際取向督導模式初探。輔導季刊，38(1)，16-22。 

柯昇穎、楊延光、陳信昭、林晏弘、黃創華、劉怡佳、葉宗烈（2002）。非慣用右手之

精神分裂症患者有較高的負性症狀。台灣精神醫學，16(1)，80-82。 

Huang, C. H. (2002). Ascending or Descending :The Safety Principle of Spiritual Growth 

during Psychotherapy. XXV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pplied Psychology, Singapore, 

July 7-12, 2002. 

Wu, H. J. D., & Huang, C. H. (2002). On the Rationale of Expressive Therap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divisibility of Body/Mind Theory in Chinese Medicine. XXV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pplied Psychology, Singapore, July 7-12, 2002. 

卓紋君、黃創華（2002）。薩提爾模式家庭探源團體療效研究 ── 參與者觀點的分析。

第四屆華人心理學家學術研討會暨第六屆華人心理與行為科際學術研討會，臺北，

November 9-12, 2002。 

 

研究計畫： 

 

江允志、黃創華、朱秀琴、周植強（2006）。憂鬱症國中生在施以心理劇治療後其血清

中「腦源神經營養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 BDNF）」濃度之變化。

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榮民總醫院研究計畫（計劃編號：

VGHKS95-082）。（共同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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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鄧元尉 

中文姓名 鄧元尉 英文姓名 Teng Yuan-wei 

授課科目/ 

研究專長 

1.暴力與和平 

2.Emmanuel Levinas 哲學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政治大學 中華民國 哲學 博士 1999.9-2006.6 

政治大學 中華民國 宗教學 碩士 2000.9-2006.6 

政治大學 中華民國 哲學 碩士 1995.9-1999.6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中原大學通識 宗教哲學 兼任講師 2000.2-2006.6 

中原大學通識 宗教多元論 兼任講師  

中原大學通識 基督教正義論 兼任講師  

中原大學通識 宗教與衝突 兼任講師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 

得獎記錄： 

博士論文獲台灣哲學學會 2007 年紀念蔣年豐教授哲學博士論文獎優秀獎。 

學位論文： 

《遊戲與對話：高達美的遊戲概念及其在對話問題上的應用》，政治大學哲學碩士論文，

1999 年。 

《暴力與和平：列維納斯的道德形上學及其政治蘊義研究》，政治大學哲學博士論文，

2006 年。 

 148



《文本與他者：列維納斯他勒目詮釋的基本特徵》，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單篇論文： 

〈苦難與超越：從唐君毅對基督宗教的理解探討儒基對話的可能向度〉，《哲學與文化》，

第 24 卷，第 3 期，1997 年 3 月。 

〈傳統與對話中的神學：從高達美與哈伯馬斯之論爭反省漢語神學之建構問題〉，《道

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 9 期，1998 年秋季號。 

〈他者的佳音：德希達的他者思想與基督教神學〉，《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 18

期，2003 年春季號。 

〈列維納斯的宗教詮釋學〉，《獨者》，第 8 期，2004 年 12 月。 

〈列維納斯語言哲學中的文本觀〉，《中外文學》，第 36 卷，第 4 期，2007 年 12 月。

〈勒維納斯：他者的使徒〉，收於《現象學與漢語神學》一書，曾慶豹編，香港：道風

書社，2007 年 12 月。 

〈《信仰的理解》書評〉，《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 28 期，2008 年春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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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王晴薇 

中文姓名 王晴薇 英文姓名 Ching-wei Wang  

授課科目/ 

研究專長 
 天台止觀史、歐美漢學研究 

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往下填寫，未獲得學位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年月 

University of 

Arizona 
U.S.A. 

East Asian 

Studies 
Ph.D. 1994.8-2001.12

St. John’s 

University 
U.S.A. 

East Asian 

Studies 
M.A. 1990.8-1991.8

淡江大學 中華民國 英國語文學系 學士 1983.8-1987.6

與本學程相關之授課經歷（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漢學資料整理研究

所 

佛學專題研究──

佛教感應書寫之範

圍與研究方法 

助理教授 2008.1-6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漢學資料整理研究

所 

佛教史專題研究 助理教授 2007.1-6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漢學資料整理研究

所 

禪與文學專題研究 助理教授 2006.9-2007.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漢學資料整理研究

所 

漢學英文 助理教授 2003.1-目前 

主要學術著作或得過之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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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 

 

A：獎項 

 

B:學術期刊論文 

2008 年 〈慧思禪觀體系中之般若觀行法門──以慧思傳記及其著作中對《摩訶 

般若波羅蜜經》之引用及詮釋為中心〉《法鼓學報》第二期。 

2007 年 〈慧思禪觀思想中之「四念處」〉《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十三期, 民國 96 年 6 月。頁 1-54．

2006 年 〈論中國早期天台禪法中之四念處──由『念處經』到『諸法無 

         諍三昧法門』的比較研究〉《漢學研究集刊》第二期。頁 19-38． 

2005年 〈智者大師對道家/道教態度的一些問題─由智者大師「通明觀」中所見 

的道家／道教〉《第二屆國際漢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4年 〈早期天台止觀對道教修法的融攝模式──以智者大師《釋禪波羅蜜次 

第法門》〈通明觀章為中心〉，《第五屆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里仁出版社，頁389-414。 

2004 年 〈智者大師早期止觀架構之基礎──以「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中 

 的「四禪」為中心〉《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第三期。 

2003 年  “Dhyana in Early Chinese Buddhism.”《漢學論壇》第三輯 

 

C:專書 

2001 年 Zhiy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Dhyana” in His Shi chan boluomi tsidi 
famen.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D：研討會論文 

2008 年 “The Practice of Mahayana Si Niandhu in the Sixth-century China: Huisi＇s Interpretation of Si 

Nianchu based on the Mohe Bore Boluomi Jing and the Lotus Sutra＂ 

The XV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2008年 〈慧思之精神高度、文獻考察及在南嶽的人間面貌──美國佛教學界  

對慧思之研究〉 

第四屆法華思想與天台佛學研討會 

 

2008 年〈西方學界對慧思之研究〉《漢學研究集刊》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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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年 〈「高僧傳」與「法華三昧懺儀」中之「見佛」--「見佛」與大乘  

          經論的詮釋及翻譯問題〉 

          台北大學東西哲學與詮釋學研究中心「翻譯與詮釋」研討會 

2007 年  〈慧思「諸法無諍三昧」及「法華經安樂行義」中對「摩訶般若 

          波羅蜜經」之引用與詮釋〉 

          第三屆法華思想與天台佛學研討會  

2006 年  〈慧思禪觀思想中之「四念處」〉 

          曉雲法師思想行誼研討會暨第十三屆國際佛教教育文化研討會。 

2006 年  〈天台智顗早期著作中的「四念處」觀〉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第三屆漢學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 

2005年 〈中國早期禪法中的四念處──由《大念處經》到《諸法無諍三昧》  

  中的四念處〉 

          華梵大學第六屆天台宗國際學術研討會 

4年 〈智者大師對道家/道教態度的一些問題─由智者大師「通明觀」中所 

見的道家/道教觀〉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第二屆漢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4年  〈早期天台止觀對道教修法的融攝模式─以智者大師《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

〈通明章為中心〉 

          第五屆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           

2003 年 〈智者大師早期止觀架構之基礎──以《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中的「四禪」為中心〉 

          華梵大學哲學系第七屆儒佛會通學術研討會 

2001 年 〈《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中「禪」字的涵義之一—「功德叢林」〉  

          華梵大學天台學會第四屆研討會 

01年 ”An Analysis of Zhiyi’s Incorporation and Critique of Chinesse  

Physiological Ideas in his Discussion of the “Tongming guan” in the Shi chanbolomi cidi 

famen”  

         The Fourth Annual Buddhist Studies Graduate Student Conferenc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9 年  “Dhyana in Early Chinese Buddhism.” 

         Western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t Boise, Idaho 

         (亞洲學會美西分會年會) 

1997 年  “The Development of Inner Cultivation Ideas in Confucian Traditions dur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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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ring States Period—An Analysis of the Physiological Cultivation Ideas in the 

Kuodian 郭店 and the Mawangdui 馬王堆 Wuxing Manuscripts.”  

         Chinese American Professional Conference, Tucson 

 

E：研究計畫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校專題計畫 執行期間：95/1/1-95/7/31 

計畫名稱：智者大師《摩訶止觀》之解讀進路──評析池田魯參之《摩訶止觀研究序說》

兼論湛然註解之價值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教師專題計畫 執行期間：96/1/1-96/7/31 

計畫名稱：由《大念處經》到《摩訶止觀》──何離巽（Paul Harrison）的大乘起源說

與天台早期止觀中的大乘禪法特質 

From Maha-Satipatthana Sutta to Moho Zhiguan—Harrison’s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Mahayana Buddhism and the Nature of Mahayana Meditation in 

Tiantai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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