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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佛家傳入中土以後，就與原具有競爭關係的儒道兩家思想發生更複雜的三角關

係，其間有相互融合，也有相互批判。本論文乃是針對歷史上儒佛會通方法作研

究，故首先針對已往儒佛會通的重要言論進行梳理，不求完備；其次，歸納出其

會通類型，據作者所得，有名異實同論、教異道同論、跡異理同論、本末內外主

伴論、判教融攝論、殊途同歸論、萬法同源（一心）論、超越體證論等八種；並

進而探討其論據是否成立；最後，指出會通是為了要化解衝突，但是「會通」的

確實意義又是如何呢？如果沒有弄清它的含義，那麼所有的討論都不免困難重

重。儒佛經過了近二千年來的「會通」，即便理論上無所謂真正的成功，不過前

人努力化解衝突的經驗，還是值得學習的，那就是彼此理解、尊重、學習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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