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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解脫道哲學專題」課程大綱 

課程名稱：佛教解脫道哲學專題 Seminar on Buddhist Path to Liberation 

課號 Phl 7207 

課程識別碼 124 M0360 

授課教師：蔡耀明 

學分數：3學分 

授課年度：113學年度第 2學期 

上課時間：星期五 (13:20-16:20) 

教室：哲學系三樓研討室一 

電子信箱：tsaiyt@ntu.edu.tw 

網站：http://homepage.ntu.edu.tw/~tsaiyt/index.html 

【課程概述】 

1. 教學目標：本課程的目標，在於透過阿含經典的研讀、講解、詮釋、論陳，從

而對佛教解脫道哲學的特色，建立以經文做為依據的思辨與認識，並且奠定從事

專門的佛教研究的基礎。 

2. 課程定位：本課程定位為研究所層級的專題討論課，並非大學部一般的導論或

通論課。學員必須預先研讀本課程大綱所列的主要的課程材料，在課堂上報告與

討論，以及按時完成學期作業。每一進度單元所列的「進修書目」，多少皆具參

考價值；若是碩士班研究生，並不硬性規定必讀；若是博士班研究生，則要求藉

此量力或盡力拓展課程修讀的廣度、深度、和層級。 

3. 內容綱要：佛教隨著修行講究上的差異，發展出二大道路：一為解脫道，另一

為菩提道。解脫道包括聲聞乘和獨覺乘，以生命體從世間的捆綁得到解脫為目標，

屬於初步或基本的講究。菩提道的目標，則在於全方位成就無上菩提與廣泛地利

益有情，屬於更進一步的講究。 

【教材及參考書目】詳如「課程進度」所列。 

【成績評量方式】課程強調隨著進度，接續展開閱讀、思辨、寫作、和討論的練

習，藉以歷練綿密且紮實的學養。學員除了預先準備每一週的課程材料，整個學

期將有二份書面的學習報告；原則上，以「課程進度」所列材料為依據之範圍。

第十週繳交至少3頁的學習報告，佔學期成績20%。第十六週繳交至少7頁的期末

報告，並且在課堂上輪流做口頭發表，以及相互討論，佔學期成績40%。這二份

報告，可散開來針對不同的課題或經文，成為不相統屬的習作；也可前後一貫，

整合成為一篇論文。報告的寫作，要求用心、動腦、特色。平時表現(含出缺席狀

況)佔學期成績40%。 

【課程進度】 

http://homepage.ntu.edu.tw/~tsaiy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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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週 2025/02/21〔單元主題〕：課程介紹／〈七佛通誡偈〉、〈法身偈〉、〈無常

偈〉 

* 蔡耀明(主編)，〈七佛通誡偈〉、〈法身偈〉、〈無常偈〉，《世界文明原典選讀V：

佛教文明經典》(新北：立緒文化，2017年)，頁23-24. 

 

第2週 2025/02/28〔單元主題〕：放假 

 

第 3週 2025/03/07〔單元主題〕：《雜阿含經．第 1, 36, 63, 89經》 

* 蔡耀明(主編)，〈雜阿含經．第1, 36, 63, 89經〉，《佛教文明經典》，頁27-41. 

 

第 4週 2025/03/14〔單元主題〕：《雜阿含經．第 133, 295, 296, 298經》 

* 蔡耀明(主編)，〈雜阿含經．第133, 295, 296, 298經〉，《佛教文明經典》，頁41-

61. 

 

第 5週 2025/03/21〔單元主題〕：《雜阿含經．第 301, 311, 638經》 

* 蔡耀明(主編)，〈雜阿含經．第301, 311, 638經〉，《佛教文明經典》，頁61-64, 69-

75, 80-85. 

 

第6週 2025/03/28〔單元主題〕：《雜阿含經．第1199, 1200經》、《中阿含經．

第12經．惒破經》 

* 蔡耀明(主編)，〈雜阿含經．第1199, 1200經〉、〈中阿含經．第12經．惒破經〉，

《佛教文明經典》，頁96-102, 106-115 

 

第7週 2025/04/04〔單元主題〕：放假 

 

第8週 2025/04/11〔單元主題〕：《中阿含經．第13經．度經》、《中阿含經．第

190經．小空經》 

* 蔡耀明(主編)，〈中阿含經．第13經．度經〉、〈中阿含經．第190經．小空經〉，

《佛教文明經典》，頁115-124, 128-142. 

 

第 9週 2025/04/18〔單元主題〕：《相應部 15.1．草木經》、《增支部 3.65．卡

拉瑪經》 

* 蔡耀明(主編)，〈相應部15.1．草木經〉、〈增支部3.65．卡拉瑪經〉，《佛教文明

經典》，頁143-154. 

 

第 10週 2025/04/25〔單元主題〕：《中部 10．念住經》 

* 蔡耀明(主編)，〈中部10．念住經〉，《佛教文明經典》，頁155-175. 

〔進修書目〕 

* 《中阿含經．第 98經．念處經》，東晉．瞿曇僧伽提婆(Gautama Saṅghadeva)譯，T. 26, vo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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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582b-584b. 

* 《增壹阿含經．壹入道品第十二．第 1經》，東晉．瞿曇僧伽提婆(Gautama Saṅghadeva)譯，T. 

125, vol. 2, pp. 568a-569b. 

* 〈大念住經〉，《漢譯巴利三藏．經藏．長部》，段晴等譯(上海：中西，2012年)，頁351-363. 

 

第11週 2025/05/02〔單元主題〕：生死洞察 

* 蔡耀明，〈佛教時空視角的生死洞察〉，《正觀》第101期(2022年6月)，頁5-43. 

* 蔡耀明，〈以《雜阿含經》為依據探討「解開而認知世人」與「出離而超脫人

世」在條理的一貫〉《東海哲學研究集刊》第17輯(2012年7月)，頁3-33. 

 

第12週 2025/05/09〔單元主題〕：佛教解脫道的禪修 

* 蔡耀明，〈《阿含經》的禪修在解脫道的多重功能：附記「色界四禪」的述句與

禪定支〉《正觀》第20期(2002年3月)，頁83-140. 

 

第13週 2025/05/16〔單元主題〕：八解脫 

* 蔡耀明，〈佛教「八解脫」之解脫學理的探究〉，《揭諦：南華大學哲學與生命

教育學學報》第24期(2013年1月)，頁201-266. 

〔進修書目〕 

* 蔡耀明，〈「慧解脫」與「般若波羅蜜多」的銜接和差異：用以看待解脫道和菩提道的關聯的一

道樞紐〉，《風城法音》第3期(2002年12月)，頁7-15. 

* Yao-ming Tsai, “Meditative Practices in the Context of Construct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Spatial 

World,” 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1/4 (December 2018): 515-531. 

 

第14週 2025/05/23〔單元主題〕：不二中道之解脫道 

* 蔡耀明，〈〈迦旃延氏經〉(Kātyāyana-sūtra)梵漢對照及其不二中道學理〉，《圓光

佛學學報》第24期(2014年12月)，頁1-31. 

 

第15週 2025/05/30〔單元主題〕：放假 

 

第16週 2025/06/06〔單元主題〕：期末報告與相互討論 

 

〔進修書目〕 

* 《長阿含經．第21經．梵動經》，後秦．佛陀耶舍(Buddhayaśas)、竺佛念譯，T. 1, vol. 1, pp. 88b-

94a. 

* 〈梵網經〉，《漢譯巴利三藏．經藏．長部》，段晴等譯(上海：中西，2012年)，頁3-34. 

* Maurice Walshe (tr.), “1: Brahmajāla Sutta: The Supreme Net--What the Teaching Is Not,” The Long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Translation of the Dīgha Nikāya, Boston: Wisdom, 1995, pp. 67-90, 537-

544. 

https://homepage.ntu.edu.tw/~tsaiyt/pdf/b-2022-2.pdf
https://homepage.ntu.edu.tw/~tsaiyt/pdf/b-2012-5.pdf
https://homepage.ntu.edu.tw/~tsaiyt/pdf/b-2012-5.pdf
https://homepage.ntu.edu.tw/~tsaiyt/pdf/b-2002-1.pdf
https://homepage.ntu.edu.tw/~tsaiyt/pdf/b-2002-1.pdf
https://homepage.ntu.edu.tw/~tsaiyt/pdf/b-2013-1.pdf
https://homepage.ntu.edu.tw/~tsaiyt/pdf/b-2014-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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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阿含經．第27經．沙門果經》，後秦．佛陀耶舍(Buddhayaśas)、竺佛念譯，T. 1, vol. 1, pp. 

107a-109c. 

* 《增壹阿含經．馬血天子品第四十三．第7經》，東晉．瞿曇僧伽提婆(Gautama Saṅghadeva)譯，

T. 125, vol. 2, pp. 762a-764b. 

* 〈沙門果經〉，《漢譯巴利三藏．經藏．長部》，段晴等譯(上海：中西，2012年)，頁35-58. 

* Maurice Walshe (tr.), “2. Sāmaññaphala Sutta: The Fruits of the Homeless Life,” The Long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Translation of the Dīgha Nikāya, Boston: Wisdom, 1995, pp. 91-109, 544-548. 

* 《長阿含經．第22經．種德經》，後秦．佛陀耶舍(Buddhayaśas)、竺佛念譯，T. 1, vol. 1, pp. 94a-

96c. 

* 〈種德經〉，《漢譯巴利三藏．經藏．長部》，段晴等譯(上海：中西，2012年)，頁75-84. 

* Maurice Walshe (tr.), “4: Soṇadaṇḍa Sutta: About Soṇadaṇḍa--The Qualities of a True Brahmin,” The 

Long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Translation of the Dīgha Nikāya, Boston: Wisdom, 1995, pp. 125-

132, 550. 

* 《長阿含經．第23經．究羅檀陀經》，後秦．佛陀耶舍(Buddhayaśas)、竺佛念譯，T. 1, vol. 1, 

pp. 96c-101b. 

* 〈究羅檀陀經〉，《漢譯巴利三藏．經藏．長部》，段晴等譯(上海：中西，2012年)，頁85-100. 

* Maurice Walshe (tr.), “5: Kūṭadanta Sutta: About Kūṭadanta--A Bloodless Sacrifice,” The Long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Translation of the Dīgha Nikāya, Boston: Wisdom, 1995, pp. 133-141, 550-

551. 

 

* 莊博蕙(譯著)，《一切漏經注：巴漢校譯與導論 Sabbâsavasuttavaṇṇanā》(嘉義：香光書鄉，2014

年)。 

http://www.gaya.org.tw/publisher/fashin/%E9%A6%99%E5%85%89%E6%9B%B8%E9%84%89%E3%80%8A%E4%B8%80%E5%88%87%E6%BC%8F%E7%B6%93%E6%B3%A8%

EF%BC%9A%E5%B7%B4%E6%BC%A2%E6%A0%A1%E8%AD%AF%E8%88%87%E5%B0%8E%E8%AB%96%E3%80%8B2015_0214.pdf 

* Robert Buswell, Robert Gimello (eds.), Paths to liberation: The Mārga and its Transformations in 

Buddhist Though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2. 

* Toshiichi Endo, Studies in Pali Commentarial Literature: Sources, Controversies and Insights, Hong 

Kong: Centre of Buddhist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3. 

* K. R. Norman, Pāli Literature: Including the Canonical Literature in Prakrit and Sanskrit of All the 

Hīnayāna Schools of Buddhism,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3. 

* Oskar von Hinüber, A Handbook of Pali Literatur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6. 

* 佛教思想研究會編，《佛教思想 8：解脫》(京都：平樂寺書店，1982年)。 

 

http://www.gaya.org.tw/publisher/fashin/%E9%A6%99%E5%85%89%E6%9B%B8%E9%84%89%E3%80%8A%E4%B8%80%E5%88%87%E6%BC%8F%E7%B6%93%E6%B3%A8%EF%BC%9A%E5%B7%B4%E6%BC%A2%E6%A0%A1%E8%AD%AF%E8%88%87%E5%B0%8E%E8%AB%96%E3%80%8B2015_0214.pdf
http://www.gaya.org.tw/publisher/fashin/%E9%A6%99%E5%85%89%E6%9B%B8%E9%84%89%E3%80%8A%E4%B8%80%E5%88%87%E6%BC%8F%E7%B6%93%E6%B3%A8%EF%BC%9A%E5%B7%B4%E6%BC%A2%E6%A0%A1%E8%AD%AF%E8%88%87%E5%B0%8E%E8%AB%96%E3%80%8B2015_0214.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