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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哲學研究（下）」課程大綱 
課程名稱：佛家哲學研究（下）Seminar on Buddhism (2) 
授課教師：蔡耀明 
學分數：2學分 
授課年度：一○○學年度第二學期 
上課時間：星期三 (1:20-3:10) 
教室：哲學系研討室一 
Office hours: 星期二 (1:20-3:10), 星期五 (1:20-2:10), @台大水源校區哲學系館
512（台北市思源街 18號。） 
電子信箱：tsaiyt@ntu.edu.tw 
網站：http://ccms.ntu.edu.tw/~tsaiyt/ 
【課程概述】：本課程藉由佛教典籍與佛學論文的閱讀，探討佛教哲學的基本概

念與基本課題，從此形成典籍閱讀與哲學討論在經緯交織的面貌。 
印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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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佛教的實修與義理的探討，若從解脫道入手，

也因此較為容易，並能據以循序漸進。在解脫道形成若干認識之後，有必要將觸

角繼續伸展到菩提道。 
人文學科研究所階段很重要的一環，即培養出面對原典的眼光與能力，再

佐以第二手的學術論著或參考材料，發展出思辨與論述的技巧。倘若對原典生

疏，不僅談不上專門的研究，開展不出個人的研究風格，而且對於第二手資料亦

難以取捨或斷定優劣。有鑒於此，本課程大部分的重點，將放在這二大修煉道路

的典籍，再延伸到相關的學術論著。 
修煉的道路雖有差別，流傳的典籍也有不同，但是基本概念則有其一貫的

看法與條理。以典籍的閱讀為背景，本課程一大半的重點，站在臺面成為單元主

題的，卻是佛教哲學的基本課題。這當中，列為課程提綱的單元項目的，佛教的

住地反思／佛教的環境反思／大乘佛教與菩薩行／中觀學派／瑜伽行學派／如

來藏打開的生命哲學／本性清淨心／菩提道菩薩行的實踐哲學＞觀音菩薩法門

／普賢菩薩法門／虛空藏菩薩法門／佛教之知識、真理、與權威／生命歷程出現

的氣憤／生命歷程出現的（自由）意志／生命世界的人權觀念／知識與解脫／全

面知識與闕漏知識。藉由這些單元項目的典籍依據、學術論著、課堂討論，將可

對於佛教解脫道、佛教菩提道、佛教哲學的課題、與關聯的學術操作，展開哲學

思辨的投石問路之旅。 
【課程目標】：本課程的目標，在於就所設定的佛教哲學的基本概念與基本課題，

透過相關典籍的研讀、講解、詮釋、論陳，以及透過當代學者相關論著的討論，

從而對印度佛教解脫道與菩提道的哲學操作與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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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研究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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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要求】：授課教師編印課程大綱及講義，並準備相關資料於上課前發給學

員，請學員務必預習。講授、提示要點、引發思考、提問、與專題討論交叉並進。

討論時，要求言之有物，以佛教的經論傳統為根據，搭配當代的哲學研究的成果，

藉以培養佛教哲學的眼光和洞見，並且養成學術所要求的清晰、條理、論辯、與

知識內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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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不必有佛學背景，卻須快速補足佛學基本素養，且須預先研讀本課程

大綱所列的主要的課程材料，包括原典和當代學術論著，在課堂上積極參與討

論，以及按時完成學期作業。每一單元主題所列的「延伸的參考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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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書目】：如「課程進度」所列。 
【評量方式】：平時上課 40%、期中報告 20%、期末報告 40%。 
本課程強調隨著進度，接續展開閱讀、思辨、寫作、和討論的練習，藉以歷練出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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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週（2012/05/09）繳交

至少4頁的學習報告，並且在課堂上輪流做口頭發表，以及相互討論，佔學期成績20%。

第十八週（2012/06/20）繳交至少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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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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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閱讀以及在課堂予以講解和討論者，以粗體字標示。更多
的參考材料，於課堂隨時補充。 
第 1週 2012/02/22〔單元主題〕：佛教的住地反思 
* 蔡耀明，〈佛教住地學說在心身安頓的學理基礎〉，《正觀》第54期（2010
年9月），頁5-48. 
* 蔡耀明，〈「確實安住」如何可能置基於「無住」？：以《說無垢稱經》
為主要依據的「安住」之哲學探究〉，《正觀》第57期（2011年6月），頁119-168. 
* 蔡耀明，〈以心身安頓為著眼對「住地」的哲學檢視：做為佛教住地學
說的奠基工程〉，《法鼓佛學學報》第9期（2011年12月），頁1-52. 
〔佛教的住地反思（延伸的參考材料）〕 
* 蔡耀明，〈一法界的世界觀、住地考察、包容說：以《不增不減經》為依據的共生同成理念〉，《臺大佛學

研究》第 17期（2009年 6月），頁 1-48. 

* 蔡耀明，〈《入楞伽經》的心身不二的實相學說：從排除障礙的一面著手〉，《法鼓佛學學報》第 6期（2010

年 6月），頁 57-114. 

 

第2週 2012/02/29〔單元主題〕：佛教的環境反思之一 
* 蔡耀明，〈《大般若經》的嚴淨佛土所透顯的環境倫理觀〉，《鵝湖學誌》
第25期（2000年12月），頁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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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環境反思（延伸的參考材料）〕 

* David Cooper, Simon James, Buddhism, Virtue and Environment, Aldershot: Ashgate, 2005. 

* Damien Keown, “Chapter 3: Animals and the Environment,” Buddhist Ethic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39-52. 

* Simon James, Zen Buddhism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Aldershot: Ashgate, 2004. 

* Richard Payne (ed.), How Much is Enough?: Buddhism, Consumerism, and the Human Environment, Somerville: 

Wisdom, 2010. 

 

第3週 2012/03/07〔單元主題〕：佛教的環境反思之二 
* Pragati Sahni, “Chapter 1: Towards an Environmental Ethics in Buddhism,” 
“Conclusion,” Environmental Ethics In Buddhism: A Virtues Approach, London: 
Routledge, 2008, pp. 1-31, 164-166, 167-171, 189. 
 
第4週 2012/03/14〔單元主題〕：大乘佛教與菩薩行 
* 蔡耀明，〈以「大乘」做為說明「宗教」的一扇門戶〉，《法光》第240期
（2009年9月），第2版。  
* 蔡耀明，〈菩薩所學的專業內涵及其相應研究〉，《法光》第202期（2006
年7月），第1版。  

* Paul Williams, “Introduction,” Mahāyāna Buddhism: The Doctrinal 
Foundations, 2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1-44, 267-281. 
〔大乘佛教與菩薩行（延伸的參考材料）〕 

* 蔡耀明，〈歐美學界大乘佛教起源地之探討及其論評〉，《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3期（1998年7月），頁77-97. 

* 蔡耀明，〈抉擇佛教所施設的多樣的修行道路之基本原則：以《大般若經．第四會、第十六會》為依據〉，

收錄於《2008年佛學研究論文集：佛教與當代人文關懷》，佛光山文教基金會主編，（高雄：佛光山文教基

金會，2008年8月），頁263-286. 

* Rupert Gethin, The Foundations of Buddhism, 譯成《佛教基本通：佛教的修行路徑導覽》〈第九章．摩訶衍

那：大乘佛教〉，賴隆彥譯，（台北：橡實文化，2009年），頁261-289, 347-351. 

* 上田義文，《大乘佛教思想》，陳一標譯，（台北：東大圖書，2002年）。 

* 平川彰、梶山雄一、高崎直道（編），《講座．大乘佛教 1：大乘佛教とわ何か》（東京：春

秋社，1981年）；《講座．大乘佛教2：般若思想》（1983年）；《講座．大乘佛教3：華嚴思想》

（1983年）；《講座．大乘佛教 4：法華思想》（1983年）；《講座．大乘佛教 5： 淨土思想》

（1985年）；《講座．大乘佛教6：如來藏思想》（1982年）；《講座．大乘佛教7：中觀思想》

（1982年）；《講座．大乘佛教8：唯識思想》（1984年）；《講座．大乘佛教 9：認識論と論

理學》（1984年）；《講座．大乘佛教10：大乘佛教とその周邊》（1985年）。 

* 佛教思想研究會（編），《佛教思想1：解脫》（京都：平樂寺書店，1975年）；《佛教思想2：

惡》（1976年）；《佛教思想3：因果》（1978年）；《佛教思想4：恩》（1979年）；《佛教思

想5：苦》（1980年）；《佛教思想6-7：空（上、下）》（1982年）；《佛教思想8：解脫》（1982

年）；《佛教思想9：心》（1984年）；《佛教思想10：死》（1988年）；《佛教思想11：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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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 

* 勝崎裕彥等（編），《大乘經典解說事典》（東京：北辰堂，1997年）。 

 

第5週 2012/03/21〔單元主題〕：中觀學派 

* Paul Williams, “Chapter 3: Mādhyamika,” Mahāyāna Buddhism: The 
Doctrinal Foundations, 2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63-83, 
291-301. 
〔中觀學派（延伸的參考材料）〕 
* Elizabeth Napper, Dependent-Arising and Emptiness, 譯成《藏傳佛教中觀哲學》，劉宇光譯，（北京：中國

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 

* 平川彰，《印度佛教史》〈第四章．後期大乘佛教／第二節．龍樹與中觀派，第七節．中觀派的發展〉，莊

崑木譯，（台北：商周出版，2002年），頁277-296, 378-397. 

* Karl Brunnhölzl, “Chapter 1: The Transmission of Madhyamaka from India to Tibet and Its Relation to 

Vajrayāna and Mahāmudrā,” The Center of the Sunlit Sky: Madhyamaka In The Kagyü Tradition, Ithaca: Snow 

Lion, 2004, pp. 47-68, 860-870. 

* David Ruegg, The Literature of the Madhyamaka School of Philosophy in India,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1. 

* David Ruegg, Studies in Indian and Tibetan Madhyamaka Thought, Wien: 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Universität Wien, 2000. 

* Joseph Walser, Nāgārjuna in Context: Mahāyāna Buddhism and Early Indian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 Jan Westerhoff, Nāgārjuna’s Madhyamaka: A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平川彰、梶山雄一、高崎直道（編），《講座．大乘佛教7：中觀思想》（東京：春秋社，1982年）。 

* 江島惠教，《空と中觀》（東京：春秋社，2003年）。 

 
第6週 2012/03/28〔單元主題〕：瑜伽行學派 

* Paul Williams, “Chapter 4: Yogācāra,” Mahāyāna Buddhism: The Doctrinal 
Foundations, 2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84-102, 301-313. 
〔瑜伽行學派（延伸的參考材料）〕 
* 橫山紘一，《唯識思想入門》，許洋主譯，（台北：東大圖書，2002年）。 

* Tao Jiang, Contexts and Dialogue: Yogācāra Buddhism and Modern Psychology on the Subliminal Min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 Jeffrey Hopkins, Reflections on Reality: The Three Natures and Non-natures in the Mind-only Schoo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 Jeffrey Hopkins, Absorption in No External World: 170 Issues in Mind-only Buddhism, Ithaca: Snow Lion, 2005. 

* Dan Lusthaus, Buddhist Phenomenology: A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of Yogācāra Buddhism and the Ch'eng 

Wei-Shih Lun,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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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Powers, The Yogācāra School of Buddhism: A Bibliography, Metuchen: The American Theolog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and The Scarecrow Press, 1991. 

* Fernando Tola, Carmen Dragonetti, Being as Consciousness: Yogācāra Philosophy of Buddhism,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2004. 

* 下田正弘、鈴木隆泰，〈如來藏．唯識部〉，收錄於《大乘經典解說事典》，勝崎裕彥等編，（東京：北辰

堂，1997年），頁322-324. 

* 海野孝憲，《インド後期唯識思想の研究》（東京：山喜房佛書林，2002年）。 
 
第7週 2012/04/04〔單元主題〕：溫書假 
 
第 8週 2012/04/11〔單元主題〕：如來藏打開的生命哲學 
* 《大方廣如來藏經》，一卷，唐．不空（Amoghavajra）於 720-774年譯，
大正藏第十六冊（T. 667, vol. 16, pp. 460b-466a）。  
〔如來藏打開的生命哲學——延伸的參考材料〕 
* 《大方等如來藏經》，一卷，東晉．佛陀跋陀羅（Buddhabhadra ）於 420 年譯，大正藏第十六冊（T. 666, 

vol. 16, pp. 457a-460b ）。 

* 蔡耀明，《佛學建構的出路：佛教的定慧之學與如來藏的理路》（台北：法鼓文化事業，2006 年）。 

* 蔡耀明，〈生命與生命哲學：界說與釐清〉，《臺灣大學哲學論評》第 35期（2008年 3月），頁 155-190. 

* 蔡耀明，〈一法界的世界觀、住地考察、包容說：以《不增不減經》為依據的共生同成理念〉，《臺大佛學

研究》第 17期（2009年 6月），頁 1-48. 

* 蔡耀明，〈《入楞伽經》的心身不二的實相學說：從排除障礙的一面著手〉，《法鼓佛學學報》第 6期（2010

年 6月），頁 57-114. 

* Michael Zimmermann, A Buddha Within: The Tathāgatagarbhasūtra--The Earliest Exposition of the 

Buddha-Natura Teaching in India,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2002. 

* Paul Williams, “Chapter 5: The Tathāgatagarbha,” Mahāyāna Buddhism: The Doctrinal Foundations, 2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103-128, 313-329. 

* Brian Brown, The Buddha Nature: A Atudy of the Tathāgatagarbha and ālayavijñāna,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1991. 

 
第9週 2012/04/18〔單元主題〕：本性清淨心 
* John Keenan, “Original Purity and the Focus of Early Yogācāra,” Buddhism: 
Critical Concepts in Religious Studies, vol. 5, edited by Paul Williams, London: 
Routledge, 2005, pp. 143-152. 
* 蔡耀明，〈《大般若經．第二會》的嚴淨／ 清淨〉，《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4期（1999年7月），頁1-41. （收錄於《般若波羅蜜多教學與嚴淨佛土：內在建構之道
的佛教進路論文集》（南投：正觀出版社，2001年），頁269-312.） 
〔本性清淨心——延伸的參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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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Prajñāpāramitā-sūtra）．第四會．妙行品第一》，唐．玄奘於660-663年譯，大正藏

第七冊（T. 220 (4), vol. 7, pp. 763b-769b）。 

* Peter Carruthers, The Nature of the Mind: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K. Ramakrishna Rao, Consciousness Studies: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Jefferson: McFarland, 2002. 

 

第10週 2012/04/25〔單元主題〕：菩提道菩薩行的實踐哲學＞觀音菩薩法門 
* 《妙法蓮花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七卷／ 第七卷，姚秦．鳩摩羅什
（Kumārajīva）於405或406年譯，大正藏第九冊（T. 262, vol. 9, pp. 56c-58b）。 
* 蔡耀明，〈心態、身體、住地之可能的極致開展：以《妙法蓮花經．觀
世音菩薩普門品》為主要依據的哲學探究〉，收錄於《典藏觀音》，圓光佛

學研究中心．圖像文獻研究室主編，（中壢：圓光佛學研究所，2011年1月），
頁252-270. 
〔觀音菩薩法門——延伸的參考材料〕 
* 李玉珉，《觀音特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年）。 

* 顏素慧，《觀音小百科：第一本親近觀音的書》（台北：橡樹林文化，2001年）。 

* 《觀音寶典》，全佛編輯部主編，（台北：全佛文化事業，2000年）。 

* 黃國清，〈《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偈頌的解讀：漢梵本對讀所見的問題〉，《圓光佛學學報》第5期（2000

年），頁141-152. 

* Ranjana Bajracharya, Bodhisattva Avalokitesvara and His Symbolic Mantra “Om Mani Padme Hum,” 

Kathmandu: B. N. Bajracharya, 2003. 

* John Blofeld, Bodhisattva of Compassion: The Mystical Tradition of Kuan Yin, Boston: Shambhala, 2009. 

* Chun-fang Yu, Kuan-Yin: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Avalokiteśva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第11週 2012/05/02〔單元主題〕：菩提道菩薩行的實踐哲學＞普賢菩薩法門／虛
空藏菩薩法門 
* 《大方廣佛華嚴經（Gaṇḍavyūa-sūtra）．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四十卷／ 第四十卷，唐．般若（Prajña）於798年譯，大正藏第十冊（T. 293, 
vol. 10, pp. 844b-848b）。  
* 《大方廣普賢所說經》，一卷，  唐．實叉難陀（Śikṣānanda）於700-704
年譯，大正藏第十冊（T. 298, vol. 10, pp. 883a-884a）。  
* 《虛空孕菩薩經（Ākāśa-garbha-sūtra）》，二卷，隋．闍那崛多（Jñānagupta）
於587年譯，大正藏第十三冊（T. 408, vol. 13, pp. 667c-677a）。  
〔普賢菩薩法門——延伸的參考材料〕 
* 《普賢菩薩：廣大行願守護主》，全佛編輯部主編，（台北：全佛文化事業，2002年）。 

* 《普賢菩薩經典》，全佛編輯部主編，（台北：全佛文化事業，1995年）。 

* 釋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三章．華嚴法門／ 第六節．普賢行願〉，（台北：正聞出版

社，1980年），頁1132-1149. 



 7 

* Taigen Leighton, “Chapter 6: Samantabhadra: Functioning in the World,” Bodhisattva Archetypes: Classic 

Buddhist Guides to Awakening and their Modern Expression, London: Penguin, 1998, pp. 121-157. 

* 中村薰，〈『華嚴經』の菩薩觀：特に普賢、文殊、彌勒の三聖の相互關係について〉，收錄於《菩薩觀》， 

日本佛教學會編，（京都：平樂寺書店，1986年），頁 87-104. 

* 高峰了州，〈六．普賢行：歷史形成の背後にあるもの〉，收錄於《華嚴論集》（東京：國書刊行會，1976

年），頁 185-221; 〈七．華嚴經に於ける普賢行願品の地位〉，收錄於《華嚴論集》（東京：國書刊行會，

1976年），頁 223-244; 〈八．普賢行願品解釋の問題〉，收錄於《華嚴論集》（東京：國書刊行會，1976年），

頁 245-270. 

* 藤近惠市，〈初期大乘經典における普賢行の一考察〉，《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45卷第2號（1997年），頁

193-196. 
〔虛空孕菩薩經——延伸的參考材料〕 
* 同本異譯：《虛空藏菩薩經》，一卷， 姚秦．佛陀耶舍（Buddhayaśas）於 408-413年譯，大正藏第十三冊

（T. 405, vol. 13, pp. 647c-656b）。 

* 同本異譯：《佛說虛空藏菩薩神咒經》，一卷，失譯者名，大正藏第十三冊（T. 406, vol. 13, pp. 656b-662a）。 

* 同本異譯：《虛空藏菩薩神咒經》，一卷，劉宋．曇摩蜜多（Dharmamitra）於424或441年譯，大正藏第十

三冊（T. 407, vol. 13, pp. 662a-667b）。 
〔虛空藏菩薩法門——延伸的參考材料〕 
* 《虛空藏菩薩：福德大智守護主》，全佛編輯部主編，（台北：全佛文化事業，2003年）。 

* 《虛空藏菩薩經典》，全佛編輯部主編，（台北：全佛文化事業，1995年）。 

* M. W. de Visser, The Bodhisattva Ākāśagarbha (Kokūzø) in China and Japan, Amsterdam: The Royal Dutch 

Academy of Sciences, 1931. 

* 小峰弥彥、伊藤堯貫，〈虛空藏．地藏部〉，收錄於《大乘經典解說事典》，勝崎裕彥等編，（東京：北辰

堂，1997年），頁341-354. 

 

第12週 2012/05/09〔單元主題〕：學員期中發表與討論 
 
第13週 2012/05/16〔單元主題〕：佛教之知識、真理、與權威 
* Mehrdad Massoudi, “On the Question of Authority and the Various Responses 
to New Ideas: A (Possible) Buddhist Perspective, Interchange 35/4 (2004): 
447-474. 
〔佛教之知識、真理、與權威——延伸的參考材料〕 
* Stephen Laumakis, An Introduction to Buddhist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The Cowherds, Moonshadows: Conventional Truth in Buddhist Philoso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Sara McClintock, Omniscience and the Rhetoric of Reason: Śāntarakṣita and Kamalaśīla on Rationality, 

Argumentation, and Religious Authority, Boston: Wisdom, 2010. 

* John Pickering (ed.), The Authority of Experience: Readings on Buddhism and Psychology, Richmond: Curzo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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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週 2012/05/23〔單元主題〕：生命歷程出現的氣憤 
* Peter Vernezze, “Moderation or the Middle Way: Two Approaches to Anger,” 
Philosophy East & West 58/1 (January 2008): 2-16. 
* Christopher Gowans, “Medical Analogies in Buddhist and Hellenistic 
Thought: Tranquillity and Anger,” Philosophy as Therapeia, edited by Clare 
Carlisle & Jonardon Ganer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1-33. 
〔生命歷程出現的氣憤——延伸的參考材料〕 

* Thich Nhat Hanh, Anger: Wisdom for Cooling the Flames, New York: Riverhead, 2002. 

 
第15週 2012/05/30〔單元主題〕：生命歷程出現的（自由）意志 
* Riccardo Repetti, “Earlier Buddhist Theories of Free Will: Compatibilism,” 
Journal of Buddhist Ethics 17 (2010): 279-310. (http://www.buddhistethics.org/) 
* Asaf Federman, “What Kind of Free Will Did the Buddha Teach?,” Philosophy 
East & West 60/1 (January 2010): 1-19. 
〔生命歷程出現的（自由）意志——延伸的參考材料〕 
* Joseph Campbell, Free Will, Cambridge: Polity, 2010. 

* Michael Gazzaniga, Who’s in Charge?: Free Will and the Science of the Brai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1. 

* Tim Mawson, Free Will: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London: Continuum, 2011. 

 

第16週 2012/06/06〔單元主題〕：生命世界的人權觀念 
* James Fredericks, “Buddhism and Human Rights: The Recent Buddhist 
Discuss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ristianity, Human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World Religions, edited by Joseph Runzo and et al., Oxford: 
Oneworld, 2003, pp. 247-264. 
〔生命世界的人權觀念——延伸的參考材料〕 
* Damien Keown and et al. (eds.), Buddhism And Human Rights, Richmond: Curzon, 1998. 

 

第17週 2012/06/13〔單元主題〕：知識與解脫／全面知識與闕漏知識 
* David Burton, “Chapter 1: First Thoughts on Knowledge and Liberation,” 
Buddhism, Knowledge and Liberation: A Philosophical Study, Aldershot: Ashgate, 
2004, pp. 1-10. 
* David Burton, “Chapter 3: Thorough Knowledge Versus Deficient 
Understanding,” Buddhism, Knowledge and Liberation: A Philosophic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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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dershot: Ashgate, 2004, pp. 31-54. 
〔知識與解脫——延伸的參考材料〕 
* 林鎮國，〈解釋與解脫：論《解深密經》的詮釋學性格〉，《政大文史哲論集》（1992年），頁493-513. 

* Anne Klein, Knowledge and Liberation: Tibetan Buddhist Epistemology in Support of Transformative Religious 

Experience, Ithaca: Snow Lion, 1998. 

* Chakravarthi Ram-Prasad, Knowledge and Liberation in Classical Indian Thought, Houndmills: Palgrave, 2001. 
〔全面知識與闕漏知識——延伸的參考材料〕 
* Padmanbh Jaini, “On the Sarvajñatva (Omniscience) of Mahāvīra and the Buddha,” Collected Papers on 

Buddhist Studies,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2001, pp. 97-121. 

* Sara McClintock, Omniscience and the Rhetoric of Reason in the Tattvasaṅgraha and the 

Tattvasaṅgrahapañjikā, Ph.D. Dissert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2002. 

* Alex Naughton, “Buddhist Omniscience,” The Eastern Buddhist 24/1 (1991): 28-51. 

* Clifford Pickover, The Paradox of God and the Science of Omniscience, New York: Palgrave, 2001. 

* 川崎信定，《一切智思想の研究》（東京：春秋社，1992年）。 

* 渡邊章悟，〈『八千頌般若』の一切智〉，《東洋大學文學部紀要．東洋學論叢》第28集（2003年3月），頁

50-79. 
 
第18週 2012/06/20〔單元主題〕：期末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