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指導（下）：佛家研究方法與資料」課程大綱

課程名稱：研究指導（下）   Guide to Writing Philosophical Essays (2)
授課教師：蔡耀明 （與傅佩榮教授合開）
學分數：1學分
授課年度：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
上課時間：星期三(10:20-12:10) （從第10週(04/27)至第18週(06/22)，為期8週。）
教室：哲學系館 201
Office hours: 星期二(11:20-12:10)、星期五(1:20-2:10)。
tsaiyt@ntu.edu.tw http://ccms.ntu.edu.tw/~tsaiyt/

【研究指導—總課程大綱】：
一、授課目的：在培養研究生研究東方哲學思想之基本能力與撰寫學術論文之基本知識。
二、授課方式：由東方哲學組教師輪流就課程規劃內容，分別依各專精領域授課、指導與討
論。修習本課程之同學，於各學習領域告一段落後皆需提出一短篇論文在課堂內報告，彼此
互評，之後由授課教師提出總結。
三、課程內容：本課程為全年課程，每學期由二位教師擔任，分上下段講授。共分四段：1. 
研究導論與論文寫作，2. 儒家研究方法與資料，3. 道家研究方法與資料，4. 佛家研究方法
與資料。
四、評分方式：每學期之成績由授課教師依其分段考評成績平均之。考評分兩項：
1.上課出席、討論發言及論文評論之表現佔50 ﹪。
2.學期中每段落論文一篇各佔50 ﹪。

【佛家研究方法與資料—課程大綱】：
◎本課程涵蓋九個單元：佛教研究方法學入門 中文佛學博士論文 英文佛學博士論文 佛
學史料 當代佛學研究現況 佛教研究的文獻學進路 佛教研究的（語言）文字學進路 佛
教研究的哲學進路 佛教研究的修學義理進路。詳如「課程單元進度」所列。
◎本課程設計的重點不在於知識的死板板的傳授，而在於培養學員獨立治學的能力，靠的是
強調研究方法的基本觀念、多元研究方法的廣泛認知、利用各種資訊資源、有效的讀書方
法、透過有系統的方式去開發研究管道與領域、尋求研究的方向與入手的門路、發掘問題、
提出探問、獨立且具條理思考的能力、在方法學上自我批判的能力、以及導向結論或解決問
題的方針。
◎除了研究方法，本課程還強調廣泛涉獵從事佛教研究眾多必備的資料，以及培養出在搜尋
和運用研究資料上的適切的認知。
佛學的研究資料極其龐大，乃不爭之事實。若廣泛涉獵研究資料，可具備多重的知能：其
一，對佛學此一學術領域，由研究資料的切入與堆砌，進而形成較為全面的認識；其二，由
研究資料來把握全球的佛學的學術行情；其三，透過研究資料的廣泛涉獵，在個人從事研究
工作與構築研究論述時，一方面，可廣泛選擇與汲取現成的學界資源，另一方面，可將個人
的探討連結且切入學界已有的或正在進行的議題及其論辯。相對地，若相當欠缺研究資料的
廣泛涉獵，以上的三方面的知能即傾向於難以施展開來，而個人的研究格局與水平，也將因
此極有可能受到巨大的限制。
然而，關於研究資料，如果只顧廣泛涉獵，凡有資料就蒐集下來，為資料而資料，充其量僅
為資料的堆積與炫耀，其弊病照樣極不可取。用最粗鄙的話來說，漫無頭緒蒐集一大堆破銅
爛鐵，不僅浪費蒐集和儲存的時間與資源，而且還得糟蹋掉寶貴的時間和生命，用在閱讀這
一大堆的破銅爛鐵。相對地，為求適當契入資料、使用資料、駕馭資料、發展資料，而不是
反過來完全為資料所駕馭，或從頭到尾被資料壓得喘不過氣，即需講究資料的概觀、系統的
搜尋、認識的眼光、盱衡全球學術的格局與水平、使用資料的方法、以及開發資料訊息的策
略。本課程即以這一系列的考慮為著眼點，來儘可能涵蓋佛學的研究資料。其中，所謂盱衡
全球學術的格局與水平，並不是又跑到坐井觀天或抱殘守缺的另一端，而淪為現代化或全球
化的祭品，只不過在資料和論述均能初步銜接上全球的學術界，以做為開發資料訊息在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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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水平上的一種參考依據。究實言之，在學術上，研究資料的鑽研，不應以抱殘守缺或全球
化為目標，而應以研究方法學為權衡，以研究者得以積極開發資料在研究上的訊息或意義為
依歸。
若以流傳的區域來分，本課程將以印度佛教文獻為主，包括梵文佛典、相關的漢譯佛典、南
傳大藏經，至於大印度圈之外進一步發展出來的佛教文獻，基於課程時間相當有限，僅能約
略觸及。再者，本課程並不直接解讀任何佛典，為求在研究資料能和全球的學術界初步銜
接，以研讀每個單元相關的書目、簡介、回顧、省思、或評論為主。由於本課程的目標之一
在於使涵蓋面儘可能廣大，因此每個單元的指定研讀和討論的材料甚至進修書目，大都停留
在趨向專業的入門階段，略顯粗糙，尚不足以達到全然專精或精細的水準，此則有待個別學
員日後在自身的研究工作上予以進一步推展。
〔佛家研究方法方面的課程目標〕：
（1）對研究方法從基本觀念、方法學的講究之道、相關學門的研究方向與研究種類、不同
進路或典範的研究方法各自的優缺點與彼此可能的互補性、以及個別方法的研究進程，皆培
養出一定水準的認識。
（2）將學習到且較為擅長的研究方法的觀念和進程，靈活運用到實際的研究工作。 
（3）至少成為粗具研究眼光、略知研究策略、並且對自身的研究潛力與能力皆具信心的研
究學員。
〔佛家研究資料方面的課程目標〕：
（1）至少對印度佛教文獻建立有系統且較全面的涉獵與認識。
（2）在佛學方面的文獻史料、學界研究現況、和研究方法皆得以相互增長。
（3）對研究資料粗具研判的眼光，並且在個人日後的研究，得以充分運用相關的第一手及
第二手資料，積極開發資料在研究上的訊息或意義。

【教材和參考書目】：
詳如「課程單元進度」和「延伸的參考材料」所列。更多的參考材料，於課堂隨時補充。

【成績評量】：如總課程大綱之所規定。

【課程單元進度】：本課程採取高度密集閱讀的訓練，課前準備和課堂出席極其重要，務請
確實預做準備和參與課堂活動。
【單元一】：課程介紹 佛教研究方法學入門（第10週 04/27）
* 蔡耀明，〈一個佛學教育願景的勾勒與實現：以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為
例〉，《鑑往知來：兩岸佛學教育研究現況與發展研討會論文專集》（台北：中華佛學研
究所，2002年4月），頁121-137; 〈「研究方法」課程的規劃理念〉，《法光》第163
期（2003年4月），第2版；〈迎向專業的佛教研究〉，《哲學雜誌》第32期（2000年5
月），頁11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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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佛教研究方法學緒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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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0; 〈佛教研究的進展程序在操作步驟的釐定〉，《正觀》第25期
（2003年6月），頁201-209.
〔佛教研究方法學的參考材料〕：
* 方立天，〈中國佛教哲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中國哲學史》第2期（2003年），第13-16頁。
* 朱文光，《佛學研究方法論：以近現代漢語佛學研究為中心》（嘉義：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2002年）。
* 朱文光，〈佛學研究方法學理路之探索〉，《中華佛學研究》第7期（2003年），頁333-359.
* 李四龍，〈佛教研究的方法、領域及其學科建設〉，收錄於《哲學、宗教與人文》，李四龍等主編，﹙北
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頁673-684.
* 林鎮國，〈當代歐美佛學研究方法之省察〉，《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佛學研究》第7期（1998年），頁
402-409.
* 吳汝鈞，《佛學研究方法論》，增訂版，（台北：學生書局，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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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朝順，〈佛教哲學的基本形態與論述方法〉，《正觀》第16期（2001年3月），頁3-28.
* 陳沛然，《佛家哲理通析》〈第三章·佛家的方法論〉，（台北：東大圖書，1993年），頁59-83.
* 傅偉勳，〈關於佛教研究的方法論與迫切課題〉，收錄於《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台北：東大出
版，1990年），頁325-349.
* 蕭振邦，〈佛學研究一般方法論〉，《正觀》第24期（2003年3月），頁91-137.
* 釋印順，《以佛法研究佛法》，新版，（台北：正聞出版社，2003年）。
* Ranjit Kumar, Research Methodology: A Step-by-step Guide for Beginners, 譯成《研究方法：步驟化學
習指南》，潘中道等譯，（台北：學富文化事業，2000年）。
* 上田義文，〈有關佛教學的方法論〉，收錄於《大乘佛教思想》，陳一標譯，（台北：東大圖書，2002
年），頁47-62.
* 舟橋一哉等著，《佛學研究指南》， 關世謙譯，﹙台北：東大圖書，1986年﹚。
* José Ignacio Cabezón, “Buddhist Studies as a Discipline and the Role of Theory,”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8/2 (1995): 231-268.
* Malcolm David Eckel, “The Ghost at the Table: On the Study of Buddhism and the Study of 
Religion,” Journal of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62/4 (1994): 1085-1110.
* R. M. L. Gethin, “The Academic Study of Religion: Some Reflections on Methodology” The Buddhist 
Path to Awakening: A Study of the Bodhi-Pakkhiyå Dhammå, Brill's Indological Library, no. 7, Leiden: 
E. J. Brill, 1992, pp. 1-6.
* Frank J. Hoffman, “‘Orientalism’ in Buddhology: Western Preunderstandings in Understanding 
Buddhism,” Påli Buddhism, edited by F. J. Hoffman and M. Deegalle, London: Curzon Press, 1996, 
pp. 207-226.
* Philip A. Mellor, “Protestant Buddhism? The Cultural Translation of Buddhism in England,” Religion 
21 (1991): 73-92.
* Charles Prebish, “The Academic Study of Buddhism in America: A Silent Sangha,” American 
Buddhism: Methods and Findings in Recent Scholarship, edited by Duncan R. Williams and 
Christopher S. Queen, Richmond: Curzon Press, 1999, pp. 183-213. [cf. Daniel Capper, “Review of 
American Buddhism: Methods and Findings in Recent Scholarship, edited by Duncan Ryuuken 
Williams and Christopher S. Queen, 1999,” Journal of Global Buddhism 1: 
(http://www.globalbuddhism.org/toc.html)]
* Stephen Prothero, “Henry Steel Olcott and ‘Protestant Buddhis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63/ 2 (1995): 281-302.
* D. Seyfort Ruegg,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lace of Philosophy in the Study of Buddhism,”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8/2 (1995): 145-181.
* Frank Whaling (ed.), Theory and Method in Religious Studies: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Religion, Mouton De Gruyter, 1995.
* John Frederick Wilson, Thomas P. Slavens (eds.), Research Guide to Religious Studies,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89.

【單元二】：中文佛學博士論文：例子與檢視（第11週 05/04）
* 黃連忠，《禪宗公案體相用思想之研究》〈第一章·導論：問題的產生與研究方法
論〉，（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年），頁1-12.
* 張國一，《唐代禪宗心性思想》〈第一章·緒論〉，（台北：法鼓文化事業，
2004年），頁1-39.
* 葛兆光，〈歷史、思想史、一般思想史：以唐代為例討論禪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些問
題〉，收錄於《唐代文學與宗教》，劉楚華主編，（香港：中華書局，2004年），
頁73-90.
* 龔雋，〈作為思想史的禪學寫作－以漢語語境禪學研究為中心的方法論考察〉，《佛學研
究中心學報》第5期（2000年），頁79-112.
〔中文佛學博士論文的參考材料〕：
* 朱浤源（主編），《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台北：正中書局，1999年）。
* 林慶彰，《學術論文寫作指引》（台北：萬卷樓圖書，1996年）。
* 林慶彰、劉春銀，《讀書報告寫作指引》（台北：萬卷樓圖書，2001年）。
*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編），《佛教相關博碩士論文提要彙編（1963~2000）》（嘉義：香光書鄉出版
社，2001年）。
* 林端，〈解讀《佛教相關博碩士論文提要彙編（1963-2000）》所帶來的豐富知識：知識社會學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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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圖書館館訊》第27期（2001年9月），頁6-14.
* 林淑媛，《慈航普渡：觀音感應故事敘事模式析論》（台北：大安出版社，2004年）。
* 康鈺瑩，〈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博碩士論文研究趨勢之回顧與展望〉，收錄於《當代臺灣本土宗教研究導

論》，張珣、江燦騰編，﹙台北：南天書局，2001年﹚，頁437-455.
* 葛兆光，《思想史的寫法：中國思想史導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
* 龔雋，〈歐美禪學的寫作：一種方法論立場的分析〉，《中國禪學》第3卷（2004年），頁236-255.

【單元三】：英文佛學博士論文：例子與檢視（第12週 05/11）
* John J. Makransky, Buddhahood Embodied: Sources of Controversy in 
India and Tibe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 Youxuan Wang, Buddhism and Deconstruction: Towards a Comparative 
Semiotics, Richmond : Curzon Press, 2001.
* Duncan R. Williams and Christopher S. Queen (eds.),  “Appendix B: North American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on Topics Related to Buddhism,” American Buddhism: 
Methods and Findings in Recent Scholarship, Richmond: Curzon Press, 1999, pp. 267-
311.
〔英文佛學博士論文的參考材料〕：
*「Bell & Howell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UMI)」（http://www.umi.com/）：美加地區的學位論文。
* Egil Fronsdal, The Dawn of the Bodhisattva Path: Studies in a Religious Ideal of Ancient Indian 
Buddhists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Earliest Extant Perfection of Wisdom Sutra,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98.
* Joseph Gibaldi, Phyllis Franklin (foreword), MLA Handbook for Writers of Research Papers, 5th 
edition,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9.
* John Grossman (preface),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The Essential Guide for Writers, Editors, 
and Publishers, 14th e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 R. A. Gunatilaka, An Edition with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ist Sanskrit Text Sa≤ghå†a-s¥tra, Ph.D. 
Dissert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1967.
* Gregory Schopen, The Bhai≈ajyaguru-sutra and the Buddhism of Gilgit, Ph.D. Dissertation,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78.
* Jonathan Alan Silk, The Origins and Early History of the Mahåratnak¥†a Tradition of Mahåyåna 
Buddhism with a Study of the Ratnaråßis¥tra and Related Materials, 2 vols, Ph.D. Dissertation,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4.
* Kate L. Turabian, A Manual for Writers of Term Papers,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6th revised 
e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單元四】：佛學史料（第13週 05/18）
*黃啟江，《因果、淨土與往生：透視中國佛教史上的幾個面相》〈第六章·從佛教
研究法談佛教史研究書目資料庫之建立〉，（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04年），頁
237-252.
* 蔡耀明，〈吉爾吉特（Gilgit）梵文佛典寫本的出土與佛教研究〉，《正觀》第13
期（2000年6月），頁1-128.
* Hajime Nakamura, Indian Buddhism: A Survey with Bibliographical Notes,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1987.
〔佛學史料的參考材料〕：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http://www.cbeta.org/）：提供「大正藏」全文檢索。
*「中央研究院中文全文檢索系統」（http://saturn.ihp.sinica.edu.tw/~liutk/shih/full.htm）：總資料量達
一億四千萬字，堪稱全世界最大的全文檢索資料庫。

*「Pali Text Society」（http://www.palitext.demon.co.uk/）
*「The Nepal-German Manuscript Preservation Project (NGMPP)」（http://www.uni-
hamburg.de/Wiss/FB/10/IndienS/NGMPP/index.html）
*「Asian Classics Input Project (ACIP)」（http://www.asianclassics.org/）
*「Tibetan and Himalayan Digital Library」（http://iris.lib.virginia.edu/tibet/）
* 方廣錩，《八—十世紀佛教大藏經史》，中國佛教學術論典，第52冊，（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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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王邦維，〈論阿富汗新發現的佉盧文佛教經卷〉，《中華佛學學報》第13期（卷上）（2000年），頁13-
20.
* 王昆吾、何劍平（編著），《漢文佛經中的音樂史料》（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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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pp. 475-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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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賢章，《龍龕手鏡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 陳文杰，〈早期漢譯佛典語言研究〉，收錄於《中國佛教學術論典·70》，佛光山文教基金會總編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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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箭，〈佛教對漢語文字詞匯的影響〉，《成都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第2期（2004年），第54-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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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2年﹚，頁315-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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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八】：佛教研究的哲學進路（第16週 06/08）（第17週 06/15）
* Frank J. Hoffman, “Towards a Philosophy of Buddhist Religion,” Asian 
Philosophy 1/1 (1991): 21-28.
* D. Seyfort Ruegg,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lace of Philosophy in the 
Study of Buddhism,”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8/2 (1995): 145-181.
* Frank J. Hoffman, “Contemporary Buddhist Philosophy: A Bibliopraphical Essay,” 
Asian Philosophy 2/1 (1992): 79-100.
* José Ignacio Cabezón, “Buddhist Studies as a Discipline and the Role of Theory,”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8/2 (1995): 231-268.
〔哲學進路的參考材料〕：
* George Chatalian, “Early Indian Buddhism and the Nature of Philosophy: A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Jourmal of Indian Philosophy 11/2  (1983): 167-222.
* Georges B. J. Dreyfus, "Introduction I: A Few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Recognizing Reality: 
Dharmakªrti's Philosophy and Its Tibetan Interpretatio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pp. 1-13.
* Sue Hamilton, Identity and Experience: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Human Being According to Early 
Buddhism, London: Luzac Oriental, 1996.
* Sue Hamilton, Early Buddhism - A New Approach: The I of the Beholder, Richmond: Curzon Press, 
2000.
* C. W. Huntington, Jr., The Emptiness of Emptiness: An Introduction to Early Indian Mådhyamik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 James W. Heisig,  “Philosophy as Spirituality: The Way of the Kyoto School,” Buddhist Spirituality: 
Later China, Korea, Japan, and the Modern World, edited by Takeuchi Yoshinori, New York: 
Crossroad, 1999, pp. 367-388.
* Shotaro Iida (飯田昭太郎), Reason and Emptiness: A Study in Logic and Mysticism (論理と空性), 
Tokyo: The Hokuseido Press, 1980.
* K. N. Jayatilleke, Early Buddhist Theory of Knowlwdg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3.
* Bimal Krishna Matilal, Logic, Language and Reality: Indian Philosophy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1985.
* Bimal Krishna Matilal, Perception: An Essay on Classical Indian Theories of Knowled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 Nancy McCagney, Någårjuna and the Philosophy of Opennes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7.
* T. R. V. Murti, The Central Philosophy of Buddhism: A Study of the Mådhyamika System, 2nd 
edition,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60.
* Guy Newland, The Two Truths in the Mådhyamika Philosophy of the Ge-luk-ba Order of Tibetan 
Buddhism, Ithaca: Snow Lion Publications, 1992.
* Musashi Tachikaw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Någårjuna, translated by Rolf W. Giebel,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1997.
* Tom J. F. Tillemans, Scripture, Logic, Language: Essays on Dharmakªrti and his Tibetan 
Successors,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1999.
* Andrew P. Tuck,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holarship: On the Western 
Interpretation of Någårju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戶崎宏正，《佛教認識論の研究（上、下）》（東京：大東出版社，昭和54, 60年）。

【單元九】：佛教研究的修學義理進路（第17週 06/15）
* David R. Loy, "Introduction: Toward A Buddhist Perspective," A 
Buddhist History of the West: Studies in Lack,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pp.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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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耀明，〈《大般若經·第十五會·靜慮波羅蜜多分》的禪修教授：做為佛典「摘
要寫作」的一個練習〉，《中華佛學學報》第17期（2004年），頁49-93.
* 蔡耀明，〈《佛說不增不減經》「眾生界不增不減」的修學義理：由眾生界、法
界、法身到如來藏的理路開展〉，《臺灣大學哲學論評》第28期（2004年10月），
頁89-155.
〔義理探討的參考材料〕：
* 冉雲華，〈論中國佛教核心思想的建立〉，《中華佛學學報》第13期（卷上）（2000年），頁419-429.
* 林鎮國，〈新儒家「返本開新」的佛學詮釋〉，收錄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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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緒文化事業，1999年），頁69-96.
* 林鎮國，〈中觀學的洋格義〉，收錄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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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緒文化事業，1999年），頁181-210.
* 周慶華，〈當代佛教義理詮釋的走向及其問題〉，收錄於《佛學新視野》（台北：東大圖書，1997年），
頁91-107.
* 湯用彤，〈論“格義”：最早一種融合印度佛教和中國思想的方法〉，收錄於《湯用彤學術文化隨筆》，孫
尚揚編，（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頁72-85.
* 黎志添，《宗教研究與詮釋學：宗教學建立的思考》（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 G. Waldemar Degner, 《釋經學的理論與實踐》〈第八章·透過文法、構句、辭典來明白經文〉，劉秀珠
譯，（新竹：中華信義神學院出版社，1998年），頁131-153.
* Grant R. Osborne, The Hermeneutical Spiral: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to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譯成《基督教釋經學手冊》〈第三章·語意學〉，劉良淑譯，（台北：校園書房，1999
年），頁92-130, 553.
* Grant R. Osborne, The Hermeneutical Spiral: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to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譯成《基督教釋經學手冊》〈第四章·句法〉，劉良淑譯，（台北：校園書房，1999年），
頁131-176, 553-555.
* David Tracy, Plurality and Ambiguity: Hermeneutics, Religion, Hope, 譯成《詮釋學、宗教、希望：多
元性與含混性》〈第三章·極端的多元性：語言問題〉，馮川譯，（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5
年），頁83-112.
* David W. Chappell, “Chinese Buddhis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ure Lands,” Buddhist and Taoist 
Studies I, edited by Michael Saso and David W. Chappell,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77, 
pp. 23-53.

【單元十】：期末報告（第18週 06/22）

【後續的進修書目】：
鑑於半個學期的上課總時數極其有限，「佛家研究方法與資料」牽涉的範圍又極其廣泛，如
下單元皆無法納入課堂來研習，然而相關書目，仍可方便學員進一步的閱覽，或進行學期報
告時參考之用。
〔圖書資訊與知識管理〕：
*《佛教圖書館館訊》第30期，「專題：圖書館與知識管理」，（2002年6月）。
*《佛教圖書館館訊》第31期，「專題：佛教知識組織管理研討會（一）」，（2002年9月）。
*《佛教圖書館館訊》第32期，「專題：佛教知識組織管理研討會（二）」，（2002年12月）。
*《佛教圖書館館訊》第33期，「專題：佛教知識組織管理研討會（三）」，（2003年3月）。

〔第二序研究 文獻評論〕：
* 林慶彰、劉春銀，《讀書報告寫作指引》〈第七章·撰寫書評的方法〉，（台北：萬卷樓圖書，2001
年），頁149-162.
* 鄭樑生，《史學方法》〈第十七章·史學評論與歷史人物的評價〉，（台北：五南圖書，2002年），頁
221-236.
* Harris M. Cooper, Integrating Research: A Guide for Literature Reviews, 譯成《研究文獻之回顧與整
合》，高美英譯，（台北：弘智文化事業，1999年）。

〔佛典文本詮釋〕：
* 馮耀明，〈經典詮釋與理論轉移：中國哲學經典詮釋之三大變例〉，《國立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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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2月），頁67-91.
* 劉述先（主持），〈《中國經典詮釋學的方法論問題》學術座談會記錄〉，《國立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
20/21期（1999/2000年），頁437-468.
* 劉笑敢，〈經典詮釋與體系建構：中國哲學詮釋傳統的成熟與特點芻議〉，收錄於《詮釋與建構：湯一介先
生75周年華誕暨從教50周年紀念文集》，胡軍、孫尚揚主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20-
129.
* Étienne Lamotte, “The Assessment of Textual Interpretation in Buddhism,” Buddhist Hermeneutics, 
edited by Donald S. Lopez,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8, pp. 11-28. [cf. Paul J. 
Griffiths, “Review of Buddhist Hermeneutics, edited by Donald S. Lopez, Jr., 1988,” Philosophy East & 
West 40/2 (1990): 258-262.]
* Donald S. Lopez,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ahåyåna S¥tras,” Buddhist Hermeneutics, edited by 
Donald S. Lopez,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8, pp. 47-70.
* John C. Maraldo,  "A Review of Some Approaches to Hermeneutics and Historicity in the Study of 
Buddhism," 《大谷大學真宗綜合研究所·研究所紀要》第3號（1985年），頁1-26.
* Elizabeth Napper, “Styles and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Buddhist Translation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edited by Lama Doboom Tulku, New Delhi: Manohar Publishers, 1995, pp. 35-42.

〔史學的進路 史學方法〕：
* 王晴佳，《臺灣史學五十年（1950-2000）：傳承、方法、趨向》（台北：麥田出版，2002年）。
* 古偉瀛，《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台北：巨流圖書，2000年）。
*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增訂新版，（台北：三民書局，2001年）。
* 黃俊傑，〈歷史思維的特質〉，《通識教育季刊》第3卷第1期（1996年3月），頁31-41.
* 歐力仁，〈歷史批判法之商榷〉，《輔仁宗教研究》第5期（2002年6月），頁111-137.
*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五講·如何研究學術史〉，（台北：東大圖書，1991年），頁65-79.
* 鄭樑生，《史學方法》（台北：五南圖書，2002年）。
* Giulio C. Argan, Maurizio Fagiolo, 《藝術史學的基礎》，曾堉、葉劉天增譯，（台北：東大圖書，1992
年）。

* Norman F. Cantor, Richard I. Schneider, How to Study History, 譯成《史學導論》，涂永清譯，（台
北：水牛圖書，2002年）。
* Samuel Clark, 〈歷史人類學、歷史社會學與近代歐洲的形成〉，收錄於《走進歷史田野：歷史人類學的愛
爾蘭史個案研究（Approaching the Past: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rough Irish Case Studies）》，
Marilyn Silverman & P. H. Gulliver 編，賈士蘅譯，（台北：麥田出版，1999年），頁361-392.
* Eric J. Hobsbawm, On History, 譯成《論歷史》，黃煜文譯，（台北：麥田出版，2002年）。
* Grant R. Osborne, The Hermeneutical Spiral: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to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譯成《基督教釋經學手冊》〈第五章·歷史與文化背景〉，劉良淑譯，（台北：校園書房，
1999年），頁177-203, 555.
* Nicholas Rogers, 〈社會史中的人類學轉向〉，收錄於《走進歷史田野：歷史人類學的愛爾蘭史個案研究
（Approaching the Past: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rough Irish Case Studies）》，Marilyn Silverman & 
P. H. Gulliver 編，賈士蘅譯，（台北：麥田出版，1999年），頁393-413.
* Robert J. Shafer, A Guide to Historical Method, 譯成《史學方法論》，趙干城、鮑世奮譯，（台北：五
南圖書，1990年）。
* Michael Stanford, A Compan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譯成《歷史研究導論》，劉世安譯，（台北：麥
田出版，2002年）。
* John Kieschnick, The Eminent Monk: Buddhist Ideals in Medieval Chinese Haigiography, Kuroda 
Institute Studies in East Asian Buddhism, no. 1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cf. 李
玉珍，〈（評介）John Kieschnick (柯嘉豪), The Eminent Monk: Buddhist Ideals in Medieval Chinese 
Haigiography 〉，《新史學》第9卷第2期（1998年6月），頁187-192.]
* Erik Zürcher, “The Impact of Buddhism on Chinese Culture in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Buddhist Heritage, edited by T. Skorupski, Tring: The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1989, pp. 117-
128.

〔跨領域的交談、比較〕：
* 沈清松，《對比、外推與交談》（台北：五南圖書，2002年）。
* 劉述先，《全球倫理與宗教對話》（台北：立緒文化事業，2001年）。
* Frederick J. Streng,〈論客觀研究宗教當中的不同的比較的概念之內涵〉，金澤譯，《世界宗教資料》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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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期（1993年3月），頁5-10.
* Jacques Waardenburg, Religionen und Religion: Systematische Einführung in die 
Religionswissenschaft, 譯成《宗教學入門》〈第三章·比較研究〉，根瑟·馬庫斯譯，（台北：東大圖書，
2003年），頁99-133.
* José Ignacio Cabezón, “Comparison as a Principle of Knowledge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Texts,” Buddhist Translation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edited by Lama 
Doboom Tulku, New Delhi: Manohar Publishers, 1995, pp. 59-74.
* J. J. Clarke, Oriental Enlightenment: The Encounter Between Asian and Western Thought, London: 
Routledge, 1997. [cf. Jeffrey L. Richey, "Review of J. J. Clarke, Oriental Enlightenment: The Encounter 
Between Asian and Western Thought," H-Ideas, H-Net Reviews (October, 2000): (http://www.h 
net.msu.edu/reviews/showrev.cgi?path=935974131106).]
* Bernard Faure, Double Exposure: Cutting Across Buddhist and Western Discourses, 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Oliver Freiberger, “The Meeting of Traditions: Inter-Buddhist and Inter Religious Relations in the 
West,” Journal of Global Buddhism 2: (http://www.globalbuddhism.org/toc.html).
* Thomas A. Indinopulos, Edward A. Yonan (eds.), The Sacred and Its Scholars: Comparative 
Methodologies for the Study of Primary Religious Data,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1996.
* Paul O. Ingram, Frederick J. Streng (eds.), Buddhist-Christian Dialogue: Mutual Renewal and 
Tansform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6.
* Sallie B. King, “Toward a Buddhist Model of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 10 
(1990): 121-126.
* Kenneth P. Kramer, “A Silent Dialogue: The Intrareligious Dimension,” 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 
10 (1990): 127-132.
* Ninian Smart, “Problems of the Application of Western Terminology to Theravada Buddhism,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uddha and the Gods,” Concept and Empathy: 
Essays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13-118.
* Ninian Smart, “What is Comparative Religion?,” Concept and Empathy: Essays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76-183.
* Andrew P. Tuck,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holarship: On the Western 
Interpretation of Någårju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Karel Werner, “Authenticity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Buddhism,” The Cardinal Meaning -- Essays in 
Comparative Hermeneutics: 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 edited by Michael Pye and Robert Morgan, 
The Hague: Mouton, 1973, pp. 161-193.

〔研究倫理〕：
* Thomas Herzog, Research Methods and Data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譯成《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與資料分析》〈第十四章·研究的倫理與規範〉，朱柔若譯，（台北：揚智文化事業，1996年），頁339-
360.
* Lawrence F. Locke and et al., Proposals The Work: A Guide for Planning Dissertations and Grant 
Proposals, 譯成《論文計劃與研究方法》〈第二章·做對的事：「誠實的習慣」〉，項靖等譯，（台北：韋
伯文化事業，2002年），頁23-39.
* W. Lawrence Neuman,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譯成《當
代社會研究法：質化與量化途徑》〈附錄Ａ·美國社會學會倫理守則〉，王佳煌等譯，（台北：學富文化事

業，2002年），頁81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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