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教菩提道哲學專題」課程大綱

課程名稱：佛教菩提道哲學專題   Seminar in Buddhist Path to Enlightenment
授課教師：蔡耀明
學分數：3學分
授課年度：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
上課時間：星期五(2:20-5:20)
教室：共同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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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大綱】：
1. 教學目標：本課程的目標，在於透過相關經典的研讀、講解、詮釋、論陳，以及透過當代
學者相關研究的討論，從而對印度佛教菩提道哲學的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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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為「佛教解脫道哲學專題」的延續，並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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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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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進度
單元所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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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內容綱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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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四
分之三的重點，將放在有關佛教菩提道頗具代表性的大乘經典，以及見於經典的諸佛菩薩法
門。這一方面的課程重點有三。第一，閱讀大乘經典本身乃不可或缺且不可取代的基礎訓
練，由於典籍數目頗多，其下限目標在於至少讀過本課程大綱在「課程單元進度」所列的經
卷。第二，在課堂上的討論，以經文義理的闡發為主，進而認識所研讀的每一部經典在佛典
與佛法的地位，並且逐步建立個人研究大乘經典的必要工具與思辨能力。第三，藉由對大乘
經典的某個概念、觀點、或理路的探討，練習進行專題研究。
本課程另外將近四分之一的重點，以佛教菩提道為主軸，以主軸的環節為課程提綱的單元項
目，再以每一單元項目相關的學術作品為閱讀和討論的材料。這當中，列為課程提綱的單元
項目的，包括工具書 總論佛教菩提道的歷史、文獻、和思想 菩提道以智慧為核心從事極
致的開展 菩提道在成就佛陀果位展現的境界與理趣 菩提道的菩薩行之薈萃 菩提道修學
者盛大的集會 心意識的深度探究 在意念的專精鍛鍊趨於極致工夫 生命的根基配備與客
塵煩惱的並觀 眾生界不增不減之不二理趣 如來涅槃而常安住。藉由這些單元項目的學術
作品，將可對於佛教菩提道的議題與關聯的學術動態，展開哲學思辨的投石問路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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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強調隨著課程單元進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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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的課程材料，整個學期將有五份
書面的學習報告；原則上，以課程單元進度所列材料為依據之範圍。第四週、第七週、第十
週、第十三週，分別繳交至少3頁的學習報告，各佔學期成績 15%。第十八週繳交至少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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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末報告，並且在課堂上輪流發表期末報告，以及相互討論，佔學期成績 25%。這五份
報告，可散開來針對不同的課題或材料，成為不相統屬的習作；也可前後一貫，整合成為一
篇論文。平時表現（含出缺席狀況）佔學期成績 15%。

【課程單元進度】：
【單元一】：課程介紹（第1週）
〔工具書（延伸的參考材料）〕：
* 《CBETA（中華電子佛典協會）電子佛典集成：大正藏1-55冊、85冊，卍續藏78-87冊（史傳部·禪
宗）》（台北：中華電子佛典協會，2004年4月）。
*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編譯委員會（編譯），《大正大藏經解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第25-26冊，（台北：
華宇出版社，1984年）。
* 小野玄妙（編纂），《佛書解說大辭典》，共14冊，重版，（東京：大東出版社，1968年）。
* 中尾良信等（編），《大藏經全解說大事典》（東京：雄山閣出版，1998年）。

【單元二】：總論佛教菩提道的歷史、文獻、和思想（第1-8週）
* Karel Werner, “Bodhi and Arahattaphala: From Early Buddhism to 
Early Mahayana,” Buddhist Studies: Ancient and Modern, edited by 
Philip Denwood and Alexander Piatigorsky, London: Curzon Press, 1983, 
pp. 167-181.
* Paul Williams, “Introduction,” Mahåyåna Buddhism: The Doctrinal 
Foundations, London: Routledge, 1989, pp. 1-33.
* Paul Harrison, “Searching for the Origins of the Mahåyåna: What are 
We Looking For?” The Eastern Buddhist, New Series 28/1 (1995): 48-69.
* Sasaki Shizuka, “A Study on the Origin of Mahåyåna Buddhism,” The 
Eastern Buddhist 30/1 (1997): 79-113.
* Gregory Schopen, “The Mahåyåna and the Middle Period in Indian 
Buddhism: Through a Chinese Looking-glass,” The Eastern Buddhist 32/2 
(2000): 1-25.
* Jonathan A. Silk,"What, If Anything, is Mahåyåna Buddhism?: 
Problems of Definitions and Classifications," Numen 49 (2002): 355-405.
* Akira Hirakawa, “The Origins of Mahåyåna,” A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From Íåkyamuni to Early Mahåyåna, translated by Paul 
Groner, Asian Studies at Hawaii, no. 36,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pp. 256-274. （平川彰，《印度佛教史》〈第三章·初期的大乘佛教
第三節·大乘佛教的源流〉，莊崑木譯，（台北：商周出版，2002年），頁216-

232.）
* Akira Hirakawa, “The Contents of Early Mahåyåna Scriptures,” A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From Íåkyamuni to Early Mahåyåna, 
translated by Paul Groner, Asian Studies at Hawaii, no. 36,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pp. 275-295. （平川彰，《印度佛教史》
〈第三章·初期的大乘佛教 第四節·初期大乘經典的思想〉，莊崑木譯，（台北：
商周出版，2002年），頁232-249.）
〔總論佛教菩提道的歷史、文獻、和思想（延伸的參考材料）〕：
* 釋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台北：正聞出版社，1980年）。
* Arthur Berriedale Keith, Buddhist Philosophy in India and Ceylon, 1923, 譯成《印度和錫蘭佛教哲
學：從小乘佛教到大乘佛教》，宋立道、舒曉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 上田義文，《大乘佛教思想》，陳一標譯，（台北：東大圖書，2002年）。
*高崎直道，〈大乘經典總論〉，收錄於《佛學研究入門》，平川彰等著，許明銀譯，（台北：法爾出版社，
1990年），頁117-141.
* 櫻部建，〈大乘經典〉，收錄於《佛學研究指南》，關世謙譯，（台北：東大圖書，1986年），頁65-81.
* Heinz Bechert, “Mahåyåna Literature in Sri Lanka: The Early Phase,” Prajñåpåramitå and 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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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 Studies in Honor of Edward Conze, edited by Lewis Lancast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p. 361-370.
* Mahinda Deegalle, “A Search for Mahåyåna in Sri Lanka,”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22/2 (1999): 343-357.
* Nalinaksha Dutt, Mahåyåna Buddhism, revised edition,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1978.
* Paul Harrison, “The Earliest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Mahåyåna Buddhist S¥tras: Some Notes on 
the Works of Lokak≈ema,” Buddhist Stuies Review 10/2 (1993): 135-177.
* Akira Hirakawa, “The Rise of Mahåyåna Buddhism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Worship of Stupas,”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22 (1963): 57-106.
* John C. Huntington, “Mathurå Evidence for the Early Teachings of Mahåyåna,” Mathurå: The 
Cultural Heritage, edited by D. M. Srinivasan, New Delhi: American Institute of Indian Studies, 1989, 
pp. 85-92.
* Leslie S. Kawamura, (ed.), The Bodhisattva Doctrine in Buddhism, Waterloo: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1981.
* Minoru Kiyota (ed.), Mahåyåna Buddhist Medit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8.
* Hajime Nakamura, “Mahåyåna Buddhism,” Buddhism and Asian History, edited by Joseph M. 
Kitagawa and Mark D. Cummings,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pp. 215-240.
* G. C. Pande, Studies in Mahåyåna, Prof. L. M. Joshi Commemorative Lecture, no. 3, Sarnath: 
Central Institute of Higher Tibetan Studies, 1993.
* Peter Pfandt, Mahåyåna Texts Translated into Western Languages: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Boon: 
Universität Boon, 1983.
* Walpola Rahula, “The Bodhisattva Ideal in Theravåda and Mahåyåna,” Zen and the Taming of the 
Bull: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Buddhist Thought, London: Gordon Fraser, 1978, pp. 71-77.
* Jeffrey Samuels, “The Bodhisattva Ideal in Theravåda: Buddhist Theory and Practice -- A 
Reevaluation of the Bodhisattva-Íråvaka Opposition” Philosophy East & West 47/3 (July 1997): 399-
415.
* Gregory Schopen, “Mahåyåna in Indian Inscriptions,” Indo-Iranian Journal 21 (1979): 1-19.
* Sasaki Shizuka, “A Study on the Origin of Mahåyåna Buddhism,” The Eastern Buddhist 30/1 (1997): 
79-113.
* David Snellgrove, Indo-Tibetan Buddhism: Indian Buddhists and Their Tibetan Successors, 2 vols, 
Boston: Shambhala, 1987.
* Alex Wayman, Elizabeth Rosen, “The Rise of Mahåyåna Buddhism and Inscriptional Evidence at 
Någårjunako∫∂a,” The Indian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2/2 (1990): 49-65.
* 山田龍城，《大乘佛教成立史論序說》（京都：平樂寺書店，1959年）。
* 平川彰，《初期大乘佛教の研究》（東京：春秋社，19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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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平川彰、梶山雄一、高崎直道（編），《講座·大乘佛教 10：大乘佛教とその周邊》（東京：春秋社，
1985年）。
* 平川彰，《大乘佛教の教理と教團》（東京：春秋社，1989年）。
* 平川彰，《初期大乘佛教の研究·Ⅱ》（東京：春秋社，1990年）。
* 西義雄（編），《大乘菩薩道の研究》（京都：平樂寺書店，1968年）。
* 辛嶋靜志，〈初期大乘佛典の文獻學的研究への新しい視點〉，《佛教研究》第26號（1997年），頁157-
176.
* 金剛秀友（編），《大乘佛教（歷史編）》（東京：佼成出版社，1980年）。
* 宮本正尊，《大乘佛教の成立史的研究》（東京：三省堂，1954年）。
* 前田惠學（編），《原始佛教と大乘佛教（上、下）：渡邊文麿博士追悼記念論集》（京都：永田文昌堂，
1993年）。
* 勝崎裕彥等（編），《大乘經典解說事典》（東京：北辰堂，1997年）。
* 靜谷正雄，《初期大乘佛教の成立過程》（京都：百華苑，1974年）。
〔研究動態回顧或評介（延伸的參考材料）〕：
* Hajime Nakamura, Indian Buddhism: A Survey with Bibliographical Notes,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1987.
Book Description:
This work presents a survey of Indian Buddhism with detailed bibliographical notes. The main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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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itutes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dian Buddhism, and studies by scholars past and 
present are mentioned in full detail in copious footnotes with due evolutions. This work can be 
regarded, so to speak, as a development with revisions, of the Buddhist portion of M. Winternitz's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 Major studies before and after Winternitz's work are exhaustively 
mentioned.
* Russell Webb, “Contemporary European Scholarship on Buddhism,” The Buddhist Heritage, edited 
by Tadeusz Skorupski, Tring, U.K.: The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1989, pp. 247-276.〔此文包括
五大範疇：（1）巴利（Påli）、上座部（Theravåda）、東南亞，（2）梵文與印度大乘，（3）西藏研究與
蒙古研究，（4）中亞，（5）遠東。〕

【單元三】：菩提道以智慧為核心從事極致的開展：般若波羅蜜多經（第2-5週）
*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Prajñåpåramitå-s¥tra）·第四會》，十八卷，唐·玄奘
於 660-663 年譯，大正藏第七冊（T. 220 (4), vol. 7, pp. 763b-865a）。
〔般若波羅蜜多經（延伸的參考材料）〕：
* 羅時憲，《八千頌般若經論對讀》，共二卷，（香港：佛教法相學會，1994年）。
*　Suvikråntavikråmi-Parip®cchå Prajñåpåramitå-S¥tra 《梵文善勇猛般若波羅蜜多經·序論文付》，
edited by Ryusho Hikata, Fukuoka: Kyushu University, 1958.
* Edward Conze (tr.), The Perfection of Wisdom in Eight Thousand Lines & Its Verse Summary, 
Bolinas: Four Seasons Foundation, 1975.
* Edward Conze (tr.), The Large Sutra on Perfect Wisdom: with the divisions of the 
Abhisamayåla∆kår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　Takayasu Kimura (ed.), Pañcavi≤ßatisåhasrikå Prajñåpåramitå: II-III, Tokyo: Sankibo Busshorin 
Publishing, 1986.
*　Takayasu Kimura (ed.), Pañcavi≤ßatisåhasrikå Prajñåpåramitå: IV, Tokyo: Sankibo Busshorin 
Publishing, 1990.
*　Takayasu Kimura (ed.), Pañcavi≤ßatisåhasrikå Prajñåpåramitå: V, Tokyo: Sankibo Busshorin 
Publishing, 1992.
*　P. L. Vaidya, (ed.), A≈†asåhasrikå Prajñåpåramitå: With Haribhadras Commentary Called Åloka,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4,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60.
*　U. Wogihara (ed.), Abhisamayåla≤kår'ålokå Prajñåpåramitåvyåkhyå: The Work of Haribhadra 
together with the Text Commented on, Tokyo: The Toyo Bunko, 1932.
* 長尾雅人、戶崎宏正（譯），《大乘佛典 1：般若部經典》（東京：中央公論社，1992年）。
* 梶山雄一（譯），《大乘佛典 2：八千頌般若經（Ⅰ）》（東京：中央公論社，1992年）。
* 梶山雄一（譯），《大乘佛典 3：八千頌般若經（Ⅱ）》（東京：中央公論社，1992年）。
* 蔡耀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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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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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蔡耀明，〈《大般若經·第二會》的不動佛法門：嚴淨佛土的一種展現方式〉，《圓光佛學學報》第7期
（2002年12月），頁1-27.
* 蔡耀明，〈從佛教的聖化觀探討《大般若經·第四會》的般若波羅蜜多的聖化理路：兼論在親見不動佛國的
時刻表現出來的對聖境的感知品質〉，收錄於《宗教神聖：現象與詮釋》，盧蕙馨等主編，（台北：五南圖

書，2003年），頁207-256.
*　 梶山雄一等著，《般若思想》，許洋主譯，（台北：法爾出版社，1989年）。
* Edward Conze, “The Development of Prajñåpåramitå Thought,” Thirty Years of Buddhist Studies, 
edited by E. Conze, Oxford: Bruno Cassirer, 1967, pp. 123 1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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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ancy R. Lethcoe, “The Bodhisattva Ideal in the A≈†a. and Pañca. Prajñåpåramitå S¥tras,” 
Prajñåpåramitå and Related Systems: Studies in Honor of Esward Conze, edited by Lewis Lancaster, 
Berkeley: Berkeley Buddhist Studies Series, 1977, pp. 263-280.
*　Genjun H. Sasaki, “Jñåna, Prajñå, Prajñåpåramitå,”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 M. S. 
University of Baroda, vol. 15, no. 3-4, 1966, pp. 258-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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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erick J. Streng, "Realization of Param Bh¥takoti (ultimate reality-limit) in the A≈†asåhasrikå 
Prajñåpåramitå S¥tra,"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32, no. 1, 1982, pp. 91-98.
*　Tilmann Vetter, “Compounds in the Prologue of the Pañcavi≤ßatisåhasrikå,”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Süd- (und Ost-) Asiens 37 (1993 ): 45-92.
*　Tilmann Vetter, “On the Origin of Mahåyåna Buddhism and the Subsequent Introduction of 
Prajñåpåramitå,” Asiatische Studien 48/4 (1994): 1241-1281.
* 西義雄，《原始佛教に於ける般若の研究》（東京：大東出版社，1978年）。
* 梶芳光運，《大乘佛教の成立史的研究：原始般若經の研究·その一》（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80
年）。

* 副島正光，《般若經典の基礎的研究》（東京：春秋社，1980年）。
*　真野龍海，《梵文八千頌般若釋索引：『現觀莊嚴論の研究』（續）》（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75
年）。

* 真野龍海，《般若波羅蜜多の研究》（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92年）。
真野龍海博士頌壽記念論文集刊行會（編），《般若波羅蜜多思想論集：真野龍海博士頌壽記念論文集》（東

京：山喜房佛書林，1992年）。
*　有關《般若經》的研究書目，有四篇可供參考，故不擬在此重覆羅列這四篇書目所載的龐大文獻：
Edward Conze, The Prajñåpåramitå Literature, second edition (revised and enlarged), Bibliographia 
Philologica Buddhica, no. 1, Tokyo: The Reiyukai, 1978; Hanayama Shøy¥, “A Summary of Various 
Research on the Prajñåpåramitå Literature by Japanese Scholars,” Acta Asiatica 10 (1966): 16-93; 
Pierre Beautrix, Bibliographie de la Littérature Prajñåpåramitå, Bruxelles: 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Etudes Bouddhiques, 1971; 長島尚道等編，〈般若経典類研究書籍·論文目錄〉，《般若波羅蜜多思想論
集：真野龍海博士頌壽記念論文集》，真野龍海博士頌壽記念論文集刊行會編（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92
年），頁251-306.

【單元四】：菩提道在成就佛陀果位展現的境界與理趣：華嚴經（第6-7週）
* 《大方廣佛華嚴經·十定品第二十七》，八十卷 第四十至四十三卷，唐·實叉難
陀（Íik≈ånanda）於695-699年譯，大正藏第十冊（T. 279, vol. 10, pp. 211a-
229c）。
〔華嚴經（延伸的參考材料）〕：
* 《大方廣佛華嚴經（(Buddha)Avata≤saka-s¥tra）》，六十卷，東晉·佛陀跋陀羅（Buddhabhadra）
於418-422年譯，大正藏第九冊（T. 278, vol. 9, pp. 395a-788b）。
* 《大方廣佛華嚴經（(Buddha)Avata≤saka-s¥tra）》，八十卷，唐·實叉難陀（Íik≈ånanda）於695-
699年譯，大正藏第十冊（T. 279, vol. 10, pp. 1b-444c ）。
* 《大方廣佛華嚴經（Ga∫∂avy¥a-s¥tra）》，四十卷，唐·般若（Prajña）於798年譯，大正藏第十冊
（T. 293, vol. 10, pp. 661a-848b）。
* Daßabh¥mika-s¥tra, edited by P. L. Vaidya,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7,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67.
* Ga∫∂avy¥ha-s¥tra, edited by P. L. Vaidya,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5,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60.
* Megumu Honda,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Daßabh¥mika-s¥tra,” Studies in South, East, and 
Central Asia, edited by Denis Sinor, Íata-pi†aka Series, no. 74, New Delhi: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1968, pp. 115-276.
* 《華嚴思想》，中村元編，李世傑譯，（台北：法爾出版社，1989年）。
* 木村清孝，《中國華嚴思想史》，李惠英譯，﹙台北：東大圖書，1996年﹚。
* 方東美，《華嚴宗哲學》（台北：黎明文化事業，1981年）。
* 李世傑，《華嚴經教與哲學研究》（台北：佛教出版社，1978年）。
* 陳英善，《華嚴無盡法界緣起論》（台北：華嚴蓮社，1996年）。
* 楊政河，《華嚴經教與哲學研究》（台北：慧炬出版社，1980年）。
* 劉貴傑，《華嚴宗入門》（台北：東大圖書，2002年）。
*周齊，〈華嚴經學與華嚴宗學分際及理路的發掘探索：《中國華嚴宗通史》述評〉，《中國佛學》第2卷第1
期（1999年4月），頁319-329.
* 坂本幸男，《華嚴教學之研究》，釋慧嶽譯，（台北：中華佛教文獻編撰社，1971年）。
* 高峰了州，《華嚴思想史》，釋慧嶽譯，（台北：中華佛教文獻編撰社，1979年）。
* Studies in Ch’an and Hua-yen, edited by Robert M. Gimello and Peter N. Gregory, Honolu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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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3.
* Garma C. C. Chang, The Buddhist Teaching of Totality: The Philosophy of Hwa Yen Buddhism,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1.
* Thomas Cleary, Entry into the Inconceivable: An Introduction to Hua-yen Buddhis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3.
* Francis H. Cook, Hua-yen Buddhism: The Jewel Net of Indra,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Minoru Kiyota (ed.), Mahåyåna Buddhist Medit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8.
* Steve Odin, Process Metaphysics and Hua-yen Buddhism: A Critical Study of Cumulative Penetration 
Vs. Interpenetra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2.
* Jikido Takasaki, 〈The Tathågatôtpattisa≤bhava-nirdeßa of the Avata≤saka and the 
Ratnagotravibhåg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term 'tathågata-gotra sa≤bhava (如來性起)'〉，《印
度學佛教學研究》第7卷第1號（1958年12月），頁48-53.
* 《講座·大乘佛教 3：華嚴思想》，平川彰、梶山雄一、高崎直道編，（東京：春秋社，1983年）。
* 高峰了州，《華嚴論集》（東京：國書刊行會，1976年）。
* 鎌田茂雄，《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5年）。
* 鎌田茂雄，《華嚴學研究資料集成》（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年）。
* 龜川教信，《華嚴學》，釋印海譯，（台北：佛光山文化事業，1997年）。
*伊藤瑞叡，〈十地思想における基礎概念の研究〉，收錄於《華嚴菩薩道の基礎的研究》（京都：平樂寺書
店，1988年），頁167-201.
*伊藤瑞叡，〈十地思想における構成內容の研究〉，收錄於《華嚴菩薩道の基礎的研究》（京都：平樂寺書
店，1988年），頁202-238.

* 津田真一，〈『般若經』から『華嚴經』へ〉，《成田山佛教研究所紀要》第11號（1988年），頁291-
395.

【單元五】：菩提道的菩薩行之薈萃：寶積經（第8-9週）
* 《大寶積經（Mahå-ratna-k¥†a-(dharma-paryåya)）·菩薩藏會
（Bodhisattva pi†aka）第十二·如來不思議性品第四》，一二○卷 第三十七至
四十卷，唐·玄奘於 645 年譯，大正藏第十一冊（T. 310 (12), vol. 11, pp. 
208b-233c）。
* Ulruch Pagel, The Bodhisattvapi†aka: Its Doctrines, Practices and their 
Position in Mahayana Literature, Buddhica Britannica, no. 5, Tring: The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1995.
〔寶積經（延伸的參考材料）〕：
* 《大寶積經（Mahå-ratna-k¥†a-(dharma-paryåya)）》，一二○卷，唐·菩提流志（Bodhiruci）於 706-
713 年譯，大正藏第十一冊（T. 310, vol. 11, pp. 2b-685a）。
* 《佛說大乘菩薩藏正法經（Bodhisattva pi†aka）》，四十卷，宋·法護（Dharmarak≈a）等於 1018-
1058 年譯，大正藏第十一冊（T. 316, vol. 11, pp. 781a 885c）。
* 鋼和泰（Baron A. von Staël-Holstein）（編），《大寶積經迦葉品·梵藏漢六種合刊（The 
Kåßyapaparivarta: A Mahåyåna S¥tra of the Ratnak¥†a Class）》（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年）。
* M. I. Vorobyova-Desyatovskaya, The Kåßyapaparivarta: Romanized Text and Facsimilies,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2002.
* A Treasury of Mahayana S¥tras: Selections from the Maharatnakuta Sutra 大寶積經,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d,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長尾雅人、櫻部建（譯），《大乘佛典 9：寶積部經典》（東京：中央公論社，1995年新訂再版）。
* 王堯，〈《大寶積經》漢藏文對勘校讀本述略前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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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
* Jan Nattier, A Few Good Men: The Bodhisattva Path according to the Inquiry of Ugra 
(Ugraparip®cchå),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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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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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yuki Yoshimura（芳村修基），“The Thirty-Two Instructions in the Kåßyapaparivarta,”《印度學佛
教學論集：金倉博士古稀記念》，金倉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刊行會編（京都：平樂寺書店，1966年），頁55-
71.
* 岡本嘉之，〈大寶積經原典考〉，《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40卷第1號（1991年），頁9-12.
* 椎尾辨匡，〈寶積部經〉，收錄於《佛教經典概說》（東京：三康文化研究所，1971年），頁256-270.

【單元六】：菩提道修學者盛大的集會：大集經（第10-11週）
*《大方等大集經（Mahå-vaipulya-mahå-sannipåta-s¥tra）·虛空藏菩薩品
（Gagana-gañja-s¥tra）第八》，六十卷 第十四至十八卷，北涼·曇無讖
（Dharmak≈ema）等於 414-426 年譯，大正藏第十三冊（T. 397 (8), vol. 13, 
pp. 93a-128a ）。
〔大集經（延伸的參考材料）〕：
*《大方等大集經（Mahå-vaipulya-mahå-sannipåta-s¥tra）》，六十卷，北涼·曇無讖
（Dharmak≈ema）等於 414-426 年譯，大正藏第十三冊（T. 397, vol. 13, pp. 1a 407a ）。
*《大集大虛空藏菩薩所問經（Gagana-gañja-parip®cchå-s¥tra）》，八卷，唐·不空（Amoghavajra）於 
720-774 年譯，大正藏第十三冊（T. 404, vol. 13, pp. 613a-647c）。
* 《虛空藏菩薩經典》，全佛編輯部主編，（台北：全佛文化事業，1995年）。
* A. F. Rudolf Hoernle (ed. & tr.), “Ratnadhvaja, in the Mahåsaµnipåta s¥tra,” 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6, pp. 100-103.
* 久留宮圓秀，〈Ratnaketuparivarta の一偈頌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24卷第1號（1975
年），頁67-72.
* 久留宮圓秀（校訂），《梵文寶星陀羅尼經：Ratnaketuparivarta -- Sanskrit Text》（京都：平樂寺書
店，1978年）。
* 久留宮圓秀（校訂），《藏譯寶星陀羅尼經：’Dus pa chen po rin po che tog gi gzu∆s》（京都：平樂寺書
店，1979年）。
* M. W. de Visser, The Bodhisattva Åkåßagarbha (Kok¥zø) in China and Japan, Amsterdam: The 
Royal Dutch Academy of Sciences, 1931.
* Yenshu Kurumiya, “Bibliographical Notes of the Ratnaketuparivarta,”《法華文化研究》創刊號（1975
年），頁39-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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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田慎也，〈大集部·寶星陀羅尼經 Ratnaketu-dhåra∫ª-s¥t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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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90.

【單元七】：心意識的深度探究：解深密經（第11-12週）
* 《解深密經（Sa≤dhinirmocana-s¥tra）·心意識相品第三》，五卷 第一卷，
唐·玄奘於 647 年譯，大正藏第十六冊（T 676, vol. 16, p. 692a-c）。
* 《解深密經（Sa≤dhinirmocana-s¥tra）·分別瑜伽品第六》，五卷 第三卷，
唐·玄奘於 647 年譯，大正藏第十六冊（T 676, vol. 16, pp. 697c-703b）。
〔解深密經（延伸的參考材料）〕：
* 《解深密經（Sa≤dhinirmocana-s¥tra）》，五卷，唐·玄奘於 647 年譯，大正藏第十六冊（T 676, vol. 
16, pp. 688b-711b）。
* Étienne Lamotte, Sa≤dhinirmocana-s¥tra: l' Explication des Mystères, Louvain: Université de 
Louvain, 1935.
* John Powers (tr.), Wisdom of Buddha: the Saµdhinirmocana Mahåyåna S¥tra, Berkeley: Dharma 
Publishing, 1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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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韓清淨，《《解深密經·分別瑜伽品》略釋》（香港：中國佛教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
*釋惠敏，〈止觀之研究：以《解深密經》「分別瑜伽品」為主〉，收錄於《中觀與瑜伽》（台北：東初出版
社，1986年），頁96-120.
* 高崎直道等著，《唯識思想》，李世傑譯，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第67冊，（台北：華宇出版社，1985
年）。

* Tom Graham, “Review of John Powers (tr.), Wisdom of Buddha: A Transl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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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µdhinirmocana S¥tra,” Hsi Lai Journal of Humanistic Buddhism 1 (2000): 187-189.
* John Powers, The Yogåcåra School of Buddhism: A Bibliography, Metuchen: The American 
Theolog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and The Scarecrow Press, 1991.
* John Powers, Two Commentaries on the Samdhinirmocana Sutra by Asanga and Jnanagarbha, 
Lewiston: The Edwin Mellen Press, 1992.
* John Powers, Hermeneutics and Tradition in the Sa≤dhinirmocana-S¥tra, Leiden: E. J. Brill, 1993.
* John Powers, Jñånagarbha's Commentary on Just the Maitreya Chapter from the 
Saµdhinirmocana-S¥tra: Study, Translation and Tibetan Text, New Delhi: Indian Council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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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袴谷憲昭，《唯識の解釋學：『解深密經』を讀む》（東京：春秋社，1994年）。
* 野澤靜證，《大乘佛教瑜伽行の研究：解深密經聖者慈氏章及び疏の譯註》（京都：法藏館，1957年）。
*藤田祥道，〈教法にもとづく止觀：『解深密經』マイトレ ヤ章管見〉，《龍谷佛教學會·佛教學研究》

第48號（1992年），頁40-63.

【單元八】：在意念的專精鍛鍊趨於極致工夫：靜慮波羅蜜多（第13-14週）
*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Prajñåpåramitå-s¥tra）·第十五會·靜慮波羅蜜多
分》，二卷，唐·玄奘於 660-663 年譯，大正藏第七冊（T. 220 (15), vol. 7, pp. 
1055c-1065c）。
*《佛說首楞嚴三昧經（Í¥ra≤gama-samådhi-s¥tra）》，二卷，姚秦·鳩摩羅
什（Kumårajªva）於 402-412 年譯，大正藏第十五冊（T. 642, vol. 15, pp. 
629b-645b）。
〔靜慮波羅蜜多（延伸的參考材料）〕：
* Í¥ra≤gamasamådhis¥tra: The Concentration of Heroic Progres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in 
French by Étienne Lamotte, English translation by Sara Boin Webb, Richmond: Curzon Press, 1998.
* John McRae (tr.),  “The Í¥ra∆gama Samådhi S¥tra translated by
Kumårajªva,” The Pratyutpanna Samådhi S¥tra & The Í¥ra∆gama Samådhi S¥tra, BDK English 
Tripi†aka 25-II, 25-III, Berkeley: Numata Center for Buddhist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1998.
* 長尾雅人、丹治昭義（譯），《大乘佛典 7：維摩經、首楞嚴三昧經》（東京：中央公論社，1992年新訂再
版）；河村孝照，〈首楞嚴三昧經·解題〉，收錄於《文殊經典部（Ⅱ）：維摩經、思益梵天所問經、首楞嚴

三昧經》，高崎直道、河村孝照校註，（東京：大藏出版，1993年），頁373-401; 河村孝照（譯），〈佛說
首楞嚴三昧經〉，收錄於《文殊經典部（Ⅱ）：維摩經、思益梵天所問經、首楞嚴三昧經》，頁403-4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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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蔡耀明，〈解讀有關《首楞嚴三昧經》的四篇前序後記：以《首楞嚴三昧經》相關文獻的探討為背景〉，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8期（2003年），頁1-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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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忽滑谷快天，《禪學思想史·１·印度部》，郭敏俊譯，（台北：大千出版社，2003年）。
* Paul J. Griffiths, “Indian Buddhist Meditation,” Buddhist Spirituality: Indian, Southeast Asian, 
Tibetan, and Early Chinese, edited by Takeuchi Yoshinori, New York: Crossroad, 1995, pp. 34-66.
* Karen Lang, “Meditation as a Tool for Deconstructing the Phenomenal World,” The Buddhist Rorum, 
vol. III, edited by Tadeusz Skorupski and Ulrich Pagel, New Delhi: Heritage Publishers, 1995, pp. 
143-159.
* Andrew Skilton, “State or Statement?: Samådhi in Some Early Mahåyåna Sutras,” The Eastern 
Buddhist 34/2 (2002): 51-116.
* 日本佛教學會（編），《佛教における三昧思想》（京都：平樂寺書店，1976年）。

【單元九】：生命的根基配備與客塵煩惱的並觀：如來藏經（第14-15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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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來藏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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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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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 vol. 16, pp. 457a-460b）。
* Michael Zimmermann, A Buddha Within: The Tathågatagarbhas¥tra--The Earliest Exposi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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