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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藏的生命哲學專題」課程大綱 
 
課程名稱：如來藏的生命哲學專題 
Seminar in Tathågatagarbha's Philosophy of Life 
學分數：2學分 
授課年度：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

上課時間：星期五 (10:20-12:10) 
教室：文學院 17 
Office hours: 星期三 (2:20-3:10)、星期五 (3:30-4:20)， at 哲學系館 305 
電子信箱：tsaiyt@ntu.edu.tw 
網站：http://ccms.ntu.edu.tw/~tsaiyt/ 
 
【課程概述】：本課程主要在於對佛教以如來藏、佛性、法身、法界為核心概念的

經典，透過講解、研讀、與詮釋而獲致貼切的瞭解，進而對佛教的生命哲學建立以

經文做為根本依據的認識。本課程涵蓋多部佛典，力求瞭解每一部佛典的特色與重

點，並且養成以整體經文為網絡來詮解佛典語句的能力，再據以進行專門的佛教研

究。本課程以研讀經文與詮釋修學義理為主。上課時，不僅不會對照其它漢譯本，

也不會對照梵文或藏文本，但在若干專門語詞，會提示相關的梵文，以方便理解。

如來藏的生命哲學包含範圍極廣，詳如「課程進度」所列；舉其要者，包括：如來

藏相關概念／如來藏相關佛典與研究書目／生命哲學論著的研讀與討論／生命的意

義／一期生命之後的生命延續／《如來藏經》的生命哲學／《不增不減經》的生命

哲學／《勝鬘夫人經》的生命哲學／《勝鬘夫人經》的生命哲學／《楞伽經》的生

命哲學／《無上依經》的生命哲學／《大法鼓經》的生命哲學／《涅槃經》的生命

哲學／所謂批判佛教：如來藏之說反被認定為問題的漩渦。由於學期時間相當有

限，無法納入的課題及相關資料，皆列在「延伸的參考材料」、「後續的進修書

目」，學員可藉以拓展自己在如來藏學和生命哲學研讀與思索的觸角。

 
【課程目標】：透過本課程的歷練，學員可預期達到如下四項成果：(1) 對如來藏
學說，尤其是其經典根據，有一定水準的認識；(2) 對佛教的生命哲學建立有系統
且稍微全面的涉獵與認識，引發反思，形成觀點，並且在學員日後進一步的學習或

研究，得以落實在自己的人生歷練；(3) 對學界在如來藏學說的研究書目與研究成
果有一定水準的認識；(4) 初步建立以第一手和第二手資料來從事如來藏生命哲學
研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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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當代的宗教哲學或生命哲

學的研究成果，藉以培養如來藏生命哲學的眼光和洞見，並且養成學術所要求的清

晰、條理、論辯、與知識內涵。

【參考書目】：如「課程進度」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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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式】：平時上課 20%、第一份書面作業與口頭報告 25%、第二份書面作
業 20%、期末的書面作業與口頭報告 35%。 
學員將隨著每週選定的課題，預做準備，按進度研讀指定的經文和論著 並且積極

參與課堂討論。上課時，授課教師會就經文解釋字面的意思，詮解其在佛法修證上

的理趣，並且帶入生命哲學的討論。學員則需參與討論，或練習回答一些很基本的

問題。這一部分將佔學期成績 20%。
從第4週（2006/10/13）起，由學員輪流就該週指定的經文和論著，提交2頁的書
面作業，並且在課堂做十分鐘的口頭報告，隨即展開相互的討論。原則上，每一位

學員整個學期至少輪到一次。這一部分將佔學期成績 25%。
從第2週（2006/09/29）起，由學員輪流就前一週的講解、報告、討論，經由複
習，以回顧的方式，內容包括自己研讀的筆記、上課的重點、再加上自己的省思或

評論，做出2頁的書面作業，並且於隔週繳交。原則上，每一位學員整個學期至少
輪到一次。這一部分將佔學期成績 20%。
第18週（2007/01/19），繳交至少8頁的期末作業，並且在課堂上輪流做口頭報
告，以及相互討論。原則上，以本課程大綱所列材料為依據之範圍。報告的寫作，

要求用心、動腦、特色，並且扣緊生命哲學的議題。第8週（2006/11/10），請用
電子郵件，將期末作業的題目與大綱，以1頁的篇幅，傳給授課教師。第13週
（2006/12/15），請用電子郵件，將期末作業已著手寫作的部分，以至少3頁的篇
幅，傳給授課教師。第18週，則須以書面繳交完整的期末作業。這一部分將佔學
期成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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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9/22〔單元主題〕：課程介紹／生命哲學初入門／如來藏相關概念
／如來藏相關佛典與研究書目／佛學工具書與網路資源

〔生命哲學初入門〕：有關生命哲學，如下概念、課題、或論斷，將列為課堂討論

的重點：

* 界定生命：生命之可界定與不可界定
* 生命之相關語詞：生命現象／生命體／個人／生物／生存／生活／人生／壽命／
死亡／生死／生命歷程／生命相續／生死輪迴

* 一期生命的開端（生從何處來／生命體怎樣到一個段落的世間）：原初地創造生
命體／天地自然的造化／自己就來到世界／都是父母生的／莫名其妙跑到世界又彼

此隨機撞在一起／因緣和合而成的生命相續

* 生命的作為與內涵：無所事事、巧取豪奪、豐功偉業／走向自我中心、走向社
會、走向生命／世間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愛恨情愁／生命的真實作為與內涵

（做在生命以及在生命真實）

* 生命造作的牽連、餘波蕩漾、累積、追逐、追討、退卻、與驅使所形成的延續作
用：業報緣起與功德、善根

* 生命現象或生存主體的主體性、同一性、實體性：我 vs. 非我（檢查如下概念和
議題：「我」、「Who am I?」、「What am I?」）（「藉由語詞講出來的主
體」是否在嚴格檢視下照樣具有「主體性」、「主體同一性」、「固定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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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一個人的本質」、「做為一個人的本性」、或「實體性」？）（我、人、眾

生、壽者／蘊、處、界／我、形軀、心態、心靈、靈魂、神識、阿賴耶識、如來

藏、法身）（生命現象就其構成要項的無常、生滅、緣起、非我、我空、性空（無

自性）、相空（無自相）、不二中道）

* 生命現象或生存主體的歸屬性：我所 vs. 非我所（檢查如下概念：「我的」、
「我的前男友或前女友」）（「藉由語詞講出來的主體歸屬」是否在嚴格檢視下照

樣具有「主體歸屬性」？）

* 生命的主宰權或自我主宰性：我憑什麼可以是什麼生命的全然的主宰者？誰憑什
麼可以是我的生命的全然的主宰者？（生命自主權／生命存活權／生命使用權／壽

命之剝奪／踐踏生命）

* 同樣生命形態不同生命體之間的生命倫理：胎兒或植物人之「生命存活權」與
「生命存活之決定權」（處於胎兒或植物人狀態，在生命的權利（責任）有什麼根

本的改變嗎？）（貫徹生死，談得上什麼始終如一的權利（責任）嗎？）（胎兒完

全是孕婦或母親的東西嗎？／植物人是誰的？／幫忙決定或作主可以無限上綱到生

命層次嗎？）

* 嚴格檢視「生命存活之決定權」：只是因為創造、製造、生下、撫養、或培育，
就自動擁有對他（她）者在生命層次的生殺大權與生命所有權嗎？（檢查如下概

念：「給予生命」、「擁有生命」、「收回生命」）

* 不同生命形態之間的生命倫理：濫殺動物／葷食或素食／利益與救度一切眾生
* 不同生命體之間的生命倫理：相對於「人間社會的倫理關係」，父母子女親屬在
養生送死之間與生死相隔之際的「生命關係」為何？

* 生命體死掉發生了什麼事情／界定死亡／殺害其他生命體犯下了什麼事情／自殺
又犯下了什麼事情

* 生命體複製之迷思與糾葛
* 生命的捆綁與解脫：受到什麼捆綁／什麼是人性的枷鎖／如何受到捆綁／何以受
到捆綁／什麼叫做生命之原罪或人類之原罪／什麼叫做生命之解脫

* 生命的沈淪與超越：孤單地在人間的生死ㄧ場／什麼是人性的墮落／什麼構成生
命的沈淪／生命沈淪在什麼東西或什麼場所／生死輪迴／超出三界，非三世所攝

生命現象的實在性：實在 vs. 虛幻（生命現象就其構成要項的緣起、如幻）
* 生命現象的如幻似化：該怎麼辦？可以怎樣？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bout it?
* 生命本身的性質或品質：生命本身的性質或品質等於所謂的人性嗎？／所謂的人
性從何講起？／性善或惡、性染或淨、性聖或俗、性美或醜／本性清淨、非有非

無、不生不滅（生命現象的凡俗與崇高與神聖之間的關聯）（從因緣所生的表象看

圖說故事／從空性之本性考量）（生命現象的善惡表現與生命本性清淨之間的關

聯）

* 生命的平等與不平等
* 生命的意義（意義的消極前提，意義的觀照與思索，意義的開啟與創造）／生命
的真諦

* 生命的價值／生命的份量：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那麼生又如何？／生死
如此，那麼生命本身的價值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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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有限與無限：生命到底有多長、多高、多深、多偉大／生命的現況與遠景
／無盡生命

* 生命實踐：生存活動／走向個體、家庭、社會、文化的實踐活動／走在生命相續
開展的實踐活動（遊手好閒·虛度生命 vs. 無為而無不為 vs. 拼經濟 vs. 倫理實
踐·社會實踐·文化實踐 vs. 生命實踐·致力於生命之修煉）
* 生命實踐的自利性和利他性：佛教解脫道與菩提道
* 生命的目的：從何講起（快樂地活、好好地活）／什麼叫做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
／根據何在或以何為根源／自明或隱晦／內在或外在／就只這樣嗎？

* 依於無盡生命，從事永無止盡的生命實踐，切在生命的可開展性，發而為生命的
無限開展。

〔如來藏相關概念〕：

如來藏、如來、無盡生命、法身、法界、藏、阿賴耶識、種子式的生命資訊、種

性、生存活動、生死輪迴、生命體、個人、自我、佛性、覺性。

〔如來藏相關佛典與研究書目〕：

◎與如來藏或佛性相關的典籍和學說，在當代一直是全球佛教研究關注的焦點之

一，而其相關論著更是多到不勝枚舉的地步。至於相關研究書目的整理，則可參

閱：杜正民，〈如來藏學研究小史：如來藏學書目簡介與導讀（上、下）〉，《佛

教圖書館館訊》第10/11期（1997年9月），頁32-52; 第12期（1997年12月），
頁37-63; 杜正民，〈當代如來藏學的開展與問題〉，《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3期
（1998年），頁243-280; 高崎直道，〈如來藏思想關係·研究文獻目錄〉，收錄
於《如來藏思想の形成：インド大乘佛教思想研究》（東京：春秋社，1974
年），頁7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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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322. 
◎如下書目，可方便學員進一步研究或進行學期報告時參考之用。
* 古正美，〈定義大乘及研究佛性論上的一些反思〉，《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3期（1998年），
頁21-76. 
* 談錫永，《四重緣起深般若：《心經》·緣起·瑜伽行·如來藏》（台北：全佛文化事業，2004
年）。

* 談錫永、邵頌雄，《如來藏論集》（台北：全佛文化事業，2006年）。
* 釋印順，《如來藏之研究》（台北：正聞出版社，1981年）。
* 釋恆清，《佛性思想》，（台北：東大圖書，1997年）。
* 平川彰、梶山雄一、高崎直道（編），《講座·大乘佛教 6：如來藏思想》（東京：春秋社，
1982年），譯成《如來藏思想》，李世傑譯，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第68冊，（台北：華宇出版
社，1985年）。 
* 高崎直道，〈華嚴教學與如來藏思想：「性起」思想在印度的開展〉，收錄於《華嚴思想》，中
村元編，李世傑譯，（台北：法爾出版社，1989年），頁299-360. 
* M. Anesaki, “Tathågata,” Encyclopa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edited by J. Hastings: 
Edinburgh, 1918, pp. 202-204. 
* Brian Edward Brown, The Buddha Nature: A Study of the Tathågatagarbha and 
Ålayavijñåna,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1991. 
* Paul J. Griffiths, John P. Keenan (eds.), Buddha Nature: 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Minoru 
Kiyota, Buddhist Books International, 1990. 
* Sallie B. King, Buddha Natur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 John J. Makransky, “Controversy over Dharmakåya in India and Tibet: A Reappraisal of 
its Basis, Abhisamayålamkåra Chapter 8,”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2/2 (1989): 4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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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J. Makransky, “Proposal of a Modern Solution to an Ancient Problem: Literary-
Historical Evidence that the Abhisamayåla≤kåra Teaches Three Buddha Kåyas,”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20 (1992): 149-190. 
* John J. Makransky, Buddhahood Embodied: Sources of Controversy in India and Tibe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 Phiroz Mehta, Buddhahood, Longmead: Element Books, 1988. 
* D. Seyfort Ruegg, “Påli Gotta/Gotra and the Term Gotrabh¥ in Påli and Buddhist 
Sanskrit,” Buddh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I. B. Horner, edited by L. Cousins and et al.,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74, pp. 199-210. 
* D. Seyfort Ruegg, “The Meanings of the Term Gotra and the Textual History of the 
Ratnagotravibhåg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39/2 (1976): 341-
363. 
* D. Seyfort Ruegg, “The Gotra, Ekayåna and Tathågatagarbha Theories of the 
Prajñåpåramitå According to Dharmamitra and Abhayåkaragupta,” Prajñåpåramitå and 
Related Systems: Studies in Honor of Edward Conze, edited by Lewis Lancast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p. 283-312. 
* D. Seyfort Ruegg, “The Buddhist Notion of an 'Immanent Absolute' (tathågatagarbha) as a 
Problem in Hermeneutics,” The Buddhist Heritage, edited by Tadeusz Skorupski, Tring, 
U.K.: The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1989, pp. 229-245. 
* David Seyfort Ruegg, “The Buddhist Notion of an Immanent Absolute as a Problem in 
Comparative Religious and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Buddha-nature, Mind and the 
Problem of Gradualism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of 
Buddhism in India and Tibet, New Delhi: Heritage Publishers, 1992, pp. 17-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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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ikido Takasaki, “Tathågatagarbha and the Community of Bodhisattvas,” Kalyå∫a-Mitta: 
Professor Hajime Nakamura Felicitation Volume, edited by V. N. Jha. Delhi: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1991, pp. 247-255. 
* Gishin Tokiwa, “On the Tathågata-Garbha-Dharma-Paryåya,”《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28卷
第1號（1979年12月），頁21-26. 
* Gishin Tokiwa, “The Tathågata-garbha as the Fundamental Subject of the Four Satyas,”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33卷第1號（1984年12月），頁13-18. 
* Koshiro Tamaki,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ought of Tathågatagarbha from India to 
China〉，《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9卷第1號（1961年12月），頁25-33. 
* Alfonso Verdu (ed.), The Philosophy of Buddhism: A “Totalistic” Synthesis,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nd edition, 2002. 
* Susumu Yamaguchi, Mahåyåna Way to Buddhahood: Theology of Enlightenment, Los 
Angeles: Buddhist Books International, 1982. 
* 金子芳夫，〈佛性難見の十喻にみられる個性化の過程〉，《東洋大學東洋學研究所 東洋學研

究》第33號（1996年），頁1-29. 
* 水谷幸正，〈藏の三義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15卷第2號（1957年3月），頁
166-167. 
* 高崎直道，〈大乘十法經の如來藏說〉，收錄於《佛教思想論叢：佐藤博士古稀記念》，佐藤博
士古稀記念論文集刊行會編，（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72年），頁131-153. 
* 高崎直道，《如來藏思想の形成：インド大乘佛教思想研究》（東京：春秋社，1974年）。 
* 高崎直道，《如來藏思想（Ⅰ）》（京都：法藏館，1988年）。 
* 高崎直道，《如來藏思想（Ⅱ）》（京都：法藏館，1989年）。 
* 常盤大定，《佛性の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1年）。 
* 武邑尚邦，《佛性論研究》（京都：百花苑，1977年）。 
* 下川邊季由，〈buddhatva と buddha-dhåtu〉，《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35卷第2號（1987年
3月），頁86-88. 
* 織田顯祐，〈菩提流支譯出經論における如來藏の概念〉，《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41卷第2號
（1993年3月），頁32-39. 
* 篠田正成，〈佛性とその原語〉，《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11卷第1號（1963年12月），頁223-
226.
〔佛學工具書與網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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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考授課教師「佛學概論」的課程大綱：（http://ccms.ntu.edu.tw/~tsaiyt/）

第2週 2006/09/29〔單元主題〕：生命哲學論著的研讀與討論／生命哲學或人生
哲學書目 
〔生命哲學論著的研讀與討論〕：
* Fernando Savater, “Chapter 1: Let Us Begin with Death,” The 
Questions of Life: An Invitation to Philosoph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2, pp. 10-21.
〔生命哲學或人生哲學書目〕：
* 阮新邦，〈生命的學問及理論知識的關係初探〉，《社會理論學報》第5卷第2期（2002年），頁
275-309.
* 林麗珊，《人生哲學》（台北：三民書局，1998年）。
* 柏殿宏，〈生命是什麼：當代科學與哲學的觀點〉，《輔仁宗教研究》第11期（2005年夏季），
頁57-81. 
* 劉貴傑，《佛學與人生》（台北：五南出版社，1999年）。
* 傅佩榮，《哲學與人生》，（台北：天下遠見，2003年）。
* 黎建球（編著），《人生哲學》（台北：五南圖書，2004年）。
* 蕭宏恩（主編），《哲學與人生》（台北：揚智文化，2005年）。
* 羅光，《生命哲學·再續編》（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94年）。
* Cregory Bateson, Mind and Nature: A Necessary Unity, 譯成《心智與自然：統合生命與非生
命世界的心智生態學》，章明儀譯，（台北：商周出版，2003年10月）。
* Ferdinand Fellmann, Lebensphilosophie: Elemente einer Theorie der Selbsterfahrung, 譯成
《生命哲學》，李健鳴譯，（北京：華夏，2000年）。 
* Georg Simmel, Lebensanschauung vier metaphysische Kapitel, 譯成《生命直觀：先驗論四
章》，刁承俊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
* Erwin Schrödinger, What is Life? & Mind and Matter, 譯成《生命是什麼？》，仇萬煜、左蘭
芬譯，（台北：貓頭鷹出版，2000年）。
* J. Bruce Long, “Life,” 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vol. 7, edited by Mircea Eliad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Macmillan, 1995, pp. 541-547. 
* Peter McWilliams, Life 101: Everything We Wish We Had Learned About Life In School - 
But Didn’t, Allen Park: Prelude Press, 1994. 
* Ronald H. Nash, Life's Ultimate Ques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9. 
* Ingmar Persson, The Retreat of Reason: A Dilemma in the Philosophy of Lif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Contents : 
Part I: The nature of para-cognitive attitudes -- Pain as a sensory quality -- Pleasure as a sensory 
quality -- Beyond hedonism -- An analysis of desire -- The concept of emotion -- A typology of emotion -- 
Part II: Reason and value -- Introduction: subjectivism and objectivism -- The structure of reasons : 
internalism -- An objective requirement? -- The desire relativity of value -- The rationality of para-
cognitive attitudes -- Weakness of will -- Representational mechanisms -- Part III: Rationality and 
temporal neutrality -- Introduction: the notion of a temporal bias -- The irrationality of the bias towards 
the near -- The irrationality of the bias towards the future -- The dilemma as regards temporal 
neutrality -- Part IV: Rationality and personal neutrality -- Introduction: the bias towards oneself -- 
Self and body -- Psychological theories of our identity -- Somatist theories of our identity -- The identity 
of material bodies -- The rational insignificance of identity and continuity -- Self-concern and self-
approval -- Concern for and approval of others -- Prudence : maximization or idealism? -- The 
requirement of personal neutrality -- Moral individualism : autonomy and agreement -- The dilemma as 
regards personal neutrality --Part V: Rationality and responsibility -- Predictability and the experience 
of freedom -- Compatibilist freedom of action -- Compatibilist freedom of will -- Responsibility and 
desert -- The deontological element of responsibility -- The emotive genesis of desert -- The dilemma as 
regards responsibility -- Conclusion: the conflict between rationalism and satisfactionalism. 
* Anatol Rapoport, Certainties and Doubts: A Philosophy of Life,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2000. 
* Marcel Sarot, Wessel Stoker (eds.), Religion and the Good Life, Assen: Royal Van Gorcum, 
2004. 
Cont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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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gion and the good life: introduction / Marcel Sarot and Wessel Stoker -- Part 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presentation and Concept -- The tension between representation and concept as a challenge 
for philosophy of religion / Peter Jonkers -- Beyond representation and concept: the language of 
testimony / R. D. N. van Riessen -- Part II: The Tension between Representation and Concept -- 
Seduction and guidance: some remarks on the ambiguities of reason and reflective thought in 
connection with religion and the good life / W. Dupré -- The good life is historical / Ben Vedder -- The 
quality of life: comic vision in Charles Dickens and Iris Murdoch / Henry Jansen -- Narrative, 
atonement, and the Christian conception of the good life / Gijsbert van den Brink -- Myths and the good 
life: Ricoeur’s hermeneutical approach to myth / Wessel Stoker -- Bahajans and their symbols: religious 
hermeneutics of "the good life" / Hendrick M. Vroom -- Part III: Representations of the Good Life -- 
Models of the good life / Marcel Sarot -- The highest good and the Kingdom of God in the philosophy of 
Kant: a moral concept and a religious metaphor of the good life / Donald Loose -- Jacques Derrida and 
messianity / Victor Kal -- Skepticism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 Michael Scott -- Ultimate happiness and 
the love of God / Vincent Brümmer -- Human being and the natural desire for God: reflections on the 
natural and the supernatural / Eef Dekker. 

第3週 2006/10/06〔單元主題〕：中秋節（放假一天） 

第4週 2006/10/13〔單元主題〕：生命的意義 
* John Kekes, “The Meaning of Life,”  Philosophy: The Big 
Questions, edited by Ruth Sample, Charles W. Mills, James P. 
Sterba,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pp. 337-353. 
* John Cottingham, “Chapter 1: The Question,”On the Meaning of 
Life, London: Routledge, 2003, pp. 1-31.
* 從狹義的「死亡學」擴展至廣義的「生死學」，由生命哲學和生命教育出發，正
視生命的意義，展開對生命不同面向的思考，進而適當地尊重生命、珍惜生命，並

能欣賞到多元化的生命之豐富，以奠定探討生命的價值和歸趣的基礎。 
* 思考：「人命微賤，朝不保夕」，你明知自己會死，卻為什麼要活下來，以及活
著要做什麼？

〔延伸的參考材料〕：
* 余德慧、李宗燁，《生命史學》，（台北：心靈工坊，2003年）。
* 江光榮，《人性的迷失與復歸：羅傑斯的人本心理學》，（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年）。
* 陳俊輝，《生命思想 vs. 生命意義》，（台北：揚智文化，2003年）。
* 劉翔平，《尋找生命的意義：弗蘭克的意義治療學說》〈第四章·命運與人生意義〉，（台北：
貓頭鷹出版社，2001年），頁81-92.
* Alfred Adler, What Life Should Mean to You, 譯成《生命對你意味著什麼》〈第一章·生命的
意義〉，顏文君譯，（台北：華成圖書，2003年），頁11-30. 
* Viktor E. Frankl, Was nicht in meinen Büchern steht. Lebenserinnerungen, 譯成《意義的
呼喚：意義治療大師法蘭可自傳》，鄭納無譯，（台北：心靈工坊，2002年）。
* Jean-François Revel, Matthieu Ricard, 《僧侶與哲學家：父子對談生命意義》，賴聲川譯，
（台北：先覺出版社，1999年）。 
* William McKinley Runyan, Life Histories and Psychobiography: Explorations in Theory 
and Method, 譯成《生命史與心理傳記學：理論與方法的探索》〈第一章·序論〉，丁興祥等譯，
（台北：遠流，2002年），頁23-40. 
* Jenny Teichman, Katherine C. Evans, Philosophy: A Beginner’s Guide, 譯成《哲學的二十六
堂課》〈第二十五章·生命的意義〉，蔡政宏、古秀鈴、謝鳳儀譯，（台北：韋伯文化，2003
年），頁277-288. 
* Julian Baggini, What's it All About?: Philosophy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John Cottingham, The Spiritual Dimension: Religion, Philosophy and Human Valu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Book Description: 
Offering a new model for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John Cottingham combines emotional and 
intellectual aspects of our human experience, and embraces practical as well as theoretical concerns. 
Cottingham reveals how a religious worldview is best understood not as an isolated set of doctrines,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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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intimately related to spiritual praxis and to the search for self-understanding and moral growth. 
Touching on many important debates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but accessible to 
general readers, this book covers a range of central top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 Tadeusz Czezowski, “How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Life”,” Knowledge, Science, and 
Values: A Program for Scientific Philosophy, Amsterdam: 2000, pp. 163-168. 
* Frank J. Hoffman, “Meanings of 'The Meaning of Life' in Buddhist Perspective,” Buddhism 
and the Emerging World Civilization: Essays in Honor of Nolan Pliny Jacobson, edited by R. 
Puligandla and D. L. Miller,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95-112. 
* Ernest Lepore, Meaning and Argument: An Introduction to Logic through Language,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 Mark Richard (ed.), Meaning,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3. 
Description: 
Meaning brings together som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philosophical work on 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 
and understanding, presenting canonical essays on core question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 Brings together essential readings which define and advance the literature on 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 and understanding. 
    * Examines key topics i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cluding analyticity; translational indeterminacy; 
theories of reference; meaning as use; the nature of linguistic competence; truth and meaning; and 
relations between semantics and metaphysics. 
    * Includes classic articles by key figures such as Frege, Quine, Putnam, Kripke, and Davidson; and 
recent reactions to this work by philosophers including Mark Wilson, Scott Soames, James 
Higginbotham, Frank Jackson, Alex Byrne, and Paul Bogohossian. 
* Susan Wolf, “Meaning of Life,”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ited by Edward 
Craig, London: Routledge, 1998, pp. 630-633. 
* The Meaning of Life: (http://users.aristotle.net/~diogenes/meaning1.htm) 
*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bout the Meaning of Life: (http://yudkowsky.net/tmol-
faq/meaningoflife.html) 
* Meaning of life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Meaning_of_life) 
 
第5週 2006/10/20〔單元主題〕：一期生命之後的生命延續 
* Stuart Brown, “Part I: Life After Death,” Philosophy of Religion: 
An Introduction with Readings, London: Routledge, 2001, pp. 5-51. 
* Anne C. Klein, “Buddhism,” How Different Religions View 
Death and Afterlife, 2nd edition, edited by Christopher Jay 
Johnson, Marsha G. McGee, Philadelphia: The Charles Press,  
1998, pp. 47-63.
〔延伸的參考材料〕：
* 《哲學雜誌》第8期，「專題：生死與輪迴」，1994年4月。
* 成和平，《生死科學：破解生死奧祕的入門書》（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
* 梁美儀、張燦輝（合編），《凝視死亡：死與人間的多元省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
年）。

* 釋慧開，〈從宗教層面探索生死課題〉，收錄於《儒佛生死學與哲學論文集》（台北：洪葉文化
事業，2004年），頁151-185. 
* J. Robert Adams, Prospects for Immortality: A Sensible Search for Life After Death, 
Amityville: Baywood Publishing, 2003. 
Book Description: 
What happens to us when we die? Is it the end of us? If consciousness is the part of our life that we 
would like to preserve, then our wish may be closer to the truth than is commonly considered. 
Prospects for Immortality: A Sensible Search for Life After Death theorizes how matters concerning the 
birth of the universe, its ultimate fate, and the creation, evolution, and final destiny of life on earth co-
exist with regenerated consciousness. Readers of this volume will be prompted to think about the basic 
concepts of life, death, and consciousness in a unique way. Written in a style that entertains and 
informs, author J. Robert Adams speculates on how the transfer of memory and consciousness into the 
hereafter occur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physical, chemical, and historical facts already established by 
science. 
* Dan Cohn-Sherbok, Christopher Lewis (eds.), Beyond Death: Theological and Philosphical 
Reflections on Life After Death, Palgrave, 1995. 
* Edward Conze, “The Meditation on Death,” Thirty Years of Buddhist Studies: Selected 
Essays, edited by Edward Conze, Oxford: Bruno Cassirer, 1967, pp. 87-104. 
* Harold Coward (ed.), Life After Death in World Religions, Maryknoll: Orbis Book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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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lvia Cranston, Carey Williams, Reincarnation: A New Horizon in Science, Religion, and 
Society, Pasadena: Theosophical University Press, 1993. 
* Paul Edwards, Reincarnation: A Critical Examination, Amherst: Prometheus Books, 1996. 
* Christopher Jay Johnson, Marsha G. McGee (eds.), Encounters With Eternity: Religious 
Views of Death and Life After Death,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86. 
* Lynn Kear, Reincarnation: A Selecte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6. 
* David Loy, Lack and Transcendence: The Problem of Death and Life in Psychotherapy, 
Existentialism, and Buddhism, New York: Humanity Books, 2000. 
* Jeff Malpas, Robert C. Solomon (eds.), Death and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1998. 
* Farnaz Masumian, Life After Death: A Study of the Afterlife in World Religions, Los 
Angeles: Kalimat Press, 2002. 
Book Description: 
What happens to us when we die? What is the soul? Where are heaven and hell? Is there a reckoning 
with the creator? Questions such as these about death and dying have frightened and fascinated 
humanit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 Life After Death explores these questions in detail by providing a 
general overview of answers from the scriptures of seven world religions: Hinduism, Zoroastrianism, 
Judaism, Buddhism, Christianity, Islam, and the Bahá'í Faith. The book examines the viability of 
reincarnation and transmigration theories, as well as various ideas that attempt to explain near-death 
experiences. Theological scholarship combined with insight and sensitivity make this book thoroughly 
readable, a simple introduction to profound and complicated subjects. 
* R. W. K. Paterson, Philosophy and the Belief in a Life after Death, Houndmills: MacMillan 
Press, 1995. 
Contents : 
1. Philosophy, Belief and Disbelief -- 2. Problems of Post-Mortem Identity -- 3. The Mental and the 
Physical -- 4. General Arguments for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 5. The Evidence from Psychical 
Research -- 6. The Concept of an Afterlife. 
* C. Ben Mitchell, Robert D. Orr, Susan A. Salladay (eds.), Aging, Death, and The Quest For 
Immortality,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2004. 
* Peter Preuss, Reincarnation: A Philosophical and Practical Analysis, Lewiston: E. Mellen 
Press, 1989. 
* Christine Overall, Aging, Death, and Human Longevity: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 Lawrence E. Sullivan (ed.), Death, Afterlife, and the Soul,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 Jacqueline I. Stone, “Death,”Critical Terms for the Study of Buddhism, edited by Donald 
S. Lopez J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56-76. 
* Howard K. Wettstein, Peter A. French (eds.), 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Volume XXIV, 
Life and Death: Metaphysics and Ethic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 佛教思想研究會編，《佛教思想 10：死》（京都：平樂寺書店，1988年）。 
 
第6週 2006/10/27〔單元主題〕：《如來藏經》的生命哲學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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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本異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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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聖嚴法師，《自家寶藏：如來藏經語體譯釋》（台北：法鼓文化事業，2001年）。 
* Michael Zimmermann, A Buddha Within: The Tathågatagarbhas¥tra--The Earliest 
Exposition of the Buddha-Natura Teaching in India,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2002. 
* 小川一乘（校註），《央掘魔羅經·勝鬘經·如來藏經·不增不減經》（東京：大藏出版，2001
年）。 
〔進修書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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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週 2006/11/03〔單元主題〕：《如來藏經》的生命哲學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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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Zimmermann, “I-A-2: The Meaning and Occurrences of  
the Term tathågatagarbha ,” “I-A-3: The Buddha-Nature Doctrine 
in the TGS,” A Buddha Within: The Tathågatagarbhas¥tra--The 
Earliest Exposition of the Buddha-Natura Teaching in India ,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2002, pp. 39-67. 
 
第8週 2006/11/10〔單元主題〕：《不增不減經》的生命哲學之一
* 《佛說不增不減經》，一卷，元魏·菩提留支（Bodhiruci）於  525 年
譯，大正藏第十六冊（T. 668, vol. 16, pp. 466a-468a）。 
〔同本異譯〕： 
* 高崎直道（譯），《大乘佛典 12：如來藏系經典》〈不增不減經〉，（東京：中央公論社，
1975年），頁43-59. 
* 小川一乘（校註），《央掘魔羅經·勝鬘經·如來藏經·不增不減經》（東京：大藏出版，2001
年）。 
此外，尚存梵文本、漢譯本、及藏譯本的《究竟一乘寶性論（Ratna-gotra-vibhåga）》，以不少
的篇幅引述《不增不減經》，可納入為字句對讀或文獻比對很珍貴的一項材料。相關材料見於：E. 
H. Johnston (ed.), The Ratnagotravibhåga Mahåyånottaratantraßåstra, Patna: Bihar 
Research Society, 1950; E. Obermiller (tr.), Uttaratantra or Ratnagotravibhaga: The Sublime 
Science of the Great Vehicle to Salvation, the Work of Årya Maitreya with a Commentary by 
Åryåsanga, Talent: Canon Publications, 1984; 宇井伯壽，《寶性論研究》（東京：岩波書店，
1959年）；小川一乘，《如來藏·佛性の研究》（京都：文榮堂書店，1974年）；高崎直道，
《インド古典叢書：寶性論》（東京：講談社，1989年）；高崎直道（校註），《究竟一乘寶性
論·大乘法界無差別論》（東京：大藏出版，1999年）。 
〔進修書目〕： 
* 高崎直道，〈不增不減經の如來藏說〉，《駒沢大學佛教學部研究紀要》第23期（1965年3
月），頁88-10. 
 
第9週 2006/11/17〔單元主題〕：《不增不減經》的生命哲學之二
* 蔡耀明，〈「如來常安住」的修學義理：以《佛說不增不減經》為主要依
據的研究構想〉，《法光》第170期（2003年11月），第2-3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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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週 2006/11/24〔單元主題〕：《勝鬘夫人經》的生命哲學之一 
* 《大寶積經·勝鬘夫人會第四十八》，一二○卷／第一一九卷，唐·菩提
流支（Bodhiruci）於 706-713 年譯，大正藏第十一冊（T. 310, vol. 11,  
pp. 672c-678c ）。 
〔《勝鬘夫人經》相關的文本〕將按照梵文本、漢譯本、藏譯本、漢藏日三譯並列、註釋本、敦煌

本的次序，羅列如下： 
◎《勝鬘夫人經》完整的梵文本已經佚失。然而，現存梵文本的《究竟一乘寶性論（Ratna-gotra-
vibhåga）》，引述《勝鬘夫人經》大約二十五次，主要集中在如來藏學說；《大乘集菩薩學論
（Íik≈åsamuccaya）》，引述《勝鬘夫人經》一次。有關這些引文的片段，參閱：宇井伯壽，
〈勝鬘經の梵文斷片〉，《名古屋大學文學部十周年記念論集》（1958年），頁189-210 （另外收
錄在宇井伯壽，《寶性論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59年），頁435-469）；小川一乘，〈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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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勝鬘經〉，收錄於《央掘魔羅經·勝鬘經·如來藏經·不增不減經》，小川一乘校註，新國譯

大藏經，如來藏·唯識部，第1冊，（東京：大藏出版，2001年），頁233-243. 
此外，在挪威的史柯源收藏品（Schoyen Collection）當中，亦可發現《勝鬘夫人經》三張幾乎完
整的葉片，以及二張殘缺的葉片；參閱：Kazunobu Matsuda, “Írªmålådevªsi≤hanådanirdeßa,” 
Manuscripts in the Schoyen Collection: Buddhist Manuscripts, vol. I, edited by Jens Braarvig, 
Oslo: Hermes Publishing, 2000, pp. 65-76. 

◎《勝鬘夫人經》的漢譯本已知一闕二存。已經佚失的漢譯本為《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北

涼·曇無讖（Dharmak≈ema）於 412-433 年譯。
* 現存的二個漢譯本，一為《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一卷，劉宋·求那跋陀羅
（Gu∫abhadra）於 436 年譯，大正藏第十二冊（T. 353, vol. 12, pp. 217a-223b）。此一漢譯本
的英譯： Diana Mary Paul, The Buddhist Feminine Ideal: Queen Írªmålå and the 
Tathågatagarbha, Missoula: Scholars Press, 1980. 此一漢譯本的日譯：雲井昭善（譯），《佛
典講座 10：勝鬘經》（東京：大藏出版，1976年）；小川一乘（譯），〈勝鬘經〉，收錄於《央
掘魔羅經·勝鬘經·如來藏經·不增不減經》，小川一乘校註，新國譯大藏經，如來藏·唯識部，

第1冊，（東京：大藏出版，2001年），頁173-204. 
* 現存的第二個漢譯本為《大寶積經·勝鬘夫人會第四十八》，一二○卷／第一一九卷，唐·菩提
流支（Bodhiruci）於 706-713 年譯，大正藏第十一冊（T. 310, vol. 11, pp. 672c-678c ）。 

◎《勝鬘夫人經》的藏譯本： 'Phags pa lha mo dpal 'phre∆ gi se∆ ge'i sgr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Årya Írª-målå-devª-si≤ha-nåda-nåma-mahåyåna-s¥tra), 為 Jinamitra (勝友), 
Surendrabodhi (善帝覺), Ye ßes sde  (智軍) 大約於八世紀末或九世紀初所翻譯、審閱、校訂，收
錄在 Peking 北京版  Kanjur No. 760, Derge 德格版  Kanjur No. 92. * 藏譯本的英譯，並且參考
梵文寫本斷片、漢譯本：The Lion’s Roar of Queen Írªmålå: A Buddhist Scripture on the 
Tathågatagarbha Theory, translated by Alex Wayman and Hideko Waym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 藏譯本的日譯：高崎直道（譯），《大乘佛典 12：如來藏系
經典》〈勝鬘經〉，（東京：中央公論社，1975年），頁61-126. 

◎《勝鬘夫人經》的漢藏日三譯並列：月輪賢隆，《藏漢和三譯合璧  勝鬘經·寶月童子所問經》
（興教書院，1940年）。 

◎《勝鬘夫人經》的註釋或義疏頗多，然大多早佚。現存主要的的註釋本，羅列如下；其中，以

《勝鬘寶窟》、《勝鬘經義記》、《勝鬘經義疏》最受重視： 
* 隋·吉藏（549-623），《勝鬘寶窟》，三卷（六卷），大正藏第三十七冊（T. 1744, vol. 37, pp. 
1c-90c）。 
* 隋·淨影寺慧遠（523-592），《勝鬘經義記》，二卷，今存上卷，大日本續藏經·第一輯第三
十套第四冊（vol. 1, no. 30-4）。 
* 唐·窺基（632-682），《勝鬘經述記》，二卷，大日本續藏經·第一輯第三十套第四冊（vol. 1, 
no. 30-4）。 
* 唐·明空，《勝鬘經義疏私鈔》，六卷，772年，大日本佛教全書第四冊（vol. 4）。 
* 日本·聖德太子（573-621），《勝鬘經義疏》，一卷，大正藏第五十六冊（T. 2185, vol. 
56）。 
* 日本·聖德太子，《勝鬘經義疏》，花山信勝校譯，（東京：吉川弘文館，1978年）。 
* 日本·凝然（1240-1321），《勝鬘經義詳玄記》，十八卷，前五卷佚失，大日本佛教全書第四
冊（vol. 4）。 
* 日本·普寂（1707-1781），《勝鬘獅子吼經顯宗鈔》，三卷，大日本佛教全書第四冊（vol. 
4）。 
* 《勝鬘經義記》，一卷，大正藏第八十五冊（T. 2761, vol. 85, pp. 253b-261b）。 
* 照法師，《勝鬘經疏》，一卷，大正藏第八十五冊（T. 2762, vol. 85, pp. 261c-278b）。 
* 《挾注勝鬘經》，一卷，大正藏第八十五冊（T. 2763, vol. 85, pp. 278b-28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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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鬘夫人經》的經典和註釋的敦煌本，根據藤枝晃的研究（〈北朝における『勝鬘經』》の傳
承〉，《東方學報》第40冊，（1985年10月），頁228-262），整理如下： 
* 《勝鬘經》敦煌本一覽： 
總計：（A）至（G）七本 
蒐集者：Stein蒐集四本，北京蒐集三本 
書体：六世紀寫本 （A）S1027 （B）暑12  （C）鱗69 （D）S992 
            七世紀寫本 （E）S2526  （F）S2771 （G）呂10 
殘存行數：（A）377行 （B）368行  （C）378行 （D）507行 （E）223行 
            （F）385行  （G）73行 
首題：《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G） 
尾題：《勝鬘師子吼經》（A）  《勝鬘師子經》（F）  《勝鬘經卷第一》（D） 
分章：全部不分章 
* 《勝鬘經》註釋書敦煌本一覽： 
總計：（甲）至（庚）七本 
寫本號碼：（甲）S1649+S5858 （乙）S2660 （丙）S6388  （丁）S524 
            （戊）奈93＝玉24  （己）S2430 （庚）P2091+P3308 
印刷本：（甲）T2763 （乙）T2761 （丁）T2762 （庚）續藏卷上  
            （參考本a）T2185  （參考本b）T1744 
作者：（乙）慧掌蘊 （丁）照法師 （庚）慧遠 （參考本a）[聖德太子] 
            （參考本b）吉藏 
標題：（乙）《勝鬘義記》 （丁）《勝鬘疏》 （戊）[勝鬘義疏本義]  
            （庚）《勝鬘義記卷下》 （參考本a）《勝鬘義疏》 
            （參考本b）《勝鬘寶窟》 
寫本年代：（甲）五世紀後半 （乙）504 （丙）六世紀中葉 （丁）564 
            （戊）六世紀後半 （己）六世紀末 （庚）613 

〔《勝鬘經》相關學術論著〕： 
* 陳沛然，〈《勝鬘經》之空不空如來藏 〉，《鵝湖月刊》第20卷第9期（1995年3月），頁2-8. 
* 久保田力，〈『勝鬘經』における大力菩薩の成立〉，《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48卷第1號
（1999年12月），頁269-274. 
* 三桐慈海，〈勝鬘經寶窟 における佛性義〉，《佛教學セミナー》第42期（1985年10月），頁
1-16. 
* 三桐慈海，〈勝鬘經寶窟 の撰述について〉，《大谷學報》第65卷第2號，（1985年10月），頁
13-21. 
* 平井宥慶，〈敦煌本·維摩經疏と勝鬘經疏〉，《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33卷第1號（1984年12
月），頁72-77. 
* 古泉圓順，〈『勝鬘經』の受容〉，《論集日本佛教史／雄山閣出版》第１期（1989年5月），
頁199-238. 
* 佐藤心岳，〈隋代における「勝鬘經」の流布の實情〉，《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16卷第2號
（1968年3月）頁332-335. 
* 佐藤心岳，〈唐代における「勝鬘經」の流布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17卷第2號
（1969年3月）頁282-285. 
* 村主惠快，〈勝鬘經義疏に於ける「攝受正法」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5卷第1號
（1957年1月）頁243-246. 
* 坂井祐円，〈『勝鬘經述記』を通して五姓各別說を再考すゐ：出生大乘と經攝入大乘の概念を
中心とし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50卷第2號（2002年3月），頁14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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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本史朗，〈『勝鬘經』の一乘思想について：一乘思想の研究( III) 〉，《駒沢大學佛教學部
研究紀要》第41號（1983年3月），頁37-64. 
* 金治勇，〈勝鬘經義疏における生死の問題〉，《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16卷第1號（1967年12
月）頁346-349. 
* 金治勇，〈勝鬘經義疏における如來藏思想〉，《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17卷第1號（1968年12
月）頁55-59. 
* 金治勇，〈敦煌發見の勝鬘經疏（奈93）と勝鬘經義疏との比較：主として分章科段につい
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18卷第2號（1970年3月）頁394-400. 
* 金治勇，〈敦煌發見の勝鬘經疏（奈93）と勝鬘經義疏との比較研究(2)：主としてその學系につ
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19卷第1號（1970年12月）頁270-273. 
* 金治勇，〈勝鬘經義疏の本義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21卷第1號（1972年12月）
頁88-91. 
* 香川孝雄，〈二種の如來藏空智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5卷第1號（1957年12
月）頁140-141. 
* 神谷正義，〈勝鬘經における善心·不善心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22卷第1號
（1973年12月），頁360-364. 
* 高崎直道，〈書評：雲井昭善，『勝鬘經』〉，《佛教學セミナー》第42期（1976年10月），
頁76-79. 
* 渡部孝順，〈勝鬘經義疏に見える「假設」の一句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16卷第
1號（1967年12月），頁350-353. 
* 渡部孝順，〈勝鬘經義疏如來藏章に引用せられた本義說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25卷第1號（1976年12月），頁276-279. 
* 渡邊照宏，〈勝鬘經に現われた菩薩道（文獻學的考察）〉，收錄於《大乘菩薩道の研究》，西
義雄編，（京都：平樂寺書店，1968年），頁317-354（另外收錄在渡邊照宏，〈勝鬘經に現われ
た菩薩道：文獻學的考察〉，《渡邊照宏  佛教學論集》（東京：筑摩書房，1982年），頁427-
457）。 
* 織田顯祐，〈菩提流支譯出經論における如來藏の概念〉，《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41卷第2號
（1993年3月），頁32-39. 
* 藤枝晃，〈北朝における『勝鬘經』》の傳承〉，《東方學報》第40冊，（1985年10月），頁
228-262. 
* 藤井孝雄，〈慧遠と吉藏の 『勝鬘經』 如來藏說の解釋をあぐつ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
第27卷第2號（1979年3月），頁108-109. 
* 鶴見良道，〈勝鬘寶窟 の染淨依持說：淨影寺慧遠 『勝鬘義記』と比較しつつ 〉，《駒沢大學
佛教學部論集》第6號（1975年10月），頁134-140. 
* 鶴見良道，〈勝鬘經の如來藏說：煩惱との關係から〉，《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23卷第1號
（1974年12月），頁162-163. 
* 鶴見良道，〈勝鬘經 の「六識及心法智」解釋：『勝鬘寶窟』を中心として〉，《印度學佛教學
研究》第24卷第1號（1975年12月），頁320-323. 
* 鶴見良道，〈吉藏 『勝鬘寶窟』 と 『勝鬘經』 中國諸註釋書〉，《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26卷
第1號（1977年12月），頁273-275. 
* 龍村龍平，〈勝鬘經一乘思想の一視点〉，《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24卷第1號（1975年12
月），頁196-199. 
* 龍村龍平，〈勝鬘經一乘思想と法華經藥草喻品の關係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25
卷第2號（1977年3月），頁132-133. 

◎特別就《不增不減經》和《勝鬘夫人經》之間的關聯進行討論，值得留意的有如下五篇作品：
Diana Mary Paul, The Buddhist Feminine Ideal: Queen Írªmålå and the Tathågatagarbha, 
Missoula: Scholars Press, pp. 3, 54, 76-81; 高崎直道，〈不增不減經の如來藏說〉，《駒沢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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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學部研究紀要》第23期（1965年3月），頁88-107, especially pp. 96-97, 99, 102-103; 〈『不
增不減經』から『勝鬘經』へ〉，收錄於《如來藏思想の形成：インド大乘佛教思想研究》（東
京：春秋社，1974年），頁111-117; 松本史朗，〈『勝鬘經』の一乘思想について：一乘思想の
研究( III) 〉，《駒沢大學佛教學部研究紀要》第41號（1983年3月），頁37-64, especially p. 63; 
織田顯祐，〈菩提流支譯出經論における如來藏の概念〉，《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41卷第2號
（1993年3月），頁32-39. 
 
第11週 2006/12/01〔單元主題〕：《勝鬘夫人經》的生命哲學之二
* Alex Wayman, Hideko Wayman (ed.), “Introduction-III-2: 
Tathågatagarbha,” The Lion’s Roar of Queen Írªmålå: A Buddhist 
Scripture on the Tathågatagarbha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42-55.
* Diana Paul, “The Concept of Tathågatagarbha in the 
Írªmålådevª S¥tra (Sheng-Man Ching)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9/2 (1979): 191-203. 
 
第12週 2006/12/08〔單元主題〕：《楞伽經》的生命哲學 
* 《大乘入楞伽經》，七卷，唐·實叉難陀（Íik≈ånanda）於  700-704 
年譯，大正藏第十六冊（T. 672, vol. 16, pp. 587b-640c），especially
pp. 599b-c, 619b-620a, 621c, 622c, 637b-c. 
《楞伽經》以『如來藏·藏識』為核心概念，顯示凡夫、菩薩、如來在生命相續的變化之道，以及

在心意識相續的轉化之理，由此打通凡夫、菩薩、如來在生命相續的路程與心意識相續的理路。透

過本課程的進行，希望對這一部古來號稱文義深奧的經典，培養出至少初步的解讀能力，並且對於

佛法教學『以法身印法身』—『以心印心』的旨趣，初步領略得出箇中風味。 
〔當代語譯本〕： 
* 賴永海（釋譯），《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66·楞伽經》，（台北：佛光文化事業，
1996年）。〔漏掉七卷本的眾多『重頌』。〕 

〔同本異譯〕： 
*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劉宋·求那跋陀羅（Gu∫abhadra）於 443 年譯，大正藏第十六
冊（T. 670, vol. 16, pp. 480a-514b）。 
〔同本異譯—當代語譯本〕： 
* 談錫永（導讀），《楞伽經導讀》（台北：全佛文化事業，1999年）。 
* 北京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編譯），《白話佛教經典系列·4·楞伽經》，（台北：恩楷，
2000年）。〔只涵蓋四卷本的前二卷。〕 
* 荊三隆（譯註），《白話楞伽經》，（台北：雲龍出版社，2001年）。 
* 高崎直道（譯），《佛典講座 17：楞伽經》（東京：大藏出版，1985年）。 

〔同本異譯〕： 
* 《入楞伽經》，十卷，元魏·菩提留支（Bodhiruci）於 513 年譯，大正藏第十六冊（T. 671, 
vol. 16, pp. 514c-586b）。 

〔梵文本〕： 
* 南條文雄（校訂），《梵文入楞伽經》，（京都：大谷大學，1923年）。 
* P. L. Vaidya (ed.), Saddharma-la∆kåvatåra-s¥tram,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3,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63. 
〔梵文本—當代語譯本〕：

* 談錫永（譯），《《入楞伽經》梵本新譯》（台北：全佛文化事業，2005年）。 
* Daisetz T. Suzuki (tr.), The Lankavatara Sutra,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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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井廣濟（譯），《梵文和譯·入楞伽經》（京都：法藏館，1976年）。 
* 常盤義伸，《研究報告（第二冊）：『ランカ｜に入る』——梵文入楞伽經の全譯と研究》（京
都：花園大學國際禪學研究所，1994年）。 

〔藏譯本〕： 
* ’Phags pa lang kar gshegs pa’i theg pa chen po’i mdo, 收錄在 Peking 北京版  Kanjur No. 775. 
* ’Phags pa lang kar gshegs pa rin po che’i mdo las sangs rgyas thams cad kyi gsung gi 
snying po zhes bya ba’i le’u, 收錄在 Peking 北京版  Kanjur No. 776. 此為漢譯本的藏譯。 
* Jñånaßrªbhadra (智吉祥賢), ’Phags pa lang kar gshegs pa’i ’grel pa (Årya-la∆kåvatåra-v®tti 
《聖入楞伽註》), 收錄在 Peking 北京版  Kanjur No. 5519. 
* Jñånavajra (智金剛), ’Phags pa lang kar gshegs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i ’grel 
pa de bzhin gshegs pa’i snying po’i rgyan zhes bya ba (Årya-la∆kåvatåra-nåma-mahåyåna-
s¥tra-v®tti-tathågata-h®dayåla≤kåra-nåma 《聖入楞伽經註·如來心莊嚴》), 收錄在 Peking 北
京版  Kanjur No. 5520. 

〔梵漢藏諸本並列〕： 
* 羽田野伯猷（編集），《聖入楞伽經註》（京都：法藏館，1993年）。 

〔《楞伽經》相關學術論著〕： 
* 賀世哲（主編），《敦煌石窟全集 11：楞伽經畫卷》〈第一章·楞伽經變〉（香港：商務印書
館，2003年），頁11-92. 
* Winston F. Barclay,  “On Words and Meaning: The Attitude toward Discourse in the 
La∆kåvatåra s¥tra,” Numen 22/1 (1975): 70-79. 
* Hakuy¥ Hadano, “A Note on the Årya-La∆kåvatåra-v®tti by Jñånaßrªbhadra, Toh. 4018,” 
Acta Asiatica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astern Culture, The Toho Gakkai) 29 (1975): 75-
94. 
* Eisho Kan, 〈Some Problems in the La∆kåvatåra-s¥tra (1)〉，《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25卷
第2號（1977年3月），頁21-23. 
* Arnold Kunst, “Some of the Polemics in the La∆kåvatåras¥tra,” Buddh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Walpola Rahula, edited by S. Balasooriya and et al, London: Gordon Fraser, 1980, 
pp. 103-112. 
* Hajime Nakamura, “Tathågata-garbha Texts,” Indian Buddhism: A Survey with 
Bibliographical Notes,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1987, pp. 229-233. 
* Akira Suganuma, 〈The five dharmas in the La∆kåvatåra-s¥tra〉，《印度學佛教學研究》
第15卷第2號（1967年3月），頁32-39. 
* Florin Giripescu Sutton, Existence and Enlightenment in the La∆kåvatåra-s¥tra: A Study 
in the Ontology and Epitemology of the Yogåcåra School of Mahåyåna Buddhis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 Daisetz T. Suzuki, Studies in the Lankavatara Sutra,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30. 
* Jikido Takasaki, “Analysis of the La∆kåvatåra: in Search of its Original Form,” Indianisme 
et Bouddhisme, Mélanges offerts à Mgr Étienne Lamotte, Publications de l'Institut 
Orientaliste de Louvain, no. 23, Louvain: Institut Orientaliste, 1980, pp. 339-352. 
* Jikido Takasaki, 〈The Concept of manas in the La∆kåvatåra〉，《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29卷第2號（1981年3月），頁1-8. 
* Jikido Takasaki, “Sources of the La∆kåvatåra and its Position in Mahåyåna Buddhism,” 
Indological and Buddhist Studies: Volume in Honour of Professor J. W. de Jong on his 
Sixtieth Birthday, edited by L. A. Hercus and et al., Canberra: Faculty of Asian Studies, 1982, 
pp. 545-568. 
* Gishin Tokiwa, 〈The “信不及” (shin fugyû) as expounded in the La∆kåvatåra〉，《印度學
佛教學研究》第24卷第1號（1975年12月），頁6-11. 
* Gishin Tokiwa, 〈‘svacittamâtra’ The Basic Standpoint of the La∆kåvatåra s¥tra〉，《印度
學佛教學研究》第26卷第1號（1977年12月），頁34-39. 
* Gishin Tokiwa, 〈The La∆kåvatåra S¥tra Criticizes the Så≤khya Thought〉，《印度學佛
教學研究》第27卷第1號（1978年12月），頁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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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shin Tokiwa, 〈 svacittam: The Basic Standpoint of the La∆kåvatåra s¥tra 
(continued)〉，《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29卷第1號（1980年12月），頁1-6. 
* Gishin Tokiwa,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Opening Chapter Råva∫ådhye≈a∫å of 
the La∆kåvatåra s¥tra〉，《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40卷第1號（1991年12月），頁11-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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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322. 
* 小川弘貫，〈楞伽經に於ける如來藏思想〉，《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9卷第1號（1961年1
月），頁213-216. 
* 久保田力，〈楞伽經の構造と成立史への疑問〉，《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33卷第2號（1985年
3月），頁144-145. 
* 久保田力，〈『楞伽經』「無常品」末諸節の構成について：成立史的一資料として〉，《印度
學佛教學研究》第35卷第2號（1987年3月），頁50-53. 
* 久保田力，〈『楞伽經』依用の最初の論師達：「偈頌品」成立に關連して〉，《東北大學文學
會·文化》第52卷第3/4號（1989年秋冬季），頁13-44. 
* 久保田力，〈マナ識と『楞伽經』〉，《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39卷第2號（1991年3月），頁
182-186. 
* 辻本俊郎，〈La∆kåvatåras¥tra における Lokåyata 批判〉，《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46卷第1
號（1997年12月），頁78-80. 
* 羽田野伯猷，〈ジュニヤ｜ナ·シュリ｜·バドラ著『聖入楞伽經註』おぼえがき〉，收錄於
《チベット·インド學集成（第四卷）：インド篇Ⅱ》（京都：法藏館，1988年），頁100-121. 
* 安井廣濟，〈入楞伽經における肉食の禁止：梵文「肉食品」和譯·梵文訂正〉，《大谷學報》
第43卷第2號（1963年12月），頁1-13. 
* 安井廣濟，〈入楞伽經の原典研究：梵文「現証品」「如來常無常品」「剎那品」「變化品」和
譯·梵文訂正〉，《大谷學報》第48卷第2號（1968年10月），頁1-21. 
* 安井廣濟，〈入楞伽經にあらわれる識の教說について〉，《大谷學報》第52卷第2號（1972年
10月），頁1-16. 
* 安井廣濟，〈入楞伽經にあらわれる人法二無我の教說について〉，《佛教學セミナ｜》第19號
（1974年5月），頁11-25. 
* 舟橋尚哉，〈八識思想の成立について：楞伽經の成立年時おめぐって〉，《佛教學セミナ｜》
第13號（1971年5月），頁40-50. 
* 谷川泰教，〈入楞伽經に見られる引用文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21卷第2號
（1973年3月），頁156-157. 
* 谷川泰教，〈入楞伽經における無記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22卷第2號（1974年
3月），頁381-385. 
* 神谷麻俊，〈入楞伽經の自証聖智：集一切法品中心〉，《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21卷第2號
（1973年3月），頁158-159. 
* 神谷麻俊，〈入楞伽經の「心」の一考察：集一切法品中心〉，《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23卷第
2號（1975年3月），頁239-242. 
* 神谷麻俊，〈楞伽經の dharma と Bhåva〉，《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25卷第2號（1977年3
月），頁130-131. 
* 泉芳璟，〈梵文入楞伽經に見えたる一百八句〉，收錄於《荻原博士還曆記念祝賀論文集（Ⅰ·
邦文部）》（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72年），頁21-36. 
* 高崎直道，〈入楞伽經の意圖するあおの：「變化品第七」考〉，《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26卷
第1號（1977年12月），頁111-118. 
* 高崎直道，〈魏譯『入楞伽經』の「如實修行」と『起信論』〉，收錄於《塚本啟祥教授還曆記
念論文集：知の邂逅一佛教と科學》（東京：佼成出版社，1993年），頁223-238. 
* 菅沼晃，〈入楞伽經如來常無常品の註釋的研究：入楞伽經本文研究の試み〉，《東洋大學東洋
學研究所 東洋學研究》第2號（1967年），頁 3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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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菅沼晃，〈入楞伽經におけるdharmanaya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18卷第2號
（1970年3月），頁127-132. 
* 菅沼晃，〈入楞伽經の如來藏說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22卷第2號（1974年3
月），頁90-97. 
* 菅沼晃，〈入楞伽經の唯心論〉，《東洋大學東洋學研究所 東洋學研究》第11號（1976年），
頁  63-82. 
* 菅沼晃，〈入楞伽經三萬六千一切法集品譯註（一）〉，《東洋大學文學部紀要 東洋學論叢》

第30集（1977年），頁 91-193. 
* 菅沼晃，〈入楞伽經三萬六千一切法集品譯註（二）〉，《東洋大學東洋學研究所 東洋學研

究》第12號（1977年），頁 123-130. 
* 菅沼晃，〈入楞伽經三萬六千一切法集品譯註（三）〉，《東洋大學文學部紀要 東洋學論叢》

第31集（1978年），頁 87-172. 
* 清水要晃，〈入楞伽經の識の三相說について：如來藏とア｜ラヤ識の同視をめぐって〉，《印
度學佛教學研究》第25卷第1號（1976年12月），頁162-163. 
* 清水要晃，〈『入楞伽經』宋譯の「各別種性」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28卷第2
號（1980年3月），頁162-163. 
 
第13週 2006/12/15〔單元主題〕：《楞伽經》的生命哲學 
* 《大乘入楞伽經》，七卷，唐·實叉難陀（Íik≈ånanda）於  700-704 
年譯，大正藏第十六冊（T. 672, vol. 16, pp. 587b-640c），especially
pp. 599b-c, 619b-620a, 621c, 622c, 637b-c. 
 
第14週 2006/12/22〔單元主題〕：《無上依經》的生命哲學 
* 《佛說無上依經》，二卷，梁·真諦（Paramårtha）於  557 年譯，大
正藏第十六冊（T. 669, vol. 16, pp. 468a-477c）。 
〔同本異譯〕： 
* 《佛說未曾有經》，一卷，失譯（後漢 / 25-220 年），（T. 688, vol. 16, pp. 781a-782a）。 
* 《甚稀有經》，一卷，唐·玄奘於 649 年譯，（T. 689, vol. 16, pp. 782a-783b）。 
 
第15週 2006/12/29〔單元主題〕：《大法鼓經》的生命哲學 
* 《大法鼓經》，二卷，劉宋·求那跋陀羅（Gu∫abhadra）於  435-443 
年譯，大正藏第九冊（T. 270, vol. 9, pp.  290b-300b）。 
〔同本異譯〕： 
* 《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十卷，元魏·菩提留支（Bodhiruci）於 520 年譯，大正藏第九冊
（T. 272, vol. 9, pp. 317a-365c）。
〔進修書目〕：

* 久保井隆之，〈『大薩遮尼乾子經』の構成：「如來藏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47卷第2號（1999年3月），頁146-148. 
 
第16週 2007/01/05〔單元主題〕：《涅槃經》的生命哲學 
*《大般涅槃經（Mahåparinirvå∫a-s¥tra）》，四十卷，北涼·曇無讖
（Dharmak≈ema）於 414-421 年譯，大正藏第十二冊（T. 374, vol. 12,  
pp. 365c-603c ），especially〈金剛身品第二〉，pp. 382c-384c,  〈如
來性品第四之四〉，pp. 402c-408c. 
〔相關漢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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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大般泥洹經（Mahåparinirvå∫a-s¥tra）》，六卷， 東晉·法顯於 417-418 或 410 411 年
譯，大正藏第十二冊（T. 376, vol. 12, pp. 853a-899c ）。
*《大般涅槃經（Mahåparinirvå∫a-s¥tra）》，三十六卷，劉宋·慧嚴、慧觀、謝靈運依《泥洹
經》於 424-452 年合編修治（T. 375, vol. 12, pp. 605a-852b）。
*《大般涅槃經後分（Mahåparinirvå∫a-s¥tra）》，二卷，唐·若那跋陀羅（Jñånabhadra）於 
664-665 年譯，大正藏第十二冊（T. 377, vol. 12, pp. 900a-912a ）。
----------------------- 
*《長阿含經（Dªrghågama）·第2經·遊行經（Mahå-parinibbåna-sutta）》，二十二卷／第
三至第四卷，後秦·佛陀耶舍（Buddhayaßas）、竺佛念於 413 年譯，大正藏第一冊（T. 1 (2), 
vol. 1, pp. 11a-30b）。
*《佛般泥洹經（Mahåparinirvå∫a-s¥tra）》，二卷，西晉·白法祖於 290-307 年譯，大正藏第
一冊（T. 5, vol. 1, pp. 160b-175c ）。
*《般泥洹經（Mahåparinirvå∫a-s¥tra）》，二卷，東晉（317-420）· 失譯者名，大正藏第一
冊（T. 6, vol. 1, pp. 176a-191b）。
*《大般涅槃經（Mahåparinirvå∫a-s¥tra）》，三卷， 東晉·法顯於 405 年譯，大正藏第一冊
（T. 7, vol. 1, pp. 191b-207c）。
〔原典相關材料〕：

* 王邦維，〈略論大乘《大般涅槃經》的傳譯〉，《中華佛學學報》第6期（1993年），頁103-
127. 
* 屈大成（導讀），《大般涅槃經導讀（上、下）》（台北：全佛文化事業，1999年）。 
* 高振農（釋譯），《大般涅槃經》（台北：佛光文化事業，1996年）。
* 楊郁文，《長阿含遊行經註解：釋迦摩尼佛最後一年遊行教化記錄》（台北：甘露道出版社，
1999年）。
* G. M. Bongard-Levin, New Indian Texts from Central Asia: A New Fragment of the 
<<Mahåyåna Mahåparinirvå∫a-s¥tra>>, Indologica Taurinensia 110 (1982): 55-64. 
* G. M. Bongard-Levin, New Sanskrit Fragments of the Mahåyåna Mahåparinirvå∫a s¥tra 
(Central Asian Manuscript Collection at Leningrad), Studia Philologica Buddhica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no, 6,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1986. 
* Kosho Yamamoto, The Mahayana Mahaparinirvana-S¥tra: A Complete Translation from 
the Classical Chinese Language in 3 volumes, Ube: The Karinbunko, 1973. 
* Akira Yuyama, Sanskrit Fragments of the Mahåyåna Mahåparinirvå∫a-s¥tra: I. Koyasan 
Manuscript, Studia Philologica Buddhica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no, 4, Tokyo: The 
Reiyukai Library, 1981. 
* 下田正弘，《藏文和譯『大乘涅槃經』（Ⅰ）》（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93年）。
* 下田正弘、鈴木隆泰，〈涅槃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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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14. 
* 幅田裕美，〈大乘〈涅槃經〉の未比對の梵文斷片について（Ⅰ）〉，《北海道印度哲學佛教學
會·印度哲學佛教學》第8號（1993年），頁129-144. 
* 渡邊重朗，〈涅槃經研究の基本的資料：「涅槃への道」備忘錄〉，《成田山佛教研究所紀要》
第6號（1981年），頁129-171. 
* 石川海淨，〈大般涅槃經三卷本の在り方に就いて〉，收錄於《印度哲學と佛教の諸問題：宇井
伯壽博士還曆記念論集》，宮本正尊等編，（東京：岩波書店，1951年），頁47-70. 
〔字詞釋義〕：
* Lal Mani Joshi, “The Meaning of Nirvå∫a,” Studies in Pali and Buddhism: A Memorial 
Volume in Honor of Bhikkhu Jagdish Kashyap, edited by A. K. Narain, Delhi: B. R.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79, pp. 189-195. 
* 吉元信行，〈涅槃の異名とその體系〉，收錄於《原始佛教と大乘佛教（上）：渡邊文麿博士追
悼記念論集》，前田惠學編，（京都：永田文昌堂，1993年），頁15-41. 
* 雲井昭善，〈涅槃の同義異語について：ブラフマンとの關連において〉，收錄於《印度學佛教
學論叢：山口博士還曆記念》，山口博士還曆記念會編，（京都：法藏館，1955年），頁47-54. 
* 阿理生，〈無住處涅槃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34卷第2號（1986年3月），頁
1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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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邊文麿，〈「無餘涅槃」の始源的意義〉，《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9卷第2號（昭和36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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