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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文（二上）」課程大綱 
課程名稱：梵文（二上） Sanskrit (II)(1) 
授課教師：蔡耀明 
學分數：3學分 
授課年度：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 
上課時間：星期一 (9:10-12:10) 
教室：共同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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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除了銜接梵文文法入門的課程，主要以選取梵文《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

《阿彌陀經》、《維摩詰所說經／說無垢稱經》、《大般若經·第十六會·般若波羅

蜜多分》、《妙法蓮花經》的一些章節段落來研讀，循序漸進，藉以琢磨梵文能力，

培養對梵文的運用能力，期能因此建立閱讀多樣的梵文佛典的初步水準，並且熟

悉梵文佛典的字句。課程以語言訓練為主，並不會涉及文獻比較或義理討論。整

個學期將按照「課程單元進度」的教材順次進行。 
 
【課程目標】： 
1. 學習完整的梵文文法。 
2. 認識佛典常用的一些梵文辭彙。 
3. 培養解析梵文字詞或研讀梵文章句的基本能力。 
 
【課程要求】： 
1. 選課學員在這之前以粗具梵文文法的學習經驗為佳。 
2. 學員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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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書目】：本課程總共採用如下六份教材。 
（一）* Thomas Egenes, Introduction to Sanskrit, part I, 3rd revised edition,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2003. 

* Thomas Egenes, Introduction to Sanskrit, part II,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2000. 

（二）* 如實佛學研究室編譯，《新譯梵文佛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二）》（台北：如實出版社，

1995年）。 

（三）* 林光明（編註），《阿彌陀經譯本集成》〈第二章·第四節·穆勒（Max Müller）梵文本 

The Small Sukhåvatª-vy¥ha〉，（台北：迦陵出版社，1995年），頁48-59. 

（ 四 ） * 大 正 大 學 綜 合 佛 教 研 究 所 梵 語 佛 典 研 究 （ 校 訂 ），〈 Chapter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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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yadharmamukhapraveßaparivarta〉，《梵文維摩經：ポタラ宮所藏寫本に基づく校訂》

（東京：大正大學出版會，2006年），頁84-89.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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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荻原雲來（編），《改訂·梵文法華經》，第三版，（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94年）。 
 
【評量方式】：平時上課 50%、平時作業 30%、期末測驗 20%。 
 
【課程進度】： 
第1週 2007/09/17〔單元主題〕：梵文文法 
Introduction to Sanskrit, Lesson 29, pp. 218-239. 
Introduction to Sanskrit, Lesson 30, pp. 240-263. 
第2週 2007/09/29〔單元主題〕：梵文文法 
Introduction to Sanskrit, Lesson 30, pp. 240-263. 
Introduction to Sanskrit, Lesson 31, pp. 264-291. 
第3週 2007/10/01〔單元主題〕：《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 
* 如實佛學研究室編譯，《新譯梵文佛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二）》（台北：如
實出版社，1995年）。這一冊的解析很詳細，學員可藉以快速閱讀，並且把握字句解析的要
領。 

〔進修書目〕： 

* 蔡耀明，〈觀看做為導向生命出路的修行界面：以《大般若經．第九會．能斷金剛分》為主要

依據的哲學探究〉。 

* Edward Conze (ed. & tr.), Vajracchedikå Prajñåpåramitå, Serie Orientale Roma, no. 13. 

Rome: In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57. 

* 阿部慈園（編），《金剛般若經の思想的研究》（東京：春秋社，1999年）。 

* 鈴木勇夫，《金剛般若經の言語研究》（名古屋：中部日本教育文化會，1984年）。 

* 副島正光，《般若經典の基礎的研究》（東京：春秋社，1980年）。 
第4週 2007/10/08〔單元主題〕：《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 
* 如實佛學研究室編譯，《新譯梵文佛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二）》（台北：如
實出版社，1995年）。 

第5週 2007/10/15〔單元主題〕：《阿彌陀經》 

* 林光明（編註），《阿彌陀經譯本集成》〈第二章·第四節·穆勒（Max Müller）
梵文本 The Small Sukhåvatª-vy¥ha〉，（台北：迦陵出版社，1995年），頁48-59. 
〔進修書目〕： 

* Luis O. Gómez, The Land of Bliss: The Paradise of the Buddha of Measureless Light -- 

Sanskrit and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Sukhåvatªvy¥ha Sutra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 平川彰、梶山雄一、高崎直道（編），《講座·大乘佛教 5：淨土思想》（東京：春秋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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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平川彰，《淨土思想と大乘戒》（東京：春秋社，1990年）。 

* 香川孝雄，《無量壽經の諸本對照研究》（京都：永田文昌堂，1984年）。 

* 香川孝雄，《淨土教の成立史的研究》（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93年）。 

* 荻原雲來等（譯），《淨土宗全書·第二十三卷：梵藏和英合璧·淨土三部經》（長野：淨土宗

開宗八百年記念慶讚準備局，1972年）。 

* 稻垣久雄，《梵·藏·漢  大無量壽經·阿彌陀經比較語彙索引（A Tri-lingual Glossary of the 

Sukhåvatªvy¥ha S¥tras: Indexes to the Larger and Small Sukhåvatªvy¥ha S¥tras）》（京

都：永田文昌堂，1984年）。 

* 稻城選惠，《淨土三部經譯經史の研究》（京都：百花苑，1978年）。 

* 藤田宏達，《原始淨土思想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0年）。 

* 龍谷大學真宗學研究會（編纂），《淨土三部經索引：佛說大無量壽經、佛說觀無量壽經、佛說

阿彌陀經》（京都：永田文昌堂，1979年）。 

第6週 2007/10/22〔單元主題〕：《阿彌陀經》 

* 林光明（編註），《阿彌陀經譯本集成》〈第二章·第四節·穆勒（Max Müller）
梵文本 The Small Sukhåvatª-vy¥ha〉，（台北：迦陵出版社，1995年），頁48-59. 
第7週 2007/10/29〔單元主題〕：《維摩詰所說經／說無垢稱經》 
* 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梵語佛典研究（校訂），〈 Chapter VIII: 
Advayadharmamukhapraveßaparivarta〉，《梵文維摩經：ポタラ宮所藏寫本
に基づく校訂》（東京：大正大學出版會，2006年），頁84-89. 
* 米澤嘉康（校訂），〈VIII: Advayadharmamukhapraveßaparivarto ’≈†ama˙ 
『入不二法門品第九』〉，《梵藏漢對照『維摩經』（Vimalakªrtinirdeßa: 
Transliterated Sanskrit Text Collated with Tibetan and Chinese 
Translations）》，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梵語佛典研究會編，（東京：大正大
學綜合佛教研究所，2004年），頁323-351. 
〔進修書目〕：�  
* 方廣錩，〈敦煌遺書中的《維摩詰所說經》及其註疏〉，收錄於《敦煌學佛教學論叢（下）》（香

港：中國佛教文化，1998年），頁105-123. 

* 江素雲，《維摩詰所說經敦煌寫本綜合目錄》（台北：東初出版社，1991年）。 

* 林文彬，〈《維摩詰經》不二法門義理初探〉，《興大中文學報》第10期（1997年），頁145-158. 

* 林純瑜，《龍藏．維摩詰所說經考》（台北：法鼓文化事業，2001年）。 

* 宗玉微，〈不可思議之不二、解脫、方便：一個維摩詰經異名之探討〉，《諦觀》第76期（1994

年1月），頁153-171. 

* 陳沛然，〈《維摩詰經》之不二法門〉，《新亞學報》第18卷（1997年），頁415-438. 

* 蔣武雄，〈略論《維摩經》漢譯與收錄〉，《法光學壇》第4期（2000年），頁57-78. 

* 談錫永（導讀），《維摩詰經導讀》（台北：全佛文化事業，1999年）。 

* 蔡耀明，〈《阿含經》和《說無垢稱經》的不二法門初探〉，《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7期（2002

年），頁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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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fan Anacker, “The Vimalakªrti-NirdeßaS¥tra,” Buddhism: A Modern Perspective, 

edited by Charles S. Prebish,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108-111. 

* Edward Hamlin, “Magical Upåya in the Vimalakªrtinirdeßa-s¥tra,”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1/1 (1988): 89-121. 

* Étinne Lamotte (tr.), The Teaching of Vimalakªrti (Vimalakªrtinirdeßa),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Sara Boin, London: The Pali Text Society, 1976. 

* Richard B. Mather, “Vimalakªrti and Gentry Buddhism,” History of Religions 8/1 (1968): 

60-73. 

* Robert A. F. Thurman (tr.), The Holy Teaching of Vimalakªrti: A Mahåyåna Scripture,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976. 

* 大鹿實秋，〈チベット文維摩經テキスト〉，《インド古典研究（Acta Indologica）》第1號（1970

年），頁137-240. 

* 大鹿實秋，〈維摩經における玄奘譯の特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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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482. 

* 大鹿實秋，〈チベット文維摩經テキスト索引〉，《インド古典研究（Acta Indologica）》第3號

（1975年），頁197-352. 

* 大鹿實秋，〈不二：維摩經の中心思想〉，《論集》第10號（1983年），頁95-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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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東洋哲學研究所（編），《維摩經．勝鬘經一字索引》（東京：東洋哲學研究所，1979年）。 

* 高崎直道、河村孝照（校註），《文殊經典部（Ⅱ）：維摩經、思益梵天所問經、首楞嚴三昧經》

（東京：大藏出版，1993年）。 

* 龍谷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西域研究室（編），《注維摩詰經一字索引》（京都：龍谷大學佛教文

化研究所發行，2003年）。 

* 橋本芳契，《維摩經の思想的研究》（京都：法藏館，1966年）。 

第8週 2007/11/05〔單元主題〕：《維摩詰所說經／說無垢稱經》 
* 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梵語佛典研究（校訂），〈 Chapter VIII: 
Advayadharmamukhapraveßaparivarta〉，《梵文維摩經：ポタラ宮所藏寫本
に基づく校訂》（東京：大正大學出版會，2006年），頁84-89. 
第9週 2007/11/12〔單元主題〕：《維摩詰所說經／說無垢稱經》 
* 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梵語佛典研究（校訂），〈 Chapter VIII: 
Advayadharmamukhapraveßaparivarta〉，《梵文維摩經：ポタラ宮所藏寫本
に基づく校訂》（東京：大正大學出版會，2006年），頁84-89. 
第10週 2007/11/19〔單元主題〕：《大般若經·第十六會·般若波羅蜜多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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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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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玄奘（譯），《大般若經·第十六會·般若波羅蜜多分》（T 220 (16), vol. 7, 
pp. 1065c-1110b）。 

* “The Questions of Suvikråntavikråmin,” Perfect Wisdom: The Short 
Prajñåpåramitå Texts, translated by Edward Conze, Totnes: Buddhist 
Publishing Group, 1993, pp. 1-78. 
〔進修書目〕： 
* Edward Conze, The Prajñåpåramitå Literature. second edition (Revised and Enlarged), 

Bibliographia Philologica Buddhica, no. 1, Tokyo: The Reiyukai, 19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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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 Wogihara (ed.), Abhisamayåla≤kår'ålokå Prajñåpåramitåvyåkhyå: The Work of 

Haribhadra together with the Text Commented on, Tokyo: The Toyo Bunko, 1932. 

第11週 2007/11/26〔單元主題〕：《大般若經·第十六會·般若波羅蜜多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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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週 2007/12/03〔單元主題〕：《大般若經·第十六會·般若波羅蜜多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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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週 2007/12/10〔單元主題〕：《大般若經·第十六會·般若波羅蜜多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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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週 2007/12/17〔單元主題〕：《大般若經·第十六會·般若波羅蜜多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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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週 2007/12/24〔單元主題〕：《妙法蓮花經》 
* 荻原雲來（編），《改訂·梵文法華經》，第三版，（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94
年）。 
【相關梵文本】： 
* 蔣忠新（轉寫·校注），《民族文化宮圖書館藏·梵文《妙法蓮花經》寫本（拉丁字母轉寫本）》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 

* Nalinaksha Dutt (ed.), Saddharmapu∫∂arªkas¥tram, with N. D. Mironov’s Readings 

from Central Asian Mss., Calcutta: Asiatic Society,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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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iero Gnoli, “The Gilgit Manuscript of the Saddharmapu∫∂arªkas¥tram,” Orientalia 

Iosephi Tucci Memoriae Dicata, Rome: In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87, pp. 1-20. 

* Oskar von Hinüber, A New Fragmentary Gilgit Manuscript of the 

Saddharmapu∫∂arªkas¥tra, Tokyo: The Reiyukai, 1982. 

* H. Kern, Bunyiu Nanjio (ed.), Saddharmapu∫∂arªka, Bibliotheca Buddhica, no. 10, 

Saint-Pétersbourg: Imprimerie de l’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 1908-1912. 

* P. L. Vaidya (ed.), Saddharmapu∫∂arªkas¥tra,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6,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60. 

* Shoko Watanabe (ed.), Saddharmapu∫∂arªka Manuscripts Found in Gilgit, part I 

(photographical reproduction), Tokyo: The Reiyukai, 1972. 

* Shoko Watanabe (ed.), Saddharmapu∫∂arªka Manuscripts Found in Gilgit, part II 

(romanized text), Tokyo: The Reiyukai, 1975. 

* Klaus Wille (ed.), Fragments of a Manuscript of the Saddharmapu∫∂arªkas¥tra from 

Khådkliq, Tokyo: Soka Gakkai, 2000. 

【相關漢譯本】： 

* 《正法華經》，十卷，西晉·竺法護（Dharmarak≈a）於286年譯，T. 263, vol. 9, pp. 63a-134b. 

* 《妙法蓮華經》，七或八卷，姚秦·鳩摩羅什（Kumårajªva）於406年譯，T. 262, vol. 9, pp. 

1c-62b. 

* 《添品妙法蓮華經》，七卷，隋·闍那崛多（Jñånagupta）共笈多（Dharmagupta）於601

年譯，T. 264, vol. 9, pp. 134c-196a. 

【相關英譯本】： 

* Edward Conze, “The Lotus of the Good Law: Chapter I,” The Middle Way 49/2 (1974): 

61-66. 

* H. Kern (tr.), Saddharma-pu∫∂arªka, or The Lotus of the True Law,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63. 

〔進修書目〕： 
* Seishi Karashima, The Textual Study of the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Saddharma-pu∫∂arªka-s¥tra in light of the Sanskrit and Tibetan Versions, Tokyo: The 

Sankibo Press, 1992, pp. 366-375. 

* Keishø Tsukamoto, Yensh¥ Kurumiya, “Introduction: A Study of the Original Texts of 

the Lotus S¥tra,” Sanskrit Manuscripts of Saddharmapu∫∂arªka: Collected from Nepal, 

Kashmir and Central Asia, vol. I, compiled by Institute for the Comprehensive Study of 

Lotus Sutra, Rissho University, Tokyo: Publishing Association of Saddharmapundarika 

Manuscripts, 1977. 

* Akira Yuyama, A Bibliography of the Sanskrit Texts of the Saddharmapu∫∂arªkas¥tra,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0. 

* 戶田宏文，〈法華經の成立：梵文寫本の諸樣相〉，《東洋學術研究》第23卷第1號，「特集：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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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成立の諸問題」（東京：東洋哲學研究所，1984年），頁141-181. 

* 本田義英、出口常順（編），《西域出土梵本法華經》（京都：本田博士還曆記念梵本法華經刊

行會，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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