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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生命哲學專題」課程大綱 
 
課程名稱：佛教生命哲學專題 Seminar in Buddhist Philosophy of Life 
授課教師：蔡耀明 
學分數：2 學分 
授課年度：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 
上課時間：星期五 (10:20-12:10) 
教室：文學院 16 
Office hours: 星期二 (2:20-3:10)、星期五 (4:3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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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以生命做為一個概念和生命哲學做為一門學科，從界說和釐

清入手，接著鋪陳課題和論題，特別著重生命之意義、生命之理想、完善主義、和

生死遷移等課題的討論，進而以阿賴耶識、法身、和如來藏等概念打開生命哲學。 
  
【課程目標】：透過本課程的歷練，學員可預期達到如下三項成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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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落實為人生的歷練；(2) 對阿賴耶識、法身、和如
來藏等概念所撐起的學說，培養一定水準的認識；(3) 初步建立以第一手和第二手
資料來從事生命哲學研究的能力。 
 
【課程要求】：編印授課計畫及講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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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專題討論交叉並進。討論時，要求言之

有物，以佛教的經論傳統或當代宗教學的研究成果為根據，藉以培養如來藏學說的

眼光和洞見，並且養成學術所要求的清晰、條理、與知識內涵。 
 
【參考書目】：如【課程進度】所列。 
 
【評量方式】：平時上課 40%、期中報告 20%、期末報告 40%。 
本課程強調隨著進度，接續展開閱讀、思辨、寫作、和討論的練習，藉以歷練出綿

密且紮實的學養。學員除了預先準備每一週的課程材料，整個學期將有二份書面的

學習報告；原則上，以「課程進度」所列材料為依據之範圍。第十一週

（2008/05/02）繳交至少4頁的學習報告，並且在課堂上輪流做口頭發表，以及相
互討論，佔學期成績20%。第十八週（2008/06/20）繳交至少8頁的期末報告，並
且在課堂上輪流做口頭發表，以及相互討論，佔學期成績40%。這二份報告，可散
開來針對不同的課題或品目，成為不相統屬的習作；也可前後一貫，整合成為一篇

論文。報告的寫作，要求用心、動腦、特色。平時表現（含出缺席狀況）佔學期成

績40%。 
 
【課程進度】：課前準備極其重要，務請確實預做準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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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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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週 2008/02/22〔單元主題〕：課程介紹／佛教生命哲學初入門／生命歷程的視
角與生命實相的領悟／界說生命：生命之可界說與不可界說／界說生命哲學 
* 蔡耀明，〈生命與生命哲學：界說與釐清〉。  
〔延伸的參考材料〕： 
* � 蔡耀明，〈生命歷程的思惟與生命智慧的開發〉，《慧炬》第515期（2007年5月），頁34-39; 
第516期（2007年6月），頁44-49; 第517/518期（2007年8月），頁44-49. 
* Hans-Peter Dürr, Fritz-Albert Popp, Wolfram Schommers (eds.), What is life?: Scientific 
Approaches and Philosophical Positions, River Edge: World Scientific, 2002. 
 
第2週 2008/02/29〔單元主題〕：生命哲學之課題與論題：由形上學、心態哲學、
和知識學的取角入手 
* 蔡耀明，〈生命哲學之課題範疇與論題舉隅：由形上學、心態哲學、和知
識學的取角所形成的課題範疇〉。 
 
第3週 2008/03/07〔單元主題〕：建構生命哲學 
* Mark Ray Schmidt (ed.), Constructing a Life Philosophy: 
Opposing Viewpoints, San Diego: Greenhaven Press, 2002. 
〔延伸的參考材料〕： 
* John Cottingham, “Chapter 1: Philosophy and How to Live,” Philosophy and the Good Life: 
Reason and the Passions in Greek, Cartesian, and Psychoanalytic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5-28. 
* Eberhard Herrmann, Religion, Reality, and a Good Life: A Philosophical Approach to 
Religion, Tuebingen: Mohr Siebeck, 2004. 
* Jean Kazez, The Weight of Things: Philosophy and the Good Life, Malden,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7. 
* Marcel Sarot, Wessel Stoker (eds.), Religion and the Good Life, Assen: Royal Van Gorcum, 
2004. 
 
第4週 2008/03/14〔單元主題〕：生命之意義 
* Julian Baggini, What's it All About?: Philosophy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譯成《我們為什麼要活著？尋找生命意義的11堂哲學必
修課》，吳妍儀譯，（台北：麥田出版，2007年）。 
 
第5週 2008/03/21〔單元主題〕：生命之意義 
* John Kekes, “The Meaning of Life,” Philosophy: The Big 
Questions, edited by Ruth Sample and et al.,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pp. 337-353. 
* John Cottingham, “Chapter 1: The Question,” On the Meaning of Life, London: 
Routledge, 2003, pp. 1-31. 
〔延伸的參考材料〕： 
* Owen Flanagan, Self Expressions: Mind, Morals,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Oswald Hanfling (ed.), Life and Meaning: A Reade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8. 
* E. D. Klemke (ed.), The Meaning of Life, 2n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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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val Lurie, Tracking the Meaning of Life: A Philosophical Journey,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6. 
* Ruth Sample and et al. (eds.), “Part 4: Does Our Existence Have a Meaning or Purpose?,” 
Philosophy: The Big Questions,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pp. 277-362. 
* Steven Sanders, David Cheney (eds.), The Meaning of Life: Questions, Answers, and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80. 
* Julian Young, The Death of God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London: Routledge, 2003. 
 
第6週 2008/03/28〔單元主題〕：《第一義空經》、《勝義空經》啟發的生命之意
義 
* 《 雜 阿 含 經 ． 第 335 經 ． 第 一 義 空 經 》 ， 劉 宋 ． 求 那 跋 陀 羅

（Gu∫abhadra）於 435-443年譯，大正藏第二冊（T. 99, vol. 2, p. 
92c）。 
* 《增壹阿含經．六重品第三十七．第 7經》，東晉．瞿曇僧伽提婆

（Gautama Sa∆ghadeva）於385或397年譯，大正藏第二冊（T. 125, 
vol. 2, pp. 713c-714b）。 
* 《佛說勝義空經》，北宋．施護（Dånapåla）於1017年譯，大正藏第十
五冊（T. 655, vol. 15, pp. 806c-807a）。 
〔延伸的參考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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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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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週 2008/04/04〔單元主題〕：民族掃墓節放假 
 
第8週 2008/04/11〔單元主題〕：生命之理想 
* E. M. Adams, “In Defense of a Common Ideal for a Human Life,” 
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Volume XXIV, Life and Death: 
Metaphysics and Ethics, edited by Howard Wettstein, Peter 
French,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35-45. 
〔延伸的參考材料〕： 
* Donald Bloesch, Spirituality Old & New: Recovering Authentic Spiritual Life, Nottingham: 
Apollos, 2007. 
* Luc Ferry, What Is the Good Life?, translated by Lydia Cochrane,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第9週 2008/04/18〔單元主題〕：完善主義 
*  Thomas Hurka, “I: The Perfectionist Idea,” Perfectionism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9-51, 193-196. 
〔延伸的參考材料〕： 
* Monica R. Basco, Never Good Enough: Freeing Yourself from the Chains of Perfectioni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9. 
* Celia Deane-Drummond, Peter Scott (eds.), Future Perfect?: God, Medicine and Human 
Identity, London: T & T Clark Internation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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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週 2008/04/25〔單元主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啟發的生命之理想 
*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唐．玄奘於649年譯，大正藏第八冊（T 251, 
vol. 8, p. 848c）。 
〔延伸的參考材料〕： 
* Samten Gyaltsen Karmay, The Great Perfection (rDzogs chen): A Philosophical and 
Meditative Teaching of Tibetan Buddhism, 2nd edition, Leiden: Brill, 2007. 
* Sam van Schaik, Approaching the Great Perfection: Simultaneous and Gradual 
Approaches to Dzogchen practice in Jigme Lingpa’s Longchen Nyingtig,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4. 
 
第11週 2008/05/02〔單元主題〕：學員發表與討論 
 
第12週 2008/05/09〔單元主題〕：生命哲學之課題與論題：由倫理學的取角入手 
* 蔡耀明，〈生命哲學之課題範疇與論題舉隅：由倫理學的取角所形成的課
題範疇〉。 

〔延伸的參考材料〕： 
* Brad Art, Ethics and the Good Life: A Text with Readings, Belmont: Wadsworth 
Publishing, 1994. 
* Howard Wettstein, Peter French (eds.), 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Volume XXIV, Life 
and Death: Metaphysics and Ethic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 鍋島直樹，《親鸞の生命觀：緣起の生命倫理學》（京都：法藏館，2007年）。 

 
第13週 2008/05/16〔單元主題〕：生死遷移 
* Karma Lekshe Tsomo, “Chapter 7: The Transit ion Between Life 
and Death,” Into the Jaws of Yama, Lord of Death: Buddhism, 
Bioethics, and Death,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pp. 99-123, 236-239. 
〔延伸的參考材料〕： 
* 李淑君（譯著），《佛說入胎經今釋》，（台北：老古文化事業，1998年）。 
* 林崇安，〈生命的延續與生死〉，收錄於《佛學的生命觀與宇宙論》（台北：慧炬出版社，1994
年），頁1-41. 
* Sogyal Rinpoche, The Tibetan Book of Living and Dying, 譯成《西藏生死書》，鄭振煌譯，（台北：
張老師文化事業，1996年）。 
* Stephen Hodge, Martin Boord, The Illustrated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 A New Translation with 
Commentary, New York: Sterling Publishing, 1999. 
* Christopher Johnson, Marsha McGee (eds.), How Different Religions View Death & Afterlife, 2nd edition, 
The Charles Press, 1998. 
 
第14週 2008/05/23〔單元主題〕：阿賴耶識打開的生命哲學 
* 《解深密經（Sa≤dhi-nirmocana S¥tra）·心意識相品第三》，唐·
玄奘於 647 年譯，大正藏第十六冊（T 676, vol. 16, p. 692a-c）。 
〔延伸的參考材料〕： 
* John Powers (tr.), Wisdom of Buddha: the Saµdhinirmocana Mahåyåna S¥tra, Berkeley: 
Dharma Publishing, 1994. 
* 陳一標 ，〈有關阿賴耶識語義的變遷〉，《圓光佛學學報》第4期（1999年12月），頁7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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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週 2008/05/30〔單元主題〕：法身打開的生命哲學 
* 《佛說不增不減經》，一卷，元魏．菩提留支於 525 年譯，大正藏第十
六冊（T. 668, vol. 16, pp. 466a-468a）。 
〔延伸的參考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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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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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週 2008/06/06〔單元主題〕：法身打開的生命哲學 
* 《佛說不增不減經》，一卷，元魏．菩提留支於 525 年譯，大正藏第十
六冊（T. 668, vol. 16, pp. 466a-468a）。 
 
第17週 2008/06/13〔單元主題〕：如來藏打開的生命哲學 
* 《大方廣如來藏經》，一卷，唐．不空（Amoghavajra）於 720-774 年
譯，大正藏第十六冊（T. 667, vol. 16, pp. 460b-466a）。 
〔延伸的參考材料〕： 
* 《大方等如來藏經》，一卷，東晉．佛陀跋陀羅（Buddhabhadra ）於420 年譯，大正藏第十
六冊（T. 666, vol. 16, pp. 457a-460b ）。 
* 蔡耀明，《佛學建構的出路：佛教的定慧之學與如來藏的理路》（台北：法鼓文化事業，2006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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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8週 2008/06/20〔單元主題〕：期末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