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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哲學研究（上）」課程大綱 
 
課程名稱：佛家哲學研究（上）Seminar on Buddhism (1) 
授課教師：蔡耀明 
學分數：2學分 
授課年度：九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 
上課時間：星期三 (1:20-3:10) 
教室：哲學系三樓研討室一 
Office hours: 星期二 (1:20-3:10), 星期五 (1:20-2:10), @台大水源校區哲學系館
512（台北市思源街18號。） 
電子信箱：tsaiyt@ntu.edu.tw 
網站：http://ccms.ntu.edu.tw/~tsaiyt/ 
【課程概述】：本課程藉由佛教經典的閱讀，探討佛教哲學的基本概念與基本課

題，從此形成經典閱讀與哲學討論在經緯交織的面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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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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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將近四分之一的重點，將放在有關佛教

解脫道最重要且最根本的原典，亦即《阿含經》。這一方面的課程重點有三。第

一，閱讀漢譯的四部《阿含經》本身乃不可或缺且不可取代的基礎訓練，其下限

目標在於至少讀過《雜阿含經》一遍。由於《雜阿含經》有五十卷之多，每週應

自我要求閱讀的進度。第二，在課堂上的討論，以經文義理的闡發為主，進而認

識《阿含經》在佛典與佛法的地位，並且逐步建立一己研究《阿含經》的必要工

具與思辨能力。第三，藉由對《阿含經》的某個概念、觀點、或理路的探討，練

習進行專題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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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將近四分之一的重點，準備放在有關佛教菩提道最重要且最根本的原

典，亦即《般若經》，據以逐步建立一己研究大乘經典的必要工具與思辨能力。 
修煉的道路雖有差別，流傳的典籍也有不同，但是基本概念則有其一貫的看法與

條理。以經典的閱讀為背景，本課程一大半的重點，站在臺面成為單元主題的，

卻是佛教哲學的基本課題。這當中，列為課程提綱的單元項目的，包括佛家哲學

初入門／佛教世界觀／佛家文獻書目／佛家哲學書目／佛家哲學的學術回顧與

展望／佛學工具書與網路資源／佛教對知識所採取的態度／佛教的核心性格之

一：生命歷程的思惟與生命智慧的開發／佛教多樣的修行道路／佛教解脫道的典

籍／生命歷程當中的個體自身之認定：自我之實相為「非我」、「我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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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命歷程當中的個體認定：個人或人物之實相為「非個人」、「個人空」

／生命歷程當中的靈魂觀念批判／生命歷程當中的心身課題／生命歷程當中的

感官欲望。藉由這些單元項目的典籍依據、學術論著、課堂討論，將可對於佛教

解脫道、佛教菩提道、佛教哲學的課題、與關聯的學術操作，展開哲學思辨的投

石問路之旅。 
【課程目標】：本課程的目標，在於就所設定的佛教哲學的基本概念與基本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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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著的討論，

從而對印度佛教解脫道與菩提道的哲學操作與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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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研究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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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當代的哲學研究的成果，

藉以培養佛教哲學的眼光和洞見，並且養成學術所要求的清晰、條理、論辯、與

知識內涵。本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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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不必有佛學背景，卻須快速補足佛學基本素養，且須預先研讀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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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閱讀以及在課堂予以講解和討論者，以粗體字

標示。每一單元主題所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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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書目】：如「課程進度」所列。 
【評量方式】：平時上課20%、平時書面作業與口頭報告40%、期末的書面作業
與口頭報告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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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帶入佛教哲學的討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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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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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部分將佔學期成績40%。 

第12週（2010/12/01），繳交2-3頁的學習報告，包括主題、目次、提要、構想、參考資

料，並且在課堂上輪流做口頭發表，以及相互討論。第18週（2011/0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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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的寫作，要求用心、

動腦、特色。這一部分將佔學期成績40%。 

【課程進度】 
第1週2010/09/15〔單元主題〕：課程介紹／佛家哲學初入門／佛教世界觀／佛家
文獻書目／佛家哲學書目／佛家哲學的學術回顧與展望／佛學工具書與網路資

源 
〔佛家哲學初入門〕：何謂佛家哲學？佛家哲學的哲學成份如何？佛家哲學做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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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事情？從佛家哲學，可預期學到什麼東西？ 
〔佛教世界觀〕 
* 蔡耀明，〈一法界的世界觀、住地考察、包容說：以《不增不減經》為
依據的共生同成理念〉，《臺大佛學研究》第17期（2009年6月），頁1-48. 
〔佛家文獻書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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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蔡耀明，〈文獻學方法及其在佛教研究的若干成果與反思〉，《正觀》第34期（2005年9月），

頁93-236. 

* 蔡耀明，〈網路上的梵文與梵文佛典資源〉，「佛學數位資源之應用與趨勢研討會」，台灣大

學圖書館主辦（2005年9月16日），頁1-30.（http://ccbs.ntu.edu.tw/BDLM/index.htm） （收錄於

《佛教的研究方法與學術資訊》（台北：法鼓文化事業，2006年），頁163-218.） 

* 小川貫弌，《大藏經的成立與變遷》，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第25冊，（台北：華宇出版社，1984

年），頁1-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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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楠順次郎，《南傳大藏經解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第24冊，（台北：華宇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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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rich Frauwallner, Studies in Abhidharma Literature and the Origins of Buddhist Philosophical 

Systems,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Sophie Francis Kidd,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 Kanai Hazra, Pāli Langiuage and Literature: A Systematic Survey and Historical Study, 2 vols, New 

Delhi: D. K. Printworld, 1994. 

* Kanai Hazra, Studies on Pali Commentaries, Delhi: B. R.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91. 

* Oskar von Hinüber, A Handbook of Pāli Literatur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6. 

* Ulrich Kragh, “The Extant Abhidharma-literature,” The Indi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3 (2002): 123-167. 

* Hajime Nakamura, Indian Buddhism: A Survey with Bibliographical Notes,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1987. 

* K. R. Norman, Pāli Literature: Including the Canonical Literature in Prakrit and Sanskrit of All the 

Hīnayāna Schools of Buddhism,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3. 

* Karl Potter and et al. (eds.), Abhidharma Buddhism to 150 A.D.,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1996. 

* Yasuhiro Sueki, Bibliographical Sources for Buddhist Studies: from the viewpoint of Buddhist 

Philology, 2nd edition,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 for Advanced Buddhist Studie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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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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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田惠學，《原始佛教聖典の成立史研究》（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64年）。 

* 森祖道，《バーリ佛教註釋文獻の研究》（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84年）。 

* 勝崎裕彥等（編），《大乘經典解說事典》（東京：北辰堂，1997年）。 

* 塚本啟祥等（編），《梵語佛典の研究（Ⅲ）：論書篇》（京都：平樂寺書店，1990年），頁

45-100. 
〔佛家哲學書目〕 
* 方立天，《佛教哲學》（長春：長春出版社，2006年）。 

* 林朝成、郭朝順，《佛學概論》（台北：三民書局，2000年）。 

* 屈大成，《佛學概論》（臺北：文津出版社，2002年）。 

* 吳汝鈞，《佛教的概念與方法》，修訂版，（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0年）。 

* 劉貴傑，《佛教哲學》（台北：五南圖書，2006年）。 

* 上田義文，《大乘佛教思想》，陳一標譯，（台北：東大圖書，2002年）。 

* 竹村牧男，《覺與空：印度佛教的展開》，蔡伯郎譯，（台北：東大圖書，2003年）。 

* Daniel Cozort, Craig Preston, Buddhist Philosophy: Losang Gönchok’s Short Commentary to 

Jamyang Shayba’s Root Text on Tenets, Ithaca: Snow Lion Publications, 2003. 

* William Edelglass, Jay Garfield (eds.), Buddhist Philosophy: Essential Reading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Paul Fuller, The Notion of Diṭṭhi in Theravāda Buddhism: The Point of View,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5. 

* Jay Garfield, Empty Words: Buddhist Philosophy and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Christopher Gowans, Philosophy of the Buddha, London: Routledge, 2003. 

* Peter Harvey,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ations of the ‘Philosophy’ of Nikāya Buddhism,” Buddhist 

Studies Review 12/2 (1995): 109-133. 

* Roger Jackson, John Makransky (eds.), Buddhist Theology: Critical Reflections by Contemporary 

Buddhist Scholars, Taylor & Francis, 1999. 

* David Kalupahana, Causality: The Central Philosophy of Buddhism,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5. 

* David Kalupahana, A History of Buddhist Philosophy: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2. 

* Donald Lopez, Jr. (ed.), Critical Terms for the Study of Buddh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 Kogen Mizuno, Essentials of Buddhism: Basic Terminology and Concepts of Buddhist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translated by Gaynor Sekimori, Tokyo: Køsei Publishing Co., 1996. 

* Jin Park (ed.), Buddhism and Deconstruction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6. 

* Noa Ronkin, Early Buddhist Metaphysics: the Making of a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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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ledgeCurzon, 2005. 

* Mark Siderits, Buddhism as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Hants: Ashgate, 2007. 

* Fernando Tola, Carmen Dragonetti, Being as Consciousness: Yogācāra Philosophy of Buddhism,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2004. 

* Paul Williams, Buddhist Thought: A Complete Introduction to the Indian Tra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0. 

* Paul Williams (ed.), Buddhism: Critical Concepts in Religious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05.  

* Wang Youxuan, Buddhism and Deconstruction: Towards a Comparative Semiotics,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1. 

* 日本佛教學會（編），《佛教における神祕思想》（京都：平樂寺書店，1975年）；《佛教に

おける三昧思想》（1976年）；《佛教における正と邪》（1983年）；《菩薩觀》（1986年）；

《佛教における國土觀》（1993年）；《佛教における心と形》（1993年）；《佛教における聖

と俗》（1994年）；《佛教における誓願》（1995年）；《佛教における善と惡》（2000年）。 

* 日本佛教學會（編），《佛教をいかに學ぶか：佛教研究の方法論的反省》（京都：平楽寺書

店，2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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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大乘佛教2：般若思想》（1983年）；《講座．大乘佛教3：華嚴思想》

（1983年）；《講座．大乘佛教 4：法華思想》（1983年）；《講座．大乘佛教 5： 淨土思想》

（1985年）；《講座．大乘佛教6：如來藏思想》（1982年）；《講座．大乘佛教7：中觀思想》

（1982年）；《講座．大乘佛教8：唯識思想》（1984年）；《講座．大乘佛教 9：認識論と論

理學》（1984年）；《講座．大乘佛教10：大乘佛教とその周邊》（1985年）。 

* 佛教思想研究會（編），《佛教思想1：解脫》（京都：平樂寺書店，1975年）；《佛教思想2：

惡》（1976年）；《佛教思想3：因果》（1978年）；《佛教思想4：恩》（1979年）；《佛教思

想5：苦》（1980年）；《佛教思想6-7：空（上、下）》（1982年）；《佛教思想8：解脫》（1982

年）；《佛教思想9：心》（1984年）；《佛教思想10：死》（1988年）；《佛教思想11：信》

（1992年）。 
〔佛家哲學的學術回顧與展望〕 
* 木村清孝，〈日本百年來的佛教研究〉，何燕生譯，《普門學報》第34期（2006年7月），頁

35-60. 

* 蔡奇林，〈巴利學研究紀要：1995-2001〉，《正觀》第20期（2002年3月），頁227-283. 

* 蔡耀明，〈1996-2005年佛教哲學論文的學術回顧及其展望：以《國際佛教研究學會期刊》和

《東西哲學》為主要依據〉，《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11期（2006年7月），頁277-292. 

* 釋厚觀，〈日本的阿毗達磨佛教研究〉，《諦觀》第72期（1993年1月），頁1-53. 

* K. R. Norman, 〈巴利學的現況與未來任務（The Present State of Pāli Studies, and Future 

Tasks）〉，蔡奇林譯，《正觀》第18期（2001年9月），頁171-209. 

* J. W. de Jong, A Brief History of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Tokyo: Kosei Publishing, 

1997. 

* Frank Hoffman, “Contemporary Buddhist Philosophy: A Bibliopraphical Essay,” Asian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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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992): 79-100. 

* Charles Prebish, “The Academic Study of Buddhism in America: A Silent Sangha,” American 

Buddhism: Methods and Findings in Recent Scholarship, edited by Duncan Williams and Christopher 

Queen, Richmond: Curzon Press, 1999, pp. 183-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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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武田宏道，〈アビダルマ佛教：研究の現狀と今後の課題〉，《龍谷佛教學會．佛教學研究》

第50號（1994年），頁140-155. 

* 森祖道，〈バーリ佛教の研究現狀と課題〉，《北海道印度哲學佛教學會．印度哲學佛教學》

第10號（1995年），頁341-362. 
〔佛學工具書與網路資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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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2〔單元主題〕：中秋節 
 
第3週2010/09/29〔單元主題〕：佛教對知識所採取的態度 
* Peter Harvey, “The Approach to Knowledge and Truth in the Theravāda 
Record of the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Buddhist Philosophy: Essential 
Readings, edited by William Edelglass and Jay Garfie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75-185. 
〔佛教對知識所採取的態度（延伸的參考材料）〕 
* David Burton, Buddhism, Knowledge and Liberation: A Philosophical Study, Aldershot: Ashgate, 

2004. 

* Dharmachari Nagapriya, “Knowledge and Truth in Early Buddhism,” The Western Buddhist Review: 

A Journal for Buddhist Inquiry 3 (2001): http://www.westernbuddhistreview.com/vol3/Knowledge.htm 

* Paul Numrich (ed.), The Boundaries of Knowledge in Buddhism, Christianity, and Scienc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8. 

 
第4週2010/10/06〔單元主題〕：佛教的核心性格之一：生命歷程的思惟與生命智
慧的開發 
* 《雜阿含經．第113-119, 272, 1244經》，劉宋．求那跋陀羅（Guṇabhadra）
於435-443年譯，大正藏第二冊（T. 99, vol. 2, pp. 38a-39b, 71c-72b, 341a-b）。 
〔生命歷程的思惟與生命智慧的開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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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蔡耀明，〈生命與生命哲學：界說與釐清〉，《臺灣大學哲學論評》第35期（2008年3月），頁155-1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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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觀》第44期（2008年3月），頁205-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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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 Loy (ed.), Healing Deconstruction: Postmodern Thought in 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1996. 

* David Loy, Nonduality: A Study in Comparative Philosophy, New York: Humanity Books, 1998. 

* David Loy, Lack and Transcendence: The Problem of Death and Life in Psychotherapy, 

Existentialism, and Buddhism, New York: Humanity Books, 2000. 

* David Loy, A Buddhist History of the West: Studies in Lack,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 Fernando Savater, The Questions of Life: An Invitation to Philosoph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2. 
 
第5週2010/10/13〔單元主題〕：佛教多樣的修行道路 
* 蔡耀明，〈抉擇佛教所施設的多樣的修行道路之基本原則：以《大般若
經．第四會、第十六會》為依據〉，收錄於《2008年佛學研究論文集：佛教
與當代人文關懷》，佛光山文教基金會主編，（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2008年8月），頁263-286. 
* 蔡耀明，〈以「大乘」做為說明「宗教」的一扇門戶〉，《法光》第240期
（2009年9月），第2版。  
* Rupert Gethin, The Foundations of Buddhism, 譯成《佛教基本通：佛教的修
行路徑導覽》〈第九章．摩訶衍那：大乘佛教〉，賴隆彥譯，（台北：橡實

文化，2009年），頁261-289, 347-351. 
〔佛教多樣的修行道路（延伸的參考材料）〕 
* 蔡耀明，〈歐美學界大乘佛教起源地之探討及其論評〉，《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3期（1998年7

月），頁77-97. 

* 上田義文，《大乘佛教思想》，陳一標譯，（台北：東大圖書，2002年）。 

* Charles Prebish, Damien Keown, “Chapter 6: Mahāyāna,” Introducing Buddhism,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94-113. 

*  Gregory Schopen, “Mahāyāna,” Encyclopedia of Buddhism, edited by Robert Buswell, Jr., New 

York: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2004, pp. 492-499. 

* Gregory Schopen, Figments and Fragments of Mahāyāna Buddhism in India: More Collected Paper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 Mark Siderits, “Chapter 7: The Rise of Mahāyāna,” Buddhism as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Hants: 

Ashgate, 2007, pp. 138-145. 

* Paul Williams, Mahāyāna Buddhism: The Doctrinal Foundations, 2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第6週2010/10/20〔單元主題〕：佛教解脫道的典籍／生命歷程當中的個體自身之
認定：自我之實相為「非我」、「我空」：經典篇 
* 《雜阿含經．第1, 33, 45, 58, 109, 296-297, 581, 961經》，劉宋．求那跋陀
羅譯，大正藏第二冊（T. 99, vol. 2, pp. 1a, 7b-c, 11b, 14b-15b, 34a-35a, 84b-8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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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b-c, 245b）。  
〔佛教解脫道的典籍〕 
*《雜阿含經》，五十卷，劉宋．求那跋陀羅（Guṇabhadra）於435-443年譯，大正藏第二冊（T. 

99, vol. 2, pp. 1a-373b）。 

* 《佛光大藏經．阿含藏：雜阿含經》（台北：佛光出版社，1983年）。 

* Bhikkhu Bodhi (tr.),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Saṃyutta 

Nikāya,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0. 

* 《中阿含經》，六十卷，東晉．瞿曇僧伽提婆（Gautama Saṅghadeva）於397-398年譯，大正藏

第一冊（T. 26, vol. 1, pp. 421a-809a）。 

* 《佛光大藏經．阿含藏：中阿含經》（台北：佛光出版社，1983年）。 

* 釋宗恆（編譯），《佛陀的教法：中阿含經》，共7冊，（高雄，2002年）。 

* Bhikkhu Ñāṇamoli, Bhikkhu Bodhi (tr.), The Middle Length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Translation of the Majjhima Nikāya,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1995. 

* 《增壹阿含經》，五十一卷，東晉．瞿曇僧伽提婆（Gautama Saṅghadeva）於385或397年譯，

大正藏第二冊（T. 125, vol. 2, pp. 549b-830b）。 

* 《佛光大藏經．阿含藏：增一阿含經》（台北：佛光出版社，1983年）。 

* Nyanaponika Thera, Bhikkhu Bodhi (tr.), Numerical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n anthology of 

Suttas from the Aṅguttara Nikāya, Walnut Creek: AltaMira Press, 1999. 

* 《長阿含經（Dīrghāgama）》，二十二卷，後秦．佛陀耶舍（Buddhayaśas）、竺佛念於413年

譯，大正藏第一冊（T. 1, vol. 1, pp. 1b-149c）。 

* 《佛光大藏經．阿含藏：長阿含經》（台北：佛光出版社，1983年）。 

* Maurice Walshe (tr.), Thus Have I Heard: The Long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 Dīgha Nikāya,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1987. 

* Bhikkhu Bodhi (ed.), In the Buddha’s Words: An Anthology of Discourses from the Pāli Canon,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5. 

 
第7週2010/10/27〔單元主題〕：生命歷程當中的個體自身之認定：自我之實相為
「非我」、「我空」、「不二」：論文篇之一 
* 蔡耀明，〈「不二中道」學說相關導航概念的詮釋進路：以佛法解開生
命世界的全面實相在思惟的導引為詮釋線索〉，《臺灣大學哲學論評》第32
期（2006年10月），頁115-166. 
* 蔡耀明，〈論「有無」並非適任的形上學概念：以《密嚴經》和《入楞
伽經》為主要依據〉，《正觀》第50期（2009年9月），頁65-103. 
 
第8週2010/11/03〔單元主題〕：生命歷程當中的個體自身之認定：自我之實相為
「非我」、「我空」、「不二」：論文篇之二 
* Sue Hamilton, “Chapter 1: Setting the Scene: We have no self but are 
comprised of five aggregates,” Early Buddhism - A New Approach: The I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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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older, Richmond: Curzon Press, 2000, pp. 18-32. 
* Peter Harvey, “Theravāda Philosophy of Mind and the Person,” Buddhist 
Philosophy: Essential Readings, edited by William Edelglass and Jay Garfie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265-274. 
* Mark Siderits, “Chapter 2: Refuting the Self,” Personal Identity and Buddhist 
Philosophy: Empty Persons,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Press, 2003, pp. 
17-34. 
〔自我之實相為「非我」、「我空」、「不二」（延伸的參考材料）〕 
* 楊郁文，《由人間佛法透視緣起、我、無我、空》（台北：甘露道出版社，2000年）。 

* 武邑尚邦等著，《無我的研究》，余萬居譯，（台北：法爾出版社，1989年）。 

* Miri Albahari, Analytical Buddhism: The Two-Tiered Illusion of Self,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 Kim Atkins (ed.), Self and Subjectivity,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5. 

* Mathieu Boisvert, The Five Aggregates: Understanding Theravāda Psychology and Soteriology, 

Delhi: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1995. 

* David Burton, “Chapter 2: Impermanence, Not-Self and Suffering,” Buddhism, Knowledge and 

Liberation: A Philosophical Study, Aldershot: Ashgate, 2004, pp. 11-30. 

* Mangala Chinchore, Anattā / Anātmatā: An Analysis of Buddhist Anti Substantialist Crusade, Delhi: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1995. 

* Steven Collins, “Chapter 3.2: Arguments in support of anattā,” Selfless Persons: Imagery and 

Thought in Theravāda Buddh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95-110, 278-280. 

* A. P. Craig, What is the Self?: A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 Lewiston: Edwin Mellen Press, 2005. 

* James Giles, “The No-self Theory: Hume, Buddhism, and Personal Identity,” Philosophy East & 

West 43/2 (April 1993): 175-200. 

* Donald Lopez, Jr., “What Can One Reasonably Say about Nonexistence?” in Tom Tillemans, 

Scripture, Logic, Language: Essays on Dharmakīrti and his Tibetan Successors,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1999, pp. 247-284. 

* David Loy, “The Lack of Self: A Western Buddhist Psychology,” in Buddhist Theology: Critical 

Reflections by Contemporary Buddhist Scholars, edited by Roger Jackson and John Makransky, 

Richmond: Curzon Press, 1999, pp. 155-172. 

* Daniel Meckel, Robert Moore (eds.), Self and Liberation: The Jung / Buddhism Dialogue,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92. 

* Hugh Nicholson, “Specifying the Nature of Substance in Aristotle and in Indian Philosoph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54/4 (October 2004): 533-553. 

* Joaquin Pérez-Remón, Self and Non-Self in Early Buddhism, 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s, 1980. 

* P. T. Raju, Alburey Castell (eds.), East-West Studies on the Problem of the Self,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68. 

* Mark Siderits, “Chapter 7: Empty Knowledge,” Personal Identity and Buddhist Philosophy: Emp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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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s,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Press, 2003, pp. 139-155. 

* Richard Sorabji, “Chapter 1: The Self: Is There Such a Thing?” Self: Ancient and Modern Insights 

about Individuality, Life, and Dea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pp. 17-31. 

* Richard Sorabji, “Chapter 16: The Debate between Ancient Buddhism and the Nyaya School,” Self: 

Ancient and Modern Insights about Individuality, Life, and Dea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pp. 278-297. 

* Joan Stambaugh, “The Self as Buddha-nature,” The Formless Self,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pp. 21-28. 

* Donald Swearer (ed.), Me and Mine: Selected Essays of Bhikkhu Buddhadās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9. 

* Tilmann Vetter, The ‘Khandha Passages’ in the Vinayapiṭaka and the Four Main Nikāyas, Wien: 

Verlag der O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ten, 2000. 

* 上野順瑛，《無我輪迴の論理的構造》（京都：平樂寺書店，1967年）。 

* 中村元（編），《自我と無我》（京都：平樂寺書店，1981年）。 
 
第9週2010/11/10〔單元主題〕：生命歷程當中的個體認定：個人或人物之實相為
「非個人」、「個人空」：經典篇 
* 《雜阿含經．第122, 266-267, 306, 335, 657, 1202經》，劉宋．求那跋陀羅
譯，大正藏第二冊（T. 99, vol. 2, pp. 40a, 69b-70a, 87c-88a, 92c, 183c, 327a-b）。 
*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Prajñāpāramitā-sūtra）．第九會．能斷金剛分》，
一卷，唐．玄奘於660-663年譯（T. 220 (9), vol. 7, pp. 980a-985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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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光佛學學報》第13期（2008年6
月），頁23-69. 
〔《金剛經》（延伸的參考材料）〕 
* 如實佛學研究室（編譯），《新譯梵文佛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共5冊，（台北：如實出

版社，1995-96年）。 

* 林光明編註，《金剛經譯本集成》（台北：迦陵出版社，1995年）。 

* Edward Conze (ed. & tr.), 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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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歷程當中的個體認定（延伸的參考材料）〕 
* 《維摩詰所說經（Vimalakīrti-nirdeśa-sūtra）．觀眾生品第七》，三卷／卷中，姚秦．鳩摩羅

什（Kumārajīva）於406年譯，大正藏第十四冊（T. 475, vol. 14, pp. 547a-548c）。 

*《說無垢稱經（Vimalakīrti-nirdeśa-sūtra）．觀有情品第七》，六卷／第四卷，唐．玄奘於650

年譯，大正藏第十四冊（T. 476, vol. 14, pp. 572c-575a）。 
 
第10週2010/11/17〔單元主題〕：生命歷程當中的個體認定：個人或人物之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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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非個人」、「個人空」：論文篇 
* Sue Hamilton, “Introduction,” Identity and Experience: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Human Being According to Early Buddhism, London: Luzac Oriental, 1996, pp. 
xv-xxxi. 
* Peter Harvey, “Theravāda Philosophy of Mind and the Person: 
Anatta-lakkhaṇa Sutta, Mahā-nidāna Sutta, and Milindapañha,” Buddhist 
Philosophy: Essential Readings, edited by William Edelglass and Jay Garfie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265-274. 
〔生命歷程當中的個體認定（延伸的參考材料）〕 
* David DeGrazia, “Chapter 4: Identity, What We Are, and the Definition of Death,” Human Identity 

and Bio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15-158. 

* Norman Ford, The Prenatal Person: Ethics from Conception to Birth,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2. 

* Peter Harvey, “Chapter 4: Personal Continuity and Responsibility,” The Selfless Mind: Personality, 

Consciousness and Nirvāṇa in Early Buddhism, Richmond: Curzon Press, 1995, pp. 64-77, 261. 

* Thupten Jinpa, “Chapter 4: Personal Identity, Continuity, and the I-consciousness,” Self, Reality and 

Reason in Tibetan Philosophy: Tsongkhapa’s Quest for the Middle Way,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2, pp. 107-147, 212-220. 

* Hans Kippenberg and et al. (eds.), Concepts of Person in Religion and Thought, The Hague: Mouton 

de Gruyter, 1990. 

* Trevor Ling (ed.), The Buddha’s Philosophy of Man: Early Indian Buddhist Dialogues, London: J. M. 

Dent, 1981. 

* Richard Lints and et al. (eds.), Personal Identity in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2006. 

* Derek Parfit, “Why Our Identity Is Not What Matters,” Personal Identity, edited by Raymond Martin 

and John Barresi,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pp. 115-143. 

* Derek Parfit, “The Unimportance of Identity,” Personal Identity, edited by Raymond Martin and 

John Barresi,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pp. 292-317. 

* Ellen Paul and et al. (eds.), Personal Ident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Roy Perrett, “Personal Identity, Minimalism, and Madhyamaka,” Philosophy East & West 52/3 (July 

2002): 373-385. 

* John Perry, Identity, Personal Identity, and the Self,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2002. 

* William Pietz, “Person,” Critical Terms for the Study of Buddhism, edited by Donald S. Lopez J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pp. 188-210. 

* Louis Pojman (ed.), “Who Am I?: The Problem of Personal Identity,” “Personal Identity and Survival: 

Will I Survive My Death?”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330-346, 346-360. 

* Mark Siderits, Personal Identity and Buddhist Philosophy: Empty Persons, Burlington: Ash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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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ing Press, 2003. 
 
第11週2010/11/24〔單元主題〕：生命歷程當中的靈魂觀念批判：論文篇 
* Charles Goodman, “Vasubandhu’s Abhidharmakośa: The Critique of the 
Soul,” Buddhist Philosophy: Essential Readings, edited by William Edelglass and 
Jay Garfie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297-308. 
〔生命歷程當中的靈魂觀念批判（延伸的參考材料）〕 
* Francisco Benzoni, Ecological Ethics and the Human Soul: Aquinas, Whitehead, and the 

Metaphysics of Value,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7. 

* William Craig, Paul Gould (eds.), The Two Tasks of the Christian Scholar: Redeeming the Soul, 

Redeeming the Mind, Wheaton: Crossway Books, 2007. 

* Patrick Harpur, A Complete Guide to the Soul, London: Rider, 2010. 

* Leonard Kaplan, Charles Cohen (eds.), Theology and the Soul of the Liberal State,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0. 

 
第12週2010/12/01〔單元主題〕：期中文稿發表與討論 
 
第13週2010/12/08〔單元主題〕：生命歷程當中的心身課題：經典篇之一 
* 《雜阿含經．第69-71, 107, 123, 265, 281, 294-295, 305, 492, 535, 568, 570, 615, 
957, 1194經》，劉宋．求那跋陀羅譯，大正藏第二冊（T. 99, vol. 2, pp. 18a-19a, 
33a-b, 40a-b, 68b-69b, 77a-78a, 83c-84b, 87a-c, 128b, 139a-b, 150a-c, 151a-b, 
172a-b, 244a-b, 323c-324b）。  
 
第14週2010/12/15〔單元主題〕：生命歷程當中的心身課題：經典篇之二 
* 《說無垢稱經（Vimalakīrti-nirdeśa-sūtra）．問疾品第五》，六卷／第三
卷，唐．玄奘於650年譯，大正藏第十四冊（T. 476, vol. 14, pp. 567b-570a）。 
〔《維摩詰所說經》（延伸的參考材料）〕 
* 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梵語佛典研究會（編），《梵藏漢對照『維摩經』（Vimalakīrtinirdeśa: 

Transliterated Sanskrit Text Collated with Tibetan and Chinese Translations）》（東京：大正大學綜

合佛教研究所，2004年）。 

*《維摩詰所說經（Vimalakīrti-nirdeśa-sūtra）．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三卷／卷中，姚秦．鳩

摩羅什（Kumārajīva）於406年譯，大正藏第十四冊（T. 475, vol. 14, pp. 544a-546a）。 

* 談錫永（導讀），《維摩詰經導讀》（台北：全佛文化事業，1999年）。 

* Étinne Lamotte (tr.),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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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obert Thurman (tr.), The Holy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A Mahāyāna Scripture,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9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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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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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新訂再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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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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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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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施穗鈺，〈般若學與玄學的交匯及選擇：以《維摩詰經》為核心〉，《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

第2期（2002年12月），頁255-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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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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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頁1-26. 

* Dharmachari Ratnaguna, “The Doctrine of Non-duality in the Vimalakiirti Nirdeśa ” Western 

Buddhist Review 3: (http://www.westernbuddhistreview.com/vol3/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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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兒山敬一，〈維摩經における入不二と菩薩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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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29. 

* 橋本芳契，〈維摩經の中道思想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2卷第1號（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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