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期 

多音與介入：當代歐美佛學研究方法之省察   林鎮國 撰 

對古典語文獻學在當代華人佛學研究中的角色問題之省思   劉宇光 撰 

宋濂與佛教   龔顯宗 撰 

關於佛典語言的一些研究   徐真友 撰 

羅什前《維摩經》之流行與文獻再探   釋果樸 撰 

 

第 2 期 

對中村元《東洋人の思惟方法》中有關思惟模式和中國佛教之析判   劉紹楨、陳英善 撰 

試論《大智度》論中的「對話者」   郭忠生 撰 

《攝大乘論》「聞熏習」與「如來藏說」關係之探究   釋如覺 撰 

淨影寺慧遠的涅槃觀   廖明活 撰 

評藍吉富《佛教史料學》   周伯戡 撰 

 

第 3 期 

智顗的「五時八教」判   楊惠南 撰 

澄觀的生平及著作   屈大成 撰 

《中論》第十八品人法二無我之詮釋－以吉藏《中觀論疏》與月稱《明句論》為中心   黃國清 撰 

經量部的業思想研究－試析在《中論》『業品』中的種子譬喻和細心相續、業力因果之間的關聯性和矛盾性   黃雪梅 撰 

僧肇之二諦義及其影響－以《不真空論》為中心   元弼聖 撰 

 

第 4 期 

《中論》第廿四品˙第七頌之「空性三義」的初探－以月稱、清辨及相關註釋為中心（不提供線上閱讀）   釋心宏 撰 

唯識之三性與真實－以《中邊分別論》為中心   蔡伯郎 撰 

《菩薩夢經》「懺悔」之探討   釋繼坤 撰 

中國佛教善惡報應論初探（不提供線上閱讀）   王月清 撰 



 

第 5 期 

《美難陀˙第 XV 章：諸尋思之捨斷》譯註   越建東 撰 

吉藏對三論學之轉化－以吉藏之佛性思想為中心   陳世賢 撰 

唐初三階教大德惠恭行歷及其佛學思想－《法門惠恭大德之碑》考釋   楊維中 撰 

章太炎與因明學   沈海波 撰 

試論吉藏二諦論與天台二諦論之異同   莊崑木 撰 

 

第 6 期 

《大智度論》之本文相互索引   釋厚觀、郭忠生 合編 

 

第 7 期 

菩提達摩生平研究   屈大成 撰 

法隨法行（dharmānudharmapratipatti）詞義之探討   釋善音 撰 

五台山的「聖山化」與文殊菩薩道場的確立   王俊中 撰 

有關唐初慧恭禪師的若干史實   沈海波 撰 

 

第 8 期 

《遮羅迦本集》的邏輯學說   沈劍英 撰 

佛教哲學中的語言形態之探索   李治華 撰 

《思益經》在漢譯經錄的探討   釋宗禪 撰 

 

第 9 期 

佉留文字與四十二字門   徐真友 撰 

當代儒佛論爭關鍵議題之釐清以《唯識學概論》與《新唯識論》之對比理解為主   裴春苓 撰 

說一切有部之中有觀－－以有無和轉變為主   釋宗平 撰 



六祖壇經之研究   許勝雄 撰 

 

第 10 期 

當代日本「批判佛教」思潮   呂凱文 撰 

真如遍在與生佛互具一天台宗心性本體論的邏輯推展   楊維中 撰 

吉藏對說一切有部學說之評破   陳世賢 撰 

藏傳佛教格魯派的發展與傳教蒙古一五世達賴喇嘛在西藏掌權的前夜（上篇）   王俊中 撰 

 

第 11 期 

《寶性論》及相關論典論佛性與信：論早期如來藏說的基本模型及如來藏說與唯識思想的交涉中三種佛性與信之三義之交涉   賴賢宗 撰 

圓融與還原：晚明佛教復興的思想主題及其特質   陳永革 撰 

《解脫道論》九心輪與《清淨道論》十四作用之比較   羅耀明 撰 

藏傳佛教格魯派的發展與傳教蒙古一五世達賴喇嘛在西藏掌權的前夜（下篇）   王俊中 撰 

 

第 12 期 

清辨對「勝義諦」之解釋的研究   曹志成 撰 

廬山慧遠的禪觀   李幸玲 撰 

智者大師著作中數字的重要意義   沈海燕 撰 

《大寶積經．淨居天子會》「毀呰」一詞的探討   釋善音 撰 

關於《法門惠恭大德之碑》的若干問題－復沈海波先生   楊維中 撰 

 

第 13 期 

吉爾吉特（Gilgit）梵文佛典寫本的出土與佛教研究   蔡耀明 撰 

 

第 14 期 

《楞嚴經》「七番破處」的論辯過程與判教旨趣   李治華 撰 



女身受記   郭忠生 撰 

 

第 15 期 

再論〈清辨與月稱對於「人法二無我」之見解〉（不提供線上閱讀）   釋會晟 撰 

禪宗的藏識思想與體用論   劉嘉誠 撰 

《成實論》之認識理論研究   陳世賢 撰 

智周因明思想略介   姚南強 撰 

【書評】以禪修來趣入佛法：評介 Ayya Khema, BeingNobody, Going Nowhere:Meditations on theBuddhist path, 1987,Wisdom Publications   蔡耀明 撰 

印度之旅掛明燈：評介歐塔微歐．帕茲（Octavio Paz）《在印度的微光中:諾貝爾桂冠詩人帕茲的心靈之旅》（In Light Of India），蔡憫生譯，（台北:

馬可孛羅文化，2000 年 10 月）   蔡耀明 撰 

 

第 16 期 

佛教哲學的基本形態與論述方法   郭朝順 撰 

禪宗佛性本體論的特質與根本見地關係之探討   黃連忠 撰 

再論唐初慧恭禪師的相關史實－答楊維中先生   沈海波 撰 

四無量心初探   周柔含 撰 

 

第 17 期 

陳那論感官知覺及其對象   何建興 撰 

禪門中的頓漸新論－以早期禪為中心的若干問題研究（不提供線上閱讀）   龔雋 撰 

也談古代印度漢名   徐真友 撰 

「大名聲」(vighusta-sabda)與「離覆障」（vivatta-chadda）－兼談注釋家與文法家對巴利文獻的影響   蔡奇林 撰 

慈悲三昧水懺淵源考   釋道昱 撰 

The Four Satipatthanas in Early Buddhism   關則富 撰 

 

第 18 期 



安慧識轉變思想的哲學性詮釋   吳汝鈞 撰 

後佛教世紀   周慶華 撰 

古奧義書(Upanisads)與初期佛學關於理想生活概念之比較與評論   林煌洲 撰 

略探《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之史料及相關問題   李偉穎 撰 

巴利學的現況與未來任務   Norman 原作•蔡奇林 譯 

 

第 19 期 

宗教傳播與語文變遷：漢譯佛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所顯示的意義（之一）   萬金川 撰 

敦煌寫本《佛說現報當受經》初探   釋長梵 撰 

巴利語與異教語言   K.R.Norman 著•蔡奇林 譯 

 

第 20 期 

宗教傳播與語文變遷：漢譯佛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所顯示的意義（之二）   萬金川 撰 

《阿含經》的禪修在解脫道的多重功能   蔡耀明 撰 

中國早期的彌勒信仰－以道安為主的探討   釋道昱 撰 

巴利學研究紀要：1995-2001   蔡奇林 撰 

 

第 21 期 

釋尊之超越彌勒九劫（之一）   郭忠生 撰 

中國判教思想的濫觴   屈大成 撰 

 

第 22 期 

關於宗教對話問題   吳汝鈞 撰 

禪觀法門對南北朝佛教的影響   釋道昱 撰 

為霖道霈禪師的生平與著作   莊崑木 撰 

 



第 23 期 

釋尊之超越彌勒九劫（之二）   郭忠生 撰 

《涅槃無名論》及其背景   橫超慧日 著•邱敏捷 譯註 

 

第 24 期 

釋尊之超越彌勒九劫（之三）   郭忠生 撰 

佛學研究一般方法論   蕭振邦 撰 

 

第 25 期 

「式叉摩那」考   釋若學 撰 

釋尊之超越彌勒九劫（之四）   郭忠生 撰 

僧叡慧叡非一人辯   徐文明 撰 

後佛教倫理學   周慶華 撰 

佛教研究的進展程序在操作步驟的釐定   蔡耀明 撰 

 

第 26 期 

漢譯《阿含經》與阿毗達磨論書中的「慧解脫」   溫宗堃 撰 

釋尊之超越彌勒九劫（之五）   郭忠生 撰 

日本京都哲學與佛學之旅與三木清的構想力邏輯   吳汝鈞 撰 

僧肇與老莊思想   邱敏捷 撰 

 

第 27 期 

引言： 

東西哲學對話：語言的界限   漢斯．康特、郭朝順、米建國 合著 

分論： 

天台宗的可說與不可說   漢斯．康特 



華嚴宗的可說與不可說   郭朝順 

維根斯坦論可說與不可說   米建國 合著 

對談： 

東西哲學對話   漢斯．康特、郭朝順、米建國 合著 

 

第 28 期 

馬鳴在《美難陀》中對「瑜珈」（yoga）及其相關詞的用例   越建東 撰 

釋尊之超越彌勒九劫（之六）   郭忠生 撰 

西藏心類學簡介及譯注   廖本聖 撰 

 

第 29 期 

釋尊之超越彌勒九劫（之七）   郭忠生 撰 

與京都哲學的對話：西谷啟治論宗教、道德問題與我的回應（上）   吳汝鈞 撰 

王門弟子與佛教   黃文樹 撰 

 

第 30 期 

釋尊之超越彌勒九劫（之八）   郭忠生 撰 

與京都哲學的對話：西谷啟治論宗教、道德問題與我的回應（下）   吳汝鈞 撰 

西藏佛教研究的意義   許明銀 撰 

內觀修行的起源   Lance Cousins 原著•溫宗堃 譯 

 

第 31 期 

法上《正理滴論廣釋．現量品》譯註   何建興 撰 

淨眼論因明之能立   沈劍英 撰 

我與梶山雄一教授：一點關係與哀思   吳汝鈞 撰 

早期佛典禪修公式在不同文本中所呈現之特質   越建東 撰 



 

第 32 期 

至尊．法幢吉祥賢著《宗義建立》之譯注研究   廖本聖 撰 

《成實論》「三心」與《攝大乘論》「三性」思想之比較   陳世賢 撰 

Saññā and sati   關則富 撰 

 

第 33 期 

巴利註釋文獻裡的乾觀者   溫宗堃 撰 

宗義自我的現象學導向與我對佛教的教相判釋（上）   吳汝鈞 撰 

佛教徒宗教交流．對話管見   許明銀 撰 

 

第 34 期 

對比、詮釋與典範轉移（1）：兩種佛教典範下的郁伽長者   呂凱文 撰 

吉藏《金剛般若疏》之初探   釋長青 撰 

文獻學方法及其在佛教研究的若干成果與反思   蔡耀明 撰 

 

第 35 期 

對比、詮釋與典範轉移（2）：以兩種《善生經》探究佛教倫理的詮釋學轉向問題   呂凱文 撰 

佛教《六方禮經》之倫理觀探析   邱敏捷 撰 

釋尊之超越彌勒九劫（之九）   郭忠生 撰 

 

第 36 期 

從天台宗《法華玄義》「本跡」詮釋方法上探討「指涉」的宗教哲學問題   漢斯．康特 撰 

吉藏二諦思想的來源   釋長清 著•黃國清 譯 

宗教義自我的現象學導向與我對佛教的教相判釋（中之一）   吳汝鈞 撰 

他詮釋了什麼：賴賢宗《佛教詮釋學》討論   周慶華 撰 



 

第 37 期 

淨眼關於因明過失的論議   沈劍英 撰 

南傳阿毗達磨關於有分心與輪迴再生的學說   Rupert Gethin 原著•林倩 譯 

二諦義理的建立   釋長清 著•黃國清 譯 

 

第 38 期 

《攝大乘論》（Mahāyānasaṃgraha）中的阿賴耶識（Ālaya-vijñāna）思想之研究   吳汝鈞 撰 

略談《摩訶僧祇律》的語料價值   朱冠明 撰 

《長阿含經》原語研究   辛嶋靜志 著•賀可慶  譯 

再訪「井水喻」──探索 SN 12.68 Kosambi《拘睒彌經》的詮釋   Ven. Bhikkhu Bodhi 原著•蘇錦坤 譯 

二諦的定義與區分   釋長清 著•黃國清 譯 

  

第 39 期 

我的判教基準與早期佛教：捨邊中道與法有我無   吳汝鈞 撰 

石壁傳奧──高僧補敘之一   釋智學 撰 

佛教形上語言隱含的難題及其化解途徑   周慶華 撰 

二諦之間的關係   釋長清 著•黃國清  譯 

 

第 40 期 

中國疑偽佛典研究（一）──永明延壽與疑偽佛典   釋智學 撰 

章嘉宗義書〈中觀派章〉漢譯（一）   許明銀 撰 

佛教戒律的方便精神   屈大成 撰 

 

第 41 期 

從佛教對經驗世界的分析探討念身與四念處的理論基礎及一致性   關則富 撰 



以兩類《大般涅槃經》論兩種佛教典範之判教原則的詮釋學轉向問題   呂凱文 撰 

佛教空有兩大宗的判釋   吳汝鈞 撰 

僧肇中觀哲學的形態   梶山雄一 著•邱敏捷  譯註 

 

第 42 期 

初期佛教梵行思想之研究   黃柏棋 撰 

見達磨則見諸法：早期佛教“法”之意義考察（不提供線上閱讀）   Rupert Gethin 著•林明強 譯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1）──藉助四阿含解讀巴利經典   無著比丘 原著•蘇錦坤 譯 

世親、眾賢對「三世實有」思想所據「認識條件」的論辯陳世賢 撰 

章安灌頂對《大般涅槃經》的詮釋－以《大般涅槃經玄義》為中心   郭朝順 撰 

對真如的認識與言說──天臺宗、三論宗與慈恩宗二諦論的詮釋   湯銘鈞 撰 

 

第 43 期 

唯識學「行相」（ākāra）之研究   陳一標 撰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2）──藉助四阿含解讀巴利經典   無著比丘  原著•蘇錦坤 譯 

章嘉宗義書（中觀派章）漢譯（二）   許明銀 撰 

窺基法華思想與唯識學說的交涉   黃國清 撰 

永明延壽著作綜論   釋智學 撰 

《因明入正理論後疏》研究（上）──淨眼論現量與比量   沈劍英 撰 

 

第 44 期 

《入楞伽經》之「成自性如來藏心」──論唯識思想影響如來藏之一端   蕭玫 撰 

佛性偏覺與佛性圓覺（上）   吳汝鈞 撰 

佛典漢譯流程裡「過渡性文本」的語文景觀【第一部】：譯經文體、譯場組織與譯經流程   萬金川 撰 

《因明入正理論後疏》研究（下）──淨眼論現量與比量   沈劍英 撰 

《紅史》考述二則   王璞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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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耀明 撰 

 

第 45 期 

《別譯雜阿含經》攝頌的特點   蘇錦坤 撰 

佛性偏覺與佛性圓覺（下）   吳汝鈞 撰 

《水懺》與〈水懺序〉之關係三論   白金銑 撰 

 

第 46 期 

聖樂（ariya-sukha）之研究   黃纓淇 撰 

中觀學的時間觀   康 特 撰 

《法華玄義》的成就   沈海燕 撰 

藏傳佛教他空見研究小史   黃英傑 撰 

 

第 47 期 

誰說的法、誰說的話──巴利與漢譯經典關於說者的差異   無著比丘 原著•蘇錦坤 譯 

重讀佛教「王舍城結集」   呂凱文 撰 

章嘉宗義書〈中觀派章〉漢譯（三）   許明銀 撰 

上海博物館藏支謙譯《佛說維摩詰經•卷上》寫本殘卷的研究意義   孫致文 撰 

支謙譯《佛說維摩詰經•諸法言品第五》上博寫卷校注   萬金川 撰 

 

第 48 期 

註釋書對阿含經文的影響   Bhikkhu Analayo（無著比丘）原著•蘇錦坤 譯 

《佛陀的話語：巴利經典選集》總導讀   Bhikkhu Bodhi 原著•蔡奇林 譯 

《雪山夜叉經》──巴利經典與漢譯經典對照閱讀   蘇錦坤 撰 

《大乘起信論》之止觀修持──依「修行信心分」之「止觀門」   釋如恒 撰 

中國佛教的懺悔觀   釋智學 撰 



《付法藏因緣傳》真偽的疑問   曹仕邦 撰 

 

第 49 期 

就《如來藏經》試析「如來藏」之原始義蘊   蕭玫 撰 

陳那的知識論研究   吳汝鈞 撰 

道宣《四分律行事鈔》及其受戒法   屈大成 撰 

印順導師對唯識學派「假必依實」之二諦讀   釋德涵 撰 

 

第 50 期 

《大般泥洹經》－闡提思想研究之評析   蔡伯郎 撰 

《法華經》的久遠釋迦佛與天台智顗的佛身觀   元弼聖 撰 

論「有無」並非適任的形上學概念   蔡耀明 撰 

蔣央協巴《宗義理論：斷謬獅吼‧闡明遍智善道寶燈》（I）   廖本聖 撰 

我對於禪的研習與體驗的心路歷程（上）   吳汝鈞 撰 

 

第 51 期 

再探漢巴文獻的〈比丘尼相應〉──馬德偉教授〈《別譯雜阿含經》的比丘尼相應〉一文的回應   蘇錦坤 撰 

阿南巴達《論理學綱要》譯註   郭瓊瑤 撰 

章嘉宗義書〈中觀派章〉漢譯（四）   許明銀 撰 

梵本《維摩經》的發現與文本對勘研究的文化與思想轉向   萬金川 撰 

我對於禪的研習與體驗的心路歷程（下）   吳汝鈞 撰 

 

第 52 期 

晝日住、入晝正受與宴默   郭忠生 撰 

《入楞伽經》「無我如來之藏」的三段辯證   蕭 玫 撰 

《大般涅槃經》中的生死學   郭朝順 撰 



勉懺悔者，實自訟之深者   吳忠偉 撰 

 

第 53 期 

《央掘魔羅經》說法策略分析   蕭 玫 撰 

蔣央協巴《宗義理論：斷謬獅吼‧闡明遍智善道寶燈》（II）   廖本聖  撰 

西田哲學的絕對無與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   吳汝鈞 

 

第 54 期 

佛教住地學說在心身安頓的學理基礎   蔡耀明 撰 

蔣央協巴《宗義理論：斷謬獅吼‧闡明遍智善道寶燈》藏本譯注：非佛教篇（III）   廖本聖 撰 

The Deconstructionist Interpretation of Nāgārjuna's catuṣkoti   釋如源 撰 

 

第 55 期 

從後說絕---單卷本《雜阿含經》是否將偈頌譯成長行   蘇錦坤 撰 

關於《阿含經》與《尼柯耶》的對讀   郭忠生 撰 

 

第 56 期 

絕對無與哲學觀念的典範   吳汝鈞 撰 

勝喜《入中論釋疏》VI verses 22-33 譯注與注釋風略探（上）（不提供線上閱讀）   釋見弘 撰 

章嘉宗義書〈中觀派章〉漢譯（五）   許明銀 撰 

 

第 57 期 

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蓮花放光的梵語學考察   郭瓊瑤 撰 

五十卷本《雜阿含經》字句斠勘   溫宗堃、蘇錦坤 撰 

「確實安住」如何可能置基於「無住」？──以《說無垢稱經》為主要依據的「安住」之哲學探究   蔡耀明 撰 

 



第 58 期 

真諦三藏「九識說」產生的思想背景之考察──重新檢討勝又俊教之觀點   釋如定 撰 

龍樹《迴諍論》中陽炎喻之研究   釋滿庭 撰 

《瑜伽師地論》中的阿賴耶識說   吳汝鈞 撰 

 

第 59 期 

明末憨山德清的《法華經》思想詮釋   黃國清 撰 

Bhāvaviveka’s Syllogism as an Initial Step to Enlightenment   釋如源 撰 

釋迦菩薩「三祇百劫成佛」與「始願佛道」（1）   郭忠生 撰 

 

第 60 期 

勝喜《入中論釋疏》注釋風格之考察──以《入中論釋疏》ad.《入中論注》VI vers22-33 為主（不提供線上閱讀）   釋見弘 撰 

蔣央協巴《宗義理論》藏本譯注：毘婆沙宗與經部宗   廖本聖 撰 

《唯識三十頌》與《成唯識論》的阿賴耶識思想   吳汝鈞 撰 

 

第 61 期 

梵行為何必要：論佛教興起時代之宗教倫理思想   黃柏棋 撰 

睡眠與圓滿生命：佛教與印度阿育吠陀對睡眠看法的比較研究   梁國超 撰 

不可湮沒的一代高僧──北宋演化大師可政考述   祁海寧 撰 

 

第 62 期 

梵本《大乘莊嚴經論》之研究簡史與未來展望   釋惠敏 撰 

《七處三觀經》的結構與譯者──兼對 Paul Harrison 論文（1997）的回應    蘇錦坤 撰 

 

第 63 期 

兜率天與諸佛出世（上）   郭忠生 撰 



Sangs rgyas gling pa (1341-1396)&His Longevity Teachings    Mei, Ching Hsuan 撰 

 

第 64 期 

《般若經》的般若波羅蜜多教學的有情觀與有情轉化   蔡耀明 撰 

梵語成為印度佛教經典語言之探討   黃柏棋 撰 

《入中論釋疏》第 6 章 vers. 29-33 譯注（不提供線上閱讀）   釋見弘 撰  

 

第 65 期 

「正法眼藏」與「拈花微笑」公案史料再考   釋惠敏 撰 

兜率天與諸佛出世（下）   郭忠生 撰 

 

第 66 期 

從《長阿含經》及《長部》經群檢視四禪是否外道之說   越建東 撰 

漢譯佛典新式標點舉例   蘇錦坤 撰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與佛教唯識學的比較研究──以潛意識和阿賴耶識為中心（上〉   吳汝鈞 撰 

 

第 67 期 

《楞伽經》中＜自內證智＞（pratyātmagati-）的構造   郭瓊瑤 撰 

關於 na śūnyataya śūnya 的爭論   宗玉媺 撰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與佛教唯識學的比較研究──以潛意識和阿賴耶識為中心（下）   吳汝鈞 撰 

 

第 68 期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從梵文原義到禪學新詮   蕭 玫 撰 

印度後期佛教有、無相派爭論之近代研究回顧與短評   徐鳴謙 撰 

從澄觀「心」與「法界」的鏡映性論佛教的人文主義   郭朝順 撰 

 



第 69 期 

文本對勘與漢譯佛典的語言研究──以《維摩經》為例   萬金川 撰 

佛性說的中國化問題──吉藏到法融的無情有性說之轉向   林悟石 撰 

願曉《因明義骨》鉤沉及箋注   沈海波 撰 

 

第 70 期 

談「所以者何」   趙淑華 撰 

＜法句序＞與《法句經》重譯偈頌   蘇錦坤 撰 

法稱的知識論研究（上）   吳汝鈞 撰 

 

第 71 期 

「自然界」之研究──中國佛教律家詮釋律制一例   屈大成 撰 

《四分律》知而妄語戒內涵及其法理分析──現代法律體系參照下的對比研究   陳弘學 撰 

法稱的知識論研究（下）   吳汝鈞 撰 

 

第 72 期 

宋代文本刊印對禪學發展之影響   徐銘謙 撰 

《法句經》「三言」偈頌的標點與試譯   蘇錦坤 撰 

西藏佛教之「決斷法」初探   梅靜軒 撰 

 

第 73 期 

本期專題：空性、譬喻與詮釋・導言   陳學毅、李幸玲、郭朝順、黃筱慧 撰 

探究文化間際概念與哲學思考的關聯   陳學毅 撰 

燃燈佛授記本生敍事與呂格爾詮釋學的對話   李幸玲 撰 

「時間」與「敘事」之視域融合：以呂格爾「三重再現」及法藏「新十玄門」為線索   郭朝順 撰 

禪與空之喻－由呂格爾詮釋學看「禪與空」之隱喻進路   黃筱慧 撰 



 

第 74 期 

《入菩提行論難語釋》＜般若波羅蜜多章＞譯注（偈頌１注釋）   釋見弘 撰 

僧肇的聖人觀與吳汝鈞的純粹力動觀   陳森田 撰 

印順《中國禪宗史》總體評價   米進忠 撰 

 

第 75 期 

禪學之道   王開府 撰 

德一と最澄との「三一権実論争」   郭瓊瑤 撰 

四無量心於說一切有部解脫道的功用與關係   釋覺宏 撰 

 

第 76 期 

西藏佛教施身供養的互文分析   梅靜軒 撰 

澄觀《華嚴經疏鈔》與老學之交涉   釋正持 撰 

試論對照目錄的「對應經典」與「參考經典」   蘇錦坤 撰 

 

第 77 期 

無畏山（Abhyagiri）派之五蘊、十二處、十八界－《有為無為抉擇》第 13 章   林隆嗣 著 釋洞崧 譯 

無畏山（Abhyagiri）派的十二緣起－《有為無為抉擇》第 14 章   林隆嗣 著 釋洞崧 譯 

Is“Vijñaptimātra”ontological or epistemological idealism？   楊志常 撰 

 

第 78 期 

梵本《大乘莊嚴經論》供養、師事（17 品第 1-16 偈）譯注與考察   釋惠敏 撰  

菩薩與救度─從觀自在之興起看佛教與印度教之互動   黃柏棋 撰 

A Study of the Authorship of the Second part of Dunhuang Manuscript S4221   釋果暉 撰 

 



第 79 期 

藏譯本《阿毘達磨俱舍論》「破執我品第九」中「別破某學派」   吳宛真 撰 

《法集要頌經》（T213）的翻譯議題   蘇錦坤 撰 

佛教對初期耆那教業論批判──從漢譯佛典看   屈大成 撰 

 

第 80 期 

《楞伽經》中「自性」的正面與負面意義   郭瓊瑤 撰 

碧巖崖下：武帝問達摩楊惠南 撰 

談“śakra”的藏譯“brgya byin”──一個重要的佛經翻譯現象   趙淑華 撰 

 

第 81 期 

真諦的阿摩羅識義與《九識章》的一些問題    蔡伯郎 撰 

「證智」(abhiññā)在尼柯耶與阿含經中的用例    越建東 撰 

碧嚴崖下：趙州至道無難與馬大師不安   楊惠南 撰 

 

第 82 期 

天台漸次止觀判攝問題之研究   楊惠南 撰 

西藏寧瑪派之禪觀－《禪定目炬》評介   梅靜軒撰 

唯識無境在倫理學上的意涵   蔡伯郎  撰 

 

第 83 期 

建立天台宗的深層生態學─以湛然《金剛錍》的「無情有性」為中心   楊惠南 撰 

佛教的現代主義與禪定體驗的修辭   Robert H. Sharf 著 萬金川 譯 

無畏山派的色法與睡眠色   林隆嗣 著 釋洞崧 譯 

 

第 84 期 



《南瀛佛教》中的淨土思想   楊惠男 撰 

一切智者與所知之考察─以《真實綱要難語釋》3267 偈注釋為主   釋見弘 撰 

西藏寧瑪派伏藏文獻之長壽、療癒與解脫   梅靜軒 撰 

 

第 85 期 

明清時期台灣佛寺詩詞的幾個類型   楊惠南 撰 

安世高譯經造詞述要－以《陰持入經》“色”字造詞為中心   劉勁松 撰 

梵漢藏三本《瑜伽師地論》〈本地分〉中〈五識身相應地第一〉及〈意地第二〉之對勘研究   廖本聖 撰 

 

第 86 期 

從《大智度論》看〈發趣品〉的十地思想   釋厚觀 撰 

「根本說一切有部律」研究史回顧──以成書年代為中心   屈大成 撰 

在巴利註釋文獻裡 sacca 的分類──與《解脫道論》之比較   林 隆嗣 著  釋洞崧 譯 

 

第 87 期 

觀世音菩薩之當代繼承與闡揚：以時空向度與宗教文化遺產為視角   蔡耀明 撰 

《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經題考   李周淵 

《法句經》（T210）的詮釋與翻譯：以法光法師《法句經之英譯及研究》為例    蘇錦坤 撰 

 

第 88 期 

正性離生、菩薩位之探究   釋厚觀 撰 

On the Six Sense-spheres (2)－A Translation of Saṃyukta-āgama Discourses 230 to 249   Bhikkhu Anālayo 撰 

上座部大寺派與無畏山派裡頭陀支的解釋─關於《解脫道論》的所屬部派   林 隆嗣著  釋洞崧 譯 

 

第 89 期  

佛教意識哲學專輯・導言   林恕安、胡志強、耿晴 合著 



意識如何緣取不存在的對象？：以經量部上座的理論與說一切有部眾賢的批評為中心   耿晴 撰 

護法《成唯識寶生論》論知覺及其所緣：兼與當代理論之交涉   胡志強 撰 

從三性的批判談清辨對無分別智的主張   林恕安 撰 

 

第 90 期  

《大智度論》無生法忍之探究   釋厚觀 撰 

台灣佛教古詩選輯：從明鄭到日治時期第 1 首～第 20 首   楊惠南 撰 

On the Six Sense-spheres(3)－A Translation of Saṃyukta-āgama Discourses 250 to255   Bhikkhu Anālayo 撰 

 

第 91 期  

《金藏》興國院本與廣勝寺本《毗沙門天王經》對勘   萬金川 撰 

《中部》後置式關係句的形式、功能與漢譯現象   釋堅融 撰 

台灣佛教古詩選輯：日治時期第 50 首～第 100 首   楊惠男 撰 

 

第 92 期  

未生冤已成：當為政治與宗教隱喻之阿闍世   黃柏棋 撰 

從漢譯「根有部律」看古印度佛寺的建築與布局   屈大成 撰 

台灣佛教古詩選輯：日治時期第 101 首~第 120 首  楊惠南 撰 

 

第 93 期 

《中論・觀時品》時間哲學之研究   蔡耀明 撰 

註釋傳統重建的多重面相－以晚明《成唯識論》註釋傳統的重新建構為例   楊志常 撰 

台灣佛教古詩選輯：日治時期第 121 首~第 134 首  楊惠南 撰 

 

第 94 期 

修持與療癒之間：六朝隋唐之佛教醫療實踐初探  梅靜軒 撰 



六群比丘再評價：以漢譯「根有部律」為基本資料  屈大成 撰 

台灣佛教古詩選輯：日治時期第 135 首~第 150 首  楊惠南 撰 

 

第 95 期 

本期專題：《可洪音義》與佛典校勘 

序言  釋知如、釋慧法、林恒卉 合著 

可洪音義所出〈《出曜經．念品》音義〉之校勘  釋知如 撰 

《四分律》尼戒前二篇校勘及異文類型分析─以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所出詞條為主  釋慧法 撰 

《本事經》〈卷三〉之校勘─以○初○金○再○思○磧○新諸藏經版本暨可洪、慧琳音義等之考察  林恒卉 撰 

 

第 96 期 

從佛教觀點看神經語言程式學  呂凱文 撰 

藏譯佛典譯語初探─以藏文《心經》為中心 蘇南望傑 撰 

台灣佛教古詩選輯：日治時期第 151 首~第 170 首  楊惠南 撰 

 

第 97 期 

從真理的「如實性」與「無顚倒性」看瑜伽行派三種勝義成立的脈絡與內涵  陳一標 撰 

《大正藏》頁底註的訛誤─以第一、二冊為主  蘇錦坤 撰 

台灣佛教古詩選輯：日治時期第 171 首~第 200 首  楊惠南 撰  

 

第 98 期 

「為佛教，為眾生」：試探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之師徒因緣及其傳承意義 釋德晟 林建德 撰 

佛教經典之「大般涅槃」義理研究  萬伶芳 撰   

台灣佛教古詩選輯：日治時期第 201 首~第 220 首  楊惠南 撰 

 

第 99 期 



大乘莊嚴經論譯作「相」的 lakṣaṇa 和 nimitta 的研究－以三性說和幻喻為中心  陳一標 撰 

反思辛島靜志〈說一切有部法義「篡入」法藏部《長阿含經》的漢譯《十上經》〉一文的論點  蘇錦坤 撰 

台灣佛教古詩選輯：日治時期第 221 首~第 240 首  楊惠南 撰 

 

第 100 期 

從「虛空粉碎」論聖嚴禪法與泰國森林傳統的「開悟經驗」  釋覺心 撰 

正知與念  無著比丘(Bhikkhu Anālayo) 原著  釋心承 譯 

台灣佛教古詩選輯：日治時期第 241 首~第 270 首  楊惠南 撰 

 

第 101 期 

佛教時空視角的生死洞察  蔡耀明 

由《沙門果經》與《薄伽梵歌》探討剎帝利之罪惡與救度  吳芬錦 

台灣佛教古詩選輯：日治時期第271首〜第300首  楊惠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