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漢傳佛教青年學者論壇」議程表 

      “Young Scholars’ Chinese Buddhism Forum”   

        6月 27日星期六  Saturday, June 27  

 

時間 Time 活  動 Activities 

08:30-08:45                           報到‧入座 Registration 

      第四場 論文發表 Fourth Session 

A 會場—教育行政大樓二樓 國際會議廳 B 會場—教育行政大樓一樓會議廳 

  漢傳佛教中觀思想之研究 
曾幾佛場‧何時梵剎？── 

多重視角下的寺院空間變化研究 

08:45-10:50 

 

四人組發表 

     題目/ Title: 

澄觀中觀思想之研究

──以《華嚴法界玄

鏡》「真空觀」之論述

為主 

發表人 / Presenter: 

林銘光 

華梵大學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主持人 

Chairperson 

 

康特教授 

    華梵大學 

東方人文思想

研究所 

 

評論人 

Discussant 

 

何建興教授 

    南華大學 

   宗教研究所 

 

     題目/ Title: 

一山中有塵數剎，音聲

海中洗塵埃──峨眉山

詩中的「普賢聖境」與

「心靈圖景」 

發表人 / Presenter: 

黃郁晴 

  清華大學中文所 

主持人 

Chairperson 

 

王三慶教授 

     成功大學 

    中國文學系 

 

評論人 

Discussant 

 

汪娟教授 

     銘傳大學 

 應用中國文學系 

     題目/ Title: 

僧肇與龍樹的時間觀

──〈物不遷論〉與《中

論》的對比 

發表人 / Presenter: 

周延霖 

華梵大學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題目/ Title: 

北魏平城佛教物質文化

研究――以佛教寺院爲

中心 

發表人 / Presenter: 

      王友奎 

北京清華大學 

美術學院藝術史論系 

     題目/ Title: 

論天台智顗對「不生」

之詮釋──以《摩訶止

觀．破法遍》及《中論．

觀因緣品》之語言策略

為路徑 

發表人 / Presenter: 

范明麗（能中） 

華梵大學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題目/ Title: 

唐代敦煌石窟的內部空

間與主題變化之攷索 

發表人 / Presenter: 

      簡佩琦 

  成功大學中文所 



     題目/ Title: 

 吉藏語言觀之研究 

發表人 / Presenter: 

余淑芳 

華梵大學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題目/ Title: 

宋代寺院的制度改革及

空間重組 

發表人 / Presenter: 

       國 威 

      四川大學  

   文學與新聞學院 

10:50-11:05                       休息‧茶敘時間 Break 

第五場 論文發表 Fifth Session 

A 會場 

佛性思想之釐清與詮釋 

B 會場 

東亞禪宗與詩歌（11至 17世紀） 

11:05-12:40 

 

三人組發表 

     題目/ Title: 

以「不二中道」理解「佛

性」的意義──以《大

乘玄論・卷第三》為依

據 

發表人 / Presenter: 

 李明書 

臺灣大學 

哲學系東方哲學組 

主持人 

Chairperson 

高柏園教授 

    淡江大學 

   中國文學系 

 

評論人 

Discussant 

高柏園教授 

    淡江大學 

   中國文學系 

 
蔡耀明教授 

 臺灣大學哲學系 

     題目/ Title: 

「香、禪、詩」在北宋

與室町時代的初會──

以黃庭堅和「山谷抄」

為中心 

發表人 / Presenter: 

商海鋒 

   中央研究院 

   中國文哲研 

 究所博士後 

主持人 

Chairperson 

 

黃敬家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 

 

評論人 

Discussant 

 

Mr. Corey Lee Bell 

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

博士候選人 

     題目/ Title: 

《成唯識論》中佛性思

想之特色──以二重

詮釋為切入 

發表人 / Presenter: 

包 蕾 

臺灣大學 

哲學系東方哲學組 

     題目/ Title: 

但倚光嚴入道場──明

清之際的長干塔與空間

書寫 

發表人 / Presenter: 

鄭妙苗 

復旦大學中國古代 

文學研究中心 

     題目/ Title: 

從「如來藏」的離於言

說論眾生成佛之依據 

發表人 / Presenter: 

劉政明 

臺灣大學 

哲學系東方哲學組 

     題目/ Title: 

Do Arhats cry for the 

Buddha? 

 

發表人 / Presenter: 

   Jason Protass 

   PhD Candidate, 

  Stanford University 

12:40-13:45                                      午齋‧休息時間 Lunch Break 

第六場 論文發表 Sixth Session 

A 會場 

《壇經》千載的流變與傳承──版本、傳播與文化脈動 

B 會場 

明清佛教禪淨文化的教育與傳播 



 13:45-15:50 

 

四人組發表 

   題目/ Title: 

唐宋時期《壇經》多元

身份之變遷 

發表人 / Presenter: 

      釋果興 
    法鼓文理學院 
      佛教學系 

主持人 

Chairperson 

 

果暉法師 

法鼓文理學院 

佛教學系 

 
評論人 

Discussant 

 

周伯戡教授 

 臺灣大學歷史系 

   榮休教授 

  題目/ Title: 

淨土行者袁宏道──

從袁小修〈紀夢〉為起

點的分析 

發表人 / Presenter: 

 謝智光 

國立中正大學 

中文所 

主持人 

Chairperson 

 
馮朝霖教授 

      政治大學 
      教育學系 
 

評論人 

Discussant 

 
馮朝霖教授 

      政治大學 
      教育學系 
 

劉靜宜教授 

      臺東大學 

華語文學系 

   題目/ Title: 

元明時期《壇經》的融

匯與攝受 

發表人 / Presenter: 

李小白 

華東師範大學 

歷史系 

  題目/ Title: 

《周易禪解》中的「圓

相」體系 

發表人 / Presenter: 

 張尉聖 

    國立中正大學 

       中文所 

   題目/ Title: 

明清時期《嘉興藏》為

何收入《壇經》 

──禪宗典籍入藏問

題探討 

發表人 / Presenter: 

釋法幢 

北京大學哲學系 

  題目/ Title: 

從虛雲老和尚僧團看

叢林生活的生態村思

維 

 

發表人 / Presenter: 

謝智如 

國立政治大學 

教育研究所 

   題目/ Title: 

清末民初之丁福保與

《六祖壇經箋注》 

發表人 / Presenter: 

于海兵 

華東師範大學 

歷史系 

  題目/ Title: 

法華七喻對全人教育

的啟示：以憨山大師

《法華經通義》為例 

發表人 / Presenter: 

      黎佩欣 

國立政治大學 

教育研究所 

15:50-16:05                                    休息‧茶敘時間 Break 

第七場 論文發表 Seventh Session 

A 會場 

五至七世紀中亞與漢地觀想禪修的文本與實踐 
B 會場 

16:05-17:40 

 

三人組發表 

   題目/ Title: 

5世紀漢譯禪修經典與

中亞出土禪經中的念

佛 

發表人 / Presenter: 

     趙文 

德國慕尼黑大學 

佛教研究項目 

主持人 

Chairperson 

張文玲教授 

國立故宮博物院 

 

評論人 

   



   題目/ Title: 

試論龜茲石窟第二種

畫風洞窟券頂圖像禪

觀意涵 

發表人 / Presenter: 

      王 芳 

德國慕尼黑大學 

佛教研究項目 

 

Discussant 

 
蔡耀明教授 

臺灣大學哲學系 

 
張文玲教授 

國立故宮博物院 

 
倉本尚德教授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題目/ Title: 

六世紀中國北方《觀無

量壽經》流行之原因試

探 

發表人 / Presenter: 

     曾堯民 

臺灣大學 

歷史學研究所 

  

17:40-18:00 閉幕典禮 Closing Ceremony  (A 會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