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屆漢傳佛教與聖嚴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 

6月 29日（星期四） 

時間 感恩/卡博廳（實體+視訊#1） 貝塔/噶瑪廳(實體+視訊#2)   西特/瑞特廳(實體+視訊#3) 艾爾法/奧米伽廳(實體)  西格瑪/岱爾達廳（實體） 

08:30-09:10 報到 

X X X X 

09:10-09:20 開幕式：方丈和尚 致詞 

09:20-09:30 聖嚴漢傳佛教研究中心主任林鎮國教授 致詞 

09:30-09:40 大合照 

09:40-10:30 

主持人：林鎮國 

專題演講：衣川賢次 

主題：南宋臨濟禪初傳日本之研究–以蘭溪道

隆爲例 

10:30-10:50 茶敘 茶敘 茶敘 茶敘 茶敘 

10:50-11:50 

【聖嚴法師的思想與實踐】 

主持人：越建東 

1. 聖嚴法師早期禪修層次演變之研究--以 

1976 年至 1982 年為主（楊蓓、釋常

慧）  

回應人：越建東 

2. 聖嚴法師的默照禪與宏智正覺禪師的承

先啓後 (釋果幸) 

回應人：俞永峯 

【心靈環保與社會實踐】         

主持人：釋果鏡 

1. 進化、靈力、正信：聖嚴法師 1980 年代

對民間信仰批評中的通俗現代主義  

(芮哲)  

回應人：闞正宗 

2. 自我轉化的修行技藝：探索日常生活中

的禪修實踐 (劉怡寧) 

回應人：蔡怡佳 

【漢傳佛教四百年：文獻、歷史與文化】         

主持人：蕭麗華 

1. 近世佛教文學的再省思 (廖肇亨) 

回應人：蒲傑聖 

 

【佛教論典的形成、注疏與傳播】         

主持人：李幸玲 

1. 佛教論典的形成、注疏與傳播：從

Sheldon Pollock 的觀點切入 (林鎮國) 

回應人：鄧偉仁 

2. 戒定（1750-1805）《成唯識論戒定鈔》

研究 (簡凱廷) 

回應人：鄧偉仁 

【漢傳佛教四百年：文獻、歷史與文化】         

主持人：陳玉女 

1. 覺浪道盛的以禪解儒 (徐聖心) 

回應人：陳威瑨 

2. 清代僧錄司制度的建立與變化 (曾堯民) 

回應人：徐維里 

11:50-12:10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12:10-13:10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13:10-14:10 

【聖嚴法師的思想與實踐】 

主持人：蔡金昌 

1. 菩薩學處與法鼓山：試論太虛大師至聖

嚴法師的承先啟後 (陳維武) 

回應人：宣方 

2. 論聖嚴法師「他方淨土」至「人間淨

土」之思路辯證 (張盈馨) 

回應人：蔡金昌 

專題：中國佛教文學史（下冊） 

主持人：林鎮國 

主講人：廖肇亨、林智莉 

回應人：蕭麗華 

 

【漢傳佛教四百年：文獻、歷史與文化】         

主持人：闞正宗 

1. 二十世紀中前期臺灣佛教的思想系譜：

以曾景來為線索 (嚴瑋泓、藍紹源) 

回應人：侯坤宏 

2. 日治時期臺灣的新佛教運動—以《南瀛

佛教》所見佛教改革倡議者為中心 

(林韻柔) 

回應人：闞正宗 

【佛教論典的形成、注疏與傳播】         

主持人：簡凱廷 

1. 陳那《觀所緣論》前二頌之詮釋與因明

問題：從護法到漢傳的傳承與演變 

(胡志強) 

回應人：楊得煜 

2. 何決是非偏破西明？--以「尋伺」的案

例研究 (楊得煜) 

回應人：胡志強 

【漢傳佛教四百年：文獻、歷史與文化】         

主持人：高柏園  

1. 華嚴經教與彌陀信仰：清代淨土思想發

展之一側面 (吳孟謙) 

回應人：簡瑞瑤 

2. 何似秦時𨍏轢鑽───三峰派禪僧之多元

著作與意涵 (張雅雯) 

回應人：吳孟謙 

14:10-14:30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14:30-15:00 茶敘 茶敘 茶敘 茶敘 茶敘 

15:00-16:00 

【心靈環保與社會實踐】 

主持人：闞正宗 

1. 宗教重返與現代主義的角力：聖嚴法師

禪法與其禪修理論 (鄧偉仁) 

回應人：釋果光 

2. 森林療癒所引介之基礎佛法概念 

(黃韻如) 

回應人：釋果鏡 

 

主持人：蔡怡佳 

1. 修行、照見與流動：資深心理治療者經

歷修行啟發後的生活經驗 (李維倫、李

嘉玲) 

回應人：蔡怡佳 

         

【佛教論典的形成、注疏與傳播】         

主持人：莊國彬 

1. 《法蘊足論·緣起品》對《甕喻經》的引

用——以梵、巴、漢本《甕喻經》為基

礎 (閻孟珠)  

回應人：莊國彬 

2. 遼代佛教戒律的另一面：梵網菩薩戒在

契丹一代的傳播與影響 (王若賓) 

回應人：邱子倫 

【聖嚴法師的思想與實踐】 

主持人：辜琮瑜 

1. 禪、戒與倫理：以聖嚴法師思想為主要

探討 (朱麗亞) 

回應人：釋常寬 

2. 從自我到他者：以聖嚴法師《比較宗教

學》為研究核心 (劉韋廷) 

回應人：辜琮瑜 

【漢傳佛教四百年：文獻、歷史與文化】         

主持人：林保堯 

1. 晚明清初視覺文化中的居士藝術：吳彬

與其畫風之衍生 (陳韻如) 

回應人：林麗江 

2. 京都古寺參與明治初期新式展示之意義

初探 (巫佩蓉) 

回應人：陳韻如 

16:00-16:20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6月 30日（星期五） 

時間 感恩/卡博廳（實體+視訊#1） 貝塔/噶瑪廳(實體+視訊#2)   西特/瑞特廳(實體+視訊#3) 艾爾法/奧米伽廳(實體)  

09:00-09:30 報到 

X X X X 
09:30-10:20 

主持人： 廖肇亨 

專題演講：陳玉女 

主題：從《嘉興藏》的海內外流通再思考明

清佛教的歷史地位  

10:20-10:40 茶敘 茶敘 茶敘 茶敘 X 

10:40-11:40 

主持人：釋果光 

1. 來果妙樹：一個現代禪師的形塑 

(本博澤) 

回應人：吳疆 

2. 療疾型文本：金聖歎的《第六才子書》

與佛教的懺悔 (柏艾嘉) 

回應人：芮哲 

 

【漢傳佛教四百年：文獻、歷史與文化】 

主持人：陳玉女 

1. 近代閩南佛教的改革（1860s-1920s） 

(林盈君)  

回應人：侯坤宏 

2. 從佛教現代性角度考察 1912-1937 年間的漢傳佛教佛

誕 (李曈)  

回應人：林韻柔 

【心靈環保與社會實踐】 

主持人：李玉珍 

1. 迦葉波長老辦學理念暨行誼探源 (釋演正) 

回應人：蔡伯郞 

2. 當代緬甸泰國之漢傳華僧對戒律踐行與在地化概況  

(邱子倫) 

回應人：劉宇光 

【聖嚴法師的思想與實踐】 

主持人：釋果鏡 

1. 聖嚴法師對各類修行經驗的融貫與次第化詮釋  

(釋覺心) 

回應人：越建東 

2. 聖嚴法師天台教學系統之研究與建構－以聖嚴法師

《天台心鑰》教學逐字稿為主 (辜琮瑜) 

回應人：王晴薇 

X 

11:40-12:00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X 

12:00-13:00 
2020 聖嚴漢傳佛教傑出博士論文獎專題 

郭珮君:「東亞文化交流中的天台佛教」 
午餐 午餐 午餐 X 

13:00-14:00 

【佛教論典的形成、注疏與傳播】    

主持人：胡志強 

1. 東亞對勝論哲學的接納研究：以光嚴乗

體（1740-1807）的《勝宗十句義論釋

傍觀錄》為中心探討  

(Tadas Snuviškis) 

回應人：林佩瑩 

2. 空海(774-835)的「心」論:從《大日

經》到《秘藏寶鑰》(林佩瑩) 

回應人：Tadas Snuviškis 

 

13:00-15:00 

【心靈環保與社會實踐】 

主持人：辜琮瑜 

1. 心靈環保之環境教育-以法鼓心靈環保

教育園地為例 (釋果光) 

回應人：李元陞 

2. 兒童的宗教參與對父母教養和宗教參

與的影響:以法鼓山悟寶兒童營為例 

(釋演本) 

回應人：劉怡寧 

3. 心靈環保在全人教育的角色：以 21 世

紀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改變世界  

(劉雅詩)  

回應人：辜琮瑜 

13:00-14:00 

【漢傳佛教相關研究】    

主持人：林韻柔 

1. 孫綽〈遊天台山賦〉的般若因緣——兼

論佛教與天台山早期神聖性的構建 (王

珺瑶) 

回應人：曾堯民 

      

 

13:00-15:00 

【聖嚴法師的思想與實踐】 

主持人：釋果鏡 

1． 從解脫道到菩薩道的實踐──以聖嚴法

師 《三十七道品講記》詮釋為主 

    (蔡金昌) 

 回應人：鄧偉仁 

2. 聖嚴法師話頭禪法疑情之心心所法試

析 (許哲銘) 

回應人：釋果鏡 

3. 《法鼓山僧團瑜伽燄口施食儀之傳承

發展研究》 (陳省身) 

回應人：洪錦淳 

 

X 

14:00-14:20 綜合討論 14:00-14:20 綜合討論 

14:20-14:40 茶敘 14:20-14:40 茶敘 

14:40-15:40 

主持人：李玉珍 

1. 親緣與歸屬：儒家對佛教實踐的深刻欣

賞 (艾靜文) 

回應人：耿晴 

2. 靈性的統一境：靈性與社會層次的佛身

–聖嚴法師淨土教學之洞見 

(Hune Margulies) 

回應人：艾靜文 
15:00-17:00 

【漢傳佛教四百年：文獻、歷史與文化】         

主持人：涂艷秋 

1. 東晉佛教傳法中的莊子──以廬山慧遠

法師「連類」《莊子》為例 

(李宗定) 

回應人：謝如柏 

2. 佛教在瑤族：以越南瑤族書主陸印

綢、歐道得、黃印廷為例 (郭正宜) 

回應人：劉宇光 

3. 明初瑜伽教確立的社會歷史背景 

——以元末皇室、雪堂總統刊刻水陸

儀文為中心 (唐玥)  

   回應人：簡凱廷 

14:40-15:40 

【心靈環保與社會實踐】 

主持人：楊蓓 

1. 佛教的現代主義與本土化：梅村的實踐 

(汲喆)  

回應人：陳維武 

2. 心靈環保與社會實踐——基於西南地區

某高校調查為例，對後疫情時期當代大學

生心理健康提升的研究 (吳小麗)  

回應人：翁士恆 

 

 

 

 

15:00-17:00 

【心靈環保與社會實踐】 

主持人：池祥麟 

1. 消費與永續發展：探討聖嚴法師

「心靈環保」對當代永續發展與經

濟生活之意義 (許永河) 

     回應人：池祥麟 

2. 當佛法遇到經濟學原理: 探索佛教

經濟學的基本原理 (江靜儀) 

     回應人：詹場 

3. 企業領導人應用佛法的社會價值與

影響力研究—以社會投資報酬分析  

(陳定銘、蔡康正、鄭逢緯) 

回應人：許永河 

X 

15:40-16:00 綜合討論 15:40-16:00 綜合討論 



 

 

7月 1日（星期六） 

時間 感恩/卡博廳（實體+視訊#1）   貝塔/噶瑪廳(實體+視訊#2)  西特/瑞特廳(實體+視訊#3)   

09:30-10:00 報到 報到 報到  X 

10:00-12:00 

 主持人：蔡振豐 

1. 援莊證禪—試析「象罔得珠」寓言在禪

門公案中的運用 (李庚道) 

回應人：徐聖心 

2. 「八不」與「延異」：龍樹《中論》與

雅克‧德希達解構主義語言哲學觀的比較

研究 (吳素真) 

回應人：嚴瑋泓  

3. “人向鼻頭參”——從當代感官心理學

與感官哲學看北宋漢傳佛教傳統中

“禪、香、詩”的關聯 (紀語) 

回應人：黃莘瑜   

【漢傳佛教四百年：文獻、歷史與文化】         

主持人：廖肇亨 

1. 從輯軼到轉譯——南源性派《鑑古錄》的成書與弘化 

(劉家幸)  

回應人：廖肇亨 

2. 因愛而入藝‧因藝而入道：論奚淞的宗教文學創作 

(楊雅儒) 

回應人：李玉珍 

3. 近世日本天台宗的儀式文本與護國思想：以《東照宮大

權現講式》為例 (郭珮君) 

回應人：林佩瑩 

【聖山、造像與文獻： 漢傳佛教的菩薩信仰】         

主持人：王三慶 

1. 敦煌地藏菩薩造像形態之探討 (簡佩琦) 

2. 大足石刻中所見之文殊像 (郭鎧銘) 

3. 芳蹤歷歷盡描摩，領略層巒信不誣：清

末峨眉山與譚鍾嶽《峨山志圖說》探析 

(黃郁晴) 

回應人：楊明璋 

 

X 

12:00-13:00 午餐 午餐 午餐 X X 

13:00-16:20 

【瑜伽行派範式中的經典依據與詮釋】 

主持人：林鎮國 

1. 再議種子(bīja)與種子性(bījabhāva) 

(高明元)  

回應人：竇敏慧 

2. 論瑜伽行派對經文解釋的一個面向— 

以《瑜伽師地論・攝異門分》中關於

「精進」的經文解釋為主題 (中山慧輝)  

回應人：簡汝恩 

3. 論《成唯識論》中「念」的功能：兩種

記憶模式及其於解脫論中的作用  

(簡汝恩) 

回應人：崔成昊 

4. 瑜伽行派「唯名」說的發展 (崔成昊) 

回應人：中山慧輝 

5. 瑜伽行派解脫論述－以《大乘莊嚴經

論》中的種子與薰習為核心 (竇敏慧) 

回應人：高明元 

13:00-14:00 

【前近代東亞佛教與政治互動的新探索】         

主持人：黃庭碩 

1. 當為轉輪聖王，王四天下：《梁書‧諸夷

傳》脈絡中的南洋表文 (胡頎) 

2. 漸入體制：五代時期東南國家的佛教

控管及禪宗境遇 (黃庭碩) 

回應人：曾堯民 

主持人：李維倫 

1. 專業菩薩：北美禪佛教助人者的職業化挑

戰  (鄭利昕) 

回應人：楊蓓 

 

 

X 

14:00-14:20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X X 

14:30-14:50 茶敘 茶敘 X X 

14:50-15:50 

【前近代東亞佛教與政治互動的新探索】         

主持人：黃庭碩 

1. 元代江南的寺院經濟 (徐維里) 

回應人：黃庭碩 

2. 清虛休靜儒佛會通論的特點及意義—

—以〈儒家龜鑑〉為主 (任洧廷) 

回應人：王矞慈 

 

X X 

15:50-16:10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X X 

16:20-16:50 
感恩廳/貝塔廳/西特廳 綜合座談：  

主持人：鄧偉仁 / 與會學者：衣川賢次、陳定銘、竇敏慧 

16:50-17:00 感恩廳/貝塔廳/西特廳 閉幕式：楊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