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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昇東亞�東南亞⼈間佛�研���港中⽂⼤學「⼈間佛�研�中⼼」推動「⼈

間佛�東亞�東南亞研��書」專書寫作計畫�針對中國⼤���港�臺灣��

國�⽇本��加坡�⾺來西亞�越南�泰國�緬甸���開展⼈間佛��布��況

�⾏研��勾勒當代⼈間佛�在東亞�東南亞的發展軌��

東亞�東南亞之⼈間佛��具⼈⽂關懷��括⽂����慈�救濟��理發揚

�諸��域�����套�書結�20位學者專家�共出�⼗六本專���現

�⾼參考價值�為�現代佛�研�提供�為重�的�史�絡�中⼼���書作

者�享研�成果��學者專家惠�洞⾒���海��⼤�君⼦�四眾⾼德�共

襄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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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注意事項 

每場發表�間為1⼩��主�⼈發⾔�間為10�鐘�

��介紹主講⼈���⼈��容僅包括���所屬單位�⽬���和報告

題⽬（約3�鐘）�

對報告�容�⾏�短講評（約7�鐘）�引�本場��確�準�結束；

合理�置臨�發⽣的意��況�

負責主�每場主題發表�其主��責是�

6

在⼤會每場發表正式開�之��提� 15�鐘���絡會議室�⾏準�；

 主講⼈發⾔27�鐘�����⼀�提�； 30�鐘�����⼆�提�；

 ��⼈發⾔17�鐘�����⼀�提�； 20�鐘�����⼆�提��

「書論教法 · 入佛智海: 東亞與東南亞人間佛教研究叢書」發表會

 #2 主�⼈ 

��照會議的�求�使⽤�⼀的PPT�本；

發⾔�間為30�鐘��在30�鐘内完成報告�

 #3 主講⼈ 

�果使⽤PPT��使⽤�⼀的PPT�本；

發⾔�間為20�鐘��在20�鐘内完成點評�

 #4 ��⼈ 

Zoom會議 ID：933 0237 3876   密碼�593098

Zoom�結�https://reurl.cc/OE4Gzr

 #5 ZOOM缐上會議 

��QR Code
��ZOOM

議事規則

https://reurl.cc/OE4Gzr


�會者�介

澳門大學哲學博士，現任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道家古典學研究
中心主任。致力於道教經書、制度、人物、仙傳、碑石、儀式等領域，著有《整
合及制度化：唐前期道教研究》、《聖僧的多元創造：菩提達摩及其他》、《泡
影集：新見唐代道士碑誌疑義舉例》、《十字門內飄法雨：澳門當代佛教問題研
究》、《賡續與過渡——中晚唐道教側寫》；譯著《李白與中古宗教文學研究》
（by Paul W. Kroll）、《政治與般若》（Politics and Transcendent
Wisdom by Charles D. Orzech）和《中古道教文學研究》（by Paul W.
Kroll）等。

現為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講師。主要教研興趣為生命及價值教育、生涯
規劃等。近年著作包括：

白照杰

江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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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C. K. J., Yip, Y. W. S., & Kong, H. M. R. (Eds.). (2021). Life and

Moral Education in Greater China [The Routledge Series on Life and

Values Education in a Changing World]. Singapore: Routledge.

The impact of compassion from others and self-compassion o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flourishing, and meaning in life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Mindfulness, (co-authors)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self-efficacy for moral and character

education and its predictors: A Hong Kong perspective. Teachers and

Teaching: Theory and Practice, (co-authors).



中山大學歷史系外來宗教文化博士，現任華南農業大學人文與法學學院副院長、
院學術委員會主任，華南農業大學宗教與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華南師範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世界史專業博士生導師，海外研究生生導師組組長，嶺南佛教文化
研究院執行院長。兼任任中國宗教學會理事、廣東宗教學會副會長、廣東中華民
族凝聚力研究會副會長。著有《晉唐南海道求法高僧群體研究》、《晉唐南海絲
路弘法高僧群體研究》、《當代漢傳佛教寺院管理初探》等著作近十部，以及發
表論文100多篇。

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及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領
域為道教歷史與思想、近百年中國佛教史、中外宗教關係與對話。2011、2016
年先後擔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攻關專案《中國地方誌佛道教文獻匯纂》（1039
冊）、《道藏集成》（第一至第十五輯），《中國現代佛教史（1912年至
今）》（多卷本）首席專家。出版著作《佛法觀念的近代調適》、《人間佛教與
現代港澳佛教》、《近代中國宗教文化史研究（上、下）》等十餘部。

何方耀

何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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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雲南省玉溪師範學院文學院退休教授，中國國家社科基金評審專家。曾任玉
溪師範學院南傳佛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長。主要研究方向為生命哲學、美學
、文學、心理學、禪修學，已出版《佛教文學概論》、《生命整合心理學》、
《<壇經>大生命觀論綱》、《悲憫的跫音——南傳佛教人文關懷實踐研究》、
《吳正榮詩歌選集》等8部專著，發表論文5 0餘篇。

吳正榮



現任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武漢大學中國宗教文獻與宗教文學研究中心主任。主
要從事元明清文學，宗教文學，文學與圖像研究。出版有《神道設教：明清章回
小說敘事的民族傳統》、《文化與文學：八仙故事系統的內在風神》等著作，並
且主編12卷25冊本中國宗教文學史。曾獲教育部新世紀人才，武漢大學十佳教
師等稱號。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現任香港浸會大學中華基督教研究中心及應
用倫理學中心研究員，曾任教於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哲學系、國立清華大學、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中興大學、香港浸會大學等高校。專攻比較宗教學，對中國儒釋
道三教及基督宗教皆有硏究。著有《百家出入心無礙》、《對比的視野：現代港
台哲學論衡》、《中國近現代思想與社會》、《當代儒佛研究論衡》等專書。編
有《儒學辭典》、《全人教育：中國與西方》、《誰的烏托邦》、《田立克與東
亞宗教》等書。

吳光正

吳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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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宗教學博士，現任內蒙古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學
者。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佛教哲學，宋代天臺宗思想研究，宋明理學等。發表
〈如來藏與智顗一念心概念之比較〉、〈時間的錯置—基於有部“三世有”分析佛
教時間觀〉等論文。

吳畏



現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副院長，北京大學宗教文化研究
院副院長、北京大學佛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中國佛教史、中國宗教史和
佛教哲學，出版《人文宗教引論》、《天臺智者研究》、《歐美佛教學術史》等
10餘部論著，譯有《佛教征服中國》，主編學術集刊《人文宗教研究》。

現任西北大學玄奘研究院院長，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
臺灣人間佛教研究院榮譽教授及浙江佛學院、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鑒真佛學
院的研究生導師。出版《觀音信仰的淵源與傳播》《南北朝佛教編年》等著作10
部；發表論文200餘篇；相繼主持過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宋元明清時期中國
漢地觀音信仰研究》、國家冷門絕學專項《漢傳佛教阿育王文獻整理與研究》等
四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和兩項國家出版基金專案。

李四龍

李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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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碩士學位，研究興趣以禪淨思想、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
想、佛教管理學為主。曾發表〈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以《星雲詩偈》為
例〉、〈星雲大師的環保思想〉等論文，著有《東山法門禪法研究》、《人間的
一朵連—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路》等專書。

李枝憙



現為香港教育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文學及文化學系副教授、博士課程總監，主
要研究興趣為中國古代思想和文本，尤其關注其文學及詮釋的範式意義，著有專
書《疏證與析證：清末民初中國文學研究的範式轉移》、《傳統的終結──清代
揚州學派文論研究》、《靈化無窮──中國神話解讀》等，另有論文數十篇，發
表於各地著名學術期刊。

臺灣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現任實踐大學高雄校區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
授，曾任《成大中文學報》(THCI第1級)編輯助理、《人間佛教硏究》執行編
輯。曾獲臺南極樂寺至善教育基金「淨空漢學人才培育獎助學金」、華嚴蓮社、
慧炬機構之佛學論文獎學金、第八屆與第九屆忠義文學獎大專組論文類獎項。關
於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之硏究，至今發表專書1本、期刊5篇、專書論文5篇。

李貴生

李聖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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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哲學博士，現任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兼金寶校區
系主任。學術專業為佛教學研究，亦長期關注馬來徐婭華人民俗文化書寫，結集
出版有多部檳城專著，參與及主持「英屬馬來亞的第一代佛教人物：跨國界的歷
史」（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馬來（西）亞第一代佛教佛教人物研
究」（馬來西亞霹靂州政府團結與強化局）、「霹靂怡保岩洞廟宇史跡調查」
（馬來西亞霹靂州政府非伊斯蘭事務局）等等。

杜忠全



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曾任國史館編纂處處長，現任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教
授。以臺灣史及近百年來漢傳佛教史為研究領域，撰有：《印順法師年譜》、
《流動的女神──觀音與媽祖》、《浩劫與重生：一九四九年以來的大陸佛
教》、《太虛時代──多維視角下的民國佛教（1912-1949）》、《論戰後臺
灣佛教》、《論近代香港佛教》、《論馬來西亞近代漢傳佛教：一個局外人的觀
察》等專書，以及《浩蕩赴前程：昭慧法師訪談錄》等21冊口述歷史叢書。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NUS「佛教研究」全額獎學金），論文主題《起
信．徵驗．書寫：清代修淨人士的宗教體驗》。現為德國波鴻魯爾大學（Ruhr
University Bochum）博士後研究員。曾獲2021年高雄歷史博物館文史研究獎
助、2019年聖嚴教育基金會「漢傳佛教」論文獎學金、法鼓山「漢傳佛教青年
學者論壇」研究獎助、2014年華嚴蓮社趙氏佛學論文獎學金。研究興趣為近現
代漢傳佛教、宗教儀式與修行體驗、海外華人宗教活動。

侯坤宏

徐郁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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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博士，現任武漢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武漢大學東亞
佛教詩學研究中心主任，韓國東國大學東亞海洋文明與宗教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
員。主要從事中國文論、佛教詩學等方向的研究。曾先後獲得湖北省社會科學優
秀成果獎二等獎、三等獎，湖北省文藝評論獎二等獎，韓國東亞人文學會優秀學
術獎，湖北省高等學校教學成果獎一等獎，高等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二等獎。

高文強



成功大學名譽教授。曾任成大中文系教授兼主任、特聘教授兼文學院長。香港中
文大學訪問教授、香港樹仁大學教授兼主任、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一級教授。專
著分四類：一，《春秋》左傳學專著，《左傳英華》等十三種。二，唐宋詩研究
專著，唐詩三百首鑑賞、宋詩之新變與代雄、印刷傳媒與宋詩特色、創意造語與
宋詩特色等十一種。三，宋代與清代之詩話研究三種。四，論文選題與研究創
新、研究綜述與論文選題、論文寫作演繹等三種。

現任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副教授、東南亞華人文獻研究中心主任，新加坡國立
大學中文系高級研究員，新加坡宗鄉總會學術組副主任，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
研究員。研究興趣為華族文化、中國儒釋道思想、新加坡佛／道教史和傳播模
式、海外華人史。 主要著作為《新加坡漢傳佛教發展概述》（合著）、《沿革
與模式：新加坡道教和佛教傳播研究》、《新加坡華文銘刻匯編1819－1911》
（合著）、《獅城佛光－－新加坡百年佛教傳播》。

張高評

許源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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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學河濱分校博士，現任西來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教授課程包含宗
教學基礎理論及研究方法，以及中國日本禪宗史、佛教倫理學、佛教儀式、宗教
神話學等專題，同時指導博士生論文研究計畫及寫作。研究專長領域，美國宗教
及亞裔美國佛教發展，現正從事以亞洲「人間佛教」理論及實作觀點，探討現代
佛教發展各項專題研究。

郭守仁



中國南京大學哲學博士，現任南方大學學院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著有《移民與
佛教：英殖民時代的檳城佛教》、〈婦女與宗教的發展——以檳島菩提學院為
例〉、〈人間佛教在馬來西亞的傳播與發展---乙太虛大師及其學生在馬來西亞的
活動為研究脈絡〉等。

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主任、佛學研究碩士課程主任。研究興趣為
於彌陀淨土教學及人間佛教、人間淨土等。主編《人間佛教研究》、《人間佛教
東亞、東南亞研究叢書》、《人間佛教管理叢書》等，著有《凝視人間．悲智雙
運：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性格與實踐範型》、《禪淨何爭？—聖嚴法師的禪淨思
想與體證》、《禪淨修持與靜坐體認》、《圓通證道：印光的淨土啟化》等十部
專書。

陳秋平

陳劍鍠

「書論教法 · 入佛智海: 東亞與東南亞人間佛教研究叢書」發表會

14

現為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副教授。主要教研興趣為秦漢思想與文化、語
文教育及評估（說話能力）、生命教育及價值教育等。近年著作包括：Fung
S.F., Orchard J. (2019). Confucius and the Relevance of Confucian
Philosophy to Contemporary Debates About Teaching. Peters M.
(eds),, Encyclopedia of Teacher Education (1-5). Singapore:
Springer。《揚雄研究──西漢學術範式衝突的折中之路》、《陰陽五行的階
位秩序─董仲舒的儒學思想》，《學派分類權實辨解──以「涅槃宗」的問題為
例》等專著。

馮樹勳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現任臺灣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研究專
長為唐宋詩學、蘇軾文學與思想、佛教歷史與文化和佛教文學等。著作有《唐宋
陶學研究》（上）（下）、《東坡文藝創作理論研究》、〈蘇軾筆下「圓照」之
考辨〉、〈從《月夜與客飲杏花下》到《記承天夜遊》——論蘇軾審美心靈的轉
化〉、〈從《佛法真義》談星雲大師的初心與無我之念〉、〈宋代醫僧的醫療行
為與社會影響〉、〈蘇軾與大覺懷璉之交游〉等數十篇論文。

現任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浙江大學佛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主
要從事先秦儒道哲 學、宋明理學、中國佛教哲學等方面的研究。曾任中華孔子
學會副會長、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2010年在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欄目主講
《名相管仲》與《傳奇王陽明》。著有《陳亮評傳》、《天台宗研究》、《王陽
明的生活世界》、《老子研讀》、《宋明儒學與浙東學術》等十餘部著作。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現為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中文系副教授兼
副院長、中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興趣包括儒佛道思想、華人移民社會、觀音及
民間宗教信仰等。近年在思考如何將在地的歷史文化轉型成為文化產業。主要學
術著作有《馬六甲三寶山墓碑集錄（1614-1820）》、《柔佛州華人地方誌：古
來再也縣新村》（合著）、〈1980年代星雲大師對馬來西亞佛教之影響探析〉、
〈觀音信仰與移民社會：以馬來西亞霹靂州金寶古廟為案例（1904-2014）〉、
〈禪藝融和：伯圓法師傳記評述〉等。

黃惠菁

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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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斌



政治大學中文系博士，曾任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玄奘大學教授兼文理學院院長
暨宗教系、所主任，華梵大學教授兼佛教學院院長等。曾親近懺雲法師、曉雲導
師等。繼承家學繼紹父祖遺志，成立「果庭書院學會」，以發揚傳統文化。提倡
漢傳佛教，修行以禪淨雙修，教理兼融，解行並重，八宗並弘，並以淨土為終極
之依歸所在。曾擔任隋唐佛學、華嚴思想、天台思想、禪學思想、中國思想史等
課程。著有《高僧傳─袈裟裏的故事》、《宋代理學與佛學》，及發表文學與佛
學方面論文百餘篇。

南京大學中國哲學博士，現任珠海學院佛學研究中心副教授、副總監（學術）。
曾在台州學院、浙江佛學院天台宗佛學院任教，兼任鑒真佛教學院研究生導師。
主要研究方向為天台宗與華嚴思想，曾主持中國博士後基金專案：《<天臺三大
部>的文獻研究》及教育部青年基金項目：《<華嚴經疏鈔>的文獻研究》等，出
版《解深密經譯注》等著作。近期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中國漢傳佛教文
學思想史》。

趙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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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琬

劉宇光
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宗教學院沼田客座教授 (2022)、復旦大學哲學院副教授、德國
萊比錫大學(2014) 和泰國摩訶朱拉隆功大學客座教授 (2016, 2018, 2019)、加
州柏克萊大學訪問學人 (2010)。 除了《僧侶與公僕》外，著有《左翼佛教和公
民社會》、《僧黌與僧兵》、《煩惱與表識》及《量論與識論》。譯有藏傳佛教
哲學研究專著Anne C. Klein《知識與解脱》和Elizabeth Napper《緣起與空
性》。



成功大學中文系博士，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從事當代新儒家研
究、禪淨思想研究。著有《唐君毅儒佛思想研究——以「生命存在」與「心靈境
界」為入路》、《般若智，菩提心——星雲大師人間生活禪之理論與弘化》，以
及〈唐君毅「性情形上學」的儒佛詮釋〉、〈從禪淨交涉析論雲棲袾宏的體究念
佛論〉等數篇學術論文。

蕭愛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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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宗教學博士，現任馬來亞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馬來亞
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八打靈伯樂學院和加影新紀元學院。為報章及
雜誌時評、文化評論專欄作家。主要研究領域為馬來西亞華人文化與宗教，著有
《建設人間淨土：對現代佛教的反思》等專書。

鄭庭河

香港珠海大學中國文學及歷史研究所博士，英國愛丁堡大學健康和社會科學學院
博士生，現任香港恆生大學講師。研究與教學興趣為文藝心理學、佛教心理學、
閱讀治療等。目前進行「人間佛教在香港社會對健康與社會關懷之實踐」的研
究。著有《當文學遇上心理學》、《東亞地區佛教心理學發展探析》、《行雲流
水一孤僧》等專書。

潘啟聰



斯里蘭卡卡拉尼亞大學哲學博士。曾先後擔任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研究生導
師，斯裡蘭卡凱拉尼亞大學巴厘語與佛學研究院、斯裡蘭卡龍禧國際佛教大學客
座教授，現任寶蓮禪寺文教部研究員，珠海學院助理教授，主要從事早期佛教、
上座部佛教、巴厘語等方面的研究。著有《佛教社會哲學與佛教倫理學研究》，
譯著有《古犍陀羅佛教經卷——大英圖書館佉盧文殘片概述》、《犍陀羅佛教文
獻：譯文選粹導讀》，編譯《〈南傳大藏經〉優婆塞讀本》（巴譯漢），點校
《竹窗隨筆》、《金剛經決疑·般若心經直說·肇論略注》等。

釋心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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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文學博士，現任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著有《噶瑪蘭治經學記
──春秋三傳研究論叢》及發表過〈《海東高僧傳》問世、入藏與要義〉、〈論
佛教歷史的建立──以釋僧祐《釋迦譜》、釋志磐《佛祖統紀》、釋念常《佛祖
歷代通載》為例〉等論文。

簡逸光

南京大學哲學博士，現任南京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院長，南京大學終身教授。榮
獲南京大學新星科學獎、優秀教學質量一等獎。2013年被評為「江蘇省十大文
化人物」，主編《宗教文化專論》（一輯六冊）、《中國佛教通史》（總15卷，
650萬字）。著有《中國佛性論》、《佛學與儒學》、《湛然》、《佛道詩
禪》、《宗教學概論》、《維摩詰經釋譯》、《楞伽經釋譯》等學術著作十餘
部。

賴永海



現任佛光山寺副住持，2013年昇任副住持，擔任對外會見教內外團體的工作。
曾任人間大學講授《大智度論》課程、人間佛學院《六祖壇經》錄影講授，佛光
山修持中心《人間佛教法要》講座，近年於全台各地講授「《六祖壇經》的信解
行證」。曾發表〈人間生活禪：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禪的修持理論與實踐方法〉、
〈人間生活禪的修持與實踐〉等論文。

釋慧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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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南京大學教授及博士生導師，珠海學院佛學研究中心總監，香港大學客座教
授，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校董、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學科專家，香港寶蓮禪
寺方丈，曾擔任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總監。已出版《六祖壇經的創新思維》、
《六祖壇經導讀及譯注》、《金剛經‧心經導讀及譯注》、《淨土三經導讀及譯
注》、《佛教二千六百年入門》等專著，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七世紀中
印佛教制度差異比較研究》。淨因法師以人間佛教為理念，隨緣弘法。

釋淨因

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創辦成員，擔任中心總監接近十載，現為中心高級院士，
並為近年開辦的港大佛法輔導碩士擔任課程主任。法師同時兼任香港佛教聯合會
執行副會長兼總務主任。法師研究項目包括：佛法輔導、正法治療、禪修的腦神
經科學、廣東瑜伽焰口等。

釋衍空



「書論教法 · 入佛智海: 東亞與東南亞人間佛教研究叢書」發表會

20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佛光大學教授，曾任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副教授兼
系主任、法鼓佛教學院兼任助理教授、玄奘大學兼任助理教授，研究專長為臺灣
佛教史、近代東亞佛教、中國民間宗教、寺廟田調。出版學術著作十餘部，及發
表學術論文百餘篇。

闞正宗

現任新加坡佛學院教授，曾任上海社會科學院首屆研究生，副研究員。一九八六
年參加國家項目「當代新儒家研究」，一九九二年赴哈佛大學「哈佛－燕京研究
所」做訪問學者，從杜維明先生研究「當代新儒家和佛學」。一九九三年經聖嚴
法師推薦，應沈家楨博士之邀，到紐約上州莊嚴寺，任「世界宗教研究院」研究
員。一九九四年任「美國佛教會，佛教電腦資訊功德會」總編。數十年來專注於
佛教史，禪宗思想和國學研究，出版著作十餘種。

顧偉康

印度德里大學佛學系博士，現任南華大學宗教所專任副教授兼所長、人間佛教研
究中心中心主任、正念靜坐教學中心主任。主要學術領域是巴利佛教文獻、印度
佛教及思想史、印度佛教禪法、中國禪思想、正念靜坐。曾獲教師評鑑研究暨產
學績優獎、生命教育師度鐸獎、優良教師獎等。

釋覺明



與會人員名單
（依姓名筆劃排序）

 

白照杰副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道家古典學研究中心主任）

江浩民博士（香港教育大學）

何方耀教授（華南農業大學人文與法學學院）

何建明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

吳正榮教授（雲南玉溪師範學院）

吳光正教授（武漢大學中國宗教文學與宗教文學研究中心主任）

吳有能副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應用倫理中心研究員）

吳畏副教授（內蒙古大學哲學學院）

李四龍教授（北京大學宗教文化研究院副院長）

李利安教授（西北大學佛教研究所所長、玄奘研究院院長）

李枝憙女士（屏東縣新埤國小教師）

李貴生副教授（香港教育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

李聖俊助理教授（實踐大學高雄校區通識教育中心）

杜忠全助理教授（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金寶校區系主任）

侯坤宏教授（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

徐郁縈博士（德國波鴻魯爾大學博士後研究員）

高文強教授（武漢大學文學院副院長）

張高評教授（成功大學文學院前院長）

許源泰副教授（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

郭守仁助理教授（美國西來大學宗教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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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名單
（依姓名筆劃排序）

 

陳秋平副教授（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
陳劍鍠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主任）
馮樹勳副教授（香港教育大學）
黃文斌副教授（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副院長）
黃惠菁副教授（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董   平教授（浙江大學佛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熊琬教授（華梵大學東方人文研究所）
趙錠華副教授（珠海學院佛學研究中心副總監）
劉宇光教授（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客座教授）
潘啟聰博士（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高級講師）
鄭庭河副教授（馬來亞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主任）
蕭愛蓉助理教授（高雄大學通識中心）
賴永海教授（南京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院長） 
簡逸光副教授（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
釋心舉助理教授（香港珠海佛學研究中心）
釋衍空教授（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高級院士）
釋淨因教授（南京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香港寶蓮禪寺住持）
釋慧倫法師（佛光山副主持）
釋覺明副教授（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所長）
闞正宗教授（佛光大學佛教學系）
顧偉康教授（新加坡佛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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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佛�東亞�東南亞研��書序

     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為提昇東亞、東南亞有關人間佛教研究之進
展，特擬訂「人間佛教東亞、東南亞研究叢書」的專書寫作計畫，至盼鼓勵學者對

中國大陸、臺灣、韓國、日本如何開展人間佛教，以及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

越南、泰國等地區之佈教情況，進行相關研究，以勾描當代人間佛教在東亞、東南

亞之發展軌轍。計畫一推出，共錄選十八位學者參與。

      為配合此套叢書之撰寫，人間佛教研究中心於2015年伊始，接續舉辦「人間
佛教在東亞、東南亞的開展」、「人間佛教在東亞、東南亞的實踐」、「人間佛教

在東亞、東南亞的傳佈」等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近兩百位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

探討相關議題。凡撰寫「人間佛教東亞、東南亞研究叢書」之學者們，亦受邀其

中，和與會專家交流對談，共襄盛會。

       三次會議論文，經與會專家、學者修訂後出版，計有《法雨中國．普潤亞洲：
人間佛教在東亞與東南亞的開展》、《深入緣起．集眾法寶：人間佛教在東亞與東

南亞的實踐》、《無礙法界．正教弘傳：人間佛教在東亞與東南亞的傳佈》等三

部，對於人間佛教在東亞與東南亞的開展、弘傳與實踐，深具參考價值，適與計畫

叢書互為參補。 
       個人在《深入緣起．集眾法寶》論文集之序中，曾指出：由太虛大師倡導「人
生佛教」伊始，近代漢傳佛教自此展開現代化恢弘的一頁史詩，在繩厥祖武的改革

過程裡，臺灣的慈航法師、印順導師、星雲大師及聖嚴法師……，大陸的趙樸初

先生、淨慧長老……等大德，不斷增益人間佛教的教理，全面推廣實踐，卒能開

展出「佛法生活化」、「生活佛法化」的「人間佛教」。其中，創建佛光山的星雲

大師更被學界公認為人間佛教的踐行者，佛光山在全世界約三百間l寺院、道場，
致力於落實「建寺安僧，廣度有緣無量眾；弘法利生，菩提道路萬古長」的「人間

佛教」理念。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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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間佛教」已成為二十一世紀佛教發展的主要思潮及實踐方向，藉由高僧、
大德的推展，不僅在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澳門、新加坡、日本、韓國、馬來西

亞、泰國、印度已遍地開花，乃至歐美等國，如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法

國、荷蘭、義大利，以及澳洲、紐西蘭的各個地區，甚至非洲的南非共和國、剛果

等，都能看到具體而微的可觀成果。洵為如此，人間佛教研究中心現階段的研究雖

僅關注東亞、東南亞國家，但俟日後機緣擬擴大範圍，銜接各國，卒成人間佛教在

世界的完整拼圖。

       佛教之弘傳與實踐，終須與當地文化結合。觀察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歷程，中國
化始自隋唐，包括教理、教義、教制等方面均發展出特色及成就，進而影響周邊國

家，如韓國、日本、越南等東亞與東南亞。環觀當代，中國經濟起飛，華人分佈世

界各地愈為廣闊，為佛教在海外弘傳帶來新契機。對應海外華人以及所在地之人

民，佛教的佈教內容及方法皆應求其新變，須以協助其適應新環境及填補心靈空虛

為首要之務，從而滿足其宗教需求及精神慰藉。

        對於他國的佛教弘傳問題，星雲大師曾經如此陳述：
        什麼是本土化？本土化是奉獻的、是友好的，大家依照各地的文化思想、地 
 理環境、風俗民情的不同，發展出各自的特色。「本土化」不是「去」，而是
「給」，希望透過佛教，給當地人帶來更充實的精神生活，這正是人間佛教秉持回

歸佛陀本懷的精神，才能給人接受。人間佛教在世界各地的傳播，除了要適應不同

的政令、文化之外，就是和基督教、天主教、回教等信仰的互動了。因此，我在海

外傳教，因為當地多信仰天主教、基督教，因此鼓勵他們可以有二種信仰。就如同

我們在學校念書，喜歡文學的同時，還可以選修哲學的道理一樣。

        大師強調落實「本土化」的正向思維，其作法並非捨去，而是給予，是一種
互動融合的傳輸方式。他認為「人間佛教」在世界各地之傳播，須適應不同的政令

與文化，即便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等信仰，亦須與之互動。

除瞭解當地民情、宗教之外，洞悉該國國政，亦十分重要。當年從印度東來之佛

教，曾遭遇強大「東土」文明的抵制，幸中國僧人深解「不依國主，法事難立」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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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始順利實現佛教在中國的合法化。由是可知，佛教弘傳，在本土化與合法化

的問題上，仍須多方注意與施設相關的佈教模式。例如佛教與古代中國的宗法制

度、王道政治、儒、道思想乃至詩書畫等傳統學術文化間之互動所取得的豐碩成

績，乃是幾經交匯、碰撞、融合、積澱後的結果。依此觀之，文化互動與轉型，

輒於衝突中逐漸形成，而在碰撞過程中，不斷產生討論、爭辯、互相批評，從而

建構出富有成效之結果。換言之，不同文化間之鴻溝愈深，討論之空間則愈廣，

成效益彰。

       「本土化」歷程並非一朝一夕可成就，其涉及層面甚廣。佛教之弘傳欲求徹
底「本土化」，須思考各個面向的接觸與含融，除物質層面之交會外，文化交流

的核心要義，益體現在思想、制度與精神層面，實屬於深層之對話、最深刻之交

融。如未能完成此等交流，則「本土化」歷程猶未成功。然此歷程非數十年乃至

百年更迭，恐無法成就。彼此文化從理解到合作，此一大規模的文化運動終須長

時間交匯，才能達成真正的同存共榮或同體共生。異質文化間之交流與傳播，信

為文化發展之動力，蓋彼此互動中的交互影響，因滲透而解析、結構自我，從而

進行調整，完善己身，文化精神終因此一過程，而更加多元與豐富。

       東亞、東南亞之人間佛教深具人文關懷，含括文化教育、慈善救濟及教理發
揚等諸多範域與內涵，如能長期關注，系統論述，對於掌握當代人間佛教推動之

進程，必有學術之貢獻。此套計畫叢書的撰稿者所涉及之範圍雖不盡相同，無論

指涉主題是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及澳門，或韓國、日本，乃至我等所熟悉，

最具親緣性之中國大陸及臺灣，皆具備相當學術貢獻，對於人間佛教在東亞與東

南亞的傳佈與實踐研究，體現極高參考價值。祈望海內外大雅君子，四眾高德，

展讀之餘，不吝賜正，則所深幸也。是為序。 

陳劍鍠

序於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2020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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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主要內容是對星雲大師文藝
思想資料的整理與研究。全書分為
兩大部分：上編為專題研究，下編
為資料精選。星雲大師筆耕數十
年，著作上百部，文字數千萬，在
如此豐贍的書寫成果中，既有論文
藝之專文，亦有如珠玉般散落於各
類著作字裡行間的文藝觀點。

本書通過對這些材料的搜集與整
理，從中提煉出星雲大師獨具特色
的文藝思想觀念加以詮釋，其中包
括了審美觀、創作觀、批評觀和藝
術論等方面內容，以期為當代文藝
思想研究呈現別樣的視野，也力爭
為人間佛教的傳佈開拓出新一種路
徑。

26

《星雲大師文藝思想研究》
著者﹕高文強、王婧、陳舒楠、王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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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本書對近二三十年來澳門
佛教的新現象和若干個案問題
進行考察，包括代表性佛教團
體的弘法模式和管理制度、新
道場的建立方式及影響、人間
佛教理念的普及、藏傳佛教的
新傳播、圍繞“洋觀音”、媽閣
廟、藥王禪院展開的一些爭
端、佛教組織對青少年的佛教
教育、佛教在澳門對外交往中
的作用等等，並對佛光山及星
雲法師與澳門的交流做一簡要
梳理。從中窺探澳門佛教當下
的整體發展趨勢。

《十字門內飄法雨﹕澳門當代佛教問題研究》
著者﹕白照杰、李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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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這本書的主題是佛教跨文化傳播（個
案研究）。傳播的主脈絡：天竺→中
土，中土→日本，日本→美國。佛教
怎樣在天竺以外適應新的文化環境？
佛教傳到中土，遇到甚麼阻力？佛教
教理有哪些調整？在信仰方面，佛教
競爭對手如何對待外來宗教？中土的
文化是否容納外來宗教？佛教觀念詞
在新的傳播環境中有沒有新的涵義？
這些問題可以綜合探討，也可以分開
探討。這個研究計畫的成果，分成三
篇來呈現。上篇：天竺佛教故事與中
土文化（以敦煌寫本為中心）。中
篇：中土的高僧故事與佛教的發展。
下篇：佛教典籍和佛教觀念的衍變和
外譯。總結部分是一整章「綜合討
論」。

《佛教跨文化傳播的個案研究》
著者﹕洪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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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書中由學界開始使用「佛教心理
學」一詞作為起點，回顧這門學問發展
至今的狀況。由於早期亞洲開始發展佛
教心理學時，正值西方心理學界行為主
義興盛之時。早期的行為主義是一種比
較極端的立場，主張只研究外顯性的行
為，漠視心理過程。因此，當時的亞洲
學者不少都抗拒西方心理學的理論典
範。這樣的起點影響到佛教心理學往後
發展，使現在的佛教心理學研究出現了
一種長於義理闡釋而少實證研究的情
況。時至今日，不論是理論典範以至研
究方法，西方心理學界成就可謂有目共
睹。建基於前期發展之回顧，書中提出
了一些佛教心理學未來發展之建議，期
望「佛教心理學」再一次由起點出發，
將「佛教」與「心理學」作出真正結
合。

《東亞地區佛教心理學發展探析》
著者﹕潘啟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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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本書從歷史文獻和考古發現探討新加坡
（獅城）在15世紀前曾是佛教古國的可能
性，並分別討論了北傳、南傳、藏傳與台灣
漢傳佛教在20世紀前後於新加坡弘揚的歷史
背景和傳播沿革。歷經整百年的隨機調整，
多支傳統佛教已在這個移民社會的脈絡下醞
釀出多元化的本土色彩。20世紀末，獅城佛
教更進行了一場入世化與城市化的巨大改
革，對各自的傳統特質進行現代化的推進，
具有更強的現代城市的適應能力和發展張
力。
      簡言之，本書一方面是從縱剖面來探討
新加坡獨立前後多元佛教傳播的特點和模
式，另一方面是從橫切面來分析佛教文化在
新加坡的信仰結構和具體實質。佛教在獅城
發展至近現代所形成的入世化和城市化思
潮，正是對這個多元移民都市的經濟發展之
挑戰做出了回應，有了一種不同於傳統佛教
的時代取向。

《獅城佛光——新加坡佛教發展百年史》
著者﹕許源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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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民國緇素追隨太虛大師高舉「人
間佛教」的代表者慈航法師，他一生
在兩岸及南洋推動弘法事業，但具體
成就罕為人知，印象多半停留在他是
戰後臺灣佛教第一尊「肉身成道」之
僧人。

在中國大陸，36歲之前幾乎不為人
知，之後從1930年至1935年於緬甸
仰光弘法，成績斐然；1936年初回
國至1937年抗戰爆發期間，於各地
受邀演講，馬不停蹄、有求必應，加
之出版他在緬甸及回國後的演講內容
—《慈航法師演講集》，更將他的聲
望推上高峰。 1939年冬受太虛電
召，加入「中國佛教國際訪問團」，
展開護國救國的南洋弘法之旅，最後
留在星馬成功複製在緬甸的弘法經
驗，前後八年。本書完整呈現他在大
陸、南洋及臺灣的弘法事蹟。

《南洋「人間佛教」先行者
——慈航法師海外、臺灣弘法記（1910-1954）》

著者﹕闞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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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娑婆建設淨土
——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淨土觀》

著者﹕李聖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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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星雲大師標舉「一切佛教都是人
間佛教」，含攝諸多佛國淨土、菩薩
道、唯心淨土等思想，冀望透過建構
各形式之「佛光淨土」而逐漸實現
「人間淨土」的目標，構成多元融
和、互有關聯的淨土思想網絡。
本書廣泛考察星雲大師涉及念佛法門
與淨土思想之論述語境，並梳理其經
典依據與思想背景，抉發精義。因
此，本書探究議題有四大面向：
一、考察星雲大師早年推行佛七法會
的歷程與念佛法門的操持形式。
二、梳理星雲大師對「極樂淨土」的
闡釋重點、修持要領及實踐方法。
三、剖析星雲大師「人間淨土」的思
想源頭、語境意涵、弘化場域、呈顯
相狀及實踐方法。
四、釐清星雲大師「佛光淨土」的特
殊機制、物質環境、建設路徑及理想
景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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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徐郁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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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本書論述的議題，是以「人間佛
教」在海外傳播為主線，特別聚焦在
新加坡的華人社群。核心問題即在探
討「人間佛教」這個近代最重要的佛
教運動，如何啟蒙、引導，乃至於如
何影響新加坡華族佛教信仰之模式。

     本書撰寫之目的，是希望將新加
坡「人間佛教」納入在更為宏觀的、
多元的近代佛教史之研究視閾當中，
藉以討論「人間佛教」在中國以外的
流布、思想傳承之變化，以及對當地
宗教生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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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近代香港佛教》
著者﹕侯坤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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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本書以「論近代香港佛教」為
題，敘述近百年來香港佛教變遷的歷
史，書中突出1949、1997及2020
年三個影響香港歷史發展的重要年
代，對香港重要寺院（如東普陀講
寺、東蓮覺苑）及人物（如茂峰法
師、張蓮覺居士、覺光法師等）所扮
演的角色進行了討論，也對和香港佛
教有關的基督教道風山以及臺灣佛光
山教團在香港的弘化活動加以評析；
透過本書正文九章及四篇附錄，當可
呈現部分近代香港佛教的歷史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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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馬來西亞近代漢傳佛教：
一個局外人的觀察》

著者﹕侯坤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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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本書以「論馬來西亞近代漢傳佛
教」為題，敘述近代馬來西亞佛教歷
史的發展，全書計九章，並附錄與本
書主題相關的兩篇文章；書中主要針
對：漢傳佛教到馬來西亞的初創與其
特點、作為鼓山湧泉寺海外分支之檳
城極樂寺的創立與開發、白聖法師與
檳城極樂寺的關係、白聖法師眼中的
馬來西亞佛教、竺摩法師在馬來西亞
的弘法歷程、檳城菩提學院的辦學活
動、臺灣佛光山教團在馬來西亞的弘
化活動等不同主題展開論述。
 由於作者出身臺灣學術界，故以
「一個局外人的觀察」為書之副標
題，本書可視為是一本從「臺灣觀
點」看馬來西亞近代佛教的學術論
著。讀者閱讀本書，可以了解近代馬
來西亞漢傳佛教的部分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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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的一朵蓮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路》

著者﹕李枝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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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研究學者將星雲大師視為人間
佛教的實踐者，其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
將理論與實踐融為一體。大師一生以弘
揚人間佛教為職志，認為只要符合「佛
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凡
有益於增進幸福人生的教法，皆是人間
佛教，故而提倡「三好」、「四給」、
「五和」等淨化心靈的信條，建立以彌
陀淨土為藍圖的人間淨土為終極目標；
佛光山「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
人才」為宗旨，推展佛教，致佛光普照
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大師畢生戮
力所為，猶如出淤泥而不染的一朵蓮，
在燠熱的娑婆世界中飄送一縷縷清香。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研究為宗教界與學術
界所共同關注與探討的議題，然而大師
的人間佛教思想博大精深，本書僅揀選
教育、環保、佛教音樂、文學 (《星雲
詩偈》)、淨土思想等五個面向，探析
大師人間佛教思想脈絡及佛光山種種施
設如何落實大師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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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智，菩提心
——星雲大師人間生活禪之理論與弘化》

著者﹕蕭愛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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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以星雲大師「人間生活禪」為論域，自緒論至
第二章為止，首先從近代佛教的變革與禪宗的復振談
起，結合大師的修學歷程及人間佛教觀點，由此得見
「人間生活禪」的論述脈絡與弘化重心。接著以星雲大
師的般若學為人間生活禪的思想核心，剖釋「以空為
有，以眾為我」、「般若四層次」與「同體共生」等般
若觀，進而說明大師的觀點在於改善前期佛教在修行與
傳播方面流於虛蕩、消極的問題，並強化佛法禪理對
「生活、生命、生死」的聯繫與功效，同時也呈現大師
「禪教一致」的議論重點。再者，本書第三章至第五
章，考察星雲大師對話頭禪、公案禪、唯心淨土與六度
波羅蜜等傳統禪學的闡釋與應用，並談論這些見解如何
落實在「佛光人間生活禪修持綜合簡表」。在強調修行
結合人間生活的前提之下，星雲大師透過般若觀保證人
間生活禪具有「空有不二」、「般若與菩提一體無別」
的超越性，並泯除世人對禪修「神鬼化」、「玄秘化」
的誤解，契應禪宗「平常心是道」的宗教精神，以及建
設人間淨土的職志。最後，本書第六章與第七章，著眼
於人間生活禪對群體互動與個體身心的運用，由此突顯
大師的禪學思想既著重淨化身心、轉變心念的宗教實
踐，也彰顯人間生活禪對提升整體社會、建造人間淨土
的實際功能。綜上所述，期望透過本書各章的論述，有
助於大眾理解星雲大師結合「佛說的、人要的、淨化
的、善美的」的人間佛教宗旨，闡揚人間生活禪蘊含的
「人間性、生活性、時代性、社會性、利他性、普濟
性」，並揭顯大師「自覺行佛，化世益人」的人間佛教
本懷。



⼈間佛�東亞�東南亞研��書 ��

       本書撰述的出發點，希望留給後世認識
人間佛教的一個來自旁觀者的描述之一。章
節從早期、中期、晚期分梳，透過大師青年
弘法階段，到開創佛光山，再到退居的每一
階段，說明其中有延續不斷的部分，也有新
的開創。尤其注意到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內
在精神未有絲毫改變，改變的僅是所面對的
對象不同。不變的是其對人間佛教要義的掌
握，變的只是因應眾生與世界局勢所展現的
善巧方便，展現無所不能應的格局與修養。
此需要將大師一生行誼貫串理解，才能揭示
出其中的變與不變。大抵星雲大師在早期、
中期宣揚佛教，除了人間佛教之外，還有很
大一部分是傳統佛教的內容，可以說當時星
雲大師的佛法理念與人間佛教是同時闡發與
建構，而晚期星雲大師的佛法與人間佛教融
而為一，二者沒有分別。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詮釋與實踐歷程》
著者﹕簡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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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佛法入華史，就是一部佛典翻譯
史。文化傳播需要載體，通過貿易、戰
爭、通婚、傳教⋯⋯一個個具體的個
體行為，在時間的長河裏，慢慢地融合
成為群體的社會現象，一種文化方能進
入另一種文化。所以，大法東來，是一
個過程，絕不是一夜之間突然發生的。
從漢末，到唐宋，數百年間，無數的高
僧大德，翻雪山、涉流沙、泛重洋，將
佛教經典一夾一部地攜來中國，一字一
句地翻譯出來，佛法，就是這樣一步一
步地進入了中國。本書則力圖用「史
話」的形式，去追溯這一偉大的歷史，
重現那感人的人物和故事。

《中國漢地佛典翻譯史話》
著者﹕顧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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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1世紀，全球化思潮及科技革命，帶動
社會、經濟及文化急速變遷。不同國際組織
（如：經濟合作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職等）
及民間智庫，紛紛提出培育學生「21世紀素
養」（ 21ST CENTURY COMPETENCE）
的急切性及重要性，並為本地及鄰近地區納入
新一波教育改革之中，在近年漸次開展。蓋不
同地區對培育學生「21世紀素養」雖有不同側
重，但其中的共通點，就是幫助學生建立整全
的生命價值，讓新一代在物質充裕、科技發
展、產業轉型、文化衝擊與融合的未來世界，
得以安身立命，不致迷失。
      撰寫《一生參學事：香港佛化生命教育研
探》一書的意念始於2015年。在多年生命及
價值教育工作歷程中，作者目睹不少香港學校
嘗試將佛教教義融入生命及價教育，從理念及
教學方法上豐富了生命及價值教育的內涵及實
踐方式。作者認為，這種嘗試正為學生建立迎
向21世紀所的生命價值，另闢蹊徑。遂將多年
收集材料予以整理，以饗讀者。

《一生參學事——香港佛化生命教育研探》
著者﹕馮樹勳、江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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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僧侶與公僕》是作者的現代泰國上座部
佛教僧團與國家政權和社會之間互動的三部曲
當中的第二部，本書主角是泰國上座部僧團，
並以雲南省傣族上座部為配角，循政治宗教關
係和教育社會學兩個議題所形成的框架展開討
論。泰國單元探討自十九世紀末曼谷推動國家
的現代改革的過程中，在如何介入1900和
1960年代僧團教育的現代更革，以標誌性的
僧侶領袖和制度為切入點，涉及課程的內容更
新、改革的政治暨經濟目的、與國家現代化其
他領域之間的協同關係、僧團對新制的應對、
預期中與意料之外的效果，及對教育改革效用
優劣的綜合評論等。雲南單元則探討中共建政
後，傣族上座部僧團及教育如何在不同年代的
政治和經濟衝擊下爭扎求存，分析其策略、效
果及困境。全書除了廣泛吸收學界對現代泰國
上座部僧團和泰國政治經濟的研究外，亦整合
了作者借在泰國僧團大學數度擔任客座教授之
機緣所作的田野調查所得，在既有研究上提出
作者的進一步分析。

《僧侶與公僕
——泰系上座部佛教僧團教育的現代曲折》

著者﹕劉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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