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利語 

 

課程編號： PALI 13014 

科目名稱： 巴利語言及文獻之發展 

學分： 4 

必修/選修： 必修 

課程目標/預期學習成果： 

修畢本科目，學生將能夠 

1. 介紹巴利語 

2. 描述巴利語的起源 

3. 說明巴利語的社會和宗教背景 

4. 說出佛陀對語言的看法 

5. 解釋佛教結集對巴利三藏之發展的貢獻 

6. 解釋巴利經典的劃分與內容 

7. 說明巴利語佛教文獻的劃分 

8. 介紹巴利義註及複註 

9. 介紹巴利綱要書和編年史 

10. 評價巴利三藏的歷史發展 

科目內容： 

巴利語（摩揭陀語）的起源與發展，巴利語的社會-宗教背景，佛陀對語言的看法，佛教結集在

巴利文獻史上的意義，巴利語的地理擴張，佛教文獻傳入斯里蘭卡，巴利語注釋傳統的演變，

巴利語佛教文獻的劃分，巴利語義註、復註、綱要書、編年史、文法書、詩學與韻律學文本，

三藏文獻的發展。 

教學模式： 

講座、討論、練習、作業、工作坊、小組活動、實地研究 

名義時數 - 200小時 

講座/輔導課/報告/實踐課 - 60小時 自修/作業/實地考察/調查/社會活動 - 

140小時 

評估與考核 

連續評估-40% 

作業/小測驗/調查/報告/評核矩陣/實地研究/實踐活動 

終期評估-60% 

三小時內回答八個問題中的四個 

參考文獻/閱讀材料： 

1. Anuruddha, Kakkapalliye, (2008), The Buddhist Councils, Hong Kong. 

2. Bode, M.H., (1965), The Pali Literature of Burma, Rangoon. 

3. Gnanaratana, Nabirittankadawara. (2020) Magadhi and Ardha-Magadhi Prakrit, 

Department of Pali and Buddhist Studies, University of Kelaniya, Sri Lanka. 

4. Malalasekara, G.P, (1958), The Pali Literature of Ceylon, Colom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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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orman, K.R., (1988), Pali Literature, PTS, London. 

6. Pande, G.C. (1974), Studies in the Origins of Buddhism, Delhi. 

7. Saddhatisa, Hammalawa, (2004), Pali Literature of South-East Asia, Buddhist 

Cultural Centre, Sri Lnaka. 

8. Warder, A.K., (1961), The Pali Canon and its Commentaries, London. 

9. Warder, A.K., (1980), Indian Buddhism,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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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PALI 13022 

科目名稱： 巴利語法入門 

學分： 2 

必修/選修： 選修 

課程目標/預期學習成果： 

修畢本科目，學生將能夠 

1. 書寫巴利字母及其劃分 

2. 抄寫巴利語文段，並標上正確的變音符號 

3. 清楚讀出巴利字母、長行和偈誦 

4. 描述巴利名詞和動詞的類別 

5. 憑記憶寫下巴利變格與變位表 

6. 分析巴利複合詞，並說明其分類 

7. 解釋巴利語法構成要素，如複合詞（Samāsa）、原始派生詞（ Taddhita）、二次派生詞

（Kitaka）、不變詞（Nipāta）、前綴（Upasagga）以及格在語法上的使用 

8. 描述巴利語長行和偈誦中的句型 

9. 將巴利語節選段落翻譯成英語 

10. 編寫簡單的巴利語句子 

科目內容： 

巴利字母表及其劃分，巴利語發音，語法構成如連音（sandhi）、 名詞（nāma）、動詞

（kriya）、名詞性複合詞（samāsa）、原始派生詞（ Taddhita）和二次派生詞（Kitaka）、

小品詞包括不變詞（Nipāta）／前綴（Upasagga）、數詞、名詞與動詞的形式變化、語氣

（vibhatti），巴利語句型，巴利語翻譯，巴利語造句。 

教學模式： 

講座、討論、練習、作業、工作坊、小組活動、實地研究 

名義時數 - 100小時 

講座/輔導課/報告/實踐課 - 30小時 自修/作業/實地考察/調查/社會活動 - 

70小時 

評估與考核 

連續評估-40% 

作業/小測驗/調查/報告/評核矩陣/實地研究/實踐活動 

終期評估-60% 

兩小時內回答八個問題中的四個 

參考文獻/閱讀材料： 

1. Anuruddha, Kakkapalliye, (2010), A Guide to the Study of Pali, Hong Kong. 

2. Ananda Maitreya, Balangoda, (1997), Pali Made Easy, Buddhist Cultural Centre, 

Dehiwala. 

3. Gnanaratana, Nabirittankadawara. (2021) A Pali Grammar for Tripitaka Studies, 

Department of Pali and Buddhist Studies, University of Kelaniya, Sri Lan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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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uddhadatta, A.P., (1937), New Pali Course, I & II, Buddhist Cultural Centre, 

Colombo. 

5. James W. Gair & W.S. Karunatilake, (2005), A New Course in Reading Pali,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6. Silva, Lily de, (1994), Pali Primer, Vipassana Research Publications, Igatpuri, India. 

7. Geiger, W., (1956), Pali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Tr. Batakrishna Ghosh, Calcutta. 

8. Dhammajoti, Kuala Lumpur, (2018), Reading Buddhist Pali Texts, The Buddha-Dharma 

Centre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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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PALI 13032 

科目名稱： 巴利文獻選讀 

學分： 2 

必修/選修： 選修 

課程目標/預期學習成果： 

修畢本科目，學生將能夠 

1 閱讀並抄寫巴利經典與注釋書段落 

2 在書寫中正確使用變音符號 

3 背誦比較重要且必要的偈誦和句子 

4 說明巴利語作品的不同風格 

5 說出段落或篇章的意思，並將其翻譯成英/中文 

6 描述篇章的含義 

7 分析詞句的語法 

8 就巴利語作品作科學性與哲學性介紹 

科目內容： 

選文：Samyuttanikaya 1 (Brahma samyutta), Anguttaranikaya 1 (first five vaggas), Udanapali 

(Jaccanda vagga), Dhammapada (Cittavagga), Dhammapadatthakatha (Cakkhupalavatthu).

本課程單元要求學員：閱讀巴利語段落，抄寫，背誦，理解含義，翻譯段落，分析內容和語法，

以及就佛教概念作科學性和哲學性介紹。 

教學模式： 

講座、討論、練習、作業、工作坊、小組活動、實地研究 

名義時數 - 100小時 

講座/輔導課/報告/實踐課 - 30小時 自修/作業/實地考察/調查/社會活動 - 

70小時 

評估與考核 

連續評估-40% 

作業/小測驗/調查/報告/評核矩陣/實地研究/實踐活動 

終期評估-60% 

兩小時內回答八個問題中的四個 

參考文獻/閱讀材料： 

1 Anuruddha, Kakkapalliye, (2010), A Guide to the Study of Pali, Centre for Buddhist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 Bodhi Bhikkhu, (2020) Reading the Buddha’s Discourses in Pali, Wisdom Publication. 

3 Dhammajoti, Kuala Lumpur, (2018), Reading Buddhist Pali Texts, The Buddha-

Dharma Centre of Hong Kong. 

4 Gnanaratana, Nabirittankadawara. (2021) A Pali Grammar for Tripitaka Studies, 

Department of Pali and Buddhist Studies, University of Kelaniya, Sri Lan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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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air James W, Karunatilake W.S. A New Course in Reading Pali, (2005),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6 Norman, K.R., (1988), Pali Literature, PTS, London. 

7 Pande, G.C. (1974), Studies in the Origins of Buddhism, Delhi. 

8 Warder, A.K., (1961), The Pali Canon and its Commentaries, London. 

9 Warder, A.K., (1980), Indian Buddhism,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7 
 

 

課程編號： PALI 13042 

科目名稱： 宗教行為之巴利語 

學分： 2 

必修/選修： 選修 

課程目標/預期學習成果： 

修畢本科目，學生將能夠 

1. 遵守佛教的宗教禮儀與儀式 

2. 有意義地參與宗教活動 

3. 進行宗教行為 

4. 舉行祈福儀式 

5. 背誦巴利語篇章和詩節，並牢記其含義 

6. 悅耳地誦讀佛經 

7. 解釋巴利語作品的含義 

8. 作宗教演講 

科目內容： 

遵守五戒、八戒和十戒，三寶的二十四功德，供養和禮敬的偈誦，閱讀、背誦並牢記用於修行

的篇章如《吉祥經》《寶石經》《慈經》《吉祥勝利偈》和《護衛經》選段，祈福念誦，護衛

念誦，供飯食袈裟等時的念誦，有關喪葬儀式與迴向的念誦。 

教學模式： 

講座、討論、練習、作業、工作坊、小組活動、實地研究 

名義時數 - 100小時 

講座/輔導課/報告/實踐課 - 30小時 自修/作業/實地考察/調查/社會活動 - 

70小時 

評估與考核 

連續評估-40% 

作業/小測驗/調查/報告/評核矩陣/實地研究/實踐活動 

終期評估-60% 

兩小時內回答八個問題中的四個 

參考文獻/閱讀材料： 

1. Bhikkhu Anandajoti, (2014) Daily Chanting, eBooks 

2. Gunaratana Henepola, (2019) Buddhist Suttas for Recitation, A Companion for Walking 

the Buddha's Path, Wisdom Publication. 

3. Lokuliyana Lionel, The Great Book of Protections, Singapore Buddhist Meditation 

Centre, Singapore. 

4. Piyadassi Thera, (1999) The Book of Protection, Vajirarama, Colombo, Sri Lanka. 

5. Perera Ariyapala, Buddhist Paritta Chanting Ritual, Buddhist Cultural Centre, 

Colombo. 

6. Chanting Book, Abhayagiri Buddhist Monastery, Redwood Valley, CA, USA. 

7. Chanting Guide, (1994), Dhammayut Order, Ont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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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PALI 13052 

科目名稱： 巴利三藏佛教基礎教義 

學分： 2 

必修/選修： 選修 

課程目標/預期學習成果： 

修畢本科目，學生將能夠 

1. 介紹早期佛教文獻 

2. 說明巴利語佛經中關於佛教基本教義的篇章 

3. 介紹巴利語經文中記載的佛教概念 

4. 翻譯指定的經典篇章 

5. 闡釋巴利語用語的社會、哲學、文化和形而上學意義 

6. 討論和比較巴利語用語在經文中的使用 

7. 通過視聽媒體向不同的聽眾介紹巴利語經文 

科目內容： 

Dhammacakkappavattanasutta （ 四 聖 諦 ） ， Saccavibhangasutta （ 八 正 道 ） ，

Anattalakkhaṇasutta （三相），Vibhangasutta（緣起），Aggaññasutta（人類的起源），

（ 識 ） ， Nibbedhikasutta （ 再 生 ） ， Abhayarjakumarasutta （ 真 相 與 實 相 ） ，

Ambalaṭṭhikarahulovadasutta（佛教倫理），Anapanasatisutta（正念），Dhammapada-

Cittavagga（心） 

教學模式： 

講座、討論、練習、作業、工作坊、小組活動、實地研究 

名義時數 - 100小時 

講座/輔導課/報告/實踐課 - 30小時 自修/作業/實地考察/調查/社會活動 - 

70小時 

評估與考核 

連續評估-40% 

作業/小測驗/調查/報告/評核矩陣/實地研究/實踐活動 

終期評估-60% 

兩小時內回答八個問題中的四個 

參考文獻/閱讀材料： 

1. Bodhi Bhikkhu, (2020) The Noble Eightfold Path: Way to the End of Suffering, BPS 

Pariyatti ed 

2. Gnanarama Pategama, (2005), Essentials of Buddhism, Singapore. 

3. Gethin, Rupert, (1998), The Foundations of Buddhism, Oxfore University Press. 

4. Horner, I. B., Middle Length Sayings,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5. Jayatilleke, K.N, (1963), Early Buddhist Theory of Knowledge, pp. 1.168, London. 

6. Jayatilake, K. N. (2010), Facets of Buddhist Thought,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Kandy, Sri Lan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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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Karunadasa Y. (2013), Early Buddhist Teachings, Centre of Buddhist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8. Maurice Walshe, (1987) The Long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Wisdom publication. 

9. Norman K.R., (1997), The Word of the Doctrine (Dhammapada), Pali Text Society, 

Oxford. 

10. Rahula Walpola, (1958) What the Buddha Taught, Gordon Fraser,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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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PALI 13062 

科目名稱： 巴利語佛教禪修文獻 

學分： 2 

必修/選修： 選修 

課程目標/預期學習成果： 

修畢本科目，學生將能夠 

1. 介紹上座部經典中與禪修相關的巴利語篇章 

2. 描述巴利語經文中的區別 

3. 闡釋不同經文中的禪修主題 

4. 說明正念練習的方法 

5. 解釋阿毗達磨禪修方法的意義 

6. 討論覺音對禪修的說明 

7. 通過實踐環節闡示禪修 

8. 製作關於禪修的音頻和視頻節目 

科目內容： 

與禪修相關的巴利語佛教論述，這些論述的差異，禪修的目標，禪修的方法，阿毗達磨禪修

方法的意義，注釋家對禪修的說明。 

教學模式： 

講座、討論、練習、作業、工作坊、小組活動、實地研究 

名義時數 - 100小時 

講座/輔導課/報告/實踐課 - 30小時 自修/作業/實地考察/調查/社會活動 - 

70小時 

評估與考核 

連續評估-40% 

作業/小測驗/調查/報告/評核矩陣/實地研究/實踐活動 

終期評估-60% 

兩小時內回答八個問題中的四個 

參考文獻/閱讀材料： 

1. Analayo Bhikkhu, (2020) Mindfulness in Early Buddhism: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Windhorse Publications. 

2. Analayo, (2018) Satipatthana Meditation: A Practice Guide, Windhorse Publications. 

3. Gunaratana, Henepola, (2011) Mindfulness in Plain English, Wisdom Publications. 

4. Gunaratana, Henepola, (2017) Loving-Kindness: The Practice of Metta, Wisdom 

Publications. 

5. Kabat-Zinn, J. (1994). Mindfulness Meditation for Everyday Life, London, Piatkus. 

6. Karunadasa Y. (2013), Early Buddhist Teachings, Centre of Buddhist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7. Nyanaponika Thera, (1994), The Heart of Buddhist Meditation, Rider and Company,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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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osenberg, L. (1998). Breath by breath: The liberating practice of insight meditation. 

Boston: Shambhala. 

9. Sayadaw Mahasi, (2016) Manual of Insight, Wisdom Pub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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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哲學 

課程編號： BUPH 13014 

科目名稱： 早期佛教哲學基礎教義 

學分： 4 

必修/選修： 必修 

課程目標/預期學習成果： 

修畢本科目，學生將能夠 

1 確認早期佛教基本教義 

2 指出其獨特性 

3 運用四聖諦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4 分析五蘊、十二處和十八界 

5 說明如何使用三相的教法來面對世事變遷 

6 指出中道的倫理意義 

7 區分緣起的獨特性 

8 解釋如何通過修持佛教教義於此生獲得利益 

科目內容： 

早期佛教，其本質、目標和獨特性，早期佛教的主要來源，對存在與世界的分析研究，對五

蘊、十二處、十八界、三相及其普遍性、無我論及其意義、緣起及其顯現的融合、緣起的主要

和次要目標、四聖諦、人類生活的實相及其中反映的滅、苦及其解脫、中道及其同義詞、業、

果報、重生、輪迴及其中反映的特徵，早期佛教基本原理的相互關係。 

教學模式： 

講座、討論、練習、作業、工作坊、小組活動、實地研究 

名義時數 - 200小時 

講座/輔導課/報告/實踐課 - 60小時 自修/作業/實地考察/調查/社會活動 - 

140小時 

評估與考核 

連續評估-40% 

作業/小測驗/調查/報告/評核矩陣/實地研究/實踐活動 

終期評估-60% 

三小時內回答八個問題中的四個 

參考文獻/閱讀材料： 

1. Bodhi Bhikkhu, (2020) The Noble Eightfold Path: Way to the End of Suffering, BPS 

Pariyatti ed 

2. Gnanarama Pategama, (2005), Essentials of Buddhism, Singapore. 

3. Gethin, Rupert, (1998), The Foundations of Buddh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Horner, I. B., Middle Length Sayings,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13 
 

5. Jayatilleke, K.N, (1963), Early Buddhist Theory of Knowledge, pp. 1.168, London. 

6. Jayatilleke, K. N. (2010), Facets of Buddhist Thought,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Kandy, Sri Lanka. 

7. Kalupahana, D.J., (1975), The Central Philosophy of Buddhism, University press of 

Honolulu. 

8. Kalupahana, David J, (1976), Buddhist Philosophy - A Historical Analysis, The 

University press, Honolulu. 

9. Karunaratna, W.S., (1988), The Theory of Causality in Early Buddhism, Indumati 

Karunaratne, Nugegoda. 

10. Karunaratna, W.S., (1988), Buddhism: Its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Singapore 

Buddhist Research Society, Singapore. 

11. Oldenberg, Hermann. (1997), Buddha: His Life-His Doctrine-His Order, Aravali 

International, New Del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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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BUPH 13022 

科目名稱： 佛教哲學之印度背景 

學分： 2 

必修/選修： 選修 

課程目標/預期學習成果： 

修畢本科目，學生將能夠 

1. 確認印度哲學背景 

2. 說明同時期的印度哲學運動 

3. 說明導致佛教運動出現的原因 

4. 解釋同時期的宗教如何定義人類的問題 

5. 指出為什麼要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 

6. 討論和比較佛教基本思想與非佛教觀點 

7. 比較佛教與印度思想發展 

8. 比較並對比沙門傳統的不同哲學觀點 

科目內容： 

前吠陀時期：宗教與哲學趨勢，各種信仰與實踐。吠陀時期：多神教及其特點，一神教，其中

反映的宗教與哲學趨勢。《梵書》時期：宗教的形成，祭祀。《森林書》《奧義書》時期：尋

求終極真實和獲得知識的方法，靈魂理論，「梵」的概念。印度哲學的演變：永恆論，唯物論

以及與之相關的宗教觀點。沙門思想與傳統：正命論（A̅jīvaka）、闍祇羅（Jaṭila）、遊方者

（ Paribbājaka ） 、 尼 乾 子 （ Nigaṇṭha ） 等 。 六 師 外 道 及 其 哲 學 思 想 ： 無 作 論

（Akiriyavāda）、決定論（Niyativāda）、 懷疑論（Amarāvikkhepavāda）、宿作因論

（pubbekata hetuvāda）和耆那教。 

教學模式： 

講座、討論、練習、作業、工作坊、小組活動、實地研究 

名義時數 - 100小時 

講座/輔導課/報告/實踐課 - 30小時 自修/作業/實地考察/調查/社會活動 - 

70小時 

評估與考核 

連續評估-40% 

作業/小測驗/調查/報告/評核矩陣/實地研究/實踐活動 

終期評估-60% 

兩小時內回答八個問題中的四個 

參考文獻/閱讀材料： 

1. Bapat, P.V. (1959), 2500 Years of Buddhism,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2. Kalupahana, D.J., (1975), The Central Philosophy of Buddhism, University press of 

Honolulu. 

3. Kalupahana, David J, (1976), Buddhist Philosophy - A Historical Analysis, The 

University press, Honolu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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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arunaratna, W.S., (1988), The Theory of Causality in Early Buddhism, Indumati 

Karunaratne, Nugegoda. 

5. Karunaratna, W.S., (1988), Buddhism: Its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Singapore 

Buddhist Research Society, Singapore. 

6. Oldenberg, Hermann. (1997), Buddha: His Life-His Doctrine-His Order, Aravali 

International, 

New Delhi. 

7. Pande, G.C., (1974), Studies in the Origins of Buddhism,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8. Warder. A.K., (1980), Indian Buddhism,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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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BUPH 13032 

科目名稱： 阿毗達磨與佛教思想之發展 

學分： 2 

必修/選修： 選修 

課程目標/預期學習成果： 

修畢本科目，學生將能夠 

1. 根據三藏中的教義來定義阿毗達磨 

2. 解釋阿毗達磨的起源和演變 

3. 討論阿毗達磨的心理學重要性 

4. 說明阿毗達磨的學派及其學說 

5. 解釋部派觀點對佛教哲學史的影響 

6. 研究阿毗達磨運動中所發現的爭議觀點 

7. 區分相關論證對於解決宗教和哲學問題的理論意義 

8. 解釋阿毗達磨的分析方法 

科目內容： 

早期佛教中的分析性教義，導致分裂的各種原因，第二次佛教結集的背景，阿毗達磨的起源和

發展，大眾部的教義，上座部與說一切有部的阿毗達磨及其起源與基本教義，說出世部的起

源，說出世部中的「佛陀」概念及其早期佛教基礎，上座部對構成世界存在之元素（elements 

of existence）的理解，補特伽羅論者及其起源，以早期佛教經文證明其論點的論據，說一切

有部，法的概念和對「我」的否定趨勢，經量部，剎那論和「法」的概念之意義，阿毗達磨關

於認知的學說和爭議。 

教學模式： 

講座、討論、練習、作業、工作坊、小組活動、實地研究 

名義時數 - 100小時 

講座/輔導課/報告/實踐課 - 30小時 自修/作業/實地考察/調查/社會活動 - 

70小時 

評估與考核 

連續評估-40% 

作業/小測驗/調查/報告/評核矩陣/實地研究/實踐活動 

終期評估-60% 

兩小時內回答八個問題中的四個 

參考文獻/閱讀材料： 

1. Conze, Edward, (1962), Buddhist Thought in India – Three Phases of Buddhist 

Philosophy, Allen & Unwin, London. 

2. Dhammajoti, Bhikkhu K.L., (2015) Sarvastivada Abhidharma, The Buddha-Dharma 

Centre of Hongkong. 

3. Dhammajoti, Bhikkhu K.L., (2007) Abhidharma Doctrines and Controversies on 

Perception, Centre of Buddhist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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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hammajoti, Bhikkhu K.L., (2008) Entrance into the Supreme Doctrine 

Skhandila’s Abhidhammavatara, Centre of Buddhist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kong 

5. Dube, D.N, (1980), Crosscurrents in Early Buddhism, Motilal Barnarsidass, Delhi. 

6. Dutt, N., (1978), Buddhist Sects in India,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7. Bapat, P.V. (1959), 2500 Years of Buddhism,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8. Galmangoda Sumanapala, (1998), An introduction to Theravāda Abhidhamma 

Singapore. 

9. Galmangoda Sumanapala, (2005), Abhidhammic Interpretation of Early Buddhist 

teachings, 

Singapore. 

10. Kalupahana, David J, (1976), Buddhist Philosophy - A Historical Analysis, The 

University press, Honolulu. 

11. Karunaratna, W.S., (1988), Buddhism: Its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Singapore 

Buddhist Research Society, Singapore. 

12. Karunadasa, Y., (2010) The Theravada Abhidhamma, Centre of Buddhist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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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BUPH 13042 

科目名稱： 漢文佛經選讀 

學分： 2 

必修/選修： 選修 

課程目標/預期學習成果： 

修畢本科目，學生將能夠 

1. 解釋佛教教義的發展 

2. 描述佛教教義傳入中國的情況 

3. 說明漢文三藏是世界上內容最豐富的三藏 

4 解釋它對遠東佛教文化的價值和影響 

5  研究漢文阿含經與巴利經藏相對應的短篇經文和段落 

6 描述漢文三藏中的段落 

7 討論漢文佛經中佛教概念的發展 

科目內容： 

漢文三藏作為世界上內容最豐富的三藏，其對於理解佛教的價值，在教義上的重要性，以及對

遠東佛教文化的影響。（1）漢文阿含經與巴利經藏相對應的短篇經文和段落；（2）《般若波

羅蜜多心經》，《金剛般若波羅密多》與《八千頌般若波羅蜜多》的選段；（3）《妙法蓮華

經》《無量壽經》與《解深密經》的選段 ；（4）《俱舍論》選段；（5）《唯識二十論》《唯識

三十論》與《成唯識論》的選段；（6）如來藏思想相關的段落，如《勝鬘經》選段。 

教學模式： 

講座、討論、練習、作業、工作坊、小組活動、實地研究 

名義時數 - 100小時 

講座/輔導課/報告/實踐課 - 30小時 自修/作業/實地考察/調查/社會活動 - 

70小時 

評估與考核 

連續評估-40% 

作業/小測驗/調查/報告/評核矩陣/實地研究/實踐活動 

終期評估-60% 

兩小時內回答八個問題中的四個 

參考文獻/閱讀材料： 

1. Analayo, (2012), Madhyāgama, Dharma Drum Publication. Taipei 

2. Bhikkhu KL, Dhammajoti, (2021), Reading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An Elementary 

Grammatical Guide, The Buddha-Dharma Centre of Hong Kong. 

3. Bhikkhu KL, Dhammajoti (2008), Entrance into the Supreme Doctrine: 

Skhandhila’s  Abhidharmāvatāra (English translation), Hong Kong. 

4. Edward Conze, (1960), The Perfection of Wisdom in Eight Thousand Slokas. Calcutta. 

5. Lamotte, E. The Vimalakīrti-nirdeśa. English Translation by Sāra Webs. 

6. Nakamura, H. Indian Buddhism. Delhi. 

 



 
 

19 
 

 

 
 

  

7. Sangharakshita, The Legacy of the Buddha, Wind horse Publication. London. 

8. Sara Web,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From the French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9. Warder, A.K. (1980), Indian Buddhism. Delhi. 

10. Yin Shun, (1974), An Introduction to the Buddha-dharma (佛法概論). Taipei. 

11. Yin Shun, (1978), Lecture Notes on the 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s (般若經講記) Taipei. 

12. Yin Shun, Lecture Notes on the Śrīmālā-devī-siṃhanāda-sūtra (勝鬘夫人獅子吼經

講記), Taipei. 

13. Yan Pei, Lecture Notes on the Sandhinirmocana-sūtra (解深密經講記). Singapore. 



 
 

20 
 

課程編號： BUPH 13052 

科目名稱： 阿含經與尼柯耶選讀 

學分： 2 

必修/選修： 選修 

課程目標/預期學習成果： 

修畢本科目，學生將能夠 

1. 解釋佛教教義在印度的發展 

2. 描述佛教部派的起源與擴展 

3. 討論說一切有部對阿含經形成的貢獻 

4. 比較阿含經與尼柯耶的經文結構 

5. 閱讀並背誦阿含經篇章 

6. 說明三藏中尼柯耶與阿含經的區別 

7. 解釋中亞地區對阿含經發展的影響 

8. 比較阿含經選段與巴利語、漢語三藏中的相似段落 

9. 討論尼柯耶和阿含經中佛教概念的發展 

科目內容： 

佛教文獻的起源與發展，能保存其派系阿含經的佛教部派，阿含經的結構，中亞地區對阿含經

發展的影響，阿含經和尼柯耶的聯繫，巴利語、梵語和漢語佛經的比較，哲學用語的概念差

異，詮釋差異。閱讀並誦讀《長阿含》《中阿含》《增一阿含》等阿含經選段以及巴利語經

文，如《長部》的《梵網經》、《中部》的《蜜丸經》和《諦分別經》、《相應部》的《現觀

相應》、《增支部》的《三偈集》。 

教學模式： 

講座、討論、練習、作業、工作坊、小組活動、實地研究 

名義時數 - 100小時 

講座/輔導課/報告/實踐課 - 30小時 自修/家庭作業/實地考察/調研/社會活動 

- 70小時 

評估與考核 

連續評估-40% 

 作業/小測驗/調查/報告/評核矩陣/實地研究/實踐活動 

終期評估-60% 

兩小時內回答八個問題中的四個 

參考文獻/閱讀材料： 

1. Analayo, (2012) Madhyamagama Studies, Dhamma Dr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s. 

2. Bhikkhu KL, Dhammajoti, (2021), Reading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An Elementary 

Grammatical Guide. The Buddha-Dharma Centre of Hong Kong. 

3. Brough, John (2001).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rivate Limited, Delhi. 

4. Jian Wang, (2014), The Col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Samyuktagama (Chines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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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arcus Bingenheimer, Bhikkhu Analayo, Roderick S Bucknell, (2013), Madhyama 

Agama, Bukkyo Dendo , California. 

6. Olivelle, Patrick (2006), Between the Empires: Society in India 300 BCE to 400 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 Sangharakshita, The Legacy of the Buddha, Wind horse Publication, London. 

8. Warder, A.K. (1980), Indian Buddhism, Del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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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BUPH 13062 

科目名稱： 梵語佛教文獻選讀 

學分： 2 

必修/選修： 選修 

課程目標/預期學習成果： 

修畢本科目，學生將能夠 

1. 解釋佛教教義的發展 

2. 描述導致梵語佛教文獻起源的原因 

3. 說明梵語佛教文獻的地理擴展 

4. 閱讀並解釋文本段落的內容 

5. 介紹形成梵語佛教文本的作者和佛教部派 

6. 討論影響文本形成的社會-文化事實 

7. 與巴利語對應文本進行比較和對比 

8. 解釋梵語佛教文獻對佛教運動的影響 

科目內容： 

佛教文獻的發展，地理擴展，梵語佛教文獻簡介，佛教部派與文本編纂者，梵語佛教文獻的影

響，閱讀並分析來自《妙法蓮華經》《無量壽經》《解深密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金剛

般若波羅密多》《八千頌般若波羅蜜多》《俱舍論》《唯識二十論》與《唯識三十論》的選段。 

教學模式： 

講座、討論、練習、作業、工作坊、小組活動、實地研究 

名義時數 - 100小時 

講座/輔導課/報告/實踐課 - 30小時 自修/家庭作業/實地考察/調研/社會活動 

- 70小時 

評估與考核 

連續評估-40% 

作業/小測驗/調查/報告/評核矩陣/實地研究/實踐活動 

終期評估-60% 

兩小時內回答八個問題中的四個 

參考文獻/閱讀材料： 

1. Alen, Cole, (2005), Text as Father: Paternal Seductions in Early Mahayana Buddhist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 Bhikkhu KL, Dhammajoti, (2021), Reading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An Elementary 

Grammatical Guide, The Buddha-Dharma Centre of Hong Kong. 

3. Conze, E.T., (1968), Selected Sayings from the Perception of Wisdom, London. 

4. Edward Conze, (1960), The Perfection of Wisdom in Eight Thousand Slokas, Calcutta. 

5. Lamotte, E. The Vimalakīrti-nirdeśa. English Translation by Sāra Webs. 

6. Nakamura, H. Indian Buddhism. Delhi. 

7. Sangharakshita, The Legacy of the Buddha, Wind horse Publication.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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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ara Web,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From the French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9. Yin Shun, (1974), An Introduction to the Buddha-dharma (佛法概論). Taipei. 

10. Yin Shun, (1978), Lecture Notes on the 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s (般若經講記) Taipei. 

11. Yin Shun, Lecture Notes on the Śrīmālā-devī-siṃhanāda-sūtra (勝鬘夫人獅子吼經講

記). Taipei. 

12. Yan Pei, Lecture Notes on the Sandhinirmocana-sūtra (解深密經講記).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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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化 

課程編號： BUCU 13014 

科目名稱： 佛教文化之歷史背景 

學分： 4 

必修/選修： 必修 

課程目標/預期學習成果： 

修畢本科目，學生將能夠 

1. 解釋公元前六世紀印度的文化背景 

2. 說明佛教在印度產生的文化革命 

3. 描述佛教文化的基礎 

4. 說明佛教文化與人權之間的聯繫 

5. 指出佛教教義與印度傳統文化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差異 

6. 闡明佛教文化的基礎是建立在其基本教義之上 

7 解釋佛教文化對環境的影響 

8 描述佛教對人權、語言、性別、財富、宗教多元化、經濟、道德和倫理、社會關係、思

想自由、環境、健康和幸福的看法 

科目內容： 

公元前六世紀印度的文化背景，佛教文化的基礎，佛教作為一個文化運動，佛教對於政治、人

權、語言、性別、財富、宗教多元化、經濟、道德和倫理、社會關係、思想自由、環境、健康和

幸福的觀點。 

教學模式： 

講座、討論、練習、作業、工作坊、小組活動、實地研究 

理論時長 - 200小時 

講座/輔導課/報告/實踐課- 60小時 自修/家庭作業/實地考察/調研/社會活動- 

140小時 

評估與考核 

連續評估-40% 

作業/小測驗/調查/報告/評核矩陣/實地研究/實踐活動 

終期評估-60% 

三小時內回答八個問題中的四個 

參考文獻/閱讀材料： 

1. Abenayake, Oliver, (1995), Fundamental of Buddhist Polity, Tisarana Buddhist 

Association, Singapore. 

2. Conze, Edward, (1994), Buddhism its Essence and Development, Munshiram 

Manoharlal, New Del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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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alupahana, David, J, (1976), Buddhist Philosophy, A Historical Analysis, The 

University of Honalulu, Honalulu. 

4. Dutt, Sukumar, (1962), Buddhist Monks and Monasteries of India, London. 

5. Guruge, Ananda, WP, (1984), Buddhism the Religion and Its Culture, 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 Colombo. 

6. Gombrich, Richard, (1996), How Buddhism Began: The Conditional Genesis of the 

Early Teachings, London, and Atlantic Highlands. 

7. Jayatilake, KN, (1962), Ethics in Buddhist Perspective,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Kandy. 

8. Panabokke, Gunaratna, (1993), History of Buddhist Sangha in India Sri Lanka, 

Karunaratne and sons, Colombo. 

9. Banerjee, AC, (1973), Buddhism in India and Abroad, World Press, Calcutta. 

10. Saddhatissa Thero, H, (1970), Buddhist Ethics, Allen and Unwin, Lond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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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BUCU 13022 

科目名稱： 當代人文佛教運動 

學分： 2 

必修/選修： 選修 

課程目標/預期學習成果： 

修畢本科目，學生將能夠 

1. 說明東方和西方的重要佛教運動 

2. 說明主張強調“入世佛教”的現代運動 

3. 介紹西方對人類基本問題的思考 

4. 介紹中國太虛大師發起的現代生活運動中的佛教修行實踐 

5. 解釋「佛教是為生者，而非為亡者」 

6. 介紹佛教人文運動，如星雲法師帶領的佛光山和證嚴法師帶領的慈濟 

7. 評價一行禪師的正念運動和「入世佛教」 

8. 考察僧護法師（Venerable Saṅ gharakṣ ita）的「西方佛教會之友」（Friends of the 

Western Buddhist Order） 

9. 討論葛印卡的內觀禪修運動 

10. 評價為經濟利益而濫用佛教活動 

11. 考察佛教對非佛教宗教運動的影響 

12. 佛教運動與政治衝突 

科目內容： 

20世紀初由太虛大師在中國發起的運動，他的演講和著作，他對佛教的理解：「佛教是為生

者，而非為亡者」，隨後星雲法師帶領的佛光山和證嚴法師帶領的慈濟等佛教人文運動，一行

禪師強調正念和「入世佛教」的運動，僧護法師提倡無宗派的「西方佛教會之友」運動，西

藏、日本的佛教運動，淨土運動，緬甸、泰國和斯里蘭卡的佛教運動，佛教運動需要建基於現代

社會正統佛教教義 

教學模式： 

講座、討論、練習、作業、工作坊、小組活動、實地研究 

名義時數 - 100小時 

講座/輔導課/報告/實踐課 - 30小時 自修/家庭作業/實地考察/調研/社會活動 

- 70小時 

評估與考核 

連續評估-40% 

作業/小測驗/調查/報告/評核矩陣/實地研究/實踐活動 

終期評估-60% 

兩小時內回答八個問題中的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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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閱讀材料： 

1. Analayo, (2009), From Craving to Liberation,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2. Batchelor, S. (1994). The awakening of the West: The encounter of Buddhism and 

Western culture. Berkeley, CA : Parallel Press. 

3. Conze, Edward, (1994), Buddhism its Essence and Development, Munshiram 

Manoharlal, New Delhi. 

4. Christopher S Queen, and Sallie B. King (ed), Engaged Buddhism,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5. Jayatilake, KN, (1962), Ethics in Buddhist Perspective,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Kandy. 

6. Guruge, Ananda, WP, (1984), Buddhism the Religion and Its Culture, 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 Colombo. 

7. Arrson Harvey, (1980), Love and Sympathy in Theravada Buddhism, Motilal 

Banarsidass, Varanasi. 

8. Saddhatissa Thero, H, (1970), Buddhist Ethics, Allen and Unwin, London. 

9. Sangharakshita, A Survey of Buddhism. 2nd ed. Wind horse Publication. London. 

10. Sangharakshita, The Legacy of the Buddha. Wind horse Publication. London. 

11. Thich Nhat Hanh, The Miracle of Mindfulness A Manual on Meditation, Beacon Press, 

1999. 

12. Thich Nhat Hanh, Essential Writings, Robert Ellsberg (Editor), Orbis Book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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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BUCU 13032 

科目名稱： 佛教倫理 

學分： 2 

必修/選修： 選修 

課程目標/預期學習成果： 

修畢本科目，學生將能夠 

1 界定什麼是倫理，並介紹佛教倫理 

2 闡明經藏和律藏中的倫理 

3 運用佛教倫理建立個人和社會的和平與福祉 

4 描述與健康和長壽相關的佛教倫理 

5 解釋禮儀對人際關係的重要性 

6 說明佛教倫理如何與人類生活及環境相適應 

7 討論多元文化和多宗教社會的佛教倫理 

8 討論佛教倫理與經濟發展是否相違背 

9 介紹如何促進可持續發展的佛教倫理 

10 強調倫理對實現終極目標的必要性 

科目內容： 

倫理的宗教與哲學定義，導向倫理的佛教經文，自由意志和道德，善-不善，經藏和律藏中的倫

理，倫理判斷的標準，責任與義務，社會和諧與福利的倫理學，與宗教、政治、經濟、環境和

社會有關的佛教倫理，師生倫理，關於健康、長壽、相互關係、獲得解脫的倫理。 

教學模式： 

講座、討論、練習、作業、工作坊、小組活動、實地研究 

名義時數 - 100小時 

講座/輔導課/報告/實踐課 - 30小時 自修/家庭作業/實地考察/調研/社會活動 

- 70小時 

評估與考核 

連續評估-40% 

作業/小測驗/調查/報告/評核矩陣/實地研究/實踐活動 

終期評估-60% 

兩小時內回答八個問題中的四個 

參考文獻/閱讀材料： 

1. De Silva Padmasiri,(1979), An Introduction to Buddhist Psychology, Macmillan, 

London. 

2. Galmangoda Sumanapala, (2005), Buddhist Social Philosophy and Ethics, Singapore. 

3. Guruge Ananda, W.P. (1984), Buddhism the religion and its culture, Dharmaduta, 

Colombo. 

4. Jayatileke, K.N, (1972), Ethics in Buddhist Perspective, BPU, K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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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eown, D. (2005). Buddhist Eth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 Pemasiri, P.D, (2002) Ethics in Buddhism, Encyclopedia of Buddhism, Extract No.01, 

Colombo. 

7. Rune Johansson, E.A, (1985), The Dynamic Psychology of Early Buddhism, Curzon 

Press, London. 

8. Saddhatissa Thero, H, (1970), Buddhist Ethics, Allen and Unwin, London. 

9. Tachibana, S, (1997), Ethics in Buddhism, Sur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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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BUCU 13042 

科目名稱： 佛教文化多樣性 

學分： 2 

必修/選修： 選修 

課程目標/預期學習成果： 

修畢本科目，學生將能夠 

1 介紹印度佛教文化的歷史 

2 說明佛教文化的地理擴展 

3 解釋三個傳統的文化差異：上座部、大乘、金剛乘 

4 描述上座部佛教國家佛教文化的特點 

5 介紹以大乘佛教為主導之國家的文化特徵 

6 指出過去與現在的金剛乘佛教文化 

7 說明有佛教參與之文化的新形式 

8 解釋佛教文化對生活健康和釋放壓力的影響 

9 評價佛教文化在實現佛教終極目標的貢獻 

10 描述在生活事件中所採用的不同佛教文化習俗 

11 評價佛教文化在當今世界的實用性 

科目內容： 

印度佛教文化的歷史，佛教文化的地理擴展，上座部、大乘和金剛乘三種傳統的文化差異，上

座部佛教國家佛教文化的特點，大乘佛教為主導之國家的文化特徵，過去與現在的金剛乘佛教

文化，有佛教參與之文化的新形式，佛教文化對生活健康和釋放壓力的影響，佛教文化在實現

佛教終極目標的貢獻，不同國家的佛教文化習俗，佛教文化在當今世界的實用性。 

教學模式： 

講座、討論、練習、作業、工作坊、小組活動、實地研究 

名義時數 - 100小時 

講座/輔導課/報告/實踐課 - 30小時 自修/作業/實地考察/調研/社會活動 - 

70小時 

評估與考核 

連續評估-40% 

作業/小測驗/調查/報告/評核矩陣/實地研究/實踐活動 

終期評估-60% 

兩小時內回答八個問題中的四個 

參考文獻/閱讀材料： 

1 Banerjee, A.C., (1973), Buddhism in India and Abroad, Calcutta. 

2 Batchelor, S., (1994), The Awakening of the West: The Encounter of Buddhism and 

Western Culture, Berkeley, CA, Parallel Press. 

3 De Silva Padmasiri, (1979), An Introduction to Buddhist Psychology, Macmillan,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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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almangoda Sumanapala, (2005), Buddhist Social Philosophy and Ethics, Singapore. 

5 Guruge Ananda, W.P. (1984), Buddhism the religion and its culture, Dharmaduta, 

Colombo. 

6 Hazra, K.L., (1982), History of Theravada Buddhism in South-east Asia, New Delhi. 

7 Hirakawa Akira, (1990), A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from Sakyamuni to Early 

Mahayana 

8 Jayatileke, K.N, (1972), Ethics in Buddhist Perspective, BPU, Kandy. 

9 Ridley, M., (1980), The Art of World Religions: Buddhism, New York. 

10 Rune Johansson, E.A, (1985), The Dynamic Psychology of Early Buddhism, Curzon 

Press, London. 

11 Saddhatissa Thero, H, (1970), Buddhist Ethics, Allen and Unwin, London. 

12 Tachibana, S, (1997), Ethics in Buddhism, Sur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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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BUCU 13052 

科目名稱： 上座部與大乘 

學分： 2 

必修/選修： 選修 

課程目標/預期學習成果： 

修畢本科目，學生將能夠 

1 介紹三次佛教結集 

2 說明導致佛教教團分裂的原因 

3 簡要解釋早期佛教部派 

4 介紹早期佛教部派的哲學和文化趨勢 

5 描述上座部和大乘傳統的起源 

6 介紹上座部和大乘的佛教中心 

7 介紹北傳和南傳佛教的地理擴展 

8 解釋上座部和大乘的形成對地域社會-文化和政治的影響 

9 介紹上座部和大乘的文化特徵 

10 介紹上座部和大乘近期的分化和新的運動 

科目內容： 

三次佛教結集，導致佛教教團分裂的原因，早期佛教部派，早期佛教部派的哲學和文化趨勢，

上座部和大乘傳統的起源，上座部和大乘的佛教中心，北傳和南傳佛教的地理擴展，上座部和

大乘的形成對地域社會-文化和政治的影響，上座部和大乘的文化特徵，上座部和大乘近期的分

化和新的運動，兩個傳統的共同習俗。 

教學模式： 

講座、討論、練習、作業、工作坊、小組活動、實地研究 

名義時數 - 100小時 

講座/輔導課/報告/實踐課 - 30小時 自修/作業/實地考察/調研/社會活動 - 

70小時 

評估與考核 

連續評估-40% 

作業/小測驗/調查/報告/評核矩陣/實地研究/實踐活動 

終期評估-60% 

兩小時內回答八個問題中的四個 

參考文獻/閱讀材料： 

1 Anuruddha K. (2008), The First and Second Buddhist Councils, Hong Kong. 

2 Banerjee, A.C., (1973), Buddhism in India and Abroad, Calcutta. 

3 Bapat, P.V, (1959), 2500 years of Buddhism, Delhi. 

4 Conze Edward, (1962), Buddhist thought in India, Allen and Unwin, London.De Silva 

5 Galmangoda Sumanapala, (2005), Buddhist Social Philosophy and Ethics,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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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uruge Ananda, W.P. (1984), Buddhism the religion and its culture, Dharmaduta, 

Colombo. 

7. Hazra, K.L., (1982), History of Theravada Buddhism in South-east Asia, New Delhi. 

8. Jayatileke, K.N, (1972), Ethics in Buddhist Perspective, BPU, Kandy. 

9.  Masuda, J, (1925), Origin and Doctrines of Early Indian Buddhist Schools, (Tr. Shyuan 

Tzang's version of Vasumitra's treatise) Asia Major, Leipzig, Vol. ii, (pp.1-78). 

10. Mcgoveru, W.M, (1997), An Introduction to Mahāyāna Buddhism, Munsriram 

Manoharlal, Delhi. 

11. Puri, B. N, (1987), Buddhism in Central Asia,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34 
 

課程編號： BUCU 13062 

科目名稱： 佛教心靈關顧與輔導 

學分： 2 

必修/選修： 選修 

課程目標/預期學習成果： 

修畢本科目，學生將能夠 

1 介紹佛教的心靈關顧與輔導 

2 說明涉及關顧與輔導的佛教資料 

3 解釋佛教對人類靈性及關顧的看法 

4 培養對自己和他人生命的積極態度 

5 以與靈性相關之佛教教義為基礎，建立個人的人格 

6 引導他人平衡和尋找永久解決人類問題的辦法 

7 提出建基於佛教教義的方法，以幫助需要關顧的人 

8 運用後期佛教傳統建立的傳統方法來治愈和處理痛苦 

科目內容： 

靈性在人類心理中的重要性，佛教對人類人格缺陷與問題的分析，佛教關於心及其運作的理

論，佛教基於三學（sikkhā）發展靈性的方法，調解及其對心理健康的益處，人際衝突的心理

根源和佛教的解決方案，各種佛教文化儀式的結構模式及其平衡靈性、積極思考和自我激勵、

控制情緒的能力，佛教對幸福的看法，佛教慈護師的職責，佛教認知行為療法，以受輔導者為

本的療法，以個人康復為目標的方法，佛教衍生的治療方法，佛教疼痛管理系統。 

教學模式： 

講座、討論、練習、作業、工作坊、小組活動、實地研究 

名義時數 - 100小時 

講座/輔導課/報告/實踐課 - 30小時 自修/作業/實地考察/調研/社會活動 - 

70小時 

評估與考核 

連續評估-40% 

作業/小測驗/調查/報告/評核矩陣/實地研究/實踐活動 

終期評估-60% 

兩小時內回答八個問題中的四個 

參考文獻/閱讀材料： 

1. Nissanka. H.S.S., (2001). Buddhist Psychotherapy, Gunasena, Colombo. 

2. De Silva, Padmasiri., (1976). Tangles and Webs, Colombo. 

3. De Silva, Padmasiri., (2014). An Introducción to Buddhist Psychology and Counselling,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4. de Silva, Padmal, (2010), ‘Buddhist Psychology: Exploring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Aspects’, New Horizons in Buddhist Psychology, Kwee, Maurits G.T. ed., Ohio: Taos 

Institute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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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e Silva, Padmasiri, (2008), An Introduction to Mindfulness-based Counseling, 

Sarvodaya Vishva Lekha, Sri Lanka: 

6. Dorian, M., & Killebrew, J. E. (2014). A Study of Mindfulness and Self-Care: A Path to 

Self- Compassion for Female Therapists in Training. Women & Therapy, 37(1/2), 

155-163. 

7. Weerasinghe, Henry., (1992). Education for Peace, Sarvodaya Book Publishing 

Service, Moratuwa. 

8. Segal, Z.V, Williams, J.M.G, & Teasdale, J.D, (2002), Mindfulness Based Cognitive 

Therapy for depression: A new approach to preventing relapse, New York, Guildford 

Press. 

9. Warren, J. (2012). Applying Buddhist practices to recovery: What I learned from skiing 

with a little Buddha wisdom. Journal of Addictions & Offender Counseling, 33, 

34-47. 

10. Worden, J.W., Grief counseling and grief therapy: A handbook for the mental health 

practitioner.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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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心理學 

 

課程編號： BUPS 13014 

科目名稱： 佛教心理學入門 

學分： 4 

必修/選修： 必修 

課程目標/預期學習成果： 

修畢本科目，學生將能夠 

1. 確定佛教心理學的範圍 

2. 指出佛典中的心理學教義 

3. 區分佛教心理學的主要特點 

4. 重視佛教心理學的重要性 

5. 討論佛教心理學對文化和宗教信仰的解釋 

6. 分析心的結構和功能 

7. 閱讀具有心理學意義的佛教文本 

8. 分析心理狀態 

科目內容： 

佛教心理學的範圍，佛教心理學在現代社會背景下的重要性，佛陀對個體及其心理學意義的闡

釋，佛陀對當代文化和宗教信仰與實踐的闡釋及其心理學基礎，對佛經文獻及其心理學意義的

了解，對注釋書文獻及其反映的心理學因素之了解，早期佛教對個體、心靈結構和功能、感官

系統和客觀世界、人類行為及其影響的看法，律藏及其心理學意義，佛教心理和倫理學，道德

規範中的心理學元素，佛教對人類行為的看法，對阿毗達磨教義的了解，識的分析，心所的分

析，心的具影響力元素及其功能，佛教心理學的重要文本，介紹《清淨道論》作為佛教心理學

手冊，本生故事對精神病的意義，法句經義註（Dhammapadatthakathā）和性格分析。 

教學模式： 

講座、討論、練習、作業、工作坊、小組活動、實地研究 

名義時數 - 200小時 

講座/輔導課/報告/實踐課 - 60小時 自修/作業/實地考察/調研/社會活動 - 

140小時 

評估與考核 

連續評估-40% 

作業/小測驗/調查/報告/評核矩陣/實地研究/實踐活動 

終期評估-60% 

三小時內回答八個問題中的四個 

參考文獻/閱讀材料： 

1. Bootzin. R. R., Bower. G.H., Crocker J., Hall E., (1991). Psychology Today an 

Introduction. 7 th edition., McGraw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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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aroline A.F., Rhys Davids, (2018), Buddhist Psychology: An Inquiry into the Analysis 

and Theory of Mind in Pali Literature, Forgotten Books, 

3. De Silva, Padmasiri., (1976). Tangles and Webs, Colombo. 

4. De Silva, Padmasiri, (2014), An Introduction to Buddhist Psychology and 

Counselling,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5. Edwina Pio, (1988). Buddhist Psychology, A Modern Perspective. New Delhi. 

6. Gnanasiri. S., (2000). Psychology in Buddhist Literature., Buddhist cultural centre, 

Nedimala, Colombo. 

7. Jayasuriya. W. F., (1988). The Psychology & Philosophy of Buddhi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bhidhamma., Buddhist Missionary Society., Malaysia. 3 rd print. 

8. Kalupahana. David. J., (1987). The Principles of Buddhist Psychology., State 

university, New York. 

9. Sarthchandra, E.R., (1958), Buddhist Psychology of Perception, Colombo. 

10. Segall, S.R. (ed) (2003). Encountering Buddhism: Western Psychology and

Buddhis Teaching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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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BUPS 13022 

科目名稱： 佛教禪修 

學分： 2 

必修/選修： 選修 

課程目標/預期學習成果： 

修畢本科目，學生將能夠 

1. 介紹佛教禪修 

2. 介紹非佛教禪修系統 

3. 解釋佛教禪修的主要目的 

4. 描述禪修在涅槃之路上的地位 

5. 說明佛教中不同的禪修所緣境（ārammaṇa） 

6. 闡明禪修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7. 說明禪修對發展人格和日常行為的益處 

8. 說明禪修對心理-生理的益處 

科目內容： 

禪 修 的 過 往 與 現 在 ， 如 何 開 始 禪 修 練 習 ， 關 於 禪 修 的 經 典 出 處 ， 禪 修 的 業 處

（kammaṭṭhāna），觀想念佛，慈心觀，觀想死亡，四念處，《清淨道論》中的禪修所緣

境，漸出離道上的禪修，日常生活的禪修，關於身體-精神健康的禪修，心理-生理失調，憂慮

與恐懼，心、意和識，心靈修養，心靈成長與安寧，導向自我控制的內觀禪修，戒、定和慧，

涅槃-- 極樂。 

教學模式： 

講座、討論、練習、作業、工作坊、小組活動、實地研究 

名義時數 - 100小時 

講座/輔導課/報告/實踐課 - 30小時 自修/作業/實地考察/調研/社會活動 - 

70小時 

評估與考核 

連續評估-40% 

作業/小測驗/調查/報告/評核矩陣/實地研究/實踐活動 

終期評估-60% 

兩小時內回答八個問題中的四個 

參考文獻/閱讀材料： 

1. Burns, D.M, (1994), Buddhist Meditation and Depth Psychology,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Kandy. 

2. Goleman, D, (1976), Meditation and Consciousness: An Asian Approach to Mental 

Health,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Vol.30. 

3.  Nyanaponika Thera., (1954). The Heart of Buddhist Meditation: A Handbook of 

Mental Training based on the Buddha's Way of Mindfulness. York Beach, ME: 

Samuel We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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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umanapala Galmangoda, (2002),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ethods of Meditation in 

Theravada Tradition, Buddhist Research Society, Singapore. 

5. Nauriyal, D. K. (Ed.), (2011). Buddhist Thought and Applied Psychology: 

Transcending the boundaries London: Rout ledge-Curzon. 

6. Ven Sujiva, (1995), Loving Kindness Meditation, Buddha Dharma Association Inc. 

7. Rosenberg, L., (1998), Breath by Breath: The Liberating practice of insight 

meditation, Shambala, Bo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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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BUPS 13032 

科目名稱： 佛教精神病學入門 

學分： 2 

必修/選修： 選修 

課程目標/預期學習成果： 

修畢本科目，學生將能夠 

1. 介紹解決心理問題的佛教心理治療方法 

2. 應用佛教心理治療以維持身心健康 

3. 以同理心回應心理疾病和心理困擾 

4. 指出精神疾病可導致污名化問題，並影響到患者及其家庭 

5. 認識到個人在消除這種成見所扮演的角色 

6. 討論診斷和處理精神病所涉及的道德難題和爭議 

7. 以專業和保密態度對待患者及其職業 

8. 說明生埋和心理症狀的相互關係 

9. 決定在合適時間將患者轉介到精神病科 

科目內容： 

生埋和心理疾病的起源以及行為療法，佛教對安排日常活動和解決心理問題的指引，《阿育吠

陀》的佛教基礎以及疾病的消除，占星術、佛教文化與疾病的消除，傳統治療儀式與疾病的消

除，禪修與心理健康。 

教學模式： 

講座、討論、練習、作業、工作坊、小組活動、實地研究 

名義時數 - 100小時 

講座/輔導課/報告/實踐課 - 30小時 自修/作業/實地考察/調研/社會活動 - 

70小時 

評估與考核 

連續評估-40% 

作業/小測驗/調查/報告/評核矩陣/實地研究/實踐活動 

終期評估-60% 

兩小時內回答八個問題中的四個 

參考文獻/閱讀材料： 

1. Brazier, David, (2002). The Feeling Buddha: A Buddhist Psychology of Character, 

Adversity and Passion Paperback. 

2. De Silva, Padmasiri., (1976). Tangles and Webs, Colombo 

3. Hayes, S. C., Strosahl, K., & Wilson, K. G. (2011).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The 

process and practice of mindful change (2nd edition).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4. Kalupahana, David J. (1992). The Principles of Buddhist Psychology, Delhi: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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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ark, Epstein., (2004). Thoughts without a Thinker: Psychotherapy from Buddhist 

Perspective. 

6. Mark Epstein, (2008). Psychotherapy without the Self: A Buddhist Perspective. 

7. Nissanka. H.S.S., (2001). Buddhist Psychotherapy, Gunasena, Colombo. 

8. Nyanaponika Thera., (1954). The Heart of Buddhist Meditation: A Handbook of Mental 

Training based on the Buddha's Way of Mindfulness. York Beach, ME: Samuel 

Weiser. 

9. Nauriyal, D. K. (Ed.), (2011). Buddhist Thought and Applied Psychology: 

Transcending the boundaries, London: Routledge-Curzon. 

10. Segal. Zindel V.J. Mark G William & Jhon D. Teasdale, (2002). 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for Depression, N.Y, Guilfox. 



 
 

42 
 

課程編號： BUPS 13042 

科目名稱： 正念及其現代應用 

學分： 2 

必修/選修： 選修 

課程目標/預期學習成果： 

修畢本科目，學生將能夠 

1. 介紹什麼是正念 

2. 討論正念的利益和實踐 

3. 解釋正念練習的預期益處 

4. 說明佛教關於正念的基本資料 

5. 描述正念的基本特徵 

6. 佛教正念實踐的現代應用 

7. 闡明建基於正念的減壓方法 

8. 介紹建基於正念的抑鬱症認知療法 

9. 說明非評判性方法的重要性 

10. 描述如何通過正念練習來治愈心理病 

科目內容： 

佛教的正念概念，古代冥想傳統和現代世俗解釋，意思和定義，非評判性觀察，接受，公正的

注意，無分別的意識，當下的意識，非自我中心的警覺，對變化的覺知，參與性觀察，道德基

礎和心靈素質，現代應用作為一種治療策略，心身醫學，心理治療，精神病學，教育，領導和

管理，基於正念的減壓，疼痛處理，基於正念的認知行為療法，感恩的實踐，身體檢查，關注

內心，激發五感，觀察思想，正念飲食以及各種其他理論和實踐領域，擴展正念應用及範圍。 

教學模式： 

講座、討論、練習、作業、工作坊、小組活動、實地研究 

名義時數 - 100小時 

講座/輔導課/報告/實踐課 - 30小時 自修/作業/實地考察/調研/社會活動 - 

70小時 

評估與考核 

連續評估-40% 

作業/小測驗/調查/報告/評核矩陣/實地研究/實踐活動 

終期評估-60% 

兩小時內回答八個問題中的四個 

參考文獻/閱讀材料： 

1. Batchelor, S. (1994). The awakening of the West: The encounter of Buddhism and 

Western culture. Berkeley, CA: Parallel Press. 

2. Bhikkhu Katukurunde Nānānanda., (2012). Concept and Reality in Early Buddhist 

Thought, 

Dharma Grantha Mudrana Bhàraya, Sri Lanka. 

3. Gunaratana, Henepola, (2011) Mindfulness in Plain English, Wisdom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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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unaratana, Henepola, (2017) Loving-Kindness: The Practice of Metta, Wisdom 

Publications. 

5. Kabat-Zinn, J. (1994). Mindfulness Meditation for Everyday Life, London, Piatkus. 

6. Kabat-Zinn, J. (2005). Coming to Our Senses,  London, Piatkus. 

7. McMahan, David L., (2008). The Making of Buddhist Modern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 Nyanaponika Thera., (1954). The Heart of Buddhist Meditation: A Handbook of Mental 

Training based on the Buddha's Way of Mindfulness. York Beach, ME: Samuel 

Weiser. 

9. Nauriyal, D. K. (Ed.), (2011). Buddhist Thought and Applied Psychology: 

Transcending the boundaries, London: Routledge-Curzon. 

10. Sayadaw Mahasi, (2016) Manual of Insight, Wisdom Publication. 

11. Segal, Z.V., Williams, J.M. & Teasdale, J.D. (2002). 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New York, Guildford Press. 

12. Segall, S.R. (ed) (2003). Encountering Buddhism: Western Psychology and 

Buddhist Teaching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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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BUPS 13052 

科目名稱： 分析及深層心理學之佛教教義 

學分： 2 

必修/選修： 選修 

課程目標/預期學習成果： 

修畢本科目，學生將能夠 

1. 確認佛教現象心理學的重要性 

2. 分析五蘊 

3. 指出「我」的因果性 

4. 找出克服心理問題的方法 

5. 區分情緒和生理痛苦的差別 

6. 解釋對抗 (resistance) 和障礙 (obstacles) 的性質 

7. 重視佛教現象心理學 

8. 證明佛教現象心理學對社會福祉的重要性 

科目內容： 

(i) 識  (Viññāṇa) 在早期佛教教義中的地位，其主觀性和緣起性。 (ii) 分析五蘊，「我」

(“I”-ness)、「我所」(“My”-ness) 、理想的我(ideal self)、真實的我(real self)、感知到的我

(perceived self)，「我」的顯現作為無本質、無體的現象。 (iii) 「我」與靈魂，人類心理與普遍

心理，對抗和障礙，佛教關於克服心理問題之勤、精進與慧的教義。(iv) 情緒上的痛苦和肉體上

的痛苦，不快樂的來源或條件，佛教關於人類之苦、極度痛苦的教義並非精神病學所描述的臨床疾

病。 (v) 苦的解脫，形而上學的猜想，其性質與人類的苦，佛教對心及其活動作為生命的動力的

關注。(vi) 人生的目的和目標，佛教心理學的觀點，安排日常活動和解決心理問題的指示。接

近經驗(experience-near)（心理學）和遠離經驗 (experience-far)（宗教）的方法。佛教建基

於經驗、科學的方法。 

教學模式： 

講座、討論、練習、作業、工作坊、小組活動、實地研究 

名義時數 - 100小時 

講座/輔導課/報告/實踐課 - 30小時 自修/作業/實地考察/調研/社會活動 - 

70小時 

評估與考核 

連續評估-40% 

作業/小測驗/調查/報告/評核矩陣/實地研究/實踐活動 

終期評估-60% 

兩小時內回答八個問題中的四個 

參考文獻/閱讀材料： 

1. Bhikkhu Katukurunde Nānānanda., (2012). Concept and Reality in Early Buddhist 

Thought, Dharma Grantha Mudrana Bhàraya, Sri Lan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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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razier, David.,(2001). The Feeling Buddha, Robinson Publish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3. Hayes, S. C., Strosahl, K., & Wilson, K. G. (2011).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The process and practice of mindful change (2nd edition),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4. Kalupahana, David J. (1992). The Principles of Buddhist Psychology, Delhi: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5. McMahan, David L., (2008). The Making of Buddhist Modern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 Nyanaponika Thera., (1954). The Heart of Buddhist Meditation: A Handbook of 

Mental Training based on the Buddha's Way of Mindfulness, York Beach, ME: 

Samuel Weiser. 

7. Nauriyal, D. K. (Ed.), (2011). Buddhist Thought and Applied Psychology: 

Transcending the boundaries, London: Routledge-Curzon. 

8. Shenk, C., Masuda. A., Bunting. K., & Hayes, S. C. (2006). The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Underlying Mindfulness: Exploring the Link between Buddhism and 

Modern Contextual Behavioral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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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BUPS 13062 

科目名稱： 心與心理狀態 (心所）之佛教分析 

學分： 2 

必修/選修： 選修 

課程目標/預期學習成果： 

修畢本科目，學生將能夠 

1. 概述佛教關於精神與物質元素的教義 

2. 熟悉佛教的分析和綜合方法 

3. 區分佛教關於人類認知的理論 

4. 針對與人類期望、束縛和動機相關的問題進行分類 

5. 分析精神-物質元素 

6. 解決身心關係的問題 

7. 說明心所對人心的影響 

8. 找出人類心理活動的因果關係 

科目內容： 

(i) 佛教心理物理學 (Buddhist Psychophysics) 的本質和目的，佛教的分析和綜合方法，其目標和

範圍。(ii) 佛 教 教 義 的 心 理 學 基 礎 ， 佛 教 對 精 神 現 象 及 其 影 響 的 重 視 ， 佛 教 關 於 分

別 ( d i s c r i m i n a t i o n ) 的 教 義 ， 認 知 ( p e r c e p t i o n ) 及 其 心 理 學 基 礎 ， 與人類期

望、束縛和動機相關的問題。 (iii) 佛教關於因果關係、身心關係及其功能、心理功能的性質和

因果關係、身心關係及其對人類行為之影響的教義。(iv) 佛教關於根、受、刺激和感受處理機制

與階段、感根與主-客觀世界的教義，感受與佛教對內在及外在刺激的解釋，感受處理系统。  

(v) 心所及其功能，對心所的分析，心所的性質和功能，心所對人心的影響。 

教學模式： 

講座、討論、練習、作業、工作坊、小組活動、實地研究 

名義時數 - 100小時 

講座/輔導課/報告/實踐課 - 30小時 自修/作業/實地考察/調研/社會活動 - 

70小時 

評估與考核 

連續評估-40% 

作業/小測驗/調查/報告/評核矩陣/實地研究/實踐活動 

終期評估-60% 

兩小時內回答八個問題中的四個 

參考文獻/閱讀材料： 

1. Kabat-Zinn, J. (2005). Coming to Our Senses (London, Piatkus) 

2. Mark, Epstein., (2004). Thoughts without a Thinker: Psychotherapy from Buddhist 

Perspective, Yale University Press. 

3. Mark Epstein, (2008). Psychotherapy without the Self: A Buddhist Perspective, Yale 

University Press. 

 



 
 

47 
 

4. Brazier, David, (2002). The Feeling Buddha: A Buddhist Psychology of Character, 

Adversity and Passion Paperback. 

5. Segall, Seth Robert, (2003). Encountering Buddhism, Western Psychology and 

Buddhis Teachings. 

6. Segal. Zindel V.J. Mark G William & Jhon D. Teasdale, (2002). 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for Depression. N.Y, Guilfoxl. 

7. William. J. Mikulas., (200). Buddhist and Western Psychology.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8. Waldron, William S. (2003). The Buddhist unconscious: the ālaya-vijñāna in the 

context of  Indian Buddhist thought, Routled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