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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本研討課目標有三：
一、認識印度佛教知識論（量論），特別是陳那的系統。
二、認識印度佛教知識論的漢傳發展，特別是六世紀的慧遠和七世紀的慧沼的詮釋。
三、訓練漢傳量論的經典研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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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自二十世紀以來，佛教知識論（量論）的研究成為國際佛學界的顯學，其中特別以陳那和法稱為研究焦點。由於量論
的第一手文獻主要存在於少數的梵典和大量的藏文論疏，造成該領域為印藏佛教（Indo-Tibetan Buddhism）學者所
獨領風騷，相對地，漢傳量論則乏人問津，除了早期的少數學者，如Tucci、宇井伯壽、Frauwallner之外，並未受到
應有的重視。有鑑於此，本課程擬補足這項不足，開發漢傳佛教量論的研究。本課程擬選讀二項文獻：一、慧遠（5
23-592）《大乘義章》卷十〈三量智義〉，二、慧沼 (648-714)《大乘法苑義林章補闕》〈二量章〉。這二份文獻分
別代表漢傳量論舊學和漢傳量論新學的觀點，前者屬於地論師系統，後者屬於玄奘系統。若和現代學者所重建的印藏
佛教知識論相較，更可看出漢傳佛教知識論的特色。揭顯漢傳佛教知識論的特色，是本課程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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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進度
1. 2/26 課程介紹
2. 3/5 印度佛教知識論
Reading:
Vittorio A. Van Bijert Epistemology and Spiritual Authority (Wien 1989).
梶山雄一，〈佛教知識論的形成〉，蕭平、楊金萍譯，《普門學報》第15、16、17期(2003)。
3. 3/12 陳那《集量論‧現量品第一》:現量
Reading:
Masaaki Hattori Dignàga On Percep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服部正明著、吳汝鈞譯，〈陳那之認識論〉，收於吳汝鈞，《佛學研究方法論》（台北：學生書局）。
4. 3/19 比量
Reading:
北川秀則著; 吳汝鈞譯，〈陳那的邏輯〉，《佛教的概念與方法》（台北：商務，1998）。
桂紹隆，陳那講座：http://buddhica.nccu.edu.tw.
5. 3/26 theory of apoha
Reading:
桂紹隆，陳那講座：http://buddhica.nccu.edu.tw.
6. 4/2 停課
7. 4/9 《大乘義章》卷十〈三量智義〉
8. 4/16 《大乘義章》卷十〈三量智義〉
9. 4/23 《大乘義章》卷十〈三量智義〉
10. 4/30〈二量章〉
11. 5/7 〈二量章〉
12. 5/14〈二量章〉
13. 5/21〈二量章〉
14. 5/28〈二量章〉
15. 6/4 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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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6/11 期末報告
17. 6/18 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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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式
一、每週就閱讀文獻撰寫一至二頁心得，上課前以電子郵件傳閱。
二、期末報告一篇。
三、參加［六至七世紀漢語文化圈的印度學教思想］計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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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要求 / 評分標準
一、每週閱讀心得，佔20%。
二、出席，佔20%。
三、期末報告，佔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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