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臺北廣明寺「佛教義理與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 議程表 
 

2018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五） 

8:30 ~ 9:00 報到（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蘇格拉底廳） 

9:00 ~ 9:15 
開幕式 

貴賓致詞：廣明寺住持 本法法師 

時間 主持人 主題 發表人 

9:15~10:00 
惠敏 法師 
法鼓文理學院 

主題演講：仏教研究の意義 
藤井教公 

国際仏教学大学院大学 

10:00~10:20 團體合照、茶點 

第一場 南亞佛教 

10:20~11:50 
黃柏棋 教授 

政治大學 

《瑜伽師地論》之《雜阿含經》摩呾理迦（本母）

引用⟨聲聞地⟩內容考察 
釋惠敏 

法鼓文理學院 

從身至念看初期佛教的修行意義 
黃柏棋 

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 

國王的懺悔：由經典至教史典範之轉移 
吳芬錦 

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 

12:00~13:30 午餐 

第二場 亞洲佛教(一) 

13:30~15:00 
菅野博史 
創價大學 

初期中国仏教の教判思想──鳩摩羅什とその

周辺を中心として 

菅野博史 
創價大學 

天台と三論 
奧野光賢 
駒澤大學 

Why Japanese Buddhist Views on the Precepts are 

Worth Studying 
Paul Groner 
維吉尼亞大學 

15:00~15:20 茶點 

第三場 中國佛教(一) 

15:20~16:50 
田博元 教授 
嘉南藥理大學 

智顗與吉藏佛教義理修持之比較 
釋本法 
廣明寺 

天台宗與華嚴宗「心」思想的交錯對映──以智

顗與法藏為主的比較 

郭朝順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 

天台淨土和善導思想的理論交涉 
陳敏齡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 

 



2018年 臺北廣明寺「佛教義理與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 議程表 
 

2018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六） 

時間 主持人 主題 發表人 

第四場 臺灣佛教 

9:00~10:30 
侯坤宏 教授 

國史館 

三多法師煮雲老和尚 
釋慧嚴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白聖法師對戰後初期臺灣佛教的影響 
顏尚文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玠宗法師的佛教事業與天台思想探微 
蘇全正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10:30~10:45 茶點 

第五場 亞洲佛教(二) 

10:45~12:15 
慧嚴 法師 
清華大學 

インド後期中観派における空性理解の実践 
望月海慧 

身延山大學佛教學科 

漢訳仏伝『修行本起経』再考 
河野 訓 

皇學館大學文學部 

日本天台における教学と実践・・・特に常行三

昧を中心として 
浅田正博 

龍谷大學文學部 

12:15~13:45 午餐 

第六場 中國佛教(二) 

13:45~15:15 
陳英善 教授 
法鼓文理學院 

智者大師所建構四念處之禪觀思想體系 
釋宏育 

華梵大學佛教學系 

華嚴宗對龍樹「空」的看法──以賢首法藏為主 
陳英善 

法鼓文理學院 

入定觀音與宋代禪宗觀音法門 
賴文英 

臺灣「佛教圖像學」研究中心 

15:15~15:35 茶點 

第七場 東南亞佛教 

15:35~17:05 
顏尚文 教授 

中正大學 

白聖法師看馬來西亞佛教 
侯坤宏 
國史館 

《南遊雲水情》中馬來西亞華人佛教的國際網絡 
李玉珍 

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 

漢傳佛教在緬甸的傳播──以慈航法師為例 
闞正宗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 

17:05~17:35 
綜合討論：亞洲佛教的展望 

本法法師、藤井教公、顏尚文 

17:35~17:50 
閉幕式 

主持人：廣明寺住持 本法法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