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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碧香

隋唐五代漢文佛典中的助詞“個”（第7期，頁171）

宗玉媺

論雲居寺漢譯《寶德藏經》的翻譯底本問題：以第一品為討論中心（ 第16期，頁83）

《寶德藏經》與《般若波羅蜜經》關係探微：以第一品為中心（第14期，頁41）

從〈空品〉看《寶德藏經》與《般若波羅密經》的關係（第12期，頁43）

岡野潔

正量部的傳承研究：現在劫的劫末意識（第6期，頁15）

屈大成

義淨律譯夾注之研究──從中印戒律實踐角度看（第40期，頁1）

中國佛教三衣臥具律制論辯（第38期，頁81）

六群比丘之鄔陀夷考：以漢譯「根有部律」為主（第36期，頁1）

香室考──以漢譯「根有部律」和佛教遺址考古材料為中心（第34期，頁1）

從漢巴對照看漢譯《雜阿含經》偈頌的特色（第32期，頁31）

姉崎正治有關《雜阿含》整編之研究（第26期，頁155）

兩漢佛教之流傳及佛教徒活動考（第17期，頁1）

林志欽

智者大師後期著作之天台宗修行法門（第23期，頁21）

《法華經》修行法門與慧思法華三昧之修證與創立（第20期，頁55）

天台宗法門之修行根機探討：就「化儀四教」與「化儀四觀」而論（第19期，頁35）

林建勳

由船山易學對佛教的批評看近代以來的儒佛交涉（第6期，頁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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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國平

清水祖師信仰探索（第4期，頁217）

定光古佛探索（第3期，頁223）

林崇安

《雜阿含經》經文的釐正初探（第8期，頁1）

林淑媛

編撰《臺灣宗教文選》佛教篇的理念與經驗（第10期，頁327）

初探印光法師的觀音信仰——兼述李止淨〈觀世音菩薩本跡感應頌〉 （第 9期，頁

121）

論觀音感應故事敘事結構模式化的原因（第6期，頁175）

林欐嫚

臺灣少年感化教育之開端與日本真宗本願寺派的關係：以成德學院設立之背景為考

察中心（第28期，頁135）（得能弘一、林孋嫚合著）

由訪談玄祐尼（黃玉灼女士）中－論日治時期臨濟宗妙心寺派在臺之尼僧教育（第

22期，頁217）

法曜比丘

探討中國六朝時期的廣州為海運線上菁英型佛教所扮演發展中的角色（第37期， 

頁1）

竺家寧

從支謙譯經語言論三國時代複音節的動詞變化（第27期，頁1）

松金公正

殖民地時期真宗大谷派在台灣佈教的演變：台北別院落成的象徵意義（第18期，頁

139）

日據時期日本佛教之台灣佈教（第3期，頁191）

編譯、解說：關於日據初期日本佛教從軍佈教使的活動（第3期，頁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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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望來

名僧命運與佛教中國化：晉末宋初闡提佛性論爭發微（第39期，頁41）

范純武

日治時期日本佛教在台灣「蕃界」的佈教事業——以真宗本願寺派為中心的考察

（第4期，頁253）

近現代中國佛教與扶乩（第3期，頁261）

侯　沖

密教中國化的經典分析：以敦煌本《金剛頂迎請儀》、《金剛頂修習瑜伽儀》和

《壇法儀則》為切入點（第19期，頁141）

侯坤宏

從「人際關係」看戰後臺灣佛教（第40期，頁137）

胡欣宜

佛教語言學與語言發展結合的新嘗試──以「阿彌陀佛」為例（第37期，頁41）

凃玉盞

善導淨土思想在日本的開展：以法然門下長西的信心觀為中心（第27期，頁51）

從《歎異抄》看親鸞的念佛思想（第19期，頁173）

清澤滿之的他力信仰（第12期，頁147）

俞明仁

越南新移民與佛教信仰：以「台灣越南智德佛教文化交流協會」為例（第30期，頁

135）

施凱華

天台智者對「中道實相」直觀方法之詮釋研究（第19期，頁105）

夏金華

蕅益大師與《周易禪解》（創刊號，頁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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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歆東

《佛國記》諸英譯之漢語底本研究（第34期，頁65）

徐文明

《涅槃無名論》真偽辨（第7期，頁29）

神會早期史事及其在六祖門下的地位（第6期，頁127）

得能弘一

臺灣少年感化教育之開端與日本真宗本願寺派的關係：以成德學院設立之背景為考

察中心（第28期，頁135）（得能弘一、林孋嫚合著）

張益碩

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的宗教政策與日本佛教在臺發展：以真宗本願寺派為例（第31

期，頁79）

張國一

宋初臨濟宗下第二宗匠：首山省念禪師之研究（第22期，頁143）

現代禪宗心性思想研究的幾點評論（第10期，頁291）

荷澤神會的心性思想（第7期，頁49）

歷代文獻中的慧能「心性」思想探究（第5期，頁89）

曹志成

唯識學與中觀學在台灣之發展：以台灣早期研究著述為主（第23期，頁91）

寂護對有部「實在論」以及「有相唯識」與「無相唯識」的「形象」（行相）說之

批判的探討（第5期，頁227）

智藏與寂護的二諦思想以及對唯識思想的收攝之比較（第4期，頁25）

《中邊分別論》「真實品」的三性思想之探討（第3期，頁23）

護法——玄奘一系與安慧一系對識轉變之解釋的比較（第2期，頁79）

莊國彬

《瑜伽經注．獨存品》譯注與研究（第38期，頁1）

《瑜伽經注．神通品》譯注與研究（第36期，頁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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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經注．修煉品》譯注與研究（第34期，頁101）

《瑜伽經注．三昧品》譯注與研究（第32期，頁87）

獨存與解脫：瑜伽派與佛教解脫道的比較（第28期，頁1）

《瑜伽經》與佛教思想的比較（第26期，頁51）

月兔故事再議（第24期，頁33）

談巴利語《本生》的文學性（第21期，頁1）

《行藏》第三品譯注與研究（第20期，頁1）

談《行藏》的戒波羅蜜（第19期，頁1）

談《所行藏經》的布施波羅蜜（第16期，頁53）

覺音論師注釋書略述：以《中部．注釋書》為例（第13期，頁1）

世親《釋軌論》略探（第10期，頁45）

巴利語《分別大業經》試譯（第8期，頁29）

許一系

初期大乘教團之研究——大乘「佛塔教團」說之考察（第10期，頁1）

許志信

憨山德清《憨山老人夢遊集》之「真心」與「圓融」思想研究（第13期，頁113）

傅山與佛學：傅山對佛學的闡發與運用（第8期，頁145）

許明銀

吉祥積的《見次第說示》藏文本試譯（創刊號，頁165）

譯著：智軍的《見差別》蕃本試譯（第5期，頁197）

許洋主

譯著：布施概念的變遷(四)（第5期，頁153）

許尤娜

德國胡海燕博士法顯研究中譯之三：〈五世紀中國西域求法高僧的心理極限挑戰〉

（第28期，頁97）

法顯研究中譯：德國胡海燕博士〈法顯的觀世音祈求及286年譯本的《正法華

經》〉（第27期，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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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胡海燕博士三篇法顯研究的中譯（第23期，頁141）

法顯《佛國記》在歐洲的傳譯：以十九世紀「英譯」為中心（第22期，頁89）

許瓊丰

真宗教團與國家：以大谷光瑞的臺灣活動為考察中心（第28期，頁179）

連立昌

金元時期之“糠禪”初探（第3期，頁141）（連立昌、王見川合著）

連瑞枝

書評：中國中古時期的盂蘭節（第3期，頁439）

郭祐孟

敦煌莫高窟361窟之研究（第15期，頁143）

2006中國西北石窟考察結報——石窟寺院考察篇（第11期，頁147）

敦煌密教石窟體用觀初探——以莫高窟14窟為例看法華密教的開展（第10期，頁

139）

盛唐佛教造像所蘊含的法華思想——以敦煌莫高窟45窟為中心的探討（ 第 9期，頁

269）

晚唐觀音法門的開展：以敦煌莫高窟161窟為中心的探討（第8期，頁103）

郭朝順

湛然「無情有性」思想中的真如概念（第3期，頁45）

野川博之

日本17世紀以後的戒殺護生思想：以德川綱吉為中心（第27期，頁107）

略論一卷傳本《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的成立：以〈六大品〉為中心（第25期，頁

123）

譯著：關於有我論與無我論的辯證（第23期，頁1）（木村俊彥著）

關於星雲《人間佛教語錄》及其與印順之關係：從日文版譯者的立場來看（第21

期，頁163）

書評：江燦騰《台 教史》（第15期，頁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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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通念佛宗簡介（第10期，頁363）

明末佛教在日本：以黃檗宗為中心（第8期，頁226）

譯著：朱子的「靜坐」觀與其思想背景（第17期，頁65）（中嶋隆藏著）

陳一標

緣起與業：瑜伽行派對等流種子與異熟種子的詮釋（第15期，頁73）

有關阿賴耶識語義的變遷（第4期，頁75）

識的詮釋（第2期，頁105）

陳水淵

印順的緣起論——從康德知識論出發（第2期，頁91）

陳宗元

日本唯識思想的展開（第27期，頁79）

善導大師在《觀無量壽經疏》中「佛身」觀的研究：從唯識的觀點（第26期，頁

109）

陳英善

天台圓頓止觀「事修．理觀」雙重奏——以《摩訶止觀為主》（第9期，頁175）

論述天台智者大師的次第戒聖行——十支戒（創刊號，頁141）

陳進益

雲棲祩宏引《易經》說佛研究（第25期，頁91）

陳敏齡

淨土初章和華嚴終章的對論：以大乘佛教史觀為軸（第21期，頁37）

陳進國

外儒內佛—新發現的歸根道（儒門）經卷及救劫勸善書概述（第10期，頁233）

陳淑芬

《金剛經》標點研究：以《大正藏》與CBETA鳩摩羅什譯本為例（第22期，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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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祥洲

《大智度論》所述「大空」與「無始空」之研究（創刊號，頁51）

程恭讓

歐陽竟無先生的生平、事業及其佛教思想的特質（第4期，頁141）

黃俊威

南傳上座部「有分識」思想之探討——以「九心輪」問題為中心（ 創刊號，頁293）

黃英傑

圓珍天台密教判教觀的發展（第9期，頁215）

黃夏年

澹歸《陽朔舟中看山》（十首）研究（第32期，頁1）

黃連忠

趙州禪師「吃茶去」公案考及其禪茶思想論析（第36期，頁165）

風穴延沼法名變遷與風穴禪宗風思想論析：以〈風穴七祖千峰白雲禪院記〉為中心

的開展（第32期，頁165）

菩提達摩來華年代考及與梁武帝對話形式演變（第31期，頁1）

八指頭陀寄禪法師的詩風禪韻和禪學思想（第29期，頁163）

天童密雲圓悟禪師語錄及其禪學思想研究（第26期，頁131）

論曹洞禪對華嚴思想的詮釋及其實踐：從石頭希遷〈參同契〉到洞山良价〈寶鏡三

昧歌〉的發展為考察中心（第25期，頁31）

從《靈隱寺志》論南宋靈隱寺臨濟法脈傳承及其宗風大要（第24期，頁129）

論明教契嵩的禪宗史觀（第22期，頁189）

黃運喜

新竹市壹同寺的歷史沿革與女眾佛學院教育的發展（第30期，頁1）

黃國清

窺基《妙法蓮華經玄贊》詞義解釋之研究（第10期，頁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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窺基《妙法蓮華經玄贊》科文析論（第9期，頁245）

窺基判教思想的重新審視（第8期，頁71）

漢譯佛典新式標點的問題及其與訓詁的關涉（第7期，頁247）

《八大人覺經》之翻譯與流傳問題（第6期，頁97）（黃國清、釋性圓合著）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偈頌的解讀（第5期，頁143）

嘉祥吉藏的「十如是」解釋（第4期，頁59）

宗密和會禪宗與會通三教之方法的比較研究（第3期，頁101）

楊得煜

圓測「佛性理論」再考察──以《解深密經疏》為依據（第38期，頁125）

溫宗堃

印順法師怎麼說正念：論中文「正念」的多重含義（第40期，頁65）

萬金川

石室《心經》音寫抄本校釋初稿之二（第9期，頁25）

從「佛教混合漢語」的名目談漢譯佛典的語言研究（第7期，頁153）

廖永賢

從世尊對外道禪法的批判來探析「佛四禪」成立過程可能存在的內在理路（第33

期，頁1）

趙東明

析論《瑜伽師地論．菩薩地．真實義品》之「真實義」：以窺基《瑜伽師地論略

纂》及遁倫《瑜伽論記》為依據（第15期，頁99）

 析論《瑜伽師地論‧菩薩地‧真實義品》對「空」的批判與詮釋：兼論窺基《瑜伽

師地論略纂》及遁倫《瑜伽論記》的觀點（第13期，頁71）

荊溪湛然《金剛錍》「無情有性」論探析（第12期，頁113）

 陳那「自證」理論探析——兼論《成唯識論》及窺基《成唯識論述記》的觀點（第

10期，頁65）

歐陽宜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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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州公案語言的主位推移與問答結構分析（第7期，頁213）

蔡忠道

明朝雲棲祩宏的人物評論──以《竹窗隨筆》中《史記》相關人物、《直道錄》為

中心（第42期，頁49）

蔡耀明

佛教弘化視野的時空、認同、歸屬、自我（第34期，特約稿，頁195）

諸佛如來誕生宣言之解讀與理解（第26期，頁1）

〈迦旃延氏經〉(Kātyāyana-sūtra)梵漢對照及其不二中道學理（第24期，頁1）

以般若空觀解明無明與萬有（第22期，頁1）

心身課題在佛學界的哲學觸角與學術回顧（第15期，頁1）

 觀看做為導向生命出路的修行界面：以《大般若經．第九會．能斷金剛分》為主要

依據的哲學探究（第13期，頁23）

《大般若經‧第二會》的不動佛法門——嚴淨佛土的一種展現方式（ 第7期，頁1）

蔡纓勳

《高僧傳》中的文學史料（創刊號，頁241）

劉　瓊

近三十年來中國近代居士佛教史研究綜述（第41期，頁73）

劉勁松

對Peṭakopadesa的綜合考察（第41期，頁1）

「根」的理論與實踐意義──以初期佛教為中心（第39期，頁1）

「蘊」義辨析：部派佛教之比較研究（第33期，頁49）

劉貴傑

臨濟宗楊岐派破菴系禪法的華嚴意涵（第29期，頁107）

臨濟宗楊岐派松源系禪法的華嚴意涵（第25期，頁57）

雲門宗禪法的華嚴意涵（第24期，頁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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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啟聰

閱讀治療與佛經故事：以觀世音菩薩故事為治療素材的理論性分析（第35期，頁

31）

賴天兵

飛來峰元代華嚴三聖造像（第11期，頁91）

賴文英

論新疆阿艾石窟的盧舍那佛（第16期，頁149）

六世紀中國華北地區的法華「十六王子」信仰（第10期，頁113）

六世紀後葉法華與淨土觀行之融——以南、北響堂石窟為例（第9期，頁325）

南北朝「涅槃」學與「般若」、「法華」的會通（第8期，頁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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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安西榆林25窟之盧舍那佛（第4期，頁325）

賴永海

佛儒之異同及其相互影響（創刊號，頁223）

賴建成

禪月大師的畫作與禪的意境（第24期，頁55）（賴建成、吳枝開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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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世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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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弘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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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著：有關Jayananda著『入中觀註疏』所引用的＜22種發心＞（第6期，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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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大乘教團之研究(3)：大乘經典所見之教團構成與運作：以《大寶積經．寶梁聚

會》＜營事比丘品＞為中心（第14期，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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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昭慧

由中台事件之教訓，論述戒律與法律的互動關係（第2期，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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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則生

佛智的認知模型初探：四分說在佛智上的困難及探索（第29期，頁35）

釋真定

從天台典籍「經疏」稱用，看注疏著作型態分流之關鍵（第16期，頁107）

天台順逆二觀在觀門上的運用與開展（第14期，頁111）

天台縱橫觀與圓觀之關涉初考（第12期，頁77）

釋善想

智旭與成時淨土詮釋之轉變：以《彌陀要解》之《草堂本》及《歙蒲本》差異性為

中心（第37期，頁77）

釋開諦∕杜忠全

19世紀末馬來半島佛教寺院地緣特徵與華僧傳承脈絡概況（第42期，頁81）

釋惠空

《俱舍論》〈定品〉與《瑜伽師地論》〈三摩呬多地〉之比較（創刊號，頁305）

釋照澄

從「認知語言學」談「體認」與「認知」的差異：以《楞嚴經》卷一及《大乘入楞

伽經》為依據（第28期，頁53）

釋道昱

經導對中國佛教禮懺的影響——以梁《高僧傳》為中心的探討（第3期，頁73）

再談觀世音經——《請觀世音經》譯本考（第3期，頁133）

觀世音經考（第2期，頁19）

止觀在中國佛教初期彌陀信仰的地位，以南北朝之前為探討中心（第2期，頁29）

釋道禮（倪管嬣）

重訪「執拗低音」：日本鎌倉新佛教中心史觀之近代性與普世化轉向（第39期，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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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戶時代佛教與政治之關係：以本末制度與寺檀制度為探討（第35期，頁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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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佛教的近代革新：以「佛化新青年會」與佛化教育為探討（第

30期，頁65）

清末民初太虛大師佛教護國維新理念探析（第26期，頁181）

釋演培

致圓光佛學學報創刊文（創刊號）

釋慧嚴

一八九五年前台灣佛教的信仰型態（第18期，頁1）

闞正宗

清代臺灣寺廟僧人牌位的史料意義──以宜蘭昭應宮為中心（第40期，頁109）

日本殖民時期龍山寺管理型態與日僧的活動（1895-1901）（第33期，頁197）

妙果和尚與圓光禪寺：從「曹洞宗說教所」到寺院建立及其護法（第31期，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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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靈隱寺與無上法師（第30期，頁103）

日僧佐佐木珍龍的臺灣開教：佛教曹洞宗在殖民初期（1895-1901）的活動（第21

期，頁125）

日治台灣佛教的特點與研究（第18期，頁97）

明治時期（1873∼1912）真宗大谷派在兩岸的活動（第17期，頁99）

鐘瓊寧

民初上海居士佛教的發展（1912─1937）（第3期，頁155）

Brian Bocking
Buddhism,‘Shinto’and the Oracles of the Three Shrines（第2期，頁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