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屆近世東亞佛教國際學術研討會暫定議程 

 日期   時間                           發表人 題目 

5/18 

 (六) 

7:00-8:00 早餐 

8:30-9:00 
開幕式：佛研中心新增珍稀文獻和叢刊新書介紹 

合影 

第一場 

Session 1 

9:10-10:20 

John Jorgensen 

The Presentation of Qing and Ming Buddhism to  

the Chosŏn Public by Sŏngch’ong 性聰  

(1631-1700) in the Wake of a 1681 Shipwreck 

Containing Chinese Buddhist Texts 

梅謙立 
在日本、中國、越南之間耶穌會傳教士所建立 

的亞洲佛教觀 

10:20-10:50 茶敘 

第二場 

10:50-12:00 

廖肇亨 黃檗宗僧人的奈良經驗 

郭磊 朝鮮時代華嚴學的盛行：傳承、傳播、傳世 

12:15-13:30 午餐、休息 

第三場 

13:30-15:15 

陳永革 論近世東亞儒釋之辯的文獻及其研究 

邱怡瑄 南浦文之文集中的佛教視野與文化中介 

周玟觀 遺民僧的日常：以《晦山顯和尚全集》為討論中心 

15:15-15:45 茶敘 

青年論壇 

15:45-17:30 

青年論壇 A 場 (每人發表 20 分鐘) 

釋道禮    

(倪管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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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完  

 (韓雲珍） 

明代《觀音傳》與清代《南海記》比較研究— 

對於現實認識與治愈  

張文婷 從《百丈清規證義記》看道光年間的佛教面向  

李靜 
以“政黃牛”為主題—— 

近世禪宗文獻繪畫間的互証與演繹  

青年論壇 B 場 (每人發表 20 分鐘) 

林育民 
晚明唯識性相之融通― 

以玉菴真貴《成唯識論直指》中三性注釋為考察 

Elena Gessler  

(高蓮安) 

Wang Kentang on Dreams: Understanding the True 

Nature of Dreams from the Late Ming Yogācārin Point 

of View  

張焱森 
“五重玄義”釋“梵網”—— 

論蕅益智旭《梵網經玄義》的解經特色  

余曌 
明初疑偽經《大明仁孝皇后夢感佛說第一希有大功

德經》探微  



15:45-17:30 

青年論壇 C 場 (每人發表 20 分鐘) 

張雅雯 
趙氏孤兒—從〈明白菴記〉論三峰派繼起弘儲 

的禪教並重與兩脈並傳之關聯  

劉雅詩 晚明三峰派禪病偈初探  

翁士洋 
『天上靈巖一退翁，蔚然忠孝開宗風』—— 

三峰派靈巖繼起弘儲與近世東亞佛教復興  

丁武剛 
《五燈嚴統》之諍補論——基於《禪悅內外合集》

內新材料的研究  

青年論壇 D 場 (每人發表 20 分鐘) 

釋自孝 
晚明宗教融合現象之探研： 

以《天台山方外志》為主  

王梓 
聖學與異端：朝鮮士大夫記錄中的中朝佛教及 

士大夫對佛教之態度  

劉家隆 
佛、道同觀：碑銘所見清代中前期鄂西地區 

普通民眾的信仰實態 

堯育飛 
大權葉玅與康熙初年的禪儒互動—— 

以孤本《噴雪軒集》為中心 

17:30-19:30 蘭陽別院歡迎晚宴 

5/19 

(日) 

 

7:00-8:00 早餐 

第四場 

8:20-10:05 

侯坤宏 竺摩法師在馬來西亞的弘化活動 

闞正宗 晚清華僧移民大馬的宗派研究 

蔡金昌 晚明《起信論》註解探析──以憨山德清為主 

10:05-10:40 茶敘 

第五場 

10:40-11:50 

范文俊 越南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及其版本研究 

李貴民 再製與變異：越南漢傳佛教典籍的轉化 

12:00-13:30 午餐 

第六場 

13:30-14:40 

林鎮國 護法《觀所緣論釋》明末三家疏初探 

陳帥 
從陳那到“龍樹”：慧善《因明入正理論略疏》 

評析 

14:40-15:00 茶敘 

第七場 

15:10-16:55 

李忠達 元明時期徑山寺的政治與社會職能 

釋法幢 啟請住持：《徑山具德禪師語錄．書啟》之研究 

簡凱廷 論紫柏真可的禪法─以洞聞法乘的視角為中心 

17:00-17:30 綜合討論與閉幕 

17:30-19:00 晚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