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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文學史》建構計畫成員 

計畫主持人：佛光大學人文學院院長蕭麗華教授 

計畫贊助人：胡素華女士 

目前成員：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廖肇亨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涂豔秋教授 

國立師範大學國文學系黃敬家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林仁昱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周玟觀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黃東陽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紀志昌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楊明璋教授 

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梁麗玲教授 

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汪娟教授 

亞東技術學院通識中心林智莉教授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許聖和助理教授 

逢甲大學中文系林韻柔助理教授 

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博士後研究員劉家幸博士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吳靜宜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賴霈澄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邱婉淳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博士班胡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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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院佛教文學研究中心 

「中國佛教文學史工作坊」第 9 次講論會 

 

時  間：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9 日（週日）10 時起 

地點：佛光山台北道場 11 樓教室一 

主  席：佛光大學人文學院院長蕭麗華教授                      

出席人員：見簽到表 

記錄：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邱琬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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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討論事項: 

一、《中國佛教文學史》第一篇初稿發表 

（一）第一章  導論 蕭麗華 

大綱 

本章為全書導論，界義「佛教文學」，並提出「中國佛教文學」的範疇以及

《中國佛教文學史》撰述方法與體例。 

本章首先回顧小野玄妙、小野玄妙、孫昌武、丁敏、侯傳文等過去各家學

者對「佛教文學」的看法，並將佛教文學史定義為： 

我們可以說｢佛教文學｣是作為佛教思想載體的文學，可以是佛經文字

中的文學或佛教思想內涵之融入、語彙、故事之承轉運用等，簡單的

說，可是漢譯佛典、解說佛經、闡發教義為宗旨的文字，也可以只是

援引佛教思想、運用佛教語彙與典故等等，受到佛教影響下一切的文

字。 

其次，中國佛教文學涵蓋一、佛經文學；二、僧人創作；三、文人創作三

大相互交涉的範疇。第三節《中國佛教文學史》撰述方法與體例則說明書寫原則

與文學史觀。 

討論 

1. 廖肇亨老師加入導論撰寫。 

2. 將撰寫原則、文學史觀融入為導論中的一段，不另獨立一節。 

3. 原撰寫原則中提到本書受星雲大師文字弘法精神感召的成書緣起另獨

立放入書序或後記。 

4. 加入「佛教對中國的影響」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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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加入其他文類的討論，如儀文、懺文、自傳等。 

 或討論佛教文學如何影響中國文學的創作、佛教影響中國士人的心

靈層面（胡適：時空觀……）文體、時空觀、儀式、心理、佛教與倫

理[孝道、忠]、輪迴業報……。 

5. 建立本書文學史觀： 

⚫ 動態的發展歷程 

⚫ 多元價值 

⚫ 重視文類間的交涉 

⚫ 一般文學史與宗教文學史觀的差異 

6. 請其他老師提供其他時代、文類的總集、重要書目 

＋敦煌變文集、詩歌總集 

＋明清詩文（霈澄提供） 

＋小說（東陽老師） 

全書體例 

1. 每章時代互有交疊，章名不要冠上時代。 

2. 文獻回顧化用在行文中。 

3. 全書章節層級： 

 第一章 

  一 

  二 

  三 

4. 正文旁有小 Tip，解釋特殊概念 

5. 每章最後列數本書目做延伸閱讀 

 

(二)第二章  遠傳時期的佛教文學  蕭麗華 

大綱 

本章討論佛教文學傳入中國的時間。在學界現存的七種說法中，以東漢初的｢後

漢明帝感夢求法｣為通說。然參照藝術界的造像與出土文物，應可將佛教的傳入

上溯至戰國時期。 

討論 

1. 「遠傳時期」一詞易有爭議，建議將本章名稱「遠傳時期的佛教文學」

改為「佛教文學的先聲」。 

（三）第三章 古譯時期的佛經文學  胡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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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本章闡述東漢安世高至西晉鳩摩羅什至長安（401）以前古譯時期的佛經文學。

此時期的佛經文學有兩個特色：首先在形制上大多為短篇或大部經的單品，其次

經典內容多為佛教之基本教義及佛傳與佛陀本生故事。此外，從事佛經翻譯的譯

經僧，與講經說法或為佛經注解作序的義解僧為古譯時期佛經文學的主要參與者。

東漢末年主要翻譯者為安世高、支讖、康孟詳等；三國時期則為支謙和康僧會；

西晉重要的譯經家是竺法護、竺叔蘭等，另，此時期道安主持苻秦的譯場事業、

撰寫經序，編撰《綜理眾經目錄》，開啟佛經目錄學之始，道安更訂定「五失本，

三不易」的譯經原則，強調忠實原文義理，但主張可適當地改變語句表達的形式。 

討論 

1. 道安所謂支讖「樸質無華」，指其以「音譯」為主，而支謙「了得經義」，

乃謂其以「意譯」為主，非指文字修辭。 

2. 是否將佛經的分類法：十二分教加入經典的介紹中。 

3. 應有一小節分點總述古譯時期翻譯經典的特色。 

4. 加入早期佛傳文學的介紹 

5. 加入戒律翻譯介紹（菩薩戒經）與禪法翻譯介紹 

貳、 臨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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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間佛教」暨「中國佛教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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