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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Statement 

 

I have been teaching courses in Buddhism, Daoism, Confucianism, and Philosophy of 

Religion at the following academic institutes for a total of 23 years:  

 

(1)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2)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PROC China 

(3) Graduate Institute of Asian Humanities, Huaf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4)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Foguang University, Yilan, Taiwan 

(5)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English Buddhist College, Fo Guang Shan, Tsung Lin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Teaching Record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大乘佛典義理研究 (Studies of the Doctrines in Mahāyāna-Scriptures) 

天臺宗思想研究 (Studies on Tiantai-Buddhism) 

華嚴宗思想研究 (Studies on Huayan-Buddhism) 

三論宗思想研究 (Studies on Sanlun-Buddhism) 

禪宗思想研究 (Studies on Chan-Buddhism) 

漢傳中觀學思想專題 (Seminar on Chinese Madhyamaka Thought) 

中國早期唯識論 (Early Chinese Yogācāra-Buddhism) 

佛學心識說 (Theories of Consciousness in Buddhism) 

中國佛學佛性論 (The Concept of Buddha-nature in Chinese Buddhism) 

佛學語言哲學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Buddhism) 

摩訶止觀研究 (Studies on the Great Calming and Contemplation) 

道家與佛學思想中『不可言說』之義（The Ineffable in Daoist and Buddhist Thought） 

京都學派佛學研究 (Buddhist Studies in the Kyoto-school) 

當代新儒家的佛學研究 (Buddhist Studies of the New-Confucians) 

儒佛經典與詮釋 (Canonical Literature and Hermeneutics in Buddhism and 

Confucianism) 

 

佛學研究史料暨方法 (Methods and Historical Sources in Buddhist Studies) 

研究方法 (Methods of Research) 

漢學英語導讀 (Reading Practice of Sinological Studies in English) 

佛學日文 (Buddhist Japanese) 

經典語言：梵文上下 (Classical Sanskrit I&II) 

 

西方儒家道家學術研究 (Western Studies on Confucianism and Dao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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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新儒家思想研究 (Studies on the Philosophy of the New-Confucians) 

西谷啟治的宗教觀—以《宗教是什麼》為主 (Nishitani Keiji’ s Concept of 

Religion—What is Religion?) 

Niklas Luhmann (1927-1998): A System’s Theory of Religion（尼克拉斯·盧曼：宗教

的系統理論） 

 

宗教哲學 (Philosophy of Religion) 

存在主義 (Existentialism) 

現象學 (Philosophical Phenomenology) 

語言哲學 (Philosophy of Language)



3 

 



4 

 

（Sample syllabi for four cours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1） 漢傳中觀學思想專題 (Seminar on Chinese Madhyamaka Thought)【中文

課程大綱】 

（2） 道家與佛學思想中『不可言說』之義（The Ineffable in Daoist and Buddhist 

Thought）【中文課程大綱】 

（3） Niklas Luhmann (1927-1998): A System’s Theory of Religion（尼克拉斯·

盧曼：宗教的系統理論）【英文課程大綱】 

（4） 西谷啟治的宗教觀—以《宗教是什麼》為主 (Nishitani Keiji’ s Concept of 

Religion—What is Religion?) 【中文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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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課程名稱】 

漢傳中觀學思想專題 (Seminar in Chinese Madhyamaka Thought) 

 

【課程內容說明】 

本課程主旨在於探討漢傳佛教中之中觀學思想發展，並且從原典文獻閱讀、分

析、及詮釋上深入討論漢語中觀學教理的哲學含義。在原典詮釋上，本課程也包

含對原典文獻效果歷史、注疏傳統、宗派詮釋、及相關現代學術研究所提出觀點

等方面的介紹及討論在內。 

中觀學以『緣起性空』為出發點（1）反省到存在及虛無的基本問題，（2）借用

弔詭的語文策略來成立其論證方式，（3）發揮其具有解構涵義（破斥）的檢討方

式來對吾人認識能力之極限予以定位，（4）以前三方面為基礎發揮及傳達大乘佛

教的解脫觀。因此本課程所注重的哲學議題牽涉到（1）存有學、（2）語言哲學、

（3）認識論、（4）宗教哲學四個面向。從思想發展的角度上，可以將漢傳中觀

學分成三個階段來討論：（1）鳩摩羅什所譯早期中觀學著作，以龍樹《中論》，

提婆《百論》，《大智度論》為主，（2）由僧肇《肇論》、《注維摩經》上所見出魏

晉玄學及中觀思想之思想交流，（3）在三論宗及天台宗中漢傳佛教宗派之中觀學

思想的發展，以隋代吉藏及智顗的著作為代表。因此本課程分三段探討漢傳中觀

學思想四個哲學議題。 

 

【課程進度】： 

1. 對龍樹《中論》整文架構上的分析及詮釋 

2. 龍樹《中論》中以『二諦』為主的真理觀 

3. 龍樹《中論》中『因果』、『時間』、『語言』之觀點 

4. 提婆《百論》中的破斥方法 

5. 《大智度論》中『十八空』的討論 

6. 《大智度論》中『三假』的討論 

7. 僧肇《肇論‧物不遷論》中『動靜一如』的時間觀 

8. 僧肇《肇論‧不真空論》中歧義及弔詭之語文表式 

9. 僧肇《肇論‧般若無知論》中『觀照』與『盲點』的問題 

10. 《肇論‧涅槃無名論》中的解脫觀 

11. 《注維摩經》中『不思議』的討論 

12. 《注維摩經》中『不二』的觀點 

13. 吉藏《二諦義》、《大乘玄論》中的真理觀及語言觀 

14. 吉藏《中觀論疏》中『中道』思想與否定句的含義 

15. 吉藏《淨名玄論》、《維摩經義疏》中『不二』的討論 

16. 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中『三諦』真理觀 

17. 智顗《摩訶止觀‧破法遍》中『即破即立』的解構涵義 

18. 智顗《維摩經玄疏》中『不離文字之解脫』的解脫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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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原典】： 

龍樹《中論》 

提婆《百論》 

僧肇《肇論》 

僧肇《注維摩詰經》 

吉藏《二諦義》 

吉藏《大乘玄論》 

吉藏《中觀論疏》 

吉藏《淨名玄論》 

吉藏《維摩經義疏》 

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 

智顗《摩訶止觀》 

智顗《維摩經玄疏》 

 

【參考書目】： 

【龍樹】 

梶山雄一著  吳汝均譯《印度中觀哲學》台北：圓明出版社 1993 年 

萬金川：《中觀思想講錄》，嘉義：香光書鄉出版社 1998 年。 

萬金川：《龍樹的語言概念》，南投：正觀出版社 1995 年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台北：學生書局 1993 年 

【僧肇】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2 年。 

李潤生：《僧肇》，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11 年。 

涂豔秋：《僧肇思想探究》，台北：東初出版社，1985 年。 

許抗生：《僧肇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 

周紹賢、劉貴傑著：《魏晉哲學》，台北：五南圖書，1996 年。 

【吉藏】 

陳平坤：《僧肇與吉藏的實相哲學》，台北：法鼓文化，2013 年。 

楊惠南：《吉藏》，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9 年。 

廖明活：《嘉祥吉藏學說》，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 年。 

【智顗】 

吳汝均《天台宗的心靈哲學》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7 年 

吳汝均《法華玄義的哲學與綱領》2003 年 

吳汝均《中國佛學的現代詮釋》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2 年 

吳汝均《印度佛學的現代詮釋》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3 年 

郭朝順《佛教文化哲學》台北：里仁書局 2013 年 

郭朝順《天台智顗的詮釋理論》台北：里仁書局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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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桂明、吳忠偉：《中國天台宗通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年。 

 

Shih, Chang-Qing.  

2004 The Two Truths in Chinese Buddhism. Buddhist Tradition Series, vol. 55. 

Alex Wayman (Ed.).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Siderits, Mark, and Katsura, Shōryū.  

2013  Nāgārjuna’s Middle Way – Mūla-madhyamaka-kārikā,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Westerhoff, Jan.  

2009  Nāgārjuna’s Madhyamaka––A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Nāgārjuna.”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ward N. 

Zalta (Ed.). URL =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14/entries/nagarjuna/. 

Ziporyn, Brook.  

2013 Beyond Oneness and Difference: Li and Coherence in Chinese Buddhist 

Thought and its Antecedent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2  Ironies of Oneness and Difference: Coherence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 

Prolegomena to the Study of Li.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9  Zhuangzi— The Essential Writings.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Being and Ambiguity: Philosophical Experiments with Tiantai Buddhism. 

Chicago: Open Court. 

2000 Evil and/or/as the Good—Omnicentrism, Intersubjectivity, and Value 

Paradox in Tiantai Buddhist Thought.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 

51.   

 

 

【授課方式】  

授課教師所編印的課程講義，主要包含上述課程進度相關的原典文獻資料。請學

員務必預習。授課老師講授的方式在於以與每一周主題相關的原典文獻為基礎進

行仔細閱讀、哲學詮釋，並用導引思考及提問的方式來引起學員在課堂上積極參

與討論。 

 

【課程要求】 

本課程定位為研究所層級的專題討論課，並非大學部一般的導論或通論課。學員 

不必有佛學背景，卻須快速補足佛學基本素養，且須預先研讀上述參考書目中的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14/entries/nagarj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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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在期末之時，選修課的學員務必交上與上述課程主題相關的論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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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程名稱】 

老莊玄學與佛學思想中「不可言說」之義（The Ineffable in Daoist/ Xuanxue and 

Buddhist Thought） 

 

【課程內容說明】： 

本課程目的在於用對比討論的方式來研討道家與佛家語言觀及其「不可言說」之

概念，且分析出兩家關於「說默弔詭」的異同。老莊玄學原典中對「名」和「道」

的反省，意味著吾人生存在認識功能上凸顯出兩種不同而卻不可分裂的境界，比

如《道德經‧第一章》所提出在吾人理解上有對「非常而可道之道」與「常而不

可道之道」二種「道」之分別，或《莊子‧大宗師第六》說明「知天之所為」與

「知人之所為」當作不同而卻不可分裂的認識界域；以老莊「自然」、「無為」思

想為基礎，郭象《莊子注》將此「二知」進一步解釋成「知」與「不知」二層之

異，故說：「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不知也則知出於不

知矣」。「自知」是「不知所以然而然」之「知」，故稱為「不知」。 

雖大乘佛教在存有學立場上與老莊玄學思想完全不同，但是在認識論及其相關的

論證形式上，也出現對以「不思議」、「不可說」為般若境界與「世俗言說」所指

物二種層次間之分別。從佛教傳入中國的思想發展而言，魏晉朝代僧肇《肇論‧

不真空論》「名不當實」、《肇論‧般若無知論》「知」、「不知」等說法，都來自於

郭象《莊子注》中所使用的名相。反過來看，唐朝成玄英《莊子疏》後來也借用

僧肇、天台宗、三論宗等佛學用語來詮釋莊子原文。 

老莊玄學與漢傳佛學之間對上述議題的思想交流，在哲學構想上，之所以為可能

的基礎為何，是本課程核心問題。這也牽涉到老莊玄學與漢傳佛學二者有關「超

脫性」（transcendence）與「內在性」 (immanence)不同概念的討論。本課程原典

文獻之範圍包含老莊玄學原典及魏晉隋唐佛學經典。 

 

【課程進度】： 

1. 《道德經》中『道』、『名』、『知』之概念 

2. 何晏《道論》、《無名論》中『無名無形』之義 

3. 王弼《周易注》、《道德經注》中『貴無以為用』之體用論 

4. 《莊子》中『實』、『名』、『物』、『知』之概念 

5. 郭象《莊子注》中對『逍遙遊』的詮釋 

6. 郭象《莊子注》中『冥跡』的概念 

7. 中觀般若學的弔詭用語—以《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為主 

8. 鳩摩羅什所譯《維摩詰所說經》『不思議品』及『入不二法門品』之『說默

弔詭』 

9. 僧肇《肇論》中『名』、『物』、『知』、『有』、『無』的理解 

10. 僧肇《肇論‧不真空論》『即物』與郭象《莊子注》『順物』在世界關注及存

有學上之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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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吉藏三論宗《大乘玄論》『絕名』之含義 

12. 吉藏三論宗《淨名玄論》、《維摩經義疏》『本跡』及『無言而言』之義 

13. 智顗天台宗《妙法蓮華經玄義》『本跡』概念 

14. 智顗天台宗《摩訶止觀》『說默不競』及『絕待止觀』之義 

15. 如來藏經論之『不可言說』—以《勝鬘經》及《大乘起信論》為主 

16. 法藏華嚴宗《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離言真如』及『依言真如』之異 

17. 法藏華嚴宗《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圓教』語言觀 

18. 成玄英對《莊子疏》中所使用的佛學名相及其詮釋 

 

【原典文獻】： 

《道德經》 

何晏《道論》 

何晏《無名論》 

王弼《周易注》 

王弼《道德經注》 

樓宇烈《王弼集校釋》北京: 中華書局[1980] 1999. 

《莊子》 

郭象《莊子注》 

成玄英《莊子疏》 

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 1990.  

 

鳩摩羅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 

劉宋 求那跋陀羅《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 

《大乘起信論》 

僧肇《肇論》 

吉藏三論宗《大乘玄論》 

吉藏三論宗《淨名玄論》 

吉藏三論宗《維摩經義疏》 

智顗天台宗《妙法蓮華經玄義》 

智顗天台宗《摩訶止觀》 

法藏華嚴宗《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 

 

【參考書目】： 

【老莊玄學】 

尚建飛《魏晉玄學道德哲學研究》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暴慶剛《反思與重構: 郭象《莊子註》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3 年.  

才清華《言意之辨與語言哲學的基本問題：對魏晉言意之辨的再詮釋》上海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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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2013 年.  

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北京: 三聯書店 1957 年.  

湯一介《郭象與魏晉玄學》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 年 

王葆玹《正始玄學》濟南: 齊魯書出版發行 1987 年. 

楊國榮《莊子的思想世界》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9 年. 

楊立華《郭象《莊子注》研究》，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 年.  

余敦康《魏晉玄學史》，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4 年. 

程恭讓〈鳩摩羅什《維摩詰經》實相譯語及天台疏釋之研究〉，《華梵學報》43.2: 

97–143, 2012 年. 

【龍樹】 

梶山雄一著  吳汝均譯《印度中觀哲學》台北：圓明出版社 1993 年 

萬金川：《中觀思想講錄》，嘉義：香光書鄉出版社 1998 年。 

萬金川：《龍樹的語言概念》，南投：正觀出版社 1995 年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台北：學生書局 1993 年 

【僧肇】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2 年。 

李潤生：《僧肇》，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11 年。 

涂豔秋：《僧肇思想探究》，台北：東初出版社，1985 年。 

許抗生：《僧肇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 

周紹賢、劉貴傑著：《魏晉哲學》，台北：五南圖書，1996 年。 

【吉藏三論宗】 

陳平坤：《僧肇與吉藏的實相哲學》，台北：法鼓文化，2013 年。 

楊惠南：《吉藏》，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9 年。 

廖明活：《嘉祥吉藏學說》，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 年。 

【智顗天台宗】 

吳汝均《天台宗的心靈哲學》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7 年 

吳汝均《法華玄義的哲學與綱領》2003 年 

吳汝均《中國佛學的現代詮釋》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2 年 

吳汝均《印度佛學的現代詮釋》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3 年 

郭朝順《佛教文化哲學》台北：里仁書局 2013 年 

郭朝順《天台智顗的詮釋理論》台北：里仁書局 2006 年 

潘桂明、吳忠偉：《中國天台宗通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年。 

 

Chan, Alan K. L., and Yuet-Keung Lo, eds..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0. 

 

Lynn, Richard John, trans. 1994. The Classic of Changes: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I 

Ching as Interpreted by Wang B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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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 1999. The Classic of the Way and Virtue: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Tao-te Ching of Laozi as Interpreted by Wang B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Mair, Victor H.. “What is Geyi, After All?” China Report. February & May 48: 29–59; 

2012. 

Makeham, John. Name and Actuality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 

 

Wagner, Rudolf. The Craft of the Chinese Commentator: Wang Bi on the Laozi.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 

———. Language, Ontolog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China: Wang Bi’s Scholarly 

Exploration of the Dark (Xuanxu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Ziporyn, Brook. The Penumbra Unbound: The Neo-Taoist Philosophy of Guo Xiang.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 Zhuangzi: The Essential Writings with Selections from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 Indianapolis: Hackett 2009. 

 

  

【授課方式】  

授課教師所編印的課程講義，主要包含上述課程進度相關的原典文獻資料。請學

員務必預習。授課老師講授的方式在於以與每一周主題相關的原典文獻為基礎進

行仔細閱讀、哲學詮釋，並用導引思考及提問的方式來引起學員在課堂上積極參

與討論。 

 

【課程要求】 

本課程定位為研究所層級的專題討論課，並非大學部一般的導論或通論課。學員 

不必有佛學背景，卻須快速補足佛學基本素養，且須預先研讀上述參考書目中的

專書。在期末之時，選修課的學員務必交上與上述課程主題相關的論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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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課程名稱】 

Niklas Luhmann (1927-1998): A System’s Theory of Religion（尼克拉斯·盧曼：宗教

的系統理論） 

 

【課程內容說明】 

This course i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system theory of the German sociologist 

and philosophical thinker Niklas Luhmann (1927-1998), specifically focusing on the 

relevance of system theory for the academic study of religion in society. This also 

concerns several questions in philosophy of religion. The major reading material is 

the book “A System’s Theory of Religion” which was still unfinished at Niklas 

Luhmann’s death in 1998. Two years later it has been published thanks to the editorial 

work of Andre Kieserling. 

Luhmann holds that, in contrast to the stratifying divisions in pre-modern society, 

modern society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social systems. 

Systems differentiate themselves from their respective environment which in each 

case is more complex than the respective system. For him, religion is one of the many 

functionally differentiated social systems that constitute modern society. All those 

subsystems in 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y consist entirely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 contrast to technical systems, operate in a self-organizing, self-generating, and 

self-referential mode, which he calls “autopoietic.” The term accounts for the 

closeness of the operational mode that characterizes systems like social systems, 

biological systems, as well as the system of consciousness.    

Functional systems in modern society are such as economy, law, science, politics, 

religion etc. The communication of each system produces, in virtue of its autopoetic 

mode of operation, (1) its particular medium within which the evolution of that 

system takes place, thereby using (2) its specific binary code, which fulfills (3) the 

respective function of the system. For instance, (3) the function of the system of 

economy consists of material reproduction; law guarantees security and makes 

decisions regarding conflicts; science produces new knowledge; policy generates 

collectively and legally binding decisions. Economy operates in (1) the medium of 

money and property, using (2) the binary code of having/non-having; science operates 

in the medium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based on the code of true/untrue; politics 

operates in the medium of power applying the code of government/opposition, etc.  

The medium within which the communication system of religion operates is faith, its 

function consist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eterminable into determinable 

complexity, and its binary code is that of immanence/transcendence. In his book “A 

System’s Theory of Religion,” Luhmann describes the way in which religion 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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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evelops that code to deal and cope with the complexity, opacity, contingency and 

uncontrollability of our world. This work combines a variety of approaches, including 

philosophy of languag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deconstruction, system theory, and 

cybernetics to tackle with topics such as evolution to secularization, meaning of 

religion in both pre-modern and modern society.  

In addition to that book, and as an introductory reading material, this course also uses 

Luhmann’s essay “Speaking and Silence,” which includes a comparative discussion of 

the notion of transcendence in East Asian Buddhist thought and Western medieval 

mystics. It also reveals one of Luhmann’s major sources of inspiration, which is 

rooted in constructivist thought adopting inspirations from Ernst v. Glaeserfeld and 

Heinz v. Foerster.   

The course starts with a general introduction into Luhmann’s social system theory and 

an overview of his enormous work, continuing with a careful reading of A System’s 

Theory of Religion. The guiding question will be (1) Luhmann’s understanding of 

transcendence and immanence in both pre-modern and modern society East and West, 

and (2) the question as to what extent and in which way may that understanding relate 

to those East Asian Buddhist thoughts that explore a similar thematic field—the 

relation between transcendence and immanence. Moreover, the course also tries to 

assess Luhmann’s view and discussion of religion regarding antecedent positions 

(Emile Durkheim and Max Weber) in the early modern discourse of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whose theories also take Asian Buddhist traditions in account.              

 

【課程進度】 

1. Introduction to the modern discourse of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2. Introduction into Luhmann’s social system theory 

3. System theory and constructivist thought according to Luhmann 

4. Luhmann’s “Speaking and Silence”: “sense” as a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5. Luhmann’s A System’s Theory of Religion: The Form of Sense of Religion 

6. Luhmann’s A System’s Theory of Religion: Coding 

7. Luhmann’s A System’s Theory of Religion: The Function of Religion 

8. Luhmann’s A System’s Theory of Religion: God as a Formula of Contingency 

9. Luhmann’s A System’s Theory of Religion: Differentiation of Religious 

Communication 

10. Luhmann’s A System’s Theory of Religion: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11. Luhmann’s A System’s Theory of Religion: Evolution of Religion 

12. Luhmann’s A System’s Theory of Religion: Secularization 

13. Luhmann’s A System’s Theory of Religion: Self-Description 

14. Luhmann on Paradoxical Communication in Chan-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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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Luhmann on Time and Eternity 

16. Mahayana Buddhist views on language and time compared with Luhmann’s 

constructivist thought 

17. Luhmann and Emile Durkheim 

18. Luhmann and Max Weber  

 

 

【參考書目】： 

Niklas Luhmann, A System’s Theory of Relig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Niklas Luhmann, “Speaking and Silence” (freely available: 

http://www.univie.ac.at/constructivism/archive/fulltexts/2766.html) 

 

Alexander Riegler and Armin Scholl (eds.). “Luhmann's Relation to and Relevance 

for Constructivist Approaches.” Special issue. Constructivist Foundations 8(1): 1-116, 

2012; (freely available at the journal's web site) 

Hans-Georg Moeller. Luhmann Explained: From Souls to Systems; Illinois: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Hans-Georg Moeller. The Radical Luhman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eter Beyer, “Religion as Communication in Niklas Luhmann’s Die Religion der 

Gesellschaft.” Soziale Systeme 7: 46-55, 2001. 

Jac Christis, “Luhmann’s Theory of Knowledge: Beyond Re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Soziale Systeme 7: 328-349, 2001. 

 

魯貴顯，〈以媒介 - 形式理論重構現代社會之功能分化〉，《部門憲法》，

頁 101-124，2006。 

湯志傑，〈理論作為二階觀察： 如何解決「無中不生有」與「無中生有」的弔詭〉，

《社會理論學報》，第 13 卷第 1 期，頁 37-79，2010。  

湯志傑，〈理論作為生命—悼念德國社會學家尼可拉斯‧盧曼〉，《當代》，第 136

期，頁 8-19，1998。 

 

【授課方式】  

授課教師所編印的課程講義，主要包含上述課程進度相關的原典文獻資料。請學

員務必預習。授課老師講授的方式在於以與每一周主題相關的原典文獻為基礎進

行仔細閱讀、哲學詮釋，並用導引思考及提問的方式來引起學員在課堂上積極參

與討論。 

 

http://www.univie.ac.at/constructivism/archive/fulltexts/2766.html
http://www.univie.ac.at/constructivism/journal/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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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要求】 

在期末之時，選修課的學員務必交上與上述課程主題相關的論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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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課程名稱】 

西谷啟治的宗教觀—以《宗教是什麼》為主 (Nishitani Keiji’ s Concept of 

Religion—What is Religion?) 

 

【課程內容說明】： 

本課程宗旨置於研討京都學派第二代思想家西田啟治的宗教觀。西谷啟治強調生

命存在中所具有宗教的必然性之意義（existential significance of religion），並且

受京都學派創始人西田幾多郎哲學思想中『直覺』、『場所』等概念的啟發，將自

己的宗教哲學關懷關聯到西方否定神學（神秘主義）、東亞佛學思想、及西方存

在主義和現象學來進一步探討《宗教是什麼》這本書之跨文化哲學的宗教觀。 

西谷啟治宗教哲學的出發點在於批判現代西方哲學的虛無主義與其傳統二元論

的思想趨勢。京都學派以『絕對無』為關懷的哲學省思，經由對西方哲學『有無

對立』的批判來成立一個超越該對立的哲學觀點。依照西谷啟治而言，西方中世

紀以來的否定神學（negative theology）雖用否定方式來發展出一種超越一切對

立矛盾的概念，但卻又執著一個脫離實在世界的抽象『超越性』（abstract concept 

of transcendence），且無法達成『絕對無』所含有『不二』的『場所』（position）。

相對而言，晚期海德格及存在主義的立場更接近『絕對無』所表達的含義。因此

西谷啟治納入東亞大乘佛學的思想來討論『絕對無』的宗教涵義；其所發展出的

宗教觀融合『超越性』及『內在性』的對立，且同時顯示出在生命存在中宗教必

然性之意義。本課程分成三段：（1）用概述性的方式來介紹京都學派對『絕對無』

的關懷及其思想背景，（2）深入討論西谷啟治《宗教是什麼》的著作，（3）討論

西谷啟治對『超越性』概念與東亞佛學思想之間的關係。 

 

【課程進度】 

1. 對京都學派思想概述性的介紹—京都學派『絕對無』的關懷 

2. 西田幾多郎《善的研究》中『純粹經驗』的概念 

3. 西田幾多郎〈場所邏輯與宗教的世界觀〉中『場所邏輯』的概念 

4. 對西谷啟治著作及思想概述性的介紹 

5. 對否定神學概述性的介紹 

6. 對存在主義概述性的介紹 

7. 西谷啟治〈宗教是什麼〉第一章 

8. 西谷啟治〈宗教中的人格性與非人格性〉第二章 

9. 西谷啟治〈虛無與空〉第三章 

10. 西谷啟治〈空的立場〉第四章 

11. 西谷啟治〈空與時間〉第五章 

12. 西谷啟治〈空與歷史〉第六章 

13. 漢傳中觀般若學的『空』與西谷啟治思想之間的關係為何 

14. 對天台宗、華嚴宗思想中『即』與京都學派『場所邏輯』對比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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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大乘佛學『時間觀』（以天台宗、華嚴宗為主）與西谷啟治『時間觀』 

16. 禪宗之『無』與京都學派之『絕待無』 

17. 何謂『直覺』？—對牟宗三與西田幾多郎、西谷啟治哲學思想的對比討論 

18. 以西谷啟治宗教哲學為立場探討『超越性（transcendence）』與『內在性

（immanence）』的問題 

 

【參考書目】 

 

西谷啟治，〈ニイチェのツァラツストラとマイスター‧エックハルト〉，石原謙

編，《哲学及び宗教と其歴史—波多野精一先生献呈論文集》，東京：岩波，1938。 

西谷啟治，《神と絶對無》，（《西谷啟治著作集》第 20 卷），東京：創文社，1991。

西谷啟治，〈ニヒリズム〉，東京：弘文堂，1949。 

---------，〈宗教とは何か〉，《現代宗教講座》第 1 卷，東京：創文社，1954。 

---------，〈宗教における人格性と非人格性〉，《現代宗教講座》第二卷，東京：

創文社，1954。 

---------，〈虚無と空〉，《現代宗教講座》四，東京：創文社，1955。 

---------，〈空の立場〉，《現代宗教講座》六，東京：創文社，1955。 

---------，《隨想集Ⅰ 風のこころ》（《西谷啓治著作集》第 20 卷），東京：新潮社，

1990。 

---------，〈私の哲學發足點〉，（《西谷啟治著作集》第 20 卷），東京：創文社，1990。 

---------，《ニヒリズム》（《西谷啓治著作集》第 8 卷），東京：創文社，1986。 

---------, trans. by Graham Parkes and Setsuko Aihara, The Self-Overcoming Of 

Nihilis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0. 

---------，《宗教とは何か》（《西谷啟治著作集》第 10 卷），東京：創文社，1991。 

---------，陳一標譯，〈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西谷啟治《何謂宗教》譯注計畫結

案報告」〉，NSC93-2420-H-364-001，2004.8-2006.7。 

---------, trans. by Jan Van Bragt, Religion and Nothingness,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西谷啟治著作集》，東京：創文社，1986-1995。 

 

【研究資料】 

中日文書籍及論文： 

 八木誠，〈覚と無礙―直接経験の諸相についての覚え書き―〉，京都宗教哲學

會編，《渓聲西谷啓治 下 思想篇》，京都：燈影舎，1993 年，頁 201-228。 

大峯顕，〈「無」の問題—西谷啓治の宗教哲学について〉，《宗教研究》，1992：

第 66 巻第１輯（292 号），頁 1-23。 

---------，〈「無」の問題〉，京都宗教哲學會編，《渓聲西谷啓治 下 思想篇》，京

都：燈影舎，1993，頁 4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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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村永子，《禅と宗教哲学》，東京：北樹出版，1994。 

大橋良介，〈西田哲学の「突破」―西谷啓治の西田哲学批判―〉，京都宗教哲學

會編，《渓聲西谷啓治 下 思想篇》，京都：燈影舎，1993，頁 169-200。小野真，

〈西谷啓治「空と即」における「一即零、零即多」について〉，《宗教研究》，

2002：第 76 巻第 4 輯（335 号），頁 1-192。 

---------，〈西谷啓治における「空」の思索の深化〉，《宗教研究》，2003：第 77

巻第 3 輯（338 号），頁 1-23。 

---------，〈「空と即」における構想力の背景〉，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宗教學專修

編，《宗教学研究室紀要》，2005 ：vol.2，頁 11-15。上田閑照、北野裕通、森哲

通編，《禅と京都哲学》，京都：燈影舍，2006。 

石田慶和，〈西谷宗教哲学の形成〉，京都宗教哲學會編，《渓聲西谷啓治 下 思

想篇》，京都：燈影舎，1993，頁 3-40。 

名木田薫，〈西谷啓治におけるキリスト教理解〉，《宗教研究》，2000：323 号，

頁 158-159。 

西元和夫，〈立場としての宗教哲学 ：西谷啓治の思索を手がかり〉，《宗教研究》，

2002：323 号，頁 154-155。 

吳汝鈞，〈西谷啟治的空的存有論(上)〉，《鵝湖》，1997：23 卷 6 期，頁 1-10。 

----------，《絕對無的哲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8。 

----------，《京都學派哲學七講》，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 

---------，〈西谷啟治的空的存有論(中)〉，《鵝湖》，1998：23 卷 7 期，頁 11-20。 

---------，〈西谷啟治的空的存有論(下)〉，《鵝湖》，1998：23 卷 8 期，頁 42-45。 

---------，〈與京都哲學的對話：西谷啟治論宗教、道德問題與我的回應（上）〉，《正

觀》，2004：29 期，頁 85-136。 

---------，〈與京都哲學的對話：西谷啟治論宗教、道德問題與我的回應（下）〉，《正

觀》，2004：30 期，頁 101-151。 

---------，〈純粹力動與絕對無：我與京都學派的分途〉，《台北大學中文學報》，創

刊號，2006，頁 33-96。 

 花岡永子，《宗教哲学の根源的探究》東京：北樹出版，1998。 

---------，〈空の哲学における「空と即」〉，日本哲学史フォーラム編，《日本的哲

學》，2004：第 5 号，頁 87-100。 

阿部正雄，〈西谷啟治博士著「宗教とは何」を読みて〉，《哲學研究》，1962：484

号，頁 83-104。 

林鎮國，《空性與現代性》，台北：立緒出版社，1999。 

---------，《辯證的行旅》，台北：立緒出版社，2002。 

---------，〈西谷啟治—空と歴史的意識をめぐって〉，《日本哲学史研究》，2006：

第 3 号，頁 27-51。 

---------，廖欽彬譯，〈理性、空性、歴史的意識—新儒家と京都学派との哲学的

対話〉，《倫理學》，2007：23 号。 



20 

 

長谷正當，〈「空と即」における西谷の空の思想―空のイマージュ化と有の透明

化をめぐって〉，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宗教學專修編，《宗教学研究室紀要》，

2005 ：vol.2，頁 7-10。 

秋富克哉，〈西谷啓治における禅と哲学〉，京都宗教哲學會編，《渓聲西谷啓治 下 

思想篇》，京都：燈影舎，1993，頁 277-307。後藤正英，〈京都學派の神秘主義

研究の意義はどこにあるのか―西谷啟治の神秘主義理解を中心に〉，京都大學

文學研究科宗教學專修編，《宗教学研究室紀要》，2005 ：vol.2，頁 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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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務必預習。授課老師講授的方式在於以與每一周主題相關的原典文獻為基礎進

行仔細閱讀、哲學詮釋，並用導引思考及提問的方式來引起學員在課堂上積極參

與討論。 

 

【課程要求】 

在期末之時，選修課的學員務必交上與上述課程主題相關的論文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