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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course provides a critical survey of the basic problems of various schools of Chinese 

Buddhism (including Sanlun-Madhyamaka, Tiantai, Faxiang-Yogacara, Huayan and Chan) 

based on a close study of their writings; it also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Buddhism 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Indian Buddhism.  

本科以「問題」為中心，解析中國佛學各派（包括三論、天台、法相唯識、華嚴

和禪宗）之代表性著作，並通過與印度佛學之比較研究，說明中國佛學之特色及

精神所在。 

 

成績考察：（另議） 

 

進度： 

1.   佛教在印度 

2.   佛教傳入中國: 初期般若學和禪數學的傳譯、格義佛教 

3.   從印度中觀學到中國三論宗: 緣起性空、二諦論 

4.   天台宗哲學: 智顗性具哲學 

5.   從印度唯識學到中國法相宗: 阿賴耶識、唯識、三性論、轉依 

6.   《起信論》及其對中國佛教的影響 

7.   華嚴宗哲學: 法界緣起 

9.  禪宗哲學 

10.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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