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華大學九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教學綱要

科目名稱：原始佛教文獻專題 科目代號：
英文名稱：Seminar on Early Buddhist Literature 授課教師：呂凱文

開課系所宗教學研究所 上課教室

學 分 數 3 學分 授課時間 星期第 6-8 節 修 別 □必修 □必選 ■選修

教學目標 聖典是宗教思想與歷史的載體。本課程目標有二：一、瞭解與探究最早期佛教(The earlist

Buddhism)經律論三藏等文獻集成；二、瞭解現有藏外典籍與註解書傳統。

課程綱要:
第 01 週 ＊ 課程簡介 (經典) 其它隨堂閱讀資料

第 02 週 ＊ Charpter 1-3

第 03 週 ＊ Charpter 4-6

第 04 週 ＊ Charpter 7-9

第 05 週

第一單元：經藏與律藏
＊ 《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 Charpter 10-12

第 06 週 ＊ P.1-75

第 07 週 ＊ p.76-150

第 08 週 ＊ p.151-225

第 09 週

＊ A History of Pali Literature

＊ p.226-302

第 10 週 ＊ Charpter 1-5

第 11 週 ＊ Charpter 6-10

第 12 週

第二單元：論藏
＊ 《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典與論師之

研究》 ＊ Charpter 11-14

第 13 週 ＊ A History of Pali Literature ＊ p.303-342

第 14 週 ＊ p.343-383

第 15 週 ＊ p.384-516

第 16 週 ＊ p.517-596

第 17 週

第三單元：註解書傳統等
＊ A History of Pali Literature

＊ p.597-677

第 18 週 ＊ 學期報告回顧

講授方式 ■課堂講授與討論
課程其他
特 色
教材教具 自編教材
主要參考
書 籍

1. 佛光山編，《世界佛教史年表》(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 年)。
2. 印順，《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台北：正聞出版社，1971 年）。
3. 印順，《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典與論師之研究》（台北：正聞出版社，1992

年 7 版）。
4. 印順，《佛教史地考論》（台北：正聞出版社，1992 年修訂一版）。
5. 前田惠學，《原始佛教聖典の成立史研究》(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64 年)。
6. 水野弘元，許洋主譯，《佛教文獻研究》(台北：法鼓文化，2003 年)。
7. 水野弘元，釋達和譯，《巴利論書研究》（台北：法鼓文化，2000 年）。
8. 水野弘元，釋惠敏譯，《佛教教理研究》（台北：法鼓文化，2000 年）
9. 森祖道，《バーリ佛教註釋文獻の研究》（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84 年）。
10. Bimala Churn Law, A history of Pali Literature. 2 Volumes. Delhi: Indological

Book House,1983.



11. Kanai Lal Hazra, Studies on Pali Commentaries. Delhi: B.R.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91.

12. Oskar von Hinyber, A Handbook of Pali Literature.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1997.

13. K. R. Norman, Pali Literature: Including the Canonical Literature in Prakrit
and Sanskrit of All the Hinayana Schools of Buddhismi.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3.

14. Sayagyi U Ko Lay, Guide to Tipitaka. Selangor: Selangor Buddhist Vipassana
Meditation Society, 2000.

15. Peter Skilling, Santi Pakdeekham, Pali Literature Transmitted in Central Siam:
A Catalogue based on the Sap Songkhro. Bangkok: Fragile Palm Leaves
Foundation, 2000.

16. Wilhelm Geiger, Batakrishna Ghosh, tr., Pali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Delhi:
Calcutta University, 1978.

17. M. Winternitz,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cation, reprint 1999.

18. A.L. Basham, History and Doctrines of The AjIvikas,(1ST Ed.1951)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cation, reprint 2002.

19. A.L. Basham, The Wonder That Was India,(3ST Ed.1967) Delhi: Rupa, reprint
2003.

20. Sri Acharya Buddharakkhita, Pali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angalore, 1977);
21. P. V. Bapat, 2500 Years of Buddhism (Publications Division,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Broadcasting, New Delhi, 1956).
22. Hu-von Hinuber, Haiyan, A Survey of Recent Studies on Early Vinaya

(1977-1997), Freiburg (出版中).
23. Prebish, Charles S., A Survey of Vinaya Literature, (Taipei, 1994).
24. Jampa Tsedren Bhiku, A Brief Survey of the Vinaya, (Hamburg, 1992).
25. Norman, K. R., Pali Literature, (Wiesbaden, 1983).
26. Conze, Edward, Buddhist Scriptures a Bibliography, Lancaster, Lewis (ed. and

revised), (New York & London, 1982).
27. Yuyama, A., Systematische Ubersicht uber die Buddhistische Sanskrit-

Literature: Teil 1: Vinaya, 1979, (A Systematic Survey of Buddhist Sanskrit
Literature, Part 1 : Vinaya).

28. Lamotte, E.,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Sara Webb-Boin tr., (法文版, 1958;
Louvain, 1988, 英文版).

29. Banerjee, A. C., Sarvastivada Literature, (Calcutta, 1957).
30. Nanjio, B. (ed.), A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ist

Tripitaka, (Classics India Publication, 1989).
31. Ui, Hakuju 等, A Complete 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s, (Sendai,

1934).
32. http://www.nhu.edu.tw/~pali/news.htm
33. http://hk.groups.yahoo.com/group/Pali_Chinese_Group/
34. http://www.gaya.org.tw/journal/m20/20-book2.htm

成績考核
方 式

■課堂討論與報告：50%
■期末報告：50%

讀書報告
格式要求

1、摘要整理請於報告前一週發給同學。
2、請附上報告範圍內蒐尋所得的補充資料。



學期報告
格式要求

1、依一般學術論文格式 2、至少二十個註腳。3、註腳以隨頁註。4、附上參考
書目。5、內容以具明顯問題意識的論題探討為佳。6、期末考後的一個星期內
繳交。

 以上資訊更新時，請以教學網站為準：http://www.nhu.edu.tw/~kwlu/classes.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