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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中文學報》專題徵稿 
 

 

 

徵稿專題：中國佛教解經學與當代詮釋                              策劃：嚴瑋泓教授 

 

 

    對於中國傳統佛教義學僧人或學人而言，解經是其研習佛法、辨正義理與宗教實踐的方

法。一般而言，解經之目的在於透過對於文本的批判性解讀與詮釋，揭露隱蔽於經典文本中

的真理，從而形成一種知識典範。但中國佛教的解經傳統除了義理辨析的知識型態之外，也

具有由知識而解脫的實踐意蘊。 

    中古佛教的解經有隨文釋義的章句、義疏以及敘明經文大意之標位等形式。這些解經形

式是在準確理解與詮釋經典的原則下所進行。隋唐之際，天台智顗的五重玄義所揭之教相判

釋、三論吉藏與華嚴法藏從不同經典交互詮釋的以經解經，均是透過不同的解經方法或策略

為自身思想提供合理性的解釋。近代中國的解經受到西方與日本佛學研究方法的影響，轉以

史學為基石，融合經學、語言學與文獻學的方法詮解佛教經論，發展出與傳統解經相異的、

以現代學術的客觀原則為基礎的解經型態。然而，這不意味佛教由義理而實踐的解經方法在

現代性的語境下被稀釋了，兼具現代學術方法與佛教正信的解經形式仍深刻地影響當代佛教

學者的思想與方法。 

    解經是中國佛教思想的發展重要途徑，舉凡經文釋義、義理融攝、思想論辯，均是對佛

教經論之理解與詮釋的動態活動與歷程。當代學者更從詮釋學、現象學、形上學、知識論、

倫理學……等多元的方法論來詮釋佛教經論。佛教解經學也因此呈現多元的學術風貌。據此

可知，傳統到現代的佛教解經方法，不但豐富了佛教經典詮釋的內容，也產生了理論與實踐

等不同面向的詮釋效應。因此，《成大中文學報》特別策劃「中國佛教解經學與當代詮釋」

專題，邀請海內外專家學者就傳統到現代的中國佛教解經學進行研討。擬定相關研究主題如

下： 

 

一、中國佛教各學派的解經體例、方法與特徵 

二、中國佛教思想發展與經典詮釋之關係的系譜考察 

三、中國佛教解經與宗義的交互辯證 

四、中國佛教解經學的理論與實踐 

五、近代中國佛教解經學的轉型與省思 

六、中國佛教解經學與詮釋學 

七、中國佛教解經學與跨文化對話 

八、中國佛教解經學的當代應用及其價值 

 

歡迎海內外學者先進，惠賜  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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