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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執行科技部補助相關研究： 
�  1.東西哲學對話：語⾔的界限—華嚴宗的可說與不可說

�  (NSC 91 -2411-H-211-004) (已結案)

�  2.西⽅當代詮釋學與東⽅漢語哲學: ⽂化際義理理解與經典詮解-覺悟與詮

�  釋─華嚴宗的觀⼼詮釋學（整合型計劃）

�  (NSC 98-2410-H-211-001-MY3)(已結案)

�  3.當代西⽅詮釋學與東⽅漢語哲學：溯源，對⽐，會通-華嚴通往禪學的

�  詮釋問題之研究(III-I) (整合型計劃)

�  (NSC 101-2410-H-211-003-)（已結案）

�  4.當代西⽅詮釋學與東⽅漢語哲學：溯源，對⽐，會通-華嚴通往禪學的

�  詮釋問題之研究 (III-II) (整合型計劃)

�  （NSC 102-2410-H-211-003-）（已結案）

�  5.當代西⽅詮釋學與東⽅漢語哲學：溯源，對⽐，會通- 華嚴通往禪學的

�  詮釋問題之研究 (III-III) (整合型計劃)(MOST 103-2410-H211-007-)(整合

�  型計劃)(已結案)



已發展出來的學術論文  
1.郭朝順 2003/12 華嚴宗的可說與不可說 《正觀》27期p.85-133
2.郭朝順，2012/6，論天台、華嚴「觀心」思想之交涉與轉變﹣﹣以《華嚴經》及《大

乘起信論》的詮釋為中心，《法鼓佛學學報》10期，pp.53-93。（NSC98-2410-
H-211-001-MY3)

3.郭朝順，2014/3，從澄觀「心」與「法界」的鏡映性論佛教的人文主義，《正觀》68
期，pp.77-115。（NSC101-2410-H-211-003）

4.郭朝順，2014/6 ，六十卷《華嚴經》「始成正覺」的敘事與詮釋的開展，《臺大佛學
研究》，27期，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pp.1-52。（NSC98-2410-
H-211-001MY3)

5.郭朝順，2015/06，「時間」與「敘事」之視域融合：以呂格爾「三重再現」及法藏
「新十玄門」為線索，《正觀雜誌》73期：空性譬喻與詮釋專刊，頁77-125。(NSC 
98-2410-H-211-001-MY3)

6.2017/3，郭朝順，〈宗密《圓覺經大疏》的釋經策略及其心性本體論的詮釋學轉向〉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50期（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頁37至83。
(103-2410-H211-007)

7.2014/3，〈論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的釋經方法〉，《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2013》pp.179-194，台北：華嚴蓮社出版。（NSC101-2410-H-211-003）

8.2017/12，郭朝順，〈「圓融」與「會通」──論澄觀與宗密禪教思想的異同〉《東亞
哲學的終極真理》，頁121至159，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寫作動機 
•  1.整理成果，發展系統性的華嚴學觀點 
•  2.突破華嚴學的既有限制，突顯華嚴經與華嚴宗之

差異及其中的發展線索 

•  3.國際漢傳佛教的哲學研究，偏重禪宗與天台宗 
•  4.修改牟宗三《佛性與般若》基於天台立場對華嚴

哲學的論斷 
•  5.思考華嚴思想作為當代多元文化思想資源的可能

性 



寫作過程 
�  2016年8月開始任教於佛光大學佛教學系 
�  2017年8月執行兩年期專書寫作計畫 

�  接任佛教學系主任兩年，寫作進度延擱 

•  2019年5月申請延長計畫1年至2020年7月 
•  2020年1月申請教授研究休假半年，以專心完成最後三

章 
•  2020年7月書稿完成，共十章，300餘頁，目前送出版審

查中 



專書目錄 
•  第一章 緒論：《華嚴經》與華嚴宗之間  1

•  第二章《華嚴經》的原型及集成：菩薩行因與如來
果境的鏡映  19

•  第三章《華嚴經》的覺悟經驗書寫：認知語言與引
導語言的鏡映  36

•  第四章 文殊與普賢的鏡映：從初祖杜順的形象建
構論華嚴宗的兩個階段  53   

•  第五章  智儼、法藏、澄觀《華嚴經》注疏的疊映
 68



專書目錄 
•  第六章 華嚴「心性」思想的曲映：以天台及華嚴

的交涉為線索  92

•  第七章  華嚴「法界」思想的正映與變映： 從實踐
論到存有論  128

•  第八章   從頓教到禪宗：法藏、澄觀、宗密頓教概
念的變映  174

•  第九章 《華嚴經》菩薩行及其詮釋： 行布與圓融
的交映  207

•  第十章 結論：覺悟經驗的文化詮釋與哲學解讀
 271



華嚴學研究現況 
•  科技部人社中心 
•   「哲學學⾨熱⾨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105年
結案報告（調查期間 2005-2014）：（
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307） 



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 
� 分案報告一「中國哲學」(鍾振宇)：	
� 「相關專題計畫中，以天台哲學研究為大宗，
其次是三論宗研究，再其次是唯識思想與華嚴
思想的研究，……。此外，華嚴宗是中國佛教
的重要宗派，但華嚴哲學的專題計畫數量也不
足」（頁16）。	



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 
� 分案報告六「宗教學領域：宗教研究」（蔡源
林）：	

� 「腦神經科學與認知科學的風潮已吹向宗教學術
界，…無論是佛教的禪修、道教的丹道與養生，乃
自民間信仰的扶鸞與靈乩現象，都是讓西方人士大
開眼界的宗教修鍊功夫，……而宗教學者大多為人
文背景，對操作認知科學的理論與方法也不孰悉，
故這類研究只有打破現有的學科藩籬，組成跨領域
的學術團隊才能開展……」（頁80）	



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 
� 分案報告七「宗教學領域：佛教研究」（越建
東）：	

� 「當代哲學所關心和應用的方法，也反映在以哲學
的角度探討佛教的內容上。如：禪修與自由意志、
「見」的知識論意涵，或以知識論的方法去分析佛
教文本，也有採用超驗現象學與人類主體動力論
（human	agency）的方式。」（頁83）	



目前執行中的計畫 
�  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 
�  以佛教學術為主軸的跨域教學與研究：佛教學與心

理學（總計畫主持人） 
�  子計畫1：佛教對情緒與性格的分析與歸類――以

和心理學的對比分析為線索(主持人：陳一標)
�  子計畫2：禪定學與正念：佛教學的觀點（主持人

釋覺冠） 
�  子計畫3：從心理學角度初探佛學中的「煩惱」與

「根性」概念（主持人：龔怡文、游勝翔 ） 
�  子計畫4：正念與禪修課程研發暨成效評量（主持

人：黃國彰、黃玉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