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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甲、引言——《華嚴經》在東亞佛教的地位 

壹、華嚴宗與其他中國佛教的宗派 

貳、華嚴宗的祖師與宏傳 

參、華嚴宗是東亞特有的，不見於印度或西藏 

乙、文本篇 

壹、經本的來源——古代的傳說 

一、法藏集《華嚴經傳記》引真諦三藏說 

二、傳說背後的歷史啟示 

貳、文獻的狀況——近代的考證 

一、考證非近代產物——以智儼《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卷第四《梵本同異義》為例 

二、尚存梵語資料 

(壹)、完本：Da abh mika、Gu  avy aha 

(貳)、引文：堅慧《寶性論》、寂天《集學論》 

三、早期單行譯本（舉例） 

(壹)、東漢、三國：支讖、支謙的譯本 

(貳)、西晉：法護的譯本 

(參)、南北朝：鳩摩羅什 

四、大部經典譯本 

(壹)、東晉佛馱跋陀羅譯六十卷本 

(貳)、唐實叉難陀譯八十卷本 

(參)、藏文譯本（九世紀） 

丙、內容篇 

壹、見解的旨趣（舉例） 

一、唯心 

二、性起 

三、緣起 

貳、修行的重點（舉例） 

一、次第修 

二、菩提心 

三、普賢行 

丁、《華嚴經》研究的展望 

壹、文獻部分 

一、梵語資料的斠勘 



二、法護譯本的整理 

三、新出土資料的參考 

貳、內容部分：瞥開華嚴宗的學說，探索單行經的思想與法門 

參、依進一步的研究結果重新評估對印度佛教史的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