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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本計畫為整合型計畫「台灣宗教發展的典範與挑戰」之第三子計畫，與總計畫及其他五個子計畫之

間，將以「性別平等」、「和平共存」、「創新與傳統融合」、「多元認同」和「社會參與」等五個共同議

題之其中一項或數項，作為整合的機制。本研究主題「人間佛教」，即是「創新與傳統融合」的有機體。

整體研究將以「性別」為軸線，串連現今人間佛教在各地落實「社會參與」的最大公約數的四種志業，

依序是「救濟」、「文化」、「教育」和「醫療」來檢視人間佛教的典範意義，以及立足在 21 世紀已經面

臨或可能遭逢的困境與挑戰為何；進而，或可透過此基礎研究，提出可能的解決或因應的建議方案。 

本研究將主要採用文獻分析法、田野調查以及深度訪談，來進行本計畫的探究。具體而言，有六項

主要工作內容，即文獻蒐集、田野調查、整理訪談資料、整合資料、分析資料和撰寫研究報告。兩年

期間的主要田野觀察和調查地點，以台灣為主，跨境香港、大陸和馬來西亞等亞洲地區。在研究成果

和預期完成的工作方面，除了國內或國際研討會論文發表、投稿和出版中或英文的期刊論文之外，並

將透過網路的無國際和無界限，搜尋繪製人間佛教分佈的台灣地圖和全球地圖，以及全球賑災地圖。 

 

關鍵詞：人間佛教、創新與傳統融合、性別平等、社會參與、救濟、文化、教育、醫療 

 

This project is the third sub-one of the integrated project “the model and the challenge of Taiwan religious 

development,” which includes 6 sub-projects, with 5 common issues “gender equality”, “peaceful 

coexistence”, “innovation and traditional fusion”, “multi-dimensional identity”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as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The subject “the human-realm Buddhism” is itself “the innovation and the 

traditional fusion” organism. For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practice of human-realm Buddhism nowadays, 

there are 4 common divisors that in order are the mission of charity, of culture, of education and of medical 

service. “Gender” as a spool thread weaves these 4 missions to investigate the model significance of 

human-realm Buddhism. In the 21st century, what are the already-faced difficult or the possible challenge it 

needs to encounter? Though this basic research result, it maybe offer the possible solution way or some useful 

suggestions. 

This research will use mainly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the fieldwork investigation as well as the 

depth interview, to carry on the inquisition. Specifically speaking, six prime tasks, namely literature collection, 

field investigation, reorganization interview material, integration material, analysis data and composition 

research result. The main fieldwork places to observe and investigate primarily in Taiwan, and interstate 

Asian areas like Hong Kong, mainland China and Malaysia within these two years. Regard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in addition to present related papers in the domestic o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to submit journal 

papers, including Chinese or English paper, the other anticipated work completes distribute the Taiwan map 

of human-realm Buddhism, the global map of human-realm Buddhism, as well as of the global disaster relief 

map, through boundary-less internet. 

 

Keywords: Human-Realm Buddhism, innovation and traditional fusion, gender equality, social participation, 

mission of charity/of culture/of education/of medica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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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一、前言 

 

本計畫為整合型計畫「台灣宗教發展的典範與挑戰」之第三子計畫。該整合型計畫共通過 4個子

計畫，分別從「宗教政策」、「民間宗教」、「佛教」以及「新興宗教」等領域，就「性別平等」、「和平

共存」、「創新與傳統融合」、「多元認同」和「社會參與」等五個共同議題，探討台灣這數十年以來的

宗教發展，各有符合這五大共同議題的那幾項，可以各自形成或共同共構成為具有台灣精神特色的台

灣宗教典範的有那些。 

國內學術界對台灣本土宗教的研究，不但與台灣社會的宗教脈動息息相關，也和台灣本土意識的抬

頭有關。1980 年代台灣社會的自由化與民主化是重要的分水嶺，在此之前，台灣本土宗教的研究成果

相當零散，且經常將台灣特定的宗教傳統放在中國宗教或世界宗教的脈絡來探討，並未就台灣在地的

歷史、社會與文化的特殊脈絡來理解台灣的宗教現象（張珣、江燦騰 2003：209~236）。歷經 1970~80

年代的經濟成長與政治轉型之後，台灣的發展經驗開始受到國內外學界之重視，也間接促成以台灣在

地觀點研究台灣宗教的趨勢。而將性別議題帶入台灣宗教研究，則比 1980 年代更晚，此與台灣社會現

代性的持續深化有關，不但婦女的社經地位大幅提升，西方的性別平權思潮也被都市中產階級引入，

上述外在條件皆促成性別成為公共論述的重要議題。不過，如果沒有台灣本土宗教團體的女性大量而

積極的參與，知識界與學術界對性別議題的重視也不會自然反映在台灣宗教的研究上面。基於人間佛

教為當代台灣佛教改革的主要趨勢，所以就當代台灣佛教性別實踐之新典範的建立，自當以人間佛教

的思想與社會實踐為焦點。 

 

二、研究目的 

 

在現今提說「人間佛教」為台灣佛教的主流和典範，應可獲得大多數人的認同。不過，這個狀況

是歷經數十年、集眾人和各寺廟努力，所形成的人間佛教運動而得來的成果。雖然近十餘年來，相關

研究有如雨後春筍般的冒出，但是尚未檢視人間佛教何以堪稱為漢傳佛教、甚至是整體現代佛教的「典

範」？又可以從何面向做此檢視？或是構成「典範」的模式（pattern）有哪些？因此，本計畫將以「性

別」為貫穿的軸線，串連起現今人間佛教在各地落實「社會參與」的最大公約數的四種志業，依序是

「救濟」、「文化」、「教育」和「醫療」來檢視人間佛教的典範意義，以及立足在 21 世紀已經面臨或可

能遭逢的困境與挑戰為何；進而，或可透過此基礎研究，提出可能的解決或因應的建議方案。此乃本

研究所預計達到的目的。 

 

三、文獻探討 

 

宗教與性別的研究，若依照宗教學界常用的「教義、儀式、經驗、敘事、倫理、制度與物質」七大

面向來看（尼尼安．斯馬特 2004），每一個面向均能以性別角度切入，就特定宗教傳統的該面向進行

深入探索。若用此一分類來看儒、佛、道與民間信仰等傳統華人宗教的研究成果，則偏重於教義、倫

理、歷史敘事的面相較多，其他面向的成果相對較少。教義與歷史面向的研究大多以文獻分析的方法

為主，亦足見華人宗教研究的整體趨向，仍然受到傳統人文學科的研究方法主導，而運用各種宗教學

理論或借用當代社會科學的量化或質性方法從事實證性研究者則相對缺乏。晚近三十年才出現的宗教

與性別的研究成果，反映了此種趨勢。以 1990 年代中期所做的華人宗教研究成果評估（郭佩蘭 1995：

152~155），以及 2000 年代中期台灣學者的各種宗教傳統研究成果評估，均說明傳統文史研究方法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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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林端 2006：310~314）。基於經典文獻方法的偏向，1990 年代之前，台灣學界的佛教研究很少觸及

當代台灣佛教的各種社會文化層面之現實議題，包括性別議題，其他宗教的研究狀況亦然。 

台灣宗教與性別之研究，則大約在 1990 年代以後才陸續有較多研究成果出現。主要原因有二：一

方面是台灣的各大宗教女性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引起各界矚目，形成另類台灣經驗；另一方面新一代學

界受西方性別研究思想的衝擊，開始引進各種新理論與批判性研究方法於宗教研究。其研究成果的成

長相當迅速，有待宗教學界加以統整評估，方能得知台灣在地宗教與性別的研究趨勢。以下僅對比台

灣的基督宗教與佛教之性別研究成果，說明其研究趨勢、理論途徑及未來可能開展的方向。 

由於台灣佛教相對於基督宗教而言，與國外教界沒有類似的層級節制、相互依賴或淵源關係，所以

接受西方女性主義或性別思潮的衝擊較少、較遲，因此佛教學界的性別論述之引進晚於基督宗教，要

到 1990 年代後期才出現，主要來自新一代學者接受西方學術訓練，以當代宗教與性別的相關理論，結

合台灣佛教的在地經驗，開展出有別於傳統佛學研究的佛教性別研究。 

1990 年代後期出現的佛教性別研究，不再只依賴經典與文獻的詮釋，將關注焦點放在對佛教僧俗

信眾的社會實踐，並採用實地參與觀察與訪談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對當代台灣佛教的發展新模式提

出許多值得進一步探究的重要論點。相較於基督宗教建構出女性神學、或從制度面上廢除傳統的父權

制度，人間佛教並未在義理詮釋與戒律實踐上，對傳統的漢傳大乘之性別規範提出重大變革。所以促

成當代台灣佛教相較於其他佛教地區所呈現的兩性平等及性別意識的轉換，主要動力來自於人間佛教

的社會實踐所引發之由下而上的漸進式「寧靜革命｣，而非制度或意識型態上的劇烈變革。 

人間佛教的主要教團之社會參與和性別意識轉化的關係，主要研究成果包括盧蕙馨（1997，2003）

對慈濟功德會的在家婦女信眾參與社會慈善志工的研究、陳美華（2001，2002a）跨教團對佛光山、法

鼓山和香光尼僧團比丘尼的身心修持與性別認同轉化關係做研究，兩者的研究共同指出人間佛教的社

會實踐，促成了佛教女性落實佛教的眾生平等、超越色相的理想，導致了「去性別化｣的效果。另外，

李玉珍（2003a，2003b）對佛教寺院的日常實踐之田野調查，雖不以人間佛教道場為主，但強調供養

與煮食的活動強化了在家與出家女眾的性別認同，提出社會實踐與性別意識的另一觀察角度。其結論

表面上與前述盧、陳兩人的研究結論相反，即社會實踐促使性別認同強化而非「去性別化｣，其實三位

學者的研究從不同層次的觀察與論述，異曲同工地道出佛教性別倫理的弔詭之處，即在承認性別差異

的基礎上，透過自我轉化的身心實踐，追求超越性別侷限，達到解脫的無性別之境。佛教超越性別的

理想，在傳統中國的父權社會中無法具體落實，但人間佛教在現代化情境之下，以創新的社會實踐，

在某種程度體現了此一理想。 

對比佛教與基督宗教的婦女與性別研究成果，可知西方女性主義思潮對台灣佛教的影響不如基督宗

教大，顯然和這兩個信仰群體的社會文化特質有關；而佛教信徒在文化取向上的相對保守，則有待進

一步探究。個人初步的觀察，基於女性主義思潮侷限於都會地區的新興中產階級，可以據以推論若該

教團的發展以都市中產階級為主，則婦女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更形重要；反之，若該教團的發展為鄉村

地區或都市的傳統階層，其性別取向會遵循傳統父權模式。但目前學界對特定教團的研究，只片面地

證實了這個理論假設，此假設有待更有系統的實證研究來加以證實。 

由上述台灣佛教女性的研究成果可見，戰後台灣人間佛教運動的創新之處，不在於佛教義理與修行

的推陳出新，而是在漢傳大乘傳統結合民初的佛教入世改革思想的基礎之上，透過社會實踐的創新，

將大乘菩薩理想落實於台灣的現代化資本主義社會。不過，前引研究大多採取微觀途徑，從各個人的

宗教經驗與教團內部的人際互動來看性別意識如何呈現，至於佛教女性如何與更廣泛的社會文化脈絡

產生關聯，如何與國家體制與全球社群進行互動，應以宏觀途徑來探索，此乃本計畫企圖延續和突破

個人博士論文階段的既有研究框架，以達另一階段成果之所在。 

台灣的人間佛教運動由於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力、積極參與國際人道援助，以及女性在教團扮演要角

等因素，亦已受到國際學界之重視，自 2000 年以後陸續有英文專書及論文之出版，其中包括台灣與國

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以下僅舉與本研究的論述較有關係的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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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灣比丘尼為主題的兩部專書，戴愛蓮（Elise Anne DeVido 2010）專論人間佛教教團的比丘尼，

採歷史學研究途徑，就中國與台灣佛教史的女性地位之變遷、近代人間佛教改革脈絡來探討台灣比丘

尼地位提升的前因後果；鄭維儀（Cheng Wei-Yi 2007）雖非人間佛教之專論，但兼採後殖民與女性主

義的研究途徑，比較了斯里蘭卡與台灣比丘尼在戰後的現代化轉型所面對的內外在因素，藉此論述南

傳與北傳的出家女眾之不同處境。上述兩位學者均強調台灣比丘尼的社會實踐模式，不同於西方女性

主義以直接對抗父權體制為目標，而是在強調兩性互補與和諧的傳統文化，以及現代化所促成的社經

條件之轉變的外在條件配合下，透過對佛教超越性別差異的重新體認，開拓了女姓社會參與的空間，

從而確立了佛教女性的主體意識。此結論與個人在博士論文階段所產出的研究成果（陳美華 1998，

2000，2001，2002a），看法是一致的。 

人間佛教單一教團的研究，目前有黃倩玉的慈濟功德會研究（Huang C. Julia 2009），以及 Stuart 

Chandler（2004）的佛光山研究。兩者採取相近的個案研究途徑，並得出類似的結論。一方面強調兩

大教團均以領導者的個人「魅力｣（charisma）為開創的原動力；另一方面也善用了台灣的資本主義化

所造就的理性化科層組織，為其拓展宗教慈善與文教事業版圖的手段。而其邁向國際化的跨國串聯模

式又與台灣的全球化經驗息息相關，透國台商、海外華人社群的社會網絡及文化認同，終於打造了台

灣品牌、通行五大洲、全球最大的兩個佛教組織。兩書雖未著力於性別論述，但都論及宗教領袖的性

別形象建構所呈現的個人魅力為吸引信眾的重要因素，其性別意涵與社會實踐的關聯有待進一步探

究。黃倩玉與 Chandler 另分別就慈濟與佛光山的全球化著有單篇論文，被收錄於 Linda Learman（2005）

所編輯的佛教與全球化論文集。該書包括了南、北傳佛教中具有國際知名度的重要宗派如何回應全球

化挑戰的個案研究，涉及教義的再詮釋、組織的創新及社會實踐的開創，提供了當代佛教全球化的基

本論述架構，頗具參考價值。 

另有學者從台灣的自由化與民主化、國家與公民社會關係的調整、國家宗教政策轉變等政治面向來

探討人間佛教運動，包括 Richard Madsen（2007）對慈濟、佛光山、法鼓山三大人間佛教教團與公民

社會、政府部門與國際社會互動模式的比較分析，以及 Andre Laliberte（2004）對中佛會、慈濟、佛光

山從威權到民主轉型時期與政府互動模式變遷的研究。兩位學者均指出了台灣的自由化、民主化與人

間佛教教團的入世教義及社會實踐之間，存在某種微妙的互為因果關係。此外，郭承天（Kuo Cheng-Tian 

2008）對台灣宗教與民主化的綜合性論著，亦有專章討論人間佛教教團，認為台灣民主轉型過程之中，

佛教團體強調人道關懷與社會責任的倫理實踐，有助社會穩定，並支持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與上述

兩位學者有相似的論點，認為台灣佛教團體提供和平的政治轉型之社會助力。 

有關人間佛教的研究成果，於 2000 年之後，不論是在專書、期刊論文或是博碩士論文方面，皆有

長足的成長數量，個人亦有數篇相關之作（陳美華 2002b，2002c，2004，2008）。這 2000 年之後的人

間佛教出版潮，於計畫執行期間已有蒐集，將會以專文呈現。 

 

四、研究方法 

 

為達成本計畫所設定完成的工作項目和成果，將主要採用文獻分析法以及田野調查，並視需要輔以

深度訪談，來進行探討研究。具體而言，本計畫有六項主要工作內容，即文獻蒐集、田野調查、整理

訪談資料、整合資料、分析資料和撰寫研究報告。第一年主要工作在於人間佛教有關文獻的蒐集、田

野調查和進行深度訪談，並整理訪談資料。且透過 e 通道，瞭解人間佛教的全球分布；並開始進行資

料的初步分析與討論。第二年除了持續第一年的主要工作內容外，最主要的工作則是完成研究報告和

論文的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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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人間佛教是立基在傳統佛教的基礎上，所展發出來的創新佛教表現。對學術研究而言，人間佛教無

庸置疑已是 21 世紀的主流佛教思潮，也代表時代的精神和特色。故而，論述人間佛教典範對基礎學術

研究的知識系統內容來說，是重要而有意義的；也可對提升人間佛教研究的層次，提供一定的貢獻。

又由於人間佛教的實踐，充滿創意的內涵和做法，可引發「文化創意產業」的想像和應用，有助人文

社會學知識經濟的實際效應。 

不過，在執行計畫期間與之後，自評未達成目標的關鍵因素，主要是缺乏得力研究助理。本所學生

大多為在職一般生（含宗教師），且年齡低於 30 歲以下者偏少，雖也聘用他校研究生協助，但效果不

彰。也嘗試培養大學部學生，但不敵 7-11 臨時工讀的吸引力。整體而言，碩士班研究生是協助研究的

主力，但現下情況不免尷尬的是，不少碩班研究生是因職業需求而再度進修，並非立意追求更高學術

殿堂，故而對此類同學來說，撰寫碩士畢業論文是時間、精神、體力各方面的消耗，對指導老師而言，

也同樣是時間等等多方面的付出與消耗。但，每個人每天都只有 24 小時，該如何讓這 24 小時發揮最

大的效益，應是我們可以審慎思考與規劃的。因此，與其齊頭式的規定每位同學都要寫學位論文，不

如調整制度讓學生有多元畢業方案，讓老師們有更多時間指導真正想寫論文、未來預計繼續學術之旅

的學子們，也讓老師們自己可有多一點的時間留做研究寫作，共為台灣的學術產出貢獻成果。 

 

 

 



5 

參考文獻 

 

尼尼安．斯馬特。2004。《劍橋世界宗教》（許列民等譯）。台北：商周出版。 

 

李玉珍。2003a。〈佛教與女性研究回顧〉。張珣、江燦騰合編：《當代臺灣本土宗教研究導論》，頁489~524。

台北：南天書局。 

 

李玉珍。2003b。〈寺院廚房裡的姊妹情：戰後台灣佛教婦女的性別意識與修行〉。李玉珍、林美玫合編：

《婦女與宗教：跨領域的視野》，頁281~332。台北：里仁書局。 

 

林端。2006。〈台灣「宗教研究｣的專業化與多元化：知識社會學的考察〉。陳美華等：《台灣宗教研究

年鑑2004》，頁303~323。台北：宗博出版社。 

 

陳美華。1998。〈解讀「比丘尼」在西方人眼中的隱含〉。《中華佛學學報》11：311~327。 

 

陳美華。2000。〈反思「參與觀察」在台灣漢人宗教田野的運用：一個女性佛教研究者的觀點〉。《中央

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88：335~367。 

 

陳美華。2001。〈「另類」女性：從一個新聞剪報檔案談台灣比丘尼形象的再現〉。《臺灣宗教研究》1(2)：

43~83。 

 

陳美華。2002a。〈另類典範：當代台灣比丘尼的社會實踐〉。《佛學研究中心學報》7：295~340。 

 

陳美華。2002b。〈個人、歷史與宗教：太虛大師、「人生佛教」與其思想源流〉。《思與言》40(2)：215~260。 

 

陳美華。2002c。〈個人、歷史與宗教：印順法師、「人間佛教」與其思想源流〉。《中華佛學學報》15：

427~456。 

 

陳美華。2004。〈法鼓十年（1989~1998）：從農禪寺到法鼓山的立基與開展〉。林煌洲等：《聖嚴法師思

想行誼》，頁 251~287。台北：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美華。2008。〈在街頭運動之外的社會實踐：台灣佛教二十年來的在地展現〉。王宏仁、李廣均、龔

宜君主編：《跨戒：流動與堅持的臺灣社會》（Step in Forbidden Zones: Twenty Years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aiwan (1987~2008)），頁299~321。台北：群學出版社。 

 

郭佩蘭。1995。〈性別研究與中國宗教傳統〉。張妙清、葉漢明、郭佩蘭合編：《性別學與婦女研究——

華人社會的探索》，頁151~169。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張珣、江燦騰合編。2003。《研究典範的追尋：臺灣本土宗教研究的新視野和新思維》。台北：南天書

局。 

 

盧蕙馨。1997。〈性別、家庭與佛教：以佛教慈濟功德會為例〉。李豐楙、朱榮貴主編：《性別、神格與



6 

臺灣宗教論述》，頁97~120。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盧蕙馨。2003。〈現代佛教女性的身體語言與性別重建：以慈濟功德會為例〉。李玉珍、林美玫合編：《婦

女與宗教：跨領域的視野》，頁219~280。台北：里仁書局。 

 

Chandler, Stuart. 2004. Establishing a Pure Land on Earth: The Foguang Buddhist Perspective on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Cheng Wei-Yi. 2007. Buddhist Nuns in Taiwan and Sri Lanka: A Critique of the Feminist Perspective. London: 

Routledge. 

 

DeVido, Elise Anne. 2010. Taiwan's Buddhist Nu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Huang C. Julia. 2009. Charisma and Compassion: Cheng Yen and the Buddhist Tzu Chi Move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uo Cheng-Tian. 2008. Religion and Democracy in Taiwa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Laliberte, Andre. 2004. The Politics of Buddhist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1989~2003: Safeguarding the Faith, 

Building a Pure Land, Help the Poor.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Learman, Linda ed. 2005. Buddhist Missionarie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Madsen, Richard. 2007. Democracy's Dharma: Religious Renaissanc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7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有嚴重損及公共利

益之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 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 實驗失敗 

□ 因故實驗中斷 

■ 其他原因 

說明： 

（1）家庭與健康因素：父母身體狀況，又相繼於一年內辭世，自己亦右腳骨折開刀。 

（2）缺乏得力研究助理：本所學生大多為在職一般生（含宗教師），且年齡低於 30 歲以下 

     者偏少，雖也聘用他校研究生協助，但效果不彰。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如已

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請簡述可能損及之相關程度（以 500 字為限） 

 

本研究為基礎研究，故此部分主要針對學術面做自評。原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為： 

（1）第一年：○1 有系統蒐集人間佛教相關文獻，並編成書目。○2 繪製人間佛教台灣地圖。 

○3 繪製人間佛教全球地圖。○4 田野調查、訪談和影像錄攝。 

（2）第二年：○1 繪製人間佛教全球賑災地圖。○2 人間佛教系譜。 

○3 田野調查、訪談和影像錄攝。 

以上，已大致完成資料蒐集。人間佛教相關書目編排以及相關地圖的繪製，目前尚未完成。

至於田野調查部分，雖未獲得經費補助，仍自行進行研究訪談，且多數錄音檔都已打成逐

字稿。此外，已完成的研究成果與績效，主要是研討會論文的發表，共有 8 次（參見附錄

一）。這幾篇研討會論文將盡快修改完成，投送期刊審查出版。此外，〈人間佛教的性別觀〉 

一文也正積極撰述中。當正式出版研究成果時，其意義、價值或影響，自當更能檢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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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研討會論文發表一覽表 

 

1. 陳美華。2012。〈人間佛教的在地實踐與境外弘揚〉。發表於台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會議

廳．台灣宗教學會主辦：「全球化下台灣宗教發展的典範」學術研討會暨台灣宗教學會年會，5 月

18 日。 

2. 陳美華。2012。〈當聖嚴 vs.印順：《歸程》與《平凡的一生》二師自傳敘事探悉〉。發表於台北國立

臺灣大學集思國際會議廳洛克廳．聖嚴教育基金會主辦：「第四屆聖嚴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6 月

4 日。 

3. 陳美華。2012。〈當聖嚴 vs.印順：《歸程》與《平凡的一生》二師自傳敘事探悉〉。發表於上海復旦

大學光華樓西主樓 2401 室．上海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宗教系主辦：「臺灣南華大學及上海復旦大學宗

教學師生學術交流會」，6 月 14 日。 

4. Meei-Hwa Chern. 2013. How Dharma Drum Mountain Goes to Malays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sian Buddhist Forum on “Buddhism and Society,” Central University of 

Tibetan Studies, Sarnath, Varanasi, India, January 13-15. 

5. 陳美華。2013。〈人間佛教佛化婚喪禮儀中的性別平權問題：以佛光山和法鼓山為例〉。發表於高雄

佛光山寺．佛光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主辦：「」，4 月 17 日。 

6. 陳美華。2013。〈人間佛教的在地實踐與境外弘揚〉。發表於臺北保安宮雲衷廳．臺灣宗教學會主辦：

「」，7 月日。 

7. 陳美華。2014。〈聖嚴老人談老人〉。發表於臺灣大學集思國際會議廳蘇格拉底廳．聖嚴教育基金會

主辦：「」，6 月日。 

8. 陳美華。2014。〈傳統與變異：從台灣學界的相關研究探悉新興宗教與佛教的關係〉。發表於馬來西

亞吉隆坡．馬來西亞佛教青年會主辦：「2014 佛教當代關懷研討會」，8 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