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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朝順 

 109.08.01-110.07.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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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20主持「佛教念住禪法與正念療法工作坊」 

 線上講座【110走在「線」上·進入 buddhist life】：110.04.10「漢傳

佛教與圓融思想」 

 110.04.12於淡江大學演講「空性作為創新的基礎」 

 「110佛教走入生活系列講座：110.04.18至台南講堂演講「從《華

嚴經》談生命中的種種覺悟經驗」 

 110.06.26主持「苦與苦之療癒工作坊」 

 通過 109學年度教師評鑑 

陳一標 

 109.08.01-110.07.31執行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從河合隼雄心理

療法看佛教與心理學的連結】計畫 

 109.08.01-110.07.31執行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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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 

 109.12《華文哲學百科》：詞條「成實論」 

 「110 佛教走入生活系列講座」110.2.27 至大甲妙法寺演講「三界

唯心與生活實踐」 

 線上講座【110走在「線」上·進入 buddhist life】：110.05.15「語言

學習與佛教研究」 

 通過 109學年度教師評鑑 

 109-2通過升等教授案，110學年度起升為教授 

釋覺冠 

 109.08.01-110.07.31執行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禪定學與正念：

佛教學的觀點】研究計畫 

 109.08.01-110.07.31執行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正念與禪修課程

研發暨成效評量】研究計畫 

 109.09.26擔任「第 31屆全國佛學論文發表會」之與會者 

 通過 109學年度教師評鑑 

闞正宗 

 109.08.01-110.06.30執行朴子高明寺「朴子高明寺編輯出版及文物

數位化保存管理維護計畫 

 109.09.10〈晚清華僧移民大馬的宗派研究──以漳州南山寺「喝雲

派」為例〉《佛光學報》 

 109.12.28〈臺灣殖民時期「佛教教化」與「迷信陋習改革」的推動

─以曾景來（1902-1977）為中心〉《法鼓學報》 

 109.08.01-110.06.30執行朴子高明寺「朴子高明寺編輯出版及文物

數位化保存管理維護計畫 



 109.09.10〈晚清華僧移民大馬的宗派研究──以漳州南山寺「喝雲

派」為例〉《佛光學報》 

 109.12.28〈臺灣殖民時期「佛教教化」與「迷信陋習改革」的推動

─以曾景來（1902-1977）為中心〉《法鼓學報》 

 109.12於「第六屆近現代漢傳佛教論壇」發表研討會論文〈慈航法

師的佛學教育及其理念〉 

 110.04.25於「公司與帝國之間-鄭成功來台 360年論壇」發表研討

會論文〈鄭成功與佛教淵源〉 

 「110 佛教走入生活系列講座」：110.04.25 至屏東講堂演講「圖說

台灣佛教Ⅱ」 

 線上講座【110走在「線」上·進入 buddhist life】：110.05.29「臺灣

的觀音與媽祖信仰」 

 110.06.04 於雲林科技大學演講「眾神有靈―臺灣寺廟對災變的應

對」 

 109-2通過升等教授案，110學年度起升為教授 

黃繹勳 

 109.10.01美國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視訊學術專題演講：CHAN 

ISN’T JUST MEDITATION 

 109.12.01〈明末漢月禪師《三峰和尚心懺》略探和點校〉《佛光學

報》 

 通過 109學年度教師評鑑 

宗玉媺 

 109.8.1-112.7.31執行梵語聖解脫軍《現觀莊嚴論釋•第三、四現觀》

的校勘、譯注以及研究，獲得科技部補助 

 109.08.19 受邀在政治大學哲學系演講「如何解讀佛教梵文原典？

—聖解脫軍的思想與《現觀莊嚴論釋》校勘與譯註舉隅」 

 109.09.26於「109年第三十一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擔任主

持人與評論人 

 109.11獲 108學年度執行校外計畫績優獎 

 110.04.09 於「第十屆台灣印度學學術研討會議程 The 10th 

International Taiwan Indology Conference回顧與展望」發表研討會

論文〈從《現觀莊嚴論釋。第二現觀》看解脫軍對佛教名相與義理

的解釋〉 

 線上講座【110走在「線」上·進入 buddhist life】：110.04.24「佛教

經典的研究」 

 「110 佛教走入生活系列講座」：110.05.21 至台北普門寺演講「觀

苦諦的意義」 

 110.06.05於「空性、方法與現代性」：林鎮國教授七秩壽慶學術研

討會」發表研討會論文〈The Comparison of Śūnyatā with the 

Liberating insight of the Śrāvaka according to Ārya-Vimuktiṣeṇa〉 

 通過 109學年度教師評鑑 



鄭維儀 

 110.03 發表 Gender, Migration, and the Transloc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Buddhism ：  The Case of a Vietnamese Nun in 

Taiwan,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nnual Conference,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線上講座【110走在「線」上·進入 buddhist life】：110.05.08“Studies 

of Contemporary Buddhism” 

 「110 佛教走入生活系列講座」：110.05.22 至新竹法寶寺演講「走

向佛教，走向世界」 

 A & HCI 期刊獎勵：2020 出版"Transnational Buddhism and Ritual 

Performance in Taiwan", Contemporary Buddhism, 21 

曾稚棉 

 109.11.27 擔任「臺灣高等教育教學專業發展學會會員大會暨全球

疫情下國際高等教育教學策略的轉變研討會」之與會者 

 109獲頒教學優良教師 

 109高教深耕計畫，計畫名稱：「自學培力有效學習」，擔任協同主

持人 

 109高教深耕計畫，計畫名稱：「模擬企業自學自覺」，擔任協同主

持人 

 110.01參加「全國椰林講堂 自學力與未來教育」研習活動 

 「110 佛教走入生活系列講座」：110.04.11 至苗栗大明寺演講「佛

教生命教育：生命因不完美而更美」 

 線上講座【110走在「線」上·進入 buddhist life】：110.05.22“A Dialogue 

Between Buddhism and Daoism： A Comparison of the Concepts of 

Buddha-nature and Dao-nature of Medieval China” 

林欣儀 

 109.09.26於「109年第三十一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擔任評

論人 

 109.10於台灣宗教學會演講「佛教與醫療以唐宋時期的產孕課題為

例-上」 

 109.11於台灣宗教學會演講「佛教與醫療以唐宋時期的產孕課題為

例-下」 

 109.11 獲得美國宗教研究年會國際合作計畫獎助：Project title： 

Religion, medicine, and women’s health in premodern East Asia. 

Sponsored by Collaborativ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Grant,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109.11 發表研討會論文：“An Examination of Dunhuang Esoteric 

Talismans for Childbirth Protection：  Taking Guanyin’s Cult as an 

Example,” Annual Virtual Meeting of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AAR）, Boston, MA, USA 

 109.12.08 An Examination of Dunhuang Esoteric Talismans for 

Childbirth Protection： Taking Guanyin’s cult as an example,2020 AAR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Annual Meeting 



 110.02〈《佛說長壽滅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與佛教產孕觀－兼論與

大理叢書本《佛說長壽命經》之關聯〉《佛光學報》 

 110.03.06台中惠中寺通俗演講「敦煌畫與佛傳故事」 

 線上講座【110走在「線」上·進入 buddhist life】：110.04.17「佛教

與醫療：兼論古代產孕課題」 

 110.05.29-30辦理佛教研究中心第四屆近世東亞國際學術研討會，

並於當中場次擔任主持人 

 110.07.01 出版期刊論文：〈《佛說長壽滅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與

佛教產孕觀—兼論與大理叢書本《佛說長壽命經》之關聯〉，《佛光

學報》，新七卷第二期 

 110.07.01出版期刊論文：〈敦煌密教文獻中的觀音信仰與胎產護佑

—以四份寫本為中心的考察〉，《華人宗教研究》第 18期 

萬金川 

 109.08.01-110.07.31執行「以佛教學術為主軸的跨域教學與研究：

佛教學與心理學、近世東亞佛教文獻與研究」計畫 

 「110 佛教走入生活系列講座」：110.06.19 至板橋演講「藏經閣的

世界」 

黃國彰 

 109.08.01-110.07.31執行「因材施教實驗課程補助計畫-團體諮商與

實務課程」 

 109.08.01-110.07.31執行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正念與禪修課程

研發暨成效評量】研究計畫 

 109.11.01-110.07.31執行「探討正念減壓應用於增進幸福感與降低

精神困擾之成效」 

 110.03.30 The Construction of Self-Awareness Efficiency Scale for 

Helping Professionals,The 11th Asian Conference on Psychology &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10.07〈校園中青少年同志諮商的困境與因應策略〉《輔導季刊》 

林純瑜  109.08-110.07執行「藏文本《維摩詰經》的葉面編輯」計畫 

郭朝順 

 111.02獲 110-1教學滿意度調查結果位居全校前 5%教師 

 111.03.11-03.12於政治大學「存有學轉向後的詮釋學——高達美逝

世廿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佛教對語言存有論的批判

療癒進路」 

 111.04.02佛教學系 2022年【佛教走入生活】線上系列招生講座：

「三學增上與苦之療癒」（Youtube線上直播） 

 111.07.03香港道場【人間佛教生命應用系列講座】題目：「三學增

上與苦之療癒」（Youtube線上直播） 

闞正宗 

 111.03獲本校佛教研中心計畫補助：宜蘭在地寺廟產學合作計畫，

計畫期間：2022.3.1-2022.7.31 

 111.03.19佛教學系 2022年【佛教走入生活】線上系列招生講座：

「青年星雲的人間佛教之路（1953-1963）」（Youtube線上直播） 

 111.07新書發表：《圓光 30珍本錄》 



 「110-2教學意見調查結果」獲前 5% 

宗玉媺 

 111.03.26佛教學系 2022年【佛教走入生活】線上系列招生講座：

「《般若經》空性思想的發展」（Youtube線上直播） 

 「110-2教學意見調查結果」獲前 10% 

鄭維儀 

 111.03.05佛教學系 2022年【佛教走入生活】線上系列招生講座：

「從小龍女談學佛與女身」（Youtube線上直播） 

 111.03.24-03.27論文發表：（美國視訊研討會） 

主辦：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nnual Conference 

研討會名稱：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nnual Conference 

論文名稱：Border-crossing and Buddhist Education─the Case of a 

Chinese Nun in a border town in Myanmar 

 111.07發表期刊："Gender Roles in Transmitting Vietnamese Buddhism 

to Taiwan： Two Case-studies of Vietnamese Buddhist Nuns." Journal 

of Global Buddhism 23（1）：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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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稚棉 
 111.04.23佛教學系 2022年【佛教走入生活】線上系列招生講座：

「從動機與佛教發心談教育的可能性」（Youtube線上直播） 

林欣儀 

 110.11獲 110學年度績優教師 

 111.05.27佛教學系 2022年【佛教走入生活】線上系列招生講座：

「佛教談病苦與養生」至福山寺演講（Youtube線上同步直播） 

 「110-2教學意見調查結果」獲前 20% 

釋覺冠 

 111.02.27佛教學系 2022年【佛教走入生活】線上系列招生講座：

「無聲之聲：敦煌佛國的天樂梵音」至蘭陽別院演講 （Youtube線

上同步直播） 

 「110-2教學意見調查結果」獲前 10% 

蘇南望傑 

 111.03.11-12辦理研討會並擔任評論人：2022年藏學線上國際研討

會 Tibetan Studies International Online Conference 2022 

 111.05.07佛教學系 2022年【佛教走入生活】線上系列招生講座：

「西藏與佛教信仰」（Youtube線上直播） 

 「110-2教學意見調查結果」獲前 20% 

郭鳳妍 
 111.04.30佛教學系 2022年【佛教走入生活】線上系列招生講座：

「石窟與禪」（Youtube線上直播） 

萬金川 

 111.04.16佛教學系 2022年【佛教走入生活】線上系列招生講座：

「藏海一滴—漢文大藏經漫談」（Youtube線上直播） 

 111.05.22香港道場【人間佛教生命應用系列講座】，題目：藏海一

滴—漢文大藏經漫談（Youtube線上直播） 

郭朝順 

 「勞思光院士逝世十週年」紀念研討會 

10/7 10：00-12：30主題演講 

勞思光先生的佛教觀──兼論人文佛教是否可能 郭朝順／佛光大

學佛教學系教授 



 通識中心三生講會講座 

10/17 18：20-20：10「佛教經論的批判性思考與自我的轉化」 

 研討會議程： 

https://www.litphil.sinica.edu.tw/public/publications/newsletter/92/41-

124.pdf 

 郭朝順院長於「佛教的論典世界」工作坊（2023年 2月 17-18日）

之 2月 17日主持第二場論文發表。 

 【人間佛教系列講座】 

演講主題：事業與道業：從《華嚴經》的十方佛土談起 

時間：2023/2/25 19：30-21：00（線上講座） 

 郭朝順院長於2023年「第11屆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2023/4/27

～4/29）」主持第一場會議 

日期：2023年 4月 27日 

 第 16屆傳播與發展研討會－「跨學科與跨媒體的傳播研究」 

主辦單位：佛光大學傳播學系 

辦理時間：112年 5月 25日（四） 

擔任與談人 

 2023年文本、行動與療癒：佛教與心理療癒對話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佛教學系 

辦理時間：2023年 5月 26日至 27日 

(1)擔任第二場次發表，題目「論《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作為漢

傳佛教修行實踐心理學的參考架構」 

(2)擔任綜合座談暨閉幕式「主題：大學教育中的壓力與療癒」之主

持人 

闞正宗 

 111/10/12「宜蘭縣佛寺志第一集成果發表暨學術座談會」 

時間：9：00－11：30地點：雲水軒 N109 

 111/10/27 10：10－12：00中正大學歷史系學術演講 

「聖嚴教育基金會」的「漢傳佛教四百年系列演講－臺灣佛教發

展」，演講主題：「田調、史料與台灣佛教研究」 

 玄奘大學臺灣佛教研究中心開幕典禮暨圓桌論壇 

111/11/16 15：00-16：30第二場：台灣佛教研究回顧與展望 

主持人：邱敏捷 

與談人：李玉珍、侯坤宏、黃運喜、闞正宗 

 「書論教法·入佛智海——東亞與東南亞人間佛教研究叢書」發表

會 

日期：2022年 12月 2日至 3日 

闞正宗老師將出席發表〈慈航法師海外、臺灣弘法記（1910-1954）〉

並主持第七場議程「一生參學事－香港佛化生命教育研探」 

https://www.facebook.com/cuhkcshb/posts/pfbid02G54PSuNuE1DWw

qfWaU5Ez3xtZTN7Rt7jTHvdkmpv7mKfQAvt8U29nCEErQnpz7x7l 

https://www.litphil.sinica.edu.tw/public/publications/newsletter/92/41-124.pdf
https://www.litphil.sinica.edu.tw/public/publications/newsletter/92/41-124.pdf
https://www.facebook.com/cuhkcshb/posts/pfbid02G54PSuNuE1DWwqfWaU5Ez3xtZTN7Rt7jTHvdkmpv7mKfQAvt8U29nCEErQnpz7x7l
https://www.facebook.com/cuhkcshb/posts/pfbid02G54PSuNuE1DWwqfWaU5Ez3xtZTN7Rt7jTHvdkmpv7mKfQAvt8U29nCEErQnpz7x7l


 闞正宗老師獲「111學年度本校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學術研究

類項目。 

 2022【第八屆近現代漢傳佛教論壇】 

日期：2022/12/23－24 

主辦單位：法鼓文理學院 

闞正宗老師發表論文，題目：「日本殖民時期福建鼓山禪派在宜蘭

的發展(1898-1945)」 

 至馬來亞亞拉曼大學參與「拉曼大学&佛光大学“人文、宗教与社

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於第二場次參與討論。 

日期：2023年 3月 27日 

地点：马来西亚霹雳金宝拉曼大学 

 4月 1日【懷念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學第二堂課 

宜蘭弘法十年記——青年星雲的人間佛教之路 

擔任主講人 

 《臺灣文獻》季刊 74卷第 1期 

出版日期：2023年 3月 

內容簡介： 

《臺灣文獻》季刊 74卷第 1期已發行，本期邀請國立中正大學歷

史學系助理教授蘇全正策畫「雲嘉研究專題」，計有【研究論文】

3篇、【田野調查與史料介紹】3篇、【研究討論】2篇，從雲嘉地區

的史前時代遺址，清代在嘉義的僧官制度，清朝、日治和戰後的行

政區劃規劃，清代古文書以及佛教發展，以及新港鐵道的沿革，並

加上一篇日治時期的葬儀文化。歡迎對相關議題有興趣的專家、學

者及學生參研。 

其中由闞老師發表一篇【專題研究討論】 

日治時期淨土宗在雲嘉地區的活動（1902-1945）／闞正宗 

 舉辦 2023第二屆寺志撰寫培訓工作坊 

（與中華佛教聯合總會合辦） 

活動期間/地點： 

第一週 07/06（四）-07/08（六）佛教學院（雲水軒） 

第二週 07/19（三）-07/21（五）三峽金光明寺 

授課主題：臺灣佛教史、寺志撰寫概說、史料收集、田野調查與口

述歷史、田野調查實務、分組檢討等，共 18餘小時 

陳一標 

 【文本、敘事、經驗與修行：佛教禪修研究國際研討會】 

日期：2022/12/16（五）-12/17（六） 

主辦單位：法鼓文理學院 

陳一標老師發表 12/16-從禪修的觀點看唯識學的「所知」與「真實

義」一以《解深密經》的結構為起點 



 陳一標老師於2023年「第11屆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2023/4/27

～4/29）」第六場次發表論文「談華嚴與榮格心理學的連接點－－

以法藏和河合隼雄的詮釋比較為起點」 

日期：2023年 4月 28日 

 2023年文本、行動與療癒：佛教與心理療癒對話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佛教學系 

辦理時間：2023年 5月 26日至 27日 

擔任第一場次發表，題目「《大乘起信論》心意識相關概念與心理

學的詮釋－以印順的解釋為起點」 

 舉辦「2023暑期「佛學日文閱讀」線上課程」 

第一階段課程：「日語基礎文法」 

►日期：7/19（三）,7/20（四）,7/26（三）,7/27（四） 

►時間：晚上 18：00-21：00，四天共 12小時 

宗玉媺 

 法光雜誌 新第 3期（總 386期）2023年 1月期刊發表： 

宗玉媺/《般若經》論證大乘是佛說的權威性以及合理性 

全文閱讀：http://www.fakuang.org.tw/FK-magazin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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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維儀 

 12/1、12/2佛教學系辦理「國際佛教學研究生論壇」 

主協辦單位：美國西來大學、國立政治大學、佛光大學 

 【文本、敘事、經驗與修行：佛教禪修研究國際研討會】 

日期：2022/12/16（五）-12/17（六） 

主辦單位：法鼓文理學院 

鄭維儀老師主持 12/17「現代佛教禪修」 

 獲科技部計畫「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補助案，案

號 112CIFD3000001 

會議名稱：AAS 2023 Annual Conference 

會議日期：112/3/16~3/19 

會議地點：美國波士頓 

 第 16屆傳播與發展研討會－「跨學科與跨媒體的傳播研究」 

主辦單位：佛光大學傳播學系 

辦理時間：112年 5月 25日（四） 

擔任與談人 

 鄭維儀老師、林欣儀老師至美國參與國際研討會 

曾稚棉 

 2023年文本、行動與療癒：佛教與心理療癒對話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佛教學系 

辦理時間：2023年 5月 26日至 27日 

擔任第三場次發表，題目「《大乘起信論》與腦神經學及認知心理

學在認知形成機制之比較」 



 香港佛光道場 2023人間佛教系列講座 

演講主題：從佛教發心與心理學動機談教育可能性：以《菩薩地持

經》之種性與發心談起 

演講日期：2023年 7月 8日 19：30-21：00（線上同步進行） 

林欣儀 

 論文發表： 

林欣儀老師參與「東亞前現代宗教、醫學和婦女健康」計畫，並將

於會上發表「敦煌佛教法材觀音護佑生育:四本手稿分析」 

計畫名稱:東亞前現代宗教、醫學和婦女健康 

座談會時間：27-28 September 2022 ～ 29 September 2022 

發表時間與主題 2022/9/29 9：30-10：00 

Hsin-Yi Lin (Fo Guang University): 

The Cult of Guanyin and Protective Blessings for Childbirth in Esoteric 

Buddhist Materials from Dunhuang: An Analysis of Four Manuscripts 

研討會網站連結：https://tinyurl.com/bdzx6n37 

 2022法的療癒工作坊：佛教療癒研究與文本分析 

第一場/11月 21日（一）/下午 2：00-4：00 

講題：病體與神靈：清代薩滿巫覡治病 

講者：劉世珣（國立故宮博物院 助理研究員） 

地點：法鼓文理學院 GC102教室 

議程網址：https://tinyurl.com/4j9933t2 

 2022法的療癒工作坊：佛教療癒研究與文本分析 

第二場/12月 21日（三）/下午 2：00-4：00 

講題：宗密修證儀中的魔事與禪病 

講者：林欣儀（佛光大學佛教學系 助理教授） 

地點：法鼓文理學院 GC102教室 

議程網址：https://tinyurl.com/4j9933t2 

 2022法的療癒工作坊：佛教療癒研究與文本分析 

第三場/112年 1月 4日（三）/下午 2：00-4：00 

講題：佛法的療癒實踐與應用 

講者：梅靜軒（法鼓文理學院 副教授） 

地點：法鼓文理學院 GC102教室 

議程網址：https://tinyurl.com/4j9933t2 

 「佛教的論典世界」工作坊（2023年 2月 17-18日） 

林欣儀老師於 2月 18日發表〈晉唐時期華嚴論疏中的醫藥譬喻與

疾病釋義〉。※議程：https://ppt.cc/f3g88x 

 2023年文本、行動與療癒：佛教與心理療癒對話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佛教學系 

辦理時間：2023年 5月 26日至 27日 

https://tinyurl.com/bdzx6n37
https://tinyurl.com/4j9933t2
https://tinyurl.com/4j9933t2
https://tinyurl.com/4j9933t2
https://ppt.cc/f3g88x


(1)擔任第一場次發表，題目「唐宋《首楞嚴經》及其注疏中的禪修

與魔事」 

(2)擔任青年論壇主持人 

 香港佛光道場 2023人間佛教系列講座 

演講主題：禪病與魔擾：如何理解古代僧人的禪修經驗? 

演講日期：2023年 5月 27日 19：30-21：00（線上同步進行） 

 鄭維儀老師、林欣儀老師至美國參與國際研討會 

 「2023第二屆寺志撰寫培訓工作坊」授課 

授課時間：112/7/6 09：10~12：00 

授課主題：中國佛教史與寺志研究（隋唐佛教） 

釋覺冠 

 「2023第二屆寺志撰寫培訓工作坊」授課 

授課時間：112/7/6 09：10~12：00 

授課主題：印、中佛教寺院建築史簡說 

蘇南望傑 

 獲 111學年度第 1學期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前 20%教師 

 香港佛光道場 2023人間佛教系列講座 

演講主題：談敦煌譯經高僧法成 

演講日期：2023年 4月 15日 19：30-21：00（線上同步進行） 

郭鳳妍 

 2022亞洲佛教藝術研習營 10/22（六）~24（一） 

主題：印度到韓國寶相的多樣與創新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KQYM2p 

 政大「觀想、禪修、禪窟：山部能宜教授的學思遊歷」（2023年 2

月 20日）郭鳳妍老師將於會上出席與談。 

https://buddhica.nccu.edu.tw/event/317 

 獲 111學年度第 1學期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前 20%教師 

 香港佛光道場 2023人間佛教系列講座 

演講主題：北魏武州山石窟寺——兼論其外來影響 

演講日期：2023年 4月 1日 19：30-21：00（線上同步進行） 

 「2023第二屆寺志撰寫培訓工作坊」授課 

授課時間：112/7/6 13：30~16：20 

授課主題：臺灣佛教藝術 

簡瑞瑤 

 4月 1日【懷念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學第二堂課 

宜蘭弘法十年記——青年星雲的人間佛教之路 

擔任與談人 

 香港佛光道場 2023人間佛教系列講座 

演講主題：試析自我探索之實踐──以禪觀覺性為考察中心 

演講日期：2023年 6月 24日 19：30-21：00（線上同步進行） 

 「2023第二屆寺志撰寫培訓工作坊」授課 

授課時間：112/7/6 13：30~16：20 

授課主題：中國佛教史與寺志研究（明清佛教） 

資料來源：佛教學院 

https://reurl.cc/KQYM2p?fbclid=IwAR33rkTfXos1H5PBGn5Nj1eZTXdHp2qHyBQwVUUjwDT2_-0StkkmeiIHzhw
https://buddhica.nccu.edu.tw/event/3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