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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觀雜誌（第 1-120 期）內容和經論索引電子檔 
 

【1-120 期內容】 

 

內觀雜誌第 1〜11 期【1995 年 10 月〜1998 年 7 月】文摘 

（1）葛印卡老師簡傳 

（2）葛印卡老師於中壢圓光寺的開示 

（3）訪問葛印卡導師 ――談內觀禪修 

（4）雜阿含經的「受相應」及攝事分的提要 

（5）烏巴慶老師的內觀方法 

（6）內觀──組織管理的藝術 

（7）台灣初期的內觀活動和課程記事 

 

內觀雜誌第 12 期【1999 年 1 月】 

中譯的內觀書籍 

 

內觀雜誌第 13 期【1999 年 4 月】 

（1）動中禪﹙動態內觀﹚介紹 

（2）隆波田禪師簡傳 

（3）隆波田的《自覺手冊》摘要 

（4）隆波通的開示一 

（5）隆波通的開示二 

 

內觀雜誌第 14 期【1999 年 7 月】 

阿姜力的開示 

 

內觀雜誌第 15 期【1999 年 10 月】 

阿姜念與學生的會談 

 

內觀雜誌第 16 期【2000 年 4 月】 

動中禪簡介 

正念動中禪心得（1） 

正念動中禪心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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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動中禪禪七經驗（1） 

正念動中禪禪七經驗（2） 

 

內觀雜誌第 17 期【2000 年 7 月】 

生活中的禪修 

 

內觀雜誌第 18 期【2000 年 10 月】 

正念動中禪的法談 

正念動中禪禪七心得：平淡的過程 

平淡過程之解析 

 

內觀雜誌第 19 期【2001 年 1 月】 

覺性的故事： 

大象的故事 

車匿的故事 

年青比丘的故事 

波斯匿王的故事 

樸娜的故事 

蘇卡的故事 

提沙的故事 

伊估達那的故事 

富樓那的故事 

 

內觀雜誌第 20 期【2001 年 4 月】 

內觀教育活動簡介 

動態內觀活動─正念動中禪記事 

正念動中禪禪七心得分享 

「正念動中禪」禪修感言 

禪七經驗分享—輕如羽毛、淡如流水 

「正念動中禪」禪七心得 

「正念動中禪」心得分享 

 

內觀雜誌第 21 期【2001 年 7 月】 

覺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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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珠寶商的故事 

二、梵吉沙的故事 

正念動中禪法談 

春節禪三法談 

「正念動中禪」心得分享 

 

內觀雜誌第 22 期【2002 年 1 月】 

佛使比丘的自然內觀法 

帕奧禪師的方法 

阿姜摩訶布瓦的方法 

阿姜查的方法 

馬哈希法師的方法 

阿姜念的方法 

隆波田的方法 

動中禪修入門 

動中禪的原理 

阿姜達磨多羅的方法 

孫倫念住禪修法 

 

內觀雜誌第 23 期【2002 年 7 月】 

北傳阿含經論中的止與觀 

密宗修行的次第總說 

大圓滿的要點 

西藏白教大手印的禪觀方法 

大手印要點 

南傳動中禪與西藏白教大手印之比較 

 

內觀雜誌第 24 期【2003 年 1 月】 

南傳《中部》第二經：《一切漏經》 

北傳《中阿含經》（一○）：《漏盡經》 

北傳《瑜伽師地論˙攝事分˙緣品》解釋要義 

 

內觀雜誌第 25 期【2003 年 7 月】 

南傳《中部》第六十一經：《菴婆蘗林教誡羅怙羅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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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傳《中阿含經》（一四）《羅云經》 

 

內觀雜誌第 26 期【2004 年 1 月】 

早晚日誦功課 

《法句經》摘錄 

《法句譬喻經》選 

 

內觀雜誌第 27 期【2004 年 7 月】 

《增一阿含經》的經型及其編集的研究 

《增一阿含經》選：第一九五經 

 

內觀雜誌第 28 期【2004 年 10 月】 

從〈菩薩地〉來看菩薩道 

 

內觀雜誌第 29 期【2005 年 1 月】 

南傳《長部》第一經：《梵網經》 

 

內觀雜誌第 30 期【2005 年 2 月】 

南傳《長部》第二經：《沙門果經》 

 

內觀雜誌第 31 期【2005 年 3 月】 

《摩訶梨經》：《長部》第六經 

《阿吒曩胝經》：《長部》第三二經 

 

內觀雜誌第 32 期【2005 年 4 月】 

因明論式在佛教推理分析上的應用 

《長阿含經》第九經《眾集經》 

 

內觀雜誌第 33 期【2005 年 5 月】 

佛教初期重要資料（1）： 

《說一切有部律》所記載的第一結集 

 

內觀雜誌第 34 期【2005 年 11 月】 

佛教初期重要資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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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訶僧祇律》所記載的第一結集 

《摩訶僧祇律》所記載的第二結集 

《摩訶僧祇律》私記 

 

內觀雜誌第 35 期【2005 年 12 月】 

《中部》第三八經《愛盡大經》 

Mahatanhasankhaya Sutta（英文） 

 

內觀雜誌第 36 期【2006 年 1 月】 

《中部》第四經《怖駭經》 

 

內觀雜誌第 37 期【2006 年 2 月】 

因明辯經的原理與基本格式 

因明辯經的進階測驗 

 

內觀雜誌第 38 期【2006 年 3 月】 

因明辯經中的規範： 

（1）因明辯經中歧義的去除。 

（2）因明論式中不同因。 

（3）因明辯經的順逆演算格式。 

 

內觀雜誌第 39 期【2006 年 4 月】 

（1）內觀禪林法談：正知與提升 

（2）內觀禪林法談：因果與三歸五戒 

 

內觀雜誌第 40 期【2006 年 5 月】 

佛教初期重要資料（3）： 

《善見律毘婆沙》所記載的結集和邊地弘法 

 

內觀雜誌第 41 期【2006 年 6 月】 

（1）佛法總綱與因明論式預習 

（2）《中部》第 131 經《一夜賢善經》 

（3）《瑜伽師地論》《聞所成地》的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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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觀雜誌第 42 期【2006 年 7 月】 

（1）因明辯經實習：存有 

（2）因明辯經實習：四諦 

（3）《中部》第二七經《象跡喻小經》 

 

內觀雜誌第 43 期【2006 年 8 月】 

（1）因明辯經的基本證明題 

（2）《中部》第十一經《獅子吼小經》 

 

內觀雜誌第 44 期【2006 年 9 月】 

（1）因明的立式和破式 

（2）因明辯經中破式的基本實習 

（3）《入中論》破自生之實例 

（4）因明破式三經： 

A 中阿含經（二○）〜相應部 S42.13《波羅牢經》 

B 中阿含經（一三三）〜中部 M56《優婆離經》 

C 雜阿含經（九三七）〜中部 M74《長爪經》 

 

內觀雜誌第 45 期【2006 年 10 月】 

佛教初期重要資料（4）：化地五分律傳承和經律結集 

因明推理和辯經的規則 

因明破式和立式的實習 

 

內觀雜誌第 46 期【2006 年 11 月】 

（1）立式和破式的應用 

（2）阿姜曼的證悟 

 

內觀雜誌第 47 期【2006 年 12 月】 

因明推理和中文辯經的總則 

因明立式和破式的實習：白馬非馬 

佛教初期重要資料（5）：《舍利弗問經》 

 

內觀雜誌第 48 期【2007 年 1 月】 

（1）《發智論》中一些重要偈頌的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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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吉達西多的直路內觀法 

 

內觀雜誌第 49 期【2007 年 2 月】 

（1）《法句經》的要義 

（2）阿姜曼對地居天、空居天、那伽等的教導。 

 

內觀雜誌第 50 期【2007 年 3 月】 

（1）《百法明門論》中的百法 

（2）《集論》中的百法 

（3）六因、四緣和五果 

《發智論》中的六因 

《瑜伽師地論》卷八十五中的四緣 

《成唯識論》卷八中的五果 

（4）阿姜曼的一些教導和問答 

 

內觀雜誌第 51 期【2007 年 4 月】 

（1）無我和空性五講 

（2）阿姜曼傳中的一些禪相。 

 

內觀雜誌第 52 期【2007 年 5 月】 

禪修的理論與實踐六講： 

1 覺性的培養 

2 禪修的原則和一個方法 

3 六生喻經 

4 觀受如風 

5 觀察緣起 

6 觀察無我 

 

內觀雜誌第 53 期【2007 年 6 月】 

從科學的角度來看自性空 

四大宗派的無我表 

 

內觀雜誌第 54 期【2007 年 7 月】 

緣起無我和譬喻：繩與蛇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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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無我和譬喻：眼前電腦的緣起性空 

《西藏中觀學──入中論的甚深見》自序 

 

內觀雜誌第 55 期【2007 年 8 月】 

（1）因明論式的公設、問答格式並舉例說明 

（2）《西藏中觀學─入中論的廣大行》目錄和自序 

 

內觀雜誌第 56 期【2007 年 9 月】 

（1）《入中論》破即蘊我的探究 

（2）緣起「三是偈」的解說 

 

內觀雜誌第 57 期【2007 年 11 月】 

（1）因明推理和辯經的教學法 

（2）阿含經專題：疾病經 

 

內觀雜誌第 58 期【2008 年 1 月】 

四句 

有關四句的問題 

 

內觀雜誌第 59 期【2008 年 3 月】 

最底層的因明論式的證明和公設 

阿含經專題：花香經 

 

內觀雜誌第 60 期【2008 年 5 月】 

隆波田的生平和動中禪 

泰國一些重要佛教景點 

阿含經專題：無知經 

 

內觀雜誌第 61 期【2008 年 7 月】 

《瑜伽師地論•聲聞地》止觀要義 

（1）修止的九種心住 

（2）四種毘缽舍那 

（3）止觀的四種所緣 

（4）七種作意和四諦十六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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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入出息念的十六勝行 

《入中論》破「實質有的我」的探究 

闡陀的疑惑 

 

內觀雜誌第 62 期【2008 年 9 月】 

1 緊獸樹 

2《緊獸樹》經文 

3《篋毒蛇譬經》經文 

4 佛經英文選 

＃1】SN 35.206 Chappana Sutta：The Six Animals 

＃2】SN 47.20 Sedaka Sutta：The Beauty Queen 

＃3】SN 47.19 Sedaka Sutta：The Bamboo Acrobat 

＃4】SN 47.7 Makkata Sutta：The Monkey 

＃5】SN 47.6 Sakunagghi Sutta：The Hawk 

＃6】SN 36.12 Akasa Sutta：In the Sky 

 

內觀雜誌第 63 期【2008 年 11 月】 

原始佛典止觀釋要八講： 

（1）原始佛典止觀釋要――以《同法經》為例 

（2）原始佛典止觀釋要――以《度量經》為例 

（3）原始佛典止觀釋要――以《六眾生經》為例 

（4）原始佛典止觀釋要――以《菴羅女經、難陀經、四法經》為例 

（5）原始佛典止觀釋要――以《須深經》為例 

（6）原始佛典止觀釋要――以《二十億耳經》為例 

（7）原始佛典止觀釋要――以《比丘經、光澤經》為例 

（8）原始佛典止觀釋要――以《富留那經》為例 

 

內觀雜誌第 64 期【2009 年 1 月】 

泰國禪修老師參訪記： 

A 甘澎禪師談禪修 

B 帕巴冉法師談禪修 

C 巴拉摩禪師談禪修 

 

內觀雜誌第 65 期【2009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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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明論式的證明―以孔子為例。 

〔2〕佛法源流 

阿含經的傳承源流 

部派和律的傳承源流 

 

內觀雜誌第 66 期【2009 年 5 月】 

（A）阿含與止觀：七覺支的要義（八講） 

阿含與止觀（1）、七覺支與止觀 

阿含與止觀（2）、五蓋與七覺支略說 

阿含與止觀（3）、五蓋與七覺支詳說 

阿含與止觀（4）、五蓋、七覺支與食 

阿含與止觀（5）、四念住與七覺支漸次門（含果） 

阿含與止觀（6）、七覺支的安樂住（含調伏） 

阿含與止觀（7）、七覺支的譬喻 

阿含與止觀（8）、七覺支的修習 

（B）佛教邏輯的推理方式 

 

內觀雜誌第 67 期【2009 年 7 月】 

（1）《雜阿含經˙道品》中「八聖道」的要義──依據《瑜伽師地

論》的解釋： 

【八聖道總說】 

【八聖道經文和要義】 

【要義分析】 

「內外力門」【內 555-561】 

「清淨門」【內 562-565】 

「差別門」【內 566-580】 

「（廣說）煩惱門」 

「異門門」【內 581-594】 

「沙門、婆羅門門」【內 595-600】 

（2）《中部》第 117 經：《大四十經》 

 

內觀雜誌第 68 期【2009 年 9 月】 

（1）南傳《中部‧念住經》 

（2）漢傳《雜阿含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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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傳《聲聞地》 

（4）漢傳《法蘊足論》 

（5）漢傳《六祖壇經》 

（6）藏傳《菩提道次第略論》 

 

內觀雜誌第 69 期【2009 年 11 月】 

泰國讚念長老的禪修方法及其特色之研究 

 

內觀雜誌第 70 期【2010 年 1 月】 

（1）轉法輪經（巴泰英漢）對照 

（2）燃燒經（巴泰英漢）對照 

（3）無我相經（巴泰英漢）對照 

 

內觀雜誌第 71 期【2010 年 3 月】 

從科學的角度來看三界： 

一、三界  

（1）佛經上所說的三界是什麼呢？ 

（2）三界內各有多少種的眾生呢？ 

（3）何謂三千大千世界？  

（4）世界如何毀滅？  

（5）世界如何形成？  

（6）大梵天王如何出現？  

（7）地面眾生如何出現？  

二、定量  

（1）佛經中如何定出數字？ 

（2）經中如何定出時間？  

（3）經中如何定出長時間？  

（4）經中如何定出長度？ 

（5）經中如何定出天界的時間？ 

（6）欲界天離地有多高？  

（7）色界天離地有多高？ 

三、輪迴與解脫 

（1）佛經上所說的輪迴是什麼呢？ 

（2）以科學的譬喻說明在三界內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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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什麼是經上所說的從三界解脫？ 

（4）以科學的譬喻說明從三界解脫。 

四、結語  

 

內觀雜誌第 72 期【2010 年 5 月】 

中文因明論式的推理運用──兼述問答規則。 

 

內觀雜誌第 73 期【2010 年 7 月】 

以「五道」的內容來掌握《大般若經》的要義： 

緣起 

一、資糧道 

發心 

大乘順解脫分 

二、加行道 

大乘順抉擇分 

三、見道 

大乘見道 

四、修道 

嚴淨佛土加行 

方便善巧加行 

五、無學道 

智法身 

結語 

 

內觀雜誌第 74 期【2010 年 9 月】 

（1）參禪的先決條件； 

（2）禪宗無門關。 

 

內觀雜誌第 75 期【2010 年 11 月】 

漢地初期內觀重要資料（1）： 

No. 604《佛說禪行三十七品經》  

No. 605《禪行法想經》 

No. 602《佛說大安般守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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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觀雜誌第 76 期【2011 年 1 月】 

漢地初期內觀重要資料（2）： 

《思惟略要法》：姚秦鳩摩羅什譯。 

《禪祕要法經》：姚秦鳩摩羅什等譯 

 

內觀雜誌第 77 期【2011 年 3 月】 

1，談談臨濟禪法。 

2，《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唐慧然集。 

 

內觀雜誌第 78 期【2011 年 5 月】 

（1）六識和見聞覺知的要義 

（2）《禪家龜鑑》，高麗國西山退隱禪師述。 

 

內觀雜誌第 79 期【2011 年 7 月】 

（1）南傳禪法的名業處入門 

（2）漢譯南傳大藏經中的《葛拉瑪經》 

（3）北傳《中阿含經》中的《伽藍經》 

 

內觀雜誌第 80 期【2011 年 9 月】 

韓國「臨濟宗」祖師禪簡介 

1 中國禪宗法脈略述 

2 如何參究公案話頭(一) 

3 如何參究公案話頭(二) 

4 修習祖師禪法門的優勝處及重要性 

5 韓國禪的歷史和淵源 

6 韓國禪宗法脈略述 

7 妙峰（牟峰）禪師簡介 

附錄：惠忠禪師簡介 

 

內觀雜誌第 81 期【2011 年 11 月】 

佛教邏輯初學課程 

同一律和分類的約定 

 

內觀雜誌第 82 期【2012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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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含經專題研究大綱。 

（2）完整學佛過程。 

 

內觀雜誌第 83 期【2012 年 3 月】 

阿含經專題研究教材： 

（1）中阿含《七車經》比對； 

（2）應當學和眾學法。 

 

內觀雜誌第 84 期【2012 年 5 月】 

（1）阿含經專題研究教材： 

《沙門果經》和《阿摩晝經》的道次第； 

（2）最上乘論。 

 

內觀雜誌第 85 期【2012 年 7 月】 

阿含經專題研究教材： 

（1）《馬邑經》比對 

1a《中部》第 39 經：馬邑大經 

1b《中部》第 40 經：馬邑小經 

2a《中阿含經》卷 48 第 182 經：馬邑經（上） 

2b《中阿含經》卷 48 第 183 經：馬邑經（下） 

（2）《入處餓鬼經》比對 

1.《雜阿含 1041 經》：《入處餓鬼經》 

2.《增支部》10.177 經：《生聞經》 

3. AN 10.177 Janussonin Sutta: To Janussonin  

 

內觀雜誌第 86 期【2012 年 9 月】 

阿含經專題研究教材： 

（1）《鹽喻經》比對 

    1.《中阿含經》卷 3 第 11 經：鹽喻經。 

    2.南傳《增支部》A3.99。 

    3. A3.99：Lonaphala Sutta: The Salt Crystal。 

（2）《井水喻經》比對 

1.《雜阿含351經》：井水喻經 

2.《瑜伽師地論》「有滅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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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應部》因緣相應 68 經：憍賞彌 

 

內觀雜誌第 87 期【2012 年 11 月】 

阿含經專題研究教材： 

（1）《雜阿含 1321 經》早課內容略探 

（2）《雜阿含 1322 經》「見真諦」略探 

（3）夜叉是天趣或鬼趣略探 

（4）南北傳「夜叉相應」及英譯 

（5）《慚愧經》中的愛敬和信。 

 

內觀雜誌第 88 期【2012 年 12 月】 

阿含經專題研究教材： 

（1）《陶師經》比對 

1.《中部》81 經：《陶師經》。 

2.《中阿含經》（卷 12）63 經：《鞞婆陵耆經》 

3.《佛種姓經》第二十四佛迦葉品 

4.《相應部》〈有偈篇〉〈諸天相應〉：《陶師》1.50。 

5. MN 81. Ghatikara Sutta - Ghatikara the Potter 

（2）「欲者是偈因」比對 

1.《雜阿含 1021 經》。 

  2.《別譯雜阿含 248 經》。 

  3.《相應部》1.60：詩。 

  4.《大毘婆沙論》卷 14。 

 

內觀雜誌第 89 期【2013 年 1 月】 

阿含經專題研究教材： 

（1）《薩遮尼揵子經》比對 

1.《雜阿含 110 經》：《薩遮尼揵子經》 

2.《增一阿含經》第 332 經 

3.《中部》第 35 經：《薩遮迦小經》 

4. MN 35，Cula-Saccaka Sutta 

（2）《闡陀經》比對 

1.《雜阿含262經》：《闡陀經》 

2.《相應部》22.90：闡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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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瑜伽師地論》《攝事分》解釋 

4. SN 22.90 Channa Sutta：To Channa 

（3）《中阿含 34 經》：《薄拘羅經》比對 

1.《中阿含 34 經》：《薄拘羅經》 

2.《中部》124 經：《薄拘羅經》 

（4）《中阿含 36 經》：《地動經》比對 

1.《中阿含 36 經》：《地動經》 

2a《增支部》8.69：《眾經》 

2b《增支部》8.70：《地震經》 

 

內觀雜誌第 90 期【2013 年 2 月】 

阿含經專題研究教材： 

（1）大海八個譬喻的比對 

1a《中阿含 35 經》：阿修羅經 

1b《中阿含 37 經》：瞻波經 

2a《增支部》8.19：波呵羅 

2b《增支部》8.20：布薩 

（2）《波羅牢經》比對 

1a.《中阿含 20 經》：《波羅牢經》 

1b.《相應部》42.13 經：《波羅牢經》 

2.《中阿含 16 經》：《伽藍經》 

 

內觀雜誌第 91 期【2013 年 3 月】 

阿含經專題研究教材： 

A1.《雜阿含 39 經》：種子經（內 84）【22.54】 

A2.《雜阿含 40 經》：封滯經（內 85）【22.53】 

A3.《雜阿含 64 經》：優陀那經（內 54）【22.55】 

a3《攝事分》「聖教門」（內 54） 

a1《攝事分》「芽門」（內 84-85） 

a2《攝事分》「見大染門」（內 84-85） 

B2.《相應部》蘊相應 22.53：封滯 

B1.《相應部》蘊相應 22.54：種子 

B3.《相應部》蘊相應 22.55：優陀那 

C2. SN 22.53 Upaya Sutta: Atta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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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SN 22.54 Bija Sutta: Means of Propagation  

C3. SN 22.55 Udana Sutta: Exclamation  

A4.《雜阿含359經》（內279）【12.38】 

A5.《雜阿含360經》（內280）【12.39】 

A6.《雜阿含361經》（內281）【12.40】 

B4.《相應部》因緣相應 12.38：思(之一)   

a4-6.《攝事分》「來往門」（內 279-281） 

C4. SN 12.38 Cetana Sutta: Intention  

C4. SN 12.38 Cetanaa Sutta: Volition  

 

內觀雜誌第 92 期【2013 年 4 月】 

阿含經專題研究教材：泡沫經資料 

1.《雜阿含 265 經》：泡沫經 

2.《瑜伽師地論》中《攝事分》和《攝異門分》的解釋 

3.《相應部•蘊相應 95 經》：泡沫經 

4.《顯正法藏》的解釋（帕奧禪師） 

5.《五陰譬喻經》（安世高譯） 

6.《佛說水沫所漂經》（竺曇無蘭譯） 

 

內觀雜誌第 93 期【2013 年 5 月】 

阿含經專題研究教材：短、長七種《轉輪王七寶經》 

1a.《增一阿含 351 經》轉輪王七寶經(1)：短經 

1b.《增一阿含 352 經》轉輪王七寶經(2)：長經 

02.《相應部》46.42 轉輪王七寶經：短經 

3a.《雜阿含 721 經》轉輪王七寶經(1) 

3b.《雜阿含 722 經》轉輪王七寶經(2)：長經 

04.《中阿含 58 經》七寶經：短經 

05.《佛說輪王七寶經》（施護譯）：長經 

《瑜伽師地論》的解釋七寶：寶喻門 

 

內觀雜誌第 94 期【2013 年 6 月】 

阿含經專題研究教材：略說法要 

一、《雜阿含經》〈蘊相應〉選 

附：《攝事分》解釋為何「略說法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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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應部》〈蘊相應〉選 

三、《相應部》〈蘊相應〉英譯選 

四、《相應部》〈六處相應〉選 

五、《相應部》〈念處相應〉選 

 

內觀雜誌第 95 期【2013 年 7 月】 

阿含經專題研究教材： 

【1】《長阿含經》第四經：《闍尼沙經》 

【2】《長部》第十八經：《闍尼沙經》 

【3】英譯《長部》第十八經：Janavasabha Sutta 

 

內觀雜誌第 96 期【2013 年 8 月】 

阿含經專題研究教材：魔繫諸經比對 

01《雜阿含 243-247 經》（大正編號） 

2a《相應部‧處相應》[一一四]魔索(1) 

2b《相應部‧處相應》[一一五]魔索(2) 

2c《相應部‧處相應》[一八九]漁夫 

3a《瑜伽師地論‧攝事分》【104】「殊勝門」 

3b《瑜伽師地論‧攝事分》【124】「著處等門」 

 

內觀雜誌第 97 期【2013 年 9 月】 

阿含經專題研究教材： 

1.《禪思經》、《三摩提經》比對。 

2. 善法聚三經。 

 

內觀雜誌第 98 期【2013 年 10 月】 

佛教邏輯的應用：  

（1）佛教邏輯的應用：如何檢驗道理？ 

（2）佛教邏輯的應用：《成唯識論》因明論式舉例。 

（3）佛教邏輯的應用：以因明論式檢驗生活例子。 

（4）《論事‧猶豫論》的因明論式問答。 

 

內觀雜誌第 99 期【2013 年 11 月】 

佛教戒律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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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佛教律藏的集成和演變。 

（2）戒經略探。 

（3）戒經中墮法條文的次第和部派的演變。 

佛教戒律專題研究資料： 

（1）相言諍事與拘睒彌事件。 

（2）阿難與越比尼罪。 

 

內觀雜誌第 100 期【2013 年 12 月】 

佛教戒律專題研究： 

（1）八敬法的演變。 

（2）佛教戒律專題研究資料：四諍和滅諍。 

（3）南傳比丘尼犍度摘要。 

（4）八敬法資料。 

 

內觀雜誌第 101 期【2014 年 1 月】 

佛法三藏結集專題研究 

（1）三藏結集史略 

（2）佛教論藏的結集略探 

（3）佛法結集的原始資料分析 

一、《摩訶僧祇律》相關資料（T22, No.1425） 

二、《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 39、40（T24, No.1451） 

三、《化地五分律》卷 30（T22, No.1421） 

四、《四分律》卷 54（T22, No.1428） 

五、《巴利律》〈小品〉第 11、12犍度 

六、《善見律毘婆沙》卷 1-3（T24, No.1462） 

七、《十誦律》卷 60、61（T23, No.1435） 

 

內觀雜誌第 102 期【2014 年 2 月】 

部派佛教專題研究 

（1）部派佛教分立史略。 

（2）部派佛教分立表。 

（3）四聖部的宗義（摘自《異部宗輪論》）。 

 

內觀雜誌第 103 期【2014 年 3 月】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user/Local%20Settings/Temp/cbrtmp_sutra_&T=1488&B=T&V=22&S=1425&J=32&P=&28205.htm#0_3#0_3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user/Local%20Settings/Temp/cbrtmp_sutra_&T=1488&B=T&V=22&S=1425&J=32&P=&28205.htm#0_3#0_3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user/Local%20Settings/Temp/cbrtmp_sutra_&T=1488&B=T&V=22&S=1425&J=32&P=&28205.htm#0_3#0_3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user/Local%20Settings/Temp/cbrtmp_sutra_&T=1488&B=T&V=22&S=1425&J=32&P=&28205.htm#0_3#0_3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user/Local%20Settings/Temp/cbrtmp_sutra_&T=1488&B=T&V=22&S=1425&J=32&P=&28205.htm#0_3#0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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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含經專題研究 

《難陀迦說法經》比對分析 

（1）北傳《雜阿含 276 經》（No. 99）：《難陀說法經》。 

（2）北傳《根本有部毘奈耶》（No. 1442）卷 30《難陀迦說法經》。 

（3）南傳《中部》第 146 經：《教難陀迦經》。 

附錄：南傳《中部》第 146 經：《教難陀迦經》英譯。 

 

內觀雜誌第 104 期【2014 年 4 月】 

佛教戒律專題研究教材 

（1）大愛道和比丘尼僧團的建立 

（2）釋尊時期比丘尼僧團的僧伽教育 

附錄：釋尊時期的僧伽教育 

（3）釋尊時期比丘說法和布薩說戒的演變 

附錄：佛教布薩起源的資料 

附錄：制戒十利的資料 

附錄：釋尊於七城市制立戒律 

 

內觀雜誌第 105 期【2014 年 5 月】 

阿含經專題研究教材 

《聖正定經》比對： 

【1】南傳《相應部‧道相應》[二八]：定經。 

【2】北傳《雜阿含 754 經》舍利弗經。 

【3】《瑜伽師地論》的解釋。 

《大愛道般涅槃經》比對分析： 

【1】《佛說大愛道般泥洹經》（No. 144）：西晉沙門白法祖譯。 

【2】《佛母般泥洹經》（No. 145）：宋沙門慧簡譯。 

附：《佛般泥洹後變記》。 

【3】《增壹阿含 464 經》（No. 125）：大愛道般涅槃經。東晉曇摩

難提誦出，竺佛念譯。 

【4】《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No. 1451）卷 10《大愛道般

涅槃記》：義淨法師譯。 

 

內觀雜誌第 106 期【2014 年 6 月】 

（1）讚念長老的內觀重點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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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北傳的正法的六個屬性 

1. 《法蘊足論》所說 

2. 《攝事分》所說 

3.《增支部》布薩根本經所說 

（3）布薩根本經 

（4）解脫之道（1）：我們先聊聊 

【說明】泰國巴拉摩禪師簡介 

 

內觀雜誌第 107 期【2014 年 7 月】 

解脫之道（2）：三學 

阿含研究教材： 

《諸法本經》的比對 

《住學勝利經》的比對 

 

內觀雜誌第 108 期【2014 年 8 月】 

解脫之道（3）：戒的訓練 

阿含研究教材： 

心念住的論典解釋 

心念住的內心、外心和內外心略探 

 

內觀雜誌第 109 期【2014 年 9 月】 

解脫之道（4）：定的訓練 

阿含研究教材：《天使經》的比對 

1.《中阿含 64 經》天使經 

2.《增壹阿含 279 經》 

3.《中部 130 經》：天使經 

4.《佛說鐵城泥犁經》（No. 42）東晉曇無蘭譯 

5.《佛說泥犁經》（No. 86）東晉曇無蘭譯 

6.《佛說閻羅王五天使者經》（No. 43）劉宋慧簡譯 

 

內觀雜誌第 110 期【2014 年 10 月】 

解脫之道（5）：慧的訓練 

阿含研究教材：《比丘尼經》的比對 

1.《相應部》念處相應 10.《比丘尼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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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雜阿含 615 經》比丘尼經 

3.《攝事分》「前後差別門」 

 

內觀雜誌第 111 期【2014 年 11 月】 

覺醒之道（A1）：給新學員：法是簡單而平常的 

阿含研究教材：法念住的比對 

1.北傳《中阿含 98 經》念處經所說 

2.北傳《增一阿含 408 經》所說 

3.南傳《中部》第十經《念處經》所說 

4.北傳《瑜伽師地論》所說 

5.北傳《法蘊足論》卷 6 所說 

6.北傳《發智論》和《大毗婆沙論》解釋法念住 

 

內觀雜誌第 112 期【2014 年 12 月】 

覺醒之道（A2）：練習佛法的簡要指南 

阿含研究教材：《雜阿含 46 經》《所食經》的比對 

1. 《雜阿含 46 經》《所食經》 

2.《相應部‧蘊相應》[79] 

 

內觀雜誌第 113 期【2015 年 1 月】 

覺醒之道（A 3）：練習佛法的指南 

阿含研究教材： 

（1）《手聲喻經》和《棄捨經》的要解 

1.《雜阿含 273 經》手聲喻經 

2.《雜阿含 274 經》棄捨經 

3.《相應部‧六處相應》[101]非汝等有經 

4.《攝事分》的「論施設門」 

（2）《雜阿含 294 經》（愚癡黠慧經）的要解 

1.《雜阿含 294 經》愚癡黠慧經 

2.《相應部‧因緣相應》[19]愚與賢經 

 

內觀雜誌第 114 期【2015 年 2 月】 

覺醒之道（A4）：觀察心：意義、方法以及練習的結果 

阿含研究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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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雜阿含 289-290 經》的比對 

1.《雜阿含 289 經》無聞經 

2.《雜阿含 290 經》無聞經 

3.《相應部》因緣相應[61]無聞(之一) 

4.《相應部》因緣相應[62]無聞(之二) 

5.《攝事分》的要解：「微智門」 

（2）《雜阿含 464 經》（同法經）的要解 

 

內觀雜誌第 115 期【2015 年 4 月】 

阿含研究教材：四種修定的經論比對 

一、南傳《增支部》4.41 的經文 

二、北傳《法蘊足論》的引經 

三、《法蘊足論》卷 8 的解釋 

四、《集異門足論》卷 7 的解釋 

五、《瑜伽師地論》卷 12 的解釋 

 

內觀雜誌第 116 期【2015 年 6 月】 

在菩提樹下：一個關於修習中道的法談 

法談的附註：心識和識智如何辨別？ 

 

內觀雜誌第 117 期【2015 年 8 月】 

阿含研究教材：《大緣方便經》比對和因明論式 

1.《長阿含經》第 13 經：大緣方便經 

2.《長部》第 15 經：大緣經 

3.「緣守護而有執杖等罪惡法生」到「緣愛而求生」的因明論式 

4. Maha-nidana Sutta: The Great Causes Discourse 

 

內觀雜誌第 118 期【2015 年 10 月】 

漢藏論典教材：《瑜伽師地論》〈攝事分‧甚深門〉漢藏對讀 

「甚深門」（《大緣方便經》、《大因經》的要義） 

「甚深門」藏文 

 

內觀雜誌第 119 期【2015 年 12 月】 

阿含研究教材：《雜阿含經》〈無始相應〉對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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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雜阿含經》〈無始相應〉        pp2-12 

2.《相應部經典》〈無始相應〉      pp13-21 

3. SN 15.13 Timsa Sutta: Thirty       pp22-23 

 

內觀雜誌第 120 期【2016 年 2 月】 

阿含研究教材：《等誦經》和《眾集經》的經論比對 

1.《長部》第 33 經《等誦經》 

2.《長阿含經》第 9 經《眾集經》 

3. 《集異門足論》中的《集異法門經》 

4. 《瑜伽師地論˙本地分》中的佛教所應知處 

 

──────── 

 

 

【1-120 期經論索引】：經名、期數 
 

●雜阿含經 
◎《雜阿含 39 經》：種子經（內 84）【22.54】：第 91 期 

《雜阿含 40 經》：封滯經（內 85）【22.53】：第 91 期 

B1.《相應部》蘊相應 22.54：種子：第 91 期 

B2.《相應部》蘊相應 22.53：封滯：第 91 期 

C1. SN 22.54 Bija Sutta: Means of Propagation：第 91 期 

C2. SN 22.53 Upaya Sutta: Attached ：第 91 期 

a1《攝事分》「芽門」（內 84-85） 

a2《攝事分》「見大染門」（內 84-85） 

◎《雜阿含 46 經》：《所食經》的比對：第 112 期 

《相應部‧蘊相應》[79] 

◎《雜阿含 64 經》：優陀那經（內 54）【22.55】：第 91 期 

B3.《相應部》蘊相應 22.55：優陀那：第 91 期 

C3. SN 22.55 Udana Sutta: Exclamation ：第 91 期 

a3《攝事分》「聖教門」（內 54） 

◎《雜阿含 65-68 經》：《禪思經》、《三摩提經》：第 97 期 

◎《雜阿含 110 經》：《薩遮尼揵子經》比對：第 89 期 

2.《增一阿含經》第 332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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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部》第 35 經：《薩遮迦小經》 

4. MN 35，Cula-Saccaka Sutta 

◎《雜阿含 206-207 經》：《禪思經》、《三摩提經》：第 97 期 

◎《雜阿含 243-247 經》魔繫諸經比對：第 96 期 

2a《相應部‧處相應》[一一四]魔索(1) ：第 96 期 

2b《相應部‧處相應》[一一五]魔索(2) ：第 96 期 

2c《相應部‧處相應》[一八九]漁夫：第 96 期 

3a《瑜伽師地論‧攝事分》【104】「殊勝門」：第 96 期 

3b《瑜伽師地論‧攝事分》【124】「著處等門」：第 96 期 

◎《雜阿含 262 經》：《闡陀經》比對：第 89 期 

2.《相應部》22.90：闡陀 

3.《瑜伽師地論》《攝事分》解釋 

4. SN 22.90 Channa Sutta：To Channa 

◎《雜阿含 265 經》：泡沫經：第 92 期 

2.《攝事分》和《攝異門分》的解釋：第 92 期 

3.《相應部•蘊相應 95 經》：泡沫經：第 92 期 

4.《顯正法藏》的解釋（帕奧禪師） 

5.《五陰譬喻經》（安世高譯）：第 92 期 

6.《佛說水沫所漂經》（竺曇無蘭譯）：第 92 期 

◎《雜阿含 267 經》：無知經 S100：阿含經專題：第 60 期 

◎《雜阿含 273 經》：手聲喻經的要解：第 113 期 

2.《雜阿含 274 經》：棄捨經 

3.《相應部‧六處相應》[101]非汝等有經 

4.《攝事分》的「論施設門」 

◎《雜阿含 276 經》：《難陀說法經》：第 103 期 

（2）《根本有部毘奈耶》（No. 1442）卷 30《難陀迦說法經》。 

（3）《中部》第 146 經：《教難陀迦經》。 

附錄：《中部》第 146 經：《教難陀迦經》英譯。 

◎《雜阿含 289-290 經》：無聞經的比對：第 114 期 

3.《相應部》因緣相應[61]無聞(之一) 

4.《相應部》因緣相應[62]無聞(之二) 

5.《攝事分》的要解：「微智門」 

◎《雜阿含 294 經》：愚癡黠慧經的要解：第 113 期 

2.《相應部‧因緣相應》[19]愚與賢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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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阿含 351 經》：《井水喻經》比對：第 86 期 

2.《瑜伽師地論》「有滅門」 

3.《相應部》因緣相應 68 經：憍賞彌 

◎《雜阿含359經》（內279）【12.38】：第91期 

◎《雜阿含360經》（內280）【12.39】：第91期 

◎《雜阿含361經》（內281）【12.40】：第91期 

B4.《相應部》因緣相應 12.38：思(之一)  ：第 91 期       

a4-6.《攝事分》「來往門」（內 279-281）：第 91 期 

C4. SN 12.38 Cetana Sutta: Intention ：第 91 期 

C4. SN 12.38 Cetanaa Sutta: Volition ：第 91 期 

◎《雜阿含 367-368 經》：《禪思經》、《三摩提經》：第 97 期 

◎《雜阿含 464 經》：同法經的要解【阿含研究教材】：第 114 期 

◎《雜阿含 464 經》止觀：第 68 期 

◎《雜阿含 466-489 經》的「受相應」及攝事分：第 1 期 

◎《雜阿含 471 經》止觀：第 68 期 

◎《雜阿含 611 經、725 經、767 經》：善法聚三經：第 97 期 

◎《雜阿含 615 經》：比丘尼經的比對：第 110 期 

3.《攝事分》「前後差別門」 

1.《相應部》念處相應 10.《比丘尼經》 

◎《雜阿含 704-747 經》七覺支：阿含與止觀 

（1）七覺支與止觀：第 66 期 

（2）五蓋與七覺支略說：第 66 期 

（3）五蓋與七覺支詳說：第 66 期 

（4）五蓋、七覺支與食：第 66 期 

（5）四念住與七覺支漸次門（含果）：第 66 期 

（6）七覺支的安樂住（含調伏）：第 66 期 

（7）七覺支的譬喻：第 66 期 

（8）七覺支的修習：第 66 期 

◎《雜阿含 721 經》：轉輪王七寶經(1) ：第 93 期 

《雜阿含 722 經》：轉輪王七寶經(2)：長經：第 93 期 

1a.《增一阿含 351 經》：轉輪王七寶經(1)：短經：第 93 期 

1b.《增一阿含 352 經》：轉輪王七寶經(2)：長經：第 93 期 

02.《相應部》46.42：轉輪王七寶經：短經：第 93 期 

04.《中阿含 58 經》：七寶經：短經：第 9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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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佛說輪王七寶經》（施護譯）：長經：第 93 期 

《瑜伽師地論》的解釋七寶：寶喻門：第 93 期 

◎《雜阿含 748-800 經》八聖道經文和要義：第 67 期 

「內外力門」【內 555-561】：第 67 期 

「清淨門」【內 562-565】：第 67 期 

「差別門」【內 566-580】：第 67 期 

「（廣說）煩惱門」：第 67 期 

「異門門」【內 581-594】：第 67 期 

「沙門、婆羅門門」【內 595-600】：第 67 期 

◎《雜阿含 754 經》：《聖正定經》比對：第 105 期 

《相應部‧道相應》[二八]：定經。 

《瑜伽師地論》的解釋。 

◎《雜阿含 825、826 經》：《住學勝利經》的比對：第 107 期 

《瑜伽師地論》的解釋。 

◎《雜阿含 937-956 經》〈無始相應〉：第 119 期 

《相應部經典》〈無始相應〉 

SN 15.13 Timsa Sutta: Thirty  

◎《雜阿含 969 經》（內 937）：第 44 期 

中部 74《長爪經》 

◎《雜阿含 1021 經》「欲者是偈因」比對：第 88 期 

    2.《別譯雜阿含 248 經》。 

    3.《相應部》1.60：詩。 

    4.《大毘婆沙論》卷 14。 

◎《雜阿含 1028 經》：疾病經 S7：阿含經專題：第 57 期 

◎《雜阿含 1041 經》：《入處餓鬼經》比對：第 85 期 

2.《增支部》10.177 經：《生聞經》 

3. AN 10.177 Janussonin Sutta: To Janussonin  

◎《雜阿含 1171 經》止觀：第 68 期 

◎《雜阿含 1172 經》：《篋毒蛇譬經》S238：第 62 期 

◎《雜阿含 1174 經》止觀：第 68 期 

◎《雜阿含 1175 經》：《緊獸樹》S245：第 62 期 

◎《雜阿含 1319-1330 經》夜叉相應及英譯：第 87 期 

《雜阿含 1321 經》早課內容略探：第 87 期 

《雜阿含 1322 經》「見真諦」略探：第 8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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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阿含 1338 經》：花香經 S14：阿含經專題：第 59 期 

 

◎南北傳「夜叉相應」及英譯：第 87 期 

◎《雜阿含經》：略說法要〈蘊相應〉選：第 94 期 

附：《攝事分》解釋為何「略說法要」：第 94 期 

二、《相應部》〈蘊相應〉選：第 94 期 

三、《相應部》〈蘊相應〉英譯選：第94期 

四、《相應部》〈六處相應〉選：第 94 期 

五、《相應部》〈念處相應〉選：第 94 期 

◎《瑜伽師地論•聲聞地》止觀要義：第61期 

◎原始佛典止觀釋要 

以《同法經》為例：第 63 期 

以《度量經》為例：第 63 期 

以《六眾生經》為例：第 63 期 

以《菴羅女經、難陀經、四法經》為例：第 63 期 

以《須深經》為例：第 63 期 

以《二十億耳經》為例：第 63 期 

以《比丘經、光澤經》為例：第 63 期 

以《富留那經》為例：第 63 期 

◎佛經英文選 

＃1】SN 35.206 Chappana Sutta：The Six Animals：第 62 期 

＃2】SN 47.20 Sedaka Sutta：The Beauty Queen：第 62 期 

＃3】SN 47.19 Sedaka Sutta：The Bamboo Acrobat：第 62 期 

＃4】SN 47.7 Makkata Sutta：The Monkey：第 62 期 

＃5】SN 47.6 Sakunagghi Sutta：The Hawk：第 62 期 

＃6】SN 36.12 Akasa Sutta：In the Sky：第 62 期 

◎轉法輪經（巴泰英漢）對照：第 70 期 

◎燃燒經（巴泰英漢）對照：第 70 期 

◎無我相經（巴泰英漢）對照：第 70 期 

 

●中阿含經 

◎《中阿含 9 經》：《七車經》比對：第 83 期 

2.《增一阿含經》第 10 經：七車經 

3.《中部》第 24 經：傳車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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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athavinita Sutta -The Relay Chariots 

5.《瑜伽師地論．攝事分》對《七車經》的解說。 

◎《中阿含 10 經》：《漏盡經》：第 24 期 

《瑜伽師地論˙攝事分˙緣品》解釋要義：第 24 期 

《中部》第 2 經：《一切漏經》：第 24 期 

◎《中阿含 11 經》：鹽喻經：第 86 期 

    2.《增支部》A3.99。 

    3. A3.99：Lonaphala Sutta: The Salt Crystal。 

◎《中阿含 14 經》《羅云經》：第 25 期 

《中部》第 61 經：《菴婆蘗林教誡羅怙羅經》：第 25 期 

◎《中阿含 16 經》：《伽藍經》：第 90 期 

◎《中阿含 20 經》：《波羅牢經》比對：第 44 期、第 90 期 

《相應部》42.13 經：《波羅牢經》 

◎《中阿含 34 經》：《薄拘羅經》比對：第 89 期 

《中部》第 124 經：《薄拘羅經》 

◎《中阿含 36 經》：《地動經》比對：第 89 期 

2a《增支部》8.69：《眾經》 

2b《增支部》8.70：《地震經》 

◎《中阿含 35 經》：阿修羅經大海八喻的比對：第 90 期 

◎《中阿含 37 經》：瞻波經大海八喻的比對：第 90 期 

2a《增支部》8.19：波呵羅 

2b《增支部》8.20：布薩 

◎《中阿含 45 經》：慚愧經（上）愛敬和信：第 87 期 

《中阿含 46 經》：慚愧經（下）：第 87 期 

《中阿含 55 經》：涅槃經：第 87 期 

◎《中阿含 63 經》：《鞞婆陵耆經》、《陶師經》比對：第 88 期 

1.《中部》第 81 經：《陶師經》。 

3.《佛種姓經》第二十四佛迦葉品 

4.《相應部》〈有偈篇〉〈諸天相應〉：《陶師》1.50。 

5. MN 81. Ghatikara Sutta - Ghatikara the Potter 

◎《中阿含 64 經》天使經比對：第 109 期 

2.《增壹阿含 279 經》 

3.《中部 130 經》：天使經 

4.《佛說鐵城泥犁經》（No. 42）東晉曇無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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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佛說泥犁經》（No. 86）東晉曇無蘭譯 

6.《佛說閻羅王五天使者經》（No. 43）劉宋慧簡譯 

◎《中阿含 98 經》法念住的比對：第 111 期 

2.《增一阿含 408 經》所說 

3.《中部》第 10 經：《念處經》所說 

4.《瑜伽師地論》所說 

5.《法蘊足論》卷 6 所說 

6.《發智論》和《大毗婆沙論》解釋法念住 

◎《中阿含 113 經》：《諸法本經》的比對：第 107 期 

《增支部》A8.83、A9.16、A10.56、A10.58 四經。 

《攝事分》對此經的解釋。 

◎《中阿含 133 經》：優婆離經：第 44 期 

《中部》第56經 

◎《中阿含182、183經》：《馬邑經》（上、下）比對：第85期 

《中部》第 39 經：馬邑大經 

《中部》第 40 經：馬邑小經 

 

●長阿含經 

◎《長阿含 4 經》：《闍尼沙經》：第 95 期 

《長部》第 18 經：《闍尼沙經》 

英譯《長部》第 18 經：Janavasabha Sutta 

◎《長阿含 9 經》：《眾集經》：第 32 期 

◎《長阿含 9 經》：《眾集經》比對：第 120 期 

《長部》第 33 經：《等誦經》 

《集異門足論》中的《集異法門經》 

《瑜伽師地論˙本地分》中的佛教所應知處 

◎《長阿含 13 經》：大緣方便經：第 117 期 

《長部》第 15 經：大緣經 

「緣守護而有執杖等罪惡法生」到「緣愛而求生」的因明論式 

Maha-nidana Sutta: The Great Causes Discourse 

◎《長阿含 20 經》：阿摩晝經的道次第：第 84 期 

《長部》第 2 經：《沙門果經》的道次第 

 

●增一阿含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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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一阿含 195 經》選：第 27 期 

◎《增壹阿含 464 經》：《大愛道般涅槃經》比對分析：第 105 期。 

1《佛說大愛道般泥洹經》（No. 144）：西晉沙門白法祖譯。 

2《佛母般泥洹經》：宋沙門慧簡譯。 

附：《佛般泥洹後變記》：第 105 期 

4《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No. 1451）卷 10《大愛道般涅

槃記》：義淨法師譯：第 105 期 

 

●《中部》 

◎《中部》第 4 經：《怖駭經》：第 36 期 

◎《中部》第 10 經：《念住經》：第 68 期 

◎《中部》第 11 經：《獅子吼小經》：第 43 期 

◎《中部》第 27 經：《象跡喻小經》：第 42 期 

◎《中部》第 38 經：《愛盡大經》：第 35 期 

Mahatanhasankhaya Sutta（英文）：第 35 期 

◎《中部》第 74 經：《長爪經》：第 44 期 

《雜阿含 969 經》 

◎《中部》第 117 經：《大四十經》：第 67期 

◎《中部》第 131 經：《一夜賢善經》：第 41 期 

《瑜伽師地論》《聞所成地》的解說：第 41 期 

 

●《長部》 

◎《長部》第 1 經：《梵網經》：第 29 期 

◎《長部》第 2 經：《沙門果經》：第 30 期 

◎《長部》第 6 經：《摩訶梨經》：第 31 期 

◎《長部》第 15 經：大緣經：第 117期 

◎《長部》第 32經：《阿吒曩胝經》：第 31期 

◎《長部》第 33 經：《等誦經》比對：第 120 期 

《長阿含經》第 9 經：《眾集經》 

《集異門足論》中的《集異法門經》 

《瑜伽師地論˙本地分》中的佛教所應知處 

 

●《增支部》 

◎《增支部》3.70 布薩根本經：第 1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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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支部》4.41 四種修定的經文：第 115 期 

《法蘊足論》的引經：第 115 期 

《法蘊足論》卷 8 的解釋：第 115 期 

《集異門足論》卷 7 的解釋：第 115 期 

《瑜伽師地論》卷 12 的解釋：第 115 期 

 

●律和結集 

《說一切有部律》所記載的第一結集：第 33 期 

《摩訶僧祇律》所記載的第一結集：第 34 期 

《摩訶僧祇律》所記載的第二結集：第 34 期 

《摩訶僧祇律》私記：第 34 期 

《善見律毘婆沙》所記載的結集和邊地弘法：第 40 期 

《舍利弗問經》：第 47 期 

◎應當學和眾學法：第 83 期 

◎佛教戒律專題研究：第 99 期 

（1）佛教律藏的集成和演變：第 99 期 

（2）戒經略探：第 99 期 

（3）戒經中墮法條文的次第和部派的演變：第 99 期 

◎佛教戒律專題研究資料：第 99 期 

（1）相言諍事與拘睒彌事件：第 99 期 

（2）阿難與越比尼罪：第 99 期 

◎佛教戒律專題研究：第 100 期 

（1）八敬法的演變：第 100 期 

（2）佛教戒律專題研究資料：四諍和滅諍：第 100 期 

（3）南傳比丘尼犍度摘要：第 100 期 

（4）八敬法資料：第 100 期 

◎佛法三藏結集專題研究：第 101 期 

（1）三藏結集史略：第 101 期 

（2）佛教論藏的結集略探：第 101 期 

◎佛法結集的原始資料分析：第 101 期 

一、《摩訶僧祇律》相關資料（T22, No.1425） 

二、《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 39、40（T24, No.1451） 

三、《化地五分律》卷 30（T22, No.1421） 

四、《四分律》卷 54（T22, No.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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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巴利律》〈小品〉第 11、12 犍度 

六、《善見律毘婆沙》卷 1-3（T24, No.1462） 

七、《十誦律》卷 60、61（T23, No.1435） 

◎部派佛教專題研究：第 102 期 

（1）部派佛教分立史略：第 102 期 

（2）部派佛教分立表：第 102 期 

（3）四聖部的宗義（摘自《異部宗輪論》）：第 102 期 

◎佛教戒律專題研究教材：第 104 期 

（1）大愛道和比丘尼僧團的建立：第 104 期 

（2）釋尊時期比丘尼僧團的僧伽教育：第 104 期 

附錄：釋尊時期的僧伽教育：第 104 期 

（3）釋尊時期比丘說法和布薩說戒的演變：第 104 期 

◎佛教布薩起源的資料：第 104 期 

◎制戒十利的資料：第 104 期 

附錄：釋尊於七城市制立戒律：第 104 期 

 

●內觀 

（1）葛印卡老師簡傳：第 1 期 

（2）葛印卡老師於中壢圓光寺的開示：第 1 期 

（3）訪問葛印卡導師 ――談內觀禪修：第 1 期 

（4）雜阿含經的「受相應」及攝事分的提要：第 1 期 

（5）烏巴慶老師的內觀方法：第 1 期 

（6）內觀──組織管理的藝術：第 1 期 

（7）台灣初期的內觀活動和課程記事：第 11 期 

中譯的內觀書籍：第 12 期 

（1）動中禪﹙動態內觀﹚介紹：第 13 期 

（2）隆波田禪師簡傳：第 13 期 

（3）隆波田的《自覺手冊》摘要：第 13 期 

（4）隆波通的開示一：第 13 期 

（5）隆波通的開示二：第 13 期 

阿姜力的開示：第 14 期 

阿姜念與學生的會談：第 15 期 

動中禪簡介：第 16 期 



 34 

正念動中禪心得（1）：第 16 期 

正念動中禪心得（2）：第 16 期 

正念動中禪禪七經驗（1）：第 16 期 

正念動中禪禪七經驗（2）：第 16 期 

生活中的禪修：第 17 期 

正念動中禪的法談：第 18 期 

正念動中禪禪七心得：平淡的過程：第 18 期 

平淡過程之解析：第 18 期 

覺性的故事：第 19 期 

內觀教育活動簡介：第 20 期 

動態內觀活動─正念動中禪記事：第 20 期 

正念動中禪禪七心得分享：第 20 期 

「正念動中禪」禪修感言：第 20 期 

禪七經驗分享—輕如羽毛、淡如流水：第 20 期 

「正念動中禪」禪七心得：第 20 期 

「正念動中禪」心得分享：第 20 期 

覺性的故事：第 21 期 

正念動中禪法談：第 21 期 

春節禪三法談：第 21 期 

「正念動中禪」心得分享：第 21 期 

佛使比丘的自然內觀法：第 22 期 

帕奧禪師的方法：第 22 期 

阿姜摩訶布瓦的方法：第 22 期 

阿姜查的方法：第 22 期 

馬哈希法師的方法：第 22 期 

阿姜念的方法：第 22 期 

隆波田的方法：第 22 期 

動中禪修入門 

動中禪的原理 

阿姜達磨多羅的方法：第 22 期 

孫倫念住禪修法：第 22 期 

南傳動中禪與西藏白教大手印之比較：第 23 期 

內觀禪林法談：正知與提升：第 39 期 

內觀禪林法談：因果與三歸五戒：第 3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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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姜曼的證悟：第 46 期 

吉達西多的直路內觀法：第 48 期 

阿姜曼對地居天、空居天、那伽等的教導：第 49 期 

阿姜曼的一些教導和問答：第 50 期 

阿姜曼傳中的一些禪相：第 51 期 

覺性的培養：第 52 期 

禪修的原則和一個方法：第 52 期 

隆波田的生平和動中禪：第 60 期 

泰國禪修老師參訪記：第 64 期 

A 甘澎禪師談禪修 

B 帕巴冉法師談禪修 

C 巴拉摩禪師談禪修 

南北傳的止觀法門 

（1）《中部‧念住經》：第 68 期 

（2）《雜阿含經》：第 68 期 

（3）《聲聞地》：第 68 期 

（4）《法蘊足論》：第 68 期 

（5）《六祖壇經》：第 68 期 

（6）《菩提道次第略論》：第 68 期 

泰國讚念長老的禪修方法及其特色之研究：第 69 期 

南傳禪法的名業處入門：第 79 期 

讚念長老的內觀重點開示：第 106 期 

解脫之道（1）：我們先聊聊：第 106 期 

【說明】泰國巴拉摩禪師簡介：第 106 期 

解脫之道（2）：三學：第 107 期 

解脫之道（3）：戒的訓練：第 108 期 

心念住的內心、外心和內外心略探：第 108 期 

解脫之道（4）：定的訓練：第 109 期 

解脫之道（5）：慧的訓練：第 110 期 

覺醒之道（A1）：給新學員：法是簡單而平常的：第 111 期 

覺醒之道（A2）：練習佛法的簡要指南：第 112 期 

覺醒之道（A 3）：練習佛法的指南：第 113 期 

覺醒之道（A4）：觀察心：意義、方法以及練習的結果：第 114 期 

在菩提樹下：一個關於修習中道的法談：第 11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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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談的附註：心識和識智如何辨別？第 116 期 

 
●因明 

因明辯經的原理與基本格式：第 37 期 

因明辯經的進階測驗：第 37 期 

因明辯經中歧義的去除：第 38 期 

因明論式中不同因：第 38 期 

因明辯經的順逆演算格式：第 38 期 

佛法總綱與因明論式預習：第 41 期 

因明辯經實習：存有：第 42 期 

因明辯經實習：四諦：第 42 期 

因明辯經的基本證明題：第 43 期 

因明的立式和破式：第 44 期 

因明辯經中破式的基本實習：第 44 期 

《入中論》破自生之實例：第 44 期 

因明破式三經：第 44 期 

A 中阿含經（二○）〜相應部 S42.13《波羅牢經》 

B 中阿含經（一三三）〜中部 M56《優婆離經》 

C 雜阿含經（九三七）〜中部 M74《長爪經》 

因明推理和辯經的規則：第 45 期 

因明破式和立式的實習：第 45 期 

立式和破式的應用：第 46 期 

因明推理和中文辯經的總則：第 47 期 

因明立式和破式的實習：白馬非馬：第 47 期 

因明論式的公設、問答格式並舉例說明：第 55 期 

因明推理和辯經的教學法：第 57 期 

四句：第 58 期 

有關四句的問題：第 58 期 

最底層的因明論式的證明和公設：第 59 期 

因明論式的證明―以孔子為例：第 65 期 

佛教邏輯的推理方式：第 66 期 

中文因明論式的推理運用──兼述問答規則：第 72 期 

佛教邏輯初學課程：第81期 

同一律和分類的約定：第8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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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邏輯的應用：如何檢驗道理？第 98 期 

佛教邏輯的應用：《成唯識論》因明論式舉例：第 98 期 

佛教邏輯的應用：以因明論式檢驗生活例子：第 98 期 

《論事‧猶豫論》的因明論式問答：第 98 期 

《大緣方便經》比對和因明論式：第 117 期 

《長部》第 15 經：大緣經：第 117期 

「緣守護而有執杖等罪惡法生」到「緣愛而求生」的因明論式：第

117 期 

 

●其他 

《法句經》摘錄：第 26 期 

《法句譬喻經》選：第 26 期 

《發智論》中一些重要偈頌的解說：第 48 期 

《法句經》的要義：第 49 期 

（1）《百法明門論》中的百法：第 50 期 

（2）《集論》中的百法：第 50 期 

（3）六因、四緣和五果 

《發智論》中的六因：第 50 期 

《瑜伽師地論》卷八十五中的四緣：第 50 期 

《成唯識論》卷八中的五果：第 50 期 

◎《禪宗無門關》：第 74 期 

◎《佛說禪行三十七品經》：第 75 期  

◎《禪行法想經》：第 75 期 

◎《佛說大安般守意經》：第 75 期 

◎《思惟略要法》：姚秦鳩摩羅什譯：第 76 期 

◎《禪祕要法經》：姚秦鳩摩羅什等譯：第 76 期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唐慧然集：第 77 期 

◎《禪家龜鑑》，高麗國西山退隱禪師述：第 78 期 

◎《最上乘論》：第 84 期 

◎四聖部的宗義（摘自《異部宗輪論》）：第 102 期 

◎南北傳的正法的六個屬性：第 106 期 

1. 《法蘊足論》所說 

2. 《攝事分》所說 

3.《增支部》布薩根本經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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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念住的論典解釋：第 108 期 

◎《瑜伽師地論》〈攝事分‧甚深門〉漢藏對讀：第 118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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