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惠南老師簡介（55哲學系畢）

本　刊

1943年生，臺灣台中清水人。學生時

代即活躍於晨曦社，曾擔任社委，並53年

及54年參加慈光講座，奠定佛學基礎。社

團活動方面，曾參與規劃晨曦社54年1月

1日舉辦的三日獅頭山之旅，54年3月29日

舉行的三天頭城露營等活動。

台大哲學研究所畢業後留校任敎，也

輔導晨曦社各項佛學研討。民國64年4月

輔導晨曦社楞嚴經小組，由陳明珠同學主

持連絡。66年9月在晨曦社主講佛學概論

﹙梅迺文負責聯絡﹚，維摩詰經小組﹙林

尊湄連絡﹚前後共六次，67年7月，為學

社講心經，謝瓊華連絡，共6次。74年10

月21日為學社演講「勇者的畫像」，75年

3月5日演講漫漫長夜的一盞明燈─佛陀

的畫像。

在母校臺灣大學哲學系擔任教授之

外，並先後在東吳大學哲學系、法光文化

研究所、華梵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中國

文化大學哲學系擔任兼任教授。

楊教授在學術界、佛教界甚為活躍。

以下檢具其中數次紀錄為例。

1986年11月19日，楊惠南教授講『大

乘佛法的心靈世界』。

1995年3月台大佛學研究中心正式成

立。中心學報方面，由台大哲學系楊惠南

教授出任學報主編，出版佛學研究中心學

報第三期。參加多次國內外佛學會議，發

表論文。

1997年至2001年，參加中央研究院社

會學研究所瞿海源所長召集的整合型研

究計畫「新興宗教現象及相關問題研究計

畫」，完成〈童梵精舍˙梵志園研究〉研究

報告；隨後又完成〈「黃門」或「不能男」

在律典中的種種問題〉，在華文世界裡，

是第一篇討論同性戀的戒律問題的作品。

【研究領域】

三論宗哲學、禪宗哲學、天臺宗哲

學、臺灣佛教、印度哲學史。

【主要著作】

佛學的革命—六祖壇經（1981）、佛教

思想新論（1982）、龍樹與中觀哲學（1988）、

吉藏（1989）、天女散花（1989）、雨夜禪歌—

我讀六祖壇經（1990）、水月小劄（1992）、佛

教思想發展史論（1993）、惠能（1993）、當代

佛教思想展望（1993）、禪史與禪思（1995）、

印度哲學史（1995）、禪思與禪詩—吟詠在

禪詩的密林裏（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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