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沉思研究之為嶄新的領域： 批判性的主

觀法及其禪宗根基 

時間：2023 年 6 月 5 日 下午 2:00-3:30 

教室：Basement Teaching Room 1 

亞洲與中東研究系 

地點：Pusey Lane, Oxford, OX1 2LE 

 

歡迎所有人 

茶點時間：下午 3:30-4:00 

(地下室的公共休息室) 

聯繫: Kate.Crosby@ames.ox.ac.uk 

 

 直播: 英文        直播: 中文   

 
 
 
 
 
 
 
 
 
 
 
 
 
 
 
 

 
 
 
 
 
 

主講人 

HAROLD ROTH (布朗大學) 

與談人 

SARAH SHAW (牛津大學) 

 

 

 



                                               
 

 
 
 
 
 
 
 
 
 
 
 
關於主講人: Harold D. Roth (布朗大學) 

 

Harold D. Roth 是布朗大學的宗教研究教

授和沉思研究倡議的創始主任。他是中國

哲學和文本分析、古典道教傳統方面的專

家，也是沉思研究學術領域的先驅者。他

在北美一所主要的研究型大學創建了第一

個關於沉思研究的學士學位課程。他在這

些領域撰寫和編輯了九本書和50多篇學術

論文，包括《原道》(哥倫比亞, 1999

年)，這是對中國最古老的關於呼吸冥想經

典的翻譯和分析； 《反對認知帝國主義》 (東方和西方宗教, 2008年) 是

對認知科學和宗教研究中的概念偏見的批評； 《淮南子：中國漢初治理的理

論與實踐指南》  (2010年)（與其他三位學者合作）, 這部公元前139年的

道教綱要一直被認為是中國古典思想中最後一部未被翻譯的偉大作品；以及

《古典道教的沉思基礎》（2021年），這是他關於這一主題的學術文章集。

他還是《顯禪：Mt. Baldy 的佛法開示》的編纂者和編輯者，這是佐佐木禪

師關於禪宗基礎性著作《臨濟錄》的法語集 (佐佐木禪師: 1907年-2014

年)。  

 
 
 
 
 

摘要：沉思研究是一個新興的學術領域，它補充了傳統的第三人稱學術模

式，即通過文化和歷史背景來進行批判性研究的方法，同時強調透過第一

人稱認識論來批判在文獻中所紀錄的經驗。此外，這種方法還得到了冥想

科學研究的支持。其中，對源自現代禪宗哲學和實踐的批判性主觀新方法

是這種第一人稱認識論的核心。這場講座將會介紹和詳細說明這些概念。 



                                               
 
 
 
 
 
 
 
關於與談人: Sarah Shaw (牛津大學) 
 

Sarah Shaw 博士在曼徹斯特大學學習希臘語和英語，並

在那裡獲得英國文學博士學位。在牛津大學學習巴利文

和梵文後，她開始對巴利文獻展開研究，特別是本生故

事、有關冥想的經典及其現代實踐。她是牛津大學沃爾

夫森學院和東方學系的成員。她也是牛津大學佛教研究

中心的研究員。 

 

她的著作包括《佛教冥想：文本選集》，Routledge

（2006）；《本生經：菩薩的轉生故事》（2006 年）；

與 Naomi Appleton 合著《佛陀的十大本生故事》，蚕絲書屋，泰國/華盛頓大學出版社

（2015 年）；《正念：從何而來並有何意義》，Shambhala（2020 年）和《聆聽的藝術：

佛教早期教義指南》。她最近編輯了她的老師 L.S. Cousins 的遺著《巴利傳統中的冥

想：闡明佛教教義、歷史和實踐》，Shambhala（2022 年）。她經常訪問南亞和東南亞，

並就佛教話題發表演講和著作。 

 

 

 

 
 
 
 
 
 
 
 
 
 
 
 

關於《印證佛學傑出學術系列講座》 

 

印證佛學傑出學術系列講座於 2021 年 9月啟動，是由北京大學、牛津大

學、劍橋大學、Inalco（國立東方語言與文明研究所）、普林斯頓大

學、哈佛大學和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等多所大學所合作開展。本系列講座

是為了紀念慈濟創始人證嚴法師和她的導師印順導師（1906-2005）而設

立，目的是為了促進當代佛教研究。 

本講座將現場進行，並通過 YouTube 提供中英文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