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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317~420)與五胡十六國(302~421)歷史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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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魏晉中國思想變遷

兩漢經學末落到玄學之興起。

重才性玄理的魏晉名士。

魏晉玄學的基本內容：
 才與性-劉劭人物志與鍾會四本論。

 言意之辨-言盡意與言不盡意。

 有無、本末-何晏貴無、裴頠崇有。

 自然名教的衝突與調和。

D:/胡至剛文件/單獨發表文章/魏晉思想的發展.pd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人物志_(刘劭)
https://zh.wikipedia.org/wiki/鍾會
D:/胡至剛文件/單獨發表文章/言意之辨N.pdf
https://zh.wikipedia.org/zh-tw/歐陽建
https://zh.wikipedia.org/zh-tw/何晏
https://zh.wikipedia.org/zh-tw/裴頠
http://www.twwiki.com/wiki/名教與自然


魏晉名士人物風格與才性玄理

劉義慶《世說新語》選讀。
 ·德行第一 ·言語第二 ·文學第四 ·雅量第六

·識鑒第七 ·任誕第二十三 ·簡傲第二十四

竹林七賢代表人物阮籍、嵇康。

儒釋道思想融合下的詩人風格-

陶淵明、謝靈運田園山水的隱世情懷。

https://zh.wikipedia.org/zh-tw/劉義慶
https://zh.wikipedia.org/zh-tw/世说新语
D:/胡至剛文件/原作/世說新語德行第一.pdf
D:/胡至剛文件/原作/世說新語言語第二.pdf
D:/胡至剛文件/原作/世說新語文學第四.pdf
D:/胡至剛文件/原作/世說新語雅量第六.pdf
D:/胡至剛文件/原作/世說新語識鑒第七.pdf
D:/胡至剛文件/原作/世說新語任誕第二十三.pdf
D:/胡至剛文件/原作/世說新語簡傲第二十四.pdf
https://zh.wikipedia.org/zh-tw/阮籍
https://zh.wikipedia.org/zh-tw/嵇康
https://zh.wikipedia.org/zh-tw/陶渊明
https://zh.wikipedia.org/zh-tw/谢灵运


玄學與佛教之交流與影響

魏晉玄學與中國初期佛教宗派的流
別略說。

玄學家與佛學家風格之差異。

D:/胡至剛文件/單獨發表文章/魏晉玄學流別略論.pdf
D:/胡至剛文件/單獨發表文章/魏晉玄學流別略論.pdf
D:/胡至剛文件/原作/才性與玄理「言意境」與「超言意境」.pdf


大小品《般若經》的譯出

小品《般若經》的譯出 。
 第一個譯本：《道行般若經》。

 第一個異譯本：《大明度無極經》。

大品《般若經》的譯出。
 《放光般若》

 《光贊般若》

大般若經的異譯本對照表。

D:/胡至剛文件/大般若經的異譯本對照表.pdf


般若學派與六家七宗

兩晉之際的般若學者。
 道安和竺法汰(本無宗)

 竺法深(本無異宗)

 支敏度和竺法蘊(心無宗)

 支道林-即色宗

 於法開(識含)、道壹(幻化)和于道邃(緣會)

格義佛教及其反省。

D:/胡至剛文件/單獨發表文章/魏晉南北朝佛學思想玄學化之研究.pdf
D:/胡至剛文件/單獨發表文章/魏晉南北朝佛學思想玄學化之研究.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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