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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本課程研讀龍樹所著《迴諍論》，介紹《迴諍論》中龍樹答覆實在論

者的詰難所涉及的哲學問題，並點出龍樹於本論所使用的方法與哲

學旨趣。 

課    程 

 

概    要 

本課程依《迴諍論》他宗的詰難及龍樹的答覆，將全論區分為語言、

知識、存在及方法等四大論題，解析龍樹如何從一切法空的觀點，於

論破他宗的詰難中，開顯其語言哲學、知識論、存有論及方法論，以

維護自宗緣起諸法無自性的立場。 

必    備 

 

教    材 

1.龍樹造，後魏毘目智仙、瞿曇流支譯，《迴諍論》，《大正藏》冊 32。 

2.劉嘉誠編撰，《迴諍論》講義（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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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  假 

預習進度 

可預先閱讀《迴諍論》，《大正藏》冊 32，頁 1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