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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Jinhua 陳金華  

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系教授、《 國際

佛教研究協會學刊 》 編委。曾任加拿大國立東亞佛教講座教授 (CRC)

多年，並曾在維吉尼亞大學、斯坦福大學與東京大學等大學擔任訪問教

授。其研究領域涉及東亞政教關係、中古時期僧傳 ( 聖傳 ) 文學、佛

教聖地、舍利崇拜、佛教與技術革新，以及佛教翻譯等領域。已出版

六部專著，主編或合編論文集三十餘部，發表學術論文近百篇。這些

成果獲眾多基金和獎項，包括日本學術振興會、加拿大國家社科基金

和 Peter Wall 高級研究院、德國洪堡基金會和馬普研究所以及美國人文

研究中心等機構的研究基金。目前領導一項為期多年的旨在重新建構佛

學與東亞宗教重要面向的國際性與跨學科龐大項目；此項目由加拿大政

府資助並得到國際上諸多名校與基金會的支持。

GONG Jun 龔雋 

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山大學哲學系佛學研究中心主任，兼任

中華外國哲學史學會東方哲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社科院評價研究

院宗教專業委員會委員，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榮譽研究員

( 2013-2015年)，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通訊研究員( 2014 年 -2015年)、

《 新史學 》( 中華書局 ) 學術編委，《 漢語佛學評論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主編，《 人間佛教研究 》( 香港中文大學 ) 編委，《 人文宗教研究 》( 北京

編者與作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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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宗教文化研究院主辦 ) 編委等。主要從事中國佛教思想史、中國哲

學史的教學與研究。主要研究作品有 1、《 作為「知識」的近代佛學史

論 —— 在東亞視域內的知識史論述 》，( 與陳繼東教授合著 )。2、《 中

國禪學研究入門 》，( 與陳繼東教授合著 )。3、《 禪史鈎沈：以問題為中

心的思想史論述 》。4、《 修剪菩提樹 ——「批判佛教」的風暴 》( 譯著 )。

在 《 哲學研究 》、《 世界宗教研究 》、《 中國哲學史 》、《 臺灣大學佛學研

究中心學報 》、《 國際禪研究 》(日本東洋大學主辦 ) 等海內外學術刊物

發表論文 40 餘篇。

HE Yansheng 何燕生 
日本國立東北大學博士，現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

課題負責人，郡山女子大學宗教學專職教授。曾任職於日本東北大學文

學部，是該校採用的第一位外籍文部教官。所著 《 道元と中國禪思想 》

( 法蔵館，2000 年 ) 曾獲得日本宗教學會「學會賞」( 最高學術獎 )、日

本印度學宗教學會「學會賞」( 最高學術獎 )。2015 年起，擔任武漢大學

珞珈學者講座教授，2017 年創建武漢大學國際禪文化研究中心，擔任中

心主任。赴日留學前，曾在武漢大學哲學系、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 現

改為中國近代史研究所 ) 求學，師從著名哲學家蕭萐父教授和著名歷史

學家章開沅教授。研究領域為：比較宗教學、宗教對話與跨文化研究、

近現代東亞佛教思想史和東亞禪學。

JI Yun 紀贇 
新加坡佛學院副教授、教務主任、圖書館館長，The Singaporean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主編。主要研究佛教文獻、隋前佛教史、近

代海外佛教檔案等相關領域。曾出版專著 《 慧皎高僧傳研究 》《 佛教經

典觀 》《 太虛大師新出文獻資料輯錄 》 等；譯著 《 漢文佛教文獻研究 》

《 佛教文獻學十講 》《 大乘佛教 》《 寶冠摩尼：左冠明教授佛教文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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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遺集 》 等；翻譯學術論文四十餘篇；編著論文集十多種；撰寫論文、

書評五十餘篇。

KAN Zhengzong 闞正宗 
臺灣成功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佛光大學佛教學系教授。研究專

長於臺灣佛教史、近代東亞佛教交涉史，代表著有 《 臺灣日治時期佛

教發展與皇民化運動 —「皇國佛教」的歷史進程 》、《 南洋「人間佛教」

先行者 —— 慈航法師海外、臺灣弘法記 (1910-1954)》 等專書，及論文

數十篇。

LI Jingjing 李晶晶 
加拿大麥吉爾大學博士 (2019)，現任荷蘭萊頓大學哲學學院助理教

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佛教和跨文化哲學。其著作有 《 在多元文化的世界

中比較胡塞爾的現象學和漢傳唯識學：超越東方主義之旅 》(Bloomsbury 

Academic 2022)。目前她的研究項目是 “ 滄海遺珠：唯識學中的女性主

義理論 ”，該項目已獲得荷蘭國家社科基金專項資助 (2022-2026)。

LIU Yongsi 劉泳斯 
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現為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學院講師。

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宗教史、民間宗教。出版學術專著 《 桂東

北民間信仰的近現代變遷 》，在 《 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 · 宗教 》、

《 世界宗教文化 》、《 中國文化研究 》、《 中央民族大學學報 ( 哲學社會

科學版 )》、《 中國宗教 》、《 文化縱橫 》、《 民俗與文化 ( 臺灣 )》 等學術

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並在 《 中國社會科學報 》、《 中國民族報·宗教週

刊 》 上發表多篇學術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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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K Chee Teng 釋光持 
馬來西亞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博士，現

任中國臺灣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助理教授、玄奘大學臺灣佛教研究

中心中文秘書、韓國東國大學東亞海洋文明與宗教文化研究所客座硏

究員、《 玄奘社會科學學報 》 審查委員、漢學研究中心 《 學思 》 編輯委

員、玄奘大學招生委員等。主要關注海外華人移民宗教研究、東南亞佛

教、佛教青年運動、佛教社團組織管理、當代佛教與社會、世界宗教

文化、口述歷史等相關領域。主要代表作有 《馬來西亞佛教青年運動研

究 —— 以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為中心 》、《 當代臺灣大專青年學佛運動

的興衰與轉機 (1958-2016)》、《 跨傳統的美籍僧人蘇曼伽羅：與及其開

啟大馬佛青運動的興起、特徵與局限 》、《「推 — 拉」合力：從社會結

構視角看馬來亞華人移民變遷 》、《 臺灣大專院校「佛學社團」之研究

(1961-2016)》、《 推動大專佛學社團之父—— 周宣德 》、《 中國漢傳佛

教在「一帶一路」的傳播 —— 以馬來半島佛教為中心 》、《 從社會結構

視角分析 —— 馬來西亞「華人宗教信仰」的特徵 》、《 英屬馬來亞移民

佛教「在地化」的發展 》 等。

SHAO Jiade 邵佳德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現任南京大學哲學系副教授、系主任助理。

主要從事近代漢傳佛教、宗教學理論與方法、明清近代中國哲學等方面

的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1 項、重大項目子課題多項，出

版 《 近代佛教改革的地方性實踐 》 等學術專著 2 部、教材 2 部，在各

類期刊發表學術論文 30 餘篇。入選江蘇省 “333高層次人才培養工程 ”，

曾獲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等榮譽。

YING Lei 應磊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博士兼 Presidential Scholar。美國安默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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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學院亞洲語言與文明系助理教授。研究聚焦佛教與現代中國文學及思

想史的關聯。準備中的書稿 《 共業：佛教、文學與現代中國革命 》 批

判長期宰制現代中國研究的世俗化預設，論述晚清佛學復興如何成為現

代中國革命的關鍵思想源頭之一。中英文論文見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Religions，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哈佛新編現代中國

文學史 》，《 漢語言文學研究 》 及 《 文學 》 等。

ZHAN Ru 湛如 
歷史學博士，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東

方學研究院副院長，北京大學佛教典籍與藝術研究中心主任，會稽山佛

學高等研究院院長，旭日全球佛教研究網絡核心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

兼任南開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同時擔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

研究領域包括佛教與佛教文獻、佛教律藏、敦煌佛教等。主持國家社

會科學重點項目 “ 唐代長安與絲綢之路 ” 及國家社會科學重大項目 “ 印

度古代梵文文藝學經典翻譯與研究 ” 等。其新著 《 西明東夏：唐代長

安西明寺與絲綢之路 》( 上、下冊 ) 最近被久負盛名的中華書局評選為

2023 年雙十佳圖書。

ZAHNG Jia 張佳 
中國人民大學宗教學學士、碩士，香港中文大學宗教學博士，法國

國國家科研中心 (CNRS, GSRL) 訪問學人 (2013-14)。現為東南大學人文

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興趣為現代中國佛教、居士佛教和佛教口述史。

代表作品有《 上海紳商居士的宗教生活與佛教現代化轉型—— 以王一亭

(1867-1938) 為個案 》( 博士論文，2015)、「Lay Buddh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Social Engagements and Political Regulations」( 與汲喆教授合著，

in The China Review, 2018，Vol.18 No.4)。主持完成國家社科青年項目「全

球化視域下的近代中國居士佛教運動研究」(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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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Wenliang 張文良 

1987 年、1990 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分別獲得哲學學士

和哲學碩士學位。2004 年畢業於日本東京大學，獲得文學博士學位。現

任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教授、副所長，日本印度學佛

教學會評議員。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佛教、日本佛教。研究專著有：

《 澄觀華嚴思想研究 》(日文 )、《 批判佛教的批判 》、《日本當代佛教 》、

《 東亞佛教視野下的華嚴學研究 》、《 大乘起信論思想史研究 》 等。

ZHANG Xuesong 張雪松 
1980 年生，北京人。2008 年在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獲

得博士學位。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宗教學教研室副教授，碩士生導

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專職

研究員，北京大學佛教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曾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

宗教學教研室主任、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長助理等職。主要研究方向為

佛教思想史、中國宗教史，先後在中國臺灣和大陸地區出版學術專著

四部： 《 法雨靈岩：中國佛教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的印光法師研究 》、《 唐

前中國佛教史論稿 》、《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 季羨林、湯一介主編

“ 中華佛教史 ” 第一卷 )、《 佛教 “ 法緣宗族 ” 研究：中國宗教組織模式

探析 》，譯著 《 天藍色的彼岸 》 等 3 部，在海內外發表論文多篇。曾在

香港佛教雜志 《 溫暖人間 》 開設個人專欄；以 “ 雨山 ” 為筆名在 《 中國

民族報·宗教周刊 》 開設專欄多年。

ZHEN Guan 振冠
美國漢傳佛教國際文教中心秘書，負責在家佛教宗教師受戒認證項

目。本科畢業於北京中國佛學院，碩士畢業於洛杉磯西來大學佛教宗教師

系以及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社工學院，博士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