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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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ANG Hui Chih 莊蕙芷  
北京大學考古學博士，“ 中研院 ” 科學史委員會委員，現服務於高

雄餐旅大學通識中心，過去曾服務於江蘇師範大學文學院。主要研究方

向為漢唐時期的考古、藝術與科學史，擅長結合圖像與文獻進行研究。

曾發表 《 圓方圖與方圓圖：從文物與文獻看先秦兩漢的蓋天說與渾天

說 》、《 再論日本奈良的兩座壁畫墓及其天象圖 》、《 漢代二十八宿圖像

研究 》、《 西漢琉璃葬具與海昏侯的琉璃席 》 等二十多篇論文。

GAO Junling 高峻岭 
高峻岭博士致力於開拓人文與科學的跨學科研究，他尤其在佛教

與神經科學領域中其成果斐然，持續努力為佛教與科學架起了一座橋

樑。高博士擁有神經學博士學位和佛學碩士學位，其相關研究成果也

能在學術界和媒體上都得到廣泛認可。譬如他關於念佛的神經科學論

文被列入香港大學主頁之校長推薦研究，而他關於正念的多媒體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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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則被美國 《 新聞週刊 》 等知名媒體報導。現代社會注重科學證據，

而腦科學和人工智能的發展為佛學研究和佛教鍥入現代生活提供了新

的可能性。高峻岭博士在佛教實踐與諮詢科學實驗室的持續工作，以

及發表眾多的科學論文為此提供了新的理論和實證支持。在當代社會，

這對於探索並推廣東西方文化傳統之融合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當今

社會人們的精神壓力日益增大，高博士的最終目標是利用可穿戴設備和

大數據分析等技術協助修行、情緒調節和精神健康。鑒於該類研究的

跨學科特性，高博士也積極尋求與各領域專家合作協同申請跨學科研

究項目。

GAO Xi 高晞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博士生導師，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常務理

事， 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醫學史專業委員會副主任， 《 中國醫學大百科全

書 醫學史卷 》 副主編。教學與研究方向：醫學史與科學技術史。主要

從事中外醫學文化交流史、中國近現代醫學史和中國傳統醫學知識體系

研究。國家冷門絕學「十九世紀以前歐洲科學家對中醫認知研究」項目

負責人。出版專著 《 德貞傳 —— 一個英國傳教士與晚清醫學近代化 》、

《 步行者 — 聞玉梅傳 》、《 中外醫學文化交流史 》( 合著 )，主編 《 醫學

與歷史 》，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全國高等醫學院校本科規劃教材 《醫

學史 》 的副主編 ( 2019 年版 )，在海內外權威與核心刊物上發表論文。

歷任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訪問學者、英國格拉斯哥大學、華威大學訪問

學者、德國漢堡大學訪問學者、日本關西大學訪問學者以及法國高等社

會科學院訪問學者。

LHAMOKYI 拉毛吉 
西藏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院副研究員，博士，畢業於蘭州大學

民族學研究院。研究方向為藏族的天文歷算、民族學 ( 人類學 )、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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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民族誌等。西藏天文歷算學會理事、西藏天文學歷史。主持國家社

科基金項目2 項、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1 項，其他級別項目5 項。

合作參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等若干項。在

《 宗教學研究 》《 敦煌學輯刊 》《 西藏大學學報 》 等期刊發表論文 20 餘

篇。出版專著 《 時輪淨土 —— 拉卜楞寺堆闊爾扎倉研究 》。參加國際

國內學術會議近 20 次。

LI Wei 李巍 
北京大學文學博士，河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講 “ 古

代文學 ”“ 古代文論 ”“ 六朝小說 ” 等課程。研究方向為佛教譬喻文學、

中國文學批評史、六朝文論等，主要關注中國佛教與文學的關係、中古

小說、僧傳等議題，同時也從事佛典中英譯介等工作。發表譯作一部，

在 Religions 《 世界宗教研究 》《 華林國際佛學學刊 》 等期刊發表論文數

篇，主持河南省社科項目一項。

LIU Qi 劉琦 
劉琦，獲有哲學學士學位和佛教研究碩士學位，目前在麥吉爾大

學攻讀宗教研究博士學位。她的研究重點是佛教與現代科技的互動，

以及佛教修行對環境的影響。她把傳統文本分析方法與統計學數據分

析、民族誌研究相結合，探索了中國佛教徒對電子支付的應用、應用下

催生的新型宗教詐騙以及針對電子詐騙的監管手段。

NIU Weixing 鈕衛星  
現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教授、執行系主任。

主要從事天文學史、特別是中古時期中西天文學的交流與比較研究，是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漢唐時期沿絲路傳播的天文學研究」首席專家，

著有 《 西望梵天 —— 漢譯佛經中的天文學源流 》、《 唐代域外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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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 佛道二藏天文曆法資料整理與研究 》 等。

POON Chung-kwong 潘宗光 
畢業於香港大學，獲倫敦大學博士 (PhD) 及高級科學博士 (D.Sc.)

學位，曾在加州理工學院，南加州大學及多倫多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

投身教育 40 載，在 2009 年 1 月榮休以前，擔任香港理工學院及香港

理工大學校長長達 18 年。帶領學院在 1994 年取得大學地位，正名為

香港理工大學。從事化學研究，於 1985 及 1991 年兩度獲瑞典皇家科

學院邀請，提名諾貝爾化學奬候選人。2005 年與好友創辦 《 精進慈善

基金 》，並擔任會長，多年來資助超過 2000 名有經濟困難的內地年青

人完成本科課程，並幫助他們在人格品德方面的成長。屢獲殊榮包括

大紫荊勳章 (GBM)、傑出領袖 ( 教育 ) 等。曾獲委任為太平紳士 (JP)、

兩屆香港立法局議員 (1985-1991) 及三屆全國政協委員 (1998-2013)。退

休後全力從事個人修行、弘揚佛法及慈善事業。著作有 《 心經與生活

智慧 》、《 心經與現代管理 》、《 感恩這一課 》、《 佛教與科學 》、《 佛教

與淨土法門 》、《 我認識的佛教 - 增編版 》 等。

SHI Jizhen 釋寂真  
2000 年生本科學歷（佛學院 )。2016 年至 2022 年間於中國佛學

院普陀山學院學習預科及本科課程， 現為會稽山佛學高等研究院 ( 稽山

書院 ) 在讀研究生。

SIK Hin Hung 釋衍空 

倫敦大學文學碩士畢業，大乘佛教受戒僧，臨濟宗第 45 代傳人和

溈仰宗第10 代傳人。主要工作是 “ 重新包裝 ” 佛法，使其在當今世界

人們對覺得平易近人，更加 “ 用戶友好 ”。他曾擔任香港大學佛學研究

中心 (CBS) 的主任和創始研究員之一。目前，他是佛學研究中心佛教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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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碩士課程的高級研究員和主席。他出版了眾多有關佛教、佛教心理治

療、冥想的神經科學、佛教教育和個人成長的書籍和文章。他的研究

興趣包括：佛法治療、正念訓練課程、禪修、佛教生命教育、青少年

正念與禪修實踐、宗教誦經、廣東瑜伽焰口等。

SONG Shenmi 宋神秘 
上海中醫藥大學副研究員，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

院理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唐宋時期的天文學史、醫學史和科學技術

史，主持國家社科後期資助項目 ( 在研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

年課題 ( 结题 )、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青年課題 ( 结题 ) 各 1 項，發表

中英文學術論文和书评若干篇，翻譯學術專著 1 部，專著 2 本 ( 合著 )，

古籍整理 1 部 ( 合著 )，作為副主編參與 《 中華大典 ·天文典 》 的編纂。

WU Hua 吳華  
哲學博士，社會學博士後，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碩士生導師；從事宗教學理論、宗教社會學與佛教社會文化史的研究與

教學工作。主要著作： 《 民國成都佛教研究 (1912-1949)》《 空間政治

與城市治理：以當代佛教城鎮化問題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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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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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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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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ANG Meiqiao 張美僑 
浙江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後。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本科，北京師

範大學歷史學院碩士，日本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博士畢業。主要從事

中古佛教史、中日韓文化交流史與東亞佛教文獻研究，近期研究課題

為東亞視域下的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

ZHOU Liqun 周利群
北京外國語大學亞洲學院梵語巴利語教研室副教授，研究方向為

中印文化交流、佛教文獻學、天文學史等。代表作有專著 《〈 虎耳譬喻

經 〉 文本與研究 —— 中印間早期天文、曆法和文學的交流 》，論文 《 變

與不變：早期漢傳佛教文獻的天文學翻譯 》 等。主持 2018 年國家社科

基金冷門 “ 絕學 ” 和國別史等研究專項基金項目 “ 梵藏漢文佛經中的時

間測量文獻整理與研究 ”，參與國家社科重大課題若干，結項教育部項

目與校級項目若干。在國內外學術會議上報告二十多次，訪問印度、日

本、英國知名學術機構五次。2017-2020，北京外國語大學卓越青年教師； 

2017-2018 年，獲紐約李氏基金在英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訪學。2021 年

入選國際古代與中世天文史委員會 (CHAMA) 理事，中國印度文學研

究會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