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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佛教诠释学》一书从事大乘佛学之本体诠释学之创建，研究中国哲学史中的大乘佛学
所蕴含的丰富的本体诠释学意涵，兼论其根源之印度大乘佛学本体诠释学原初模型及其
中国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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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贤宗，现任台北大学中文系教授及中文系系主任、台北大学人文学院东西哲学与诠释
学研究中心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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