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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歷 

斯里蘭卡克拉尼亞大學巴厘語佛學研究生院攻讀佛學高級文憑證書.  

斯里蘭卡克拉尼亞大學巴厘語佛學研究生院攻讀佛學文學碩士學位.  

斯里蘭卡克拉尼亞大學巴厘語佛學研究生院攻讀佛學哲學碩士學位.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宗教系攻讀佛學博士學位 

 

2. 研究興趣 

佛學應用研究 

戒律研究 

南傳佛教研究 

中國傳統研究 

 

mailto:jingyin@chuhai.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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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授課程 

3.1. 碩士課程 

佛教與管理(香港珠海學院佛學研究中心, 2019-) 

《六祖壇經導讀》(香港珠海學院佛學研究中心, 2016-2021) 

禪學與心理學(香港珠海學院佛學研究中心, 2016-2019) 

大乘佛教(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2002-2010) 

律制研究—歷史的發展與衝突 (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2002-2006) 

佛教的社會哲學 (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2002-2006) 

3.2. 博士讀程 

南北傳佛教比較研究(南京大學) 

佛學研究動態 

3.3. 在線課程 

《六祖壇經》導讀 

《六祖壇經‧弟子篇》 

《金剛經》導讀 

《金剛經名句賞析》 

《法華經》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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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性論翻譯研修班在線課程 

 

4. 研究項目 

七世紀中印佛教制度差異比較研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 

Research on Emotion and Practice of Buddhism (禪修對個人情感變化的影

響) (2008/05-2011/5,香港大學,兩篇論文發表於PloS One) 

Addressing Drug Misuse through Buddhism (《心經》自然戒毒療法) (2006/

09-2009/07,香港大學) 

Effective Use of Buddhist resources in Children’s Personal and Social D

evelopment Education (如何利用佛教資源推動香港中小學學生質素教育) (2006

/11-2009/11,香港大學) 

5. 出版  

5.1. 主編、統籌書籍 

1) 總策劃, 《三合一十全人格教育系列兒童繪本》 (新雅, 2009) (此套繪本獲中國

2009年「冰心兒童圖書獎」) 

2) 編委, 《乾隆大藏經》 (排印勘正句讀本, 中國書店, 2009) 

3) 主編, 《敦煌心靈之旅》 (香港商務印書館, 2004)，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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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編委, 《佛教與人生叢書》 (香港大學, 2003) 

5) 總策劃 & 主編, 英國中小學佛學教科書 (英文版) (一套四冊, 第一、二冊已出

版, 倫敦, 2001) (英國有四千多個大中小學採用此書為佛學教課書) 

6) 副主編, 《簡明標點大藏經》, (華僑出版社, 北京, 1998) 

 

5.2. 已出版的書 

1) 淨因 (2021),  《健劍長老紀念文集》，三聯書店。頁數：365。 

2) 淨因 (2021), 《智慧長老紀念圖文集》，三聯書店。頁數：328。 

3) 淨因 (2021),《佛教二千六百年入門》，香港:中華書局。頁數：349。 

4) 淨因 (2014),《金剛經‧心經導讀及譯注》。北京:中信出版社。頁數：201。 

5) 淨因 (2014),《淨土三經導讀及譯注》。北京:中信出版社。頁數：355。 

6) 淨因 (2013),《六祖壇經導讀及譯注》。北京:中信出版社。頁數：317。 

7) 《有佛法就有辦法》 (香港:天地, 2012) 

8) 《逆境中的從容》 (天地, 2010)， (中華書局, 2011) 

9) 《安忍精進》 (天地, 2009)， (中華書局, 2011) 

10) 《三個莫名其妙的問題》 (新雅, 2009)  

11) 《神鼠傲傲》 (新雅, 2009)  

12) 《為水而戰》 (新雅,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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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佛智今用》 (天地, 2008)，(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14) 《心經簡林》 (天地, 2007) 

15) 《佛教的孝道觀》 (東蓮, 2007) 

16) 《愚子心耕》 (東蓮, 2006) 

17) 《一念之間》 (香港商務印書館, 2005) ，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18) 《捨己為人》 (香港商務印書館, 2004)，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19) 《快樂之門》 (香港商務印書館, 2005 ) ，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20) 《果與因》 (香港商務印書館, 2004)，(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21) 《隨緣自在》 (香港:東蓮覺苑, 2006) 

22) 《煩惱化菩提》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4 ) 

23) 《干戈化玉帛》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4) 

24) 《五戒的現代意義》(上、中、下冊) (香港:東蓮覺苑, 2002-04)  

25) 《佛學教科書》第二冊 (英文版, 英國中學佛學教科書) (倫敦 Science, 2001) 

26) 《佛學教科書》第一冊 (英文版, 英國小學佛學教科書) (倫敦 Science 2000) 

27) 《標點百丈清規》(華僑出版社, 北京, 1998) 

6. 期刊論文 

6.1. 英文論文 

1) Leung MK, Chan CC, Yin J, Lee CF, So KF, Lee TM., 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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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ygdala-cortic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meditators (專業禪修者對

大 腦 杏 仁 核 - 皮 質 功 能 連 接 的 強 化 ). Neurosci Lett. 2015 Mar 

17;590:106-10. doi: 10.1016/j.neulet.2015.01.052. [SCI] [共同第一作者，

香港大學] 

2) Leung MK, Chan CC, Yin J, Lee CF, So KF, Lee TM., Increased gray 

matter volume in the right angular and posterior parahippocampal 

gyri in loving-kindness meditators仁愛冥想者右側角回和後海馬旁回中灰

質體積增多(Soc Cogn Affect Neurosci社會認知與情感神經科學(2013) 8(1): 

34-39 doi:10.1093/scan/nss076) [SCI] [共同第一作者, 香港大學] 

3) Lee TMC, Leung MK, Hou WK, Tany JCY, Jing Y, So KF, Lee CF, Chan 

CCH. Distinct Neural Activity Associated with Focused-Attention 

Meditation and Loving-Kindness Meditation. PLoS One. 2012; 7 (8): 

e40054. (專注靜坐和慈心禪靜坐對大腦活動的不同影響) [共同第一作者，香

港大學] 

4) Oral Transmission of the Vinaya in China,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Centre For Buddhist Studies, Sri Lanka, 2009 [佛教初傳中國時戒律的口傳

傳承, 《佛學研究》, 佛學研究所, 斯里蘭卡, 2009] 

5) Devadatta’s Personality and the Schism, Buddhist and Pali Studies: in 

Honour of the Venerable Professor Kakkapalliye Anuruddha,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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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KL Dhammajoti, Professor Y. Karunadasa, Centre of Buddhist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369-392[從提婆達多的性格再探僧

團分裂之因, 《佛學與利文研究—Anuruddha教授八十紀念專輯》, 香港大學. 

2009)] 

6) Death from the Buddhist view: Knowing the Unknown, Death, Dying 

and Bereavement, A Hong Kong Chinese Experience, 2006, Cecilia Lai 

Wan CHAN and Amy Yin Man CHOW,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93-103[佛教的死亡觀: 知與所知, 《生離死別與臨終關懷—香港的經驗》, 香

港大學出版社, 2006] 

7) Buddhism and Economic Reform in Mainland China, Chinese Religions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2006, James Miller, Santa Barbara: 

ABC-CLIO Press, pp85-100 [大陸佛教與市場經濟, 《中國宗教在當代社會》, 

Santa Barbara: ABC-CLIO Press, 加拿大, 2006] 

8)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angha and the emergence of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Vinaya,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Centre For 

Buddhist Studies, Sri Lanka, 2006, 4, 270-301[僧團的演變與三位一體的戒

律, 《佛學研究》, 佛學研究所, 斯里蘭卡, 2006] 

9) The Bodhisattva Precepts and Origin of the Mahayana School,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Centre For Buddhist Studies, Sri Lanka, 200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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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169-189 [菩薩戒與大乘佛教的起源, 《佛學研究》, 佛學研究所, 斯里蘭

卡, 2005 ] 

10) Buddhism in China, Musica Sacra International. (Germany, 1997) P‧

76-83.  

 

6.2. 中文論文 

1) 淨因 (2018)，人工智能时代的佛教教育，《佛学研究》，2018年第2期。 

2) 淨因 (2016)， 江淮—中國佛教的發詳地之一，《南朝佛教與金陵》。北京: 宗

教文化出版社。 

3) 淨因 (2016)， 從佛教教義教規的角度闡釋國法與教規的關係， 《國法與教

規關係研討文集》。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4) 淨因 (2016)，佛教教育的瓶頸和出路，《戰略與管理》。 

5) 淨因 (2015)， 義淨律學思想對戒律現代化研究的啟示，《國際佛學論叢 第

2輯 戒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6) 淨因 (2015)， “七級浮屠”考，《佛教文化研究》第二輯。江蘇人民出版社。  

7) 淨因 (2015)， 佛教現代弘法模式探索，《佛學研究》。 

8) 「七級浮屠」的哲理, 《國學新視野》, 2012年三月春季號 

9) 生存‧生活‧生命, 《國學新視野》, 2011年十月秋季號總第三期, 灕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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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40753740) 

10) 中國佛教的三個發祥地, 《華學》,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9 & 10, 1490-1508 

11) 建立佛教文獻資料庫初探, 《佛教與當代人文關懷》 , 高雄：佛光, 2008, 

359-382頁 

12) 從鑒真東渡的本願談 ‘以戒為師’的重要性, [J]. 《中國宗教》, 2007, (1) 

13) 惠能之南禪——佛教思想發展史上的第二次回歸, 《禪學研究》2001年, 第五

期 (南京大學) 

14) 大悲度眾生 正命不偷盜 (下) [J]. 《法音》, 2001, (3) 

15) 大悲度眾生 正命不偷盜 (中) [J]. 《法音》, 2001, (2) 

16) 大悲度眾生 正命不偷盜 (上) [J]. 《法音》, 2001, (1) 

17) 尊重生命 慈悲不殺 (下) [J]. 《法音》, 2000, (12) 

18) 尊重生命 慈悲不殺 (上) [J]. 《法音》, 2000, (11) 

19) 朴老與我的求學生涯[J]. 《法音》, 2000, (7) 

20) 從對傳統辦學指導思想之反思 談佛教教育的未來[J]. 《法音》, 2000, (4) 

21) 三位一體的戒律[J]. 《法音》, 1999, (11) 

22) 一代高僧──正果法師[J]. 《法音》, 1998, (1) 

23) 英倫歸來話佛教, 《法音》1998, (11) 

24) 論佛教的財富觀《法音》1993, (2, 4, 6) 

25) 佛陀的沉默, 《法音》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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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在為社會服務中發揮自身的價值, 《法音》1992年 

27) 一缽千家飯, 《法音》1992年 

28) 佛教的物質觀, 翻譯《法音》1991年 

29) 斷根」 的危機, (《信報財經月刊》, 2011 (7) 

30) 佛教反對任何形式的執著嗎, (《信報財經月刊》, 2010 (12) 

31) 香港佛教百年歷史回顧, (《信報財經月刊》, 2010 (9) 

32) 人生的四種思維, (《信報財經月刊》2010 (4) 

33) 悟性教育, (《信報財經月刊》, 2010 (2) 

34) 苦難與共業, 《信報財經月刊》, 2009 (12) 

35) 是非無定論, (《信報財經月刊》, 2009 (9) 

36) 人與自然, 以誰為本？ 《信報財經月刊》, 2009 (7) 

37) 化解煩惱的三個層面, 《信報財經月刊》, 2009 (3) 

38) 平衡人生的三種財富, 《信報財經月刊》, 2009 (1) 

39) 心靈海嘯, 《信報財經月刊》, 2008 (11) 

40) 禍福不二的人生, 《信報財經月刊》, 2008 (9) 

41) 無常的人生, 《信報財經月刊》, 2008 (7) 

42) 三種境界的人生, 《信報財經月刊》, 2008 (4) 

43) 中道的人生, 《信報財經月刊》, 2008 (1) 

44) 生活在分享的世界裡, 《信報財經月刊》, 200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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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境隨心轉, 《信報財經月刊》, 2007 (9) 

46) 心靈的回, 《信報財經月刊》, 2007 (7) 

47) 心無罣礙, 《信報財經月刊》, 2007 (5) 

48) 海外佛教見聞, 《會務通訊》北京, 1994 

49) 斯里蘭卡佛教現狀與思考, 《會務通訊》北京, 1994 

50) 宗教傳媒的定位與責任, 《覺群》, 2011 

51) 佛教教育價值取向辨析, 《覺群》, 2001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