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怡寧  助理教授 

 

 

現職： 

 

法鼓文理學院人文社會學群生命教育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2023年 2月～）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兼任助理教授（2021年 7月～）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2019年 7月。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2002年 7月。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學士（外國語文學系輔系），1998年 7月。 

 

經歷：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標竿計畫博士後研究員（2022年 2月～2022年 12月）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2020年 1月～2021年 12月） 

 

學術榮譽與獎勵：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訪問學人（2022年 1月～2022年 12月） 

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聖嚴漢傳研究訪問學人（2022年 4月 15日～10月 15日） 

紀念蔡彥仁教授學術著作獎－博士論文獎（台灣宗教學會）（2020年 10月） 

科技部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 

：「修行在人間-台灣人間佛教現象的社會學考察」（2016.08-2017.07） 

Visiting Fellow, The European Research Center on Contemporary Taiwan (ERCCT), 

University of Tübingen (Germany). （2016.05.21-06.19） 

 

博士論文： 

 

宗教治理與文化創新：台灣人間佛教的現代性 

 

 

 

 

 



著作： 

 

（一）期刊論文： 

 

劉怡寧，2022，＜建設人間淨土──聖嚴法師復興漢傳禪法的現代化特徵＞。

《聖嚴研究第十五輯》，頁 375-404。 

 

劉怡寧，2017，＜關懷自身：禪修在當代西方世界浮現的社會學意涵＞。《臺灣

宗教研究》16(1): 113-146 。 

 

（二）專書論文 

 

劉怡寧，2022，＜第二章 佛教與現代性:多元文化脈絡的臺灣佛教變遷＞。頁

41-84，收入齊偉先主編，《入世、修持與跨界：當代臺灣宗教的社會學解

讀》，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劉怡寧，2017，＜中國情感，或佛教市場？＞。頁 323-365，收入吳介民、蔡

宏政、鄭祖邦主編，《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台

北：左岸。 

 

（三）研討會論文： 

 

劉怡寧，2022，＜牛的印跡：聖嚴法師復興漢傳禪佛教與西方正念運動的比較

＞。論文發表於「文本、敘事、經驗與修行：佛教禪修研究國際研討會」，

臺北：法鼓文理學院，2022年 12月 16-17日。 

 

劉怡寧，2022，＜戰爭與和平：從太虛大師與一行禪師出發的宗教社會學反思

＞。論文發表於「台灣宗教學會 2022 年會暨『當世賢者──宗教典範人

物』學術研討會」，台北：真理大學。2022 年 10 月 21-22日。 

 

劉怡寧，2022，＜行動的佛教徒：慈濟的宗教治理與自我修行＞。論文發表於

「第二十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人間佛教之全球化與在地化』

國際學術會議」，花蓮：慈濟慈善基金會，2022年 8月 27-28日。 

 

Liu, Yining. 2022. “Choosing Buddha or Ignorance？: Experiencing Spirituality from 

the Techniques of Chan Medit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in the Global East: Covid-19 Reflection and Civil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The 4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East Asian Society of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EASSSR）.” Taipei, Taiwa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ugust 13-14（online meeting）. 

 

劉怡寧，2022，＜心靈環保與禪修的全球化：以聖嚴法師西方弘化為案例的討

論＞。論文發表於「2022 心靈環保跨領域對話學術研討會」，台北：法鼓

文理學院，2022年 6月 30日至 7月 1日。 

 

劉怡寧，2022，＜後疫情的心理韌性：Covid-19 與人間佛教的入世實踐＞。論

文發表於「社會學與心理學的對話：後疫情時代的新生活挑戰」國際研討

會，台北：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2022年 3月 18-19日。 

 

劉怡寧，2021，＜後疫情時代下的身心安樂：從禪修與正念覺察談起＞。論文

發表於「後疫情時代的全球化與宗教世俗主義：從佛教視角觀察疫病與政

治」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輔仁大學宗教系，2021年 12月 10日至 11

日。 

 

劉怡寧，2021，＜自我轉化的修行技藝：社會學如何探索禪修（Meditation）？

＞。論文發表於「2021台灣社會學會年會－多樣性思考：跨學科與社會

學」，台北：東吳大學社會系，2021年 11月 27日至 11月 28日。 

 

劉怡寧，2021，＜禪對當代文明的啟發：從人間生活禪出發的考察＞。論文發

表於「第八屆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學術研討會」，上海大學文學院、

上海大學道安佛教研究中心、財團法人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主辦，線上

會議，2021年 9月 11日至 9月 12日。 

 

劉怡寧，2021，＜現代性、禪修與日常生活實踐：從中華禪法鼓宗出發的考察

＞。論文發表於「台灣宗教學會 2021年會『靜／境／鏡的力量』學術研討

會」。台灣宗教學會主辦，線上會議，2021年 9月 10日至 9月 11日。 

 

劉怡寧，2021，＜召喚心靈、療癒大地：從靈性生態學出發的省思＞。論文

（海報論文）發表於「2021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年會」，線上會議，2021

年 8月 23日至 8月 20日。 

 

劉怡寧，2021，＜建設人間淨土：聖嚴法師復興漢傳禪佛教的現代化特徵＞。

論文發表於「第八屆漢傳佛教與聖嚴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線上會議，

2021年 6月 28日至 6月 30日。 

 

劉怡寧，2020，＜佛教與現代性：多元文化脈絡的台灣佛教變遷＞。論文發表



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多元宗教與社會』主題研究小組工作坊--臺

灣宗教社會學的思辨與迴響：臺灣視角的在地建構與跨域交織」，台北：中

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20 年 12 月 18 日。 

 

劉怡寧，2020，＜超越社會距離，生命從未孤立：法鼓山的線上防疫策略＞。

論文發表於「2020 臺灣社會學會年會－疫起看社會：全球鉅變中的台灣社

會學」，台北：台大社會系，2020年 11月 28日至 11月 29日。 

 

劉怡寧，2020，＜學做人：台灣人間佛教的入世修行轉向＞。論文發表於「中

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第五屆博士後論壇」，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

所，2020年 9月 24日。 

 

Liu, Yining. 2019. "From Subjectivity to Ethics - The Modern Innovation of Dharma 

Drum Mountain Linage of Chan Buddhism." Paper presented at 2019 Sinophone 

Studies in Europe and the American: International Young Scholars Conference, 

Taipei, Taiwan: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in Taiwan and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of National Central Libary, November19-21. 

 

Liu, Yining. 2019. “Rethinking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from the Spiritual Ecology: 

The Case Study of Ling-Jiou Mountain Buddhist Society in Taiwan and in 

Myanma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ast-West Encounters and Religious Change 

in Modernizing East Asia- The 2n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East Asian 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Sapporo, Japan: Hokkaido University, July 

27-28. 

 

劉怡寧，2019，＜現代性與日常生活實踐－法鼓山心靈環保與心六倫的人間淨

土建構＞。論文發表於「2019聖嚴法師圓寂十周年紀念國際研討會–佛法與

社會科學」，台北：法鼓文理學院，2019年 6月 28日到 30日。 

 

Liu, Yining. 2018. “Modernity and Chan Practice for a Better Self: The case study of 

The Dharma Drum Mountain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lf, Others 

and Community- The 11th Next-Generation Global Workshop, Kyoto, Japan: 

Kyoto University, November 10-11. 

 

（四）其他著作 

 

劉怡寧，2023，＜如何謙卑面對「人類世」之生態危機？：靈性轉向的宗教生

態反思＞，《巷仔口社會學》，2.1上線



（https://twstreetcorner.org/2023/02/01/liu-yining/） 

 

劉怡寧，2020，＜信仰的創新與轉型：佛教為什麼走向人間？＞，《巷仔口社會

學》，10.13上線。

（https://twstreetcorner.org/2020/10/13/%E4%BF%A1%E4%BB%B0%E7%9A%8

4%E5%89%B5%E6%96%B0%E8%88%87%E8%BD%89%E5%9E%8B%EF%BC%9A%

E4%BD%9B%E6%95%99%E7%82%BA%E4%BB%80%E9%BA%BC%E8%B5%B0%E5

%90%91%E4%BA%BA%E9%96%93%EF%BC%9F/） 

 

劉怡寧，2020，＜遍地開花：宗教社會學的跨世代探索＞。《台灣社會學》（論

壇）40: 191-201。 

 

（五）社評 

 

劉怡寧，2021，＜佛陀之眼如何垂憐血腥的緬甸？＞。蘋果日報，第 11版，4

月 1日。 

 

劉怡寧，2020，＜【召喚傳統】「清真寺化」的聖索菲亞大教堂，將土耳其推向

何方＞，《蘋果新聞網》網路即時論壇「蘋評理」，07.16上線。

（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20200716/AJVFZW5AS2H7GHU3RTZKTFTEU

Q/） 

 

 

https://twstreetcorner.org/2023/02/01/liu-yining/
https://twstreetcorner.org/2020/10/13/%E4%BF%A1%E4%BB%B0%E7%9A%84%E5%89%B5%E6%96%B0%E8%88%87%E8%BD%89%E5%9E%8B%EF%BC%9A%E4%BD%9B%E6%95%99%E7%82%BA%E4%BB%80%E9%BA%BC%E8%B5%B0%E5%90%91%E4%BA%BA%E9%96%93%EF%BC%9F/
https://twstreetcorner.org/2020/10/13/%E4%BF%A1%E4%BB%B0%E7%9A%84%E5%89%B5%E6%96%B0%E8%88%87%E8%BD%89%E5%9E%8B%EF%BC%9A%E4%BD%9B%E6%95%99%E7%82%BA%E4%BB%80%E9%BA%BC%E8%B5%B0%E5%90%91%E4%BA%BA%E9%96%93%EF%BC%9F/
https://twstreetcorner.org/2020/10/13/%E4%BF%A1%E4%BB%B0%E7%9A%84%E5%89%B5%E6%96%B0%E8%88%87%E8%BD%89%E5%9E%8B%EF%BC%9A%E4%BD%9B%E6%95%99%E7%82%BA%E4%BB%80%E9%BA%BC%E8%B5%B0%E5%90%91%E4%BA%BA%E9%96%93%EF%BC%9F/
https://twstreetcorner.org/2020/10/13/%E4%BF%A1%E4%BB%B0%E7%9A%84%E5%89%B5%E6%96%B0%E8%88%87%E8%BD%89%E5%9E%8B%EF%BC%9A%E4%BD%9B%E6%95%99%E7%82%BA%E4%BB%80%E9%BA%BC%E8%B5%B0%E5%90%91%E4%BA%BA%E9%96%93%EF%BC%9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