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圆园员缘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

圆园员缘 晕藻憎泽造藻贼贼藻则 燥枣 陨灶贼藻则灶葬贼蚤燥灶葬造 蕴蚤葬蚤泽燥灶 悦燥皂皂蚤贼贼藻藻
枣燥则 阅怎灶澡怎葬灶早 杂贼怎凿蚤藻泽

高田時雄 柴劍虹

策 劃

郝春文

主 編

陳大爲

副主編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首都師範大學古文獻研究中心

主 辦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圆园员缘援 苑援 上海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幹事名單：

中摇 國：樊錦詩摇 郝春文摇 柴劍虹摇 榮新江摇 張先堂摇 鄭阿財（臺灣）

汪摇 娟（臺灣）

日摇 本：高田時雄摇 荒見泰史摇 岩尾一史

法摇 國：戴摇 仁

英摇 國：吴芳思摇 高奕睿

俄羅斯：波波娃

美摇 國：梅維恒摇 太史文

德摇 國：茨摇 木

哈薩克斯坦：克拉拉·哈菲佐娃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網頁：

澡贼贼责：辕 辕 憎憎憎援 扎蚤灶遭怎灶援 噪赠燥贼燥鄄怎援 葬糟援 躁责 辕 耀 贼葬噪葬贼葬 辕 陨蕴悦阅杂 辕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秘書處地址：

日本國摇 京都市摇 左京區北白川東小倉町 源苑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高田時雄教授摇 栽藻造：园苑缘 苑缘猿 远怨怨猿
陨晕杂栽陨栽哉栽耘 云韵砸 砸耘杂耘粤砸悦匀 陨晕 匀哉酝粤晕陨栽陨耘杂
运再韵栽韵 哉晕陨灾耘砸杂陨栽再 运再韵栽韵 远园远 愿圆远缘，允粤孕粤晕



书书书

圆园员缘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

目録

學術綜述

圆园员源 年敦煌學研究綜述 宋雪春（ 员 ）⋯⋯⋯⋯⋯⋯⋯⋯⋯⋯⋯⋯⋯⋯⋯⋯

圆园员源 年吐魯番學研究綜述 殷盼盼摇 朱艷桐（ 猿圆 ）⋯⋯⋯⋯⋯⋯⋯⋯⋯⋯⋯

英藏敦煌文獻基本情況研究綜述 宋雪春（ 缘园 ）⋯⋯⋯⋯⋯⋯⋯⋯⋯⋯⋯⋯

法藏敦煌文獻基本情況研究綜述 宋雪春（ 缘怨 ）⋯⋯⋯⋯⋯⋯⋯⋯⋯⋯⋯⋯

敦煌石窟藝術與中外石窟藝術關係研究綜述 祁曉慶（ 远苑 ）⋯⋯⋯⋯⋯⋯⋯

敦煌壁畫兵器研究綜述 伏奕冰（员园怨）⋯⋯⋯⋯⋯⋯⋯⋯⋯⋯⋯⋯⋯⋯⋯⋯

敦煌吐魯番文書所見唐代“自田”研究綜述 許鴻梅（员员源）⋯⋯⋯⋯⋯⋯⋯⋯

敦煌文獻中“神會禪籍”研究綜述 趙世金（员圆圆）⋯⋯⋯⋯⋯⋯⋯⋯⋯⋯⋯⋯

敦煌本《六祖壇經》近百年研究述評 趙世金（员猿源）⋯⋯⋯⋯⋯⋯⋯⋯⋯⋯⋯

蒙元統治敦煌史研究述評 陳光文（员源远）⋯⋯⋯⋯⋯⋯⋯⋯⋯⋯⋯⋯⋯⋯⋯

明清時期敦煌史研究述評 陳光文（员缘苑）⋯⋯⋯⋯⋯⋯⋯⋯⋯⋯⋯⋯⋯⋯⋯

會議介紹

一次石窟考古、佛教美術研究的盛會

摇 ———“圆园员源 敦煌論壇：敦煌石窟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張先堂摇 顧淑彦（员远苑）⋯⋯⋯⋯⋯⋯⋯⋯⋯⋯⋯⋯⋯⋯⋯⋯⋯⋯⋯⋯⋯⋯

吐魯番與絲綢之路經濟帶高峰論壇暨第五届吐魯番學國際學術

摇 研討會綜述 湯士華（员苑愿）⋯⋯⋯⋯⋯⋯⋯⋯⋯⋯⋯⋯⋯⋯⋯⋯⋯⋯⋯⋯

第三届“中國中世（中古）社會諸形態”國際研究生·青年學者

摇 學術交流論壇綜述 趙摇 貞（员愿猿）⋯⋯⋯⋯⋯⋯⋯⋯⋯⋯⋯⋯⋯⋯⋯⋯⋯

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漢化·胡化·洋化———新出史料中的中國古代社會生活”

摇 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高正亮（员怨员）⋯⋯⋯⋯⋯⋯⋯⋯⋯⋯⋯⋯⋯⋯⋯⋯

出版信息

《敦煌舞男班教程》出版 盧秀文（员怨苑）⋯⋯⋯⋯⋯⋯⋯⋯⋯⋯⋯⋯⋯⋯⋯⋯

書訊十則 陳摇 卿摇 陳菡旖等（员怨愿）⋯⋯⋯⋯⋯⋯⋯⋯⋯⋯⋯⋯⋯⋯⋯⋯⋯

書評

《伯希和西域探險日記 员怨园远—员怨园愿》評介 胡同慶（圆园缘）⋯⋯⋯⋯⋯⋯⋯⋯⋯

論著目録

圆园员源 年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録 宋雪春（圆园苑）⋯⋯⋯⋯⋯⋯⋯⋯⋯⋯⋯⋯⋯⋯

圆园员源 年吐魯番學研究論著目録 殷盼盼摇 朱艷桐（圆猿园）⋯⋯⋯⋯⋯⋯⋯⋯⋯

圆园员园 年日本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録 林生海（圆源园）⋯⋯⋯⋯⋯⋯⋯⋯⋯⋯⋯⋯

圆园员员 年日本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録 林生海（圆缘怨）⋯⋯⋯⋯⋯⋯⋯⋯⋯⋯⋯⋯

百年克孜爾石窟研究論著目録（员怨员圆—圆园员源） 張重洲（圆苑远）⋯⋯⋯⋯⋯⋯⋯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稿約 （猿园愿）⋯⋯⋯⋯⋯⋯⋯⋯⋯⋯⋯⋯⋯⋯

圆

圆园员缘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



书书书

圆园员源 年敦煌學研究綜述
宋雪春（上海師範大學）

摇 摇 據不完全統計，圆园员源 年度大陸地區出版的與敦煌學相關的學術專著 缘园
餘部，公開發表的研究論文 源园园 餘篇。兹分概説、歷史地理、社會、宗教、語言

文字、文學、藝術、考古與文物保護、少數民族歷史語言、古籍、科技、紀念文與

學術動態等十二個專題擇要介紹如下。

一、概摇 摇 説

本年度有關敦煌學人的學術評價，敦煌學研究史的回顧，敦煌學理論建

設，敦煌文獻的流散、整理、輯校與刊佈，敦煌文獻數字化建設的成果較多。

對於敦煌學人的學術總結和評價，主要涉及羽田亨、金維諾、饒宗頤、段

文傑、常書鴻等多位敦煌學研究專家。高田時雄《羽田亨與敦煌寫本》（《敦煌

研究》猿 期）介紹了歷史學家羽田亨於 员怨员怨 年旅居歐洲時收集了大量的敦煌

寫本照片，自 员怨猿缘 年起通過藥商武田長兵衛購買了 源猿圆 件李盛鐸舊藏寫本

後，又用了八年時間四處收購，使其敦煌寫本收藏數量達 苑猿缘 件，爲日本國内

敦煌寫本收藏之最。此外，羽田先生還積極收集日本各地古籍書店、博物館

以及中村不折等收藏家所藏敦煌寫本的圖片資料。鄒清泉《金維諾與中國美

術史學》（《敦煌研究》源 期）主要回顧了金維諾先生的學術成就，包括金維諾

與敦煌美術、對中國宗教美術史學的探索、與中國繪畫史研究等多個方面。

羅慧《饒宗頤與香港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猿 期）指出

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於 圆园 世紀 愿园 年代之後，以一人之力創立香港敦煌吐魯

番研究中心，身體力行促進海内外學者的交流合作，並發起主持多項大型研

究項目，對學界貢獻甚偉。王志鵬《饒宗頤與敦煌曲研究》（《華南師範大學學

報》猿 期）通過對饒宗頤的敦煌曲研究及其相關成果的考察，探討饒宗頤先生

在敦煌學研究及其他領域取得巨大學術成就的原因，爲敦煌學或其他研究提

供了一些理論思考。劉進寶《段文傑與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猿 期）通過

回顧段文傑先生創建敦煌研究院、創辦《敦煌研究》、創建中國敦煌石窟保護

研究基金會、大力延攬培養人才等事跡，指出段文傑先生具有强烈的愛國主

義與民族自尊心、寬闊的胸懷和高尚的人格、高尚的情操和集體主義精神。

常莎娜作爲常書鴻先生的女兒，撰有《走向敦煌》（《敦煌研究》猿 期）一文，回

顧了常書鴻先生從巴黎初識敦煌莫高窟，到排除萬難，不畏艱險率領敦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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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人員爲敦煌石窟的保護與研究付出艱辛努力的一生。

關於敦煌文化的建設與傳承方面，趙聲良、戴春陽、張元林著《敦煌文化

探微》（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以全新的視角和方法來探討絲綢之路與敦煌學

的相關問題。肖懷德《傳承弘揚敦煌文化的當代價值與路徑探索》（《敦煌研

究》圆 期）首先闡釋了傳承弘揚敦煌文化的當代價值，提出了當代闡釋、現代傳

播和現代審美等需要解決的問題；其次在總結傳承弘揚傳統文化的經驗和趨

勢的基礎上，爲傳承弘揚敦煌文化進行了具體的路徑探索。方廣錩《隨緣做

去摇 直道行之———方廣錩序跋雜文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收録了著者 员怨愿圆
年以來所寫的序、跋、書評、隨筆、博文、通訊等共 员园园 餘篇，内容涉及佛教文獻

研究、敦煌遺書研究、印度佛教與中國佛教研究及學術研究方法、規範等，也

有少量雜文，反映了作者三十多年來學術生涯的一個側面，具有重要的學術

價值。王家達《莫高窟的精靈：一千年的敦煌夢》（甘肅人民出版社）講述了

一個多世紀以來，一批中國知識分子爲敦煌的保護和研究事業殫精竭慮的動

人故事，真實而全面地反映了這些人身上爲民族文化事業勇於犧牲和敢於承

擔的優秀品質。

敦煌學研究史方面，有林世田、楊學勇、劉波《敦煌遺珍》（國家圖書館出

版社），全書共分六章，講述了敦煌學石窟被發現、國寶流散、劫餘解京的歷

史。伯希和著、耿昇譯《伯希和西域探險日記 员怨园远—员怨园愿》（中國藏學出版

社）附有伯希和於這次探險期間所寫的信件，兩者互補互證，對瞭解中國西北

地區的歷史和當時的情況具有重要價值。馬洪菊《葉昌熾與清末民初金石

學》（民族出版社）一書分爲五章，首先介紹葉昌熾青年時期的家世、師友以及

早期的學術經歷，緊接著詳細地論述了葉昌熾步入金石學領域的歷程。王冀

青《清宣統元年（员怨园怨 年）北京學界公宴伯希和事件再探討》（《敦煌學輯刊》圆
期）討論了北京學界公宴伯希和的前因後果，論證了公宴伯希和的日期爲

员怨园怨 年 员园 月 源 日，揭示了惲毓鼎致沈增植信在伯希和 员怨园怨 年北京之行研究

中的史料價值。王冀青《英國牛津大學藏斯坦因 员怨园苑 年敦煌莫高窟考古日

記整理研究報告》（《敦煌吐魯番研究》员源 卷）依據牛津大學包德利圖書館斯

坦因考古檔案，報告了斯坦因 员怨园苑 年在敦煌莫高窟的考古日記，爲學界提供

了諸多珍貴的歷史細節。蔡淵迪《跋胡適致顧頡剛書信兩通》（《敦煌學輯

刊》员 期）一文對 员怨圆远 年 员园 月 圆怨 日和 员圆 月 圆远 日胡適致顧頡剛的兩通書信

進行釋録和考證，認爲兩信内容涉及敦煌學、中國文學史、蒙元史等諸多方

面，是極爲重要的近代學術史料。晕葬贼澡葬造蚤藻 酝燥灶灶藻贼援 宰葬灶早 在澡燥灶早皂蚤灶蒺泽 再藻泽则泽 蚤灶
孕葬则蚤泽，员怨猿源—员怨猿怨（蒙曦《王重民先生在巴黎，员怨猿源—员怨猿怨》）（《敦煌吐魯番研

究》员源 卷）重點介紹了 圆园 世紀 猿园 年代，王重民先生在巴黎考察和調查敦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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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的事跡。杂怎泽葬灶 宰澡蚤贼枣蚤藻造凿援 云燥则藻蚤早灶 栽则葬增藻造造藻则泽 贼燥 阅怎灶澡怎葬灶早，员怨圆园—员怨远园（魏泓

《员怨圆园—员怨远园 年敦煌的外國訪問者》）（《敦煌吐魯番研究》员源 卷）介紹了 圆园
世紀 圆园 年代至 远园 年代，外國學者及考古愛好者訪問敦煌的史事。劉波《俞澤

箴與京師圖書館敦煌遺書編目工作》（《敦煌吐魯番研究》员源 卷）论述了俞澤

箴對京師圖書館敦煌遺書編目工作的重要貢獻。秦樺林《“敦煌學”一詞的術

語化過程》（《敦煌研究》远 期）認爲敦煌學一詞的術語化過程實際上主要由中

國學者在 圆园 世紀 源园 年代推動完成，並作爲學科名被最終確立下來。

樊錦詩主編《專家講敦煌》（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作爲“敦煌文化與絲

綢之路叢書”之一，主要包括樊錦詩主講的《絲綢之路與敦煌莫高窟》、柴劍虹

主講的《敦煌文化遺産的人文環境和文化特性》、包銘新主講的《敦煌圖像中

的中國古代北方少數民族服飾》、李重申主講的《古代體育的真實畫卷———敦

煌與古代體育》和趙聲良主講的《敦煌：中國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美術新動

向》。這些講座内容涉及敦煌與絲綢之路的歷史文化、敦煌古代少數民族服

飾、敦煌古代體育、古代敦煌藝術對現代美術發展的影響等。鄭煒明《香港大

學饒宗頤學術館十周年館慶同人論文集：敦煌學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共收

録學術館同人有關敦煌學論文計十餘篇，論文内容豐富、涉獵廣泛，既有考

古、洞窟及遺址等考察，又有變文、樂名以至中外敦煌學家的評説；既有原創

論文，又有翻譯作品；既有新知，又有經典，中西並蓄。郝春文主編《圆园员源 敦煌

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上海古籍出版社）爲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圆园员源 年

年刊，刊發的學術研究綜述有 圆园员猿 年敦煌學、吐魯番學，圆园园怨 年至 圆园员猿 年臺

灣地區敦煌學、日本杏雨書屋藏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等，並有近期的學術會

議介紹，同時刊發了與學術綜述相關的書目數篇。胡中良《圆园员猿 年國内吐蕃

研究論著目録》（《敦煌學輯刊》圆 期）對 圆园员猿 年度中國大陸地區出版發行的

有關吐蕃研究的論著進行匯總。

敦煌文獻的整理、校釋與刊佈取得新的重要成果。郝春文主編《英藏敦

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十一卷於 圆园员源 年 愿 月出版，

釋録了《英藏敦煌文獻》第四卷所收寫本 杂援 圆园怨圆—杂援 圆猿缘圆 號，並對每一件文

書的定名、定性和寫本形態、研究狀況等給予介紹和説明。敦煌文獻的圖版

影印出版有了新進展。方廣錩、吴芳思主編《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本年度出版該書第 猿员—源园 分册，圖録編號自 杂援 员怨远员
至 杂援 圆源猿猿 號。另外，方廣錩《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敦煌研究》猿
期）用一系列翔實的數據，從文物、文獻、文字三個方面對國圖藏敦煌遺書作

了較爲全面的介紹，反映了國圖敦煌遺書的現狀及其研究價值，最後指出敦

煌遺書的發現將爲我國寫本學的創建奠定堅實的基礎。金雅聲、趙德安、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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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主編《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第六册出

版，著録編號至 陨蕴韵援 栽陨月援 允援 灾韵蕴援 缘猿苑员 號。金雅聲、郭恩主編《法國國家圖書

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年度出版至第十六册，著録編

號爲 孕援 栽援 员猿圆圆—孕援 栽援 员猿缘圆。于華剛、翁連溪《世界民間藏中國敦煌文獻（第

一輯）》（中國書店出版社）出版，中國書店出版社將百餘年來散失各地的藏家

手中的敦煌文獻逐一徵集、編輯，該叢書將爲全面整理敦煌文獻作出重要

貢獻。

“敦煌遺書數據庫”的建成，極大地推動了敦煌文獻數字化的建設。《國

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敦煌遺書數據庫”建成》（《上海師範大學學報》远 期）報

告了由方廣錩任首席專家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敦煌遺書數據庫”已順

利通過專家評審、正式結項的信息，其中指出“敦煌遺書數據庫”對敦煌文獻

的整理和研究具有重大的推動意義。魏泓《國際敦煌項目（ 陨阅孕）———敦煌與

新疆的古文獻及文物的數字化儲存與訪問》（《敦煌研究》猿 期）簡要介紹了

陨阅孕 在 员怨怨源 年啓動至今 圆园 年間的工作與成就，討論了 陨阅孕 對藏經洞文物的

研究所産生的巨大影響以及今後工作的主要目標。

有關敦煌哲學的探討依然是本年度的一個熱門議題，涉及生態哲學、學

科體系建構、方法論建設和管理哲學等多個思想層面。李并成《敦煌文獻中

藴涵的生態哲學思想探析》（《甘肅社會科學》源 期）指出被譽爲“百科全書”式

的敦煌文獻，保存了一批彌足珍貴的古代生態環境方面的資料，其中藴涵著

豐富的生態哲學思想的光輝。楊利民《敦煌哲學的學科體系建構》（《甘肅社

會科學》缘 期）認爲敦煌文化和敦煌學研究的内在邏輯、敦煌哲學學術研究及

未來發展需要決定了敦煌哲學學科體系建構的必要性。閆曉勇、顔華東《略

論敦煌哲學及其方法論》（《甘肅社會科學》员 期）指出：敦煌哲學是適時探究

和構建敦煌學體系的必要理論嘗試，而敦煌哲學方法論又是敦煌哲學不可或

缺的組成部分，是推動敦煌學研究的重要工具。徐曉卉《敦煌社邑文書反映

的管理哲學思想管窺》（《甘肅社會科學》缘 期）指出大量的敦煌社邑文書非常

真實地反映了中古時期民間社會的管理哲學思想：重視人文關懷的人本思

想、重視經濟收益的功利性價值觀、重視禮義廉恥的倫理觀、重視患難與共的

集體意識、重視民主平等的法治理念。

相關論文還有王晶波《敦煌文獻書寫符號的普查與分類研究》（《敦煌研

究》缘 期），文章將敦煌文獻中的書寫符號按照性質、作用分爲標示性符號、應

用性符號、校改性符號和表意性符號四個大類，概括總結了各類符號的源流

特點和使用情況，並探討了敦煌文獻書寫符號在符號發展歷史中的作用和意

義。方廣錩《敦煌遺書寫本特異性———寫本學劄記》（《敦煌吐魯番研究》员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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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先指出敦煌遺書具有唯一性和流變性的特點；其次從四個方面概括了

敦煌遺書的特異性：反向抄寫、錯亂行款，正面可綴、背不可綴，爪剖舊卷、另

組新卷，後人著録、誤作原題。董華鋒、林玉《四川博物院藏兩件敦煌絹畫》

（《文物》员 期）介紹了四川博物院所藏兩件敦煌藏經洞所出絹畫：一爲開寶二

年（怨远怨）張定成繪千手千眼觀音像；二爲建隆二年（怨远员）樊再昇繪水月觀音

像。譚世寶《敦煌的詞源再探討》（《敦煌研究》员 期）通過對有關傳世文獻源

流的分析研究，再次强調“燉煌”爲漢語而非胡語音譯。馬德《敦煌遺書研究

誤區檢討》（《敦煌研究》猿 期）一文指出敦煌遺書研究中存在著易取難避、順

採逆捨、迷信名家大師、先入爲主、以今量古、以古當今等一些誤區，原因在於

研究者們還需要全面的基礎訓練和堅持不懈的治學精神。石塚晴通、唐煒

《從紙材看敦煌文獻的特徵》（《敦煌研究》猿 期）從對敦煌文獻全貌的考察出

發，説明了在科學分析紙張材料的基礎上探索敦煌文獻特徵的研究方法。有

關國内外不同藏地的敦煌吐魯番文物和文獻的介紹，主要有波波娃《俄羅斯

科學院檔案館 悦·ф·奥登堡館藏中文文獻》（《敦煌吐魯番研究》员源 卷）系統

介紹了奥登堡的學術背景和他率領的中亞考察隊在新疆、敦煌地區所獲文物

的情況。王素《印度新德里國立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等地文物》（《敦煌吐魯

番研究》员源 卷）介紹了在新德里國立博物館展廳所見的斯坦因於第二、第三次

中亞考察時在敦煌吐魯番所獲的文物，指出將英國博物館和印度新德里博物

館中的相關展品相互比較研究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二、歷 史 地 理

敦煌史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歸義軍史、民族交往史、經濟史、法律史以

及敦煌漢簡等方面。

政治史方面，鄭炳林、杜海《曹議金節度使位繼承權之爭———以“國太夫

人”、“尚書”稱號爲中心》（《敦煌學輯刊》源 期）認爲曹議金時期曹元德與天

公主之子“尚書”圍繞節度使繼承權展開爭奪，最終天公主生子“尚書”在政治

鬥爭中被清洗。杜海《曹議金權力枝系考》（《敦煌學輯刊》圆 期）考察了曹氏

家族的權利關係，指出其一方面聯合敦煌地區的實力派家族獲得支持，同時

大力扶持佛教，利用佛教在敦煌百姓中的影響鞏固政權，另外還提拔普通家

族的子弟以鞏固基層統治。戴春陽《沙州刺史李庭光相關問題稽考》（《敦煌

研究》缘 期）據相關碑文本身所藴涵的年代背景信息和相關文獻、文物資料，就

碑文本身所書特點、時代、身份和籍貫四個方面論證了碑主爲李庭光，揭示其

任沙州刺史的時間當爲長安四年（苑园源）至景龍四年（苑员园），碑文撰寫於景龍四

年。余欣、周金泰《從王化到民間：漢唐間敦煌地區皇家〈月令〉與本土時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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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源 期）梳理了敦煌文獻中的時令内容，指出敦煌時令文獻可大致分爲

兩類：一類是由中央王朝頒行的皇家《月令》，另一類則是配合敦煌地域特色

而生成的本土時令。樓勁《證聖元年勑與南北朝至唐代的旌表孝義之制———

兼論 杂援 员猿源源 號敦煌殘卷的定名問題》（《浙江學刊》员 期）一文指出：旌表孝義

是體現古代中國基本倫理和核心價值的政治舉措，有著深厚的社會基礎和廣

泛的影響，並論述了南北朝“旌表孝義”與證聖元年勑的歷史背景、證聖元年

勑的删定施用與 杂援 员猿源源 號敦煌殘卷的定名問題等。孟憲實《武則天時期的

“祥瑞”———以〈沙州圖經〉爲中心》（《敦煌吐魯番研究》员源 卷）通過對《沙州

圖經》的解析，一窺武則天時代“祥瑞”狀況和“造神運動”。

陳光文《〈良吏傳〉輯考———以敦煌遺書與傳世類書爲中心》（《中國典籍

與文化》猿 期）主要對《良吏傳》及其作者鍾岏進行考證與研究，並結合敦煌遺

書與傳世類書對《良吏傳》内容進行輯佚。楊寶玉《法藏敦煌文書 孕援 圆怨源圆 作

者考辨》（《敦煌研究》员 期）探討了法藏敦煌文書 孕援 圆怨源圆 的作者問題，指出該

卷爲判、牒、狀文集抄，筆跡一致只能説明爲同一人所抄，但抄寫者並不等於

原作者，作者問題必須考析公文内容並結合當時河西西域地區的歷史背景綜

合考慮來解決。宗俊《法藏敦煌文書 孕援 圆怨源圆 相關問題再考》（《敦煌研究》圆
期）認爲 孕援 圆怨源圆 號文書爲唐代吐蕃佔領河隴之際的官方文書，其中的“尚

書”、“使主”、“副帥”、“元帥”爲同一人，但並非楊志烈或楊休明，而是崔漢衡

墓誌所記“俄屬艱難，春官卿尚衡總戎河右”之句中的禮部尚書尚衡。郭俊葉

《莫高窟第 源缘源 窟窟主及其甬道重修問題》（《敦煌研究》员 期）通過對莫高窟

第 源缘源 窟甬道南壁的重修痕跡進行解讀，認爲該窟在曹延禄之世進行了重修，

重修者有可能是慕容氏。鄭怡楠《翟法榮與莫高窟第 愿缘 窟營建的歷史背景》

（《敦煌學輯刊》圆 期）一文認爲該窟的修建時間在張議潮開鑿了第 员缘远 窟紀

念收復河西和晉昇司空之後，作爲僧團首領的翟法榮爲自己修建了紀念晉昇

都僧統的第 愿缘 窟。張存良《新出〈魏哲墓誌銘〉及相關問題》（《敦煌學輯刊》

员 期）一文以新出《魏哲墓誌銘》爲主，結合初唐楊炯所作《唐右將軍魏哲神道

碑》等傳世文獻，對魏哲的生平和相關史事進行考述。馮培紅《敦煌大族、名

士與北涼王國———兼論五涼後期儒學從大族到名士的轉變》（《敦煌吐魯番研

究》员源 卷）論述了段業北涼與敦煌大族的獨立動向、沮渠氏北涼王國中的敦煌

大族、敦煌名士與沮渠氏北涼的文化建設，同時論及五涼後期儒學從大族到

名士的轉變過程。

民族交往方面，許序雅《從敦煌吐魯番文書看唐朝對來華九姓胡人的管

理》（《西域研究》圆 期）一文指出：唐代留居中國的九姓胡人身份分爲著籍

者、非著籍者、“投化胡家”和“胡客”四大類，唐朝政府對於這四類九姓胡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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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同的管理方式。陸離《關於吐蕃統治敦煌時期部落使的幾個問題》（《唐

史論叢》圆 期）一文據漢藏史料對吐蕃統治敦煌的部落使的設置沿革進行了一

些探討，以期能夠將對該問題的研究引向深入。仇鹿鳴《〈藥元福墓誌〉

考———兼論藥氏的源流與沙陀化》（《敦煌學輯刊》猿 期）一文藉助新發現的藥

元福墓誌提示的信息，認爲活躍於五代的藥氏，應出自沙陀三部落，同時認爲

根據墓誌可對其族屬源流及沙陀化的過程做一些推測，並有助於重新認識沙

陀族群構造的複雜性。陳粟裕《五代宋初時期于闐王族的漢化研究———以敦

煌石窟中的于闐王族供養像爲中心》（《美術研究》猿 期）認爲在佛事活動上，

于闐人與敦煌民衆趨於一致，寫經、造像並無二致，體現出于闐王族在服飾制

度、佛教信仰方式上的漢化趨勢。趙和平《尉遲氏族源考———中古尉遲氏研

究之一》（《敦煌吐魯番研究》员源 卷）依據傳統史籍和敦煌文獻氏族譜材料，考

證了尉遲氏的地望和族源，並對《魏書·官氏志》提到的“西方尉遲氏”提出了

新的解釋。同氏《于闐尉遲氏源出鮮卑考———中古尉遲氏研究之二》（《敦煌

研究》猿 期）通過梳理目前已知于闐王尉遲氏的世系，及對公元 源源缘 年吐谷渾

主慕利延入于闐，“殺其王，有其地”等問題的討論，認爲于闐尉遲氏屬於吐谷

渾之一部分，乃 缘 世紀中慕利延入于闐後留作統主者。

關於敦煌地理、交通的考證比較集中，李并成《漢酒泉郡十一置考》（《敦

煌研究》员 期）在反復實地考察的基礎上，結合對有關文獻的考證，對於敦煌懸

泉Ⅱ园圆员源①：员猿园 簡中所記漢酒泉郡十一所置的設立及其位置進行了考證。

高榮《漢代張掖屬國新考》（《敦煌研究》源 期）指出張掖屬國的設置年代爲元

封四年（前 员园苑），設置張掖屬國是爲了安置歸降的小月氏部落，故其民族構成

也以小月氏爲主，漢代張掖屬國的設立爲切實“隔絶羌胡”、實現“斷匈奴右

臂”的戰略，發揮了重要作用。交通方面，劉滿《北朝以來炳靈寺周圍交通路

綫考索》（《敦煌學輯刊》猿 期）通過對比不同時代的文獻認爲，進出炳靈寺只

有崎嶇的山間小路，是没有道路、渡口和橋樑的，宋人記載中所謂的“炳靈寺

橋”即當時河州地區唯一的河橋安鄉關下的浮橋。王使臻《晚唐五代宋初川

陝甘之間的交通與文化交流———以敦煌文獻爲主的考察》（《成都大學學報》源
期）從晚唐五代宋初四川、陝西、甘肅之間的交通路綫著眼，用歷史文獻的研

究方法，深入挖掘敦煌文獻中包含的歷史、地理價值，探討唐宋時期信息傳遞

的具體過程，以研究唐宋時期社會生活的細節風貌。陳濤《日本杏雨書屋藏

敦煌本〈驛程記〉地名及年代考》（《南都學壇》缘 期）一文指出，敦煌本《驛程

記》涉及的地名共有 圆员 處，其中可以考證的地名有 员员 處，有待進一步考證的

地名有 员园 處，作者通過對文書有關地名的考釋，推測敦煌本《驛程記》的具體

成書年代應在唐宣宗大中五年。牛來穎《舟橋管理與令式關係———以〈水部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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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與〈天聖令〉爲中心》（《敦煌吐魯番研究》员源 卷）通過研究《水部式》和《天

聖令》中的相關記載，考察了蒲津橋與《水部式》成文年代的關係以及舟橋管

理和法典中的令式關係等問題。

經濟史方面，張新國《唐代吐魯番與敦煌地區受田差異初探———以敦煌

吐魯番文書爲中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员 期）通過比較兩地“受田情況”個

案差異的現象，揭示兩地在“受田方面”的整體差異，認爲這種差異是吐魯番

地區水資源匱乏、可耕地較少的體現。徐曉卉《歸義軍時期敦煌的“官布”》

（《中國農史》员 期）一文指出在傳統文化和西州文化的影響下，敦煌歸義軍政

權把棉質官布當作通用貨幣向民衆徵納“官布税”，由此敦煌社會把這種尺寸

規格的棉布演變成了棉質布的一個品種———“官布”，這進一步説明公元九至

十世紀時的敦煌地區没有普遍種植棉花。楊榮春《吐魯番出土〈北涼神璽三

年（公元三九九年）倉曹貸糧文書〉研究》（《敦煌學輯刊》源 期）一文認爲，《北

涼神璽三年倉曹貸糧文書》反映了段氏北涼統治已達高昌、實行了“常平倉”

制度、郡縣屬官制度相當完備等情況。郝二旭《唐五代敦煌農業祭祀禮儀淺

論》（《農業考古》源 期）通過對與農業生産緊密相關的祭祀儀式如籍田、祭社

稷、祭風師、祭雨師、祭雷神、祭青苗神、送蝗蟲等進行整理和考證，在很大程

度上還原了當時這一地區農業祭祀禮儀的基本狀況，並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

唐代農業祭祀禮儀的基本内容。

陳菊霞《辨析有關平康鄉人的敦煌文書》（《敦煌研究》源 期）通過分析敦

煌藏經洞所出有關平康鄉或平康鄉人的文書中人名的關聯性，認爲 孕援 源远怨猿、
杂援 远员圆猿 等多件文書也是有關平康鄉人的敦煌文書，並簡要概述了平康鄉的地

界、居民、寺院分佈以及居民的生活狀況。趙大旺《“觀子户”還是“館子

户”———敦煌寫本〈索鐵子牒〉再探》（《敦煌研究》缘 期）首先整理了學界對於

“觀子户”的研究成果，對部分内容的釋讀提出新的看法，推定補充了原文書

部分殘缺的内容，並認爲“觀子户”乃“館子户”之音訛，並結合唐宋時期的重

處色役問題進行論述。寇克紅《“都鄉”考略———以河西郡縣爲例》（《敦煌研

究》源 期）認爲都鄉是在當時政治分裂、戰爭頻繁、人口流徙等社會動亂的背景

下産生的，是封建社會前期治理基層社會的過渡政權形式，對社會穩定起過

重要作用，但隨著隋唐大一統局面的形成，“都鄉”制度宣告終結。關尾史郎

《“五胡”時代户籍制度初探———以對敦煌·吐魯番出土漢文文書的分析爲中

心》（《敦煌吐魯番研究》员源 卷）以户籍及相關文獻爲考察對象，從户籍格式、

户籍製作程序、家口帳等三個方面討論了五胡十六國時期的户籍制度。

法律史方面，馮卓慧《唐代民事法律制度研究———帛書、敦煌文獻及律令

所見》（商務印書館）從解讀帛書、石刻文獻、唐代律令，以現代民法即羅馬私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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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體系框架仔細梳理史料，系統論述了中國古代具有豐富而細密的民事、經

濟法律規範制度。顧凌雲《唐代實判的判案依據研究》（《敦煌學輯刊》员 期）

通過對敦煌出土的唐代實判的考察，發現唐代刑事案件的判案依據爲唐律，

民事與行政案件的判案依據分别爲情理與政局的安全性和可控性。同氏《敦

煌判文殘卷中的唐代司法建議初探》（《敦煌研究》猿 期）通過對敦煌出土的唐

代判文殘卷的考察，指出司法建議在唐代就已經存在。

對肩水金關漢簡的相關問題進行探討的成果主要有：黄艷萍《〈肩水金關

漢簡（壹）〉紀年簡校考》（《敦煌研究》圆 期）指出 圆园员员 年出版的《肩水金關漢

簡（壹）》中有紀年信息的簡牘約 源怨苑 枚，文章對其中一些年朔矛盾、紀年待考

的紀年簡進行校考，以期有助於這批簡牘的分期斷代。另有羅見今、關守義

《〈肩水金關漢簡（貳）〉曆簡年代考釋》（《敦煌研究》圆 期）對 圆园员圆 年出版的

《肩水金關漢簡（貳）》中 员苑 枚曆譜散簡、怨 枚紀年殘簡和 愿 枚月朔簡的年代

進行考釋，同時對多片斷簡予以綴合。還有張英梅《試探肩水金關漢簡中

“傳”的制度》（《敦煌研究》圆 期）一文對肩水金關漢簡中“傳”的制度作了新

的研究，討論了庶民因公私事、吏員因公私事，刑徒、降者等人員過關申請

“傳”程序的相同與不同點，探討了“傳”的使用以及“傳”制度本身所存在的

缺陷。另外，關於居延漢簡的研究，馬克冬、張顯成《〈居延新簡〉所記屯戍信

息及其價值考論》（《敦煌研究》圆 期）一文指出《居延新簡》中有關屯戍的詞語

可彌補傳世文獻之不足，可幫助我們更清楚地瞭解漢代的屯戍制和邊塞吏卒

的工作、生活等情況，對這些詞語的新認識，有助於大型語文辭書的編纂和

修訂。

三、社摇 摇 會

對於敦煌社會的研究，主要涉及占卜文書、鄉村組織與庶民生活、喪葬禮

俗、娱樂與體育等多個方面，其中尤以占卜文獻的研究成果最爲顯著。鄭炳

林、陳于柱《敦煌占卜文獻敍録》（蘭州大學出版社）於本年度出版，敍録内容

包括易占、卜法、式法、天文占、宅經、葬書、禄命書、發病書、夢書、相書、婚嫁

占、鳥占、逆刺占、走失占、雜占，兼及生理占、洗頭沐浴占、十二因緣占、時日

宜忌、七曜占、六十甲子占、出行占、護宅神曆卷、厭禳述秘法等各種占法或厭

禳書。黄正建《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訂版）》（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出版，全書包括敦煌占卜文書的存世與研究概況，敦煌占卜文書的類

型及其與傳世典籍的比較，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敦煌占卜文書研究

的回顧與展望，敦煌占婚嫁文書與唐五代的占婚嫁等内容。王祥偉《日本杏

雨書屋藏敦煌文書羽 园源源 之〈釜鳴占〉研究》（《文獻》源 期）一文對羽 源源《百怪

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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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的“釜鳴占”進行校録和推補復原，並對其中涉及的“占驗法”和“厭勝

法”進行了討論，最後對此種占法在古代社會中的應用情況作了説明。陳于

柱、張福慧《敦煌藏文寫卷 杂援 远愿苑愿灾〈金龜擇吉占走失法〉研究》（《中國典籍與

文化》员 期）指出 杂援 远愿苑愿灾 是唯一一件涉及出行占、婚嫁占及失物占的敦煌藏

文術數文獻，這件文書的揭出彌補了相關敦煌漢文文獻的缺陷和不足，再現

了唐宋時代龜占圖文的完整樣貌，並爲推進唐宋漢、藏文化交流史與西北吐

蕃移民社會史研究提供了珍貴的一手資料。此外，陳于柱、張福慧《日本杏雨

書屋藏敦煌文獻羽 源圆 背〈雲氣占法抄〉整理研究》（《天水師範學院學報》员
期）指出羽 源圆 背《雲氣占法抄》寫本與此前已知的敦煌本雲氣占書均不同，但

和多部傳世本天文氣象占典籍有著共同的卜辭來源，其創製時間很可能是在

漢代。此件寫本的刊佈，進一步擴展了學界對中國古代天文氣象占文獻的認

識，有助於保存並豐富古代的天文資料，並爲學界整理和研究中國古代天文

氣象占文獻提供了新的素材。

對於鄉村組織與社邑的研究，孟憲實《敦煌文獻折射中國傳統農村組織

“鄉土本色”》（《中國社會科學報》圆园员源 年 员 月 愿 日）一文指出敦煌民間文獻

展現社邑組織結構，民間社邑代表民間文化傳統，通過敦煌文獻可以重新估

量中國的傳統，尤其是社會的組織傳統。趙青山《隋唐宋初寫經社邑考

略———以敦煌寫經題記爲中心》（《敦煌研究》员 期）指出寫經社邑是一群爲積

累功德、獲取福報的信徒組成的抄經團體，其規模視所抄寫的佛經多少和財

力大小而定；寫經社邑内組織較爲簡單，所需財力由邑子承擔，抄寫的佛經送

入寺院供養；佛經抄寫完畢，寫經社邑隨之解散。趙玉平《唐五代宋初敦煌春

秋二社變遷新議》（《敦煌研究》缘 期）指出春秋二社的官方祭祀活動在唐宋之

際轉變成了佛教齋會，可看出傳統的祭祀活動在本土文化、禮儀和外域文化

的碰撞與交融中，是如何維繫自己的職能與地位的，同時也是中國傳統文化

與外來佛教相互適應發展的寫照。朱鳳玉《敦煌通俗字書所呈現之唐五代社

會文化研究芻議———以敦煌寫本〈俗務要名林·飲食部〉爲例》（《敦煌吐魯

番研究》员源 卷）考察了敦煌文獻中通俗字書所展現的唐五代的社會生活，尤其

是當時庶民的生活文化。

喪葬禮俗方面，王銘《菩薩引路：唐宋時期喪葬儀式中的引魂幡》（《敦煌

研究》员 期）一文認爲帶有明顯佛教特點的引魂幡，是儒家旌旗制度在中古佛

教影響下的一種變體，唐宋時期佛幡與儒家傳統旌旗在喪葬儀式中的融合與

創造，形成了引魂幡。賈小軍《榜題與畫像：魏晉十六國河西墓葬壁畫中的社

會史》（《敦煌學輯刊》圆 期）一文對魏晉十六國河西墓葬壁畫中的榜題指代内

容進行分類，認爲這些榜題廣泛分佈於敦煌、嘉峪關、酒泉、高臺等地，書寫靈

园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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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書法多樣，反映了魏晉十六國時期豐富的河西社會歷史。吴浩軍《河西鎮

墓文叢考（一、二）———敦煌墓葬文獻研究系列之五》（《敦煌學輯刊》员、猿 期）

作爲敦煌墓葬文獻研究系列成果的組成部分，結合傳世文獻及田野調查所

獲，進行文字校勘和河西歷史地理、喪葬風俗、民間信仰以及語言文字、書法

等諸多方面的考察，以探討其文獻和歷史價值。喬輝、張小涓《法藏敦煌西域

文獻〈喪禮服制度〉寫本殘卷考索》（《西藏大學學報》员 期）一文結合相關禮書

對殘卷内容及杜佑禮圖之作進行考釋，認爲殘卷有部分錯誤，然《喪禮圖》的

内容較之前代有不少創新之處，又杜佑《唐禮圖》爲禮學史上的創新之作。

娱樂與體育方面，王晶波《從敦煌寫本看〈靈棋經〉的源流演變》（《敦煌

學輯刊》源 期）一文結合傳世文獻和敦煌抄本，對《靈棋經》一書的作者、注者

及系統源流等相關問題進行了詳細考察，釐清了流傳過程中的謬誤，爲全面

認識這部文獻提供了有益的視角和資料。趙貞《杏雨書屋藏羽 源员砸〈雜字一

本〉研究———兼談歸義軍時期的童蒙識字教育》（《敦煌學輯刊》源 期）一文指

出融入童蒙教材中的“時用要字”顯示了沙州官學童蒙教育較强的實用性和

通識性特點，對於弘揚敦煌鄉土文化，凝結瓜、沙官民的地方保護意識，激發

民衆給予歸義軍的濃厚熱情，乃至鞏固歸義軍政權，都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叢振《古代敦煌狩獵生活小考》（《敦煌學輯刊》员 期）通過對敦煌文獻和莫高

窟壁畫中狩獵材料的釋讀，認爲敦煌狩獵活動從最初的經濟目的逐漸演變爲

遊藝活動，帶有顯著的休閑娱樂色彩，尤其是鷹獵遊藝更成爲當時敦煌上層

社會的身份象徵。李金梅、鄭志剛《中國古代馬球源流新考》（《敦煌學輯刊》员
期）採用二重論證法，主要藉助新發現的民間收藏的漢代“打馬球畫像磚”進

行考證分析，從圖像到文化，推斷漢代人的娱樂與競技生活狀態，進而證實視

覺圖像中東漢馬球的技術形態和馬球盛行的可能性。高原《〈捉季布傳文〉與

漢代擊鞠———兼論中國古代馬球的起源》（《敦煌學輯刊》圆 期）一文通過對現

有史料的分析，認爲擊鞠至少在東漢已經流行，而這也給中國古代馬球起源

的問題帶來新思考。

四、宗摇 摇 教

本年度的宗教研究主要涉及佛教、道教、景教、祆教、摩尼教等。

佛教研究包括敦煌僧寺研究、佛教文獻考釋、佛教儀軌探討等。敦煌僧

寺研究方面，陳大爲《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寺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一書

將敦煌僧寺納入整個中古社會佛教發展的大歷史背景當中，以敦煌淨土寺和

龍興寺爲重點，研究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寺的存在形態。王祥偉《吐蕃歸

義軍時期敦煌寺院的“司”名機構探論》（《敦煌研究》员 期）一文指出吐蕃歸義

员员

圆园员源 年敦煌學研究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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