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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 国内敦煌学研究的条件逐渐转好， 相关研究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四十年

来， 通过中国学者的潜心研究， 国内敦煌学的研究水平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本文通过梳理四

十年来国内敦煌汉文佛教文献的研究状况， 一是展示这一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绩， 二是通过梳理工

作， 希望能够找到相关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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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自古就是佛教圣地， 《魏书·释老志》 言： “敦煌地接西域， 道俗交得其旧式，
村坞相属， 多有寺塔”。 至唐代， 随着国力的强盛， 中西经济、 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敦煌

因此也成为中西交通的重要站点， 佛教随之大放异彩。 １９００ 年， 敦煌藏经洞开启， 内存 ７
万多件南北朝至宋代初期的写本， 其中 ９０％以上为佛教文献， 包括佛教三藏、 佛教文学、
寺院经济文书等， 这些文书再现了古代敦煌佛教的辉煌。 自藏经洞发现起， 中外学者就围

绕这些古写本开展了不同领域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研究条件的逐步改善， 国内敦

煌佛教史研究也迎来她真正的春天， 经过一代代敦煌学人的不断努力， 敦煌佛教史研究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过去四十年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 一是展示这

一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绩， 二是通过梳理工作， 希望能够找到相关的研究空间。

一、 敦煌寺院经济

敦煌文书中保留了大量的记录寺院借贷、 雇工、 入破的文书， 这是传世资料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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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 因此这批丰富的、 鲜活的原始史料， 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 １９８０ 年， 唐耕耦开

始利用缩微胶卷释录敦煌文书。 在克服种种困难后， 经过 １０ 年的不断努力， ５ 卷本的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 最终问世①， 这套释录共收录了 ３４ 类敦煌文书， 其中包

括寺院借贷契、 点检录、 雇工契等。 之后， 唐先生对敦煌寺院会计文书进行了缀合， 并

考察了主要帐薄的性质、 类别及其年代②。 随着新的敦煌文书的不断公布， 沙知出版

《敦煌契约文书辑校》， 对寺院的雇用契约、 买卖契约、 借贷契约做了全面细致的补校

核对工作③。 此外， 乜小红还专就俄国藏敦煌契约文书进行了系统整理与研究④。 同氏

《中国古代佛寺的借贷与 “便物历” 》 探究了 “便” 的含义， 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便物

历渊源、 性质， 以及敦煌借贷的利率及其意义⑤。 侯文昌、 王斐弘则从法学的视角， 对

敦煌契约文书进行了新的解读⑥。
在材料公布、 整理的基础上， 学界就寺院的土地、 赋税、 依附人口等问题进行专门

探讨。 谢重光 《略论唐代寺院、 僧尼免赋特权的逐步丧失》 指出中国佛教寺院僧尼的

经济特权， 从隋至宋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演变过程⑦。 同氏 《关于唐后期五代间沙州

寺院经济的几个问题》 对沙州寺院、 僧尼及依附人口数的变迁， 以及寺院借贷业， 沙

州僧尼的私有经济等几个突出问题作了深入探究， 说明了僧侣私有经济和寺院集体经济

的区别与联系⑧。 苏金花发表系列文章对敦煌寺院、 僧人土地占有和经营形式作了探

讨⑨。 郑炳林 《晚唐五代敦煌园囿经济研究》 对敦煌寺院园囿经济发展状况作全面探

讨�I0。 刘龙考察了敦煌寺院农业发展的自然环境和地理环境， 并着重分析了敦煌寺院地

产的结构、 规模、 来源及经营方式�I1。 王祥伟 《吐蕃至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经济研究》
对敦煌寺院经济、 僧尼私有经济、 “都司” 及其下设其他机构的经济、 莫高窟等三窟经

济、 敦煌兰若和佛堂经济等进行了全方位考察， 勾勒出了敦煌寺院经济的历史面貌�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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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寺院中还有各种从事种植、 劳役、 手工的劳作人员。 张弓 《唐五代敦煌寺院

的牧羊人》 探讨了寺院牧羊人的来源、 劳作内容、 身份性质等问题①。 姜伯勤 《唐五代

敦煌寺户制度》 一书以寺户制度作为研究对象， 但并不以寺户制度为限， 从敦煌寺户

文书的研究入手， 广涉佛教内律与世俗法典， 由此论及三世纪以来全国范围的社会结

构、 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 再现了八至十世纪敦煌地区寺院经济结构变迁的历史趋

势②。 郝春文 《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中的博士》 一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 对敦煌寺

院文书中 “博士” 的身份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讨， 指出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中的

博士不是雇匠的俗称， 而是包括雇匠和寺院执役两种工匠， 前者是独立的手工业者， 其

身份为自由人③； 后者是依附于寺院的手工业者， 其身份是寺户。 马德 《１０ 世纪敦煌寺

历所记三窟活动》④ 《敦煌古代工匠研究》⑤ 考察了寺院中手工业者出现的社会背景、
工匠的分工、 生活及手工内容。

寺院与寺院之间， 寺院与政权之间也有频繁的物质互动。 荣新江 《于阗花毡与粟

特银盘———九、 十世纪敦煌寺院的外来供养》 从中古敦煌寺院的外来供养物的角度，
揭示了于阗、 粟特、 回鹘等各种外来文化因素对敦煌佛教的影响， 并从寺院和供养者两

方面出发， 阐述其价值和意义， 对这些外来供养品提出了启发性的看法⑥。 郭永利 《晚
唐五代敦煌佛教寺院的纳赠》 对晚唐五代敦煌佛教寺院的纳赠对象、 数额的差异进行

了深入讨论， 指出寺院的纳赠是都司僧官的特权， 也是寺院为都司所尽的义务； 同时寺

院纳赠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差异⑦。 刘进宝 《从敦煌文书看唐五代佛教寺院的 “唱衣” 》
结合佛律制度和敦煌寺院经济文书， 对唐五代时期的唱衣活动进行了完整的研究， 揭示

了寺院生活的一个侧面⑧。
寺院经济管理上表现出独特的管理模式。 明成满 《唐五代时期敦煌寺院经济管理

的民主色彩》 从普通僧众参加寺院的经济管理、 寺院经济的集体管理和作为寺院重要

经济管理人员的僧官的任免程序等几个方面， 应用现代经济的管理概念， 考察了敦煌寺

院经济的管理特征⑨。 同氏 《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都司的经济管理研究》 考察了敦

煌教团都司在寺院经济方面的管理职责�I0。 此外， 同氏还考察了敦煌寺院经济文书所体

８９１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I0

张弓 《唐五代敦煌寺院的牧羊人》， 《兰州学刊》 １９８４ 年第 ２ 期。
姜伯勤 《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郝春文 《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中的博士》， 《中国经济史研究》 １９９３ 年第 ２ 期。
马德 《１０ 世纪敦煌寺历所记三窟活动》， 《敦煌研究》 １９９８ 年第 ２ 期。
马德 《敦煌古代工匠研究》，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
荣新江 《于阗花毡与粟特银盘———九、 十世纪敦煌寺院的外来供养》， 胡素馨主编 《佛教物质文化： 寺院

财富与世俗供养》，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第 ２４６－２６０ 页。
郭永利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寺院的纳赠》， 《敦煌学辑刊》 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
刘进宝 《从敦煌文书看唐五代佛教寺院的 “唱衣” 》， 《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
明成满 《唐五代时期敦煌寺院经济管理的民主色彩》， 《敦煌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明成满 《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都司的经济管理研究》，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



现的会计、 审计和结算思想①。

二、 敦煌佛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敦煌文书中 ９０％以上是佛教文书， 其中还有其他经藏不存的佛教文献， 对认识印

度、 中土佛教历史、 哲学思想、 民众信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禅宗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 “敦煌禅宗文献约 １００ 多种 ３００ 多件。 内容包括

灯史、 语录、 偈颂、 杂集等四类”②， 其中不仅有早期 《坛经》 的写本形态， 还有失传

已久的北宗禅文书， 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 “敦煌石室的禅籍可以说是极有价值的新材

料”③。 周绍良、 杨曾文、 李申、 方广锠、 荣新江、 邓文宽、 郭福纯、 王振芬等诸位先

生对敦煌所藏 《坛经》 进行了系统整理、 校录、 注释④。 林世田、 刘燕远、 申国美编

《敦煌禅宗文献集成》 对世界各地藏敦煌禅宗文献进行集结并影印出版⑤。 韩传强则以

法系为线索对北宗禅文献进行了整理和研究， 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构建了中土禅

宗史⑥。
敦煌密宗文献也非常丰富。 林世田、 申国美 《敦煌密宗文献集成》 《敦煌密宗文献

集成续编》 将与密教有关系的经、 咒、 曼陀罗敦煌文书影印出版， 方便了学界的利

用⑦。 赵晓星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密教研究》 系统考察了吐蕃时期敦煌密教的特点， 以

及这一时期陀罗尼密典、 持明密典、 密宗经典的写本概况及其特点⑧。
敦煌律仪文书也是学者关注的对象。 湛如 《敦煌佛教律仪制度研究》 将敦煌所出

的律藏资料、 社会经济文书与佛教日常法会行事文书相结合， 探求印度佛教律仪制度在

敦煌的流变及所形成的地方特点， 考察了相关戒律写本在具体仪轨中的实际运用情况，
构建了唐宋之际的敦煌律仪制度⑨。 王磊 《敦煌六朝写本与 〈十诵律〉 的翻译与校定》

９９１四十年来国内敦煌汉文佛教文献研究综述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明成满 《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都司的经济管理研究》，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 明成

满 《敦煌寺院经济文书中的会计思想》， 《青海民族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 明成满 《敦煌寺院经济文书中

体现的审计思想》， 《中国经济史研究》 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 明成满 《敦煌寺院经济文书中的结算思想》， 《预
算管理与会计》 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
林世田 《敦煌禅宗文献研究概况》， 《北京图书馆馆刊》 １９９５ 年第 Ｚ１ 期。
邓文宽、 荣新江 《敦博本禅籍录校序》，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
邓文宽校注 《敦煌坛经读本》，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 李申合校、 方广锠简注 《敦煌坛经合

校简注》，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周绍良 《敦煌写本坛经原本》，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 杨曾文 《敦煌新本·六祖坛经》，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郭福纯、 王振芬整理 《旅顺博物

馆藏敦煌本六祖坛经》，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邓文宽、 荣新江录校 《敦博本禅籍录校》， 南

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
林世田、 刘燕远、 申国美编 《敦煌禅宗文献集成》， 北京：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１９９８ 年。
韩传强 《禅宗北宗敦煌文献录校与研究》，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
林世田、 申国美 《敦煌密宗文献集成》， 《敦煌密宗文献集成续编》， 北京：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

心， ２０００ 年。
赵晓星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密教研究》，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湛如 《敦煌佛教律仪制度研究》，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３ 年。



对平川彰等学者关于敦煌本 《十诵律》 写本的研究又作了推进， 将 Ｓ. ７９７、 Ｓ. ６６６１、
ＢＤ０３３７５ 三件 《十诵律》 写本置于 《十诵律》 翻译史的背景下， 通过反观 《十诵律》
的翻译经过， 对鸠摩罗什译本有了全新的认识①。 同氏 《敦煌所见六朝律抄与汉地佛教

律仪》 概述了敦煌保存的两类、 九件律抄写本， 并对它们在六朝时代的发展流行情况

做了梳理②。 刘丹在先贤学者的学术探讨基础上， 爬梳敦煌文献， 发现一批与传世本有

别的 《十诵律》 写卷， 通过详细分析题名、 分卷及书风字迹， 认为它们极有可能属于

一种初译完成度高、 后续修改幅度较小的未修本 《十诵律》， 通过对敦煌文献中繁多复

杂异本的考察， 勾勒出 《十诵律》 翻译初期的面貌③。
定源则主要关注了敦煌四分律的写本系统， 《王伯敏先生藏敦煌唐写本 〈四分律小

抄一卷〉 （拟） 残卷研究再商榷》 对前辈学者的释读与校录进行了补正， 使这一残卷得

以被更好地整理与研究④。 同氏还对 《比丘含注戒本》 进行了梳理， 并与大正藏本作比

定， 在综合考察分析敦煌诸本系统的基础上， 探讨了 《比丘含注戒本》 的成书时间⑤。
圣凯 《敦煌遗书 〈毗尼心〉 与莫高窟 １９６ 窟比较研究》 对敦煌本 《毗尼心》 的产生时

代作了详细考论， 运用文献与图像结合的研究方法， 对照并综合分析认为莫高窟 １９６ 窟

为 “戒坛窟”， 呈现着敦煌僧团丰富的戒律活动， 由此探讨了敦煌律学与南山律学的关

系⑥。 崇戒通过系统核查 《毗尼心》 的原始文献并分析援引文献， 将 《毗尼心》 写本

放入整个敦煌律抄进行对比分析， 考论了 《毗尼心》 的重要历史地位及对敦煌地区佛

教律学的影响⑦。 金延林 《敦煌本 〈律杂抄〉 初探》 首次介绍了社科院宗教所收藏的

写本 ＣＷＣ０１ 《律杂钞》， 并结合其他敦煌本进行校录研究， 同时与 《略抄》 《小抄》 内

容作对比分析， 该文通过对敦煌本律抄文献的释介， 使敦煌律藏文献的研究拥有更完整

的文本基础⑧。
伪经是中土人士编撰的佛经， 被摒弃在经藏之外， 历史上出现过的伪经很大一部分

幸因敦煌藏经洞而得以保存。 １９８９ 年， 杜斗城 《敦煌本 〈佛说十王经〉 校录研究》 对

当时能够接触到的 １９ 件 《佛说十王经》 做了系统整理。 在此基础上， 对经名问题、 文

本年代、 真伪性质， 以及敦煌地区的宗教信仰做了深入研究， 其成果引起学术界对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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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研究的热潮①。 张总利用敦煌文书中的相关写本， 从图像学、 写本学的角度对地藏

信仰进行了全面的研究②。 我国学者在疑伪经整理方面， 最具代表性者为方广锠， 其主

编的 《藏外佛教文献》， 专门发掘和整理历代大藏经未收经文， 其中设有 “疑伪经” 专

栏， 在已出版的 １６ 辑中， 共收录疑伪经 １９ 种， 加快了我国学者整理疑伪经的进度③。
２０１７ 年， 于淑健、 黄征合著出版 ８ 册本 《敦煌本古佚与疑伪经校注———以 〈大正藏〉
第八十五册为中心》， 从题解、 字词、 句读、 注文诸方面对 １９２ 种珍稀佛典进行了校

理， 其中包含疑伪经 ５６ 种， 改善了 《大正藏》 相关内容的录文质量④。 与上述疑伪经

整理者不同， 张小艳则更多关注敦煌疑伪经的残件， 完成了 《提谓波利经》 《像法决疑

经》 《普贤菩萨说证明经》 等疑伪经残卷的缀合， 在挖掘敦煌残卷史料价值方面做了有

益的工作⑤。 曹凌则对佛教疑伪经目录做了整理工作， 出版的 《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
围绕佛经目录中有关疑伪经的数量及其存佚状况做了综合性考察。 该书条理清晰， 内容

丰富， 题解部分对现存疑伪经的思想内容、 历代目录的著录情况做了详细的说明和考

证⑥。 作为曹凌工作的延续和补充， 王孟 ２０１６ 年博士学位论文 《敦煌佛教疑伪经综录》
对每一部敦煌佛教疑伪经分别以 “相关资料” “研究编年” “研究述评” 为序进行论

述⑦。 在整理疑伪经的同时， 相关研究也得到了深入进行， 因篇幅有限， 具体研究情况

请参阅宁晴、 张淼的相关综述⑧。
敦煌写本经疏是 “一座待开发的学术富矿”⑨。 吴建伟、 董大学、 王晓燕等学者分

别对敦煌写本 《法华经注疏》 《金刚经注疏》 《维摩诘经注疏》 进行了系统的专题

研究�I0。
沈剑英 《敦煌因明文献研究》 对敦煌所藏文轨、 净眼所疏证的因明典籍进行了释

录和研究�I1。 黄征、 吴伟从大量的敦煌文献中搜检整理出了 “愿文” 文书， 辑录校解形

１０２四十年来国内敦煌汉文佛教文献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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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敦煌愿文集》， 这一成果无论是对宗教、 文学、 民俗的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

价值①。
释源博 《敦煌遗书二十卷本 〈佛说佛名经〉 录校研究》 对二十卷本 《佛名经》 做

了校录工作， 考察了此经产生的历史背景， 说明了此经的内容与结构特点， 指出了此经

在 《佛名经》 演变中的历史地位②。
杨宝玉 《敦煌本佛教灵验记校注并研究》 考察了敦煌灵验记的数量、 抄写形式、

产生与流传地域、 价值等问题， 并对 １６ 种灵验记作了专题研究， 下篇对敦煌文书中所

存的 １７ 种灵验记进行了校录与注释， 勾勒出了敦煌本佛教灵验记的全貌③。
方广锠 《佛教大藏经史 （八—十世纪） 》 考察了汉文大藏经的形成和发展历程④，

“这部著作的出版， 加强了敦煌学的薄弱环节， 赓续了我国前辈学者开创后又中断的事

业， 为学术界提供了可信的第一手资料， 对于那些不专门从事佛教研究的敦煌学研究者

也有参考价值”⑤。 林世田、 杨学勇、 刘波 《敦煌佛典的流通与改造》 探讨了佛典的文

本形态与装帧形制、 敦煌佛典的流传与管理、 敦煌佛典的改编、 礼忏与敦煌礼忏文、 敦

煌早期禅宗典籍、 敦煌三阶教文献⑥。 郑炳林 《晚唐五代敦煌诸寺藏经与管理》 考察了

敦煌 １７ 所寺院的佛经收藏状况和规模⑦。

三、 敦煌佛教信仰

敦煌自古就是佛教重镇， 民风向佛。 郑炳林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 〈大般若经〉 的

流传与信仰》 一文对该经的收藏流传、 盛行风气、 抄写活动、 信仰原因进行了层层递

进的深入探究， 认为晚唐五代地区 《大般若经》 的信仰风气是在官府推动下形成的，
兴盛阶段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与归义军初期， 同时体现着世俗佛教的佛典信仰之特

征⑧。 党燕妮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五台山信仰》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十王信仰》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海龙王信仰》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毗沙门天王信仰》 《晚唐五代

敦煌地区的宾头卢信仰》 等系列文章， 通过系统整理敦煌文书， 梳理了敦煌地区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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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方方面面①。 王惠民 《敦煌所见经巾的形制、 用途与实物》 对敦煌文献中信徒向

寺院施舍的经巾的性质、 尺寸、 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考察， 指出经巾是供阅读、 念诵佛经

时铺陈在经案上的一种织物②。 张先堂 《一件珍贵的唐五代敦煌俗家弟子诵经录》 首次

对敦煌研究院藏 Ｄ０２１８ 号文书进行了释录和考察， 揭示了敦煌信众结社诵读、 受持佛

经的信仰活动③。 李小荣 《敦煌密教文献论稿》 对敦煌密教文献所反映的经典信仰、 神

祇信仰做了系统的论证④。
沙知、 郝春文、 孟宪实、 赵大旺等学者在佛教社邑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非常丰硕的

成果， 相关研究综述请参见赵大旺 《敦煌社邑研究 ８０ 年的回顾与展望》⑤。
敦煌佛经中还保留了非常珍贵的题记， 以记录信众抄经的缘由、 目的等。 林聪明考

察了民众的造经活动⑥， 陈丽萍则从写经题记考察了妇女生活史⑦。 杨君探讨了佛经的

来源问题⑧。 崔峰探讨了北朝民众的崇佛心理⑨。 魏郭辉 《敦煌写本佛经题记研究———
以唐宋写经为中心》 通过系统梳理敦煌佛经中的写经题记， 考察了写经题记的源流及

早期写经状况、 唐代前期译场制度的变化、 疑伪经内容及其特点、 不同阶层写经的目的

和特点等诸多问题。 通过写经题记试图重构唐宋敦煌佛教文化的交流史�I0。 张延清 《吐
蕃敦煌抄经研究》 利用敦煌汉、 藏文写经题记， 系统考察了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赞普所

建抄经道场的抄经制度和抄经内容�I1。 赵青山 《６－１０ 世纪敦煌地区抄经史》 借助敦煌

文献所记载的历史碎片， 考察了 ６－１０ 世纪敦煌地区乃至全国民众的抄经信仰、 寺院和

官府的抄经制度�I2。 武绍卫 《无名僧人的名山事业： 中古时期僧人的日常抄经与校勘活

动》 以 Ｓ. １０２ 为中心， 考察了写本时代僧人抄写、 校勘佛经的行为和理念�I3。
敦煌张、 曹、 阴、 翟、 李等为当地大族， 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陈菊霞

《敦煌翟氏研究》 对翟氏家族出任僧职、 抄写佛经、 经济布施等行为进行了考察�I4。 孔

令梅 《敦煌大族与佛教》 分析了敦煌大族的佛教信仰活动， 探究了敦煌大族与佛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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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以及佛教在不同家族不同时期中的功能等问题①。

四、 敦煌僧职制度

僧官制度是中土佛教特有的现象， 是皇权对于僧团管理的重要体现。 在敦煌僧团僧

官研究方面， 谢重光和白文固二人的 《中国僧官制度史》 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该书第五章全面讨论了吐蕃至归义军时期敦煌独特的僧官系统和制度②。 姜伯勤 《敦煌

毗尼藏主考》 一文爬梳了文书与敦煌壁画中的 “毗尼藏”， 认为八、 九世纪敦煌的毗尼

藏是当时敦煌僧众在道宣律宗得到弘扬背景下的中国人的理解， 同时从中晚唐内地律宗

传承的大背景切入， 深入讨论了毗尼藏主在敦煌出现的意义， 探寻了律宗讲疏之学在敦

煌的流传③。
荣新江 《关于沙州归义军都僧统年代的几个问题》 对 ８ 位都僧统的年代和事迹进

行了考辨， 对了解中国古代僧官制度以及归义军史具有重要意义④。 郑炳林 《都教授张

金炫和尚生平事迹考》 考证认为张金炫、 炫和尚、 炫阇梨、 沙门金炫是同一个人， 是

乾元寺僧人， 官至都教授， 对进一步认识与之相关的敦煌文书的年代提供了重要坐

标⑤。 陆离考察了敦煌吐蕃时期教授、 都教授的设置情况⑥。 李海霞 《关于吐蕃占领期

敦煌僧首的几个问题》 结合敦煌文献、 碑铭赞及莫高窟供养人题名等材料， 对吐蕃时

期的僧官体系及敦煌僧首僧官升迁、 都僧统与都教授关系、 僧首谱系等问题作了探

究⑦。 王祥伟考察了吐蕃至归义军时期寺院纲官由原来寺主、 上座、 维那组成的三纲体

制向由寺级僧政、 法律、 判官、 寺主、 上座、 维那组成的新的六纲体制现象及其原因和

影响⑧。 田德新、 郑炳林、 邢艳红、 公维章、 文澜、 赵青山则考察了寺院中的都师、 直

岁、 判官的职责⑨。

五、 敦煌佛教与社会

李正宇研究敦煌佛教的过程中， 提出了敦煌 “世俗佛教” 的概念， 陆续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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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了敦煌僧人听食 “净肉”、 普听饮酒、 娶妻生子、 从政从军等现象， 并对敦煌僧人

世俗化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 其成果展示了敦煌佛教的特殊性①。 郝春文 《唐后期五代

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② “以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为主旨”， “系统地揭示了晚唐五

代宋初敦煌地区僧尼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增进了我们对整个敦煌社会的认识， 也为我

们更好地理解唐五代时期中国其他地区的佛教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帮助”③。 郝春文、 陈

大为 《敦煌的佛教与社会》 探讨了敦煌佛教历史、 敦煌的僧团及其寺院、 敦煌的僧尼、
敦煌石窟与社会、 敦煌寺院的依附人口、 归义军政权与佛教的关系等诸多问题④。 武绍

卫重新指出敦煌僧众 “居家过活” 并非敦煌独有现象， 多地曾出现僧人居家现象， 实

际上是僧团严重膨胀、 寺院经济衰退， 以及地方僧众与世俗家庭关系不可分割等多种因

素合力的结果， 这一成果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敦煌佛教世俗化提供了重要启示⑤。
荣新江 《归义军史研究》⑥ “从各个不同角度全面丰富了我们对这个九、 十世纪屹

立于丝绸之路古道上的地方政权的认识”， “构成了归义军研究史上的第二个重要的里

程碑”⑦。 马德、 王祥伟 《中古敦煌佛教社会化论略》 以敦煌石窟、 敦煌文献和敦煌僧

团、 敦煌民众为主要研究对象， 从社会性质、 社会活动、 社会内容、 社会功能、 社会作

用， 社会意义等几个方面， 探讨了古代敦煌石窟佛教的社会化性质及其发展， 敦煌僧团

的佛教活动与社会活动的性质及其演变， 敦煌历代统治者、 达官显宦、 豪门贵族及平民

大众的各类佛教对敦煌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及意义⑧。 魏迎春 《晚唐

五代敦煌佛教教团戒律清规研究》 从僧尼违戒的个案研究入手， 对晚唐五代敦煌佛教

教团戒律和清规， 以及佛教教团的科罚和试经制度进行了系统研究⑨。 陈大为 《唐后期

五代宋初敦煌僧寺研究》 揭示敦煌僧寺变迁过程及原因， 探讨了敦煌僧寺在人们信仰

世界中的地位和影响， 展示了敦煌寺院作为社会群众的宗教性、 开放空间的人间性与世

俗性的特征�I0。 石小英 《八至十世纪敦煌尼僧研究》 专就敦煌僧团内部的比丘尼的僧团

组织、 佛事活动、 寺院经济、 社会生活、 丧葬活动等内容进行了专题研究， 勾勒出唐五

代宋初敦煌地区出家女性的生活状况�I1。 汪娟 《敦煌礼忏文研究》 通过对敦煌礼忏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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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考察了礼忏文的内容与形式， 重现了部分流行于隋唐五代佛教礼忏文的面貌， 分

析了他们在历史文化上的传承和实际意义①。
郑炳林 《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政权与佛教教团关系》， 对晚唐五代佛教教团与归义

军政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认为归义军政权与佛教教团关系密切， 两者互相依赖与

利用， 并结合两件牒文及佛教内律文献就晚唐五代佛教教团的地位做出了深入分析②。
袁德领 《归义军时期莫高窟与敦煌寺院的关系》 考察了敦煌 “大圣仙岩寺” 的地位、
作用、 法事活动③。 杨宝玉 《唐五代宋初敦煌尼僧史初探》 对敦煌文书中保存的尼僧史

料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归纳探讨， 并以 Ｐ. ３５５６ 尼僧邈真为例， 对唐五代宋初僧尼写卷诸

尾题展开了分析， 勾勒出了敦煌尼僧宗教修习与生活情况的大致轮廓④。 姜伯勤 《敦煌

戒坛与大乘佛教》， 通过考察分析敦煌文献中的戒牒， 不仅解释了敦煌僧俗共同济度的

大乘思想， 还指出国家通过对度牒的管理， 直接促进了方等戒坛的建立⑤。 湛如 《敦煌

菩萨戒仪与菩萨戒牒之研究》⑥、 王书庆 《敦煌文献中五代宋初戒牒研究》⑦ 等成果在

前贤研究基础上对敦煌文献中戒牒的现状又做了进一步梳理与分析。 荣新江 《盛唐长

安与敦煌———从俄藏 〈开元廿九年 （７４１） 授戒牒〉 谈起》 一文围绕俄藏 “开元廿九

年 （７４１） 授戒牒” 内容， 对所反映出的长安与敦煌佛教界的联系问题作了深入研究，
对探讨长安与敦煌的关系问题十分具有启发意义⑧。

碑铭赞研究方面， 姜伯勤、 项楚、 荣新江、 郑炳林、 郑怡楠等学者的研究最为突

出⑨， 特别是郑炳林、 郑怡楠 《敦煌碑铭赞辑释 （增订本） 》 校录了敦煌写本碑文、
墓志铭、 邈真赞、 功德记等共 ２１６ 篇�I0， “在敦煌学碑铭的学术研究中， 《敦煌碑铭赞辑

释 （增订本） 》 无疑会是一个里程碑式学术成果， 为今后的学者进行敦煌学研究做出

巨大贡献”�I1。 张志勇从文学、 文化的角度对敦煌邈真赞文本进行全文梳理释译�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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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敦煌佛教文学

敦煌佛教文学主要集中在敦煌变文、 敦煌曲子、 王梵志诗、 敦煌诗歌、 敦煌赋几个

方面①。 潘重规 《敦煌变文集新书》 在王重民编校的 《敦煌变文集》 基础上， 依据敦

煌写本原卷， 又作了进一步的订误补脱， 项楚 《敦煌诗歌导论》 以敦煌诗歌的文献校

录、 文字考订为基础， 全面系统地评述了敦煌诗歌的全貌， 为敦煌佛教文学的研究提供

了丰厚的材料②。 氏著 《王梵志诗校注》 搜集、 校勘并注释了敦煌所出的王梵志诗以及

散见于传世文献的诗篇， 深入探索了与佛教有关的语辞及典故， 进而揭示了非佛教性题

材背后的佛教性因素③。 氏著 《敦煌变文选注》 “选择之当， 注释之精， 取材之富， 不

独可供初学入门的津梁， 也大大裨补了专家学者的闕失”④。 在此基础上， 项先生还对

几部重要的敦煌变文进行了专题研究， 如在 《〈维摩诘经讲经文〉 新校》 中对 《维摩诘

经讲经文》 提出若干补校意见⑤； 《从印度走进中国———敦煌变文中的帝释》 一文则重

点考察敦煌变文中的帝释形象的变化以及在中国民众生活中扮演的角色⑥。 郭在贻、 黄

征、 张涌泉 《敦煌变文校注》 “盖以 《敦煌变文集》 为基础， 而增补其未备者； 重核之

于变文写本原卷 （缩微胶卷）， 匡纠原编之失者； 且荟萃各家新校新说， 复出己意加以

按断； 注释部分， 重在俗字、 俗词之诠解， 以俗治俗， 胜义纷纶。 其为敦煌变文校理之

集成之作， 盖非过誉也”⑦。 于向东 《敦煌变相与变文》 利用图像学的方法， 将敦煌图

像资料与变文及其他文献结合起来， 探讨敦煌变相与变文的关系⑧。 李小荣 《敦煌变

文》 在总结百年敦煌变文研究成果基础上， 对变文的含义、 来源、 性质等问题进行了

重新讨论⑨。 蒋礼鸿、 吴福祥、 陈秀兰等对变文词义、 语法、 词汇做了研究�I0。
张锡厚 《全敦煌诗》 皇皇 ２０ 册， 收录 ４５００ 余首诗歌， 内容分为诗歌、 曲子、 偈

赞等， “就体裁而言， 无论诗歌还是曲子、 偈赞， 对于开展严格意义的雅文学史研究，
开展严格意义的俗文学史研究， 以及佛教文学及其佛教文学史研究都是相当珍贵的文献

资料”�I1。 此书是 “一百年来敦煌诗歌整理的一次总结， 它丰富了古代文学、 古代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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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等学科的内容”①。 徐俊 《敦煌诗集残卷辑考》 以写本叙录与作品辑校相结合的

方式， 对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唐、 五代、 宋初诗歌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整理， 对敦煌佛教文

学文献的分类整理研究是一个新的贡献②。
郑阿财 《敦煌佛教文学》 就敦煌佛教文学体裁、 功能、 主题、 语言、 文化等内容

进行了阐释③。 伏俊琏 《敦煌文学写本研究》 从写本学的角度， 以敦煌文学写本为基本

单位， 精选 ５０ 多个写本， 对一个写本上所有的信息进行全面著录， 包括写本正面背面

抄写的全部内容、 题记、 杂写、 涂画， 还有写本的性质用途、 装帧形式， 纸质和书写工

具等。 一个文学写本就是一部文学作品集， 敦煌文学写本是纸写本时代珍贵的民间文学

作品集， 从这些写本中体现了时人的文学生活④。 喻忠杰 《敦煌写本戏剧发生研究》 通

过对敦煌写本中含有戏剧性要素的文献进行钩稽和研究， 在此基础上勾勒出敦煌写本中

戏剧发生、 发展的过程， 全面呈现了唐五代戏剧的具体形态⑤。
张子开 《敦煌佛教文献中的白话诗》 全面介绍和分析敦煌佛教文献中的白话诗偈，

指出敦煌佛教白话禅诗中， 一部分确实体现了禅宗南北派的意涵， 还有一部分是一般佛

教白话诗⑥。
从上不难看出， 敦煌佛教史的研究， 无论在深度上， 还是在广度上， 均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绩。 目前， 随着越来越多的敦煌文书被公布， 以及学科间交叉发展越来越紧

密， 敦煌佛教史的研究也必定将随之展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首先， 需要从整体上展现敦

煌佛教文献的特征和面貌。 各国藏敦煌文书公布以及高清图版的不断出版， 使得系统

的、 专门的整理敦煌佛教文献成为可能。 其次， 需要利用多学科的方法， 对敦煌佛教文

献展开多角度的研究， 如要想在疑伪经、 禅宗文献研究方面取得突破， 必须对佛经义理

有深刻的理解， 才能抓住这类文献的本质。 最后， 需要将敦煌佛教史置于中土大的历史

背景下进行研究， 虽然敦煌文献出土于敦煌， 但在很大的程度上它反映的是整个中土中

古佛教的面貌， 因此在强调敦煌文书地域特色的同时， 需要结合传世文献， 看到其普遍

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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