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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2011 —2020）中国宗教学“三大体系”的发展路径

苏 非 主 义 研 究 在 过 去 十 年 取 得 显 著 的 成 绩 和 突 破， 但 受 各 种 因 素 的 制 约， 这 一 领 域 还 存

在 基 础 薄 弱、 人 员 不 足， 视 野 有 限 等 诸 多 问 题。 鉴 于 目 前 国 内 苏 非 研 究 中 译 名 和 术 语 混 乱 的

现 象， 学 术 界 应 该 联 合 起 来， 编 纂 一 部 苏 非 词 典， 统 一 译 名 和 术 语， 纠 正 一 些 错 误 的 提 法 或

观 点， 为 构 建 苏 非 主 义 研 究 的 中 国 学 术 话 语 体 系 提 供 便 利。 近 十 多 年 来， 西 方 学 界 涌 现 出 一

批 苏 非 主 义 研 究 的 著 名 专 家， 在 各 自 领 域 取 得 了 令 人 瞩 目 的 成 绩。 国 内 学 者 应 及 时 关 注、 译

介 和 利 用 这 些 研 究 成 果， 以 推 动 我 国 的 苏 非 主 义 研 究 以 及 学 术 话 语 体 系 的 建 设。 另 外， 服 务

于 国 家 发 展 战 略， 非 常 有 必 要 加 强 针 对“ 一 带 一 路 ” 沿 线 国 家 的 苏 非 主 义 研 究。 苏 非 主 义 大

都 高 度 本 土 化 和 在 地 化， 包 容 性 和 兼 容 性 较 强， 是 应 对 极 端 主 义、 化 解 安 全 风 险、 维 护 地 区

稳 定 的 有 力 因 素。 总 之， 构 建 中 国 特 色 的 伊 斯 兰 教 研 究 学 科 体 系、 学 术 体 系、 话 语 体 系， 苏

非主义研究在未来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佛教研究的突破及热点

吕其俊A ⊙

近 十 年 来， 我 国 佛 教 研 究 在 佛 教 历 史、 佛 教 经 典 文 献、 佛 教 文 化 艺 术 等 多 个 领 域 不 断 取

得 新 的 成 绩， 显 示 出 不 少 新 特 点， 诸 如 传 统 佛 教 史 研 究 继 续 保 持 优 势， 出 现 大 部 头、 集 成 性

的 重 大 成 果； 研 究 领 域 不 断 拓 展、 方 法 多 元， 出 现 不 少 新 的 研 究 范 式； 研 究 队 伍 不 断 壮 大，

具 有 海 外 留 学 背 景 与 国 际 合 作 背 景 的 青 年 学 者 越 来 越 多， 佛 学 研 究 的 国 际 化 明 显 增 强； 互 联

网与数字人文佛教研究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等。

佛 教 历 史 研 究 一 向 是 我 国 佛 教 研 究 的 优 势 科 研 领 域， 近 十 年 来， 佛 学 研 究 者 继 往 开 来，

先 后 完 成 三 部 具 有 标 志 性 的 大 部 头 通 史 性 著 作。 其 一 是 赖 永 海 主 编 的 15 卷 本《 中 国 佛 教 通

史》，此书根据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变化特点，结合中国社会历史、思想文化的发展进程，全

面 论 述 了 佛 教 从 两 汉 初 传 至 1949 年 的 历 史 面 貌， 涵 盖 佛 教 典 籍、 教 义、 制 度、 仪 轨、 礼 俗、

艺 术 乃 至 三 教 关 系、 对 外 交 流 等 多 个 方 面 内 容。 其 二 是 季 羡 林、 汤 一 介 担 任 总 主 编， 由 多 位

学 者 历 时 15 年 共 同 撰 写 的 11 卷 本《 中 华 佛 教 史 》， 对 佛 教 在 中 国 的 传 播 与 发 展 历 程， 及 其

对 中 国 政 治、 经 济、 社 会、 历 史、 文 化、 艺 术 等 领 域 的 影 响， 做 了 全 面 梳 理。 第 三 种 是 魏 道

儒 主 编， 国 内 外 20 余 位 老 中 青 年 佛 教 学 者 参 与 撰 写 的《 世 界 佛 教 通 史 》14 卷， 该 书 借 鉴 考

古 学、 文 献 学、 宗 教 社 会 学、 文 化 传 播 学 等 相 关 学 科 的 理 论 与 方 法， 全 方 位、 多 角 度 论 述 了

佛教从起源到 20 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衰演变，各卷本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史学原

则， 梳 理 了 每 一 研 究 对 象 的 历 史 发 展 脉 络， 考 察 了 制 约 该 对 象 变 化 的 诸 种 因 素。 另 外， 杨 曾

文 撰 写 的《 隋 唐 佛 教 史 》 分 隋、 唐 两 编， 分 别 论 述 了 隋 唐 佛 教 的 社 会 背 景、 宗 派 脉 络、 佛 教

思 想、 佛 教 政 策、 佛 经 翻 译 等 内 容， 其《 宋 元 禅 宗 史 》 全 面 系 统 地 论 述 了 两 宋 和 元 代 的 禅 宗

历 史， 对 重 要 历 史 人 物、 事 件、 禅 法 思 想、 著 述， 以 及 禅 宗 与 儒、 道 二 教 的 关 系 等 方 面 进 行

介 绍 和 评 述。 郑 筱 筠 的《 中 国 南 传 佛 教 研 究 》 将 历 史 文 献 资 料 与 田 野 调 查 结 合， 系 统 梳 理 了

中 国 南 传 佛 教 的 历 史、 经 典、 教 义、 制 度 与 艺 术， 对 南 传 佛 教 的 社 会 功 能 和 现 实 意 义 等 做 了

系统探讨。

A　 吕其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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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教 哲 学 研 究 方 面 有 姚 卫 群 的《 佛 教 思 想 与 印 度 文 化 》 从 印 度 哲 学 思 想、 佛 教 与 婆 罗 门

教 思 想 比 较、 中 印 文 化 思 想 融 汇、 佛 教 与 现 代 社 会 发 展 等 四 个 角 度 展 现 了 佛 教 与 古 印 度 文 化

中 其 他 思 想 流 派 相 互 影 响、 共 同 发 展 的 过 程； 陈 兵 的《 佛 教 心 理 学 》 从 现 代 心 理 学 和 佛 教 哲

学 的 双 重 视 角， 对 散 见 于 大 量 佛 典 中 的 各 时 期、 各 地 区、 各 宗 派 有 关 心 识 的 思 想 作 了 现 代 化

的 整 合 与 诠 释， 全 面 研 究 和 介 绍 了 佛 教 心 理 学； 刘 俊 哲 的《 藏 传 佛 教 哲 学 思 想 研 究 》 从 应 成

中 观 与 自 续 中 观、 藏 传 佛 教 各 派 的 中 道 观 等 内 容 出 发， 主 要 阐 述 了 藏 传 佛 教 中 观 思 想 道 的 历

史 发 展 与 特 点。 乔 根 锁、 魏 冬、 徐 东 明 的《 藏 汉 佛 教 哲 学 思 想 比 较 研 究 》 通 过 比 较 研 究 佛 教

宇 宙 观、 因 果 报 应 论、 中 观 思 想、 心 性 论、 修 行 实 践 论 等 问 题 在 汉 藏 传 佛 教 间 的 不 同 特 点，

探讨了两种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及其共性与差异。

近 十 年 以 来， 国 内 学 术 界 在 佛 教 文 献 的 整 理 与 研 究 方 面 取 得 了 重 要 的 成 绩。 主 要 有 方 广

锠的《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2011 年— 2014 年陆续出版）所收的英国国家图书馆藏

敦 煌 遗 书 为 斯 坦 因 第 二 次、 第 三 次 中 亚 探 险 所 得， 其 中 6000 余 件 均 为 首 次 公 开 出 版、《 滨 田

德海搜藏敦煌遗书》收录了日本原大藏省书记官滨田德海搜集珍藏的《敦煌遗书》36 件，主

要 是 南 北 朝 至 唐 代 的 写 经， 是 近 年 来 比 较 大 宗 的 唐 人 写 经 回 流， 对 早 期 佛 教 研 究 和 敦 煌 学 研

究 具 有 重 要 的 文 献 意 义。 由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俄 罗 斯 科 学 院 东 方 文 献 研 究 所 与 中 国 社 会

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编的《俄藏黑水城文献西夏文佛教部分》自 2011 年起开始出版

《俄藏黑水城文献》的佛教部分，至 2019 年尚有 15 册篇幅亟待出版，为西夏佛教研究提供了

扎实的资料基础。马德、勘措吉主编的《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收录了甘肃省 13 家单位收藏

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约 6700 件藏文文献，每张图版均用汉、藏双语进行双语定名，是重

构 吐 蕃 时 期 西 藏 历 史 文 化 和 藏 汉 关 系 的 重 要 资 料。 段 晴 等 译 的《 汉 译 巴 利 三 藏 —— 经 部· 长

部》较为完整、系统地体现了印度早期佛教经典的风貌。除此之外，尚有纪华传汇编的《〈径

山藏〉所载序跋文献汇编》，田奇选编的《民国时期佛学资料汇编》，伍琼华、彭多意合编的

《中国南传佛教资料辑录》。2013 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继《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堪本）》以后

启动的《中华大典·藏文卷》编纂工作，现已立项文集 36 种，共计 1000 余卷。

在汉传佛教文献研究方面，何梅的《历代汉文大藏经目录新考》是同类著作中规模最大、

收录佛教经籍最多、考释最为详尽的一部大藏经研究著作。纪华传的《明清鼓山曹洞宗文献研

究》对刊刻于明清时期的鼓山佛经目录、经版和现存文献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为明

清佛教研究鼓山法系和佛教史研究提供了基础。侯冲的《中国佛教仪式研究》与《汉传佛教、

宗 教 仪 式 与 经 典 文 献 之 研 究 》， 是 在 整 理 研 究 佛 教 文 献 的 基 础 上 撰 写 的 佛 教 仪 式 研 究 专 门 著

作，为佛教研究打开了新的路径。在汉、梵、藏、西夏、回鹘多语种的佛教文献对勘与研究方

面，黄宝生主持的“梵汉佛经对勘丛书”非常值得关注。本丛书目前已出版 9 种，对 12 部流

行较广的汉译佛典做出对勘、翻译与注释，为从者佛教历史、哲学、语言、文学与艺术等领域

的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工作文本。叶少勇的《〈中论颂〉与〈佛护释〉基于新发现梵文写本的

文献学研究》对印度论师龙树的代表作《中论颂》的梵、藏、什译本进行细致的对堪研究。西

夏佛教研究方面，聂鸿音的《西夏文献论稿》对内蒙古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佛经进行了详细

的研究和释读，他与孙伯君合著的《西夏文藏传佛教史料“大手印”法经典研究》也是西夏文

献释读与研究的佳作。其他如杨富学的《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沈卫荣的《藏传佛教在西域

和中原的传播——〈大乘要道密集〉研究初编》也是此期佛教文献研究的代表之作。

近 十 年 以 来， 我 国 佛 教 研 究 越 来 越 具 有 指 向 性 和 目 的 性， 能 够 集 中 力 量 对 一 些 热 点、 难

点 问 题 进 行 集 中 研 究， 如 佛 教 中 国 化、 互 联 网 与 佛 教、 敦 煌 丝 路 佛 教 等 研 究 议 题。 佛 教 中 国

化方面，纯一的《佛教中国化的实现路径：以汉文大藏经为中心的文本研究》，以汉文大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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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文 本， 通 过 梳 理 其 在 中 国 的 传 播 路 径 及 内 容 汉 译 的 过 程， 阐 述 佛 教 中 国 化 的 实 现 路 径。 郑

筱筠的《跨界与融合——佛教与民族文化的云南叙事》从大文化的概念出发 , 对云南民族文学

及其宗教因素做出内生性关系特点研究 , 对佛教与民族文化以不同方式参与建构云南民族文化

体 系 做 出 有 效 探 究， 堪 为 佛 教 中 国 化 研 究 的 生 动 个 案。 在 丝 路 佛 教 研 究 领 域， 沙 武 田 的《 吐

蕃 统 治 时 期 敦 煌 石 窟 研 究 》 对 敦 煌 佛 教 和 寺 院 经 济、 敦 煌 佛 教 的 于 阗 因 素、 吐 蕃 及 中 原 汉 地

艺 术 粉 本 的 传 入、 吐 蕃 统 治 者 对 敦 煌 佛 教 的 支 持 等 问 题 进 行 了 系 统 研 究。 陈 粟 裕 的《 从 于 阗

到敦煌——以唐宋时期图像的东传为中心》将图像与历史结合起来，揭示出于阗在佛教图像传

播中的重要意义。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工 作 座 谈 会 上 的 重 要 讲 话 中 明 确 要 求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工 作 要

“ 构 建 具 有 自 身 特 质 的 学 科 体 系、 学 术 体 系、 话 语 体 系 ”。 三 大 体 系 建 设 方 面， 近 十 年 以 来，

我 国 佛 教 研 究 在 整 合 学 科 资 源、 凝 练 学 科 方 向、 谋 划 学 科 布 局、 创 建 学 科 队 伍、 筑 牢 学 科 高

地、 优 化 学 科 结 构 等 方 面 做 出 了 诸 多 努 力， 跨 学 科、 跨 宗 教 的 对 话、 交 流 与 整 合 不 断 加 深；

佛 学 研 究 资 料 的 获 取 越 来 越 便 利； 传 统 优 势 研 究 领 域 继 续 深 化 发 展， 新 兴 研 究 领 域 如 火 如 荼

地展开，这些科研优势为我国佛教研究的未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宗教学与数字人文研究的新趋势

向 宁A ⊙

数 字 人 文 相 关 研 究 肇 始 于 20 世 纪 40 年 代， 并 逐 渐 形 成 数 字 人 文 组 织 联 盟、 数 字 人 文 中

心 等 相 关 研 究 机 构、 学 术 团 体， 国 际 学 术 会 议 与 学 术 期 刊 也 相 继 发 展 起 来。 中 国 国 内 的 研 究

机 构 及 国 际 合 作 项 目 方 兴 未 艾， 如 2011 年 武 汉 大 学 成 立 了 专 门 的 数 字 人 文 中 心，2016 年 5

月 北 京 大 学 图 书 馆、 哈 佛 大 学 CBDB 项 目 与 北 京 大 学“ 数 字 人 文 建 设 与 发 展 研 究 课 题 组 ” 共

同 举 办 了 首 届 北 京 大 学“ 数 字 人 文 论 坛 ”，2019 年 12 月 由 清 华 大 学 和 中 华 书 局 联 合 创 办 的

学 术 刊 物《 数 字 人 文 》 正 式 出 版。 近 十 年 来， 宗 教 学 领 域 在 数 字 人 文 方 向 的 研 究 虽 较 少 出 现

“数字人文”这一关键词，但宗教学领域“数字人文”方向的初步探索已积累了相当的研究成

果，并呈现增长趋势。

一、宗教学文献图像等数字化进程兼顾数据库基础性建设与应用性研究支撑

宗教学文献图像等基础数据库建设一直在推进，佛教大藏经 Cbeta、宗教学词典 App、道

教 研 究 文 献 数 字 化 工 作 等 都 已 奠 定 了 较 为 扎 实 的 基 础。 方 广 锠 的 汉 文 佛 教 文 献 数 字 化 总 库、

李 建 新 的“ 中 国 宗 教 研 究 数 据 库 建 设（1850 — 1949）” 等， 已 成 为 近 十 年 宗 教 学 文 献 数 字 化

和数据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广锠《谈汉文佛教文献数字化总库建设》（《世界宗教研究》

2016.01） 提 出 汉 文 佛 教 文 献 数 字 化 总 库 建 设 应 遵 循 的 四 个 基 本 原 则。 宗 教 学 资 料 数 字 化 进

程不仅涉及文献图像的数字化存储，还包括口述史资料、科仪器物等其他载体的数字化存储。

宗 教 学 领 域 资 料 数 字 化 研 究 还 可 吸 纳 图 书 馆、 学 术 机 构 和 数 字 企 业 的 古 籍 数 字 化 成 果 及 数 据

A　 向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数字人文宗教与宗教舆情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邪教问题研究中心研

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