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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敦煌學研究的發展歷程與展望 

鄭阿財
 

一、前言  

1900 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今 17 窟）為數近六萬件的北宋以前各類寫本文

書的發現，震鑠古今，成為近代學術史上的一大盛事。隨著文獻內容的陸續披露，

一門以敦煌文獻為核心的新興學科快速發展，所謂的「敦煌學」成為世界漢學的

顯學。陳寅恪《敦煌劫餘錄序》中說：「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

同時也對石室秘藏重見天日之後，即迭遭英、法、俄、日等國的掠取而大量流散

國外，各國學者各就所長，憑藉此寶貴的新資料，紛紛加以鑽研，從而獲得極為

豐碩的學術成果而興嘆；對於「吾國學者，其撰述得列於敦煌學著作之林，僅三

數人而已！」深表遺憾與感慨。于右任《敦煌紀事詩》，也慷慨悲歌道：「斯氏

伯氏去多時，東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學已名天下，中國學人知不知！」 

我們回顧中國敦煌學研究史，可以發現，初期因國家多難，時局動盪，敦煌

學的研究，始終在時續時斷，時斷時續下進行，既無法生根，更遑論繁衍。較之

外國，無論就量、就質，就研究的範圍門類，均是彼多而我寡。這是客觀的事實，

也是歷史的無奈。對此潘重規先生每以「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與後學共勉，

並期盼「漢學終當作漢聲」。正因如此，臺灣雖僻處海隅，地小人少，然而在敦

煌學研究的成果與表現上，也有其不可忽視的成就與貢獻。 

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為了考察臺灣敦煌學研究的發展，並如實的呈現其具

體成果，希望能總結百年來港臺敦煌學研究之篇章，方便學界之參考與研究，特

擬訂「港臺百年敦煌學研究論文彙編」出版計畫。今編輯完成，交付排印，主持

此項出版計畫的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所長鄭炳林教授囑我為此鉅編撰文，說明

臺灣敦煌學發展的歷程與特色。由於我自 1974 年親炙本師潘重規先生研習敦煌

                                                           
 南華大學文學系教授兼敦煌學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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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以來，始終遵循「文字是基礎，目錄是門徑」1的治學規臬，及「真積力久則

入」的教誨，先後參與了《敦煌俗字譜》、《龍龕手鑑新編》、《經典釋文韻編》、

《玉篇索引》等編纂工作，並一面著手蒐集敦煌學研究論著篇章，一面翻檢各類

圖書、論文、目錄、建立資料卡片，以為自我研究之需，且便於同好查檢。1979

年時先行將 1950 至 1979 年臺港地區敦煌學論著目錄 513 則，發表於《木鐸》第

八期。而後因同好需求漸多，乃擴大收錄範圍，陸續增補，未曾間斷。1982 年

彙集 1908 年以來中、日兩國刊行的有關敦煌學研究論文著作二千餘則，發表於

《華岡文科學報》十四期。 

1986 年潘重規師規劃在臺北舉辦「第一屆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囑我

將收集所得的篇章配合中央圖書館藏敦煌寫卷於會場一併展出，深受與會學者的

關注與鼓勵。會後，漢學研究中心建議將篇目編纂成冊，提供參考。我深知敦煌

學為世界顯學之一，研究者遍及寰宇，著述之富，資料之繁，絕非一己之力所能

勝任；且舊作既不易網羅淨盡，而新著又日出不斷，欲求齊全完備，實不可能。

但凡事必得有人開始去做，始能有所發展。潘先生對敦煌學未來的發展提出「三

個具體工作」：「編纂一部敦煌遺書總目錄」、「編纂一部敦煌論文著述總目錄」、

「成立一個資料研究中心」2。自我衡量後以為：三個具體工作中，似乎只有「論

著目錄編纂」一項，短期間可以具體實行兌現。因此，乃不揣淺陋，與內子朱鳳

玉共同將平日抄錄之卡片加以董理，並盡力尋檢按覈各類書籍、刊物、目錄，進

而重加分類編排。1987 年由漢學研究中心出版了《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提

供 1908 年到 1986 年間中日兩國有關敦煌學論文著作的訊息。此書一出，深獲好

評，咸稱便利。不到半年，即已告罄。再版、續編之聲，時有所聞；加以敦煌學

研究風氣日趨熾熱，學界同好再三催促鼓勵續編。余以目錄工具的編纂，錯漏所

在多有，新著與時俱增，再版意義不大，增補雖費周章，然終究得進行；乃於課

後、研究之餘，時輟時續地展開增補工作。 

2000 年，既是敦煌藏經洞發現 100 周年，又是邁入 21 世紀的新世紀，作為

新興學科的敦煌學也即將邁入百年的歷程，進行近百年的總結確有必要，乃再度

                                                           
1  潘重規先生所稱的目錄，指的是「敦煌寫卷目錄」與「敦煌學研究目錄」。 
2  潘重規〈敦煌學的現況和發展〉，《新亞生活》第 15 期第 9 卷，1973 年 1 月 20 日，頁 1-4。

收入《列寧格勒十日記》附錄（臺北：學海出版社，1975 年 1 月，頁 13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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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努力的展開編纂工作，完成《1908-1997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交由漢學

研究中心印行。全書計 652 頁，著錄 11650 則，分十二大類，每類之下，又分若

干子目。為便學者檢索，漢學中心特將其製成電子資料庫，提供網上檢索。對此，

先生頗為嘉許，並勉再接再厲。 

2003 年春，先生不幸辭世，一時頓失依怙；唯先生教誨，不敢或忘；研學

傳道，未嘗懈怠。因特接續《1908-1997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將 1998 到 2005

年敦煌學研究的論著篇章，加以集結分類，著錄 5714 項，編印《1998-2005 敦煌

學研究論著目錄》一書，以為先生百年誕辰之紀念。 

惟自研習敦煌學以來，迄今正好四十年，其間對於敦煌文獻與研究相關訊息

之收集，可說未敢一日怠忽；對臺灣敦煌學的研究發展更是關注有加。今承蒙炳

林兄抬愛，其囑咐自不敢推辭，因不揣淺陋，嘗試草撰〈臺灣敦煌學研究的發展

歷程與展望〉一文，希望藉此能使臺灣敦煌學的研究成果得以彰顯，其發展歷程

與經驗也可資未來研究者之參考與借鑒。然敦煌學的範疇與內容廣大駁雜，囿於

個人學養與見識，偏隅不當之處，自知不免，尚祈  方家有以教之。 

二、臺灣敦煌學研究發展的制約與背景 

敦煌學能快速發展成一門國際顯學，究其原因，蓋一者由於漢唐時期敦煌的

歷史、地理，即深具國際性，又是中西交通孔道，四大文明、六大宗教、十多個

民族匯集交融的地區，是一個十足的國際文化都會；二者更因「敦煌文書」的發

現與流散，亦具國際性。眾所皆知「藏經發現」以後，大量文書隨即遭到英、法、

俄、日等國的劫取，乃至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博物館、藝術館、圖書館，甚至個

人多有所收藏，自然引起各國的重視與研究，牽動著敦煌學的發展。 

    相較於其他國家而言，臺灣敦煌學大抵有以下幾個獨特的發展制約與背景條

件。首先是敦煌文獻的收藏極為有限。 

敦煌學既是一門以資料為核心的國際性新興學科，因而研究發展的首要關鍵

即在敦煌文獻資料的有無。換言之，沒有敦煌文獻也就沒有敦煌學，更談不上敦

煌學的研究發展。 

臺灣敦煌文獻的收藏，主要為國家圖書館（原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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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件（雖多為常見之佛書，然珍本數量，佔全部十二分之一，其比例較他處所

藏，亦無多讓）。其次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有 51 件（含

漢文、吐蕃文、西夏文、回鶻文及木捺佛像、經帙等）。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有 6 件（係羅家倫家屬等捐贈，皆為佛經）。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2 件（皆為佛

經）。此外，私人收藏：海華堂創辦人王水衷（現任中華海峽兩岸文化資產交流

促進會理事長）購藏有 20 件（《現妙明心》3有著錄）；零星收藏者有：板橋林

家、高拜石、蔣穀孫、黃君璧、丁念先、王道榮……等詳情如何不得而知。初步

估計臺灣敦煌文獻的收藏總數不過二百五十件。這個數字相較於中、英、法、俄

等敦煌文獻四大收藏中心及日本等，為數以萬、千計的寫卷，實在是不成比率。

而且臺灣的藏卷又以佛教經卷居多，因此，就資料而言，研究的條件可說是很不

充分的，甚至是極其不足的。 

其次，可見流通的敦煌文獻侷限於變文、曲子詞等文學文獻。既然臺灣收藏

的敦煌文獻十分有限，且多為一般佛教經卷，學者研究只能仰仗其他流通的敦煌

文獻。縱觀敦煌學研究的發展史，可以發現：敦煌學每一高潮的到來都與新資料

的刊佈密切相關。臺灣敦煌學的研究發展，也正是與資料的流通息息相關。1947

年臺灣大學出版了日本神田喜一郎編的《敦煌秘笈留真新編》，此書原為日本帝

國大學神田喜一郎於留法期間拍攝伯希和藏卷中的四部要籍，編成時臺灣光復，

而由臺大裝訂出版，但存於倉庫，罕為人知。1954 年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庫委

託英國劍橋大學拍製了英國博物館藏斯坦因敦煌漢文寫卷 S.0001-S.6980 的縮微

膠卷，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極其不容易的經由日本取得一套沖洗（印）

的照片，但卻因僻處南港，交通不便，加上研究機構，不輕易開放，學者知道者

甚稀，更遑論使用，以致未能發揮學術研究的效用。 

1955 年任二北出版了《敦煌曲校錄》，主持世界書局編務的楊家駱，將其

附在任大椿《唐五代詞》後面翻印出版4；1957 年王重民等編的《敦煌變文集》

出版，世界書局將其改名為《敦煌變文七十八種》在臺印行5。這些雖然為數不

                                                           
3  《現妙明心——歷代佛教經典文獻珍品特展圖錄》，臺北：國家圖書館，2012 年 12 月。 
4  任二北《敦煌曲校錄》，上海：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5 年；《校註唐五代詞》，臺北：

世界書局，1976 年。 
5  《敦煌變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 年；《敦煌變文七十八種》，臺北：世界書

局，196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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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但卻是極其重要的文學文獻，關係到中國俗文學發展史上的許多關鍵與環

節，也就成為臺灣敦煌學研究發展有限而珍貴的土壤。 

當然也由於敦煌變文、曲子詞多屬文學性質，在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書中均立有專章說明6，所以引起各大學中文系的關

注，相關課程的教學中均不免強調此批新材料的價值及其在中國文學史、中國俗

文學史的重要性。80 年代多所學校中文系更紛紛增設「敦煌學」選修課程，造

成臺灣敦煌學的研究以中文系所為主力的特殊現象；因此，研究主題也就較為集

中在以敦煌文學的研究上，成果自然也是一枝獨秀。 

再者則是敦煌學的研究發展端賴個人力量推動，且以中文系所為研究主力。

1974 年潘重規先生應中國文化大學之邀，開始在中文系所極力推動敦煌學的研

究，期許「漢學終當作漢聲」，既編纂第一本「敦煌學」的專門刊物，又開設「敦

煌學研究」課程，組織「敦煌學研究小組」，同時又進行《敦煌俗字譜》、《龍

龕手鑑新編》等編纂工作，藉由書面知識與實務工作的結合，積極培育研究人才。

使初次接觸敦煌學的學生能正確的辨識寫卷上的文字，打下良好閱讀原卷的基

礎，為臺灣敦煌學研究開墾出一片園地。 

師承性強，是優良的學術傳統，但也是研究發展無形的制約。儘管潘先生視

野開闊，研究課題也不拘一格，然畢竟中國文學系的學術背景，及有限的時間與

精力，對於龐大博雜的敦煌文獻，自然選擇與自己學術專長相近為切入點，較能

有所成。所以說敦煌學研究以中文系所為主力的現象既是優點，但卻也是發展的

侷限與制約。 

在上述條件制約與資源有限的環境背景下，臺灣敦煌學的研究卻有著持續而

穩定的發展。尤其 80、90 年代更是呈現出極其優越而令人不可忽視的成果，特

別是在敦煌文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不過 2000 年以來，隨著學術環境的改變，

研究生態有了顯著的變遷，似乎也出現令人擔憂的青黃不接現象；有鑑於此，以

下特就臺灣敦煌學研究既有的成果進行簡要的考察，藉以展望未來，希望能激起

脫胎換骨之契機，並尋求臺灣敦煌學永續發展的生機，繼續在敦煌學研究史上發

                                                           
6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 年出版；1967 年，臺北市：臺灣商務印

書館，將作者改為「鄭篤」， 影印出版。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海：中華書局，1949

年出版；1960 年，臺北：臺灣中華書局改名為《中國文學發達史》翻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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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發熱。 

三、臺灣敦煌學研究成果及發展歷程 

臺灣所藏敦煌寫卷數量確實不多，可資引起學術討論的文獻也相當有限。雖

然如此，但幾十年來臺灣的敦煌學研究，在潘重規先生的積極推動下，有志之士

孜孜矻矻的進行著。儘管資料貧乏，條件有限，仍然憑藉著「不惜去人遠，但恨

莫與同」的學術熱忱，依據本身的研究學養與關注的面向，不斷耕耘，且薪火相

傳，延續不斷，呈現出相當可觀的成果，也做出了不少貢獻。尤其在大陸改革開

放之前，學術空白的十年文革期間，臺灣及海外華人在敦煌學研究的努力，得以

為華人在國際敦煌學界發聲；勉力支撐起中國敦煌學研究的運轉，使敦煌學發展

不致缺席而中輟。 

「港臺百年敦煌學研究論文彙編」的編纂是針對 1906～2011 年間在臺港地

區出版的期刊、學報、論集與專書中有關敦煌學研究的篇章，專著及碩博士學位

論文（約 250 種）則不入彙編之列，經篩選總計有 2000 篇。其中屬於臺灣學者

所發表的有 1330 篇（包括在香港、大陸及海外地區正式發表之論文篇章）；香

港學者的論文有 88 篇，海外學者在臺港地區發表的敦煌學論文有 271 篇，大陸

學者在臺港地區發表的敦煌學論文 311 篇。 

為了便於分析，並清晰的呈現臺灣敦煌學研究的成果、發展與特色。以下謹

參考拙編《1998-2005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臺北：樂學書局，2006 年）的分

類，將 2000 篇臺港敦煌學研究篇章，依主題分為 12 大類，展開計量分析與解說。

其各類內容大致如下： 

1. 目  錄：包含「寫卷目錄」、「研究目錄」、「圖版、錄文」等。 

2. 總  論：包含「敦煌與敦煌石窟」、「石窟開鑿、封閉、發現」、「石

室文物流布」、「考古、探險」等。 

3. 歷史地理：包含「歷史」、「地理」等。 

4. 社  會：包含「社會通論」、「生活、民俗」、「體育、文化」、「戶

籍」、「階級」、「結社」等。 

5. 法制經濟：包含「法制」、「經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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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語言文字：包含「漢語」、「胡語」、「俗字」、「詞彙、語詞考釋」、

「語法」等。 

7. 文  學：包含「文學通論」、「詩歌」、「曲子詞」、「賦」、「文集」、

「變文」、「小說」等。 

8. 經子典籍：包含「經部」、「子部」、「其他典籍」等。 

9. 宗  教：包含「宗教通論」、「佛教」、「道教」、「其他宗教」等。 

10. 藝  術：包含「藝術通論」、「壁畫」、「塑像」、「絹畫、版畫、文

物」、「飛天、舞蹈」「音樂」、「書法」、等。 

11. 科  技：包含「科技通論」、「天文、星占」、「曆算」、「醫藥」、

等。 

12. 綜  述：包含「概述」、「人物」（當代敦煌學者）、「序跋、評介」、

其他等。 

整體而言，1906-2011 年期間，論文數量最多的研究主題類別，主要為「文

學」類(545 篇)，其次為「宗教」類（322 篇），以及與佛教息息相關的「藝術」

類（226 篇）。相較之下，「歷史地理」類、「社會」類較少；「法制經濟」類

與「科技」類的論文更少。以下僅以發表的時序為經，研究主題類別為緯，分別

展開各類的計量分析，擇要加以說明，針對其間現象進行詮釋，並嘗試論述其發

展趨勢。 

（一）臺灣敦煌學研究成果計量分析 

真正屬於臺灣的敦煌學研究，當然是從 1949 年播遷來臺開始。唯渡臺學者

在 1949 年以前也偶有發表於大陸或香港之篇章，所以我們收集到 1949 年以前有

關敦煌學的研究篇章計有 10 篇，臺灣學者５篇，香港學者 2 篇，大陸學者 3 篇。

其發表園地均在香港。由於本出版計畫定名「臺港百年敦煌學研究論文彙編」，

因此也將之收入。至於實際分析論述臺灣敦煌學的成果與發展歷程，仍以 1949

年到 2011 年的 60 年間為主。 

1949 年到 2011 年為期六十年的這段期間，以十年為一階段，正可分為六個

時期。茲將各期統計量化表列，並加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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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年代 

作者 

1906-

1948 

1949-

1960 

1961-

1970 

1971-

1980 

1981-

1990 

1990-

2000 

2000-

2011 

臺港地區

合    計 

目  錄 0 1 8 13 22 11 7 62 

總  論 1 6 16 19 28 41 16 127 

歷史地理 2 9 22 30 35 19 20 137 

社  會 1 2 3 8 7 28 32 81 

法制經濟 0 0 0 5 5 14 13 37 

語言文字 0 4 2 12 30 50 49 147 

文  學 3 8 35 106 136 106 151 545 

經子典籍 1 1 14 9 27 26 38 116 

宗  教 0 3 5 42 59 66 147 322 

藝  術 0 9 12 13 49 52 91 226 

科  技 0 1 1 2 4 9 9 26 

綜  述 2 1 7 18 43 39 64 174 

臺港地區

合    計 
10 45 125 277 445 461 637 2000 

臺港敦煌學研究 - 篇章分期分類計量表 

發表年代 

作者 

1906-

1948 

1949-

1960 

1961-

1970 

1971-

1980 

1981-

1990 

1990-

2000 

2000-

2011 

臺港地區

合    計 

台灣學者 5 39 92 177 305 276 436 1330 

香港學者 2 4 12 12 42 12 4 88 

海外學者 0 1 20 86 85 48 31 271 

大陸學者 3 1 2 2 13 125 165 311 

港臺地區

合    計 
10 45 126 277 445 461 636 2000 

臺港敦煌學研究 - 研究人員分期計量表 

總體來看，臺灣敦煌學的研究發展概況，正與研究環境的變遷相對應。其中

第一期 1949 年到 1960 年，最少，只有 45 篇（臺灣 39 篇，香港 4 篇，海外 1

篇，轉載民國初期論文 1 篇）：這正反映出大陸播遷來臺的時局，民生困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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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凋蔽，敦煌學研究初期的現象；其次是第二期 1961-1970 年 126 篇（臺灣 92

篇，香港 12 篇，海外 20 篇，轉載早期民國篇章 2 篇）：由於時局漸趨穩定，教

育學術漸次展開，王重民等《敦煌變文集》、任二北《敦煌曲校錄》在臺翻印，

學界有可據以研究的文本，中文研究所開始有碩士生投入變文研究，撰寫論文，

敦煌文學園地逐漸露出苗芽；第三期 1971-1980 年賡續發展，研究成果漸豐，有

277 篇（臺灣 177 篇，香港 12 篇，海外 86 篇，轉載早期民國篇章 2 篇），數量

快速成長了一倍多，這當中更因為潘重規先生由海外返國，開始在中國文化大學

中文系所推動敦煌學，積極培育人才有著密切的關係。另外旅法的陳祚龍於 60

年後期返臺擔任中國文化大學研究生業務組主任，特將其在巴黎閱讀敦煌寫卷札

記、校錄寫卷文本陸續發表，在法藏寫卷尚未公布的年代裡，其貢獻良多；第四

期 1981-1990 年潘重規先生辛勤的耕耘與努力培育，持續開花結果，成果豐碩，

研究篇章多達 445 篇（臺灣 305 篇，香港 42 篇，海外 85 篇，大陸 13 篇，有早

期民國篇章，也有當時大陸學者的論著），此時兩岸關係緩和，大陸開始進入改

革開放，兩岸學者漸有交流，研究篇章又成長了一半。另一方面，第三、四期是

潘先生回臺推動的敦煌學研究的 20 年，先生苦心耕耘開始收成，新人輩出，博

碩論文紛紛出籠，且論題多元，並舉辦國際研討會，可說是臺灣敦煌學發展的鼎

盛時期；第五期 1990-2000 年 461 篇（臺灣 276 篇，香港 12 篇，海外 48 篇，大

陸 125 篇）：此一時期，總篇數穩定的成長，一者由於敦煌寫卷縮微膠卷及膠卷

翻印紙本圖書《敦煌寶藏》的相繼流通，海內外收藏紛紛公佈，大型圖版陸續出

版，兩岸敦煌學界交流頻仍，研究工具、研究環境大為改善，大陸學者論文來臺

發表的篇章大量湧入，由前一期的 13 篇，發展到 125 篇，提升了近十倍之多。

雖然研究條件有利，然而臺灣學者研究篇章卻呈現下滑，從前一時期的 305 篇，

銳減為 276 篇。推究原因，蓋以敦煌學熱門有趣且較易凝聚論題的變文、曲子詞

研究已多，新課題的開發不易，新材料的梳理非長久從原卷著手難為功，加上社

會競爭激烈，搶短線風氣等等的影響下，研究熱潮也就逐漸消退。 

第六期 2000-2011 年 636 篇（臺灣 436 篇，香港 4 篇，海外 31 篇，大陸 165

篇）：這一時期，除香港的研究明顯萎縮外，不論臺灣，或大陸，研究篇章均有

顯著的成長。這與兩岸交流，世界各國及中國各地方的收藏陸續公佈，敦煌學國

際項目（IDP）數位影像陸續公開，提供學界更多，更清晰的寫卷資料不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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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及敦煌研究院、蘭州大

學敦煌學研究所等學術組織與機構，積極的組織學術會議，推動交流，出版刊物，

提供並促進敦煌學研究的發表園地與動力，也是重要的原因。 

（二）臺灣敦煌學研究主題分類量化分析 

敦煌文書的發現，與甲骨文、漢晉簡牘、明清內府檔案一起被稱作中國近代

學術史上的四大發現。引起世界上許多國家學者的矚目，利用這批珍貴資料，中

外學者紛紛從歷史、考古、經濟、政治、軍事、地理、民族、民俗、語言、文字、

文學、宗教、建築、音樂、美術、舞蹈、體育等各個方面進行研究，而且成就輝

煌。 

石濱純太郎（1888-1968）在大阪自行印刷《敦煌石室的遺書（懷德堂夏期

演講）》的小冊子中，已揭示了「敦煌學」一詞。除了使用「敦煌學」這一名詞，

同時有理論自覺的提出「敦煌學」這一概念，則是 1930 年陳寅恪《敦煌劫餘錄

序》所說的：「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以及「自發現以來，二

十餘年間，東起日本，西迄法、英，諸國學人，各就其治學範圍，先後咸有所貢

獻。吾國學者其撰述得列於敦煌學著作之林，僅三數人而已！」等等，多是對敦

煌研究發展的呼籲與針砭。從序中可見初期「敦煌學」的內涵，蓋指整理研究莫

高窟藏經洞所發現的大批寫卷文書而言。雖然「敦煌學」一詞，從嚴謹的學科命

名法來看，似乎並不科學，但學界約定俗成地沿用它來指有關敦煌的所有研究。

同時隨著敦煌研究的發展，「敦煌學」的概念也不斷地擴大。 

畢竟「敦煌學」是以藏經洞發現的文獻為核心而來。所以現行的學科分類，

大多將「敦煌學」放在「歷史學」的二級學科「歷史文獻學」之下，則不難理解。

敦煌學的範疇不斷的拓展，特別是對於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中保存精美壁畫、

彩塑等的研究，以及大量敦煌簡牘的整理與研究。如今研究範疇已然形成，主要

包括敦煌石窟藝術、敦煌文書、敦煌簡牘以及敦煌及其周邊一帶遺存的長城、烽

燧、寺塔等考古遺跡。所以說敦煌學的成果，隨著研究發展，範疇不斷的拓大，

其成果更顯龐大而博雜。但整體而言，各國的研究主題，各有主從、輕重，大抵

隨研究者各自的學術環境、專長與偏好而發展。 



臺灣敦煌學研究的發展歷程與展望 

 

 111 

臺港 1906-2011 年期間為數 2000 篇的研究篇章，根據拙編《1998-2005 敦煌

學研究論著目錄》所分的 12 大類，目錄類包括了寫卷目錄、研究目錄與專題目

錄計 62 篇；總論包括了石室開鑿封閉發現、敦煌與敦煌石室、考古探險、文物

保護等，計 127 篇；歷史地理類，包括敦煌歷史、民族歷史、敦煌地理文獻與古

地理等，計 137 篇；社會類，包括戶籍人口、生活、民俗、體育、文化等，計

81 篇；法制經濟類，包括法制、制度、經濟等，計 37 篇；語言文字類，包括字

書、韻書、聲韻、俗字、語法、詞彙等，計 147 篇；文學類，包括文集、詩歌、

曲子詞、佛曲歌讚、變文、賦等，計 545 篇；經子典籍類，包括儒家經籍、蒙書、

類書、及道家典籍等，計 116 篇；宗教類包括佛教信仰、經律論、古佚經、疑偽

經、佛教史料、道教經典、其他宗教等，計 322 篇；藝術類，包括石窟建築、塑

像、壁畫、圖案、書法、音樂、舞蹈等，計 226 篇；科技類，包括天文、曆法、

星占、算數、醫藥、紙張、印刷等，計 26 篇；綜述類，包括機構、人物、訊息、

序跋、評介、會議報導等，計 174 篇。數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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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排除香港、海外及大陸學者的論文篇章，單就臺灣學者發表的篇章論，

總數有 1330 篇。其中，以文學類最多，計有 423 篇；其次為宗教類，計有 179

篇；與敦煌佛教石窟息息相關的藝術類則居第三，計有 150 篇；語言文字類、經

子典籍類及綜述類的篇章較為相當，也都有百篇左右。總論類及歷史地理類各有

80 篇，社會類有 44 篇；目錄類有 40 篇；法制經濟類只有 17 篇；科技類最少，

只有 14 篇。 

    

發表年代 

作者 

1906-

1948 

1949-

1960 

1961-

1970 

1971-

1980 

1981-

1990 

1990-

2000 

2000-

2011 

臺灣學者

合    計 

目  錄 0 1 5 9 16 5 4 40 

總  論 1 6 14 13 21 18 7 80 

歷史地理 1 9 13 13 29 4 11 80 

社  會 0 1 1 1 5 18 18 44 

法制經濟 0 0 0 1 2 9 5 17 

語言文字 0 2 2 9 22 33 39 107 

文  學 0 6 25 82 114 67 129 423 

經子典籍 1 1 14 9 25 23 28 101 

宗  教 0 3 3 16 20 41 96 179 

藝  術 0 8 8 12 31 36 55 150 

科  技 0 1 1 1 1 3 7 14 

綜  述 2 1 6 11 19 19 37 95 

臺灣學者

合    計 
5 39 92 177 305 276 436 1330 

臺灣學者敦煌學研究篇章主題分類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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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學者敦煌學研究篇章分類趨勢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文學類、宗教類，一直是呈直線成長的趨勢，只有在

1990-2000 年這一時期，呈現下降的特殊情況。其中，文學類從 1949-1960 年的

6 篇，到 1961-1970 年的 25 篇，1971-1980 年成長為 82 篇，1981-1900 年略增到

114 篇，而 1990-2000 年卻下降為 67 篇，2001-2011 年隨即大幅爬升到 129 篇。

宗教類的發展趨勢也相類似，初期緩慢，1949-1960、1961-1970 年各為 3 篇，

1971-1980 年成長為 16 篇，1981-1900 年略增到 20 篇，1990-2000 年成長一倍為

41 篇，2001-2011 年更大幅成長到 96 篇之多。語言文字類及藝術類一直是維持

著成長的趨勢。以下根據十二類，逐類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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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錄類研究主題計量分析 

發表年代 

作者 

1906-

1948 

1949-

1960 

1961-

1970 

1971-

1980 

1981-

1990 

1990-

2000 

2000-

2011 
合計 

臺灣地區學者 0 1 5 9 16 5 4 40 

香港地區學者 0 0 1 0 4 1 0 6 

海外地區學者 0 0 2 4 2 2 0 10 

大陸地區學者 0 0 0 0 0 3 3 6 

合計 0 1 8 13 22 11 7 62 

臺港敦煌學研究篇章「目錄」類分期計量表 

目錄類，計 62 篇。臺灣學者計 40 篇，包含「寫卷目錄」（23 篇）、「研

究目錄」（6 篇）、「圖版、錄文」（6 篇）、其他（5 篇）等。以《中國敦煌

學論著總目》（甘肅人民出版社，2010 年 8 月）所錄「文獻目錄」計 166 篇，

包含寫卷目錄與研究目錄，「圖版、錄文」不計。臺灣約佔五分之一。 

臺灣收藏的敦煌文獻雖然相當有限，但學界對於本身收藏皆極為關切，並且

都盡力對所知的收藏撰寫敘錄與目錄，蓋一本學術資料乃天下之公器，當公諸於

世，方能為學界所用。1968 年，潘重規先生在香港《新亞學報》發表了〈國立

中央圖書館所藏敦煌卷子題記〉7後，學界始關注此批寫本。之後，法國吳其昱、

日本石田幹之助、牧田諦亮等學者，聞風紛紛遠道來臺，披閱原卷，撰文論述。

1975 年，潘先生更將《敦煌學》第二輯定為「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敦煌卷子專輯」，

除將原撰題記校訂復刊外，並將法、日學者討論此批敦煌卷子的論文漢譯刊載8。

翌年更倡議將中央圖書館所藏全部敦煌卷子以大 8 開加以影印出版，公諸於世9，

此實為敦煌卷子全部影印之創舉，也使臺北中央圖書館藏敦煌寫本得以流傳廣

遠，提供了研究上的莫大方便。可說是開館藏敦煌文獻全數照相編印圖錄出版風

氣之先。90 年代開始，學界、出版界紛紛尋求與各大收藏圖書館合作，採用先

                                                           
7  潘重規〈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敦煌卷子題記〉，《新亞學報》第 8 卷第 2 期，1968 年 8 月，

頁 321-373。 
8  包括有：吳其昱〈臺北中央圖書館藏敦煌蕃文寫本佛經四卷考〉、石田幹之助撰、邱棨鐊譯

〈臺北圖書館所藏敦煌古鈔目錄〉、牧田諦亮著、楊鍾基譯〈臺北中央圖書館之敦煌經〉、
冉雲華〈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中天竺國〉。 

9  潘重規編《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敦煌卷子》6 冊，臺北：石門圖書公司，1976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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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技術重拍、精印館藏敦煌文獻。先後有四川人民出版社《英藏敦煌漢文文獻（漢

文佛經以外部分）》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吐魯番文獻集成》的大型圖錄出

版，北京大學、天津藝術博物館、俄藏、法藏、上圖、上博、甘藏、浙藏……等

資料也相繼刊布，在照相、印刷科技進步的條件下，這些新印本的清晰圖版有利

於正確釋錄圖版上的文字。對敦煌學研究資料的取得將更加方便，研究領域也將

更為開闊。 

1980 年金榮華披露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藏的二卷敦煌寫卷10；2000 年鄭阿財

則針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的 50 件敦煌卷子撰題記11，

詳細敘錄，使臺灣公藏敦煌寫卷得以為學界所知悉，進而利用研究。 

各階段中以 1971-1980 年（9 篇）與 1981-1990 年（16 篇）這兩個時期最多，

顯然是受到潘重規先生回臺從事教學研究的影響。其中，研究材料除了臺灣當地

收藏的敦煌寫卷，也包含流散至日本、英國、印度、俄國等國的寫卷，以及大陸

所保存的寫卷，如：金榮華發表了倫敦與印度收藏的寫卷目錄，王三慶則對日本

藏敦煌寫卷進行調查，並加著錄，12可見在潘先生的帶領下，臺灣的敦煌學研究，

不僅掌握本身少量的收藏情況，也擴及其他地方相關的收藏訊息與研究材料，頗

有逐漸與國際學術界匯流的發展趨勢。 

    另一方面，有關敦煌研究論著目錄方面，臺灣地區的研究者用功甚勤。不論

有關臺灣地區研究論著目錄的編輯，或中國、日本敦煌學研究的目錄網羅與編

纂，均有相當的成果，其中主要為本人的收集整理。從 1979 年〈近三十年臺港

地區敦煌學論文目錄初稿〉13開始，之後 1982 年〈敦煌學研究論文著作目錄初

稿〉14更擴及中日的研究論著，接著持續不斷，定期刊佈，多所積累，掌握也較

為全面而詳盡。同時還先後集結編纂有《1908-1997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

《1998-2005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15，近期，考慮培養新人，以便交棒。因此

                                                           
10 見〈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藏敦煌卷子跋〉，《華岡文科學報》第 12 期，1980 年 3 月，頁 269-270。 
11 〈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卷子題記〉，《吳其昱先生八秩華誕敦煌學特刊》，

臺北：文津出版社，頁 355-402。  
12 王三慶〈日本所見敦煌寫卷目錄提要（一）〉，《敦煌學》第 15 期，1989 年 12 月，頁 87-114；

〈日本天理大學天理圖書館典藏之敦煌寫卷〉，《第二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
漢學研究中心，1991 年 6 月，頁 79-98。 

13 鄭阿財〈近三十年臺港地區敦煌學論文目錄初稿〉，《木鐸》第 8 期，1979 年 12 月，頁 397-445。 
14〈敦煌學研究論文著作目錄初稿〉，《華岡文科學報》第 14 期，1982 年 6 月，頁 1-71。 
15《1908-1997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0 年 4 月；《1998-2005 敦煌

學研究論著目錄》臺北：樂學書局，2006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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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後夥同蔡忠霖、周西波、張家豪等繼續整編，每隔二、三年則刊載新編論著目

錄與述評，提供學界參考。 

2. 總論類研究主題計量分析 

發表年代 

作者 

1906-

1948 

1949-

1960 

1961-

1970 

1971-

1980 

1981-

1990 

1990-

2000 

2000-

2011 
合計 

臺灣地區學者 1 6 14 13 21 18 7 80 

香港地區學者 0 0 2 2 2 1 0 7 

海外地區學者 0 0 0 2 1 8 0 11 

大陸地區學者 0 0 0 2 4 14 9 29 

合計 1 6 16 19 28 41 16 127 

  臺港敦煌學研究篇章「總論」類分期計量表 

    總論類，計 127 篇。臺灣學者的篇章 80 篇，主要包含「敦煌與敦煌石窟」

（17 篇）、「石窟開鑿、封閉、發現」（12 篇）、「石室文物流布」（42 篇）、

「考古、探險」（11 篇）等。 

   「總論類」方面的研究篇章，自 1961 年起，都維持一個穩定的數量。1961-1970

年有 14 篇；1971-1980 年有 13 篇。（平均每年都有 1-2 篇），1981-1990 年成長

到 21 篇，1991-2000 年也有 18 篇，2000 年以後又減少至 7 篇。就作者論，以蘇

瑩輝所佔篇數最多，計 21 篇，其次為金榮華（7 篇）、林聰明（4 篇）。 

    就內容論，主要是針對敦煌石窟文物流散狀況以及敦煌與敦煌石窟關係的說

明，涉及敦煌文獻的流佈與敦煌學產生的學術背景，至於有關石窟實地考察的研

究，礙於時空限制，相對較少。 

    另外，自 1990 年起兩岸學術交流漸趨頻繁，大陸學者來臺發表漸多，其中

「總論類」的篇章很快追上並超越臺灣學者所發表的篇數，顯示大陸學者對於「敦

煌與敦煌石窟」、「石窟開鑿、封閉、發現」等問題相對較為投入。 

3.歷史地理類研究主題計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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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年代 

作者 

1906-

1948 

1949-

1960 

1961-

1970 

1971-

1980 

1981-

1990 

1990-

2000 

2000-

2011 
合計 

臺灣地區學者 1 9 13 13 29 4 11 80 

香港地區學者 1 0 1 1 1 1 0 5 

海外地區學者 0 0 8 16 4 1 2 31 

大陸地區學者 0 0 0 0 1 13 7 21 

合計 2 9 22 30 35 19 20 137 

  臺港敦煌學研究篇章「歷史地理」類分期計量表 

歷史地理類，計 137 篇，臺灣學者 80 篇，包括敦煌歷史 77 篇、敦煌地理文

獻 3 篇。就各時期的數量來看，1971-1980 年（13 篇）、1981-1990（29 篇），

但 1990-2000 年（4 篇）就大幅衰退了。可能是因為臺灣的敦煌學研究已經開始

從文獻與背景的考察，逐漸轉向文獻的內容，如文學類研究一直維持穩定的數量。 

有關敦煌歷史有 77 篇，就作者論，相對集中在少數幾位。其中以蘇瑩輝所

發表 52 篇為最多，內容主要是有關歸義軍節度使的歷史以及瓜沙史事的研究；

其次是旅法的陳祚龍，計有 21 篇，主要涉及各個時期的敦煌歷史。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林冠群對於唐代吐蕃史料之研究，有 9 篇，這可說是臺

灣研究敦煌吐蕃使及吐蕃文獻唯一的一位。歷史地理類乃敦煌學的重要環節，研

究論提與研究篇章佔整體相當重的比重，以《中國敦煌學論著總目》所錄將近有

2500 篇。臺灣在此類主題的研究實在不成比率篇章不多，作者也少，然而蘇瑩

輝、林冠群的成就與貢獻卻是頗受肯定。 

4. 社會類研究主題計量分析 

發表年代 

作者 

1906-

1948 

1949-

1960 

1961-

1970 

1971-

1980 

1981-

1990 

1990-

2000 

2000-

2011 
合計 

臺灣地區學者 0 1 1 1 5 18 18 44 

香港地區學者 1 1 0 0 0 0 0 2 

海外地區學者 0 0 2 7 1 0 0 10 

大陸地區學者 0 0 0 0 1 10 14 25 

合計 1 2 3 8 7 28 32 81 

臺港敦煌學研究篇章「社會」類分期計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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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類，計 81 篇，臺灣學者 44 篇，包含「社會通論」（3 篇）、「生活、

民俗」（34 篇）、「戶籍」（1 篇）、「階級」（1 篇）、「結社」（3 篇）、

「體育文化」（2 篇）。《中國敦煌學論著總目》所錄約 750 篇，相對於其他各

類主題，可說是研究篇章較少的一類。主要集中在旅法的陳祚龍（6 篇）與蘇瑩

輝（5 篇）。但在 1990-2000 年，有比較明顯的成長，達到 18 篇，2001-2011 年

18 篇。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課題集中在「生活、民俗」，尤其是中堅學者開始投

入此一領域，成為研究的主體，其中王三慶有 7 篇，鄭阿財有 9 篇，二位均是中

國民俗學會的理事，標誌著民俗學的研究觀念與方法開始引入敦煌學，且受到學

界重視。1990 年以後也紛紛引進大陸學者的相關論著，其篇章多達 26 篇。其中

以高國藩最為明顯，有 7 篇。在互相激盪，彼此借鑑下，對此一主題的研究發展

多有助益。 

5. 法制經濟類研究主題記量分析 

發表年代 

作者 

1906-

1948 

1949-

1960 

1961-

1970 

1971-

1980 

1981-

1990 

1991-

2000 

2001-

2011 
合計 

臺灣地區學者 0 0 0 1 2 9 5 17 

香港地區學者 0 0 0 0 0 0 0 0 

海外地區學者 0 0 0 4 2 2 1 9 

大陸地區學者 0 0 0 0 1 3 7 11 

合計 0 0 0 5 5 14 13 37 

臺港敦煌學研究篇章「法制經濟」類分期計量表 

法制經濟類，計 37 篇。臺灣學者對敦煌「法制」方面的研究有 11 篇，「經

濟」方面有 6 篇。研究篇章相當少。全集中在羅彤華一人，主要是對於唐代民間

借貸、租佃、利率等有關的篇章。研究唐代律令制度的高明士有相關論文 2 篇，

同時還翻譯一篇日本池田溫、岡野誠〈敦煌．吐魯番所發現有關唐代法制文獻〉

一篇。此外，旅法的陳祚龍有 3 篇涉及敦煌公文的研究篇章。就敦煌文獻而論，

法制經濟類文書數量不少，可資研究探究的問題不少，《中國敦煌學論著總目》

所錄約有 350 篇，日本研究成果也豐碩。主要是日本起步早，大陸隊伍龐大，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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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力度強，相對而言，臺灣顯現的更形薄弱，難以望其項背，自然也就袖手旁觀

了。 

6. 語言文字類研究主題計量分析 

發表年代 

作者 

1906-

1948 

1949-

1960 

1961-

1970 

1971-

1980 

1981-

1990 

1990-

2000 

2000-

2011 
合計 

臺灣地區學者 0 2 2 9 22 33 39 107 

香港地區學者 0 0 0 1 4 1 0 6 

海外地區學者 0 1 0 2 3 3 3 12 

大陸地區學者 0 1 0 0 1 13 7 22 

合計 0 4 2 12 30 50 49 147 

臺港敦煌學研究篇章「語言文字」類分期計量表 

語言文字類，計 147 篇。以《中國敦煌學論著總目》所錄約有 960 篇，臺港

約佔七分之一。中國整體呈現在音韻、語法與詞彙考釋方面，研究者多，論著篇

章也豐。臺灣地區敦煌學者在「語言文字」107 篇，包含「漢語」（64 篇）、「胡

語」（6 篇）、「俗字」（22 篇）、「詞彙、語詞考釋」（10 篇）、「語法」

（5）等。自 1971 年起一直維持穩定的成長，潘重規先生的研究範圍較廣，涉及

「碎金」、「俗字」、字書與韻學（15 篇），其他學者則各有專攻，如蔡忠霖

以俗字與字書的研究為主（17 篇），朱鳳玉以「碎金」與字書方面的研究為主

（13 篇），洪藝芳以詞匯與字書的研究為主（7 篇），鄭阿財以俗字與寫本學、

字樣學之研究為主（5 篇）等等。整體而言，在潘重規先生的引領下，有關俗字

研究的表現，起步早，成果有具特色。其中潘先生有鑑於敦煌寫本文字存在字形

無定、侃旁無定、繁簡無定等紊亂現象，造成讀卷人莫大困擾；因此研究敦煌寫

卷文字與文書解讀實為首要之務，特將其數十年披閱寫卷，解讀文書的經驗，撰

成〈敦煌卷子俗寫文字與俗文學之研究〉一文，將寫卷中俗、訛、繁、簡等複雜

問題歸納出字形無定、偏旁無定、繁簡無定、行草無定、通假無定、標點符號多

異等條例，並列舉變文、曲子詞等敦煌俗文學寫卷的書寫文字相互印證，說明敦

煌俗寫文字與俗文學之關係，成為研究敦煌俗文學必備的條例。為協助研究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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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俗寫文字之迷障，特於 1978 年鳩集學生編纂《敦煌俗字譜》以為導路之明燈，

是敦煌俗文字學的開創者，影響敦煌文獻解讀極其深遠。另外，朱鳳玉對於《俗

務要名林》、《碎金》等敦煌通俗字書的系列研究，也是頗具特色與價值。1990

年以後，大陸學者張涌泉、黃征等的研究篇章，也在臺灣發表，計有 22 篇，其

主題也是以俗文字及字詞例釋為主。 

至於香港學者 7 篇及海外學者 12 篇，主要則是集中在非漢語的的論文，這

些都是臺灣學界所欠缺的，具有啟迪與填補的效用。如：香港饒宗頤的 6 篇，主

要有關漢語與梵文、吐魯番文之比對研究。法國吳其昱的 5 篇，主要為西域古語

文獻研究，關係到突厥文、吐蕃文、西夏文、粟特文；日本學者高田時雄的 4

篇，主要是關於漢語與回鶻文、藏文之比對研究。 

7. 文學類類研究主題計量分析 

發表年代 

作者 

1906-

1948 

1949-

1960 

1961-

1970 

1971-

1980 

1981-

1990 

1990-

2000 

2000-

2011 
合計 

臺灣地區學者 0 6 25 82 114 67 129 423 

香港地區學者 0 2 4 5 9 1 0 21 

海外地區學者 0 0 4 19 12 10 7 52 

大陸地區學者 3 0 2 0 1 28 15 49 

合計 3 8 35 106 136 106 151 545 

臺港敦煌學研究篇章「文學」類分期計量表 

    文學類，計 545 篇。臺灣學發表包括通論（27 篇）、變文（175 篇）、曲子

詞、佛曲歌讚（90 篇）、文集（9 篇）、詩歌（95 篇）、賦（22 篇）、小說（21

篇）等。據《中國敦煌學論著總目》所錄「文學類」約有 2200 篇，臺港可說佔

有全部的四分之一。若加上專著及碩博士論文約 250 種，則更是佔三分之一。 

    臺灣敦煌文學的研究 423 篇，從 1949-1960 的 6 篇，到 1961-1970 的 25 篇，

1971-1980 快速成長為 82 篇，1981-1900 年略增到 114 篇，而 1990-2000 卻下降

為 67 篇，2001-2011 隨即大幅爬升到 129 篇。從整體發展情況來看，大致維持逐

年成長的趨勢，僅有 1990-2000 年期間曾一度出現停滯，但 2001-2011 年有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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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的反彈回升，此一變化蓋以「文學類」篇章之消長息息相關。在 1990-2000 年

期間，文學類的數量只有前一期的一半，顯示文學類的專題研究已經出現瓶頸。

自 1971 年以來，文學類的研究材料主要是兩岸學者校勘發行的變文集與歌辭總

集，當這些材料被開發到一定程度後，研究生只能轉向其他領域發展，例如將研

究材料從文獻轉向文物，或從佛教文學轉向佛教文化，因此也帶動了其他專題的

研究，特別是藝術類與宗教類的發展。 

至於臺灣敦煌文學研究中有關變文、曲子詞、詩歌三大類的詳細研究情況，

朱鳳玉〈臺灣地區敦煌文學研究之考察與展望〉一文16有過詳細的分析。以下謹

根據「港臺百年敦煌學研究論文彙編」所收的文學類篇章，進行分期的計量析論。 

第一期，1949 到 1960 年，只有 6 篇。其中 3 篇有關變文，一為短文介紹，

一是《秦婦吟》的譯注，其他是報導，實際不能算是研究。 

第二期，1961 到 1970 年，有 25 篇。其中有關變文的 16 篇，有關〈秦婦吟〉

的 2 篇；曲子詞 3 篇；韻文集 2 篇；《文心雕龍》及唐人選唐詩各一篇。在 16

篇有關變文的篇章中，邱鎮京、蘇瑩輝各 4 篇居多。 

第三期，1971 到 1980 年，有 82 篇。其中有關變文的有 40 篇；曲子詞的有

25 篇：詩歌 6 篇；賦 3 篇；佛曲歌讚 2 篇；小說 1 篇；其他為敦煌俗文學通論。

有關變文的 40 篇中，羅宗濤有 14 篇17，主要是他的博士論文《敦煌講經變文研

究》後的系列之作，為有關變文的成立時代與故事題材之研究；潘重規先生有 8

篇，主要為變文文本的校錄及變文源流的探究，其中〈敦煌變文新論〉最為重要。

曲子詞 25 篇中，潘重規先生有 16 篇，主要以曲子詞的校訂為主，特別是《雲謠

集》的整理研究最具成果。另外林玫儀 1 篇，邱燮友 2 篇；詩歌方面的 6 篇中，

4 篇為黃永武的論文，均係利用敦煌寫卷校正唐人詩歌的作品。敦煌賦 1 篇，為

潘重規先生〈敦煌賦校錄〉，此開啟敦煌賦系統整理與研究之先河。 

第四期，1981 到 1990 年，有 114 篇。特色是論題多元，作者劇增。其中有

關變文的 40 篇；曲子詞 26 篇；詩歌 19 篇；王梵志詩 11 篇；秦婦吟 4 篇；小說

                                                           
16 朱鳳玉〈臺灣地區敦煌文學研究之考察與展望〉，《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7 卷，北京：中華

書局，頁 276-289。後收入《百年來敦煌文學研究之考察》，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 年 5

月。 
17 羅宗濤《敦煌講經變文研究》（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72 年 4 月）對敦煌講經的

起源與講經文的體制進行探討外，並考訂各篇作品的時代與題材，是第一本以變文為題的博
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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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篇；通論 10 篇；其他 9 篇。此期變文研究者增多，主要因潘重規先生《敦煌

變文集新書》18的出版，帶給研究者可方便閱讀與可靠的研究文本依據。因此，

依據變文的類別進行探研，或據各個變文內容展開故事之研究。尤其是學位論文

一時蜂出的同時相關研究篇章也相繼出爐。曲子詞的論著中主要為潘重規先生有

關《雲謠集》的後續論述；或探究詞的起源問題，或析論曲子詞的內容。 

詩歌篇章中，黃永武賡續《敦煌唐詩》研究的篇章為主。王梵志研究則是此

一期間興起的熱門論題。其中除潘先生的論文外，主要為朱鳳玉博士論文《王梵

志詩研究》的前期研究的呈現。 

第五期，1991 到 2000 年，有 67 篇。其中有關變文的 32 篇；曲子詞 10 篇；

小說 8 篇；詩歌 8 篇；王梵志 4 篇；通論 7 篇。這一期較具特色的在變文研究篇

章外，就是鄭阿財有關靈驗記的系列研究，〈敦煌本《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

綜論〉，〈敦煌佛教靈應故事綜論〉……等，以準小說的觀點將之視為唐五代的

志怪小說，開拓了敦煌文學的領域。 

第六期，2001 到 2011 年，有 129 篇。其中有關變文的 60 篇；曲子詞 18 篇；

詩歌 16 篇；王梵志詩 5 篇；賦 15 篇，小說 4 篇，文集 3 篇，通論 8 篇。其中發

表篇數較多的依次為：朱鳳玉 15 篇（3 篇通論、3 篇變文、6 篇詩歌、1 篇賦）

為最多，且面向較廣；其次鄭阿財 14 篇（3 篇通論、7 篇變文、2 篇佛曲、1 篇

詩歌、1 篇文集），林仁昱 11 篇（2 篇詩歌、9 篇歌曲），楊明璋 7 篇（3 篇變

文、4 篇詩歌），王三慶 3 篇（2 篇詩歌、1 篇變文），劉惠萍 3 篇（變文），

謝海平 2 篇（變文），蕭文真 2 篇（變文）。此外，頗多為青年學者及碩博士生

研習敦煌學初次寫的小論文，其間不乏新意。總整來說，此一時期除了變文研究

持續增長熱度不減外，俗賦與白話詩歌的研究，則為此期新課題。特別是朱鳳玉

繼王梵志詩研究之後，延伸到對於敦煌文獻中的廣告文學、學郎詩、佛教勸善詩

等發表的系列研究，頗具特色。又對於百年來敦煌文學分別從文類、區域、學者

三面向進行考察，希望汲取研究成果，借鑑研究方法與經驗，也是一個新的開展。 

8. 經子典籍類研究主題記量分析 

                                                           
18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1983 年 7 月；修訂版臺北：

文津出版社，199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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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年代 

作者 

1906-

1948 

1949-

1960 

1961-

1970 

1971-

1980 

1981-

1990 

1990-

2000 

2000-

2011 
合計 

臺灣地區學者 1 1 14 9 25 23 28 101 

香港地區學者 0 0 0 0 1 0 0 1 

海外地區學者 0 0 0 0 1 0 1 2 

大陸地區學者 0 0 0 0 0 3 9 12 

合計 1 1 14 9 27 26 38 116 

臺港敦煌學研究篇章「經子典籍」類分期計量表 

經子典籍類，計 116 篇，據《中國敦煌學論著總目》所錄「經子典籍」類約

1200 篇，臺港約佔十分之一。其中臺灣學者的研究篇章計 101 篇，包括：儒家

經籍、蒙書、類書、及道家典籍等。研究篇章雖然不多，但自 1981 年起，平均

每年也發表了 2-3 篇。在 1981 年以前，主要是以《論語》、《孝經》、《尚書》、

《詩經》等儒家經典的考論為主，發表相關論著的包括潘重規先生（12 篇）、

陳鐵凡（8 篇）、蘇瑩輝（7 篇）、林和平（7 篇）；1981 年以後，主要是以研

究蒙書儒家教育思想的相關篇章，如：朱鳳玉（10 篇）、鄭阿財（10 篇）、周

鳳五（7 篇）；以及類書、書儀文獻為主的相關研究，如王三慶（11 篇）。這些

多是臺灣敦煌學研究具有特色與貢獻的表現。又由於敦煌學之專題研究有分類愈

來愈專精的趨勢，宗教儀式密切相關的典籍（如汪娟在佛教懺儀的研究），雖涉

應用文範，然終屬佛教文獻。 

9. 宗教類研究主題記量分析 

發表年代 

作者 

1906-

1948 

1949-

1960 

1961-

1970 

1971-

1980 

1981-

1990 

1990-

2000 

2000-

2011 
合計 

臺灣地區學者 0 3 3 16 20 41 96 179 

香港地區學者 0 0 0 1 3 1 3 8 

海外地區學者 0 0 2 25 35 8 9 79 

大陸地區學者 0 0 0 0 1 16 38 55 

合計 0 3 5 42 59 66 147 322 

臺港敦煌學研究篇章「宗教」類分期計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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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類，包括佛教信仰、經律論、古佚經、疑偽經、佛教史料、道教經典、

其他宗教等，計 322 篇；據《中國敦煌學論著總目》所錄「宗教」類約有 2900

篇，臺港約佔九分之一。臺灣敦煌學者在「宗教」方面的研究頗多（179 篇），

其次則是旅法的陳祚龍有關法藏寫卷佛教文獻的校錄。 

敦煌為佛教聖地，發現寫卷的藏經洞是佛教洞窟，發現的文獻百分九十為佛

教文獻，包括經、律、論及其他寺院文書等。敦煌文獻本身就帶有宗教性質，因

此，除了佛教經典的文獻校勘工作，包含佛教的典章文物、寺院建築、寺院文化、

傳播狀況、教徒活動等等，研究範圍可謂相當廣泛。從總數量來看，宗教類雖然

僅次於文學類（423）而位居第二，但兩者差距頗大，大概還不及文學類的一半。

不過，兩者之間的消長更值得注意。俗文學與佛教文學的開始被有意識的區隔開

來，使得文學類論著的數量一度出現負成長。又如變文或講經文原本作為研究文

學、語言文字所根據之文本，也可以作為考察講經活動與佛教傳播之輔助文獻，

另一方面，在研究講唱文學時，也必須瞭解相關的宗教儀式，才能將這種表演藝

術更為真實地還原，甚至進行模擬或重建。 

自 1971 年起，宗教類的研究就維持穩定的數量，平均每年發表 4-5 篇，值

得注意的是，近十年（2000-2011 年期間）又比往年呈現了倍數的成長，推究其

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舉辦佛學或佛教文學相關的研討會，如南華大學文學系與

高雄佛光山主辦的「佛教文獻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二是佛教相關文教組織

開始關注學術研究，甚至獎勵其研究成果，如：佛學研究中心贊助研究計畫；三

是佛教相關期刊的興起，提供專屬的發表園地，如《普門學報》。從發展的軌跡

來說，上述的幾個原因，其實自 1971 年以來就已開始慢慢醞釀，近十年才能在

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催化下，取得豐碩的果實。因此應該可以預期，未來敦煌學在

佛教方面的研究會越來越熱門，越來越受學術界重視。 

以敦煌文獻來從事佛教研究的臺港及海外學者中，旅法學者陳祚龍個人就高

達 75 篇，是佛教類中個人佔最多篇數的，以其個人的敦煌學研究而言，宗教類

也是論著分類中佔最多篇數的；其他學者還有：研究佛教講唱活動與靈驗故事的

鄭阿財（25 篇），研究佛名經典與佛教禮懺的汪娟（12 篇），研究禪宗及相關

人物的旅居加拿大的冉雲華（13 篇），研究佛教文書與佛教活動的王三慶（10

篇）。道教相關之敦煌學研究篇章僅收錄 27 篇，研究學者包含周西波（8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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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阿財（6 篇）、蕭登福（4 篇）、李豐楙（2 篇）、旅居澳洲的柳存仁（2 篇）、

旅法的陳祚龍（2 篇）等等。探討儒釋道三教論衡的問題，僅收錄鄭阿財的一篇。

19至於其他宗教，只有旅法的吳其昱發表過兩篇有關唐代景教的相關研究。20 值

得一提的是，陳祚龍、吳其昱、冉雲華、柳存仁等海外學者，除了在臺灣發表相

關研究成果的發表外，還在臺短期講學、研究，對臺灣敦煌學宗教的研究不論是

觀念的啟發，或研究論題與方法的指導，都發揮極大的作用。如冉雲華先後在法

光佛學院、中華佛學研究所講授「敦煌佛典」、「敦煌佛學與禪學」等課程，便

啟導而汪娟在敦煌禮懺文的研究。 

10.藝術類研究主題記量分析 

發表年代 

作者 

1906-

1948 

1949-

1960 

1961-

1970 

1971-

1980 

1981-

1990 

1990-

2000 

2000-

2011 
合計 

臺灣地區學者 0 8 8 12 31 36 55 150 

香港地區學者 0 1 4 1 14 3 0 23 

海外地區學者 0 0 0 0 3 3 6 12 

大陸地區學者 0 0 0 0 1 10 30 41 

合計 0 9 12 13 49 52 91 226 

臺港敦煌學研究篇章「藝術」類分期計量表 

藝術類計 226 篇，包括石窟建築、塑像、壁畫、圖案、絹畫、版畫、飛天、

舞蹈、音樂、書法等；據《中國敦煌學論著總目》所錄「藝術」類約有 2400 篇，

臺港研究篇章約佔十分之一。臺灣學者計 150 篇，敦煌寶藏主要包含文獻、藝術

品與建築，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臺灣早期的敦煌學研究大多是以文獻材料為

主，藝術方面的研究起步較慢，論著發表的數量計 150 篇，雖遠不如文學類的

423 篇，也不及宗教類的 179 篇，但仍然位居第三。隨著全彩圖版的出版與流通，

國際之間、兩岸之間的學術交流日漸增加，臺灣學者有更多機會去親自考察敦煌

                                                           
19 鄭阿財：〈從敦煌文獻看唐代的三教合一〉，《第二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

文津出版社，1993 年 6 月，頁 637-668。 
20  吳其昱：〈「景教三威蒙度贊」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57 卷第 3

期，1986 年，頁 411-483；〈唐代景教之法王與尊經考〉，《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5 期，2001

年 5 月，頁 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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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與相關藝術文物，用第一手的資料進行研究。其次，圖像學的論述逐漸成熟，

逐漸受到學術界的重視，使得敦煌壁畫、塑像與絹畫等，也成為研究敦煌文學或

敦煌佛教文化的重要材料。再者，民間人文意識抬頭，對藝文活動產生更多興趣，

不僅促成了敦煌文物展覽的舉辦，也使得敦煌舞蹈與音樂重現，找到表演的舞

臺。敦煌藝術之重現，當然必須建立在學術研究的基礎上，也就是針對藝術活動

的相關圖像與文字記錄，進行考察、分析與模擬。儘管上述原因有助於藝術方面

的研究，未來還有持續成長的空間，不過，若從臺灣敦煌學的整體發展來評估的

話，還是很難追上文學和宗教這兩大類的研究成果。 

臺灣地區的敦煌藝術研究，至目前為止，以蘇瑩輝所發表的數量最多（共

30 篇），且大多集中發表於 1981-1990 年（17 篇）、1991-2000 年（8 篇），尤

其在 1981-1990 年這段期間，藝術類的論著有一半以上是蘇先生的（17/31，約

佔 54.8％）；在更早之前，曾留意敦煌藝術研究的尚有勞榦先生（8 篇），其論

著大多集中發表於 1949-1960 年（這段期間共有 8 篇，勞先生發表 6 篇）。也就

是說，在 1990 以後，才開始有較多臺灣學者投入敦煌藝術的研究，例如：研究

佛教圖像的林保堯（10 篇），研究佛教美術的李玉珉（9 篇），研究張大千臨摹

敦煌壁畫的巴東（6 篇），研究石窟圖像與經變的鄭阿財（6 篇），研究敦煌圖

像與神話的劉惠萍（5 篇）等等。這些學者以及起步較晚，篇章不多的陳清香、

潘亮文等，大多在圖像學、美術史、佛教藝術史等研究上頗能引進日本、歐美的

研究理論與方法，尤其佛教的薰陶頗深，有助於研究的深入，表現也頗受重視，

只是人數略顯單薄，頗顯孤寂。 

11.科技類研究主題記量分析 

發表年代 

作者 

1906-

1948 

1949-

1960 

1961-

1970 

1971-

1980 

1981-

1990 

1990-

2000 

2000-

2011 
合計 

臺灣地區學者 0 1 1 1 1 3 7 14 

香港地區學者 0 0 0 0 1 1 0 2 

海外地區學者 0 0 0 1 2 1 0 4 

大陸地區學者 0 0 0 0 0 4 2 6 

合計 0 1 1 2 4 9 9 26 

臺港敦煌學研究篇章「科技」類分期計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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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類，包括天文、曆法、星占、算數、醫藥、紙張、印刷等，計 26 篇：

據《中國敦煌學論著總目》所錄「科技」類約有 300 篇，臺港研究約佔十一分之

一。臺灣學者篇章更少，只有 14 篇，僅佔二十三分之一。其中以「曆法」」為

主，如蘇瑩輝對敦煌所出北魏寫本日曆的研究，黃一農對具注曆日的探討，林金

泉對〈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二年曆日〉的綜合研究，黃永武對失傳的望氣術

的介紹。 

12.綜述類研究主題記量分析 

發表年代 

作者 

1906-

1948 

1949-

1960 

1961-

1970 

1971-

1980 

1981-

1990 

1990-

2000 

2000-

2011 
合計 

臺灣地區學者 2 1 6 11 19 19 37 95 

香港地區學者 0 0 0 1 3 2 1 7 

海外地區學者 0 0 1 6 19 10 2 38 

大陸地區學者 0 0 0 0 2 8 24 34 

合計 2 1 7 18 43 39 64 174 

港臺敦煌學研究篇章「綜述」類分期計量表 

綜述類，包括機構、人物、訊息、序跋、評介、會議報導等，計 174 篇。據

《中國敦煌學論著總目》所錄「綜述」類約有 1250 篇，臺港研究約佔七分之一。

臺灣學者此類篇章計 95 篇，約佔十三分之一。1980 年以前，因論著及專書累積

的並不多，故綜述方面的論著大多是屬於概論性質（有些甚至只是簡介，不能算

是學術論著）；有研究之實的論著，也因沒有明確的專題，或論述範圍涉及太廣

而難以分類，才被列到「綜述」類；另外也有介紹一些海外敦煌學者、及國際敦

煌學發展概況的文章。這些篇章以旅法的陳祚龍（16 篇）居多，此外則是臺灣

敦煌學研究之先驅，蘇瑩輝（16 篇）、潘重規先生（10 篇）等。 

1981 年以後，開始回顧並整理過去數十年研究敦煌學的成果，且隨著時間

的推進，期刊論文與會議論文的發表，相關專書與專著的出版，也不斷遞增，因

此「概述」、「人物」（當代敦煌學者）、「序跋、評介」類的文章也隨之增多。

比較具代表性的是長期追蹤敦煌學整體發展趨勢，進行不同時代概述與評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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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鄭阿財（20 篇），以敦煌文學發展為考察，針對重要研究人物、時代、國家

作為對象展開考察，如朱鳳玉（7 篇）。 

四、臺灣敦煌學研究主體「文學」類之總體考察 

臺灣敦煌學研究佔絕對大宗的「文學」類中，又以「變文」的研究最熱門。

蓋以中國文學立場來評估，全部敦煌卷子，最重要者當是絕傳已久的變文。由於

變文的發現，解答了中國俗文學史上許多疑案，因此自發現以來，即成海內外研

究敦煌文學焦點。60 年間，有關變文的研究篇章近 200 篇，是敦煌文學研究中

最多的。有關變文校錄是潘重規先生的《敦煌變文集新書》。變文的錄校學者已

多所進行，其中彙集變文材料最豐富者當推王重民等 6 人合編的《敦煌變文集》，

此書一出，頓時成為海內外研究變文的主要依據。全書 78 篇，資料極為豐富，

然迻錄校勘錯漏仍多，潘先生乃以變文集為基礎，一一覈校原卷，變文集有誤，

則加以訂正；變文集漏脫，則加以補充，不僅增添舊書以外的新材料，更提出個

人的新說法。對於學人研究和參考，提供了方便正確的材料，成為繼《敦煌變文

集》之後，研究變文者的主要文本依據。 

在變文的理論研究上，潘先生〈敦煌變文新論〉則是舉足輕重的論文，蓋由

於變文自發現以來，稱呼不一，或稱佛曲，或叫俗文，或稱通俗小說，或叫唱文，

直至鄭振鐸以「變文」統稱此類講唱體的俗文學作品，變文始成為中外學者所普

遍接受而確定的稱呼。但近年來有以此類作品體制、內容、性質不盡相同，因而

主張應將不同類型之作品加以區分，不可統稱為變文。潘先生舉出《大唐慈恩寺

三藏法師傳》卷九提及的《報恩經變》一部，應是《報恩經》的俗講經文，可見

「講經文」也可稱為「變」；列寧格勒的《雙恩記》，內容即《報恩經變》，則

變文亦可稱「記」；是知變文是一時代文體的通俗名稱，實質便是故事；講經文、

因緣、緣起、詞文、詩、賦、傳、記等等乃其異稱。此論實具力挽狂瀾之功。 

至於變文內容的研究，講經變文方面主要是羅宗濤的系列論文，講史性變文

則以謝海平的研究為主，金榮華對非佛教變文故事情節的研究最具特色。其他有

關變文的各類研究，或以主題學發凡，聯繫各俗文學材料進行各種變文故事的研

究，頗有可觀。尤其啟發了大批博碩士生，紛紛以敦煌文獻為素材，從中擬定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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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撰寫論文，開創了臺灣敦煌學的新紀元。其中博士論文如：鄭阿財的《敦煌孝

道文學研究》、林聰明的《敦煌俗文學研究》、朱鳳玉的《王梵志詩研究》均是

潘重規先生指導。碩士論文則更多，如潘重規先生指導宋新民《變文因緣類研

究》、雷僑雲《敦煌兒童文學研究》，李殷權《敦煌變文〈雙恩記〉殘卷及其故

事研究》；羅宗濤指導小野純子《敦煌變文主題及其相關問題之研究──以董永

變、舜子變、伍子胥變文三篇為主》、金泰寬《敦煌變文─太子成道經、八相經、

破魔變文、降魔變文與佛經比較研究》；之後，年輕學者也開始薪火相傳的展開

論文指導工作。如鄭阿財指導張瑞芬《伍子胥變文及其故事之研究》；王三慶指

導成潤淑《敦煌曲子詞析論》；黃永武指導王玫珍《敦煌俗文學十六篇研究》；

林聰明指導林隆盛《敦煌話本研究》……等等。而以變文為語法材料進行研究，

也稍有起步。如王錦慧碩士論文《敦煌變文語法研究》，博士論文《敦煌變文與

祖堂集疑問句比較研究》，曾蕙蘭碩士論文《敦煌變文否定詞用法探析》。另外

洪藝芳更注意詞彙學研究的利用，發表了有關量詞與稱謂詞的相關研究，也是運

用變文作為語料，進行研究，成果卓著深受重視的一位。 

有關敦煌文學研究篇章最多的當屬通論，除一般概述外，或探討變文的起

源，或論述變文的價值，或析論變文的體制，或論述變文的影響，闡述佛教的關

係及其在中國俗文學上的地位等等。依據變文的種類論，講經變文與講史性變文

的研究數量旗鼓相當，略次於通論。其中講經變文的體制、儀式、題材的考探；

講史性變文的史傳與民間故事、俗文學情節的淵源與變衍多是臺灣學者研究的熱

點。 

除了變文外，在敦煌文學文獻中最受矚目的當屬曲子詞。敦煌曲子詞的發

現，豐富了唐五代的詞作，長調、慢詞均有作品，使得詞的起源問題重新檢討，

中國詞史不得不改寫。在臺灣有關曲子詞（包括佛曲歌讚）的研究 86 篇。其中

也是通論為最多，主要論述敦煌曲子詞的發現、價值及在詞學上的意義等相關問

題。其次則是校證文本，分別詞調，賞析詞文。當中最重要的則是《雲謠集》這

部被推為現存中國最早的詞集，有關他的寫本整理與研究，成為敦煌文學研究的

焦點。 

潘重規先生將其原卷全部照片加以影印，附上摹本，並參校各家，作成定本，

撰成《敦煌雲謠集新書》，此一整理方式，遂成董理敦煌文獻的法式，是頗具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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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的一部論著，潘先生有關《雲謠集》以及延伸出來相關敦煌詞的研究篇章，也

是極具參考價值的論文。另外，以敦煌曲作為碩士論文的林玫儀，持續其碩士論

文而有〈敦煌曲在詞學研究的價值〉、〈試敦煌曲子詞的調式〉……等篇章及《敦

煌曲子詞斠證初編》一書的出版，這些都是從詞學的觀點對敦煌曲子詞進行研究

的代表作。 

敦煌文獻中的文學作品，雖然最受學界關注的是屬於俗文學作品的變文及曲

子詞，但是詩歌自來即是中國文學的傳統主流，敦煌文學文獻中既有唐人詩集，

又有通俗白話詩及敦煌當地陷蕃的詩作，這些自然成為中文系出身的研究者所留

意，因此研究成果也極為可觀，其篇章與曲子詞研究可謂相當。其中唐人詩歌主

要為黃永武的系列研究，敦煌寫本中發現許多唐五代抄本的唐詩，前人多據以輯

佚，黃氏則偏重於今存詩篇的校勘，即以敦煌寫本為主，取現存多種版本校對，

並從修辭學及句法習慣的觀點出發，據敦煌本校正今本的「字義齟齬」、「制度

不合」、「音律失檢」、「修辭句法不宜」的錯謬，並辨明詩篇真偽。先後校理

撰寫了李白詩四十三首、王昌齡詩七首、孟浩然詩十二首、白居易詩二十首、劉

希夷詩四首以及 P.2567 中十二首、P.2555 中二十七首……等多篇論文，後來結

集有《敦煌的唐詩》、《敦煌的唐詩續篇》，堪稱敦煌唐詩研究的經典之作。 

王梵志詩研究是敦煌詩歌研究的另一個重點。1925 年劉復將他在巴黎閱覽

敦煌寫卷抄錄資料輯錄成《敦煌掇瑣》印行，其中收錄三個王梵志詩的卷子。至

今七十六年來，有關王梵志詩研究其間發表的論著篇章多達一百多篇，可說是敦

煌文學研究中熱門的研究課題之一。特別是 80 年代以來更是熱絡。進行全面整

理研究的就有四家，時間都集中在 80 年代，而且出版年代相差不多，最早出版

的是法國戴密微的《王梵志詩附太公家教》（1982），之後有大陸張錫厚的《王

梵志詩校輯》(1983) ，其次，是臺灣朱鳳玉 1985 年的博士論文，之後並出版了

《王梵志詩研究》上下冊（1986~87）。再次則是項楚 1987 年發表在《敦煌吐魯

番文獻研究論集》第四輯的《王梵志詩校注》，此篇修訂後於 1988 年單行出版 。

朱鳳玉《王梵志詩研究》上、下兩冊，在博士論文基礎上寫成。分緒論篇、研究

篇、校注篇三部分。緒論篇略述王梵志詩發現、研究經過及現狀，並對所知見的

三十件王梵志詩寫本，逐一介紹。研究篇先據有關王梵志的內證與外證資料，探

討其時代及生平；再就敦煌寫本王梵志詩的卷次，考究王梵志詩集的系統，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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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論王梵志詩的思想內涵，探討其特色，兼論其與後世文學的關係。校注篇對輯

錄所得的四百零一首詩，逐一加以核校和注釋。後附所見王梵志詩的敦煌寫本照

片二十八種，其中日本奈良寧樂美術館藏卷為首次公佈。 

另外，潘重規先生〈王梵志出生時代的新觀察——解答全唐詩不收王梵志詩

之謎〉及〈敦煌王梵志詩新探〉，針對王梵志生平事蹟，僅見於《桂苑叢談》、

《太平廣記》之記載，許多研究者均將其視為神話式之記載，潘師特舉陸羽之身

世與戴震「十歲始能言」為證，認為王梵志乃一棄嬰，《桂苑叢談》中王梵志出

生隋代之記載可信，並證以 P.4987 號〈王道祭楊筠文〉而推知王梵志出生時期，

最遲在隋代晚期，甚至可能在隋文帝初年，編《全唐詩》者，認定王梵志是隋代

人，此乃《全唐詩》編者不收錄《王梵志詩集》之真正原因。 

通俗白話詩研究的開展也是一大特色，蓋歷來詩歌以典雅為正格，鄙俗粗淺

為詩家所忌，然王梵志詩卻以通俗淺近見稱，其主要原因，在於俗的有特色，不

僅語言通俗、口語俚詞皆可入詩，詩句簡煉，明白如話，而且在白話文學發展的

歷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正如同敦煌變文在講唱文學的地位一樣。歷來研

究白話文學的歷史，大多追溯到唐宋的禪家語錄，而今所知見王梵志詩存在有大

量的白話口語，提供我們研究白話文學的珍貴資料。此外，通俗淺近白話的語言

特性，在民間教育與宗教世俗化的推廣與發展，始終扮演著極為重要的媒介角

色。白話的運用與傳播功能的突顯，在佛教的傳佈中尤為顯著。除了漢譯佛典的

語言呈現外，特別是唐代俗講變文、禪宗語錄，乃至禪師體道悟道的詩偈……等

等，大量使用白話而成為白話文學發展的關鍵。宋明以下的話本、小說、俗曲等

俗文學作品更為發展而趨於普遍，遂使白話漸成民間的語文主體而與文言分庭抗

禮。 

敦煌文獻中為數可觀的唐、五代白話詩作，自來尟有整理與研究。其中作者

階層身份不一：有世俗，有佛教；有旅人，有鄉民；有押牙，有學郎，然通俗白

話是他們共同的特色。我們可觀察此類作品在唐代文學發展中的地位，及白話通

俗文學的演進歷程。除了王梵志詩外，蒙書中的《夫子勸世詞》；或僧侶詩歌中

的護戒、誡殺的勸善歌讚，如〈道安法師勸善文讚〉、〈利涉法師勸善文〉、〈秀

和尚勸善文〉；乃至多數抄寫在寫本卷末或卷背，也偶有夾寫在寫本行間的敦煌

學郎詩抄，雖非嘔心瀝血之作，卻是最為真實自然的學堂之聲，是最能反映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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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郎心境的通俗白話詩歌。這些作品，既能豐富我們口語白話語料，又可印證唐

詩發達普及盛況空前的歷史事實，同時又提供我們研究唐代白話詩歌的諸多面

向。 

以上是有關臺灣地區敦煌文學研究中變文、曲子詞、詩歌三大類的簡要說

明。值得注意的是，藝術類與宗教類的研究，又為文學類的研究開創了新的發展，

例如結合變文與圖像的敘事文學研究，以及結合佛教講唱儀式的講經文；尤其是

對於敦煌文獻中與俗講變文同屬佛教弘傳文學「靈驗記」一類文學文獻的重視。

敦煌靈驗記類的作品，除在故事情節與記敘手法，極具小說文學的特質與意義

外，其於佛教文獻學與佛教史學上亦深具意義，唯自來鮮有關注。鄭阿財自 1993

年以來先後發表近 20 篇相關論文，研究重點除了寫卷考論外，更側重在靈驗記

所涉及之佛教信仰、文化等相關問題之探究，特別是從佛教文學的視角發抉此類

文獻之文學價值，並從中選擇部分篇章結集為《見證與宣傳──敦煌佛教靈驗記

研究》一書。進一步引發起學界於敦煌及敦煌以外靈驗記的正視，紛紛針對佛教

典籍、傳世典籍，不論唐宋乃至明清各類靈驗記的整理與研究。 

五、臺灣敦煌學資料、人力與研究現況之考察 

從上述各研究主題分類分期計量分析與說明，我們對臺灣敦煌學研究的發展

歷程與趨勢大致有一較為清晰的瞭解。以下嘗試更進一步的對臺灣敦煌學研究之

總體進行考察與反思。 

眾所周知，「新材料、新方法與新問題」已是大家耳熟能詳近代學術發展的

通義。其實就學術研究發展而言，主要還是取決於資料的掌握與研究人力及其學

術背景。因此，以下我們就從這幾方面來對臺灣敦煌學研究發展進行總體省思與

展望。 

（一）資料方面：臺灣敦煌學的一二手材料，從貧乏而漸趨豐碩。 

作為敦煌學研究一手材料的寫卷，臺灣公私收藏是極貧乏。敦煌文獻四大收

藏均遠藏海外，獲睹不易。這是臺灣過去敦煌學研究的困境；如今研究環境已漸

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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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日本榎一雄於 1952-1954 年間，促成英國博物館和日本東洋文庫合

作，為英藏斯坦因所獲敦煌文獻拍攝縮微膠卷催生。1954 年完成 110 卷的拍製，

包含了 S.1-6980 號，印本 P.1-19，及後來陸續補拍的殘片 S.6981-7599。這套縮

微膠卷可說是 50 年代以後國際敦煌學研究發展的重要基礎。70 年代末，法藏敦

煌漢文文獻也製成縮微膠卷公開發售，有 89 卷，計 P.2001-6038，但是質量較差。 

 1976 年  潘重規先生積極倡印敦煌寫卷影本，鼓吹影印全部中央圖書館藏

敦煌卷子，促使資料流通，方便學術研究；《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敦煌卷子》 的

印行，可說是開館藏敦煌文獻全數照相編印圖錄出版風氣之先。1981 年開始黃

永武主編《敦煌寶藏》14 輯 140 冊分年陸續出版，將英、法及北京圖書館藏的

微卷影印成書，印刷效果雖不甚理想，但影本的出版，使學者在圖書館或書桌前

便可充分利用英、法、北圖等藏卷，這些有利條件，掀起了 80、90 年代敦煌文

獻整理、研究的熱潮，臺灣敦煌學研究的條件也因此得到進一步改善。 

90 年代開始，更先後有四川人民出版社《英藏敦煌漢文文獻（漢文佛經以

外部分）》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吐魯番文獻集成》的大型圖錄出版，北京

大學、天津藝術博物館、俄藏、法藏、上圖、上博等敦煌文獻與甘藏、浙藏……

等資料也相繼刊布，在照相、印刷科技進步的條件下，這些新印本的清晰圖版有

利於正確釋錄圖版上的文字。對敦煌學研究資料的取得更加方便，研究領域更為

開闊。 

近年日本書道博物館中村不折舊藏等圖錄、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 146

冊，日本大阪杏雨書屋《敦煌秘笈》九冊、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遺書

等的先後正式出版，公諸於世。加上國際敦煌學項目（IDP）寫卷數位圖像的上

網，敦煌學研究在臺灣一手材料的使用已不在是問題，材料也不是研究發展的侷

限了。 

至於二手材料的取得，基於個人對於研究篇章的網羅與目錄編纂的經驗，深

感前輩時賢研究成果的參考是掌握學術前沿的必要手段，過去因為臺灣偏居海

隅，資料收集費時費力，極費周章，這是所有研究者及論文撰寫者痛苦與無奈的

經驗。不過，隨著時空的轉換，兩岸敦煌學界穩定而密切的交流，研究資料的流

通，有助於敦煌學的發展。不但大陸敦煌學者的研究資訊逐漸方便取得，甚至論

文也紛紛在臺刊登，前述提及，即有 311 篇之多，同時許多大陸學者的重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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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也分別在臺出版，如新文豐出版公司的《敦煌學導論叢刊》初編、續編便是。

兩岸圖書交流，研究成果的迅速獲得，在在對於臺灣敦煌學的研究發展，發揮了

積極正面的刺激與催化作用。 

（二）人力方面：從零散到團隊，從枝葉扶蘇到青黃不接。 

人才是研究發展的主體，研究人才的學術背景，也決定研究發展的取向。中

國敦煌學發展的初期，如羅振玉、王國維、劉師培……乃至陳寅恪等人均是國學

大師，文史哲不分家，所以無論史學、文學、宗教多所立論。而在日本主要研究

人力多數為宗教學者，因此在佛學方面，成果豐碩，貢獻良多。回顧大陸敦煌學

研究則在史學、考古、藝術等方面最為投入，隊伍也大，探究深細，成果也豐。

臺灣敦煌學的研究主力則在「中文系」，因此研究的面向側重在傳統儒家的經部

要籍以及文學、語言文字等相關文獻之整理與研究。 

「臺港百年敦煌學研究論文彙編」所選錄的 2000 篇中，以作者論，總計約

有 570 位。其中臺灣作者有約有 323 位。香港作者 17 位，大陸作者有 152 位，

外國作者有 64 位（主要為漢譯），其中日本 46 位，法國 7 位，美、英、韓各 3

位，印度、俄國各一位；另海外華人學者 14 位，主要為法國 11 位。 

依統計，臺灣 323 位作者中，頗多篇章屬於報導、簡述、概要性質，實際與

敦煌學研究關係不大。所以實際稱得上敦煌學研究者的人數不多。若以發表論文

篇章 5 篇以上來考察，約有 30 多位。以發表篇章多寡依序為：蘇瑩輝（149 篇）、

鄭阿財（127 篇）、潘重規（90 篇）、朱鳳玉（54 篇）、王三慶（52 篇）、黃

永武（34 篇）、林聰明 31（篇）、金榮華（28 篇）、汪娟（25 篇）、羅宗濤（24

篇）、蔡忠霖（18 篇）、李玉珉（14 篇）、林仁昱（14 篇）、林平和（13 篇）、

林保堯（12 篇）、林冠群（12 篇）、洪藝芳（12 篇）、蕭登福（11 篇）、羅彤

華（11 篇）、陳鐵凡（10 篇）、楊明璋（10 篇）、周西波（9 篇）、梁麗玲（9

篇）、劉惠萍（9 篇）、幻生（8 篇）、王忠林（8）、周鳳五（7 篇）、胡永炎

（7 篇）、巴東（6 篇）、林玫儀（6 篇）、高明士（6 篇）、邱燮友（5 篇）、

郭長城（5 篇）、陳清香（5 篇）。 

其中學術背景屬於中國文學系出身的有：潘重規、陳鐵凡、邱燮友、王忠林、



臺灣敦煌學研究的發展歷程與展望 

 

 135 

金榮華、羅宗濤、黃永武、林平和、林聰明、王三慶、周鳳五、林玫儀、蕭登福、

鄭阿財、朱鳳玉、李玉珉、郭長城、鄭志明、汪娟、蔡忠霖、洪藝芳、劉惠萍、

梁麗玲、周西波、林仁昱、楊明璋等。 

屬於歷史系出身的有：高明士、羅彤華、林冠群等；屬於藝術系出身的有：

陳清香、林保堯、李玉珉等。 

學術背景影響關注的學科，學術專長也影響著研究主題的選擇，更關係到學

術發展的面向與成果的呈現。從以上研究者學術背景的分析，發現以中國文學系

出身為最多，雖然文學文獻佔所有敦煌文獻的比重不高，但臺灣敦煌學的研究成

果卻是以敦煌文學有關的研究篇章為最大宗。 

除了研究人力及其學術背景外，研究團隊的形成與互動，也是研究發展的助

力。臺灣早期的敦煌學研究 1949-1970 年其間，篇章不多，研究者更是個別而零

散，主要有：蘇瑩輝、陳鐵凡、胡適之等，可說極為孤寂。 

研究團隊成形對於敦煌學研究發展來說是極其重要的。1962 年時中國文化

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先生曾設立「敦煌學研究所」，打算開設「敦煌藝術」課程，

擬訂發展計畫，請曾任中央社攝影記者的羅寄梅，與蘇瑩輝主持，後來，羅先生

到美國，事情沒成，羅先生將拍攝的所有敦煌壁畫照片帶到美國普林斯頓；蘇先

生也到馬來西亞任教去了，可說只是曇花一現而已。1974 年潘重規先生受邀到

中國文化大學任教，在中文系所開授「敦煌學研究課程」，編纂「敦煌學」刊物，

添購「敦煌微卷」、「閱讀影印機」設備，組織「敦煌學研究小組」。「敦煌學」

編輯出刊，海外人士的文稿也以中文發表，希望「中國之學還歸中國之文」。又

根據自己多年閱讀寫卷的經驗，提出「文字是基礎，目錄是門徑」的法則，利用

課餘時間，組織工作小組，編纂出版「敦煌俗字譜」、「龍龕手鑑新編」並附帶

整理出版一系列字書：「玉篇附索引」、「經典釋文韻編」等。工作開始，王三

慶和我為博士生，朱鳳玉讀碩士班，三人先後畢業均取得博士學位，亦先後留校

任教，計畫持之以恆的繼續推動，研究團隊逐漸形成。 

雖然 1990 年以後，潘先生退休，王三慶任教臺南成功大學、鄭阿財在嘉義

中正大學，林聰明到逢甲大學，朱鳳玉則到嘉義大學。不過仍舊一本老師的教誨，

在教學、研究、計畫工作之間，擔負起敦煌學研究與推展的責任，無怨無悔的播

種。先後培養出來的汪娟、梁麗玲、劉惠萍、洪藝芳、蔡忠霖、周西波、林仁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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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大參等，也分別在銘傳大學、東華大學、澎湖科技大學、臺灣師範大學、嘉義

大學、中興大學、華梵大學等相關科系繼續推動敦煌學的教學與研究。 

儘管如此，但我們從過去六十年臺灣敦煌學研究論文發表量、發表者及分期

情形來考察，不難發現臺灣敦煌學研究發展似乎存在著青黃不接的隱憂。首先是

上列發表 5 篇以上敦煌學論文的 30 多位學者中，已經辭世的前輩有：陳鐵凡、

潘重規、蘇瑩輝、幻生。七十到八十歲以上的學者也有：邱燮友、王忠林、金榮

華、黃永武、羅宗濤、高明士等。六十歲以上的學者有：陳清香、林平和、林聰

明、王三慶、周鳳五、林保堯、林玫儀、蕭登福、鄭阿財、林冠群、李玉珉等。

六十歲以下，四十五歲以上的中堅學者，主要有：朱鳳玉、巴東、郭長城、.汪

娟、蔡忠霖、洪藝芳、羅彤華、劉惠萍、梁麗玲、黃亮文等。四十五歲以下的青

年學者主要有：周西波、林仁昱、楊明璋等，以及釋大參、黃青萍、蕭文真、簡

佩琦等等。人數實在不多，而持續不斷研究者更少。 

其中六十歲以上的學者至今仍持續有敦煌學研究成果發表的不多，主要為：

王三慶、鄭阿財、林冠群、李玉珉等。六十歲以下的學者一般實為中堅，然又因

教學任務太重，嚴重壓縮了投入敦煌學研究的時間，相對成果也就有限。年輕後

輩，更基於大環境的影響，工作不穩定，能有研究熱忱者已不多見，即使有工作，

也在評鑑壓力下，急於操短線出成果。基於種種因素，使得徒然擁有空前良好的

研究條件，卻出現青黃不接的隱憂。 

（三）臺灣敦煌學研究的現況 

近年老輩學者漸趨凋零，新枝待發，為期盼敦煌學的永續發展，以下謹選取

臺灣學術界近十年（2005-2014）來以敦煌文獻為主要研究課題，且持續有相關

論著發表之學者，要述如下，藉以瞭解臺灣敦煌學研究的具體現況，進而掌握未

來發展的趨向。 

王三慶，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集中在敦煌類書與敦煌書儀等

課題，成果卓著，尤其以《敦煌類書》最為代表。近十年來延伸到敦煌應用文書

之整理研究，特別是有關佛教齋願文與民俗活動之研究，發表系列篇章，如：〈《齋

琬文》一卷的再研究與補校〉、〈「上樑文」之關涉問題〉、〈敦煌應用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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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會文本之整理和研究〉、〈從敦煌齋願文獻看佛教的在地化因應〉、〈敦煌文

獻齋願文中的行城活動〉等，並結集出版有《敦煌佛教齋願文本研究》及《從敦

煌齋願文獻看佛教與中國民俗的融合》等專著。近年由於各國敦煌寫卷的陸續公

布與出版，因特關注敦煌文獻的題記，展開編年及分析研究；同時根據新出版之

俄羅斯及日本藏敦煌文獻進行寫卷目錄的補編工作。 

鄭阿財，南華大學文學系教授。長年從事敦煌文獻與文學之研究與教學，大

量接觸敦煌文獻，對佛教講經活動及其相關文學之研究發展多所關心。早期研究

以《敦煌孝道文學研究》、《敦煌蒙書研究》及敦煌佛教靈驗記的系列整理研究

為主，同時持續編輯《敦煌學論著目錄》提供學界參考。 

近年結集出版有《見證與宣傳—敦煌佛教靈驗記研究》，《開蒙養正--敦煌

的學校教育》。又「唐代佛教講經資料輯考與實況重建─以敦煌文獻、石窟壁畫、

文物為基礎」等計畫，因此，近年研究均以敦煌文獻為基礎，圍繞在「敦煌講經

活動」、「敦煌佛教文獻、文學與圖像關係」、「敦煌佛教寺院功能」等幾方面。 

敦煌講經活動的研究與輯存方面，耙梳相關資料，結合圖像與實物，先後發

表了十多篇相關論文，對於唐代佛教及道教講經資料進行輯考，並對講經活動的

實況、講經文與變文的關係，變文與變相，乃至講經活動中座具之復原考論。 

另結合佛教文獻、傳世典籍、敦煌寫本文獻與壁畫圖像，藉由相同主題在經

典、圖像、文學的各自呈現，並透過敘事文本中人物、情節異同的比較，可見文

字敘事到圖像敘事間的轉換，不是敘事方式和敘事內容的簡單移植，而是一種具

有互文性的創造與對話。顯現各文本間的交流，透過情節的組合、再現、改易、

或嫁接，尋求其間的「存異」、「求同」的關係。最近更致力於敦煌佛教文學理

念的建構，分類體系的析論與研究面向的梳理，有敦煌講座書系《敦煌佛教文學》

的出版。總體而言，主要研究均圍繞在敦煌佛教文學與佛教文化，有微觀之探究，

也有宏觀之論述。 

林聰明，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退休。主要以敦煌文書學為其研究重心，

探討敦煌文書的型態、用紙、裝璜、印信、符號、題記，以及有關文書抄寫、割

裂、出處、年代考探等問題，以《敦煌文書學》為其代表。之後擴及吐魯番文書，

《敦煌吐魯番文書解詁指例》則是其多年心得集結呈現。 

之後研究面向較為偏向吐魯番文物與社會文化。如：〈吐魯番墓葬文物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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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文化現象〉、〈從考古文獻看唐代吐魯番的中外文化交流〉、〈唐代吐魯番

氣候環境與社會方物的關係〉等，便是其研究成果；敦煌方面則相對較少，且大

抵以思想、文化之論述為主，如：〈唐代敦煌契約文書及其文學性質〉、〈關於

研究唐代敦煌道教文化的一些看法〉、〈唐代敦煌的儒學傳播與儒家思想表現〉、

〈關於研究唐代敦煌佛教融合儒家思想的一些看法〉等。近年退休，已淡出敦煌

學界。 

朱鳳玉，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從事敦煌文學研究，對敦煌通俗文學、

通俗白話詩歌、通俗字書特別關注。博士論文《王梵志詩研究》及其後之《敦煌

寫本碎金研究》為早期成果；與鄭阿財合著《敦煌蒙書研究》、《開蒙養正：敦

煌的學校教育》則為持續進展之呈現。 

主要研究奠基於敦煌俗文學文獻，並擴及俗文化、俗語言之相關課題。有微

觀之探究，也有宏觀之論述。近期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專書，及其成

果。近年關注敦煌文學研究學術發展，對敦煌文學研究成果與方法展開分類、分

人之考察與反思，提供敦煌文學研究持續發展的借鑑與參考。先後有：〈敦煌賦

的範圍與研究發展〉、〈敦煌詩歌研究的反思與展望〉、〈敦煌曲子詞研究述評

與研究方法之考察〉、臺灣地區、日本敦煌文學研究之考察與展望，以及王重民、

潘重規、關德棟、饒宗頤等與敦煌文學研究…等系列論文，結集為《百年來敦煌

文學研究之考察》專書。 

此外，還針對「敦煌邊塞文學研究」、「從史傳、詠史、講史到演義──以

敦煌漢代故事講唱文學為中心」、「從論議、爭奇到相褒：爭奇文學發展與演變

之研究──以敦煌文獻為中心」的研究課題進行研究。近期更基於敦煌通俗字書

的文獻基礎，利用其所具有之社會性、生活性的實用材料特質，擴展到敦煌通俗

字書所呈現之唐五代社會生活文化研究上。 

汪娟，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教授，致力於敦煌佛教懺儀之研究，博士論文《敦

煌禮懺文研究》針對敦煌禮懺文進行系統校錄、析論其結構，探究其名稱、儀節、

經典依據、流行時代等相關課題；歸納禮懺文獻的結構與特色，確立其在佛教歷

史文化的傳承與意義。此書之出版，深受學界關注，對中外學者進行古突厥語、

回鶻文等佛教禮懺相關文類的對照研究，頗具作用。《唐宋古逸佛教懺儀研究》

是其博士論文後研究成果系統性的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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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透過宗密《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及敦煌本《秀禪師七禮》……等禪宗

相關文獻，探討南宗獨盛之前，南能、北秀及其他師資法系對禮懺的看法及其具

體實踐，釐清了部分學者認為「在懺法實踐上，南宗則完全沒有」的錯誤見解。

撰有〈中國初期禪宗之禮懺研究〉。另外，撰文詳考《佛名經》懺悔文最早的單

行本──《大佛名十六卷略出懺悔》之所以輯出「懺悔三障」懺悔文的思想背景，

釐清佛教禮懺的修道意涵與了脫生死、究竟成佛的重要關係。 

近期更在厚實的佛教禮懺文之研究基礎上，將課題擴展到唐代景教如何運用

佛教的儀式，據敦煌景教文獻考察其對佛教儀文的吸收與轉化。 

梁麗玲，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教授，研究重心在於佛經故事。其博士論文《賢

愚經及其相關問題研究》，以文獻學為基礎，綜合故事學、比較文學及圖像學，

結合經典、石窟壁畫、與文學，探討《賢愚經》的故事內容、特色，故事類型與

結構形式，廣蒐與本經故事有關的經典，論證故事內容對中國文學的影響。 

近期則開展到敦煌佛教經典文獻中的相關文化主題之研究，如〈敦煌寫本《十

夢經》初探〉，據 P.2668 及傅斯年圖書館藏卷，考訂敦煌《十夢經》的內容，

並釐清其與《解夢書》之間的關係，進而瞭解敦煌地區如何運用夢象作為譬喻來

宣揚佛法。〈敦煌本《佛母經》中的夢兆探析〉，主要考察這些夢兆雜糅其他經

典的可能線索，釐清各異本夢兆之間的關係，進而瞭解偽經在佛教中國化、通俗

化的發展過程中，為適應本土文化所做的改造情形。 

目前「敦煌文獻中的生育習俗與信仰」為研究課題，展開敦煌文獻中，為求

子、安胎、臨產、護產、滿月和護童等生育習俗，與宗教信仰相互結合的關係之

探究。總體而言，從佛教文學研究逐漸延伸到佛教信仰文化之區塊。 

劉惠萍，東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近年來主要利用敦煌講唱文學文獻結合

莫高窟壁畫、阿斯塔那絹帛畫等圖像材料，以書面、口頭文本及出土文物等「多

重證據」，進行中國古典神話傳說及民俗之研究，同時也關注中古時期因族群遷

徙、文化交流對中國及外來宗教傳統圖像所產生的影響。另發表有〈敦煌寫本《舜

子變》與舜神話〉、〈在書面與口頭傳統之間—以敦煌本《舜子變》的口承故事

性為探討對象〉……等論文。 

近年較集中於結合圖像研究，或以圖範溯源的方法；或運用圖像學原理，藉

由對相關圖像之構圖特徵、內容，以及圖像的位置……等問題的討論，尋繹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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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交流中的演變與特色，以及在族群遷徙與宗教傳播的過程中，傳統圖像如

何被繼承與借用，以及轉化、融攝。未來將延續近年對圖像材料的關注，以「圖

像文獻」、「考古文物」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考掘更多的傳統圖像題材；藉以

突顯敦煌壁畫、文書等出土材料的重要價值，並拓寬中國古典神話傳說研究的闡

述空間及價值範圍。 

洪藝芳，澎湖科技大學教授，致力於敦煌吐魯番白話文獻語料與詞彙的研

究。著有《敦煌吐魯番文書中之量詞研究》、《敦煌社會經濟文書中之量詞研究》

等書，及系列論文。 

主要以吐魯番文書、敦煌文獻為研究語料，結合傳統與現代語言學的理論與

方法，針對唐五代量詞的語法特徵、量詞與中心詞的搭配和演化，進行靜態的描

寫和動態的分析。探討其共時的特色與歷時的演變軌跡。呈現唐五代量詞面貌及

演變脈絡，彌補傳統以文言文獻為研究對象的不足，填補了漢語量詞史上的一段

空白。 

近幾年研究焦點集中在敦煌白話文獻中的稱謂詞，並發表〈敦煌變文中「阿」

前綴的親屬稱謂詞〉、〈敦煌文獻中奴婢稱謂詞析論〉……等論文。針對敦煌文

獻中「阿」前綴親屬稱謂詞及奴婢稱謂詞，由詞義、詞形、詞變、詞用等四個面

向，論述其詞彙特色。同時，進行稱謂詞與社會文化的跨領域研究，由稱謂詞及

其上下文語境，揭示潛藏在其深層的婚姻習俗、平民文化、家族倫理、宗法制度、

文化自主等文化內涵。藉以重現唐五代敦煌地區稱謂詞的面貌、特色、演變與社

會文化內涵，並填補傳世典籍的不足，拓展稱謂詞研究的視野。 

蔡忠霖，臺灣師範大學副教授。集中在敦煌俗字的研究。博士論文《敦煌漢

文寫卷俗字及其現象》，根據敦煌漢文寫卷中所呈現的俗字，探討唐五代雕版印

刷尚未普及前俗字發展演化與構形類型等相關問題；並與六朝、唐代字書中所錄

俗字、晚唐五代石刻版刻中的俗字，進行比較，析論其異同，詮釋其原因。 

後續研究以敦煌文獻中之俗字持與碑刻、字書進行比較，明瞭各種載體中俗

字使用的特色與差異，並進一步突顯寫本所蘊涵之俗字特性。 

近期研究課題，更關注敦煌寫本中保存的字樣書（《時要字樣》、《正名要

錄》等）編纂的特色，探討其「為字」不「為經」的社會實用屬性。並對其後《龍

龕手鑑》、《古俗字略》等同類字書，探究此類「為字」字樣書的區分與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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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對於敦煌文獻俗字複雜與多樣化，乃至寫本俗字的歷史定位有著

一定的解析。未來，將延續既有相關議題，在中古俗字的考源與後世傳承域外漢

文寫本與刻本文字之關係有所發揮。 

周西波，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集中在敦煌道教文獻與文學之整理與

研究。博士論文《杜光庭道教儀範之研究》，以道教儀式活動及其儀範為研究重

心，選擇晚唐道教儀範整理與發展最為關鍵的杜光庭為其對象，網羅杜氏之前道

教齋儀本及敦煌道教文獻，進行相關論述。 

延續博士論文而對敦煌道教文獻多所考論。如：〈敦煌寫本靈寶自然齋儀考

論〉、〈敦研 352V 道經考論〉、〈俄藏失題敦煌道經略考〉、〈中村不折舊藏

敦煌道經考述〉等。 

考察敦煌寫本靈寶自然齋儀的性質及儀式內容的程序意涵，揭示其在瞭解道

教齋儀發展歷史方面的價值；考論中村不折舊藏敦煌道經、俄藏失題敦煌道經、

日本《敦煌秘笈》道經的內容性質。又用心於敦煌遺存的道教齋文文書，探討其

結構及文辭、與佛教齋文的關係、在儀式中運用的時機等等方面，並持與傳世文

人作品相較，以明其特點，論其對後世類書編纂內容之影響。 

此外，也關注敦煌文獻對道教活動與民俗研究之開展。如：結合石刻史料探

討唐代官方祭岳與投龍活動結合的情形與儀式內容。以敦煌寫本《白澤精怪圖》

為中心，考察「白澤」神話之流傳與精怪內容之源流，析論其禮俗與文學方面之

意義。結合簡牘與日用類書等資料，考察敦煌文獻中各類雜占方術之源流情形。 

近年更關注道教講經制度與俗講文本，藉由道藏文獻與敦煌文獻探討道教俗

講內容，析論其與道教經典思想之關係，有助於對道教講經活動之場所、設置、

儀式進行程序及現存俗講內容的瞭解。並擴及敦煌道教靈驗記之考探。呈現道教

靈驗記的構成方式與傳播情況，並分析其敘事結構、文辭、義旨……等，彰顯此

類作品在宗教文學研究中的價值與意義。有助敦煌道教文學範疇之開拓。 

林仁昱，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集中在敦煌歌曲的研究。博士論文《敦

煌佛教歌曲之研究》根據敦煌文獻對佛教歌曲進行全面而系統的整理研究。後接

續拓展到敦煌歌曲的分類主題研究；並以敦煌歌曲研究為基礎，進行佛教歌曲及

佛教大眾化相關議題的跨時代延伸探究。曾發表〈「三皈依」歌曲的初步整合探

究〉、〈敦煌本五臺山曲子的演藝探究〉、〈敦煌彌陀淨土歌曲的文藝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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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佛教故事歌曲人物形象探究〉……等系列論文。 

未來將結合歷史與文獻，針對敦煌佛教各類文藝與宗教活動、經籍義理轉變

示現等相關論題展開探究，希望能參考宗教學、社會學、文化學等論述觀點，運

用各類文學批評(如敘事學、符號學)方法，繼續深化、廣化探究論題與關注面向。 

楊明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研究課題為敦煌俗文文學。主要從

文獻學出發，進行相關詩篇的考證與辨析。博士論文《敦煌文學中之諧隱研究》，

以為諧隱是敦煌文學在民間性、宗教性、地域性等之外的另一項重要特質。因選

擇敦煌文學中具特質的作品為研究對象，從諧隱的角度來重新檢視敦煌文學，並

依作品的功用，從以文為戲、以文化俗、節慶儀式、講唱伎藝等四種不同的類型

來進行其反映之諧隱文化。 

博士論文後，主要以有關的敦煌婚儀文學為研究中心，進而擴及唐五代文

獻、詩文，宋元明清日用類書，試圖尋找敦煌文學及婚儀詩文的演變脈絡、歷史

定位。未來研究發展則嘗試以物質在文本中的功能性，如禮物、變形物、魔物、

儀式物等做為對象，進行或意象，或敘事，或民俗等不同角度的比較、研究。論

述物件於敦煌文學中的作用與意義，特別著重俗文學敘事性的作品。 

除上述外，在甫獲博士學位青年中，於有關敦煌學課題上，亦不乏具發展潛

力之新秀，如釋大參在敦煌觀音經的整理研究、蕭文真在佛教文獻紮實的整理功

夫，黃亮文在吉凶書儀的考論、黃青萍在敦煌禪宗文獻的探討、簡佩琦在敦煌經

變圖文的互文探討，均有不錯的表現。 

五、臺灣敦煌學研究的省思與展望 

對於深具綜合性學科特色的敦煌學而言，臺灣敦煌學研究發展主題不均，面

向不夠齊全。既是以敦煌文獻為核心，研究發展宜與文獻內容相契合。回顧臺灣

研究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對於佔全部寫卷百分之九十的佛教經典文書，臺灣在此

方面，早期只有仰賴旅居法國的吳其昱、陳祚龍，旅加拿大的冉雲華，以及旅居

澳洲的柳存仁等在有關宗教典籍、文書的研究表現。 

至於也是敦煌學重要區塊的史地研究，臺灣不論是在質或量的表現上，均遠

遠不及大陸，且其成果始終集中在蘇瑩輝先生一人瓜沙史事的研究而已。吳其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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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曾在〈八十年來之敦煌學〉說：「敦煌文獻所載當然不如正史之有系統，大

致屬於次要史料，但其中多種資料為史書所不載。例如唐武宗以後史料散佚，新、

舊唐書中唐末史事不免缺漏錯亂，而敦煌寫本中九、十世紀抄本最多，可補唐末

史料之不足。其中孤本尤為重要，如曹議金，新唐書吐蕃傳誤為九世紀人，五代

曹氏歸義軍文書可正此誤。」事實上，敦煌文書可填補唐末五代河西地區歷史的

空白，尤其反映當時社會經濟、民眾生活、地方制度等等，均值得研究者關注。

然而相較於大陸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臺灣可說是一片空白。推究原因，蓋因頗

有以為敦煌資料非傳統材料，既乏系統，又多屬地方性，資料不易獲睹，且多為

殘缺寫卷，文字訛俗，不易識讀。未整理前，不易成為史料以供研究，因此始終

較為乏人問津。儘管如此，臺灣史學界仍有毛漢光、高明士等的苦心留意，而中

青年如羅彤華、陳登武也偶有引據前賢敦煌文獻整理成果發為論文，表現頗佳，

只是畢竟偏枯，難以為繼，甚為可惜。 

與敦煌文獻並列為敦煌學主要內涵與區塊的「石窟藝術」，是結合石窟建築、

壁畫、塑像三位一體的研究領域。敦煌時代跨越北朝、隋、唐到宋、元為數七百

多個的石窟建築；面積多達四萬五千多平方公尺的壁畫；二千多身的彩塑，既是

佛教藝術長廊，又是中古歷史社會生活的影像庫。 

由於石窟、壁畫、塑像，處在大西北的敦煌，影像流傳不易，臺灣美術系、

歷史系在中國藝術史、美術史等教學中，雖多提及，但也多止於片面的介紹與局

部的欣賞。早期的篇章大多以報導性質、概論性質的簡短篇章居多，之後雖有少

許出版的圖書中有相關圖版可資參考，但既是片面、零散，且畫質不佳，實難據

以研究，一直要到兩岸開通，學者得以遠赴敦煌實地踏勘，加上大型圖錄及高畫

質影像的逐漸流通，如五卷本《中國石窟──莫高窟》、《敦煌石窟全集》等的

相繼出版，開始有方便取得足以依據研究材料，有志於佛教藝術的學者，逐漸展

現研究的成果，雖然人數不多，研究的篇章數量有限，但如陳清香、林保堯、李

玉珉、潘亮文等或留學日本、或留學美國，且有佛教信仰，對於佛法教義頗有認

識，因此，不論在觀念、方法或研究的成果上均有其獨到的成就與貢獻。只是，

相對於敦煌文獻的研究，似乎有待更有力的鼓舞與推動。 

整體而言，臺灣敦煌學研究的過去，主要集中在以中文系所為主力的敦煌文

學文獻之整理與研究，屬傳統文學文獻學之研究擴展與延續。其優點在於力主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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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原卷出發，辨認寫卷文字入手，進而詳細校勘文本，考論寫卷內容。另一方

面以文學文獻整理研究為基礎，進而擴及類書、蒙書、書儀，並以佛教文化為核

心，結合佛教相關文獻，拓展佛教禮懺、佛教歌曲、佛教文學、靈驗功德記等等

研究面向。 

不可否認的以文學為研究主力固然是臺灣敦煌學的優點，但也是研究發展的

盲點。個人以為：臺灣敦煌學研究發展除了研究成果的展現不均，而與敦煌文獻

的內容多寡不成比率外，缺乏跨學科的激盪與合作，確實是一大遺憾。 

我們除了對於青年一輩研究者在敦煌學的研究上熱忱不足，擔心青黃不接

外，也有些雀幸，那就是中年學者，雖說不免有面向太窄之虞；但我們也發現他

們面向雖窄而各有專精，整體多元；且相互之間，既有交涉，又有區隔。同時均

具中國文學系所之學術背景，於文獻學研究頗具根柢。又大多直接或間接受教於

潘師重規，閱讀梳理原卷之功也佳。所以儘管隨各人專業與喜好而各有所重，然

彼此之間亦多有所交流與切磋，頗能發揮互補互助的團隊精神。青年學者文獻學

基礎雖然相對薄弱，然而講究方法、觀念新穎，外文能力強，頗具國際觀。 

此外，絕大多數又歸依或親近佛法，於佛教文化多所理解，對敦煌佛教文獻、

文學與文化之研究與關注尤為深切，因此不自覺的形成未來臺灣敦煌學研究發展

的優勢與趨向。殷切期盼臺灣未來敦煌學的研究發展能形成團隊，持續開展，並』

多與國外相關學者、機構交流，開闊視野；截長補短，展開整合研究，為敦煌學

的永續發展盡一己之力。例如近期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執行以《維摩經》為研

究對象的的大型計畫『維摩經與東亞文化』，便是跨校跨學科跨領域的合作計畫。

整合國內不同領域的相關學者：萬金川、鄭阿財、蕭麗華、涂艷秋、郭朝順、潘

亮文、宗玉媺、林純瑜等，分別從宗教、文獻、文學、歷史、思想、藝術等不同

面向展開以《維摩詰經》為中心主題的圈方位整合研究，其間便結合敦煌佛教文

獻、敦煌壁畫、敦煌文學等專題進行彙整研究，當是一不錯的嘗試。文史哲不分

家，自來是臺灣學術界的優良傳統，類似的合作，不僅止於臺灣，更冀望將來兩

岸，乃至各國均能善用交叉學科，積極展開科際整合，使敦煌學的發展能更為全

面，研究成果更加提昇，這也是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與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

心合作編纂『港臺百年敦煌學研究論文彙編』出版計畫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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