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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16年臺灣地區敦煌學研究 

論著目錄 

蔡忠霖、張家豪 

 

凡 例 

 

⊙本目錄係接續鄭阿財、朱鳳玉主編之《1908-1997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臺北：

漢學研究中心，2004.04）、《1998-2005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臺北：樂學書

局，2006.08）二書而作。 

⊙收錄篇目時間自民國 95 年（2006）1 月起至民國 105 年（2016）12 月止，範

圍以臺灣所出版的國內外學者專著、期刊論文、論文集論文、學位論文中有關

敦煌學研究之論著。 

⊙篇目分類依：壹、文獻、綜述；貳、語言文字；參、文學；肆、宗教；伍、民

俗；陸、藝術；柒、樂舞；捌、史地、教育、經濟、醫藥、法律；玖、人物；

拾、書評等十類分之。 

⊙著錄體例依次為：作者、書（篇）名、出版社（期刊卷期）、日期、頁數。各

類論著依作者姓氏筆劃先後排序，凡屬國外學者之論著，皆於條目前標誌號

以示區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國文科副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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