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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敦煌佛教音乐文学研究的现状国际敦煌学至今已走过一个多世纪的历程[1]，经中外许多学人
倾注精力加以研讨，已在哲学、宗教、语言、文学、艺术、历史、天文、地理、建筑等方面，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
然而，纵观大多数学人的研究，多为专门之学，即关注的领域较为专一，如研究敦煌佛教者较少涉足
敦煌道教，研究敦煌历史者鲜有研究敦煌文学，而研究敦煌文学者又少兼及敦煌艺术。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易言之，像潘重规先生[2]、饶宗颐先生[3］那样的兼长于敦煌学之多种领域的学者，真说得上是凤毛
麟角。
当然，这与敦煌学牵涉的内容太广、要掌握的学科知识太多有关。
因为就大多数学人而言，是所谓术业有专攻的（这与当今学科分类越来越细不无关联）。
然而事实是在敦煌学的研究中，有的课题本身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较为广博的知识，否则便寸步难
行。
像本文将要讨论的敦煌佛教音乐文学就如此，它要求研究者起码应具备一定的佛教学、音乐学、文学
及敦煌史地等多方面的知识素养。
　　本课题的研究，从大的方面来说，是属于敦煌文学研究的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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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敦煌佛教音乐文学研究》的研究，从大的方面来说，是属于敦煌文学研究的分支。
这部书稿是我承担的200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敦煌佛教音乐文学研究》的最终成果。
其初稿完成于2006年4月初，第二稿则于同年5月底由福建省社科联组织送审。
2007年元月18日，我拿到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颁发的结项证书，承蒙各位专家的厚爱，评
定等级为优秀。
但我深知，这更多的是出于鼓励，并不表示我的研究达到了什么新的高度。
我在细读返回的评审书之后，综合多方意见，并结合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再一次进行了较为认真细
致的修改，除了结构调整之外，又增写了部分章节。
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便是第三稿，它虽不能说已尽如人意，但毕竟是自己多年思考的结果。
因为我跟敦煌学结缘，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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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敦煌净土音乐文学文献概述　　中古以降的中土社会，兴起了多种净土信仰，如东方药师
净土、西方极乐净土（弥陀信仰）、弥勒净土等。
其中，西方净土信仰自唐代兴盛以后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影响最为深远，这在敦煌所见的佛教音乐文
学文献中也有具体的表现，即在各佛教宗派中，有关西方极乐净土的作品，特别是与中唐法照
（746-838）所创立的净土五会念佛法门有关的音乐文学作品（它们不但继承和融摄了此前一些净土名
家像昙鸾、善导的成果，而且对后世净土念佛法门发展的影响至为深远，因为在法照所撰文本的基础
上又产生了一批新的五会念佛仪轨的改编本），其数量最为可观，应用极广，也得到了不少中外学者
的热切关注，如矢吹庆辉、佐藤哲英、广川尧敏、施萍婷、张先堂、刘长东、林仁昱等先生。
[6］特别是张先堂先生对敦煌净土五会念佛仪轨和赞文写本进行了较为科学的分类：一是全卷均抄写
或全卷以大部分篇幅抄写净土五会念佛仪轨和赞文的写本，他称之为“专卷”；二是卷中仅抄存一篇
或抄写其他内容时夹抄净土五会念佛赞文的写本，他称之为“散卷”。
[7］笔者对相关文本的介绍，即以张氏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但本人把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净土五会
偈赞之写卷，也归入张氏所说的“专卷”），兼以其他人的研究成果与自己的一愚之得，综而论之如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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