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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煌出土的5万余件古代文献中，有关佛教的内容差不多占到了90%以上。
在这些佛教文献中，佛经又居多数，此外尚有为数丰富的魏晋、隋唐、五代至宋初的佛教发展史资料
。
这些文献大多已不传世，在其它地方是难得一见的。
其中既有敦煌本地的译经、疏释、著录及刻写本，也有大量自外地流入的法物；既彰显出敦煌本地的
佛教文化特色，同时又可视作4至14世纪中国佛教发展史与佛教文献史的缩影，故而具有非常重要的研
究价值。

敦煌佛教文化博大精深，文献数量众多，内容丰富，除汉文外，尚有多种古代少数民族文字资料，举
其荦荦大端者有吐蕃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西夏文、蒙古文等。
这些文字资料对敦煌学乃至中国古代民族史的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了加强对敦煌民族历史文献及佛教文献与文化的研究，敦煌研究院于2005年7月专门成立了民族宗教
文化研究所，我们二人都有幸成为该所的第一批成员。
本文集或可作为我们共同献给本所成立一周年的一份薄礼。

除了同事这层关系外，我们还是南阳近老乡。
中原人特有的乡土观念和率直的性格使我们相处很投缘，在工作与研究中常能取长补短，相得益彰。
十余年来，我们多有合作，并于去年联合申报了敦煌研究院院级课题——《敦煌禅史禅法与禅籍研究
》，幸蒙获准立项。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小册子可谓其阶段性成果之一，因为该集所收论文有多篇就是专门研究禅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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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集共收入我们合作或独立撰写此前曾发表或未曾发表过的论文19篇，内容大体可分为3类：首先是
敦煌佛教文献研究，收论文7篇；其次是敦煌佛教历史与义理研究，亦收文7篇；其三是回鹘佛教文化
与历史文献研究，含论文5篇。
其中大部分在各种书刊中已发表过，分别为：
1. 敦煌寺庙“号头文”略说（王书庆著），《社科纵横》1994年第4期，第45～47页；
2. 从敦煌文献看敦煌佛教文化与中原佛教文化的交流（王书庆著），《敦煌佛教文化研究》，社科纵
横编辑部编印，1996年，第49～58页；
3. 敦煌文献中的《斋琬文》(王书庆著)，《敦煌研究》1997年第1期，第141～147页；
4. 敦煌文献中五代宋初戒牒研究（王书庆著），《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第33～42页；
5. 敦煌写本《天台五义分门图》校录研究（杨富学、王书庆著），《东南文化》(增刊)，1998年第1期
，第142～146页；
6. 唐代长安与敦煌之佛教文化关系（杨富学、王书庆著），《'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4～181页；
7. 敦煌文献对中国佛教史研究的贡献（杨富学著），《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2期，第142～147页；
8. 从敦煌文献看道信禅法（杨富学、王书庆合著），段文杰、茂木雅博主编《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
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16～420页；
9. 敦煌本《历代法宝记&#8226;弘忍传》考论（杨富学著），《华林》创刊号，中华书局，2001年，
第177～182页；
10. 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及其价值（杨富学著），《戒幢佛学》第2卷，岳麓书社，2002年，第111
～119页；
11. 东山法门及其对敦煌禅修的影响（杨富学、王书庆合著），《中国禅学》第2卷，中华书局，2003
年，第67～76页；
12. 回鹘僧与《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杨富学著），《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中华书局，2004年
，第338～344页；
13. 佛教与回鹘讲唱文学（杨富学著），《普门学报》（台北）2005年第1期（总第26期），第233～250
页；
14. 综论汉传佛教对回鹘的影响（杨富学著），《甘肃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第52～67页。

我们借这次论文结集出版的机会，对已刊论文中的笔误及印刷错误进行了校证，对其中的部分论文进
行了大幅度修改，补充了一些必要的新资料和最新的研究成果。
但由于时间紧迫，还有不少问题未能顾及。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兰文海先生的关心与帮助；李小芳女士在设计、制版过
程中付出了不少艰辛的劳动；赵运兰、杜忠华女士在出版与印刷过程中作了许多协调工作，于此一并
致谢。

《文化博览》杂志社总编辑、书法家秋子先生在百忙中拨冗题写书签，为拙作增辉，这里致以诚挚的
谢意。

我们更要感谢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及其它领导对我们研究工作的大力支持。
宽松的学术环境与优良的研究条件，使我们的工作能够顺风顺水地进行。

莺其鸣矣，求其友声。
我们出版这一既不成熟也缺乏主题的文集，旨在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学界对敦煌佛教与禅宗研究的
进一步重视，并得到有关人士的不吝赐教。

王书庆 杨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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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20日
敦煌文献与世俗佛教
王书庆
与正统佛教不同，世俗佛教在对待疑经和伪经的态度上，并未遵循正统佛教只奉受正经的传统，对所
谓的正经、疑经和伪经兼收并蓄，一视同仁，不分轻重，同样崇奉。
敦煌出土的为数众多的此类文献，即如实地反映了这一现象。

敦煌文献中的疑伪经很多，据笔者粗略统计，无虑数十种，主要的有《佛说无量寿宗要经》、《佛说
天地八阳神咒经》、《佛说父母恩重经》、《佛说十王经》、《佛说续命经》、《救护身命经》、《
救护身命济人疾病苦厄经》、《决罪福经》、《大通方广经》、《大方广华严十恶品经》、《佛说要
行舍身经》、《佛说赞僧功德经》、《新菩萨经》、《佛顶心观世音菩萨救难神验经》、《佛说因果
经》、《佛说如来成道经》、《佛说消灾除横灌顶延命真言经》、《佛说安宅神咒经》、《佛说北方
大圣毗沙门天王经》、《佛说不增不灭经》、《大丈夫经》、《佛说禅门经》、《无量大慈经》、《
破昏殆法》、《劝善经》、《七阶佛名》、《观世音三昧经》、《大辨邪正经》、《佛说证明经》、
《首罗比丘经》、《佛说咒魅经》、《佛说法句经》、《佛说净度三昧经》、《最胜妙定经》、《佛
说证香火本因经》、《僧迦和尚欲入涅槃说六度经》等等。
这些文献，一般不为历代大藏经所收，故很多久已失传，幸亏从敦煌文献中还可以找到若干遗存，堪
为研究之资。

这些疑伪经的抄本量不等，有的仅存一件或数件，有的存数十件乃至上百件，为数最多的当属《佛说
无量寿宗要经》，现存写本不下200件。
这些经典有的归瓜沙归义军各级政府或官员所有，有的则为寺院及僧侣之藏品，还有更多的当属社会
上一般平民之物。
由此可见，疑伪经在敦煌社会中的流行是相当广泛的，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从敦煌出土的佛教文献看，唐宋时代，敦煌佛教的世俗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人们将抄写、诵读、供养
佛经和塑造、绘制佛像作为积累功德的最大事功。
希望以此功德使自己以及早已亡故或仍然生存于世的亲人乃至一切众生消灾除难，同登乐果。

为了向文化水平较低或不识字的信众传扬佛教，人们把深奥的佛经改编成通俗易懂的讲经文、因缘文
、变文、押座文、解座文以及歌辞、俚曲等，或将其转化成壁画，或流转于口唱，供信众观赏。
这些举措为佛教理论的传播，开启了多种多样的方便之门。

除上述之外，敦煌发现的与世俗佛教有关的文献还有很多，为我们描绘了古代敦煌丰富多彩的寺院生
活实际。
如邈真赞、高僧行传等寺院史传文书描述了许多高僧大德的行实；斋会斋文、礼忏文、羯磨文、授戒
文、度牒等则记录了敦煌古代寺院的佛事活动；而有关寺院买卖、典押、借贷、雇工诸方面的契约等
则反映了敦煌寺院经济活动，为敦煌乃至全国的佛教世俗化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丰富而宝贵的铁证。

摘自《敦煌佛教与禅宗研究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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