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
 

双月刊
2024 年 11 月第 6 期 WEN

 

XIAN Nov. 2024
 

No. 6

·敦煌文献研究·

专栏导言

北京大学　 荣新江

　 　 “敦煌文献”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敦煌文献”指的是

敦煌地区发现的各种竹简、帛书、石刻、纸本上所写的文字材料,从内容上

来看,可以大略分为正规的“书籍”和公私“文书”。 狭义的“敦煌文献”
仅指书籍的部分,而不包含公私文书。 我们一般说到敦煌文献,主要指莫

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其实还应当包括土地庙塑像、莫高窟洞窟各处零

星出土、莫高窟北区洞窟出土的文献。
我们说到的狭义的敦煌文献,一般是指藏经洞出土的写本文献。 这

些写本时代的书籍,为我们今天研究“写本时代的书籍史”提供了丰富的

实物资料,因为写本书籍不像印本书籍那样规范。 敦煌写本书籍为我们

提供了各种类型的写本,既有不亚于刻本的精抄本,也有错字满篇的学生

作业;有些是用西北方音记录的文本,有些是充斥着大量俗语、口语词汇

的文字;有些是为某种特殊目的而摘抄的文本,有些是作者还没有确定下

来的稿本。 从形制上来看,除了最主要的卷轴装写卷外,还有经折装、册
页装等各种不同的形态,呈现出写本书籍发展史的完整面貌。

敦煌写本书籍为近年来的社会史取向的书籍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素

材,我们不仅可以对比精抄本和摘抄本的不同,还可以讨论大量民间抄写

的书籍,特别是书仪、占卜、医药类文献的社会功能。 本专栏所收的史睿

《敦煌写本书籍史研究路径的探索》一文,是探讨敦煌写本书籍史方法论

的综述,有作者不少新的见解;张小艳、郭丹《敦煌写本 P. 2044V 诗偈作

者考述》一文,既是传统的考订文献作者的力作,也揭出一个书籍史中文

献传播的佳例;冯婧《敦煌册子本的缀合与复原———以佛经册子为例》一

文,则是在亲自观察敦煌册子本的基础上,对佛经类册子本物质形态研究

的重要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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