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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敦煌写本相书研究》对敦煌写本相书的研究，主要从三个层面上展开：（1）文献考订，以第
二章为主。
在此前所进行的相书文本释录校注基础之上，对十二个卷号的相书残卷作出更为系统的归纳、考辨与
分析，按其形式与内容，将敦煌写本相书分为五大类别，并逐项考订其性质、内容与特点。
（2）文本分析，以第三、四、五章为主。
　　相术，是通过观察人的形体外貌、声音、气色、行为举止等特征，来预测命运的一种方术，是古
代先民在纷繁多变的社会现实面前，试图以一种先验的方式把握命运的尝试与努力。
中国相术起源甚早，春秋时期已开始流行于社会上层。
相书的出现也相当早，《汉书·艺文志》中即有著录。
汉唐之际的相书，仅可考知的就有近二十种，但均已亡佚。
流传至今的，只有宋元及其以后的著作。
敦煌遗书中保存下来的十二个卷号的古代相书写本，大都抄录于唐五代时期，它们的发现，弥补了中
国术数文化中相术文献的一段空白，改变了人们由传世相书得出的隋唐时期相术发展处于停滞状态的
看法，是我们了解宋前相术文化发展的宝贵资料，对我们全面认识隋唐五代时期的社会生活与民众信
仰，有着颇为重要的意义。
敦煌写本相书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
七十多年间，虽然不时有中外学者对之有过介绍和论述，但就研究工作的总的情况来说，侧重点还主
要停留在文献的初步考订和整理上。
迄今为止，还未有人从整体上对这些相书文献做过较专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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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晶波，吉林洮南人，历史学博士。
历任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所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敦煌学、古典文献学的教学和研究。
先后出版《二酉堂丛书史地六种》、《说苑奇葩——晋唐陇右小说》、《宁海纪行》（校点）、《敦
煌写本相书校录研究》（合著）等专著，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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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一、敦煌写本相书的存世情况二、敦煌写本相书的研究状况三、研究意义和本文的设想第
二章 敦煌写本相书的系属与类别一、许负系统相书二、失名相书残卷S．3395+S．998781V三、相痣类
图书四、面部气色图P．3390号五、综合相法类相书六、对隋唐五代相书形式的一点推测第三章 敦煌
写本相书的身体符号体系一、敦煌写本相书所载头面部位考二、敦煌写本相书所载身体部位考三、敦
煌写本相书所载纹相考第四章 敦煌写本相书的占相内容与命相类别一、敦煌相书占相内容考二、命相
的类别与时效三、由敦煌相书所见之社会欲望与社会心理第五章 敦煌写本相书的文化内涵与价值观念
一、中国相术的起源二、命运观与“禀气说”三、敦煌相书与阴阳五行观念四、敦煌相书与天人感应
思想五、敦煌相书与纲常伦理第六章 敦煌相术与佛教文化的关系一、敦煌相术与佛教占相内容的异同
二、佛教占相内容对敦煌相书的影响第七章 相术与隋唐五代社会生活一、隋唐五代的相工群体二、相
术的社会功用与隋唐五代社会对相术的态度三、隋唐五代宋初相书的流传与禁毁四、隋唐五代流行相
法考五、结语附录敦煌写本相书释文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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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就身体相貌等具体内容而言，三十二相与八十种好所关注的部位是一致的，对手足四肢及身躯
等整体部位的关注占有很大比例，超出了对头部的关注。
这应当与佛、菩萨所具形象的高大有关。
三十二相之“大直身相”，谓一切人中，佛身最大而直，八十种好也说佛、菩萨“身体长大端直”，
“顶相无能见者”，这样的形象无论表现在塑像上，还是表现在壁画中，普通人首先看到的自然是手
足身躯，所以要表现得更为细致，头部高高在上，难以贴近观察，所以粗略一些，故手足身躯在身体
部位中所占比例要超过头部，其划分顺序也是由下至上。
此外，中国相术将天地宇宙的自然观念、阴阳五行观念等与人体部位相配，创造出一整套的名词术语
来标示身体各部位，这些名词术语体现着各部位在人体中作用地位的高下尊卑及其在相术中的作用。
敦煌相书中记载了大量这样的名词术语，如天中、印堂、阙庭、仓、库等。
每个名词都包含着复杂的文化内涵。
而佛教占相中没有这一套术语，无论是六道相还是佛、菩萨所具之相好，标示身体部位所用都是其原
有的名称词语，没有修饰，也没有代称。
从相的表现形式来看。
对身体部位的划分。
划分的顺序，说明相术对这些身体部位器官所代表的先天禀赋的重视。
要判断人的命运是吉是凶，就要充分了解这些禀赋在人的身体上的表现形式，也就是相的表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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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对敦煌写本相书的研究，始于2001年。
其时刚进入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虽然已有多年从事古籍整理和文献研究的经历，但
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题目来做博士论文，在此时仍是一个涉及如何重新确定自己的学术方向的大问题。
对敦煌学的一般领域，我并不陌生，但对写本相书及其相关的问题，此前却一向很少了解。
之所以选定这样一个题目，首先得感谢郑炳林先生，是他在我面临新的学术选择时，建议我尝试这方
面的研究。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相当陌生的领域，然而却与我当时对中国文化小传统的兴趣颇有相合之处。
我从1985年大学毕业进入西北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到读博之时，算是已有较长的学术阅历，研
究领域涉及古代文献的许多方面，从历史地理文献到文言小说，从陇右地方著作到礼学经典，旁学杂
搜，而兴趣渐趋于杂史小说。
自己的研究心得和时代学术思潮的影响，都使我意识到，一向少人问津的敦煌写本相书研究，很可能
是一片颇有学术前景的待垦之地，其问蕴藏的某些为我们惯常的文化视野所忽略的东西，对理解中国
文化与中国人心，或许是极重要的东西。
同时，在敦煌学研究已取得许多重要成果的今天，想另外再找到这样一片有待发掘的领域，也不太容
易。
于是便硬着头皮接受了这个建议。
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便是一段艰苦的历程。
首先是读懂读通这些文本，工作从一篇篇研读敦煌相书写本开始，释读文字，比较异同，拼合断裂，
校订讹误，梳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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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敦煌写本相书研究》：敦煌学博士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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