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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百年来敦煌文学研究之考察》自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以来，已经历了百年的历程。
就中国敦煌学研究发展而言，敦煌文学研究是较早开始的，相较于其他国家或其他敦煌学的领域，敦
煌文学研究的成就最为突出，成果也最为丰硕。
一方面，早期留心敦煌文献的学者多数为中国文学研究者，后期，尤其在台湾，极力倡导敦煌学的则
以中国文学系(所)为主力；另一方面，由于文学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它和民族的心理关系最为密切
，中国学者在这一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因此在理解敦煌文学方面，相较其他国家的学者，有其独特
的条件。
所以，敦煌文学的研究不管是文人的文学、通俗文学，在质与量上都有卓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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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凤玉，1955年生，安徽泗县人。
1977年毕业于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系，1979年于同校获硕士学位，1984年获博士学位。
1979年起先后任教于中国文化大学、静宜大学、嘉义师范学院，现任台湾嘉义大学中国文学系暨研究
所教授。
20世纪70年代起亲炙著名敦煌学家潘重规先生，研习《红楼梦》及敦煌学。
主要著作有《红楼梦脂砚斋评语新探》（硕士论文）、《王梵志诗研究》（博士论文）、《敦煌写本
碎金系字书研究》等书，并撰有《敦煌通俗读物研究》等有关敦煌文学、蒙书、字书的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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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文学本位论变文研究之发展与趋势　　近百年来，变文研究是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根据《1909-2009敦煌学论著目录》（初稿）①统计，有关敦煌变文（广义的变文）的研究论著，总计
有1368篇，其中以所谓的通论或总论为最多，计722篇，占52.78%。
722篇中，以变文进行整体叙录、校录，或利用变文作为语料进行语词考释、语法研究等有136篇；另
外则属通论，主要是针对变文名义、起源、体制及其与佛教关系等课题之探究，或是对变文进行泛论
、介绍其发现的价值与影响等，计586篇。
这显示百年来变文研究发展的历程，是以文本校录，变文性质的考定、溯源，价值影响的评估为主要
面向。
　　变文文本校录在前贤披荆斩棘与积累下渐趋完备，特别是周绍良、王重民、潘重规、项楚、黄征
、张涌泉等前辈学者的努力，已能提供完整的变文资料，且有大致无滞碍的阅读文本，这为敦煌变文
研究全面开展奠定了厚实基础。
除了文本校勘、辑录等文献学的基础工作外，中国文学研究者更投入这一讲唱文学之名义、起源、体
制及其与佛教关系等课题的探究。
前辈向达、孙楷第、郑振铎、王重民、潘重规、周绍良等，时贤程毅中、白化文、项楚、张鸿勋等，
乃至日本福井文雅、美国梅维恒等，都为变文理论的建构贡献了心力。
他们的研究成果表现都是极可称道的。
但是纯就文学立场进行研究的相对而言不多。
尤其根据变文文本进行主体研究更是有限。
按：敦煌学是以文献为基础的学科，其本质乃属文献学的范畴，因此，文献整理、文本校录是基础，
但绝非唯一，更非究竟。
当写卷整理、考订、校录等基础工作完成，提供了可据以研读的文本后，则相关资料当回归各相关学
科，学者便可展开各学科本位的专业研究，提炼专业的研究成果。
敦煌文献中的变文当也是如此，变文是唐五代流行的讲唱文学，属于中国文学史中俗文学的重要发现
。
从文学本位论其研究价值：在文学形式方面，从韵散夹杂的讲唱体制，发展到以说为主的话本或以唱
为主的弹唱词话，开后世诸宫调、宝卷、弹词、鼓词等俗文学之先河；在题材方面，综合唐前故事开
启后世叙事文学之演化，则是文学研究的主体。
　　以下尝试从宏观的角度来检视变文研究既有的面向，基于文学本位且为了具体有效的分析，是故
属于通论部分的52.78%不纳入讨论，仅就以变文文本的本体研究进行审视。
换言之，本文考察之对象主要为变文文本的研究。
“变文”理念采王重民、潘重规等之说，也就是所谓广义的变文。
兹以《敦煌变文集》、《敦煌变文集新书》、《敦煌变文校注》为范畴，将变文分为佛教变文（包括
押座文、讲经文、佛陀故事变文、佛教故事变文）及非佛教变文（史传变文、中国民间故事变文、对
话体、变文素材等）两大类。
并依《1909-2009敦煌学论著目录》（初稿）展开分期分类计量统计分析，借以考察百年来敦煌变文研
究既有的面向，对其主要研究方法进行述评，希冀从中掌握未来研究发展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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