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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正如作者所述，在传统的藏学研究感到材料匮乏、难以继续的情况下，他从我社出版的《俄藏黑
水城文献》发现了藏传佛教的新材料，由此提出&ldquo;重构十一至十四世纪的西域佛教史&rdquo;的
口号，首先对于黑水城藏传佛教内容真正开始了深度的研究。
不久，对于《法藏敦煌藏文文献》揭示的西藏&ldquo;前弘期&rdquo;佛教和社会历史的资料，又揭示
了&ldquo;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rdquo;的卓越评价。
因其深厚的藏文文字和文献学的功底，以及15年海外学习研究形成的国际视野（精通德文、英文等）
，其治学取向已不同于老一辈王尧、陈庆英等的考据性的基础工作，而着重于历史学的阐述。
特别可贵的是，作者对于中西方学术的熟悉，使之左右逢源、思辨清晰、行文流畅，可以说篇篇都是
十分精湛的美文。
即使是非专业的读者也会感到可读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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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衛榮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宗教高等研究院副院長、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漠藏佛學研究中心
主任。
1998年畢業於德國波恩大學，獲中亞語言文化學博士學位。
現專門從事西域語文、歷史，特别是西藏歷史、藏傳佛教和漢藏佛學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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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对11-14世纪西域佛教史的重构当从回鹊王国（850-1227）开始。
前曾提及，研究回鹊佛教史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文献年代顺序的建立。
借助黑水城文书，这一对于建构佛教历史至关重大的年代学问题可以得到极大的改善。
若将黑水城汉文、西夏文佛教文献和吐鲁番回鹘佛教文献作一简单的比较，我们惊讶地发现这两种文
献尽管文字不同，发现的地点相差千里，但其内容却惊人地相似。
这表明现存回鹊文佛教文献中的绝大部分应当与黑水城文书同时代，是11-14世纪时期的作品。
与黑水城佛教文献类似，《金刚经》、《华严经》、《妙法莲花经》、《金光明最胜王经》、《无量
寿经》等几部著名汉译大乘佛经的回鹘文译文组成了敦煌、吐鲁番回鹊佛教文献中的大多数，其中甚
至亦包括前面提到的那两部著名伪经《佛说报父母恩重经》和《佛说天地／乙阳神咒经》。
黑水城所见汉文、西夏文佛教文献和吐鲁番所见回鹘文文献的一致性或许说明西夏和回鹊对汉传佛教
的接受实际上是有所选择的，并不是照单全收。
人们一直猜想曾有一部完整的、译自汉文的西夏文大藏经，或者一部完整的回鹘文大藏经存在过，现
在看来这可能是学者们的一厢情愿。
除了上述几部译自汉文的著名大乘佛经以外，吐鲁番回鹘佛教文献中的精华部分。
同样是译自西藏文的各种佛教文献。
其中除了圣观自在、胜相顶尊、大威德、白伞盖佛母等佛、本尊陀罗尼经外，还有《大乘无量寿经》
、《佛说胜军王所间经》、《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圣观自在大悲心惣持功能依经录》、《圣吉祥
胜乐轮本续》等密宗怛特罗，以及有关修胜乐、文殊、观音本尊和《那娄六法》等瑜伽修习仪轨和对
度母、八大灵塔的赞辞等。
这些文书中的大部分亦有汉文和西夏文本见于黑水城文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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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藏历史和佛教的语文学研究》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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