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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卷校經》

内容概要

《读卷校经: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二重互证》作者许建平先生长期从事敦煌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秉承王氏以来二重证据相结合的优良学术传统，结合传世典籍与敦煌写本、碑志等出土文献撰写了一
系列学术论文，来考证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论证传世典籍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可能形成的错误。许
建平编著的《读卷校经: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二重互证》汇编了许建平先生从事敦煌写本文献、出土
文献研究以来，结合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研究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学术价值的23篇论文，内容分为三
类：一是关于敦煌写本的，二是关于出土碑志的，三是在论证过程中使用到敦煌写本与碑志材料的，
并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论文次序。
1925年，王国维率先提出二重证据法的说法，从此，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量印证， 
以考古代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本书作者许建平先生长期从事敦煌出土文献的整
理与研究，在整理《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敦煌子部文献合集》等大项目的过程中，秉承王氏以来
二重证据相结合的优良学术传统，结合传世典籍与敦煌写本、碑志等出土文献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论文
，来考证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论证传世典籍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可能形成的错误。本书汇编了许建
平先生从事敦煌写本文献、出土文献研究以来，结合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研究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学
术价值的23篇论文，内容分为三类：一是关于敦煌写本的，二是关于出土碑志的，三是在论证过程中
使用到敦煌写本与碑志材料的，并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论文次序。这23篇论文，都曾在《文史
》、《文献》、《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汉语史学报》、《古汉语研究》、《中古近代汉
语研究》、《唐研究》中发表，在出土文献尤其是手写纸本文献研究中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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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建平，1963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1985年获杭州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88年获杭州大学文学硕
士学位，2006年获兰州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87年至1994年任教于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1994年5月
转入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工作，学术方向为敦煌学、经学、训诂学。2009年9月至2010年1月台湾东吴
大学客座教授。现为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浙江省敦
煌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浙江省语言学会理事、《敦煌研究》编辑部特邀编委、兰州大学敦煌学
研究所兼职教授。著有《敦煌文献丛考》(2005)、《敦煌经籍叙录》(2006)、《敦煌音义汇考》(1997
合著)、《敦煌经部文献合集》(2008，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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