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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内收集的是笔者几年以来研究大藏经的阶段性成果。大藏经研究，是佛教文
献学研究的一部分，也是版本研究的一部分，以笔者的经验，版本研究如果仅仅凭文字叙述，有些问
题似乎难以表达清楚，笔者一向主张版本研究要"图文并茂"，读者便于理解，研究者说理有据。这是
《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插入不少图版的目的。其中许多图版是国家图书馆的珍藏，一般读者不太容
易见到，笔者将这些图版插入《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中，正希望使读者能够见得到并能够欣赏，使
各界同好能够共同研究探讨。 
近代以来，随国内佛教学术研究的潮起潮落，大藏经的研究时起时伏，许多著名佛学研究大家，都关
注佛教大藏经的研究。然而，大藏经研究又受到实物的限制，见不到，摸不着实物，没有办法从事研
究。笔者服务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承前辈学者的精心蓖集，这里成为研究大藏经得天独厚的宝
地，丰富的藏品，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 
《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结集时，仅对个别字句、标点符号等做了调整，个别地方做了补充注释，其
他地方保留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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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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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的笔记-第197页

        陈高华《元代佛教与元代社会》，载陈高华著《元史研究论稿》及《中国古代史论丛》第一辑

2、《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的笔记-第200页

        陈高华《略论杨琏真迦和杨暗普父子》，载陈高华著《元氏研究论稿》。

3、《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的笔记-第185页

        关于西夏文大藏经的讨论
1、罗振玉《宋元释藏刊本考》，载张曼涛主编《大藏经研究汇编》
2、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一《元刊本西夏文华严经残卷跋》
3、聂斯克与石滨纯太郎著，周一良译《西夏语译大藏经考》，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
三号
4、王静如《河西字藏经雕版考》，载《西夏研究》第一季
5、常盘大定《西夏文字大藏经の雕刊nicuyite》，载《东方学报》1939年第9号
6、罗福苌《西夏赎经记》，《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
7、小川贯一《太原崇善寺新出管主八の施入经to西夏文大藏经の残叶》，载《支那佛教史学》第六卷
第一号；《光明禅师施入经典tosoの扉绘——元白云宗版大藏经の一考察——》，载《龙谷史坛》第
三十号，1942年
8.西田龙雄《西夏の仏教nicuyite》，载1968年《南都佛教》第二十二号；《西夏文华严经》1、2；《
关于西夏文佛经》，潘守民译，《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
9、野村博（松泽博）《元代の西夏大藏经刊行ni関suma一考察》，载《东洋史苑》第12号；《西夏·
仁宗の译经nicuyite》，载《东洋史苑》第26、27合并号

元刊西夏文大藏经
牛达生　元刊木活字西夏文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发现、研究及版本价值
牛达生　元刊木活字版西夏文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第七十六卷考察记
孙伯君《元刊&lt;河西藏&gt;考补》
孙伯君《元代白云宗译刊西夏文文献综考》
王菡《元代杭州刊刻&lt;大藏经&gt;与西夏的关系》
段玉泉《元刊西夏文大藏经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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