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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纵观日本学者研究中国佛教文学的成果%可以发现%日本在从江户时代向近代学

术过渡的过程中%继承了近世学问体系)各个学术圈之间是有樊篱的%各位先辈学者的论

稿显示了佛教文学研究是如何逐步超越领域隔阂%并随着敦煌*民俗等新资料的增加%日

益展现出各个学问圈谋求共通认识的过程)近十年来%国内外的共同研究已经成为了日

本的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的主流)

关键词$中国佛教文学(唱导(敦煌学(日本民俗学(共同研究

一*日本的中国佛教文学研究概况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佛教文学研究论文数量不算多)从一般的学术研究的构架来

看%原因是明显的$不但要研究佛教%还要研究文学%更何况还是从属于外国学术的中国

学%研究者们要跨越数个研究领域%需要具有穿越各个领域壁垒的高超能力)

在日本脉脉传承的学术体系中%既有各宗派的佛学%承继宋学谱系的汉学%还有近世

的日本国学系统*史学系统%它们之间互相分隔且根深枝茂)这制约了近代佛教文学史这

门跨领域学科的研究)具体道来%佛教界方面的情况是$寺户制度支撑了安定的教团体

制%基于安定的教团体制%佛教宗派们各自发展自己的佛教学体系%使之精细化)学术界

方面的情况是$德川幕府时代引进了宋学%盛行废佛论%例如史学重镇的水户史学就有强

硬的废佛论立场%到了江户时代中期国学新兴%批判一直以来的儒家*佛家的学术倾向等

等%从而形成了各学问间对立的态势)这就是今天所说的跨领域研究的重重障碍的由来)

在当时那样的情形下%富永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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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学贯儒家*佛教和

日本神道%而且不计立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历史发展和佛教思想史%写下了"出定后语#)

富永仲基出自大阪的怀德堂%怀德堂是当时不从属于任何学派%受大阪工商平民界支持的

为了平民学习的地方)这确实是十分罕见的例子)

进入近代后%在代代相承的佛学*汉学*日本国学的积淀上%日本导入了西洋新式学

问%同时也更新了学术研究构架%终于缓慢地开始了跨领域的学术研究)从近代到
!"

世

纪中期%只要看一下在佛教文学研究方面有代表性成就的学者的情况%就可以发现那时的

佛教学*印度学*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学几乎无不脱胎于中世的佛学*汉学*日本国学的体

系%再加上新兴的民俗学*敦煌学领域%跨领域研究逐渐活跃起来)举一些有代表性的学

者为例%如$织田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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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等等)这些早期的学者们都有深厚的

中世学问的背景)

二*日本佛教文学研究及其分类

就这样%近代以来佛教文学这个研究领域开始成长了)学者们先是把佛教和文学艺术相结合%来研

究佛教用语的解释(其次是研究为了表现佛教教理而特意创作的文辞类作品(再则以研究宗教表演为

主%为了布教需要而表演佛教经典%特别是说唱譬喻谭*因缘谭等唱导类的表演)

为了表现佛教教理而有意识创作的文辞类作品有$在日本汉文文献"广弘明集#里收有诗赋类"统归

篇#*颂赞类"佛德篇#*愿文*尺牍类的"启福篇#*忏悔文类的"忏悔篇#*慈悲论类的"慈济篇#等作品%这

些作品或是宗教人士的%或是深受佛教影响的文学人士的作品)古城贞吉在
$''#

年发表了"支那文学

史#%论述了佛教对中国诗文的影响%这是早期的日本佛教文学研究的论文)而研究日本语文献中的佛

教用语的论文%如果涵盖注释书和辞典编撰在内的话%织田得能
$%"$

年的"国文学十二种佛语解释#和

$%$+

年的"佛教大辞典#是早期的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他的日本第一本近代佛教辞典"佛教大辞典#

和"国文学十二种佛语解释#%不仅对汉译佛教经典*佛教文献的研究有意义%而且还收入了"竹取物语#*

"枕草子#*"荣华物语#等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佛教语的解释%对文学研究也很有价值)而主要着眼于

佛教对日本国文学影响的早期的研究成果有%丰田八十代
$%*!

年的"国文学=现>?@佛教思想A研

究#

!

*坂口玄章
$%*(

年的"日本佛教文学序说#

"

*福井久藏
$%*%

年的"国文学B佛教#

#等等)

一些学者致力于研究法会演出及其台本以及由此演化而来的说话*歌辞*留有佛教经典的物语%进

而再探讨其与中国文学史的关系*对日本的佛教礼仪和日本文学的影响)这方面的早期研究者有柳田

国男*南方熊楠等%他们从"今昔物语集#着手%坂井衡平
$%!*

年的"今昔物语集A新研究#

$是早期研究

成果之一)之后%佛教学方面有小野玄妙%

$%!(

年发表了很有影响力的大著"佛教文学概论#

%

%在第一

篇"一切经全体C文学B见D#一文里%小野先生提出可把汉译经典视为文学作品%第二篇是"佛教文学

小史#%在第三篇"汉译经典文学概观#一文里%他把这类文学作品分成本生经文学*譬喻经文学*因缘经

文学*纪传文学*立藏文学*阿含经文学*世纪经文学*方广经文学*论藏文学*秘密仪轨文学(第四篇的

"支那A文学B佛教#%是早期的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的成果)第五篇则谈到了"佛教B我E国文学#)

那时还出现了折口先生的唱导艺能研究%在后文中将作详细论述)受其启发%

$%*$

年筑土铃宽写

出了"佛教文学研究!!!特=法仪A文学=FGD#

'

%明确地阐述了佛教礼仪和文学的关系)佛教学

方面的主流论点认为经典本体就是文学作品%深浦正文"佛教文学物语#

(

*山
#

习学"佛教文学#

)的研

究也未越出这个论点)

在这系列研究里%中国的鲁迅先生写出了"中国小说史略#%提出了佛教的譬喻谭*因缘谭等经典对

中国小说的影响)那个时代中日研究者们的交流关系也应该予以关注)

总之%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在进入近代后%在新兴学问构筑过程中得以展开的%尤其是
$%""

年从敦煌

出土了大量的文献%越来越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使佛教文学研究也愈加活跃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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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田八十代$"国文学=现>?@佛教思想A研究#%大冈山书店
$%*!

年)

坂口玄章$"日本佛教文学序说#%启文社
$%*(

年)

福井久藏$"国文学B佛教#%三省堂
$%*%

年)

坂井衡平$"今昔物语集A新研究#%诚之堂书店
$%!*

年)

小野玄妙$"佛教文学概论#%甲子社书房
$%!(

年)

筑土铃
$

$"佛教文学研究!!!特=法仪A文学=FGD#%载"岩波讲座日本文学#%岩波书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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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浦正文$"佛教文学物语#%东森书房
$%*"

年)

山
#

习学$"佛教文学#%大东出版社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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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敦煌学与日本的中国佛教文学研究

在发现敦煌文献后不久%日本就有很多学者开始了对敦煌文献的研究)

$%"'

年的北京%伯希和在临回国前%向汉学者们展示了他所收集的敦煌文献%震惊了北京的学者们%这

一直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当时%日本的内藤湖南&

U;A-7:76;6

*

$'++)$%*&

年'很快便得到了这个消息%

也收到了罗振玉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还有其他驻在北京的日本人%如北京的东京文求

堂老板田中庆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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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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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撰写了"敦煌石室中A典籍#

!一文%文中引用了一些罗

振玉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的内容%发表在"燕尘#杂志上%向社会作了广泛宣传)此文连同伯

希和发表会的详细介绍和照片%很快为内藤湖南知晓%从此开始了日本的敦煌学研究"

)

内藤湖南是
$%"+

年刚刚创建的京都文科大学&现京都大学'的教授%和罗振玉*田中庆太郎等人都

有深厚的交情%从他们那儿得到了有关敦煌文献的情报后%撰写了"敦煌石室A发见物#%于
$%"%

年
$$

月
$!

日发表在"朝日新闻#上%同年
$$

月
!&)!#

日%分四天连载了"敦煌发掘A古书#一文%还在冈崎府

立图书馆展示了一些照片资料%举办讲演会%向日本社会介绍了敦煌的发现#

)随后%他从罗振玉处得

知清朝政府将残存的敦煌文献运送到了北京一事%便于
$%$"

年秋天动身前往北京去调查敦煌文献%同

行的还有狩野直喜*小川琢治两位教授和富冈谦藏*滨田耕作两位讲师)

这以后%不只是照片资料%京都大学还努力收集敦煌的文献资料%成为日本国内敦煌学研究的中心

之一$

)松本文三郎&

=;-2187-7\16T;]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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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任第一代京都大学文学部部长%根据

内藤等教员的敦煌文献调查报告%写出了"瞛煌石室古写经研究#%同时小川琢治写有"北支那旅行概报

附瞛煌石室遗书#

%

)

狩野直喜'从
$%$!

年至
$%$*

年去欧洲游学%他一边在巴黎*伦敦两地调查敦煌文献%一边收集照

片资料)除了发现郑玄注的"论语#这一成就外%和文学相关的成果也十分可观)

$%$+

年他在"艺文#上

相继发表了"支那俗文学研究A材料&上*下'#

(

%介绍了"唐太宗入冥记#*"秋胡戏妻小说钞本#*"茶酒

论#断片*"春秋列国小说#断片等散文资料%还把"季布歌#*"孝子董永传#等韵文资料作为俗文学作品作

了介绍)"孝子董永传#就是现在所说的"董永变文#&

Z0!!"&

'%可以说敦煌文学研究中的变文研究开始

于狩野先生的这篇论文)而且%当时正在日本的中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在日期间
$%$$)$%$+

年'无

疑也看到过狩野直喜先生带回日本的这批照片资料和他的论稿)王国维先生回国后%

$%$%

年发表了

"唐写本9季布歌:9孝子董永传:残卷跋#%

$%!"

年发表了"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小说#%介绍了敦煌

文献中的一系列通俗文学作品%例如"秦妇吟#*"季布歌#*"孝子董永传#*"太公家教#*"西江月#*"菩萨

蛮#*"凤归云#*"天仙子#等等%可以说他的这些论稿的诞生和京都大学学者们之间的互动有着很大的关

系)

%在学术层面上罗振玉*王国维先生和京都大学是相互影响的*

)

$%!"

年正是中国文学革命+五四,

运动的前一年%这些研究成果携同白话文运动的潮流%在彼时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这以后%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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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使用+敦煌学,这一名称的是石滨纯太郎)他於
$%!(

年
'

月
(

日
)'

日在大阪怀德堂讲演了"敦煌石室A遗书#%此文的单行
本於同年

$!

月出版%後收
%

到他的"东洋学A话#&大阪*创元社
$%&*

年%

$)$"(

页')当时内藤湖南常常用+HIJKLM,一

词%这是他自创的%用在处於草创期的敦煌学的谈话记
%

眧%该谈话记
%

登载在
$%!+

年&大正十五年'七月发行的"新生#杂?上)

可参考高田时雄"内藤湖南A敦煌学#%载"东NON文化交
&

研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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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当时日本研究界的上述状况可参考神田喜一郎氏"敦煌学五十年#一书)神田喜一郎氏的"敦煌学五十年#是
$%(!

年在龙谷大学

图书馆举行的第
*'

大藏会上纪念讲演的笔记)初载于"龙谷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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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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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二玄社出版的"敦煌学五十年#&

$%+"

年'一书里收入了此文)

高田时雄$"内藤湖南A敦煌学#%载"东NON文化交
&

研究#别册%

!""'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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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此外高田时雄编写了"草创期A敦煌

学#&知泉书馆
!""!

年'%详细记述了京都大学学者们在草创期的研究情况)

"地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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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京都帝国大学开设文科大学哲学科后%狩野直喜负责支那哲学史)

$%"'

年随着文学专业的开设%又兼任支那语学支那文学)

狩野直喜$"支那俗文学研究A材料&上*下'#%载"艺文#第
#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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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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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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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唐写本季布歌*9孝子董永传:残卷跋#%

$%$%

年&"观堂别集#卷第三')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小说#%载"东

方杂志#

$%!"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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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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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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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关于王国维氏以狩野直喜氏的资料为参考云云的事情%参看王国维"唐写本韦庄

秦妇吟跋#&"观堂集林#卷第二十一'一文)

了解两者的关系的资料有不少%如神田喜一郎写的"王静安先生#&"支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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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研究者们也继续着共同的调查研究)

$%$%

年羽田亨滞留欧洲%除了调查文献以外%还尽力收罗

敦煌文献%先生共收罗到
#*+

件敦煌文献%其中包括李盛铎旧藏本
&*!

件%现称为+杏雨书屋本,

!

)

昭和初年%即
$%!"

年代的后半期%小岛马&

`

b

A8;Z1@38;$''$)$%++

年'出访法国%在
$%!%

年

到
$%*&

年期间以儒家经典和老庄为中心研究了相关的敦煌文献%分
'

次发表了"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敦

煌遗书所见录#&都登在"支那学#杂志上'论稿)

在京都大学这样的敦煌研究潮流中%

$%!#

年青木正儿的"瞛煌遗书9目连缘起:9大目乾连冥间救母

变文:及P9降魔变押座文:=就D#*仓石武四郎的"9目连变文:绍介A后=#&两篇都登在"支那学#第
&

卷第
*

号上'是佛教文学研究方面的重要论文%他们的这两篇论文里第一次提出了+变文,这一名称%变

文是说唱文学的一种%从宗教仪式上的说经演变而来"

)仓石还引用了内藤的说法$变文有可能是曼荼

罗的铭文)绘图解说和变文的关系至今还在研究中%未有定论)

$%*$)$%**

年%那波利贞长期留在法国%全面调查了那里的敦煌文献%编出了未公开文献的目录%

并带回了几十册文献复录件%利用这些资料他写下了
$%*'

年的"唐代A社邑=就QD&上'*&中'*

&下'#

#

*

$%*%

年的"中
*

唐时代=于R@伪滥僧=关S@一根本史料A研究#

$

*

$%*%

年的"中唐时代俗

讲僧文
+

法师释疑#

%

*

$%*%

年的"佛教信仰=基QD组织TU>?@中
*

唐五代时代A社邑=就QD

&上'*&下'#

'

*

$%&$

年的"瞛煌发见文书=

,

@中
*

唐时代A佛教寺院A钱谷布帛类贷附营利事业运营

A实况#

(等长编论稿%其中以寺院文书中心%涉猎到寺院经济*法会和文学相关的很多文献)

)"唐代A

社邑=就QD#是
$%*&

年
&

月
!$

日举行的史学研究会例会上的讲演用原稿%文中谈到全权承担祭祀礼

仪时事务的+社,的存在%从+社,的角度出发收集了与敦煌社邑文相关的大量资料%探讨了在敦煌的与佛

教信仰*礼仪相关的+社,的实态%已经论及到+社,举行俗讲的日期和俗讲的情形%+春秋两讲,的学说就

是从这篇论文开始的)在"中
*

唐时代=于R@伪滥僧=关S@一根本史料A研究#*"中唐时代俗讲僧

文
+

法师释疑#论文里更是进一步研究了俗讲僧文
+

)向达先生曾在"唐代俗讲考#&

$%*&

年'里多少提

到过文
+

)小野胜年
$%*%

年在"文
+

B文淑#

*里认为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物%但是那波氏认为是不同

的人物)"佛教信仰=基QD组织TU>?@中
*

唐五代时代A社邑=就QD#一文是在"唐代A社邑

=就QD#的基础上的研究论文%他收集了很多被用于+社,的斋会*诵经的斋文*斋愿文类文献%介绍了

俗讲僧%从俗讲的仪式次第角度介绍了"斋琬文#等斋愿文*押座文类*仪轨类的相关资料)

$%*#

年
+

月

已经写成的"俗讲B变文#于
$%("

年发表%该论稿大范围地引述了上至当时的社会*寺院经济%下至佛教

仪礼*仪轨文书*文本资料等敦煌文献资料%并作了系统地论述)还论及与日本的唱导书类相似的故事

略要本%对后来的佛教文学研究有很大的影响)

以上就是京都大学的敦煌学*变文研究的脉络)除了入矢义高承继了前辈学者外%仓石武四郎的东

京大学时代的学生!!!金冈照光等%也接过了前辈们的研究薪火)

-

%+

-

!

"

#

$

%

'

(

)

*

高田时雄$"明治四十三年&

$%$"

'京都文化大学清国派遣员北京访书始末#%载"敦煌吐鲁番研究#

!""&

年第
#

卷%第
$*

&

!#

页(

"李滂B白坚#%载"敦煌写本研究年报#

!""#

年创刊号%第
$

&

!+

页)

青木在论稿中提到$变文就是像 +说话有四家)66说经谓演说佛书,&"都城纪胜#'中的+

-

话,那样的民间文艺)他还认为$+民

众的文学V必WXY宗教C俟FD起@YAZV无G)否宁[宗教家E民间流行A俗歌=癮FD教义A普及C谋U\B欲S

@倾向]^B见@方E自然Z][_&;译文<大
.

文学不一定都是从宗教活动开始发起的%也会有宗教家
/

了传教利用俗歌
等俗文学的情况'),他的看法似乎是针对当时开始流行的折口信夫的文学发生论&后节有介绍'的意见%他比较赞同鲁迅所说的

文学起源论里的看法)对这个学说仓石武四郎认为$+变文`^发达X?@宗教的语^物E*支那固有A童话CY惹Q

0

\aU

Xb思c@)如何=少b见积FDY当时V宗教的语^物E优位=在F?AZdGB*此A关E解Re_=无G&;译文<6

从变文演变成宗教性的
-

唱文学过程中%

-

唱文学的内容大多利用中国传统的童话故事)至少在宗教性的
-

唱文学处於优势的当
时的情况下%不这

1

认
/

这两者之间的关是
-

不通的'),这里能看得出青木和仓石之间在文学起源论上的立场是不同的)

那波利贞$"唐代A社邑=就QD&上'*&中'*&下'#%载"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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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波利贞$"中
*

唐时代=於R@

2

滥僧=关S@一根本史料A研究#%载"龙谷大学佛教史学论丛#%?山房
$%*%

年%第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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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波利贞$"中唐时代俗讲僧文
+

法师释疑#%载"东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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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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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波利贞$"瞛煌发见文书=据@中
*

唐时代A佛教寺院A钱布帛类贷附营利事业运营A实况#%载"支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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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沙雅章$"那波利贞先生A敦煌文书研究#%载"草创期A敦煌学#%知泉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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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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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民俗学和佛教文学研究

在佛教文学研究的草创期%以庆应大学*国学院大学为首的+艺能唱导文学,!!!

&

即融合了国文

学*民俗学的佛教文学研究%也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流派)特别是在国学院大学和庆应大学执教的折口信

夫&

<̀A

F

15,AZ,A67]1$''#)$%(*

年'将民俗学研究方法之一的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相互组合起来%从

宗教仪式上的演出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角度来研究%对后来的研究者的影响极为重要)从折口信夫开始

了+唱导,或+唱导艺能,的用语%他认为唱导是宗教表演艺能和文学的原点)从他
$%!#

年的"国文学A

3

生!!!唱导的方面C中心=XD

4

#开始%

$%!%

年*

$%*"

年的"古代研究#*

$%*&

年的"唱导文学!!!

序章BXD#*

$%&&

年的"日本艺能史六讲#等论文中%有关日本文学发生论中的关键词都是+唱导,或

+唱导艺能,%这对后代研究的影响是很大的)

但是%这儿要注意的是折口先生所论述的+唱导文学,%原本大家用的是+说经文学,一词%但这马上

会令人联想起佛教意味%所以折口先生用了+唱导文学,来表述%意思是想做出一个概念%可涵盖宗教成

立前*成立后直到现在的相当长的时代%从民族的宗教行为的角度来研究民族文学的发生及其演变的情

况%是可以适用于各种民族*各种宗教并能解释艺能发生的普遍原理的概念)这样的想法在他的最早期

的论文"髯笼A话#

!

*"依代fUgaXhc#

"里已经出现过了%文中写有为了招待神灵而举行艺能的源

由)这篇论文被收录在"古代研究#里)只是在日本%要就现实的例子作同样的研究时%相关例子多与佛

教有关)折口先生自己随后陆续发表的论文"爱护若#

#

*"饿鬼阿弥苏生谭#

$

*"小栗外传#

%等等无一

例外都是论及说经的)而且+唱导,这一词语在"高僧传#所描述的佛教法会里也多次出现)+唱导
c

对于

学术界来说%和+说经文学,一样%被认作是论述佛教教理的说经文学%这样的定义虽然逐渐被认同固定

下来%但是%折口先生后来作了自我反省%认为和自己的初衷已经大相径庭了)他说$

私$*%&'()氏流*漂流文学(+,-./01+2345术语*内容6*妥协7难

+%*8*昔09感:;<')日本6*%&'()氏*常识化75文学论及=文学史*研究

>?/入494'以前09*漂?者*文学*巡?伶人*文学1?

!

名@A;*考察8续A;

<5B(C-D5>*此先辈*

"

易E1态度(区
#

F'

$

6*唱导文学(+,名8选)G*

C-D5)说经文学8?;

!

*唱导文学*字面8?D5命名者*意图(7;$*此语6*宗

教以前09*其以後HC*长+时代8包含3IJ&(75*C-')再*此语>*佛教的1

说经文学*意味6用<94J&(7;来;<'>*私$*民族文学*

%

生及=其展开相8*

&

体*宗教的1运动6眼8据K;考察7;行0&(75*当初以来*意图8*此语6

'

现7

5+(思&;<')

i中文译文j我过去就痛感要同意摩尔登氏等提出的美国式的术语+漂流文学,的内涵是一件多么令

人为难的事啊%在日本采用摩尔登氏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研究并使之常识化之前%我们在研究的时候

都称之为漂游者文学*巡游伶人文学)为了和他们这样轻易的态度区别开来%我选择了唱导文学这一名

称而放弃了说经文学%我命名的本意是打算采用唱导文学的字面意思%将宗教出现前一直到现在的漫长

的时代中的一类文学形式都能涵盖进去)本来这个名称多少有佛教说经的意味%我的本意是想让这个

名称超越这种拘束%通用于民族文学的发生*演变*团体宗教活动的研究的各个方面%我想用这一名称来

实现我的意图)

筑土铃宽&

S21@147L3A@;6

'被视为是折口先生的继任者%但不幸而早逝'

)他发表过"f@fk

考#&

$%!%

年'*"唱导B本地文学B&一'#&

$%*"

年'*"缁流文学B教
5

A物语#&

$%*$

年'*"佛教唱导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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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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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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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荒见泰史 等$日本中国佛教文学研究叙述

艺B琵琶法师A物语#&

$%&$

年'等文章)还是以超越佛教的立场%用+唱导,这一关键词来研究宗教表

演文学及其对艺能的影响)

折口和筑土的论稿都论及到日本文学的发生和宗教之间的关系%但是都没有谈及到有关的中国的

佛教文学)在+唱导文学,研究的流潮里%同是国学院出身的泽田瑞
"

发表了"支那佛教唱导文学A生

成#&

$%*%

年*

$%&"

年')泽田继承了折口流派的对+唱导,的定义%在文章的起始部分写道$

传道$脚(口(8以D;开始I94')脚$口8载I*口$金言8宣说F')金言$

文艺*形8(/*耳8通:;世俗85*7HIDD

(

播34;LM)BB6$伽蓝%经疏

%必要(I27;*70%甚深微妙*大法$四方6遍满F')B48唱导(+,)传道史

$一面6$文艺*历史C-D5)B4$-9L'宗教8通:;0192践H41A4N1

91+开教史*一段阶C-')一国6於+;自然6

%

生75宗教C%*O*传道6际7;

$1PB*方法6J9Q'8得10D5)+$)R支那佛教*如M西域南海*?方J/新

传7来D5宗教C$B4$当然考S94'问题C-9&)70'6後世*发达I'佛教*

T8知/*藏经阁6日夕蠹鱼(相交$'B(81F者$B*理8察I2*O*开教*如U

%$:.J/7;一切*经论>B48管掌750*如M考S;<'97+)

i中文译文j传道是用脚和嘴巴开始的)脚带着嘴巴游走%嘴巴宣说金言%金言的形式是文艺的%通

过耳朵让世俗获得满足从而把道扩散开去)这样的传道不需要迦蓝&寺院'和经书%却把深
7

微妙的大

法传遍四方)这就是唱导)传道的历史有一面就是文艺的历史)这是所有的宗教开教期一段时间内不

得不经历过的实践活动)即使是在一个国家自然发生的宗教%也会有传道的过程)何况像中国佛教那

样从西域*从南海新传来的宗教%传道是理所当然的过程)但是%只知道后世已经发达了的佛教%整天和

藏经阁里的经书朝夕相处的人是不懂这个道理的)以为一开教就掌管一切经典%可以来传教的想法是

荒谬的)

这段论述以后%泽田先生以"高僧传#等为首的大量的历史资料以及敦煌文献资料为中心%在已有的

敦煌变文研究里组合了折口一流的唱导研究%写出了大量的文章$"一*行乞-神异-祝愿!!!唱导文学

A传播期#*"二*转读B梵呗!!!寺院文艺A歌唱的样式A基础#*"三*讲经!!!寺院文艺A说话的样式

A基础#*"四*寺院唱导A大成!!!佛教通俗化A契机#*"五*唐代A俗讲B变文!!!公共A演艺化及P

文字化#*"六*变文B变相图!!!佛教说话表现A二样式BlA相关#*"七*变文语^A女!!!街头漂泊

演艺BXD现>?变文#*"八*宋代瓦市A说经!!!市井A

8

乐兴行化T@俗讲#*"九*诸
9

调-弹词-

鼓词-道情!!!变文A通俗文学的展开#*"十*宣卷B宝卷!!!后期A俗讲#%论述了中国佛教从布教到

寺院文艺直到后代宝卷的变迁)这个研究对日本的变文研究来说%就像是"圣经#一样的存在)

就这样主要从民俗学*日本国文学出发%以唱导为关键词来研究敦煌讲唱文学和中国佛教文学)其

后%永井义宪*川口久雄等一系列的研究可以说比较有代表性)

五*日本佛教研究对佛教文学研究的影响

从佛教学方面进行研究的论文%早期的有
$%$$

年妻木直良&

$'#*)$%*&

年'的"瞛煌石室五种佛典

A解说#

!

)他很早就关心敦煌文献的研究%以长期以来教团继承下来的经典*教义*礼仪的研究为背景

来做敦煌文献的研究%对唱导研究*佛教文学研究影响甚大)

矢吹庆辉作为早期研究者之一对研究界的贡献也极为人注目)

$%$+

年
+

月到
$$

月%矢吹庆辉第一次去伦敦%得到斯坦因的协助%以经典为中心做了很顺利的调

查)发现了摩尼教经典"下部赞#)他还访问了俄罗斯的
7

登堡%是第一个调查俄藏敦煌文献的日本学

者)

$%!!

年
$!

月至
$%!*

年
#

月他再赴伦敦%调查并拍摄了六千多张影印底片)这些照片的一部分归

在"鸣沙余韵#&"图录篇#

$%*"

年*"解说篇#

$%**

年'里面世)

-

$#

-

!

妻木直良$"瞛煌石室五种佛典A解说#%载"东洋学报#第
#

卷第
*

号%第
!#

&

*+

页)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

第
!"

卷 第
!

期

矢吹先生把这些调
:

资料整理在论稿
$%!#

年的"三阶教之研究#

!里了)三阶教是北齐&

(&")

(%&

'的信徒开创的教派%名称来自于佛教的正法*像法与末法三时观中的第三阶)净土教也和三阶教一

样是受末法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教派%只要唱念佛就能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三阶教经常被拿来

和净土教相比较%对照它们的方向性而言%净土教舍弃了佛教的泛神论性%倾向于一神教%相对于念佛这

种唯一的方式%三阶教则要求普佛*普法*普敬%换句话说无不是佛*无不是经典*无不是僧侣%在实践上

则是头陀乞食)三阶教自开教以来受到庶民的狂热支持%但常常遭受迫害%有关的典籍也因未获收藏而

失散了)通过对它的研究可以了解到隋唐文化史*民众信仰历史的状况%是极为宝贵的研究%而这一切

在敦煌文献资料被发现之前曾留有不少谜团)

矢吹点检了数目庞大的斯坦因本经典类文献%完成了"三阶教之研究#%在本论部分%"第一部*教史

及P教籍史#论述了宗教史上的意义*"第二部*狭义及P实修#详细描述了教团的实际生活)又谈到研

究的态度和视点%指出研究不应该停留在经典研究和文献研究阶段%而应该通过研究了解广域的亚洲文

化*生活的变迁%从而考虑社会的发展动向)

不仅如此%根据这些材料进行附篇研究时%著者一方面很留意佛教教学史的复杂背景%摸索其与隋

唐思想史上的运动的关联%另一方面参照在亚洲大陆特别是越过中国西北的文化传播趋势和社会生活

的情况%尽可能地捕捉当时的每次宗教运动和宗教信仰的关联)随着研究的深入%还解明了当时发生在

隋唐期间的宗教运动是如何后来波及到日本的%当时的日本%特别是镰仓时代的佛教是如何解释这些消

息的)著者认为虽然隔著时代*隔著国家%但宗教思想的动
;

有明显相似的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这

个研究是根据残卷断片去了解$一些历史问题*当时民众人心日趋动荡的情况*思想和信仰的内容与主

张既互相交织又各有微妙的异同%给当时还是空白的社会心理学问题研究带来很多启发)他还更进一

步地指出关于教理和信仰之间的异议难论%包括宗教哲学上的根本难问是古今同理的观点)

同时代的大谷光照
$%*(

年出版了"唐代A佛教仪礼#%虽然也是利用敦煌文献做的研究%但是有关

唐代佛教法会的研究多是从"资治通鉴#*"太平广记#*"全唐文#*"

(

府元龟#等历史资料以及"入唐求法

巡礼行记#*"续高僧传#*"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等多部佛教书籍中汲取资料的)他详细介绍了唐

代的法会仪式的仪礼"

%如每年作为惯例的法会仪式有佛诞生会&灌佛会*降诞会'*成道会*涅般会*盂

兰盆会*诞节的法会*国忌的法会及忌日的法会等(随时进行的法会有佛牙供养的法会*斋会*八关斋会*

讲经法会*布萨*自恣*三昧*忏法*受戒*得度的法会等等)从他的文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唐代佛教徒

对唐代的佛教礼仪作了体系化的整理%这对敦煌的唱导*俗讲*变文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其后

出生于
$%"*

年的道端良秀在"支那=于R@佛教A民众教化#*"日本佛教学协会年报#第
$!

号*

$%&"

年%第
&#

&

%"

页'一文中具体阐述了这种影响)

六*近十年日本的中国佛教文学研究总述

现在的日本学术界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之间也不能说没有隔阂%但是有些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们正

在朝共同研究的方向努力%这种努力也慢慢地获得了理解和鼓励)他们正在优化共同研究的环境%围绕

一个主题可以把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聚集起来%发挥各自的特长%互相沟通%然后融汇)

在日本%鼓励共同研究的机构既有政府的%也有民间的)日本国内主办的是由文部科学省*学术振

兴会推进的
V̀ W

&研究据点形成费等补助金'以及科学研究费助成事业&学术研究助成基金助成金.科

学研究费补助金'*学术
aL̀ USKWL

&私立大学'*还有大学共同利用机关法人人间文化研究机构的共

同研究等%申请到的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可以用来整备研究环境%举行大大小小的研讨会)这样通过举办

研究集会和中小型研讨会把年轻的研究者们联合起来%把各项研究点连结成面%扩展研究方式)

-

!#

-

!

"

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岩波书店
$%!#

年)

大谷光照$"唐代佛教A仪礼
4

特=法会=FGD#%载"史学杂?#

$%*(

年第
&+

编第
$"

号*

$$

号%第
$

&

&%

页*第
#$

&

%%

页)日

本佛教学会$"佛教仪礼
)

lA理念B实践#%平乐寺书店
$%#'

年)大渊忍尔$"中国人A宗教仪礼
)

佛教 道教 民间信仰#%福武

书店
$%'*

年)阿理生$"盂兰盆会A源流B盂兰盆A原语=FGD#%载"印度学佛教学研究#

$%%'

年第
&#

卷第
$

号%第
#$

&

#(

页)湛如$"敦煌佛教律仪制度研究#%中华书局
!""*

年)



;日<荒见泰史 等$日本中国佛教文学研究叙述

在此介绍几个具体的例子)笔者参与的有$由人间文化研究机构牵头以+唱导,为主题做的共同研

究%+m

<

noNB日本$文化B表象&欧亚与日本$交流与表象',&林雅彦代表*小池纯一副代表%

!""+)

!"$"

年度'和+中世=pR@仪礼q45HA综合的研究&中世期宗教仪礼文献的综合性研究',&阿部

泰郎代表*松尾恒一副代表%

!""#)!"$$

年度'%研究期间内不定期地召开过多次研讨会)前者的研究

报告除了"oIrOsM-m

<

noNB日本-tu

v

<

2I5B文化报告书#以外%还有林雅彦*小池

纯一编集的"唱导文化A比较研究#

!

%最近已经正式出版了%收录论文有如下$林雅彦"唱导B艺能!!!

唱导文化A视点小禕#*吉原浩人"庆滋保胤9;大.周<然上人入唐时为母修善愿文:考#*渡浩一"矢田寺

A+欲参^,信仰A成立BlA唱导!!!逆修信仰BA关系p`Pg矢田地藏
=

月日记绘hCwx

y

D#*

高达奈绪美"地狱C语^*地狱C呗_!!!女性=关S@唱导C中心BXD#*山田严子"青森县=pR

@佛教唱导B女性!!!地狱绘A开帐Cwx

y

D#*久野俊彦"奥会津A修
>

龙藏院=pR@修验道圣

教典籍A多样性#*小池淳一"龙王?zA行方!!!阴阳道+神话,A唱导性#*林雅彦"熊野诣Z!!!熊野

A神-佛B祈^A世界#*原圣"{|5H教绘解QA传播!!!东NON地域C中心BXD#*K}~3

-�I

d

23�I&原圣译'"unI5A{|5H教入门教育=pR@绘解Q说教!!!宣教师向R绘

解Q图像EGf=作U>?f#*松尾恒一"古代佛教A祭仪B艺能*lA传承!!!日本B韩国#*荒见泰

史"敦煌唱导资料研究序说#*丸山宏"台南道教A奈河桥全论!!!道教A功德戏=�@唱导文化#*伊藤

龙平"台湾A义贼传承B唱导!!!廖添丁B李师科#*蔡惹如"海贼fU英雄=至@�Z!!!传说=pR

@郑成功A再探索#)有关日本文学*民俗学的研究比较多%有意识地结合中国佛教的研究也不少$如

"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研究报告#&

!"$!

年待出'%还有
!"$"

年
$"

月和伊利诺伊大学合办的国际研究集

会的报告书%计划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

还有一些项目多以举办共同研讨会的形式立项)如%

!""#

年
+

月以高田时雄为代表在京都大学设

立了
!$

世纪
V̀ W

+东NON世界A人文情报学研究教育据点,*与今西顺吉牵头的国际佛教大学院大

学+学术u�Iq

�

N&学术前沿',和南华大学共同召开+佛教文献B文学&佛教文献与文学',研究会%

会上成员可以发表研究内容*互相交换意见%成果收集在"佛教文献B文学#

"上%其中的论文列表如下$

宫井里佳"中国佛教类书B9金藏论:#*梁丽玲"佛经9雁衔龟:故事的传播与影响!!!以中国文学与日本

文学为例#*三宅彻诚"9贤愚经:诸本比较研究!!!敦煌本B日本古写经本C中心=#*王丁"初论9开宝

藏:向西域的流传!!!西域出土印本汉文佛典研究&二'#*落合俊典"日本古写一切经中A唯识二十论后

序#*牧野和夫"日本=舶载e>?9孔子童子问答话:=关S@二*三A问题#*依空"9西游记:的佛学主

题#*蔡荣婷"北宋禅宗+赞,的演变与发展#*汪娟"敦煌本9秀禅师七礼:研究!!!兼论北宗禅与礼忏的关

系#*郑阿财"敦煌佛教文献传播舆佛教文学发展之考察!!!以9金藏论:*9法苑珠林:*9诸经要集:等为

核心#*高田时雄"大唐三藏玄奘法师表启=关S@一问题!!!玄奘B长命婆罗门#)这个团队还于

!""'

年
$"

月在台湾召开了+佛教文献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的研究内容都收入在台湾版的"佛

教文献与文学#里#

%并对外公开)那时登载的论文如下$今西顺吉"9第一义空经:的成立及其影响#*高

田时雄"9大唐西域记:卷第十一增入部分小考#*落合俊典"从十二至十三世纪日本古写经看9开元录:的

成立#*斋藤智宽"无台明镜照心地$9六祖坛经:的偈颂及其心性论#*池丽梅9秽积金刚说神通大满陀罗

尼法术灵要门:之文本的流传与变化!!!日本古写经的发现及其意义#*上杉智英"9集诸经礼忏仪:和

9往生礼赞偈:#*箕浦尚美"9百愿修持观:之誓愿观#*林寺正俊"9普贤菩萨行愿赞:$日本古写经中的新

出写本#*林敏"9大佛顶首楞严经:诸本之比较研究!!!以卷七考察为中心#*朱文光"9中有闻解脱:相关

文献述评#*黄国清"宋代戒环9法华经要解:的释经态度与注释方法#*丁敏"汉译佛典中+火三昧,的双构

性叙事模式#*汪娟"宋代佛教忏仪的发展背景#*李玉珍"叙事奠基文化$尼传的修行典范#*梁丽玲"佛典

+尊年长,故事的传播与影响#*王翠玲"法华瑞应赋初探#*黄敬家"神异与睿智$9宋高僧传:与9景德传灯

-

*#

-

!

"

#

林雅彦*小池淳一$"唱导文化A比较研究#%岩田书院
!"$$

年)

"佛教文献B文学#%国际佛教大学院大学学术u�Iq

�

N实行委员会
!""'

年)

郑阿财等$"佛教文献与文学#%载"佛光文选丛书#%佛光山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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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禅师传记书写重心的差异#*玄幸子"关于9须大孥太子变文:以及9小小
?

&皇'

9

养赞#*陈怀宇"敦煌

出土燃灯文中所见三种佛教燃灯传统论述#*林仁昱"敦煌佛教故事歌曲塑造g人物h形象探究#*魏迎春

"晚唐五代敦煌僧尼试经与考课制度研究#*萧文真"敦煌本
X0!$**

9金刚经讲经文:讲述依据之探

测!!!兼论几种相关9金刚经:注疏的关联#*郑阿财"敦煌讲经活动都讲职司与文献遗存考论!!!以法

藏
X0!'"#

写本为例#)

笔者所在的广岛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也申请到了科学研究费补助金项目%于
!"$$

年
*

月开始和筑

波大学的近本谦介*本井牧子两位先生合作%决定每年召开+东NON宗教文献国际研究集会&东亚宗教

文献国际研究集会',)第
$

回研究集会已经于
!"$$

年
*

月
%

日*

$"

日在筑波大学举行%第
!

回也已经

于
!"$!

年
*

月
$#

日*

$'

日在广岛大学举行了)

通过这样活跃的研究交流%提高了大家对佛教文学研究的关心程度%并促进了整理出版前辈学者研

究论文的工作)如川口久雄"敦煌`^A风#

!

*金冈照光"敦煌文献B中国文学#

"

*福井文雅"汉字文化

@

A坐标#

#等%都是从
!"

世纪
'"

年代开始整理至近年出版的%还有上山大峻"敦煌佛教A研究#

$那样

改订出版的名著也不少%对后辈研究者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在这样的研究大环境里%相关论文*著书陆续问世)本井牧子*宫井理佳的"金藏论#一书就是科学

研究补助金赞助的基础研究的成果)"金藏论#&又名"众经要集金藏论#'%在日本*中国和朝鲜半岛作为

唱导资料得到广泛地运用)笔者在
!""$

年的博士论文里论述过"金藏论#%很快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并

见诸报纸&

!""#

年
!

月
*

日"中外日报#')"金藏论#不仅影响到从俗讲到变文的演变%而且对日本的"今昔

物语集#等+说话集,也有重大影响)上述两位学者经过仔细调查%整理了散遗在敦煌文献*日本古抄经*韩

国的版本资料等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里的该经典的资料%共同完成了"金藏论#%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小峰和明的"中世法会文艺论#是他长期研究整理出版的成果)该书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命之

为+法会文艺,)此+法会,的含义不仅指狭义的仪式%还广义地包括仪式上所有的文艺形式以及五官可

感的所有事物%比如仪式上说经*唱词*文本*音乐*图像*舞蹈*僧侣们的一举一动*甚至寺院的氛围和空

间也包括在里面)在探究那样的法会的来历和发展的过程中%可一直探讨到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关系等

问题%他的"东NONA佛传C?�@!!!比较说话学A起点 &特集$东NON

))

汉文文化
@

C读�

直S'#

%等论文就把日本*中国和朝鲜半岛纳入讨论视野了)

这里总结了近十年来日本的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的情况)日本文学方面研究者的研究颇引人注目%

其人数也大大多于中国学方面的研究者)不过这些日本文学研究者已经着手利用敦煌文献%不断地渗

入中国佛教文学领域的态势%一方面证明了学术交流的进步%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学术界之间的隔墙正在

变矮)现今的新态势是$广域的东亚已经进入了日本研究者们的视野里%国际性的研究活动日益活跃%

共同研究就更加值得期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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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年)

金冈照光$"敦煌文献B中国文学#%五曜书房
!"""

年)

福井文雅$"汉字文化
@

A坐标#%五曜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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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待刊)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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