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敦煌汉藏社会 

Sino-Tibetan Society in Dunhuang 

 

 

吐蕃统治时期及吐蕃统治瓦解之后，在其影响下河西地区形成了汉=藏双语

社会。从语言方面讲，曾经一度作为官方语言的藏语，渗透到河西走廊和中亚的

汉族及各少数民族社群中，在当地社会中操双语者或多语者不在少数，在现在的

敦煌文献中，还可见有不少语言接触的痕迹。从政治与社会方面讲，吐蕃帝国时

期遗留下来的军队组织方式、行政区划等，对河西走廊及中亚社会的影响相当深

远，且有不少未解明处。 

    本课程拟从语言、社会政治两方面，在对敦煌汉藏社会的情况做一统括性的

解说的前提下，兼顾处于学术前沿的热点问题。授课团队希望，通过这门集中课

程的讲授，使相关专业有志于研究敦煌藏文文献和敦煌汉藏社会的青年学者能够

掌握研究的门径，对敦煌藏文文献研究有基础认识，开阔国际视野，了解专业相

关的前沿信息。 

 

 

 

 

 

高田時雄教授，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特聘教

授，日本京都大学荣誉教授，兼任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干事长。研究方向为敦

煌学、中国语言学史等。著有《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國語史の研究——九·十世紀

の河西方言》、《敦煌·民族·语言》、《汉字文化三千年》、《内藤湖南敦煌遗书调查

记录》等专著 22 部，发表论文 100 余篇。 

教师风采 



 

岩尾一史准教授，京都大学文学博士，现任龙谷

大学准教授。日本藏学界青年一代领军人物，在国际学界享有极大的影响力。已

出版有：Old Tibetan Texts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Or.8210, Tokyo (2012 with 

Sam van Schaik and Ts. Takeuchi) 等学术著作以及“Fragments of The 

Testament of Ba from Dunhuang”，（2009），“A Newly Identified Fragment of the 

Tibetan Royal Annals in St. Petersburg”（2011）；“The Purpose of Sutra 

Copying in Dunhuang Under the Tibetan Rule”（2012）等数十篇学术论文。 

 

任小波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西藏历史文化专业博士，复旦

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西藏史地、敦煌藏学、汉藏佛

学，侧重敦煌藏文佛典的整理与研究，在《敦煌学辑刊》、《中国藏学》等杂志

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学分：2 学分                  学时：32 学时 

基础知识要求：选课学生具备基本的敦煌学知识，以及阅读藏文文献的能力。 

上课时间：2019 年 9 月 

课程助教：龚丽坤，学号：17110140007， 

邮箱地址：17110140007@fudan.edu.cn， 

手机号：13661404175 

选课网址： 

http://register.fudan.edu.cn/p/publish/show.html?queryType=set&searchName=paidInfo.s

earch&projectId=73528 

 

课程进度安排：2019 年 9 月 6 日至 9 月 17 日 

日期 星期 节次 上课内容 授课教师 

9 月 6 日 五 3-4 吐蕃的成立与发展 岩尾一史教授 

9 月 6 日 五 6-7 吐蕃的军队 岩尾一史教授 

9 月 8 日 日 3-4 吐蕃的行政体制与河西地域 岩尾一史教授 

9 月 8 日 日 6-7 吐蕃支配下的敦煌地域 岩尾一史教授 

9 月 9 日 一 3-4 藏汉对音资料概论 高田時雄教授 

9 月 9 日 一 6-7 吐蕃统治时期的写经事业 高田時雄教授 

9 月 10 日 二 3-4 吐蕃的佛教与敦煌 岩尾一史教授 

9 月 10 日 二 6-7 古藏文资料概说 岩尾一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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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1 日 三 3-4 

敦煌流通的二种汉字音解说（长安音

与河西方言音） 

高田時雄教授 

9 月 11 日 三 6-7 敦煌写本中所见语汇之相互影响 高田時雄教授 

9 月 12 日 四 3-4 

敦煌住民的识字率与使用藏文的情

况 

高田時雄教授 

9 月 16 日 一 3-4 吐蕃兴佛运动与赞普功德经本 任小波副教授 

9 月 16 日 一 6-7 

吐蕃东境的军政与佛教：敦煌《大夏

玉园会盟愿文》 

任小波副教授 

9 月 17 日 二 3-4 

律典与法事：敦煌《无常经》与《无

常经讲经文》 

任小波副教授 

9 月 17 日 二 6-7 

唐宋之际河西地区的部族关系与护

国信仰 

任小波副教授 

 

参考教材： 

F.W.Thomas,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vol.1-4, Royal 

Asiatic Society, London.1951-1963. 

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 年。 

高田時雄：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國語史の研究，创文社，1988 年。 

高田時雄：敦煌·民族·语言，中华书局，2005 年。 

网络资源： 

Old Tibetan Document Online：https://otdo.aa-ken.jp/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http://idp.bl.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