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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照傑

澳門大學獲得哲學博士，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助理研究

員，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古道教、中古佛教、佛道交涉等。主要著作

包括： 《整合及制度化：唐前期道教研究》（上海人民出版集團·格

致出版社，2018）、《十字門內飄法雨：澳門當代佛教問題研究》（香

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2019）；《聖僧的多元創造：菩提

達摩傳說研究》（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譯稿有 《政治與

般若》（Politics and Transcendent Wisdom by Charles D. Orzech）。

現擔任《歷代高道傳》專案執行主編，同時承擔唐五代道教制度、

仙傳和高僧傳說研究等若干著作的撰寫工作。獲邀成為多家研究機

構外聘研究員，並參與多種國際合作專案。

陳金華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東亞思想史講座教授，曾任加拿大國立東亞

佛教講座教授（CRC）多年。研究領域涉及東亞政教關係，中古時

期僧傳（聖傳）文學，佛教聖地，舍利崇拜，佛教與技術革新，以

及佛教翻譯等領域。研究成果包括：已出版六部專著，合編十本書

籍，發表七十多篇論文。這些成果曾獲眾多基金和獎項，包括日本

學術振興會、加拿大國家社科基金和 Peter Wall 高級研究院、德國

洪堡基金會和馬普研究所以及美國人文研究中心等機構的研究基金。

目前領導一項為期多年的旨在重新建構佛學與東亞宗教重要面向的

國際性與跨學科的龐大項目，由加拿大政府資助並得到國際上諸多

名校與基金會的支持。

作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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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春文

1999 年獲首都師範學院歷史系歷史學博士學位。歷任助教、講

師、副教授等職，1994 年被破格晉升為教授。現為首都師範大學資

深教授，歷史研究所所長。郝教授主要學術興趣包括敦煌文獻，三

至十三世紀中國史，以及敦煌佛教。除了供職於本校的科研機構，

郝教授還積極為學術界團體和組織貢獻力量，在許多學術團體擔任

重要職務，並在世界上多所名校 ( 最近的有耶魯大學與普林斯頓大

學 ) 擔任訪問教授。郝教授訪問耶鲁大學時發表了演講“敦煌寫本

齋文的分類、定名及其文本結構”。

紀  贇

文學博士，新加坡佛學院（Buddhist College of Singapore）副教

授，兼任教務主任、圖書館館長。除教學外，主要從事佛教文獻、

佛教史等相關研究。曾出版專著《慧皎高僧傳研究》 （2009，上

海古籍）、《佛教經典觀》（2011，宗教文化）；譯著《漢文佛

教文獻研究》（獨譯，2017，廣西師大）、《佛教文獻學十講》（合

譯， 2019，中西書局）等；英譯漢學術論文二十餘篇；學術論文、

會議論文與書評二十餘篇。

劉  屹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院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秘書長。

專業領域為敦煌學、中古宗教史。已在國內外各種專業學術刊物上

發表專題論文、研究書評、譯稿等 110 多篇，出版專著和論文集 6 部：

《敬天與崇道——中古經教道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2005）、《經



    325

典與歷史——敦煌道經研究論集》（2011）、《神格與地域——漢

唐間道教信仰世界研究》（2011）、《敦煌道經與中古道教》（2013）、

《漢唐道教的歷史與文獻研究——劉屹自選集》（2015）、《六朝

道教古靈寶經的歷史學研究》（2018）。前 20 年的主要研究領域是

道教歷史與文獻。在道教歷史方面，對早期道教的“五斗米道—天

師道”一線單傳的歷史模式提出質疑。在道教文獻方面，對《太平經》、

《老子想爾注》、《老子化胡經》、《老子變化經》、《昇玄內教經》、

《太上妙法本相經》等道書和六朝的“古靈寶經”有專門的研究。

近年轉向中古佛教研究，目前對佛教“末法思想”問題比較關注。

劉學軍

南京大學文學博士，現爲江蘇第二師範學院文學院副教授、

古代文學教研室主任，江蘇省高校“青藍工程”骨幹教師；主要從

事中古佛教與文學、中古藝術史、東亞漢文學等領域研究，在《文

學遺産》《中華文史論叢》《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等刊物發表

論文十餘篇，出版有古籍整理著作《新譯法句經》（三民書局，

2018 年），譯著《咒語、聖像和曼荼羅——密教儀式衍變研究》（即

出）、《形塑〈法華經〉：中古中國佛教視覺文化》（即出）。

武紹衛

男，1989 年生人，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浙江師範大學人

文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是敦煌學、隋唐史、中古佛教史。已在《文

獻》、《首都師範大學學報》、《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敦煌

寫本研究年報》等刊物發表論文多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一項。



湛  如

歷史學博士，印度語言文學博士後。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副院長，北京大學佛教典籍與

藝術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南亞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南開大學

宗教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同時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提案

委員會委員、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中國佛教協會教育委員會主任。

研究領域包括佛教與佛教文獻、佛教律藏、敦煌佛教等。主持國家

社會科學重點項目“唐代長安與絲綢之路”及國家社會科學重大項

目“印度古代梵文文藝學經典翻譯與研究”等。

張軼男

1972 年生，文學博士，北華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中國國家留學

基金委公派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訪問學者（2017-2018

年）。

近十年來，發表學術論文 20 餘篇（CSSCI 檢索論文 8 篇）；出

版學術專著一部：《禪解杜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年），

《光明日報》發表書評《詩聖的禪境》http://epaper.gmw.cn/gmrb/

html/2015-01/20/nw.D110000gmrb_20150120_2-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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