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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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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宗教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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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道教古靈寳經的歷史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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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 年生。現為清華大學道德與宗教研究院副院長、哲學系副主

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漢傳佛教僧眾

社會生活史”首席專家、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長、《佛學研究》

主編。研究領域為南北朝佛教學派、儒佛道三教關係、中國佛教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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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近現代佛教、佛教與西方哲學比較研究等。主要著作有《中國漢

傳佛教禮儀》《中國佛教懺法研究》《攝論學派研究》《晉唐彌陀淨土

的思想與信仰》《中國佛教信仰與生活史》《南北朝地論學派思想史》，

與 A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t Faith and Life 等。《攝論學派研究》曾獲

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第五屆教育部人文社科三等獎。

加拿大皇家科學院院士、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教授、《國際佛教

研究協會學刊》編委。曾任加拿大國立東亞佛教講座教授（CRC）多年，

其他任職大學包括弗吉尼亞大學、斯坦福大學與東京大學等。其研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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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編十餘部書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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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國際性與跨學科龐大項目，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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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 年出生，歷史學博士，印度語言文學博士後。北京大學外國語學

院南亞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佛教典籍與藝術研究中心主任，南開大學宗

教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常務理事、《敦煌吐魯番研究》

編委。其主要研究領域有印度佛教文化史、中印文化交流、敦煌學、

佛典文獻與佛典翻譯、佛教史與佛教文獻、佛教造像藝術、敦煌與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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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佛教等。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禪苑清規》研究”（已結項），主

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古代東方讚美詩研究”的

子專案（已結項）。目前作為項目負責人，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

目“唐代長安與絲綢之路研究”（項目編號 ：15AZJ003）（已結項 )，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印度古典梵語文藝學重要文獻翻譯與研究”

（專案編號 ： 18ZDA286）。已出版專著三部： 《敦煌佛教律儀制度研究》 （中

華書局，2003 年，2011年再版）、《淨法與佛塔—印度早期佛教史研究》 

（中華書局，2007年） 與《禪苑清規研究》 （商務印書館，2014 年）。在《世

界宗教研究》《中國學術》《文史》《敦煌研究》等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 60

多篇，多篇為 CSSCI 期刊論文。

先後就讀於北京大學（本科、碩士）、普林斯頓大學（碩士、博士），獲

普林斯頓大學哲學博士學位（2009 年）。2009‒2016 年，任教于復旦大學

文史研究院； 2016 年至今，任教于浙江大學。現任浙江大學歷史學院（籌）

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古史、佛教史、絲綢之路的研究。出版《神

文時代》《犍陀羅文明史》《隋唐五代史》等多部著作，在《歷史研究》《中

國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等學術刊物發表學術論文 100 餘篇。多次受

邀在歐美、日本、臺灣等地科研機構訪學和執教。兼任中國魏晉南北朝

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唐史學會理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理事。

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歷史系主任。研究方向

為唐宋宗教、藝術與歷史。2014‒2015 和 2019‒2020 年度作為哈佛燕京

學社訪問學人（Visiting Fellow）和哈佛大學中國藝術實驗室（Harvard 



CAMLab） 訪問學者兩度訪學于哈佛大學。目前，已在 Religions， 《文史哲》

《文史》《史林》《讀書》等大陸、港臺和國際重要學術刊物發表中、英論文、

書評三十餘篇，出版譯作一部（合譯），並先後赴日本京都大學、德國漢

堡大學、印度阿育王大學、美國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亞利桑那大

學等地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或發表學術演講。

中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主要從事敦煌

學和漢語言文字的研究，發表論文七十餘篇，出版專著兩部 ：《敦煌

書儀語言研究》（商務印書館，2007）、《敦煌社會經濟文獻詞語論考》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近年來致力於敦煌文獻詞語考釋、敦煌

佛教疑僞經整理、敦煌文獻通假字匯纂等課題的研究，相關代表性

論文有《敦煌本〈衆經要攬〉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第十五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敦煌變文疑難字詞辨釋》（《敦煌學輯刊》

2018 年第3 期）、《敦煌佛教疑僞經詞語考釋五則》（《中國語文》2019

年第1期）等。

文學博士，新加坡佛學院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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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譯著《漢文佛教文獻研究》等 ；編著多部 ；英譯

漢學術論文四十餘篇 ；學術論文、會議論文與書評等四十餘篇 ；專欄

文章二百餘篇。



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從事隋唐史和佛教社會史研究。2010

年以來，致力於隋唐兩京地區佛教石刻文獻資料的搜集與整理工作，近

年從事唐兩京地區禪社會史的研究。發表《隋唐長安佛教社會史》（中華

書局，2016 年）等著作。

山東煙台人，歷史學博士，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主要從事隋唐五代史、中國古代都市社會史方面的研究與教學，已

出版《中古都城建城傳說與政治文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與論文若干。

1981 年洛陽大學中文系畢業，於龍門石窟研究院從事文化遺產的學

術研究至今，副研究員。中國考古學會會員，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會員，

中國唐史學會會員，中國海外交通史學會會員，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理事。

30 多年來在海內外發表學術論文百餘篇，出版學術著作 13 部。曾應邀

赴新加坡、韓國、意大利、奧地利、俄羅斯進行國際學術交流和講學。

並訪問印度、斯里蘭卡及歐洲諸國的眾多文化遺產和博物館。目前正在從

事的學術著述，是《隋唐洛陽佛教寺院史料集成》，業已完成 220 萬字

的史料輯錄。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兼任中國考古學會考古教育專業委員會

主任。多年來從事漢唐考古的教學與研究，研究涉及陵墓制度、喪葬習俗、



宗教、美術、中外文化交流考古以及中古城邑等領域。主持多項考古發掘，

著有《唐陵的佈局：空間與秩序》《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史·隋唐五代》《安

祿山服散考》《中古中國祆教信仰與喪葬》《大使廳壁畫研究》 （2022 年即

刊），以及考古發掘報告《都蘭吐蕃墓》《安溪下草埔遺址 2019‒2020 年

度發掘報告》等。

1974 年生，浙江黃岩人。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浙江大學古籍

研究所教授，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研究員。曾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

教授，日本學術振興會外國人特別研究員，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

巴黎高師、普林斯頓大學、京都大學訪問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敦

煌吐魯番學、博物學、寫本文化與中古宗教社會史。出版《神道人心：

唐宋之際敦煌民生宗教社會史研究》《中古異相 ：寫本時代的學術、

信仰與社會》、Savoir traditionnel et pratiques magiques sur la Route 

de la Soie 《絲綢之路上的傳統知識與方術實踐》等專著，在《歷史

研究》、Central Asiatic Journal 等學術刊物發表中、日、英、法文論

文 90 餘篇。主編《中古中國知識·宗教·制度研究書系》《中古中

國研究》集刊。

男，1987年生，陝西延安人，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暨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

所副教授。2014 年畢業于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獲歷史學博士學位。2012

年至 2013 年在日本京都大學人間環境學研究科訪學。2014 年至 2016 年任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考古系博士後。 2019 年 4月25日‒2020 年 4月25東

京大學訪學，擔任外國人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隋唐禮儀實踐與政



治變遷、文書行政、吐魯番文書。近年發表論文《明堂建設與武周的

皇帝像——從聖母神皇到轉輪王》《唐代德運之爭與正統問題——以

“二王三恪”為線索》《唐西州前庭府衛士左憧憙的一生》《雖在行伍，

僅無白身——天寶十載張無價官告的歷史背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