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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著作类 

 

《中国中古维摩诘信仰研究》 

何剑平著，巴蜀书社 2009 年 6 月出版。全书 80 万字。本书通过对大量原始

文献及相关壁画和造像等图像资料的考察，以一种新的视角，探讨自佛教传入至

唐代末年维摩诘信仰在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地域和不同表述形式之间的传播与演

变，揭示知识阶层、普通民众两个文化世界在维摩诘信仰方面的差异及互动关系，

从而藉以展现佛教和中国文化相融合的线索和轨迹。 

 

《明遗民群体心态与文学思想研究》 

李瑄著，巴蜀书社 2009 年 1 月出版，47 万字。明遗民群体产生于明清易代

的特殊历史环境，人数众多，影响深远。简单说来，其群体之共性在于共同的伦

理、道德，以及政治观念影响下的“不仕易代”之行为。如果深入具体的历史情

境，则可以发现“遗民”与“非遗民”的边界并不是断然清晰的。而即使是“最

坚定的遗民”，在清初几十年间政治文化环境的不同阶段，对自我价值的认识，

对清廷的态度等等，也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本书试图从描述这一群体共同的精

神追求和面临的共同困境入手，描述他们如何理解和处理君臣关系，如何反思明

代政治的得失，如何确认自我的价值，如何应对政治、文化格局的转变，如何处

理与仕清汉官的关系等等问题，勾勒出其心态的大致面貌，从而对其文学创作与

文学思想主要倾向的产生作出解释。 

 

《文化遗产备忘录》 

徐新建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6 月出版。全书由几个相关的几部分

构成。除了正文的遗产论坛实录外，链接部分包括了题为“人类与遗产”的专栏文

章。其中不仅包括国内学者的多学科论述，还包括了法国和日本作者的专论以及

对世界遗产基金会主席弗朗西斯科访谈的专稿。由此使得本书在对遗产的讨论中

增添了跨国视角，有助于形成更为开阔的国际对话。 



 

《灾难与人文关怀》 

徐新建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6 月出版。本书是四川大学 985 文化

遗产与文化互动基地重点项目研究成果。四川汶川 5.12 地震发生后，一支由四

川大学文学人类学专业师生及中国社科院和厦门大学教授组成的“志愿者团队”

投入到抗争救灾行动当中。他们有的即刻深入灌县、彭州等灾区走访，有的赶往

医院病房或走进刚刚建起的安置点“参与观察”，目的是以各自在第一线的亲历，

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实录灾难影响与救灾情形。《灾难与人文关怀:“汶川地震”的文

学人类学参与》就是团队成员们的实录报告，也是大地震后留下的永恒记忆。全

书内容涉及“文学中的灾难与救世”、“人类与灾难”、“灾难与文化遗产”、“灾民安

置与灾区重建”等。 

 

《中国地藏信仰研究》 

尹富著，巴蜀书社 2009 年 10 月出版。本书在前贤时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大量利用各类历史文献、宗教文书，以通史的方式，以“中国化”为核心概念，

系统而深入地梳理了中国地藏信仰的发展线索；在中印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展

示了地藏信仰兴起、展开、转型并融入中国文化的全过程，并首次对中国文人、

文学与地藏信仰的关系加以了研究。 

 

《禅宗语言研究入门》 

周裕锴著，18 万字，收入《研究生学术入门手册》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

社 2009 年 5 月版。本书是一部专门为研究生编写的关于禅宗语言研究的入门教

材。全书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关于本领域的历史和现状，包括古今中外的学

术史以及 20 世纪以来的研究概况，含中日古代的禅语讨论、现代中国禅语研究

史、海峡两岸近三十年禅语研究、日本现代的禅语研究、欧美禅学中的语言学转

向等。第二部分，反思已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如“禅宗”和“语言”的分离、

词汇和语法的陷阱、《祖堂集》的话语霸权、“白话崇拜”的谬见、简单化的公案

解读等倾向，介绍一些从事禅宗语言研究的必备知识和学术规范，并提出一些开

拓创新的思路和方法，如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多元化的学术视野、语用学维度的



研究前景等。第三部分，分析评点本领域中几种具有典范意义的研究著作和论文，

介绍其采用的方法、思考和分析的模式。第四部分，提供与本领域研究相关的文

献，包括禅籍原典、基本论著目录、进阶论著目录、日文书目、英文书目等。 

 

《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纲要》 

周俊勋著，巴蜀书社 2009 年 5 月出版，30 万字。本书第一次较全面地总结

了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情况和阐述了编纂中古汉语词典应注意的问题。全文共六

章。第一章介绍中古汉语的分期、中古汉语的词汇特征、中古汉语的研究资料及

资料鉴别等情况。第二章从语文学和语言学的角度回顾了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基

本情况。指出今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应该深化词法研究，提高研究的系统性，加

强词义演变的规律性的探讨，将词义研究上升到语义学的研究。第三章对中古汉

语词汇复音化研究、俗语词研究、常用词演变研究以及汉译佛典研究等作了专题

总结。第四章对中古汉语词汇的构成及类型作了描写。第五章介绍了中古汉语词

义演变的主要方式。讨论了相因生义、同步引申、组合同化、语法化、通感生义、

音节的省略、句法位置以及外来语的影响等诸多方面。第六章论述了编纂断代中

古汉语词典在词目、书证、释义等方面应注意的问题。 

 

《汉唐小说观念论稿》 

罗宁著，巴蜀书社 2009 年出版。本书研究了从先秦直至汉唐时期的小说概

念和小说观念。本书认为，在中国古代，小说具有广义与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

小说是作为一个词语出现的，也是一个批评术语，狭义的小说则是作为一个目录

类别出现的，也是一个文类。《七略》或者说《汉书·艺文志》赋予了“小说”

一词文类的意义，并且通过设法抬高小说的价值，使之成为诸子中的一家。中国

小说的历史应以此作为开端。我们研究古代小说，尤其是古小说，其实是对作为

文类的小说的研究。小说的范围是发生变化的，在六朝时期，小说并不包括志怪

小说的作品，到中唐以后，志怪小说才进入小说的范畴。小说观念在唐代中晚期

发生了一些重要的改变。汉唐小说（古小说）以及当时的小说观念，与现代以来

的小说观念完全不同，因此在汉唐小说研究中，尤其要摈弃现代小说观念的影响。

本书提倡回归古代的小说观念，将其作为古代小说尤其是古小说研究的起点和基



础。 

 

《王力〈古代汉语〉同步辅导》 

董志翘主编，上下册，70 万字，中华书局 2009 年 6 月出版。这套辅导书共

分两册，上册与王力主编《古代汉语》第一、二册相配，下册与第三、四册相配。

每个单元的“重点难点解说”，全部按照教材的顺序，分“文选”、“常用词”、“通

论”三个部分编写，提出并分析说明原教材的重点、难点和学习时容易出错的地

方。按照传统的“疏不破注”的原则，编者以教材的观点为基本依据进行分析，

在必要时适当补充一些学界公认的研究成果，或对理解教材观点有益的有关资料

和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