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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上博01(2405)V《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疏》寫本殘卷收錄於《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是上博01《佛說維摩詰經》寫卷背面的一份文獻，其卷幅 428.5 cm × 24.5 cm，因未載明年代及出處，僅知內容是關於佛經的論釋之作。


　　本論文主要在探究寫卷的成書年代及出土地域，早期翻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及《大智度論》的作者鳩摩羅什是在後秦（西元405年）時期所完成，而正面的寫卷乃書寫於五胡十六國後涼呂光時期（西元393年）。本文根據上述線索，運用歷史研究法、量化統計及文獻分析法，從以下三個方向：（一）內容所透露的三組關鍵字；（二）寫卷中的近300個異體字；（三）書法風格等；進行研究以達到本文的目標。本文採用《石塚數據庫》、《教育部異體字典》等網路資源及歷代出土的文獻進行比對；寫卷中的異體字經過整理，從增形、省形、混用、書法變化、整體創造等方面加以分析，獲知這些異體字在年代的分布上，有相當高的比例源自於「秦漢」時期。另從書法風格的角度來看，寫卷也都符合北朝早期「隸楷體」的特徵，故研究推判本寫卷確實是西元五世紀初的珍貴寫本。


　　在現今數萬卷的敦煌吐魯番文獻中，僅一千卷左右有年代可考，而早期的文獻更是鳳毛麟爪，本文的研究結果將有助於早期的古文字學領域略盡棉薄之力。



	摘要(英)	Shang-bo 01(2405)V《The Maha Prajna Paramita》manuscripts fragments collected in《Shanghai Museum collection Dunhuang -Turpan documents》are documents written on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Shang-bo 01《The Buddha Speaks of Vimalakirti V 1》manuscripts; its volume is 428.5cm × 24.5cm in total; the year and place of publishing were not written on it; we can only trace from its contents that it’s something about Sutra.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year and place of publishing of these manuscripts.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records,  Kumarajiva finished the translation of《The Maha Prajna Paramita》and《Great Treatise on the Perfection of Wisdom》in later qin（405AD）.and. the Shang-bo 01《The Buddha Speaks of Vimalakirti V 1》 manuscripts were written in the period of Five Barbarians Sixteen States.later liang Lu Guang（393AD）.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above clues, making us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as well as literature methodology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and following the direction of：（1）the 3 sets of key word revealing from its contents,（2）the nearly 300 Variant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Manuscripts,（3）Calligraphy style etc, to achieve its goal. Also, this study compares《Hanzi Normative Glyphs》,《Ministry of Education－Ｄictionary of Chinese Character Variants》, network resources and unearthed ancient literature, analyzes the variant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manuscripts by Variance of stroke order, Variance of radical, Mix of radical, Variance of characters, and Variance of calligraphy style and find that most of the variant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derived from 「Qin-Han Dynasty」. From perspective of Calligraphy style, the manuscripts are also conformable to the feature of Magistrate-calligraphy and regular-script in early Northern Dynasty. Thus this study presumes that these Manuscripts are actually precious Manuscripts in early 5th century.


Only about one thousand in the tens of thousands Dunhuang -Turpan documents can be found their year of publishing, as for the earlier documents, it’s much more difficult to find their year of publishing. This study is to do a little bit of effort to help people nowdays to know the pal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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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歐陽淨宏，《空谷回音：大智度論的叩應》，台北：諦聽文化，2008年4月。


32、	陸明君，《魏晉南北朝碑別字研究》，北京：新華書店，2009 年1月。


33、	陳朝棟，《大智度論概要易讀》，台北：大千出版社，2004年。


34、	黎玉璽，《大智度論》第22至27冊，台北：大千出版社，1998年。


35、	景盛軒，《大般涅槃經異文研究》，成都：巴署書社，2009年2月。


36、	陳朝棟，《大智度論概要易讀》，大千出版社，2004年5月。


37、	康殷，《文字源流淺說》，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1月。


38、	曾榮汾，《字樣學研究》，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88年4月。


39、	萬繩楠，《魏晉南北朝史論稿》，台北：雲龍出版社，1994年。


40、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台北：萬卷樓，2003年9月。


41、	榮新江，《辨偽與存真－敦煌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3月。


42、	趙平安，《隸變研究》，河北：河北大學出版社，1993 年。


43、	趙明，《中國書法藝術》，新文豐出版社，1979年出版。


44、	劉延玲，《魏晉行書構形系統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年9月。


45、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46、	歐昌俊、李海霞，《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研究》，巴蜀書社出版，2004年7月。


47、	潘吉星，《中國造紙技術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


48、	蔣善國，《漢字形體學》，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 年。


49、	蔡忠霖，《敦煌漢文寫卷俗字及其現象》，台北：文津出版社，2002年5月。


50、	藤枝晃著、李運博譯，《漢字的文化史》，香港：中華書局，2005年4月。


51、	釋果樸，《敦煌寫卷P3006「支謙」本《維摩詰經》注解考》，法鼓文化事業公司，1998年。


三、論文


(一)、期刊論文


1、	王志鵬撰，〈從鳩摩羅什的生平活動和譯經來看佛教在中土的弘傳〉，《敦煌學輯刊》，第4期，2009年。


2、	石塚晴通撰，〈關於漢字文化圈漢字字體的標準〉，《敦煌學》第25輯，2004年。


3、	吳新欽，〈北魏平城時期敦煌寫經書法的結體及其書史意義〉，《屏東教育大學學報》，第28期，2007年9月。


4、	孫致文，〈上海博物館藏支謙譯《佛說維摩詰經‧卷上》寫本殘卷的研究意義〉，《正觀雜誌》，第47 期，2008年12 月。


5、	柴劍虹，〈王國維對敦煌寫本的早期研究〉，《敦煌研究》卷6 期，2006年。


6、	張涌泉，〈《三國志‧步騭傳》非偽卷辨〉，《敦煌研究》卷1 期，2006年。


7、	張涌泉，〈研究敦煌俗字應注意的幾個問題〉，《杭州師範學院學報》卷4期，1995年。


8、	張涌泉，〈敦煌文書類化字研究〉，《敦煌研究》卷4期，1995年。


9、	景盛軒，〈試論敦煌佛經異文研究價值和意義──以《大般涅槃經》為例〉，《敦煌研究》卷5期，2004年。


10、	黃征，〈敦煌俗字要論〉，《敦煌研究》卷1期，2005年。


11、	萬金川，〈支謙譯《佛說維摩詰經‧諸法言品第五》上博寫卷校注〉，《正觀雜誌》，47 期，2008 年12 月。


12、	榮新江、李肖、孟憲實，〈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概說〉，《文物》第609期，2007年第2期。


13、	裘錫圭，〈從馬王堆一號漢墓「遺冊」談關於古隸的一些問題〉，北京：《考古》，第1期，1974年。


14、	鄭阿財，〈論敦煌俗字與寫本學之關係〉，《敦煌研究》卷6期，2006年。


15、	藤枝晃撰、白文譯，〈中國北朝寫本的三個分期），《敦煌研究》第2期，1987 年。


16、	釋印順述義、釋昭慧整理，〈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東方宗教研究》第2期，1990年10月。


17、	藤枝晃著，〈敦煌寫本概述〉，徐慶全、李樹清譯，榮新江校，《敦煌研究》1996年，第2期。


（二）學位論文


1、	李恆光，《東牌樓漢簡文字研究》，廣西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10年6月。


2、	李瑩娟，《漢語異體字整理法研究》，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6年。


3、	李濤濤，《魏晉南北朝石刻異體字表義構件換用研究》，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4月。


4、	陳琪，《敦煌遺書書法淺探》，甘肅：蘭州大學歷史文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年4月。


5、	趙平安著，《隸變研究》，河北：河北大學出版社，1993年。


6、	歐陽志宏，《大智度論的道次第研究》，玄奘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7、	蕭瑜，《三國志古寫本用字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


8、	釋禪叡，《秦譯〈維摩經‧佛國品〉斠訂探微》(簡稱〈禪叡文〉)，中華佛學研究所論文，1994年。


四、網路資料


1、	《石塚數據庫》，漢字字體規範データベース編纂委員会(代表石塚晴通)，2005 年3月公開，網址為：http://www.joao-roiz.jp/HNG/。


2、	宗舜〈《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之佛教文獻考辨〉發表於「戒幢佛學教育網．當代法師．宗舜法師文集」，網址：http://www.jcedu.org/dispfile.php?id=6276。


3、	「中華博物網」中有《說文解字》及《說文解字注》的內容，網址：


http://www.gg-art.com/imgbook/index.php?bookid=53&stroke=1


4、	網路版CBETA電子佛V1.46(Big5)最新更新日期為2011年4月23日，網址：


http://www.cbeta.org/result/normal/T08/0223_003.htm。


5、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中華民國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輯，2004年，網址：http://dict.variants.moe.edu.tw/ma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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