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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石塚晴通编著的《敦煌学.日本学续编》分为敦煌学篇和日本学篇两部分，收录了敦煌学研究领域起主
导作用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的论 文，其中一些论文均涉及到训读数据、古字典，这些论文都属于日本
学研究，但是使用的是中国文献的原始数据。另一些论文涉及到训读问题，他们的论文解明了用 自己
的母语理解汉文，普创造出了训读的新动力。本文集围绕汉字、汉文的容受问题，将从国际视野方面
更加推进敦煌学的研究。
内容简介
为《敦煌学.日本学：石冢晴通教授退职纪念论文集》的续编。全书分为敦煌学篇和日本学篇两部分，
收录了敦煌学研究领域起主导作用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的论文，其中一些论文均涉及到训读数据、古
字典，这些论文都属于日本学研究，但是使用的是中国文献的原始数据。另一些论文涉及到训读问题
，他们的论文解明了用自己的母语理解汉文，普创造出了训读的新动力。本文集围绕汉字、汉文的容
受问题，将从国际视野方面更加推进敦煌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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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敦煌學日本學續編》的笔记-第1页

        石塚晴通：楼兰、敦煌加点本
=========
重要文章，可惜照片不是很清晰，要找一下墨美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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