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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项楚 

职 称：  教授   

导师情况：  博士生导师  

行政职务：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所长  

学位：  硕士 

E－mail：  9049@163.com   

电话：    

传真：   

研究方向： 以敦煌学为核心，涵盖语言学、文学、文献学和佛学等诸多方面  

个人简介：  

项楚，四川大学杰出教授（享受院士待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科委委员，四川大学“ 985 ”
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平台首席专家，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俗文化研究所所长，我国著名的敦煌学家、文献学
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史家。浙江永嘉县人， 1940 年出生， 1962 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考取四川大学中国文学史专业
研究生，师 从庞石帚 教授攻治六朝唐宋文学。文革中分配到军垦农场劳动两年，又当了 10 年中学教师。 

现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中 文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他的研究领域以敦煌学为核心，涵盖了语言学、文学、文献学和佛学等诸多方面。其中对于敦煌俗文学
的研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享誉国际学坛。出版《敦煌文学丛考》、《敦煌变文选注》、《王梵志诗校注》、《敦煌诗歌导
论》、《敦煌歌辞总编匡补》、《寒山诗注》等专著多种，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其中《敦煌变文字义析疑》等系列论文获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一等奖，《敦煌文学丛考》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王
梵志诗校注》获全国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他具有深厚的国学根柢，熟读佛经和四部典籍，精
于校勘考据，擅长融会贯通，在研究中熔语言、文学、宗教于一炉，形成了独具的治学特色。他在佛教文学研究中取得了丰
硕的实绩，并开创了系统而大量地运用佛教文献进行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先河，他对敦煌学的研究折服了自诩 " 敦煌学在
外国 " 的外国学者，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成果情况：  

一、著作  
《敦煌变文选注》 巴蜀书社 1990 年 2 月  
《敦煌文学丛考》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4 月  
《王梵志诗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10 月  
《敦煌诗歌导论》 新文丰出版公司 巴蜀书社 1993 年 5 月 2001 年 6 月  
《敦煌歌辞总编匡补》 新文丰出版公司 巴蜀书社 1995 年 1 月 2000 年 6 月  
《寒山诗注》 中华书局 2000 年 3 月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 · 项楚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4 月  

《柱马屋存稿》，商务印书馆 2003 年 7 月  

《唐代白话诗派研究》（合著），巴蜀书社 2005 年 6 月，学习出版社 2007 年 5 月（简体版）  



《敦煌变文选注》（增订本），中华书局 2006 年 4 月  

《项楚论敦煌学》，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 2007 年 12 月  

二、参加编著  
宋文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 7 月  
敦煌文学作品选 中华书局 1987 年 12 月  
隋唐五代文学史（上）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 年 3 月  
苏轼研究资料汇编 中华书局 1994 年 4 月  
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4 年 7 月  
隋唐五代文学史（中）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  
三、论文  
论《庄子》对苏轼艺术思想的影响 四川大学学报 1979 年第 3 期  
苏诗比喻琐谈 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 6 辑，《苏轼研究专集》 1980 年 11 月  
敦煌变文语词札记 四川大学学报 1981 年 2 期  
《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补正 中华文史论丛 1981 年第 4 辑  
敦煌变文语词札记 词典研究丛刊（第 4 辑） 1982 年 3 月  
卢仝诗论 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 15 辑 1982 年 10 月  
敦煌变文校勘商榷 中国语文 1982 年第 4 期  
敦煌变文字义析疑 中华文史论丛 1983 年第 1 辑  
《伍子胥变文》补校 文史（第十七辑） 1983 年 6 月  
《维摩碎金》探索 南开学报 1983 年第 2 期  
《补全唐诗》二种续校 四川大学学报 1983 年第 3 期  
读《纪评苏诗》 《东坡诗论丛》，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9 月  
说东坡柯丘海棠诗 《东坡诗论丛》，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9 月  
游侠诗人刘叉 四川大学学报增刊第 21 辑，《唐宋文学论丛》 1983 年 11 月  
变文字义零拾 中华文史论丛 1984 年第 2 辑  
敦煌本《孝子传》补校 敦煌研究 3 期（总 5 期） 1985 年  
《庐山远公话》补校 《敦煌学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3 月  
《王梵志诗校辑》匡补 中华文史论丛 1985 年第 1 辑  
读《管锥编》札记 中华文史论丛 1985 年第 2 辑  
《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补校 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 27 辑，《古籍整理研究》 1985 年 5 月  
《王梵志诗校辑》匡补 敦煌研究 1985 年第 2 期  
敦煌变文语词校释商兑 中国语文 1985 年第 4 期  
苏诗中的行业语 《东坡研究论丛》，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6 年 3 月  
王梵志诗释词 中国语文 1986 年第 4 期  
王梵志诗十一首辨伪 中华文史论丛 1986 年第 2 期  
敦煌本句道兴《搜神记》补校 文史（第二十六辑） 1986 年 5 月  
《破魔变文》补校 敦煌学辑刊 1986 年第 2 期  
《降魔变文》补校 敦煌研究 1986 年第 4 期  
《五灯会元》点校献疑三百例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172 期） 1987 年 3 月 7 日  
王梵志诗校注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  
敦煌文学杂考 《 1983 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4 月  
敦煌文学研究漫谈 文史知识 1987 年第 12 期  
王梵志的一组哲理诗（校释与评论） 敦煌研究 1988 年 1 月  
敦煌变文字义续拾 《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7 月  
《敦煌变文集》校记散录 《敦煌语言文学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10 月  
苏藏法忍抄本王梵志诗校注 《南开文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11 月  
王梵志诗论 文史（第三十一辑） 1988 年 11 月  
列 1456 号王梵志诗残卷补校 中华文史论丛 1989 年第 1 辑  
唐宋新诗话（三则） 《百家唐宋新诗话》，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0 年 5 月  
《维摩诘经讲经文》补校 《敦煌吐鲁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5 月  
敦煌遗书中有关王梵志三条材料的校订与解说 《敦煌叶鲁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5 月  
敦煌本《燕子赋》札记 《敦煌叶鲁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5 月  
《文心雕龙札记》的审美倾向 《文心同雕集》，成都出版社 1990 年 2 月  
敦煌本句道兴《搜神记》本事考 敦煌学辑刊 1991 年第 2 期  
《敦煌歌辞总编》佛教歌辞匡补举例（上） 《中国与日本文化研究》，（第一集），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1 年 6 月  
《五灯会元》点校献疑续补一百例 《 季羡林 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上），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8 月  
令章大师李稍云 中国文化 1991 年第 4 期  
佛经故事与中国古小说 菩提 1992 年第 10 期  
《敦煌歌辞总编》匡补（一） 文史（第三十五辑） 1992 年 6 月  
S5588 号写本之再探索 -- 《敦煌歌辞总编》 [ 求因果 ] 匡补 九州学刊 1992 年第 4 期  



关于《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一段唱词的校释 敦煌研究 1992 年第 4 期  
《敦煌歌辞总编匡补》（二） 文史（第三十六辑） 1992 年 8 月  
敦煌变文语词校释 《近代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 1992 年 10 月  
《敦煌歌辞总编匡补》（三） 文史（第三十七辑） 1993 年 2 月  
敦煌本《行路难》之再探讨 《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文津出版社 1993 年 6 月  
寒山诗校勘札记 俗语言研究（创刊号） 1993 年 12 月  
《敦煌歌辞总编》匡补（四） 文史（第三十八辑） 1994 年 2 月  
《敦煌歌辞总编》匡补（五） 文史（第三十九辑） 1994 年 3 月  
敦煌写本斯四二七七王梵志诗校注 《纪念 陈寅恪 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4 年 8 月  
《敦煌歌辞总编》匡补（六） 文史（第四十辑） 1995 年 9 月  
流浪者的悲歌 -- 寒山诗《弟兄同五郡》诠解 俗语言研究（第二期） 1995 年 6 月  
《敦煌歌辞总编》佛教歌辞匡补举例 《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辽宁美术出版社 1995 年 6 月  
王梵志诗中的他人作品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一卷） 1996 年  
寒山诗籀读札记 中国古籍研究（第一卷） 1996 年 11 月  
寒山拾得佚诗考 《 周绍良 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 1997 年 3 月  
《老子化胡经·玄歌》补校 《敦煌文学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  
敦煌文化 《升华与超越》，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4 月  
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 人民政协报 1998 年 8 月 31 日  
寒山诗籀读札记 新国学（第一卷） 1999 年 12 月  
敦煌变文新校 《岁久弥光》，巴蜀书社 2001 年 1 月  
《庐山远公话》新校 中国文化（十七、十八期） 2001 年 3 月  

《敦煌变文新校》，《岁久弥光》，巴蜀书社 2001 年 1 月出版  

< 敦煌歌辞总编 > 佛教歌辞匡补举例，《语言学问题集刊》第 1 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7 月  

读变随劄，《新世纪敦煌学论集》巴蜀书社 2003 年 3 月  

三句半诗话，《中国俗文化研究》第 1 辑，巴蜀书社 2003 年 5 月  

唐代的白话诗派，《江西社会科学》 2004 年第 2 期，转载于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04 年第 7 期 

敦煌变文新校，《敦煌学》第 25 辑，台北乐学书局有限公司 2004 年 9 月  

王梵志诗论，《浙江与敦煌学—— 常书鸿 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12 月  

〈维摩语经讲经文〉新校，《四川大学学报》 2005 年第 4 期  

从印度走进中国——敦煌变文中的帝释，《四川大学学报》 2008 年第 1 期 

 

获奖情况：  

  

1985.11 《敦煌变文字义析疑》系列论文获中国社科院青年语言学家奖一等奖  

1986.9 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  

1995 《敦煌文学丛考》获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1998 《王梵志诗校注》获第二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2002 《寒山诗注》获教育部第三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2003.3 《寒山诗注》获四川省第十次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2007 《唐代白话派研究》获四川省第十二次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并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文库（第二批） 



科研项目：  

敦煌变文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1997-1999  

唐代白话诗派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00-2005  

中国俗文学分体研究 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 2000-2005  

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 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 2005  

人才培养：  

 

其它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