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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紀念向達先生誕辰11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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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神話與歷史：六朝道教對張道陵天師形象的塑造》，Florian C. Reiter ed. Purposes, 
Means and Convictions in Daoism: A Berlin Symposium. Harrassowitz Verlag, 2007,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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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出版社，2006年12月，29-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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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2006年12月，257—295頁。 
38. 《敦煌所見〈洞淵神咒經〉卷二十（S.8076+9047v）殘卷及相關問題》，《周紹

良先生紀念文集》，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8月，297—302頁。 
39. 《唐開元年間摩尼教命運的轉折》，《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九卷，2006年5月，85—10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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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12月，139—153頁。 
41. 《唐前期道藏經目研究：以〈南竺觀記〉和敦煌道經為中心》，2001年洪堡大學

會議論文，in Poul Andersen and Florian C. Reiter eds. Scriptures, Schools and Forms 
of Practice in Daoism: A Berlin Symposium, 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 2005，
pp. 185-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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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3月，151—162頁。 
43. 《論漢晉間的“化胡經說”》，《首都師範大學史學研究》第二輯，北京中國文

史出版社，2004年9月，40—55頁。 
44. 《敦煌本〈升玄經〉經籙傳授儀式研究》，《敦煌學》第25輯，2004年9月，465—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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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上宮廄戶寫<維摩詰經>補說》，《華林》第3卷，北京中華

書局，2004年1月，159—172頁。 
46. 《唐代道教的化胡經說與道本論》，榮新江主編《唐代宗教信仰與社會》，上海

辭書出版社，2003年8月，87—127頁。 
47. 《論〈老子銘〉中的老子與太一》《漢學研究》21卷1期，2003年6月，7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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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寇謙之與南方道教的關係》《中國中古史研究》第二期，2003年4月，2003年4
月，71—99頁。 

50. 《寇謙之身後的北天師道》，《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1期，15—25頁。 
51. 《寇謙之的家世與生平》，《華林》第2卷，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1月，271—281

頁。 
52. 《〈浮屠經〉小議》，《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1期，24—28頁。 
53. 《敦煌本〈老子變化經〉研究之二：成書年代考訂》，《敦煌研究》2001年4期，

138—144頁。 
54. 《中古道教的“三道說”》，《華林》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4月，283—293

頁。 
55. 《試論敦煌本〈化胡經序〉的時代》，“2000年敦煌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

敦煌，2000年7-8月，載敦煌研究院編《2000年敦煌學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

文化卷上》，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年9月，264—288頁。 
56. 《〈玄妙內篇〉考－－六朝至唐初道典文本變化之一例》，“紀念敦煌藏經洞發

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會議論文，北京，2000年6月，收入郝春文主編《敦

煌文獻論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614—634頁。 
57. 《敦煌本〈升玄內教經〉的卷次問題》，《北京理工大學學報》2000年2期，17—22

頁。 
58. 《〈廣說品〉考》，《首都師範大學學報》1999年6期，15—18頁。《中國人民大

學報刊複印資料·宗教》2000年2 期轉載，59—62頁。 
59. 《敦煌本〈老子變化經〉研究之一：漢末成書說質疑》，《吳其昱先生八秩華誕

敦煌學特刊》，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6月，281—306頁。（2000年1月） 
60. 《唐前期道教與周邊國家、地區的關係》，98年法門寺唐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

文，收入韓金科主編《‘98法門寺唐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西安：陝西人

民出版社，2000年12月，780—789頁。 
61. 《老子母碑考論》，《首都師範大學學報》1998年4期，34—41頁。 
62. 《試論化胡經產生的時代》，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13輯，北京三聯書

店，1998年4月，87—109頁。 
63. 《敦煌十卷本〈老子化胡經〉殘卷新探》，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

學出版社，1996年12月，101—120頁。 
 
Re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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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評呂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綱〉》，《唐硏究》第16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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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出版社，2009年9月，461—4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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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2009年，525-5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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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期, 171-1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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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04年12月，598-604頁。 
71. 《評王承文著〈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敦煌吐魯番研究》第7卷，中華

書局，2004年1月，463-468頁。 
72. 《評索安〈西方道教研究史〉及兩部中譯本》，《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學出版

社，2003年12月，512-523頁。 
73. 《評Florian C. Reiter，The Aspirations and Standards of Taoist Priests in the 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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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評王宗昱著〈道教義樞研究〉》，《唐研究》第8卷，2002年12月，476-481頁。 
75. 《評李德范輯〈敦煌道藏〉》，《敦煌吐魯番研究》第6卷，2002年6月，384-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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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評小林正美著、李慶譯〈六朝道教史研究（中譯本）〉》，《中國史研究》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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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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