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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唐立新优秀学者奖候选人推荐表 
 

姓  名 冯国栋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74.06 
（2 寸照片）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参加工作时间 1996.09 进校年月 2006.07 

所在单位 人文学院 从事专业 中国古典文献学  

现专业技术职务及任职时间 教授，2014 最高学位及获得时间 博士，2004 

最后学历 研究生 毕业时间 2004.07 毕业学校及所学专业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
学 

联系方式 固话：              手机：        E-mail：fengguodong100@163.com 

主 要 

社会兼职 

中国宗教学会理事 
浙江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佛教史研究》副主编  
《宋学研究》副主编 
《新加坡佛学研究学刊》编委 
《国际佛教与中国宗教研究丛书》编委 
 

主要学习、 

工作简历

（按时间由远

及近排序） 

1992—1996，山西农业大学攻读学士学位。 

1996—1998，山西省屯留县农业局工作。 

1998—2001，兰州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 

2001—2004，复旦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 

2004—2006，南京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2006 年至今，浙江大学古籍所工作。 

2011 年 10 月至 2012 年 10 月，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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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教学

工作情况 

本人虽然服务于以科研为主的古籍研究所，但也承担了相当量的教学任务，且学生的层次多样。

有针对全校本科生的通识课“禅宗历史与中国文化”、通识核心课“国学经典与人生”；也有针对中文

本科生开设的“版本学”；还有针对古籍所研究生开设的“文献学原典导读”。另外，在正常的教学任

务之外，还主持两个读书会，带领学生阅读基本经典。正由于承担课程的受众多样，本人认为教学过

程中必须因材施教，法无定法：通识课、通识核心课应该给学生以思想和理念；本科生专业课应该给

学生以知识与技能；而研究生课程更应该给学生以方法与视野。 

1、通识课、通识核心课：因为通识课、通识核心课的对象是全校本科生，而且浙江大学的本科

生以理工科为主，所以通识课就不能以知识的传授为主，而应侧重传递思想与理念。本人通识课的重

要理念是“做减法”，如果说专业课是做加法，增加知识；那么通识课则更要做减法，对习以为常的

理念、现象做出分析与质疑，破除学生对知识、权威固化的认识。在打破成见、权威的基础上，形成

新的知识结构。比如在“禅宗历史与中国文化”课程中，本人拿一朵玫瑰花作比，问两个问题：第一，

这朵花属于哪科、哪属、哪种？第二，某天一个异性送给你一朵这样的花，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并告诉他们，第一种认识是科学的认识法，而第二种则是人文的认识法，人文与科学是人们认识事物

的两种方法，各有优胜。在“国学经典与人生”课上，我则强调“让经典与我们的生命相关”，真正

把经典的精神运用到生活中。我常说：“如果毕业十年之后，你们还记得某个老师的一句话，那么这

个老师就是非常成功的。为什么呢？你们之所以十年后还记得某个老师的某句话，说明那句话进入了

你的生活，与你的生命相关了，所以你十年之后你们仍然记得它。” 

2、本科生的专业课：对于本科生的专业课，本人认为更应该给学生以知识和技能，在知识传播

与技能训练过程中，渗透一定的学术思想。以“版本学”课程为例，除讲授一些基本知识之外，通过

自己动手去查找、梳理一本书的版本情况，让学生掌握如何去著录善本、如果梳理一本书的版本源流。

而最终让学生树立以下思想：即讲求版本，不仅要最终求得善本，而且要在不同版本比较中找出差异，

并以此为基础，寻求造成这种差异的文化、历史原因。 

3、研究生课程：对于研究生而言，方法与视野则显得更为重要。如何选题，如何搜集、解读史

料，如何解决问题，如果撰写论文是研究生培养的核心。针对这一特点，本人选编了“二十世纪学者

论文选”让学生仔细阅读，阅读的重点不是看大师们所得出的结论，而是细心揣摸他们如何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如何锤炼思想，撰写文章。写文章也如同练习书法的临帖，通过对前辈文章的细心研读，

学习学术研究、学术论文写作的方法。而视野的形成，则更多依赖于学生对研究史的熟悉程度，所以

我会根据不同的学术选题，给学生开列相应的阅读书目，使他们了解本领域过去的学术基础和最新的

学术发展，然后与他们讨论这些书目的价值与不足，逐渐开拓他们的视野。 

4、读书会：除了正常的教学任务外，本人还主持开设了两个读书会。一个名叫“种德元典读书

会”，已开设两年，与学生一齐研读过《坛经》、《老子》与《周易》；另外一个读书会比较专门，和学

生一齐阅读清代喻谦的《新续集高僧传》，阅读过程中对每一传主的资料进行全面搜集，一方面让学

生了解史料有不同的种类，比如塔铭、行状、年谱之间的差别；另一方面让学生了解不同史料所载史

实经常有差异，而这些差异的形成有的是无心之失，而有的则是“有意为之”，而这个“有意为之”

的“意”则能把文献的研究导向对文化史、思想史的关注。 

由于因应了不同层次学生的具体需要，本人的课程也颇得学生认同，教学评价皆为优秀。本人也

获得了 2013 年度浙江大学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三等奖、浙江大学第五届师德先进个人名单、2016 年浙

江大学优质教学奖。在浙江大学匿名微信平台“查老师”上，有学生评价，“冯老师的课程有趣，丰

富，在理性主义独霸天下的我浙，是一种逆流而上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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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科研

成果情况 

（包括科研项

目、论著、专

利、获奖等） 

一、课题 

1.汉文佛教目录研究，国家社科基金。 

2.宋元禅宗清规辑录，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 

3.汉文佛教史传集成·目录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子课题。 

4.中国佛教文学通史·宋代卷，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子课题。 

5.《天童寺集》等三种文献点校，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    

6.汉文佛教目录研究，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 

7.两宋佛教地理流动研究，钱江人才计划项目。   

二、论文 

1999 年 

1、《古典诗歌结尾美感的心理机制初探》， 《社科纵横》1999 年第 4期，58-61 页。 

2、《“管窥”与“流观”——中国人观照世界的两种方式》，《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 年第 4

期，52-54 页。 

2000 年 

3、《李白诗歌中的舟意象》，《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0 年第 3期，9月，42-45 页。 

2002 年 

4、《刘勰的“虚静”说与佛家的禅学》，《文艺理论研究》，2002 年 6 期，52-57 页。ISSN0257-0254。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2003 年第 3期转载。 

5、李辉、冯国栋《俄藏黑水城文献《慈觉禅师劝化集》考》，《敦煌研究》，2004 年 2 期，104-106

页，ISSN1000-4106。 

2003 年 

6、《窥基的四重二谛理论》，《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 5 期，4-6 页。 

 7、《实录:唐代传奇家的创作态度》，《汉中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 4期。 

8、《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影响》，《法音》，2003 年 8 期，8-13 页，ISSN1004-2636。 

9、《<大般涅槃经>譬喻研究》，《寒山寺佛学》第二辑，2003 年 8月。 

10、《<慧远评传>读后》，《书品》，2003 年第 6辑。 

11、《八十华严〈入法界品〉文学意蕴及其对佛教造型艺术之影响》，陈允吉先生编《佛教文学论集》，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 12 月。  

2004 年 

12、《〈五灯会元〉版本及流传》，《宗教学研究》，2004 年 4 期，89-91 页。 

13、《宋代佛教史学略论》，《史学史研究》，2005 年 2 期，55-62 页。 

14、《河东狮吼考源》，《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 年第 4期，111-114 页。 

http://yzsf.chinajournal.net.cn/�
http://yzsf.chinajournal.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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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随及其〈传灯玉英集〉》，《宗教学研究》，2005 年 3期，51-55 页。 

16、《慈觉宗赜生平著述考》，台湾《中华佛学研究》第八辑，2004 年。 

2005 年 

17、李辉、冯国栋《俄藏黑水城文献两件类书定名与拼合》，《宁夏社会科学》，2005 年 3 月，90-92

页。 

18、《〈宋史·艺文志〉点校献疑》，《中国史研究》2005 年 4 期,78 页。 

19、 《〈景德传灯录〉中的偈颂歌诗》，《寒山寺》，2005 年 1期。 

20、《〈五灯会元〉点校疏失类举》，《戒幢佛学》第三辑，2005 年 6 月。 

21、李最欣、冯国栋《“实践诗学”的开拓研究———评易闻晓〈中国古代诗法纲要〉》， 学术探索，

2006 年第 3期，2006 年 6月，142-144 页。 

22、李最欣、冯国栋《僧祐之学与〈文心雕龙〉》，《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6 年 1 期，

177-179 页。  

23、《从〈景德传灯录〉看禅宗语言的文学性》，《中国俗文化研究》第三辑，2005 年。 

24、《〈景德传灯录〉注文研究》，商务印书馆《觉群》第五辑，2005 年。 

2006 年 

25、《〈景德传灯录〉宋元刊本叙录》，《文献》2006 年第 1期，113-122 页。 

26、《〈宋史·艺文志〉释氏别集、总集考》，《中华佛学研究》第十辑，2006 年。 

27、《〈景德传灯录〉以诗明禅》，中华书局《中国禅学》第四辑，2006 年。 

2007 年 

28、书《居士佛教与居士词论略》后，《文学遗产》，2007 年 3 期， 138-141 页。 

29、气象深弘、析论精微——读《宋代士大夫佛教与文学》，世界宗教研究，2007 年 4 期，2007 年

12 月 15。 

30、杨亿佛门交游考，《宗教学研究》，2007 年 2 期，2007 年 6 月， 88-93 页，1/2 

31、宋代文人与《景德传灯录》，《九州学林》，2007 年春季卷，2007 年， 2-36 页，1/1。 

32、雪关禅师生平交游考略，觉群佛学，2007 年，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8 年 

33、佛教目录研究八十年（1926-2006）述评——以中国大陆地区为中心，文献，2008 年 1 期，2008

年 1 月，93-106 页。 

34、二十世纪汉语佛教目录述要，中国宗教学会秘书处编《中国宗教学》第三辑，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8 年 3月。 

35、唐宋亡佚佛教经录丛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年 5期，52-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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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广蒐博采  结鬘贯花——读李小荣《敦煌佛教音乐文学研究》，《古籍研究》2008 年卷上，244-247

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 年 12 月。 

2009 年 

37、汉文佛教文献学体系构想，世界宗教研究，2009 年 2期，55-64 页。 

38、钱谦益塔铭体论略，文学遗产，2009 年 5 期，107-114 页。 

39、雪峰语录编次考，浙江学刊，2009 年 3期，32-38 页。 

40、《全宋诗》僧诗补佚（一），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 年 2期，40-42 页 

41、《略论建立汉文佛教文献学的必要性》《浙江大学学报》2009 年 6 期 

2010 年 

42、《雪峰语录》编次考，杨曾文主编《雪峰义存与中国禅宗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 2

月。 

43、《佛国记》新校，杨曾文主编《东晋求法高僧法显和<佛国记>》，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 年 4 月。 

44、出入浦津关的求道者——唐代河东僧人与长安佛教，增勤主编《首届长安佛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

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 8月。 

2011 年 

45、冯国栋：古佚佛教经录考辨，《文史》2011 年第 3期，147-164 页。 

46、冯国栋、李辉《〈俄藏黑水城文献〉中通理大师著作考》《文献》2011 年 3 期 

47、冯国栋《心镜禅师生平考述》，可祥主编《七塔报恩文化论坛—都市寺院与和谐社会研讨会论文

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 年 12 月，413－421 页。 

48、冯国栋《两宋川僧南游考论》（上），《四川佛教》2011 年 2 期，17－21 页。 

49、冯国栋《两宋川僧南游考论》（下），《四川佛教》2011 年 3 期，13－14 页。 

50、冯国栋、李辉《〈俄藏黑水城文献〉辽代高僧海山思孝著作考》，《西夏学》第八辑，上海古籍出

版社，2011 年 12 月，276－280 页。 

51、纪华传、冯国栋《2009－2010 年佛教研究综述》，《中国宗教研究年鉴》2009－2010 年，宗教文

化出版社，2011 年 12 月，106－120 页。 

年度推荐论文《汉文佛教文献学体系构想》，同上，719－727 页。 

2012 年 

52、冯国栋：山寺志文学文献的价值与局限——从山寺志书所载王安石佚诗说起，《社会科学战线》

2012 年 8期，115－120 页。 

53、冯国栋、李辉《〈俄藏黑水城文献〉中通理大师著作考》，《辽金佛教研究》，金城出版社，2012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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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栋点校《雪关禅师语录》，《闽台法缘》，2011 年 4 期至 2012 年 2期。 

2013 年 

54、道统、功夫与学派之间——“心学”义再研，《哲学研究》，2013 年 7 期（7 月 25 号），53－63

页。 

2014 年 

55、《涉佛文体与佛教仪式——以像赞与疏文为例》，《浙江学刊》2014 年第 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

国古代、近代文学》第 8期转载。 

56、《从〈景德传灯录〉与〈天圣广灯录〉看宋初临济宗对灯史的改造》，《灵隐寺与北宋佛教》，宗教

文化出版社，2014 年。 

2015 年 

57、帝、儒、中、心之间——朱子前十六字心诀流传阐释考论，《哲学研究》2015 年第 1期，2015.01 

58、灵隐居简及其《北磵文集》，灵隐寺与南宋佛教——第三届灵隐文化研讨会论文集，2015.09。 

2016 年 

59、摄传播于叙事、追佛影于图画——读李小荣《图像与文本：汉佛佛经叙事文学之传播研究》，《福

州大学学报》，2016 年第 1期，110－112 页。 

60、《〈周易〉大象传与君子人格理想》，《光明日报》2016 年 2 月 27 日（周六），第 9版（文化）。 

2017 年 

61、川僧南游考论：宋代佛教地理流动研究之一，《宋学研究》第 1 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年 4

月，282－295 页。 

62、唐前释氏志幽文初探，《戒幢佛学》第 4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年 12 月。 

63、从《周易·大象传》看君子精神的现代价值，《光明日报》2017 年 10 月 11 日。 

2018 年 

64、从“外典附录”到“子部释家”——外典目录对佛教典籍的容受，《复旦大学学报》2018 年 3 期。 
三、专著、古籍整理 

1、佛教文献与佛教文学，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 年。 
2、《景德传灯录》研究，中华书局，2014 年。 

3.《北磵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 年 4月。 

四、获奖 
1. 道统、功夫与学派之间——“心学”义再研，浙江省社科联第五届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 

2. 唐宋亡佚经录丛考，浙江省社科联第六届青年优秀社科成果奖。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QueryID=16&CurRec=9&dbcode=CJFQ&dbname=CJFDLAST2015&filename=ZXYJ201501009&urlid=&yx=&uid=WEEvREcwSlJHSldTTGJhYlRaZWN4K2ovZzN1c0U5T3hPd3JRbFJCSWhMRHR0SHJPdjBFc21SV1c1OEgrNHhDU2FiS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jAwMzdMdk1QelhTWkxHNEg5VE1ybzlGYllSOGVYMUx1eFlTN0RoMVQzcVRyV00xRnJDVVJMK2VaZVpuRnkza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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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贡献 

本人的研究以佛教为中心，分别从文献、文学与文化三个角度切入研究对象，
注重将“文献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将“考据方法”与“义理阐释”相
结合，将具体的文献研究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研究相结合，在文
献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文献背后的思想、文化因素，试图揭示文献形成、发展的文
化动力。本人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佛教文献研究方面，在对佛教目录、
版本、金石、禅籍等具体佛教文献研究基础上提出“汉文佛教文献学”的概念，
并对“汉文佛教文献学”的意义、体系进行了初步探索。第二，佛教文学研究方
面，将佛教研究与文体研究相结合，提出“涉佛文体”的概念，并对塔铭、寺碑，
涉佛文体与佛教仪式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研究。第三，佛教文化研究方面，关注佛
教思想与宋明理学的关系，在佛教视域下，用概念史的方法，对宋明理学的一些重要观念，如“心学”、“十六字心
诀”等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 

一、佛教文献研究方面： 
佛教文献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汉文佛教文献学”的理论建构，二是佛教文献的具体研究。 
（一）在“汉文佛教文献学”的理论建构方面：发表有《汉文佛教文献学体系构想》（《世界宗教研究》2009

年 2 期）、《略论建立汉文佛教文献学的必要性》（《浙江大学学报》2009 年 6期）二文。文章首次明确提出“汉文佛
教文献学”的概念，并对“汉文佛教文献学”的体系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建构。认为“汉文佛教文献”数量巨大，性
质特殊，需要建立一门专门处理此类文献的学问，同时，认为“汉文佛教文献学”应由实体层面、方法层面、历史
层面和理论层面四个部分组成。 

（二）佛教文献个案研究方面：理论的建构要以大量具体的文献研究为基础，同时，理论成果也要用于下一次
个案研究之中，因此，具体的文献研究既是理论研究的基础，也是理论研究的旨归。本人的佛教文献个案研究主要
集中于佛教目录、版本、禅宗文献和佛教金石四个方面。佛教目录方面，承担国家社科基金“汉文佛教目录研究”
和教育部重大招标课题“汉文佛教史传集成”子课题“目录类”的研究，发表有《古佚佛教经录考辨》（《文史》2011
年 3 期）、《唐宋亡佚佛教经录丛考》，《〈宋史·艺文志〉释氏别集、总集考》（《中华佛学研究》第十辑）、《佛教目
录研究八十年（1926-2006）述评——以中国大陆地区为中心》（《文献》2008 年 1 期）；版本方面发表有《〈五灯会
元〉版本及流传》（《宗教学研究》2004 年 4期）、《〈景德传灯录〉宋元刊本叙录》（《文献》2006 年 1期）；禅宗典
籍方面发表有《俄藏黑水城文献〈慈觉禅师劝化集〉考》（《敦煌研究》2004 年 2 期）、《〈五灯会元〉点校疏失类举》
（《戒幢佛学》第三辑）、《雪峰语录编次考》（《浙江学刊》2009 年 3 期）、《〈俄藏黑水城文献〉中通理大师著作考》
（《文献》2011 年 3 期）等。 

二、佛教文学研究方面： 
在佛教文学的研究中，本人提出了“涉佛文体”的概念，将文体研究引入佛教领域。“涉佛文体”主要是指由

佛教的传入而产生，或为本土固有，后与佛教化合而产生新变的文体。比如寺庙碑记，募缘疏，释氏之碑传、塔铭、
行状等。这方面，发表有《钱谦益塔铭体论略》（《文学遗产》2009年5期）、《山寺志文学文献的价值与局限》（《社
会科学战线》2012年8期）等。并指导研究生学生论文三篇，即《唐代塔铭研究》（潘高凤，2010年）、《唐代寺碑研
究》（赵海雅，2011年）、《禅宗祖师像赞研究》（王丽娟，2012年）。本人还参与西北大学教育部重大招标项目“佛
教文学通史”，为“宋辽夏金元”部分子项目负责人。 

2014 年，发表了《涉佛文体与佛教仪式——以像赞与疏文为例》（《浙江学刊》，《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
近代文学》第 8期转载），文章认为“涉佛文体”多与一定的佛教仪式紧密相关，或在仪式中产生，或在仪式中应
用。然而历代别集、总集的编撰者，为了编纂文献的需要，把这些文体从一定的仪式环境中抽取出来。在保存文献 

 

文化 文学 

文献 

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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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文献存在的文化生态被破坏，成为仅能供阅读的案头文字，从而失去其鲜活的生命力。如果把这些文体还
原到产生的仪式环境中，其意义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彰显。文章以“涉佛文体”中的像赞、疏文为中心，考察“涉
佛文体”与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教学、祝赞庆贺、追荐纪念、迎请募劝仪式之间的关系。 

三、佛教文化研究方面 
主要关注佛教与宋明理学的关系，以佛教、禅宗的视域，以概念史的方法，梳理分析宋明理学的一些观念在发

展演变过程中所受佛教的影响。 
近五年来，发表文章两篇： 
1、《道统、功夫与学派之间——“心学”义再研》（《哲学研究》2013 年 7 期，1.7 万字）：文章认为：佛教“心

学”一词，最早见于东汉安世高所译《大比丘三千威仪经》，其义为佛教三学中的“定学”。道教“心学”一词，
最早似出于陶弘景《真诰》，晚于佛教心学。而作为一个学术名词的儒家“心学”，最早见于南宋湖湘派胡宏所撰《知
言》中。自宋至明，儒家“心学”兼有数义：即道统心传之学，此与释道之道统相对抗；用心而学，此与汉唐训诂、
辞章之学相对立；论心治心之学，新儒学的功夫论。从外延来看，阳明学兴起之前，“心学”主要是指以濂洛关闽
为代表的新儒学，特别是指程、朱一派的学术传统。“心学”作为学派专名指称阳明之学，始于明嘉靖年间，至万
历后渐趋定型。近代以来，以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划分程朱、陆王，“心学”由侧重于道统心传的道统论
名词渐向本体论名词转化。考察儒家“心学”一词的演变，可以看出，其意义的重点首先由“道统心传”的道统论
向“论心治心”的功夫论转移，又由功夫论向以心为本质、本源的本体论、宇宙生成论转移。 

2、《帝、儒、中、心之间——朱子前十六字心诀流传阐释考论》（《哲学研究》2015年1期，1.2万字），文
章认为《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阙中”十六字，本为帝王治道，而《尚书》自
汉代起，即为帝王学习的重要内容。唐宋帝王对《大禹谟》的重视与讲习，使得“虞廷十六字”逐渐成为帝王与儒
臣的公共知识。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学者，已将十六字与《中庸》、《孟子》、《大乘起信论》
结合，为十六字的阐释提供了广阔的理论空间。中唐以后，《中庸》一书已渐与儒家道统相联属，程颐则径称《中
庸》为“孔门传授心法”，正是在与《中庸》在相互指涉中，十六字具有了“传心之诀”的意义。杨时再传弟子林
之奇首先将十六字与韩愈所构建的道统联系起来，并将其称为“道学之要”。此为十六字由帝学而儒学，由外王之
道而内圣之学的扩展。以四书解虞廷十六字，是宋代四书释五经风潮的一个侧面。以四书解十六字又有二派：一以
《中庸》“致中和”解十六字，重视“中”之意义；二是以《孟子》“求放心”解十六字，重视“心”之作用。司马
光首以《中庸》解十六字，然其对中之解说，及“求中”之方法却大受二程诟病，于是引起十六字解释重心由“中”
而“心”的转移。二程以人欲、天理解十六字，杨时体验“未发之中”，显示了十六字解说中“中”与“心”的紧
张。朱子虽远承杨时，然于体验“在中”甚为不叶，故有新旧中和之悟。“心统性情”突出心的知觉与主宰，十六
字的解释转向“中以前事”，即“人心道心”的探究。此则为十六字解释由“中”而“心”，由本体论、境界论而工
夫论的转移。    

本人的研究已引起学界的一些重视，多篇文章为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佛教文献与佛教文学》一书入选《中国
佛教学者论集》，《汉文佛教文献学体系构想》一文被《中国宗教研究年鉴(2009-2010)》选为年度推荐论文。对于
《〈景德传灯录〉研究》一书，长江学者李小荣教授评价为“出入文史哲，见之于综合”。而《道统、功夫与学派之
间——“心学”义再研》一文发表后，香港大学赵汝明教授专门写信进行评议。同行的关注与认同，是对本人研究
最重要的鼓励与鞭策。 

 
本人承诺以上所填信息及所提供附件材料均属实。 

被推荐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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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注：表格请用 A4 纸双面打印，主要教学、科研情况可另附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