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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藏西夏文《大智度论》卷第四考补 

彭向前 
 
西夏文译本《大智度论》，目前共发现 3 种。第一种是 1908~1909 年在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

纳旗)出土的，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迄今尚未刊布。初次著录见戈尔巴切娃、

克恰诺夫于 1963 年合著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编号为инв.No.563、1169、3178。①后克恰诺夫在他的《西

夏文佛教文献目录》中，予以新的编号No.290，题作“大智度本母” ②，并对原编号为инв.No.563 的残件

作了简要叙录：“写本，经折装。30×12 厘米。69 页。卷末残。6 行 19 字”。③西田龙雄在该书序论中指出

俄藏残件分别出自《大智度论》卷 50、51、52；第二种出土于高昌，现藏于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残存 2
行，每行残存 12 字，出自《大智度论》卷 24；④

第三种是在 1917 年宁夏灵武出土佛经裱褙页面中发现的，

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新近刊布于甘肃人民出版社与敦煌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6 卷，编号为B11·060[3.15]。该书《叙录》对之作如下介绍：“经折装。为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

上卷裱褙衬纸。高 32.3 厘米，宽 12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23 厘米。前后皆残。存经文 8 面，面 6 行，行

17 字。板间接纸处有西夏文函号用字和表示经名和卷次的汉字‘大智度论四巳（卷）’，以及板序数、刻工

名‘翁’”。⑤本文所要介绍的，是中国藏西夏文《大智度论》第 4 卷，相关的解读可以为西夏语文研究提

供一份新资料。 
下面根据《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6 卷刊登的照片，转录西夏译本的原文，原件脱漏的字，有上下文可

资参照的，据以补出。残损的字，则据残留偏旁的形状，结合汉文译本中的字意补出。斜线表示原文另起

一行。 

 


[1]
//

[2]


/
[3]
/

[4]


/[5]
//

/
[6]
 

 

                                                        
①  戈尔巴切娃，克恰诺夫著，白滨译：《西夏文写本和刊本》，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译《民族史

译文集》第 3 集，1978 年，第 86 页。 

②  大智度本母，西夏文作。按“本母”的梵文为 Mqt3ka，“摩怛履迦”为其音译，有“议论”意。《瑜伽论

记》卷 5：“摩怛履迦云本母，集诸经义论议明之，出生诸经别所诠义，故名本母。”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2 册，第 403

页。 

③  Е. И. 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p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c.448. 
④  荒川慎太郎：《东京大学所藏西夏文断片について——西夏语訳〈大智度论〉断片》，《京都大学言语学研究》第 22

号，2003 年 12 月。 

⑤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6卷，甘肃人

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 年，第 285~2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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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①


②


[8]/

/[9]
/[10]

/

//
③


[11]
/

[12]
/[13]


④
/[14]




[15]
//

/
[16]
//

[17]

/
[18]
/[19]



///
[20]

/ 

//

/[21]
 

//

//
[22]


[23]
/


[24] /

[25]


[26]
/

[27]


/
⑤
//

/
[28]
/

/
[29]
//

/ 

经文逐字对译如下，无法译出的虚字用◇代替。 

菩萨名为佛道得后菩萨不为者何真答曰/佛道未得时心下爱着起常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求欲此因菩

萨名为佛道成更佛之种种殊异大德功得则故异名取佛名为也/譬如王子王未作时王子名为王◇作则王/子

不为王◇为则先王子虽是◇王子不为/菩萨亦彼与一式佛道未得时菩萨名为佛/道得后佛名取也声闻法中

迦旃延尼/子弟子辈菩萨相义是如宣说 

摩诃衍人言/此迦旃延尼子弟子辈者生人是摩诃衍经契/不读不诵大菩萨非诸法实相不知自根利/智以

佛法中议论诸烦恼智定根等中议论/尚处处皆失误有又菩萨◇议论欲岂有譬/如力少人渠小上跳尚跳不能

又河水上跳/欲岂有河水上跳则◇必沉没也问曰失误/者何◇是答曰上◇言三阿僧祇劫◇过然后/菩萨名为

曰者是何云也菩萨彼三阿僧祇/劫中昔头目骨髓布施心悔返无阿罗汉独/觉等彼及者无往昔菩萨大萨陀婆

为大海/水渡风恶◇◇船坏众贾人◇语我之头发/足手◇捉◇汝等◇渡使◇曰众人其言依/◇捉刀以自自◇

杀大海水中死尸者不/停则即时风疾生起风以海水岸◇执此如/大慈悲有此虽菩萨非言则菩萨谁是不彼/菩

萨二第阿僧祇劫行圆◇满三第阿僧祇/劫未入时灯燃佛◇◇佛作◇记受即时虚/空上升十方佛见虚空中立灯

燃佛◇赞誉/灯燃佛言汝一阿僧祇劫◇过时◇当佛作/名者释迦牟尼曰是如记得彼之菩萨非言/者误惑非乎 

迦旃延尼子弟子辈言三阿僧/只劫中佛相未全佛相因缘亦未种何云菩/萨是曰法一切者先相显然后其

实相知若/相无则知处无也 

摩诃衍人言佛为◇记上/虚空中往十方佛见此者大相非耶佛◇记/受后佛作曰佛为相者大相真是此大

相◇/舍而后三十二相取三十二相转轮圣王亦/有诸天魔王亦此相幻化能难陀提婆达等/皆三十相有婆跋隶

婆罗门三相有摩诃迦/叶之妻妾金色相有乃至此刻世间人亦自/各一种二种相有若眼青若臂长若高上身/半

狮子犹如此如等种若少若多显自各皆/有汝此相之重高◇者何真何于经契中三/阿僧祇劫中菩萨佛相因缘

不种言◇彼难陀/鞞婆尸佛之身澡浴为清净端正愿得◇言/又独觉塔塔之墙壁上色黛青◇涂辟支像/◇为彼

依愿言◇起我恒金色身相愿得◇/言又迦叶佛塔塔中级◇作此三种福因缘/依世世乐受何◇生处恒端严成

                                                        
①  此句汉译本作“是迦旃延尼子弟子辈，是生死人”，意思是说迦旃延尼子弟子辈是不能从轮回中解脱开来的凡夫。

夏译脱漏“死”字，不知所云。 

②  字原缺，据下文补。 
③  字原缺，据上文补。 
④  此句疑脱漏“脑”字。 

⑤  此行 17 字右半部皆残，为笔者所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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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余福/ 

注释： 

[1] ，何真，这里相当于汉语的“何故”，用于询问原因。 

[2] ，梵文Anuttarāsamyaksa/bodhi的音译，汉文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

为“无上正遍知”。“阿耨多罗此云‘无上’，三藐言‘正遍’，三菩提言‘知觉’，谓‘无上正遍知觉’”。①

[3] ，德功，汉文译作“功德”。 

[4] ，譬如。 

[5] ，虽是，位于句末，与下句句首的相呼应，相当于汉语的“虽然……但是……”。 

[6] ，梵文Kātyāyan]putra的音译，汉文作“迦旃延尼子”。人名。 

[7] ，梵文Mahāyāna的音译，汉文作“摩诃衍”,即“大乘”。“佛口所说以文字语言分为二种，

三藏是声闻法，摩诃衍是大乘法”。
②

[8] ，经契，对译佛经的“经”。 

[9] ，烦恼，为梵文Sa/yojana的意译 ，汉文译作“结使”，“随逐系缚，称之为使。结集生死，

目之为结，结缚众生，亦名为结。”
③

[10] ……，又……何有，这里相当于汉语的“何况”，用于复句的后一分句，表示意思上的

更进一层。 

[11] ，然后。表示后一件事情的发生是以前者为条件的。 

[12] ，此处表示转述别人的话结束，相当于后引号。 

[13] ，梵文Asa/khya音译，汉文作“阿僧祇劫”,意为“无数”。“阿僧祇者，僧祇，秦言‘数’，

阿，秦言‘无’。”
④

[14] ，独觉，为梵文Pratyeka的意译，汉文本“辟支”为其音译。为“辟支迦佛陀”的简称。 

[15] ，梵文Sārthavāha的音译，汉文作“萨陀婆”，意为“商主”。“或作萨陀婆冒涉崄道。”
⑤

[16] ，自。能够重叠，重叠后仍为反身代词。
⑥

[17] ，此虽，相当于“而”，表示转折。 

[18] ，对译“满”，字表示范围。 

[19] ，置于名词之后，表示该名词为动作的执行者，无词汇意义。 

[20] ，梵文 Sākyamuni 的音译，汉文作“释迦牟尼”。 

[21] ，与其前的动词结合，组成名词性短语，表示与动作行为相关联的各个方面。 

[22] ，梵文 Nanda 的音译，汉文作“难陀”，人名。 

[23] ，梵文 Devadatta 的音译，汉文作“提婆达”，人名。 

[24] ，梵文 Brāhmaza 的音译，汉文作“婆罗门”，天竺四姓之一。 

[25] ，梵文 Mahākā1yapa 的音译，汉文作“摩诃迦叶”，人名。 

[26] ，乃至，此处表示范围的扩大。 

[27] ，后加，表示“各自”。  

[28] ，梵文 Vipa1yin 的音译，汉文作“鞞婆尸”，佛名。 

[29] ，因而。 

下面是经过调整的译文： 

                                                        
①  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37 册 1757 号《阿弥陀经疏》，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25 年，第 327 页。 

②  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25 册 1509 号《大智度论》，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25 年，第 756 页。 

③  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4 册 1851 号《大乘义章》卷5，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25年，第561页。 

④  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25 册 1509 号《大智度论》，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25 年，第 427 页。 

⑤  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25 册 1509 号《大智度论》，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25 年，第 178 页。 

⑥  马忠建：《语法比较——从语法比较看西夏语的支属问题》，载李范文主编《西夏语比较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第 1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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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曰）：“何以故（未得佛道）名为菩萨，得佛道不名为菩萨？”答曰：“佛道未得时，心下常起爱

着，欲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此名为菩萨。佛道成，更得佛之种种殊异大功德，则故取异名名为佛也。

譬如王子未作王时，名为王子，已作王，则不为王子。已作王，则先虽是王子，但不名王子。菩萨亦与彼

一式，未得佛道时，名为菩萨，得佛道后，取佛名也。”声闻法中，迦旃延尼子弟子辈，宣说菩萨相义如是。 

摩诃衍人言：“此迦旃延尼子弟子辈者，是生（死）人！不读不诵摩诃衍经，非大菩萨。不知诸法实

相，自以利根智慧佛法中议论。诸烦恼、智、定、根等中议论，尚处处皆有失误，何况欲议论菩萨？譬如

少力人跳小渠尚不能跳，何况欲跳大河？跳大河则必沉没也。”问曰：“是何失误？”答曰：“上所言‘三

阿僧祇劫过，然后名为菩萨’者，是云何也？菩萨昔于三阿僧祇劫中，头、目、骨髓、（脑）布施，心无

返悔，阿罗汉、辟支等无及彼者。往昔菩萨为大萨陀婆，渡大海水，恶风坏船。语众贾人：‘捉我之头、

发、足、手，使汝等渡。’众人依其言捉后，以刀自杀。大海水中不停死尸，则即时疾风生起，以风吹至

海水岸。有如此大慈悲，而言非菩萨，则菩萨非彼谁是？菩萨第二阿僧祇劫行满，第三阿僧祇劫未入时，

燃灯佛所受记作佛。即时上升虚空，见十方佛虚空中立，赞誉燃灯佛。燃灯佛言：‘汝过一阿僧祇劫时，

当作佛，名释迦牟尼。’得记如是，言彼非菩萨者，非误惑乎？” 

迦旃延尼子弟子辈言：“三阿僧祇劫中，未全佛相，亦未种佛相因缘，云何是菩萨？一切法者先显相，

然后知其实相。若无相则不知也。” 

摩诃衍人言：“记上为佛，往虚空中，见十方佛，此非大相耶？为佛所记，后当作佛，为佛相者，真

是大相。舍此大相而后取三十二相，三十二相，转轮圣王亦有，诸天魔王亦能幻化此相。难陀、提婆达等

皆有三十相，婆跋隶婆罗门有三相，摩诃迦叶之妻妾有金色相，乃至今世人亦各自有一种二种相，若青眼、

若长臂、若上半身犹如狮子，如此等种若少若多显，各自皆有。汝何以重此相？于何经中言‘三阿僧祇劫

中，菩萨不种佛相因缘’？如难陀澡浴鞞婆尸佛之身，愿得清净端正。又辟支塔之墙壁上涂青黛色，为辟

支像，因而作愿言：‘愿我恒得金色身相。’又作迦叶佛塔中级。依此三种福因缘，世世受乐，何处而生，

恒成端严。是福之余……” 

《大智度论》通行本见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卷 25 第 1509 号
①
，下面是重新标点的相关部分，录

此以备参考： 

（问曰）：“何以故（未得佛道）名为菩萨，得佛道不名为菩萨？”答曰：“未得佛道，心爱着求，欲

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故名为菩萨。已成佛道，更得佛种种异大功德故，更有异名名为佛。譬如

王子未作王，名为王子；已作王，不复名王子。既为王，虽是王子，不名王子。菩萨亦如是，未得佛道，

名为菩萨；已得佛道，名为佛。”声闻法中，摩诃迦旃延尼子弟子辈，说菩萨相义如是。 

摩诃衍人言：“是迦旃延尼子弟子辈，是生死人！不诵不读摩诃衍经，非大菩萨。不知诸法实相，自

以利根智慧，于佛法中作论议。诸结使、智、定、根等于中作义，尚处处有失，何况欲作菩萨论议！譬

如少力人跳小渠尚不能过，何况大河！于大河中则知没失。”问曰：“云何失？”答曰：“如上言‘三阿僧

祇劫过，名为菩萨’，三阿僧祇中，头、目、髓、脑布施，心无有悔，是阿罗汉、辟支佛所不能及。如昔

菩萨为大萨陀婆，渡大海水，恶风坏船，语众贾人：‘捉我头、发、手、足，当渡汝等。’众人捉已，以

刀自杀。大海水法不停死尸，即时疾风吹至岸边。大慈如是，而言非者，谁是菩萨？第二阿僧祇劫行满，

未入第三阿僧祇时，于燃灯佛所受记为佛。即时上升虚空，见十方佛于虚空中立，赞燃灯佛。燃灯佛言：

‘汝过一阿僧祇劫，当得作佛，名释迦牟尼。’得记如是，而言尔时未是菩萨，岂非大失？” 

迦旃延尼子弟子辈言：“三阿僧祇劫中，未有佛相，亦无种佛相因缘。云何当知是菩萨？一切法先有

相，然后可知其实。若无相则不知。” 

摩诃衍人言：“受记为佛，上升虚空，见十方佛，此非大相耶？为佛所记，当得作佛，得作佛者，此

是大相。舍此大相而取三十二相，三十二相，转轮圣王亦有，诸天魔王亦能化作此相。难陀、提婆达等

皆有三十相，婆跋隶婆罗门有三相，摩诃迦叶妇有金色相，乃至今世人亦各各有一相二相，若青眼、长

臂、上身如狮子，如是等种种或多或少，汝何以重此相？何经中言‘三阿僧祇劫中菩萨不种相因缘’？

                                                        
①  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25 册 1509 号《大智度论》，大藏出版株式会社 1925 年，第 91~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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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难陀澡浴鞞婆尸佛，愿得清净端正。于一辟支佛塔，青黛涂壁，作辟支佛像，因而作愿：‘愿我恒得金

色身相。’又作迦叶佛塔中级。以此三福因缘，世世受乐，处处所生，恒得端严。是福之余……” 

最后附带讨论该经的刊刻年代问题。此经当非西夏时期的刻本而为元刻本，其一，依据原书刊工刻

手是确定版刻年代的有效途径之一。此经接口处标明刻工名“翁”，无独有偶，南宋度宗咸淳年间

（1265~1274 年）在临安府刊行潜说友所撰《咸淳临安志》100 卷，是书版心下方镌刻数十名刻工，其

中就有一名叫“翁”的。①其时已是南宋末期，宋亡元兴，这位名叫“翁”的前朝刻字工匠自然会跨入

新朝，继续从事刻书事业。而元灭西夏后，为安抚西夏遗民，曾多次刊行西夏文佛经。因此，该经应为

元初所刻。其二，此经在笔形上与西夏时期的刻本不一致。如文中西夏字常见的位于左侧的“人”字旁，

撇画一律向左拖出，其笔顺显然是撇、撇、撇、捺。西夏时期的笔顺则为撇、撇折、撇。其三，接口处

有汉文经题“大智度论四巳（卷）”，而西夏时期一般把接口处的经题也翻译成西夏文。究其原因，元代

内地刻工如翁等，不懂西夏文，所以刻版时笔顺有误，并标出汉文经题以免混淆。综合多种因素考虑，

此经应为元刻本无疑。 

顺便指出，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的刊刻年代迄无定论，既然其中之一的《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上卷

裱褙衬纸为元刻本，或可为元代说提供佐证。 
 

 

(作者通讯地址：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  银川  750021；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①  张振铎：《古籍刻工名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 年，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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