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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藏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考释 

段玉泉 

 
《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是般若部的一部重要佛经。这一佛经目前已经发现有梵、汉、藏、西夏

多种文本。其中的梵文本，日本著名梵文学者汤山明博士(Dr. Akira Yuyama)进行了详细的校勘和深入研究，
①季羡林先生则利用梵文本证实古代印度西北方言-am＞-o，-u的语言变化特点并进而探讨般若部乃至大乘

佛经的起源问题。②此佛经的汉文本、藏文本，罗炤先生利用其在北京房山云居寺的发现进行了全面介绍，
③根据佛经的汉文题记，这种刊于 1447 年的明代版本佛经是在西夏仁宗时期完成的译作。 

西夏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的研究相对较少，荒川慎太郎曾撰文就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

馆藏的此种佛经的两个残片进行了考释。④除此之外，这一佛经在各藏卷中得到确认的情况大致如下：俄

藏黑水城文献有Инв.№595-598、602-605、687、2727、3705、5711、6888、7440 等 14 个编号；英藏黑水

城文献已经定名的有Or12380-3086、3026、3166、3726、3692、3693、3935；国内有甘肃博物馆藏天梯山

出土的T25-3 号，在新近出版的《中国藏西夏文献》（以下简称为《中藏》）中编号为G21·039。⑤由于俄藏

部分尚未公布，藏卷中是否有完整的一部《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暂不得而知。据荒川慎太郎文中

透露的信息，似乎多为残片。若是如此，对那些尚未拟题的佛经残片一一甄别就很有必要。本文讨论的是

《中藏》中尚未定题的此种佛经的另外 3 个残件，它们全部集中在《甘肃编》，编号分别为G21·053[T23-2]、
G31·023[6739]与G31·026[6746]。 
 

一  甘肃博物馆藏 G21·053[T23-2]号考 

 
中国藏西夏文献 G21·053 号，现藏甘肃博物馆，原编号为 T23-2。这一文献系 1952 年甘肃武威天梯山

石窟发现的一批西夏文文献之一。《中藏》分 5 个图版刊布，题“西夏文刻本佛经残页”。叙录转引如下： 
                                                        
①  据季羡林先生《论梵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一文载，汤山明博士的相关著作有：（1）A Grammar of the 
Prajñā-pāramitā-ratna-guṇa-saṃcaya-gāthā ( Sanskrit Recension A )，Faculty of Asia Studies in association with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Canberra，1973； （2）Prajñā-pāramitā-ratna-gu�a-sa�caya-gāthā ( Sanskrit Recension 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 
②  季羡林：《论梵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原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 4 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年；又见《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 年。 
③  罗炤：《藏汉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考略》，《世界宗教研究》1983 年第 4 期。 
④  荒川慎太郎：《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所藏中西（亮）搜集的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颂〉断片》，《内陆亚细亚

研究》第 18 号，2003 年。 
⑤  陈炳应：《天梯山石窟西夏文佛经译释》，《考古与文物》1983 年第 3 期。图版及叙录见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

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6 册，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 年，

第 3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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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页。高17.5 厘米，宽 9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3.6 厘米。存 5面，面 6行，行 11字。
①

该残件与同在一地出土的 T25-3 号有一相似之处，即每行 11 字。由于残页中多处出现“胜慧到彼岸”

的字眼，联想到荒川慎太郎考证的日本藏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以及云居寺发现的藏、汉合

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也具有每行 11 字的特征，笔者对 5 个残页进行全文对译并与云居寺汉文

本比对，确认此 5 页佛经为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的残片。5 个残片中，除第 4、5 片内容紧

密相连、对应于“魔行品第十一”外，余皆分散于“一切种智品第一”“清净品第八”“地狱品第七”。下

面是对西夏文的释读。释读主要以对译为主，而不作相应的转译，是考虑到房山云居寺保留了一个西夏鲜

卑宝源翻译的汉文本。对译力求实现词与词之间的对应，特殊地方以注释说明。为方便读者比较夏、汉两

种文本之间的语言差异，特将西夏文录文、对译以及云居寺汉文本纳入同一行排列。 
             录文                       对译                  云居寺汉文本②

G21·053[T23-2]-1P：（一切种智品第一） 

笋蔲篟菋论纓翓怖截超癏    或者不及悟所色是想生起    或由不了计度如是之作意 
栏粙菋篎蟨聁疲瞭簵膌菋    受行及又种识蕴依修行并    执是色蕴受想行识依彼修

1

蘦疲穉妒紩窾亡蘀簕聁落    此蕴空谓思故菩提勇识者    谓此蕴空如是菩提勇识者
2

贴毋膌怖毯哗棍毋们癏簁    相于行是生无处于信解不    即是着相不能信解无生处
3

莻耳翓哗栏哗截哗粙魏哗    何为色非受非想非行亦非    若有非色非受非想亦非行 
聁毋篟膌菋篎纚哗瞭簵膌    情于无行及又住无依修行    于彼识蕴无行无住而修者 
G21·053[T23-2]-2P：（清净品第八） 
翓谍付葾驾付葾落緂论簧    色之清净果清净者知晓是    色清净故应知即是果清净 

驾翓付葾癦癦箎箎付葾铜    果色清净一切智智清净说    果色清净一切智智亦清净 

癦癦箎箎驾付葾菋翓付葾    一切智智果清净与色清净    一切智智果清净与色清净 

且穉揉堡篟酞菋篎篟菤蒜    虚空界如无异与又无断也    如虚空界即无别异无断故 

簕拔莻毋庭膌監膳姑維嘻    巧便何于行行胜慧彼至以    若于巧便以此胜慧彼岸行
4

戊揉次始父城粔膁毋魏簁    三界实真度时解脱于亦不    能度三界亦复不住于解脱 

G21·053[T23-2]-3P：（地狱品第七） 
蘦姑維膌緓拔舉絧聮□□    此彼岸行权巧二心疑□□    行此彼岸权巧无有疑惑心

5

蕽城磤台焊落鞘祇截超癏    闻时立即彼者导师想生起    暂时得闻便能生起导师想 
焊落亡蘀盝秲磤台论阶簧    彼者菩提寂灭立即达能是    彼即速能了达菩提寂灭理 
瞣砈膌砂總嫩墅薿谍窿□    曾世行时[那由]明满之恭□    往曾修行虽供那由他诸佛

6

監锁監膳姑維篟们聮癏窾    善逝胜慧彼岸不信疑起则    疑惑不信善逝胜慧到彼岸
7 

蕽城磀埠庭属蘦落次通粵    闻时少智业为此者实弃舍    由少智故闻此教时便弃舍
8

G21·053[T23-2]-4P、5P：（魔行品第十一） 
蘦落篟论蘦通粵窾挤□□    此者不达此弃舍则魔□□    弃舍于此不听受者是魔事 
焊堡篟论焊驳臷落通粵城    是如不达彼等本者弃舍时    不达如是彼等弃舍于根本 
聂蛆腞落鸥菋菺驳衬蘞蒜    愚痴者者枝及叶数搜寻也    由愚痴故寻逐枝末及萼叶 
菞甸笍魏菞甸虆矰衬蘞堡    大象获亦大象足迹搜寻如    如有获象舍彼反求于脚迹 
監膳姑文蕽城瞲蘞魏焊堡    胜慧彼岸闻时经寻亦此如    闻此胜慧反求余经亦复然 
沪堡蔵蔵舅溺緸谍撬笍□    譬如或或百味有之食得□    饍譬如有人先得百味之肴  
较撬笍城撬履衬蘞□□□    上食得时食恶搜寻□□□    得已弃舍反求弊恶之饮食 
亡蘀簕聁監膳姑維蘦笍□    菩提勇识胜慧彼岸此获□    菩提勇识获此胜慧到彼岸 

綽疾睫嘻亡蘀□蘞□□□    声闻地以菩提□求□□□    于声闻地求菩提者亦复然 
窿聴稧煞菋篎笍□□□□    恭高喜求及又得□□□□    若为希求恭敬及与浮财利 

                                                        
①  见《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6 册，第 315 页。 
②  云居寺宝源译汉文本据罗炤《藏汉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考略》录文转录，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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煞絧嘻落縇蔎蘞蘞属□□    欲心以者舍与访求为□□    以贪欲心访认族戚聚落中 
緳矖通粵篟矖属籃庭簵□    正法弃舍非法为应行修□    舍彼正法受乐行诸非法事 

注释： 

1. 粙-行(蕴)：该字通常对译汉文的“思、虑”，云居寺本以“行”相对，表示五蕴之一的“行

蕴”。季先生在梵、汉对比中于云居寺汉文本第一品“无色无受亦复无想及行识 ”句后指出，“五

阴 ( 蕴 ) 是：色 ( rūpa )、受 ( vedenā )、想 ( saṃjñā )、行 ( saṃskāra )、识 ( vijñāna )。这里（指

梵文本）缺少saṃskāra，而代之以cetanā，而cetanā，根据榊亮三郎《翻译名义大集‧1927》译‘思’。

可是两个汉文译本（指西夏宝源与宋法贤译本）都译为‘行’，不知何故。”①本残件中，西夏文本

对译成汉文正为“思”，与梵文本颇合。按，大乘佛教以六思身为行蕴，如《大乘阿毗达磨集论》

卷 1 云：“云何建立行蕴？谓六思身。眼触所生思，耳触所生思，鼻触所生思，舌触所生思，身触

所生思，意触所生思。由此思故，思作诸善、思作杂染、思作分位差别。又即此思除受及想，与余

心所法、心不相应行，总名行蕴。”
②
可见，狭义的“行蕴”与“思”相当。 

2. 亡蘀簕聁-菩提勇识：梵语中对应的词语为 bodhisattva。汉文中通常译作“菩萨”或“菩提萨埵”。

云居寺汉文本译为“菩提勇识”，西夏文本对译过来正好相同。这一译法可能源自藏文的 chang chup sem pa，
其中 sem 义为“想、识”，pa 义为“勇猛”。 

3.�们癏-信解：直译为“信-起”，云居寺汉文本以“信解”对。 

4. 簕拔-巧便：该词直译为“勇猛、勇健”，云居寺本则以“巧便”相对。梵文中对应的词语为

upāya-kauśalya，西夏文译以“簕拔”，可能源自藏文 mkhas-pa。 
5. 緓拔-权巧/大智：緓有“巧、善”义。此句緓拔连用，云居寺本以“权巧”相对；下文则有两处云

居寺本以“大智”相对。梵文中对等的词语为 upāya-kauśalya，可译成汉文“善巧方便、善权方便、权巧

方便、善方便、巧方便、权方便”等，或单称为“善巧、善权、巧便、方便”，即随顺机宜而施设的巧妙

智用，故云居寺本以“大智”相对。 
6. （1）總嫩-那由[他]：此为梵文nayuta的音译，只是西夏文的總嫩[no1•jiw1]缺失了梵文中的-ta，而

云居寺本恰以“那由他”相对。nayuta为印度之数量单位，具体数量大小说法不一，或为千亿，或为百万

等。（2）墅薿（明-满）-佛/正觉/善逝：该词在 3 个残件中多次出现，云居寺汉文本或以“佛”对，或以

“正觉”对，或以“善逝”对。又，据笔者所查，西夏文《顶尊相胜总持功能依经录》《圣观自在大悲心

总持功能依经录》亦多次出现墅薿，宝源汉文译本除以“正觉”等对外，亦以“如来”对。按，无上瑜伽

以穷证光明为解脱成佛的秘要，谓自心明体即佛，佛被称为“明满”(圆满证得明体)。藏传密教文献的汉

文本中不难见到这一词语，如《喜金刚续》：“内外觅佛不可得，此心即是圆满佛。”《大乘要道密集·金璎

珞要门》载黑足大师颂云：“三世明满体是一，彼之自性即自心。”西夏语字面意思正好就是“明满”， 可

见，“明满”亦是佛的异名。 

7. 監锁-善逝/胜势：该词在 3 个残件中三次出现，云居寺本以“善逝”两对，以“胜势”一对，当同

为佛之名号。 

8. 磀埠-少智：该词在 3 个残件中四次出现，云居寺本皆以“少智”对。 

9. 綽疾-声闻：该词在 3 个残件中三次出现，云居寺本皆以“声闻”对。在西夏文经文中与“声闻”

相对的还有競蕽一词，两次出现。競蕽显然是汉文“声闻”的意译，而綽疾一词，直译为“敌-坏”。西夏

语以綽疾指称“声闻”，可能受到藏文的影响。 
 

二  武威博物馆藏 G31·023[6739]号考 
 

中国藏西夏文献 G21·023 号，现藏武威市博物馆，原编号为 6739。系 1987 年 5 月发现于武威市新华

                                                        
①  季羡林：《论梵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第 561 页。 
②  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31 册，第 664 页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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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亥母洞寺遗址。《中藏》分 5 个图版刊布，题“西夏文刻本  佛经残页”。叙录转引如下： 
经折装。土黄色麻纸。残存 10 面。高 17.8 厘米，宽 8.4 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4 厘米。面 6

行，行 11 字。
①

该残件形式上与 G21·053 非常相似，面 6 行，行 11 字。且同样是上下栏框与正文之间留有较大的空

间，通篇留有这么大的空间在其他文献中是比较少见的，这一特征正好与此佛经全文以颂偈的形式存在相

吻合。此件文献在图版第 1、5 页另有两处经题，逐字对译成汉文如下： 
集颂中花散撒品二十八第  竟   （见 G31·023[6739] -1P） 

集颂中心真品二十七第  竟     （见 G31·023[6739] -5P） 

这显然是佛经的尾题，且属于某部佛经内部章节的小标题，小标题中的“集颂”二字当是整部佛经经

题中的一部分。对译成“颂”的西夏字在很多情况下也可对译成“偈”，因此“集颂”也可以对译为“集

偈”。查云居寺汉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第 28 品为“散花品”，与此残件正好对应，第 27 品

则为“精微品”，与此似有出入。但对正文的进一步对勘表明，两者同样可以对应起来。毫无疑问，G31·023
亦为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的残件。经过对全文对译并与云居寺汉文本比对，我们发现这 5
个版页 10 面的内容是连为一起的，正确的接合顺序应该是 4P(左)＋5P＋3P(左)＋4P(右)＋1P＋2P＋3P(右)，
对应的内容是精微品第 27 品末尾部分、散花品第 28 品的全部、随顺品第 29 品的前半部分。下面是对西

夏文的释读。释读方式如上例。 
录文                       对译                  云居寺汉文本 

G31·023[6739] -4P(左)、5P：  
焊堡亡蘀簕聁盝粙两驳嘻    是如菩提勇识静虑力诸以    菩提勇识以静虑故到彼岸 

姑文維城穉纚糺粙父篟笭    彼岸到时空住忧思度不归    得住于空不归圆寂亦如是
1

礠聁搓废緳萚籄较維簧菋    诸情有胜功德最上至是并    超诸有情欲至最上功德聚 

墅薿箎落较搓挡糳较螑菋    明满智者上有未曾上证并    欲证正觉最胜希有无上智 

矖涸磟蚚籄袭较例涸晾落    法施异常最中上妙法施欲    欲施胜法欲行真实妙施者 

礠持属谍籄较棍毋瞭伯籃    诸治为之最上宫于依靠应    应当依止诸救度者胜依处 

并磵袭絧始稾舉灯蒤吨  蜶  集偈中心真品二十七第 竟     
蘦翛籃落镜腞翛籃莻碽铜    此学处者救者学处何所说    救度所说所有一切学处中 

翛籃搓搓籄袭较菋蘣父哗    学处有有最中上及超过无    即此学处胜过一切无能及 

莻耳緓拔癐翛姑文維晾腞    何为巧健皆学彼岸到欲者    若有大智欲学一切到彼岸 

墅薿翛籃監膳姑文蘦翛毋    明满学应胜慧彼岸此学于    应学于此佛所修学慧彼岸 

蘦落矖谍纖入较菋矖入例    此者法之伏藏上并法藏妙    此即名为上法伏藏如法藏 

墅薿癅怖膖唱驳谍眣疤入    明满种是游行数之安乐藏    是诸佛种一切有情安乐藏
2

焦紻挡紴禋粮融揉科融构    所过未来十方世界中世尊    过去未来十方世界诸如来 

焊驳蘦毋毯魏矖揉纁缄哗    彼数此于生亦法界尽日无    皆从此出于法界体无所尽 

茋菋键驾苾臎往祡搓搓驳    树及花果丛林若干有有数    所有一切丛林树木花果实 

焊驳癦癦睫皺次始脜砓紾    彼数一切地上实真生长大    无遗无余悉皆从此大地生 

穔魏睫谍纁籃篟搓泊籃哗    尔亦地之穷不无有增可无    于时大地无有损减无增长 

G31·023[6739] -4P(右)： 
次始篟疾眮紩篟癏縳舠哗    实真不坏妄思不生厌恶无    实无所坏无所私念无厌恶 

墅薿竛菋競蕽蘪肅礠聻菋    明满子并声闻独觉诸天及    诸善逝子声闻独觉人天众 

膖唱癐谍絁疤矖驳往搓搓    游行皆之安稳法数何有有    及诸有情所有一切安稳法 

焊癐監膳姑文较毋超癏脜    此皆胜慧彼岸上于生起生    悉皆从此最上胜慧彼岸生 

窗魏監膳纁籃篟搓泊籃哗    常亦胜慧尽可不有增可无    于胜慧体无有尽极亦无增 

                                                        
①  见《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6 册，第 4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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聁搓葌稾碟稾较簧往搓搓    情有下品中品上是何有有    世间所有上中下品众生类 

焊癐苔哗毋脜礠界臲驳铜    此皆明无于生诸善逝数说    一切皆从无明所生善逝说 

絅驳篿城蛜甲碅落次脜砓    缘数聚时苦罚轮者实生长    因缘和合真实所生业道轮 

苔哗聰碅蘦落纁哗泊籃哗    明无道轮此者穷无增可无    于无明轮无所损减及增长 

箎矖旺菋紏蘞臷驳往搓搓    智法门及方便本数何有有    所有智仪门及方便根本法 

焊癐監膳姑文籄较毋脜癏    此皆胜慧彼岸最上于生起    皆从于此最上胜慧彼岸生 

絅驳篿城急谍聰碅次脜砓    缘数聚时业之道轮实生长    因缘和合真实所生业道轮 

G31·023[6739] -1P： 
監膳姑文纁籃篟搓泊籃哗    胜慧彼岸尽可无有增可无    胜慧彼岸无有减尽无增长 

莻耳亡蘀簕聁絅癏蠣驹毋    何为菩提勇识缘起拘属于    菩提勇识若于缘起相由法
3

毯哗纁秲哗瞭蘦堡監膳论    生无尽灭无依此如胜慧达    慧达如是无生及与无灭尽 

緩哗缄落墅萂皢嘻経矠堡    云无日者光明遇以暗除如    譬如杲日出于云翳破诸暗 

苔哗経梆蘈疾订脜螑笍蒜    明无黑暗摧破自生证得也    摧破无明黑暗之障证自然 

并磵袭键慷翅稾舉灯萰吨 蜶  集偈中花散撒品二十八第 竟 

菞娇两罈淮盝粙魏棍纚城    大威力有四静虑亦安住时    具大威德安住四种静虑时 

吞穔瞭伯棍纚丑腞魏哗蒜    不彼依靠安住令者亦无也    不依于彼亦复无有安住者 

穔魏淮盝粙谍翖鸥息槽落    尔亦四静虑之缘支独奉者    尔时所有四种静虑之支分 

例始籄较亡蘀笍谍瞭臀簧    妙真最上菩提得之依即是    即能作彼真妙最上菩提依 

監膳较笍盝粙驳毋棍纚落    胜慧上得静虑数于安住者    获上胜慧安住于诸静虑者 

翓哗筟籱淮例始魏省栏蒜    色无等定四妙真亦受承也    亦能受用四种真妙无色定
4

G31·023[6739] -2P： 
盝粙蘦驳籄例亡蘀较谍持    静虑此诸最妙菩提上之益    此诸静虑能益最上妙菩提 

亡蘀簕聁礠紻纁絅翛簁蒜    菩提勇识诸漏尽因学非也    菩提勇识非因漏尽而修学 

蘦落緳萚簵谍埠搓搓挡糳    此者功德修之少有有未曾    修此功德即为甚奇未曾有 

盝粙筟籱毋落纚城贴哗簧    静虑等持于者住时相无是    由以无相住于静虑三摩地 

睪毋纚驳笋蔲竃落焦秲窾    彼于住诸倘若身者已灭故    诸住于彼若复其身灭谢时 

矺漓截瞭晾揉科落纝毯栏    何云念依欲界中者再生受    如彼所念再复受生于欲界 

沪堡艝監綀矂籒聻繕饲科    譬如俭胜人有昔天国土中    譬如于此生长南赡部洲人 

较猜棍科籒前挡糳絘碽扦    上天宫中先往未曾后乃往    于上天宫先未曾往后达彼 

睪袭耳驹般揉驳落癐癿城    彼中所摄境界数者皆见时    见彼所有天宫所摄妙境界 

纝篎猴維耫窾晾絧篟癏堡    后复还至来则欲心不起如    后复还本于此不生于贪欲 

焊堡亡蘀簕聁籄较萚省籱    是如菩提勇识最上功受持    菩提勇识如是执持胜功德 

桅緸毋废盝粙筟籱棍纚城    禅定于胜静虑等持安住时    勤于禅定安住静虑等持时
5

篎纝蘦落晾揉科纚繗籃哗    后复此者欲界中住着可无    再住欲界于此无有所染着 

繰袭键堡蚒顶矖毋篟棍纚    水中花如儿童法于不安住    如莲离水即不住着愚童法 

菞腞订翗聁搓谍竲氨硙丑    大者自唯情有之利成熟令    大士唯自饶益有情令成熟 

繕葾姑文維蜶翗持属腞怖    国净彼岸至竟唯治为者是    即净国土满到彼岸利益者 

亡蘀緳萚姑文維毋卢疾妒    菩提功德彼岸到于恐毁说    虑恐损失菩提功德到彼岸 

翓哗揉科毯落煞簁篟癌蘞    色无界中生者求无无祈求    即不欣乐慕求生彼无色界 

注释：�

1. 糺粙父-圆寂：该词在 3 个残件中三次出现，云居寺汉文本均以“圆寂”对。按，汉文中的“圆寂”，

为梵文pari-nirvā�a的义译，音译为“涅槃”。《番汉合时掌中珠》中有从汉文“涅槃”音译过来的“筁仅”。

此以糺粙父对“圆寂”可能源自藏文。因为糺粙通常对译汉语的“凄伤”“怀忧”“懊恼”“悲哀”等，三

字组合字面意思为“忧-思-渡”。据林英津研究，《圣妙吉祥真实名经》藏文本将原典的apratisthita-nirv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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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住处-涅槃），译成mi gnas mya nan das pa po(不有/住-愁苦-出离-者)。①此以“出离愁苦”对译-nirvano，
正与本文相合。  
2. 膖唱-有情：该词在 3 个残件中五次出现，云居寺汉文本四次以“有情”对，一次以“他行”对。《圣

妙吉祥真实名经》也多次出现这一词语，释智本亦多以“有情”对。林英津认为，西夏语以膖唱指称“有情、

众生”，也许受到’gro藏文本的暗示，因为藏语的’gro是“行、走、来、去”的意思。
②

3. 蠣驹-相由（法）：字面意思为“拘-属”，云居寺汉文本以“相由（法）”对。又《圣妙吉

祥真实名经》亦有该词，汉文本所对不甚明确，林英津认为当与“不共（法）”相对，是“共”的

意思。
③

4. 筟籱-三摩地：直译为“等持”。此为梵语Samādhi的意译，云居寺汉文本采用音译的方式译为“三

摩地”。按，等持，定之别名。《俱舍论》卷 28 曰：“等持者为定，名异体同。故契经说心定等定，名正

等持。此亦名为心一境性。”④  
5. 桅緸-禅定：字面意思为“默-有”，该词在 3个残件中两次出现，云居寺汉文本均以“禅定”相

对。此词在俄藏佛经目录中多次出现，据《夏汉字典》，聂历山将其翻译成“隐修、禅定”，又翻译为“俞

祇”。俞祇，又作“瑜伽”，系梵文yoga的音译，禅定则是瑜伽法的内容之一。《圣妙吉祥真实名经》中也

多次出现该词，释智汉译本也以“禅定”相对，林英津认为西夏语的“桅緸”是解释性的译法，或与藏

文rnal ’byor(瑜伽、隐修、相应)有关。⑤

 

三  武威博物馆藏 G31·026[6746]号考 

 
中国藏西夏文献 G21·026 号，现藏武威市博物馆，原编号为 6746。和 G31·023 同发现于武威市新华乡

亥母洞寺遗址。《中藏》分 8 个图版刊布，题“西夏文刻本  佛经残页”。叙录转引如下： 
经折装。土黄色麻纸。残存 12 面。高 18.4 厘米，宽 9.2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16 厘米。面 6

行，行 11 字。未断开处中间标有汉文页码。
⑥

该残件形式上与前两件非常相似，面 6 行，行 11 字。上下栏框与正文之间同样留有较大的空间。此

件文献在图版第 1 页亦有经题，逐字对译成汉文如下： 
集颂中魔业品二十一第  竟     （见 G31·026[6746] -1P） 

查，云居寺汉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第 21 品为“魔业品”，与此对应。可以肯定，这同样

是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的残件。不过这件文献上下双栏，与同在一地出土的 G31·023 号上

下单栏有别，且版高、宽均不一致，可能属于不同的刻本。经过与云居寺汉文本比对，我们发现这 8 个版

页共 12 面的残件虽多处断裂错乱，经考释可以拼合成两个紧密相连的部分：（1）4P＋5P＋2P＋3P；（2）
7P（左）＋8P＋7P（右）＋1P＋6P。由于西夏文本太长，为节约篇幅，直接将云居寺汉文本与残页对应的

内容转录如下，以便感兴趣的读者与图片比对。 

1. 4P＋5P＋2P＋3P。4 页内容相连，为“方便善巧催折品第二十”的一部分。 
获得静虑及与信等之根力    于圆寂理不生染着独受用 

不令有情生起苦恼不乐心    如有商客为事缘去知本路 

不住其间城邑聚落及旷野    于彼宝洲亦不染着而久住 

善知迳路智者不住于本家    菩提勇识智慧明了亦如是 

解脱所有声闻独觉识解脱    不住于彼亦复不住正觉智 

                                                        
①  见林英津：《西夏语译〈真实名经〉释文研究》，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2006 年，第 154 页。 
②  见林英津：《西夏语译〈真实名经〉释文研究》，第 70 页。 
③  见林英津《西夏语译〈真实名经〉释文研究》，第 226 页。 
④  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29 册，第 146 页下栏。 
⑤  见林英津《西夏语译〈真实名经〉释文研究》，第 138 页。 

⑥  见《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6 册，第 4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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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智本道于其有为亦不住    于诸有情若时悲悯为初首 

修行空性无相无愿三摩地    不起是念愿我获得于圆寂 

谓言有为如是施设不应理    譬如化人非不显现于身相 

于彼亦可容许施设于名所    菩提勇识行解脱门亦复然 

于彼亦应施设差别之名数    若有真实咨问信根及力等 

菩提勇识不为演说空无相    亦复不示不退转地之法门 

应知即彼非是胜势所记别    于声闻地以缘所悟独觉地 

2. 7P（左）＋8P＋7P（右）＋1P＋6P。此 5 个部分依次相连，内容包括“魔业品第二十一”的全部、

“善知识品第二十二”前 15 偈。 
若以实谛神力所致种种相    便作是念我得记别心高举 

菩提勇识或被他记心高举    住慢心故应知即彼是少智 

依于名因欲恼乱故魔来至    作如是言汝及父母名如是 

当知是汝七代先祖之名字    汝于某时当心作佛名如是 

净行禅定由此出现于如是    汝曾所修功德之行今亦然 

若闻此语菩提勇识贡高者    应知即此魔所发起是少智 

若有依止寂静住所及城邑    谿山 旷野或依寂静林薮中 

菩提勇识矜赞自能毁他者    应知即此魔所发起是少智 

恒住野宅土境村邑聚落中    勤勇唯务成熟有情求菩提 

恒不起于欣乐声闻缘觉心    是即说于善逝子之寂静心 

若有山谷广阔五百由旬量    充满毒蛇设住众多俱胝岁 

菩提勇识不了如是寂静者    起增上慢即名住于愦闹中 

菩提勇识为有情故勤精进    获得静虑根力解脱三摩地 

哂谤于彼念非行于寂寞行    胜势说为即彼住于魔境界 

若住聚落无间住于寂静处    离二乘心决定希有胜菩提 

趣离他行是寂名为住寂静    菩提勇识试探彼者名自坏 

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善知识品第二十二 

是故速希真妙最上菩提心    大智应当真实摧服我慢时 

如诸病者为除病故凭良医    以不放逸应依伏于菩知识 

菩提勇识诸有趣入上菩提    与到彼岸应知俱是善知识 

彼等显示相应之行所修处    以二种因速能证得佛菩提 

住十方界过现未来诸善逝    悉皆行此彼岸之道无有异 

所有趣口于此最上菩提心    此到彼岸说如明烛是上师 

胜慧彼岸如彼所有空自性    此一切法所了性空亦复然 

诸法皆空依无相门了达者 

需要指出的是，第 4 页分属 2 面，有明显的接纸痕迹。右面仅 3 行文字，对应的汉文是“胜慧彼岸如

彼所有空自性/此一切法所了性空亦复然/诸法皆空依无相门了达者”，内容却无法和左面相连。第 6 页后

竟然有同样的 3 行文字重复，这种接纸错误不知是文献出土以前就是如此还是整理者错误所为，如果前种

情况成立，这对于西夏文献的出版、流传的研究就很有意义。 

 

四  余   论 

 
综合目前发现和考证出的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的各个残件，可以大体得出这种文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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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特征：①经折装；②面 6 行，行 11 字①；③上下栏框与正文有一定的空间；④各章品经题以尾题形式

出现，无首题。陈炳应先生最近撰文，提出天梯山出土的T25-3 号为活字版佛经②，本文介绍的 3 件佛经似

乎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借助这些外部特征，还可以对那些尚未判定的此种佛经各种残件作出初步的判断。

而要作出准确的断定，应立足从文本内容出发。 
此佛经的语言特征也很值得关注。季羡林先生说过：“如果没有梵文原文，云居寺本简直是无法理解

的。”③不仅汉文如此，西夏文本更是难于理解，仅如本文这样只进行夏、汉对比，很多语言问题是无法解

决的。文中反反复复出现的“近指”与“远指”的重叠以及大量的虚词让笔者已是无所适从。很多的佛教

名相似乎都有两套词语，一是依据汉文翻译过来，一是明显受到藏文影响，这也是汉文本与西夏文本之间

的一个很大不同，宝源的汉文译文往往在佛教名相的处理上遵循了汉传佛经的传统。这些问题与差别需要

进一步的进行藏、夏、梵、汉多语言的对比。在比较了季先生所做的部分梵、汉对比，荒川慎太郎所作的

夏、藏对比之后，再结合自己不成熟的夏、汉比较，愈加感觉西夏文本与藏文本的对应程度更高。 
 
 

(作者通讯地址：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  银川  750021；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兰州  730020) 

 

 

 

 

 

 

 

 

 
 

                                                        
①  按，英藏文献中有个别残片为面 7行。 

②  见陈炳应《西夏人对活字印刷术的杰出贡献》，《西夏学》第 1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页。 

③  季羡林：《论梵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第 564 页。 

 - 10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