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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藏西夏文《菩萨地持经》残卷九考补 

杨志高 

 
西夏文《菩萨地持经》西夏文残卷九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为该馆（前身北京图书馆）1929 年购买宁

夏灵武出土佛经（1917 年）的粘贴裱纸之一种。此后长期不为学界所知，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该馆在

整理馆藏西夏文献时，才从其所裱的西夏文佛经上揭拔下来。史金波先生最早在《西夏佛教史略》
①
作

了简要汉译著录，其后又在《国家图书馆学刊》
②
作了介绍。近年，《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6 卷

③
刊布了

照片并作了叙录。就目前所知，此经在国内其他地方未见收藏。国外仅格林斯坦德《西夏文大藏经》
④
收

载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经卷品一致的残片。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Ⅱ
⑤
对此进行了揭示。此外，该经

不见克恰诺夫《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西夏文佛教文献目录》
⑥
,也不见英藏、法藏中已考定的佛

经名录。本文依《中国藏西夏文献》的版式内容，拟对其残卷进行译释和探考，以期给学界补充一份研

究资料。 

据《叙录》介绍：“西夏文刻本《菩萨地持经》卷 9[B11·059（3.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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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22.7 厘米。存卷首经文 7 面，

后残。面 6 行，行 17 字。经名后题款译文为‘天生全能禄番佑圣式法正国皇太后梁氏御译、救德主世增

福正民大明皇帝御译 ’。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函号用字和表示经名和卷次的汉字‘菩萨执地经九巳（卷）’，

以及版序数、字数，刻工名‘卜×’”
⑦
。 

经考证笔者要补充的是：《菩萨地持经》卷 9 残卷出自该经的“菩萨地持次法方便处净心第三品”的

残品。经名下有西夏文为千字文函号汉译为“种”和表明该经卷次的汉字“九”。其后题款为双行小字。

上文汉译文中“佑圣”无对应西夏字，疑衍文。然后是品名。正文起始“菩萨于诸众生有七种怜悯”至“受

菩萨戒律乃至舍命终不毁犯”句中的“舍命终”。版间接纸处：前述内容“菩萨执地经”应为“菩萨地持

经”之误。西夏文函号为千字文“种”，汉文版号“五百册×”。  

《菩萨地持经》，又名《菩萨地经》《地持论》《菩萨戒经》，是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经典。由弥勒

菩萨说讲，北凉中印度三藏昙无谶汉译。有 10 卷（8 卷）本和求那跋摩 9 卷异译本传世。西夏底本为昙无

                                                        
①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384 页。 

②  史金波，王菡，全桂花，林世田：《国内现存出土西夏文献简明目录》，《国家图书馆学刊》“西夏研究专号”，2002年。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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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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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284 页。又见宁夏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国家

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第 2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④  格林斯坦德：《西夏文大藏经》，新德里，1973 年，第 1223~1224 页。 

⑤  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Ⅱ《西夏译经杂记》，京都大学文学部，1976 年，第 28 页。 

⑥  克恰诺夫：《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西夏文佛教文献目录》，京都大学，1999 年。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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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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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页。 

 - 115 - 



谶 10 卷本。该经通行本见《大正藏》第 30 册 1581 号《中观部·瑜伽部上》
①
。另外，此经也有藏文本，

载德格版 4037 号，北京版 5536 号。 

录文： 

第282页：1.[1]
2.


[2]3.[3]

4.[4]
5.

6.[5]
7.[6]

8.9.[7]


[8]
10.

11.12.
13. 

第283页：1.[9]


[10]2.3.
4.5.
6.7.[11]


[12]
8.

9.10.


[13]
11.[14]12.



                                                       

13.14. 

第284页：1.[15]
2.3.

4.5.
6.[16]

 7.8.


[17]
9.10.


[18]
11.12.

13.[19]


[20]
14. 

对译： 

对译时，◇表示难以用汉字表达的西夏文虚词。通译文用五号楷体字。[ ]表示上下对音字。 

第 282 页：1.菩萨地持契经卷九第 2.天生全能番禄法式国正皇太后[梁]氏御译德救国主福增民正明大

明皇帝嵬名御译 3.菩萨地持次法方便学处净心品三第 4.菩萨诸众生于七种怜悯有上第真实名是 5.一者畏无

二者方便三者不厌四者不求五 6.者不贪六者广大七者平等或菩萨畏因诸 7.众生于怜悯心不起身口意业修众

生之安 8.乐使则畏无名是或菩萨方便慧以诸众生 9.于怜悯心起非法非律非真谛处非不教故 10.方便名是或

菩萨诸众生于方便一切不厌 11.疲故不厌名是或菩萨诸众生于怜悯心起 12.希求所无故不求名是或菩萨诸众

生于怜 13.悯心起恩报不求故不贪名是或菩萨诸众 

第 283 页：1.生◇怜悯心起众生◇限不为诸众生◇2.饶益得不可不悉不弃舍故广大名是或 3.菩萨诸众

生于怜悯心起众生界等限无 4.故平等名是或菩萨如是七种怜悯成就故 5.上等真实名是或菩萨佛法僧于方便

观察 6.决定解得故净心名是略说十五种有一者 7.无上心二者戒心三者[波罗密]心四者真实 8.义心五者神

力心六者安心七者乐心八者 9.解脱心九者坚固心十者不虚心十一者不 10.净心十二者净心十三者清净心十

四者 11.调伏心十五者俱生心佛法僧宝专乐净心者 12.无上名是菩萨戒律受净心者戒名是施忍 13.进精禅定

智慧行净心者[波罗密]名是人我 14.无法我无人法我无上第义法甚深净心者 

第 284 页：1.真实义名是诸佛菩萨之思议<>不神通力 2.俱生力净心者神力名是诸众生之善法以 3.饶益

欲故安名是诸众生之摄取饶益欲故 4.乐名是诸众生于贪心不其报受绝故解脱 5.名是无上[菩提]于心意坚

固故坚固名是 6.众生之利益开觉悟方便方便不颠倒智俱<>7.<>解脱者不虚名是行解地菩萨心者不净 8.名
是净心地乃至所定行地菩萨心者净名 9.是究竟地菩萨心者清净名是彼不净心者 10.调伏净心名是清净心思

惟因俱生名是性11.自真实身心则故俱生谓此清净者十五净12.心是此十五净心地一切随略说十种事作13.
无上心者三宝慧行一切修[菩提]具一切上 14.第真实修戒心者菩萨戒律受乃至寿尽尚 

通译： 

 
①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30 册 No.1581，第 939 页上、中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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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地持经》第九卷 

天生全能禄番式法正国皇太后梁氏御译；救德主国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嵬名御译 

菩萨地持次法方便学处净心品第三 

菩萨对诸众生有七种怜悯。第一称为真实：一是无畏；二是巧便；三是不厌；四是不求；五是不贪；

六是广大；七是平等。菩萨不因为畏惧的缘故，对诸众生起怜悯心，修身口意业，安乐众生，这是无畏。

菩萨以巧便智慧，向诸众生起怜悯心，非法、非律、非真谛，不教非处，这是巧便。菩萨对诸众生行一切

方便而不疲厌，这是不厌。菩萨对诸众生起怜悯心，无所怖求，这是不求。菩萨对诸众生起怜悯心，不求

恩报，这是不贪。菩萨虽对诸众生起怜悯心又不限众生，对众生所得饶益、不饶益，悉不弃舍，这是广大。

菩萨对诸众生起怜悯心，等众生界无有方限，这是平等。菩萨成就上述七种怜悯，这是第一真实。 

菩萨对佛法僧，方便观察得决定解，这是净心。（其）略说有十五种：一是无上心；二是戒心；三是

波罗蜜心；四者真实义心；五者神力心；六者安心；七者乐心；八者解脱心；九者坚固心；十者不虚心；

十一者不净心；十二者净心；十三者快净心；十四者调伏心；十五者俱生心。佛法僧宝专乐净心者，这是

无上；受菩萨戒律净心，这是为（持）戒；行（布）施、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净心，这是波罗蜜。

人无我、法无我，人法无我，第一义法甚深净心，这是真实义。诸佛菩萨以不思议神通力、俱生力净心，

这是神力。于诸众生欲以善法饶益，这是为安。于诸众生欲以摄取饶益，这是为乐。于诸众生离于贪心及

与受报，这是解脱。于无上菩提其心坚固，这是坚固。利众生方便开觉，方便不颠倒智俱解脱，这是不虚。

解行地菩萨心，这是不净。净心地乃至决定行地菩萨心，这是为净。究竟地菩萨心，这是清净。彼不净心，

这是调伏净心。清净心思惟，这是俱生。性自真实身心清净，是俱生。这是十五净心。此十五净心，随一

切地略说作十事。无上心，净修三宝惠一切种行，修一切菩提具第一真实。戒心，受菩萨戒律乃至舍命终。 

经文注解： 

[1] ，汉语字面意思是“菩萨地持契经”。，梵语作 bodhisattva。，“菩萨

地”，指菩萨修行的阶位，即十地。，即“契经”。，即“持”，指修持、修习。 

[2] 此题款学界有多种译法。王静如《西夏研究》第 1 辑《西夏文经典题款译释举例》（1932 年）译

为“天□院善重禄法古国正皇太后梁氏神译；德成□主福盛民正明大皇帝皇嵬名神译”，并指出文中“梁

氏”为崇宗母昭简文穆皇太后梁氏。但有两字未译出，用□代表。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Ⅰ（1975 年）

译为“天生全能,重禄法古,国正皇太后梁氏贤译；德成国主,福盛民正,明大皇帝皇嵬名贤译”。史金波《西

夏佛教史略》译为“天生全能禄蕃式法正国皇太后梁氏御译，功德主世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御译”。《中国藏

西夏文献》第六册译为“天生全能禄蕃佑圣式法正国皇太后梁氏御译；救德主世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御译”。

孙伯君《德藏吐鲁番所出西夏文《郁伽长者问经》残片考》
①
译为“天生全能禄番式法国正皇太后梁氏御

译；救德主国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御译”。此处笔者在孙文基础上，拟译“

                                                       

”为“民正”，以对应“国正”。 

[3] ，汉语字面意思是“方便学处”。，梵文 upqya 的意译，全称方便善巧。 西夏文以

同一词“”译“方便”“巧便”，这反映了西夏人对佛理的理解，下同。，“学”，《赵城金藏》《大

正藏》均无此字。 

[4] ，汉语字面意思是“上第”，意译“第一”。，方位词，表示上方。西夏人用“”表示

“第一”，这同样反映了西夏人对佛理的理解。下同。 

[5] ，连词，表示紧接上文语意。下同。  

[6] ，汉语字面意思是“身口意业”，即所谓三业，梵文作 vqk-kqya-citta karman（kriyq）；
kqya-vqk-citta。 

[7] ，汉语字面意思是“真谛”，梵文作 satya。 

[8] ，汉语字面意思是“处非”，即 “非处”。，“处”，指相应于理，非处指不相应于理。 

[9] ，助词，表示动词行为对时间、空间处所的对象，相当于“对……，向……”。下同。，连

词，表示“或，列举”。………，表示“虽然……而又……”。 

 
①  孙伯君：《德藏吐鲁番所出西夏文《郁伽长者问经》残片考》，《宁夏社会科学》2005 年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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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助词，表示动词行为对空间处所的对象，相当于“对……，向……”。 

[11] ，汉语字面意思是“无上心”，即无上菩提心。梵语为 bodhi-citta。 

[12] ，汉语音译词“波罗蜜”，为梵语、巴利语 pqramitq的音译，又可译作“波罗蜜多”。汉

文古译作“度”，唐译作“到彼岸”。 

[13] ，汉语字面意思是“清净心”，即无垢的净心、清净的心灵。《赵城金藏》《大正藏》均为

“快净心”，下文同。不知西夏人是如何理解“快净心”和“清净心”的。 

[14] ，汉语字面意思是“佛法僧宝专乐净心者”，意译“专乐佛法僧宝净心”，

《赵城金藏》有此句，《大正藏》则无。 

[15] ，助词，表示“在……地方”。 

[16]  ，汉语字面意思是“相从”。，动词，“从”。，表示动作的连续发作。，意

译“俱”。 

[17] ，程度副词“乃至”，表示范围极广。下同。 

[18] ，汉语字面意思是“调伏净心名是清净心”，意译“调伏净心名是清净心”。

《赵城金藏》《大正藏》均作“是名调伏。净心快净心”。 

[19] ，汉语字面意思是“三宝慧行一切修” ，意译“修三宝慧一切行”。西夏文本

汉译同《赵城金藏》。《大正藏》“修”前有“净”字，“行”前有“种”字。 

[20] 

                                                       

，音译汉语词“菩提”，梵语、巴利语为 bodhi。 

为备参考，下面又录《菩萨地持经》通行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30 册第 1581 号
①
的相关内容，并

重新进行标点： 

菩萨地持次法方便处净心品第三 

菩萨于诸众生有七种怜悯。名第一真实：一者无畏；二者巧便；三者不厌；四者不求；五者不贪；

六者广大；七者平等。菩萨不以畏故，于诸众生起怜悯心，修身口意业安乐众生，是名无畏。菩萨以

巧便慧，于诸众生起怜悯心，非法非律非真谛不教非处，是名巧便。菩萨于诸众生，一切方便而不疲

厌是名不厌。菩萨于诸众生起怜悯心，无所怖求是名不求。菩萨于诸众生起怜悯心，不求恩报是名不

贪。菩萨于诸众生起怜悯心不限众生，于众生所得饶益不饶益悉不弃舍，是名广大。菩萨于诸众生起

怜悯心，等众生界无有方限是名平等。菩萨成就如是七种怜悯，是名第一真实。 

菩萨于佛法僧，方便观察得决定解，是名净心。略说有十五种：一者无上心；二者戒心；三者波

罗蜜心；四者真实义心；五者神力心；六者安心；七者乐心；八者解脱心；九者坚固心；十者不虚心；

十一者不净心；十二者净心；十三者快净心；十四者调伏心；十五者俱生心。专乐佛法僧宝净心，是

名无上。受菩萨戒律净心，是名为戒。行施忍精进禅定智慧净心，是名波罗蜜。人无我、法无我、人

法无我，第一义法甚深净心，是名真实义。诸佛菩萨不思议神通力俱生力净心，是名神方。于诸众生

欲以善法饶益，是名为安。于诸众生欲以摄取饶益，是名为乐。于诸众生离于贪心及与受报，是名解

脱。于无上菩提其心坚固，是名坚固。利众生方便开觉方便不颠倒智俱解脱，是名不虚。解行地菩萨

心，是名不净。净心地乃至决定行地菩萨心，是名为净。究竟地菩萨心，是名快净。彼不净心是名调

伏。净心快净心思惟，是名俱生。性自真实身心清净，故名俱生。是名十五净心。 

此十五净心，随一切地略说作十事。无上心，净修三宝惠一切种行，修一切菩提具第一真实。戒

心，受菩萨戒律乃至舍命终（不毁犯，若有所犯即能除灭）…… 

最后就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菩萨地持经》卷 9《菩萨地持次法方便处净心第三品》残片所涉及的版

本断代和源流等试作探讨。 

根据经首有梁太后徽号（天生全能禄番式法正国皇太后梁氏御译）及西夏皇帝徽号（救德主国增福正

民大明皇帝御译）的题记。此徽号，《西夏佛教史略》
②
考为秉常及其母后梁氏。《西夏文华严经》Ⅱ《西

 
①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30 册 No.1581，第 939 页上、中栏。 

②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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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译经杂记》
①
在叙述这一经卷的同品名时，考为崇宗（乾顺）及其皇太后梁氏译文。那么，国家图书馆

藏此经到底是西夏原刻本，还是元复刻本呢？笔者倾向元刻本。 

其一，从经题和版间接纸处有西夏文千字文函号看，这是沿用了以前大藏经的序号。但其后缀写汉文

经名、卷次和刻工名，说明当时内地汉人刻工对西夏文乃至所刻经名并不熟悉。为防止刻写混乱，只好在

刻写西夏文的同时再用同名的汉文来区别，似乎刻者也不熟习汉文经以致误写了经名。像这种情况不可能

发生在有熟练技能的西夏刻工身上。西夏时期刻本，一般把接口处的经题也翻译成西夏文。 

其二，此经文中一些“人”字旁的文字，其撇画向左拖出，笔顺作撇、撇、撇、捺，而非典型的西夏

时特征的撇、撇折、撇。这是因为内地刻工不懂西夏文，所以刻版时笔顺时有所误。 

其三， 由于该经属国家图书馆藏灵武佛经裱纸，而对灵武佛经的时代，目前学界无定论，早年有元

代说，近年又提出西夏晚期、元代早期、元代中期、明代说。②20 世纪 80 年代，在同一西夏文《现在贤劫

千佛名经》上卷揭拔下来的裱褙衬纸除《菩萨地持经》外，还有西夏文《大智度论》卷 4。后者版心下方

有刻工“翁”。“翁”是南宋入元汉人，此经应为元刻本。遗憾的是《菩萨地持经》中的汉文刻工“卜×”

无考，不能提供有效信息。 

综合上述因素，西夏文《菩萨地持经》第 9 卷应为元刻本。当然要准确判定，还需大量资料作支持。 

另外，前述西夏文《菩萨地持经》的翻译底本出自昙无谶译本，但通过与以《高丽藏》为底本的《大

正藏》和以《开宝藏》为复刻本的《赵城金藏》广胜寺本的比勘得知，经文中有两处 15 字同《赵城金藏》

广胜寺本，而不同于《大正藏》。在《高丽藏》中，《菩萨地持经》经名作《菩萨地持论》。由此似可看出，

此经依据的底本应当接近于北宋《开宝藏》。这也和西夏在秉常时期向北宋请经历史相一致。当然，该经

和《赵城金藏》《大正藏》的少量不同之处，是因为西夏人翻译中原佛典，采取了以直译为主并辅以音译

的做法，个别字义的选定和取舍，反映了当时西夏人对佛经义理的独特理解。 

 

 

（作者通讯地址：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  银川  750021） 

 

 

 

 

 

 

 

 

 

 

                                                        
①  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Ⅱ《西夏译经杂记》，京都大学文学部，1976 年，第 28 页。 

②  聂鸿音：《西夏活字本研究述评》，《民族研究动态》1996 年 4 期；白滨：《宁夏灵武出土西夏文文献探考》，《第二

届西夏学国际会议研讨会论文集》（《西夏研究》第 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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