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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藏西夏文文献未定名残卷考补*  
 

段玉泉 

 

定名是整理出土文献的一项重要内容，西夏文文献因文字载体的关系，要实现全部出土文献的准确定

名，还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中国藏西夏文献》的定名较此前刊布的西夏文文献要理想得多，这表现

在不少无头无尾的残页、残片大都给以了准确的定名，然而仍有相当一部分卷号尚未得以正确认识，这在

甘肃藏卷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暂时未有定名的文献多半属于藏传佛教文献，尚无学者同时兼习西夏文及

藏文，又无藏学界的相关研究与合作，这些文献的准确认定还需要假以时日。 

最近，一组西夏文献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这是一组同时保留有汉文本、藏文本和西夏文本的佛教文

献，它们是《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及《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

录》。这三部文献的汉文本同由鲜卑宝源翻译而来，其西夏文本则同由周慧海翻译而成。由于俄藏西夏文

佛教文献迟迟不能公布，其西夏文本的认识和研究较汉文本、藏文本相对滞后。为了能弥补这种不平衡，

笔者试图透过《中国藏西夏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等已刊布材料中的一个个残件、残片的梳理开展初

步的研究。这里取《中国藏西夏文献》中未定名的相关残件集中介绍。 

 

一  《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残卷补考 

    

笔者曾对甘肃博物馆藏 G21•064 号和武威博物馆藏 G31•023 号、G31•026 号三件篇幅较长的《圣胜慧

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残卷进行了考证，并归纳出目前所见这一文献的几个基本特征：1.经折装；2.面 6 行，

行 11 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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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依据这些特征，

并参照房山云居寺的汉译本，
② 笔者再次对《中国藏西夏文献》中这一佛经的残页、残片进行了系统梳理，

又有若干发现。这些残页、残片分别是内蒙古考古所藏 F13：W706 号（中藏 M21•032）、敦煌研究院藏第

464：60 号（中藏 G11•092）、第 464：59 号（中藏 G11•058）、第 464：54 号（中藏 G11•053） 及武威市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语言背后的民族文化流传：一组西夏藏传佛教文献解读”（08BMZ013）。 

① 参见拙文：《甘藏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考释》，《西夏学》第 2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 102~109
页。 
② 参见罗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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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对勘所用宝源汉

文本皆依此文录文转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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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 13200 号（中藏 G21•044）。其中敦煌研究院藏第 464：59 号、第 464：54 号为同一面佛经撕裂而

成的上下两个部分，可以拼接。下面对诸残件详加考释，以补拙文之漏。 

1.  M21•032[F13：W706]号 

中国藏西夏文献 M21•032 号，系黑水城出土，现藏内蒙古考古所，原编号为 F13：W706。存 4 行，

行 11 字。从行字数看，与《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每行 11 字相同，经逐字对译并与云居寺汉文本比

较，可以确定此即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之“演说世界品第十二”残片。又此残片的内容与

英藏 12380-3693a 第 9-10行完全相同，而此卷号正好保存了“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的经题。兹释读

如下： 

录  文                    对  译                   云居寺汉文本

莻驳焦紻禋粮袭套融构菋     何数已过十方中居世尊及     所有过去住十方界诸如来 

挡紴砈脜焊驳蘦毋絢脜癏     未来世出彼数此于常出起     于未来世所有一切诸正觉 

融袭瞪腞監锁
⑴
驳谍脜癏皽    世间化者胜势诸之出起母     化诸世间一切胜势从此出 

箿聁搓谍絧庭筫攻虓稈属     其有情之心行指示开阐为     善能演示所余众生之心行 

注释： 

監锁-胜势/善逝：该词在本文献中多次出现，云居寺或以“善逝”对，或以“胜势”对。按，“善逝”

为佛十名号之一，其梵语作 Sugata,对应的藏文常作 bde bar gshegs pa，藏语中 bde ba 有“安乐”义，gshegs

有“往、来、去”义，意佛之自由来往。本文中“監锁”一词，字面意思为“胜-势”，似从它词译出，当

细核其对应的梵文本及藏文本。又，西夏文献中有“界臲”一词，字面意思正是“善逝”，明显据汉语“善

逝”直译而来。 

2.  G11•092[第 464：60]号 

中国藏西夏文献 G11·092 号，系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现藏敦煌研究院，原编号为第 464：60。存 1

面，面 6 行。上有双栏，下残，依残存文字初步判断，此佛经每行 11 字。这一特点与《圣胜慧到彼岸功

德宝集偈》相同，经逐字对译并与云居寺汉文本比较，可以确定此即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

之“福德名数品第五”残片。兹将原文释读如下： 

录  文                    对  译                 云居寺汉文本

蘦艝監
⑴
□窱磏澎紻篟篔□  此[赡部]□江河流过不礼□  此自浮提即无流澍之江河 

窱磏哗窾键驾脜癏吞阶□    江河无则花果出生不能□    若无江河不能出生诸花果 

菞硾袭魏缾胎拓翓哗簧蒜    大海中亦众多宝色无是也    大海亦无种种异色之宝贝 

焊□粩魏亡蘀絧落篟搓窾    彼□此亦菩提心者不有故    今亦如是若无大菩提心者 

蘦融癐袭界臲箎落帛脜□    此□皆中善逝智者岂出□    于此世间善逝之智无所出 

焊箎哗窾緳萚涣哗亡□□    彼智无故功德芽无菩□□    无彼智故无功德芽无菩提 

注释： 

艝監-浮提/赡部（洲）：此词在本文献中暂见两例，云居寺本对应处一作“浮提”，一作“赡部洲”。

按，“艝監”的字面意思为“俭胜”，与云居寺本的“浮提”“赡部(洲)”看不出有意义上的联系，但后一

字“監 bu2”的读音与云居寺本的“部”完全相同，只是首字“艝”，龚煌城先生拟音为 dzja1,与“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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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较大。查“赡部洲”对应的梵语为 Jambu-dvipa，其 Jambu乃树之名，dvipa 有洲之意，汉文常音译为“阎

浮利、赡部提、阎浮提”等，或音译加义译组合为“赡部洲”。藏文本则译为'dzam bu’i gling，其'dzam bu

与梵文 Jambu 音同，其 gling 有“洲”义，此亦采用音加义译的方法。相比较而言，西夏本“艝監”的读

音更与藏文本接近，当直接音译自'dzam bu。宝源汉译本中的“浮提”很值得注意，因为在“阎浮提”一

语中，“阎浮”是一词，对应 Jambu，“提”是一词，对应 dvipa，宝源径直作“浮提”，显然是在有意识的

去遵循汉地的通俗表达法，即将“阎浮提”直接简称为“浮提”。 

3.  G11•058[第 464：59]、G11•053[第 464：54]号 

此两件亦为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现藏敦煌研究院，原编号分别为第 464：59、第 464：54。第 464：

59 号下残，上部完整，有双栏，栏框与正文有一定空间，存 6 行；第 464：54 号上残，下部完整，有双栏，

栏框与正文亦有一定空间，存 6 行。栏框与正文皆有一定空间的特点与《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相同，

细核图版，第 464：59 号的下残痕迹与第 464：54 号的上残痕迹走向完全一致，且前者第 4 行的最末一横

与后者第 4 行的首个残缺字正好可以拼合成一表示“非”的西夏字，因此可以初步判断这两个残片实际上

为同一纸文献上下撕裂而致。经逐字对译并与云居寺汉文本比较，从内容上也进一步确定这两个残片可以

上下拼接，此即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之“知识品第二十二”残片。兹将原文释读如下（录

文中画横线部分为第 464：54 号）： 

录  文                    对  译                 云居寺汉文本

焊瞭膌落礠緽□谍膳膌怖    彼依行者诸佛□之慧行是    能行此行是行诸佛之慧行 

聁搓眮紩嘻紩撬毋稧渡瞭    情有妄测以测食于欣乐依    有情虚妄欣乐计着于饮食 

紻稟毋繗磀罈驳落絢蟯碅   
  
流转于着意有诸者恒轮回    诸有染意着轮回者恒流转 

籋菋籋谍舉矖次始簁穉落    我及我之二法真实非空者    我及我所二俱空无非实有 

蚒顶订谍庭属穉碟纷膇堡    儿童自之艺为空中作结如    愚童无智如虚空中自作结 

沪堡聮截癏舤癎落超癏城    譬如疑想起冷毒者发起时    如于饮食疑例起于毒药想 

4.  G21•044[13200]号 

中国藏西夏文献 G21•044 号，现藏武威市博物馆，原编号为 13200。此当与 G21•023、G21•026 同出

土于武威市新华乡亥母洞寺遗址。此页上部残损，下存双栏，栏框与正文有一定空间。存 6 行，足行 11

字。特征亦与《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相同。经逐字对译并与云居寺汉文本比较，可以确定此即西夏

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之“回向福德品第六”残片。又此残片的内容与英藏 12380-3692a 第 3-6

行完全相同，而此卷号恰题“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兹将原文释读如下（残损部分据 12380-3692a

号补，加横线表示）： 

录  文                    对  译                 云居寺汉文本

篎礠饲盝
⑴
笭腞融袭构腞驳   及诸圆寂归者世间尊者诸    及归圆寂所有世间尊重者 

蛜甲秲丑絅窾拓菞矖攻同    苦罚除令故则宝大法示说    为除苦恼垂示演说大法宝 

籒籑籄较亡蘀絧癏焊毋癏    初始最上菩提心起彼于起    始从创初发起最上菩提心 

礠繫腞谍例矖秲谍玛若維    诸渡者之妙法除之时节至    及至最后入于圆寂法灭尽 

焊舉舉蟼焊驳監锁莻綄米
⑵�����

其二二间彼诸善逝何福田    于其中间彼诸善逝之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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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文維蔎瞭菋墅薿谍矖菋    彼岸至与依及明满之法及    相应度行及彼正觉功德法 

注释： 

⑴ 饲盝-圆寂：本佛经中与云居寺汉文本中“圆寂”相对应的词语通常为“糺粙父”，这是据藏文 nirvano

意译而来的词语。
① 此处“饲盝”，字面意思正为“圆-寂”，显然这是据汉文逐字翻译过来的一个词语。 

⑵ 綄米-福田：此词直译为“福田”，其梵文作 pun．ya-ks．etra，藏文作 bsod-nams-shin。宝源汉译本以

“功德”对，纯属意译，因为梵语中另有与“功德”相应的词语 gun．a。 

 

二  《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残卷考 

 

《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是西夏时期流行的佛经之一。这一佛经目前已发现有西夏、汉、

藏三种文字的多个不同种版本。其中的西夏文本，目前已确定为此佛经的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有 Инв.№

6841，6881，7054；《英藏黑水城文献》中有 Or12380-0744，2941，3690；《中国藏西夏文献》中有内蒙藏

M11•005，甘博藏 G21•040[T25]。此佛经的汉文本，孙伯君女士利用《俄藏黑水城文献》刊布的 TK164，

165 号材料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②
 其藏文本亦从黑水城出土，现藏俄罗斯，编号为 XT67，沈卫荣先生将其

与汉文本 TK164，165 进行了比较研究。
③ 

由于有汉文本和藏文本的研究成果可以利用，我们可以对《中国藏西夏文献》中的西夏文残卷一一考

定出来。事实上，戴忠沛先生已经考定出了其中的一片 G11•057[464:58(正)]④，本文进一步指出，G21•

054[T2]、G21•060[20480]均为西夏文《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的残卷，除这些未曾定名的残卷

外，另有拟题为“大悲总持残页”的 M21•148 号亦属于此文献。 

1.  G21•060[20480]号 

中国藏西夏文献 G21•060 号，系武威张义修行洞遗址出土，现藏甘肃省博物馆，原编号为 20480。这

一卷号为单页写本，双面书写。高 17厘米，宽 12.8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1.9厘米。每面 12 行，行内

字数不等。经释读考察，此卷号正为西夏文《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一写本的开头部分。其

G21•060[20480]-2p 为此页佛经的正面，G21•060[20480]-1p 则为反面，正反两面内容相连。原文释读如下： 

录  文                              汉字对译 

G21•060[20480]-2p：  

聁蔎篿                            
  
情与俱 

穔砂綃蜌订羋菞缾袭哄蘹稉耉籯       尔时圣观自在大众中起掌合恭敬 

蘈搓父谍禑妒癐籱到籋疥落菞         坏有出之言曰总持有我号曰大 

稌絧妒礠聁搓谍篟界输編挤睬絾       悲心曰诸情有之不善重罪魔障畏 

□癦癦癐妮秲丑癌籃癦癦癐薿累       □一切皆消除令求所一切皆满取 

                                                        
① 参见拙作：《甘藏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考释》，第 106~107页。 
② 孙伯君：《西夏宝源译〈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考》，《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 2期。文献图版见《俄藏

黑水城文献》第 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 29~51页。下文对勘所用宝源汉文本《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
录》皆依此图版录文。 
③ 沈卫荣：《汉、藏文版〈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之比较研究——以俄藏黑水城汉文 TK164、TK165 号、藏

文 TX67 号文书为中心》，“第五届中华国际佛学会议（台北，2006）”论文。 
④ 戴忠沛：《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残片补考》，《西夏学》第 2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123～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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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絅娘籋蘈搓父模铜蚌坝□蘈搓       令故说我坏有渡演说许求□坏有 

父禑界竭竛舊罏菞稌絧嘻癐籱娘       出言善男子汝今大悲心以总持说 

晾萯落玛竀笋怖絪碽铜萯籋菋礠       欲当者时如若是速演说当我与诸 

竀紴驳魏癐潜葒汕綃蜌肾羋亡蘀       如来们亦皆随喜当圣观自在菩提 

簕聁蘈搓父谍蘦堡禑妒蔲界癏菋       勇识坏有出之如此言曰若善行及 

界癏眛界脭菋界脭眛蚒登蚒礗供       善行女善近及善近女童男童女读 

务省籱晾腞礠聁搓唐菞稌□□□    诵受持欲者诸情有于大悲□□□ 

G21•060[20480]-1p：  

籑蘦堡萮镁癏籃                     初此如誓愿发当 

菞稌蜌订羋谍耉出螏                 大悲观自在之敬  礼 

籋罏礠矖磤台宁脑论                 我今诸法立即乃解悟 

菞稌蜌订羋谍耉出螏                 大悲观自在之敬  礼 

籋罏箎冉磤台笍蓽阶                 我今智眼立即得当能 

菞稌蜌订羋谍耉出螏                 大悲观自在之敬  礼 

籋罏聁搓磤台繫蓽阶                 我今有情立即度当能 

菞稌蜌订羋谍耉出螏                 大悲观自在之敬  礼 

籋罏紏蘞磤台笍蓽阶                 我今方便立即得当能 

菞稌蜌订羋谍耉出螏                 大悲观自在之敬  礼 

TK164、165 号宝源汉译本的相关内容如下：
 

尔时。圣观自在菩萨於大众中起。合掌恭敬。白世尊言。我有大悲心总持。为诸有情。令灭重罪。不

善魔障。一切怖畏。令满一切所求故。愿许听说。佛言。善男子。汝以大悲。欲说咒者。今正是时。宜应

速说。我与诸佛。皆作随喜。圣观自在菩萨白世尊言。若有苾刍苾刍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受持

读诵者。於诸有情。应起悲心。先须先须如是发誓愿言。  

敬礼大悲观自在 愿我速达一切法  

敬礼大悲观自在 愿我早得智慧眼 

敬礼大悲观自在 愿我速能度有情 

敬礼大悲观自在 愿我速得善方便 

敬礼大悲观自在 …… 

注释： 

⑴ 簕聁-勇识：源自梵语 Sattva。其汉文音译为“萨埵”，意译为“勇识”，意即一切有情，亦指菩萨。

如 Vajrasattva，汉译既可以译为金刚萨埵，又可以译为金刚勇识菩萨。此文献中的“簕聁”，对译成汉文正

是“勇-情/勇-识”，西夏文《圣妙吉祥真实名经》亦多处用到了这一词语，释智汉文本的对应部分都译为

“勇识”。 

⑵ 蘈搓父-出有坏：三字对译应当为“坏-有-出”，宝源汉译本与之相对的词语是“世尊”，XT67 号藏

文本作 Bcom-ldan-’das, 其中 Bcom意为“摧毁”，ldan意为“具有”，’das意为“超出”，字面意思是“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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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出”，正与西夏文本相合。依据西夏语宾语往往置于动词之前的特点，此处当译作“出有坏”，释智译汉

文本《圣妙吉祥真实名经》正好也有“出有坏”的表述。三种文本的比较使我们明白，西夏语中的“蘈搓

父(出有坏)”即“世尊”，是源自藏文的佛的名号。 

⑶ 界癏、界癏眛-行善、行善女：宝源汉译本与之相对的词语是苾刍、苾刍尼，汉文佛典通常也作比

丘、比丘尼，皆为梵语 bhiksu、bhiksuni 的音译。XT67 号藏文本与此对应的词语分别为 dge-slon 与

dge-slon-ma，其中 dge意为“善”，slon意为“乞化”，ma义为女。西夏文本正与藏文本相合。 

⑷ 界脭、界脭眛-近善、近善女：宝源汉译本与之相对的词语是优婆塞、优婆夷，这是汉译佛典中通

常对梵文 upasaka、upasika 的音译，即男、女居士。XT67 号藏文本与此对应的词语分别是 dge-bsin 与

dge-bsin-ma，其 dge、ma皆同上，bsin意为“修念”。西夏文本也正与藏文本相合。 

2.  G21•054[T2]号 

此件文献于 1952年发现于武威天梯山石窟，现藏甘肃博物馆，文献为刻本经折装的一面，上下双栏，

存 6 行，行 9 字。此件残页与陈炳应先生介绍的 G21•040[T25]同在天梯山石窟出土，当为同一版本。残页

原文释读如下： 

录  文                  汉字对译 

繕腲稌絧癏嘻粔膁笍        国王慈心起以解脱得 

蔲綀口綅脷棍科笭城        若人鬼神毒宫中入时 

撬繯脷緛嘻落苖穮玛        食鱼毒有以者杀害时 

息絧菞稌癐籱俐务窾        一心大悲总持咒诵故 

脷緛撬繯瓮嘻萶盗簧        毒有食鱼变以甘露成 

眛綀竃編竛落句毯脩        女人身重子者诞生时 

TK164、165 号宝源汉译本的相关内容如下：
 

王起慈心得解脱，若入鬼神行毒家，授以毒食欲相害。一心称诵大悲咒，变其毒食成甘露，女人临难

产厄时。 

3.  M21•148[F6:W2b]号 

中国藏西夏文献 M21•148 号，系黑书城出土，现藏内蒙古博物馆，原编号为 F6:W2b。此残页《中国

藏西夏文献》拟题为“大悲心总持残页”，这里进一步指出此残页即西夏文《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

经录》一刻本残页。此残页存 6 行，行 9 字，前 3 行文字上下完整，后 3 行下残。除首行文字外，余皆与

G21•054[T2]号前 5 行全同，此不重释。 

需要注意的是，中藏 G21•054[T2]存 2 页，《中国藏西夏文献》题“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残

页”。事实上其第 1 页确为《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残页，但第 2 页的内容无法在宝源汉译本

中找到对应的部分，考虑到文中有“大悲心陀罗尼”等文字，初步认定此即《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

经录》一刻本之施印题记或是发愿文，故亦作介绍。此残页上部残缺、下为双栏，存 5 行，行字数不清，

其原文释读如下： 

录  文                            对  译 

……泪谴□□□怖癐籱萚翍   
 
     ……六趣□□□是总持功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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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肂簧睪袭菞稌絧綒茸碂         ……膏是其中大悲心陀罗尼 

……□競蜌萮□娇羴紩籿胅       
 
  ……□音观誓□威神测难德 

……□省籱篟菤输編燃癐妮         ……□受持不断罪重悉皆除 

……□碭哗紐界镁瞭薿累蘦         ……□边无福善愿随满足此 

原文初步意译如下： 

……六趣□□□。是总持功广/……膏是其中大悲心陀罗尼/……观音誓□。神威测难，德/……受持

不断，重罪悉皆除/……无边善福，随愿满足。此…… 

从译文内容来看，这应该是讲“大悲心陀罗尼”的功效，更有可能是西夏文《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

能依经录》的一则发愿文。 

 

三  《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残卷考 

 

《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也是西夏时期流行的佛经之一。这一佛经同样发现有西夏、汉、藏三种

文字的多个不同种版本。其西夏文本，依克恰诺夫目录介绍，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有 инв.№4078、6796（6821）、

3707、6909、7592五个编号
①
；《英藏黑水城文献》中，据笔者初步判断至少有 Or.1380-0323、2946、2947、

2948、2949、3036、3037 七个卷号；《中国藏西夏文献》中定题为此佛经的有 M11•004、M31•003。据林

英津女士介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也藏有这一文献，此为 20世纪 30年代中国西北科学考古

与居延汉简同时出土，林女士结合俄罗斯藏卷将这一文献全文释读。
② 此佛经的汉文本见《俄藏黑水城文

献》TK164、165 号，与上文讨论的《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合刻在一起，孙伯君女士曾专文

介绍。
③
其藏文本残卷亦与《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合刻，见俄藏 XT67 号。

④ 

《中国藏西夏文献》中的 M11•004 号、M31•003 号皆从内蒙古绿城出土，分藏于内蒙古博物馆和额

济纳旗文管所。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刻本，史先生曾专门介绍。
⑤ 不过此次《中国藏西夏文献》的出版使

我们发现绿城出土本与当初史先生的介绍有相当大的出入。M11•004 号刻本为经折装，面高 13.2厘米、宽

7厘米，上下单栏，存 15 面，并非史先生当初介绍的 9 面。显然，文物出土部分在请求史先生判定时有所

雪藏。其中 1-9 面相连，为史先生当初所见。前 9 面中，第 1、2 面为经图，第 3 面依次为梵语、西夏语经

名和佛经的传、译题记，后 6 面为经文。第 10-15 面相连，皆为经文。除中间的陀罗尼部分几乎全部缺失

外，佛经经文内容比较完整。从 15 面后残破的痕迹来看，经文之后可能尚残缺一篇题记或发愿文。此件

自第 3 面经文开始，每面 7 行，足行并非皆 13 字，偶有 14 字。经首关于周慧海的译经题记较傅图藏本缺

“奉敕”二字。所有这些特征表明，M11·004 号当与林英津女士介绍的俄藏 инв.№7592a（4078）号为同

一版本。 

                                                        
① Е.И.Кычанов.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M], Киото,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г. p580~581. 
② 林英津：《西夏语译〈尊胜经(Usnīsa Vijaya Dhāranī)〉释文》，“西夏文明研究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圣彼得堡，2006）”

论文。 
③ 孙伯君：《西夏宝源译〈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考略》，《西夏学》第 2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 69~75

页。 
④ 沈卫荣：《汉、藏文版〈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之比较研究——以俄藏黑水城汉文 TK164、TK165号、

藏文 TX67 号文书为中心》，“第五届中华国际佛学会议（台北，2006）”论文。 
⑤ 史金波，翁善珍：《额济纳旗绿城新见西夏文物考》，《文物》1996年第 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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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1•003 号为木刻本，残存 5 面，经折装，上下双栏，面 6 行，行 14 字。残损较为严重。与史先生

的介绍相对比，《中国藏西夏文献》图版的排列顺序显然出了差错，误将第 1 页排入最后，正确的顺序应

该是 M31•003-5P、1P、2P、3P、4P。这 5 页紧密相连，经文内容对应于林英津释文第 115-131 行，为《胜

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的末尾部分，经文后为发愿文，史先生曾全文翻译，依据此发愿文的内容，可以

判定这一刻本是与《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合刻在一起的。 

除此两件之外，笔者发现，未定题的 M11•011 号同样属于西夏文《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残卷，

且同为绿城出土，并与 M31•003 号为相连的同一版本，兹介绍如下。 

M11•011，现藏内蒙古博物馆，原题“佛经残页”，木刻本，经折装，上下双栏。《中国藏西夏文献》

按3个图版拍摄，实际残存4面，面6行，行14字，偶见15字。第1面为陀罗尼，2、3、4面为经文。残损亦

较严重，却前后相连。原文辑录如下（残缺部分据林英津释文补）： 

录  文                               对  译 

     籐癏沏藹 籐癏沏藹 疙砙落目��备      [bji2
śjwo1dja2•ja2bji2

śjwo1dja2•ja2 sja1mã1tji1nja2--mu1 

     硂藹 备硂藹 疙砙落剩��蚐前蕽               tsja1•ja2mu1tsja1•ja2sja1 mã1tja1 --rjar1
śjɨ1mji1

�

   …………………………………笍      ………………………………………………rjir1

   ………………………………龋稾       …………………………………………thji1tjij1�

   ………………胅………备磌胅 撂      …………………rjijr2
………mu2djɨ2rjijr2mja2 

    仟剩 备磌蚐 闰笋……… 臺仟       xa2-- mu2djɨ2rjar1 ma2tjɨ1
……………swa1xa2

   □钝蘦癐籱落萰灯□□□硯粰臤      □主此总持者八十□□□[胝殑伽] 

   ……………………………省窾紴      ………………………………授如来 

   ………………………綄费履谴截      …………………………福薄恶趣思 

    孤緞緅聁搓癦癦絅碽铜□聻菋艱      失谙钝昧情有一切故乃说□天并[赡 

    喂窱饲聁搓谍竲紋絅癐籱舊谍腬      部]洲围情有之利益故总持汝于付 

   ……………………………舅遍礝      ……………………………百千万 

    弱袭碽薡履急燃癐妮秲纝篎硆笗      劫中所积恶业悉皆灭绝复又地狱 

    硆口笘蛥闽谴袭篟□□焦毯薸窾      鬼魔畜生下趣中不□□△生处如

   ……………………………袭毯蔲      ……………………………中生若 

   ……………………………冒虨皺      ……………………………塔 上

   □□韧羈繗稊祡癿落□□戊履谴      □□遇尘著须臾见者□□三恶趣

    袭篟刀礠竀紴驳镣秃梁省亡蘀虥      中不堕诸如来数共同摄授菩提记 

   □□兵縹簧蔲篎綀搓出螏癌墒务      □□退转为若复人有敬礼供养诵 

   ………………竛怖菞□□簧虯稈      ………………子是大□□为[舍利] 

…………………………哗肈菤篎      …………………………无命终后 

    粮籄………………袭恩□礠竀紴      方最………………中化□诸如来 

    癛矖入癦癦癐粄妄□□蔲竃蕸腞      值法藏一切皆显照□□若身换者

□□□絅蕰驾竤皺蘦癐籱舉灯挨      □□□故芥果白上此总持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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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164、165 号宝源汉译本的相关内容如下：
 

……也  觅商也  觅商也  萨满怛（引）捺（二合引）麽拶也 麽拶也 萨满怛（引）啰实弥（二

合）钵哩熟寕 萨嚩怛达（引）遏 怛哩（二合）也  啊殢实达（二合引）捺  啊殢实提（二合）矴  麽

呤（二合） 麽呤（二合） 麻诃（引）麽呤（二合引）麻 

诃（引）麽啰（二合）满嘚啰（二合）  钵寕  莎诃 

天王当知然。此总持八十八亿俱胝恒河沙数诸佛同说，摄受一切如来智印。所印普盖一切短命薄

福恶趣，迷昧有情，故说为诸天众赡部有情，付嘱于汝。若闻一遍，灭百千劫所积恶业，终不复生地

狱饿鬼傍生下趣所生之处，恒得值佛生菩萨众及胜族中；若书总持置于高幢楼阁山塔，遇影蒙尘暂一

见者，亦复不生三恶道中。一切诸佛，共所摄授，授菩提记，令不退转，况复有人礼供诵持？此人即

是如来嫡子，大法栋梁，舍利宝塔，现无患苦，命终之后，往极乐国莲花化生，值诸如来，即能光显

一切法藏。若为亡殁，于白芥子加持此咒二十一遍……
①

 

注释： 

⑴ 粰臤-恒河：该词读音为 khja2kha2
，正与梵语的 gaṅgā 相对。在汉文典籍中与 gaṅgā 相应的词语通

常译为“恒河”或“殑伽”，“殑伽”正是梵语 gaṅgā 的音译。按，据《集韵》，“恒”又音居邓切；又

《汉书·叙传上》：“潜神默记，恒以年岁。”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恒，音亘竟之亘。”故“恒”亦音

译字，“恒河”则是音译与义译的组合。 

⑵ 竃蕸-亡殁：这一词语的前一字表示“身”的意思，后一词常用来对译汉语的“变、换、易、脱”

等字，此文宝源汉译本以“亡殁”对，表明“蕸”有“死亡”意。 

⑶ 蕰驾竤-白芥子：三字字面意思为“菜-果-白”。按“芥子”即芥菜之种子，其在梵语中的对应词

为 sarṣapa，藏语中的对应词为 yungs kar，此西夏文本作“蕰驾”，读音为 na2nja2
。从读音看，西夏文本

与梵语、藏语皆不相对；从意义上看，“驾”常用来与“水果”一类词语的“果”相对，其对“子”亦不

成问题，《掌中珠》中与“李子、橘子”对应的西夏词语用的正是“驾”字。但“蕰”则用来表示“蔬菜”

类词语的“菜”义素，未见有“芥”的意义，又《掌中珠》中有“滦蕰”一词，正对汉文中的“芥菜”，

这里表示“芥”义素的应该是“滦”，而非“蕰”。因此，余以为本文中“蕰”当“滦”之误。 

值得注意的是，内蒙古博物馆藏的这 24 行《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残文正好对应于林英津释文

的第 091~114 行，除陀罗尼 6 行文字的排列字数与傅图藏本有出入外，经文每行与傅图藏本完全相同。显

然，二者属于不同的版本。尽管如此，其文本内容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另一个问题，那就是额济纳旗文管所

藏 M31•003 号与此件的关系问题。 M31•003-5P 开头一行恰对应林英津释文的第 115 行，内容上正好与

M11•011 号前后相连。将这两纸图版放在一起详细比对，发现二者残损程度、刻字、栏框（均上下双栏）

有惊人的相似，关键是两纸断裂的痕迹竟然完全吻合。不难判断，内蒙古博物馆藏 M11•011 与额济纳旗文

管所藏 M31•003原本就是同一件文献而断裂成的两个部分，最后又分藏于两个部门。因此我们可以将M11

•011 号与 M31•003 号拼接在一起，其正确的拼接顺序为 M11•011-1P、2P、3P +M31•003-5P、1P、2P、

3P、4P。 

                                                        
   ① 此据《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4册 TK164、165号图版录文，第 48~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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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藏西夏文献》新定名卷号简目 

 

经过近两年来西夏学同行们的考证，《中国藏西夏文献》未定或误定的卷号已有 20余件，兹将这些新

定名的文献目录按收藏地附列如下：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① 

B21.010   西夏刻本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四十二残片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藏：
② 

B41.002   西夏刻本 大方广菩萨藏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残片 

B41.003   西夏刻本 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残片 

敦煌研究院藏：
③
 

G11•062[B127:9-1、2] 西夏刻本  佛母大孔雀名王经残片 

G11•052[B160:13]     西夏刻本  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残片 

G11•050[B160:14]     西夏刻本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残片 

G11•143[B166:5]      西夏刻本  圣六字增寿大明陀罗尼经残片 

G11•057[464:58]       西夏刻本  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残片 

G11•092[464:60]       西夏刻本  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残页 

G11•058[464:59]       西夏刻本  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残片 

G11•053[464:54]       
西夏刻本  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残片 

甘肃博物馆藏： 

G21•053[T23-2]     
西夏刻本  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残卷 

G21•054[T2]      西夏刻本  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残页 

G21•044[13200]   西夏刻本  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残页 

G21•060[20480]   西夏写本  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残页 

武威博物馆藏： 

G31•023[6739]   西夏刻本  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残卷 

G31•026[6746]   西夏刻本  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残卷 

内蒙古博物馆藏: 

Ｍ11•011            西夏刻本  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残卷 

Ｍ11•012-02、03、04  
西夏刻本  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残卷

④
 

Ｍ21•148[F6:W2b]    西夏刻本  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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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孙伯君：《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华严经〉卷 42残片考》，《西夏学》第 2辑，第 99~101页。 
   ② 参见杨志高：《考古研究所藏西夏文佛经残片考补》，《民族语文》2007年第 4期，第 47~48页。 
   ③ 前 5件参见戴忠沛：《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残片补考》，《西夏学》第 2辑，第 120~124页。余皆为本文所考。 
   ④ 参见黄延军：《内蒙古博物馆藏西夏文〈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残片考》，《西夏学》第 2辑，第 125~1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