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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祐二十年《弥勒上生经御制发愿文》 

的夏汉对勘研究 
 

聂鸿音 

 

在黑水城的出土文献中，西夏仁宗皇帝御制的《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发愿文》是最早为世人

所知的西夏本土作品。这篇短文原有汉文和西夏文两种版本，内容基本相同。其中的汉文本最初由伊

凤阁在 1911 年移录公布，
①
其后又经中国学者多次转载发表，但原始文献的照片则迟至 1996年才得以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
②
伊凤阁的录文没有标点，沙畹在对录文的评论中为之加上了标点并附上了比

较详细的注释，
③
只不过有个别标点和注释在今天看来并非全然无可指摘。 

西夏文本的原件和汉文本一起收藏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编号 Инв. № 941。也许

是因为与汉文本内容相同的缘故，这个西夏文本长期以来并没能在学术界引起关注，其原件和录

文也始终未获刊布，只是在十年前由西田龙雄译成了日文。
④
不过遗憾的是，西田先生当年所见

仅为 Инв. № 617 和另一个编号不明的残本，里面恰好佚失了发愿文的结尾部分。本文将依据上

海古籍出版社 20 世纪末在俄罗斯拍摄的照片对完整的发愿文进行译释，目的是为西夏语言文学

研究补充一份新资料。 

西夏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于 11 世纪下半叶由夏惠宗皇帝共其母梁太后转译自刘宋沮渠

京声汉译本，
⑤
约一个世纪后又经仁宗皇帝校订。据克恰诺夫介绍，

⑥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

                                                        
① А. И. Иванов, “Страница изъ исторіи Си-ся”, Известі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іи Наукъ, VI серія, томъ V (1911), 

с. 831-836, 中译文题作《西夏史一页》，见孙伯君编:《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一），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 161~164

页。以下征引伊凤阁意见均出此文。 

②1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

第 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 47~48页。 

③  T’oung Pao, vol. 12 (1911), pp. 441-446，原作者 Ed. Chavannes。中译文题作《评伊凤阁〈西夏史一页〉》，见孙

伯君编《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一），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 165~168页。以下征引沙畹意见均出此文。 

④ 参看西田龙雄为克恰诺夫《西夏文佛典目录》（Е.И.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写的序言。 

⑤ 与通行汉文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14 册，第 418~420页）相比，西夏文本在卷尾多出了“弥勒真言”“生内

宫真言”“弥勒尊佛真心咒”“弥勒佛名号”“三皈依”等内容，篇幅占经折装的 4折，所以西田龙雄对西夏翻译所据的

原本是否沮渠京声本存有疑义。 

⑥ Е.И.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 с. 389-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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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藏品共有 40多个编号，其中保存最完整的 Инв. № 941 为经折装刻本，6行 13 字。全书 56折，经

题后有夏惠宗皇帝共皇太后梁氏译经题款及仁宗皇帝校经题款。卷首有版画 8 折，卷尾有乾祐二十年

（1189）仁宗皇帝施经发愿文 7折。现在把发愿文标点过录如下： 

瞲涸镁癏蒾

    马蕽键葾身入，礝矖梁瞭稥镜；柏惠祤稟，戊蓕笎嘻京瞪。菞矖融膌，次烁竲簧。罏

《蕽酚蟅论较毯蜌瞲》落，佬距秊绘，癝墅镀維。籒骨亡打瑚瞭超癏，絘庆挫抖瞤翖粄丑；

较毯界翖谍笒虓，累緂監般驳翍铜。禋粮弟胯，蘦袭毯晾。蔲灯界膌萰菼籱，篎氦妹蔰泪

秊簵弛，肈菤玛沪两腞聜聫汪城，镁两瞭絪聻皺炽。拓键葾碟毯笍，蕽酚订竀舝耫；凹馆

吞盾，例矖競蕽。籄较篟縹紹箾絧癏，缞灯秸弱酣毯输秲。疥脼蕽，魏経梆睫碭胯袭篟刀；

蔲瞭廊，窾癝氨虥省袭誓。緽禑絘毯蟅緛蘦堡簵腞，焊魏蕽酚鞘瞪籃簧。緽谍身镀萚癿瞭，

瞲归螙秡藶丑。汲嘻淖硧縆豁舉灯翆缞聚禋氦坚，茅礌繕祇、妹葾繕祇、菞蓕例身繕祇、

聲祇、矖祇、否缾弛，烁繫缾棍科磌迈，累緂棍科毯槽癌簵蕽酚翍菞矖礼弛呢碕，莐涸其

穾翍菞癌墒属，吞壳撬涸微，篎緽疥菋俐贡务。紒、水、锡入瞲其箿菞蓕瞲弛供丑，矖铜

菞蓕薠被属，紒、锡《蕽酚蟅论较毯蜌瞲其》灯礝梭，菋锡《柏瑞碠蔾》、《維羴庭镁稾》、

《競蜌維旺稾》弛薸氦礝梭弛沏涸，篎否缾菼属、肈微、盬镜、芓萔蟨蟨矖筞，蒤磖蒤唉

弛属。蘦緳萚两瞭，翗镁挨礌淮眽，较棍拓腟宦羋；籒綃焚皽，累緂键蒩絻毯。索若纁蓽

哗，羴經舏絻縃，蘪稅衡蒂砈縃，淮硾縊疤絢栏。綄緳戊碅搐穉宦秃，镀礌挨始祤哗蓽瞭，

汲镁。

淖瞭癝粄藪艱蒾藉綅罵綃箎佬楚矟砵坞否例窿猜索汲涸。 

下面是发愿文的全文汉译。
①
夏汉两篇文章中虚词的用法多有不同，应该视为两种语言的语法规则

和文学表达手法有异，凡遇此类情况，本文不再专出注释。 

施经发愿文 

朕闻莲花秘藏，总万法以拯迷；
②

金口遗言，置三乘而化众。
③

世传大教，诚为益民。今《观弥勒

                                                        
① 参考汉文发愿文：“朕闻莲花秘藏，总万法以指迷；金口遗言，示三乘而化众。世传大教，诚益斯民。今《观弥

勒菩萨上生经》者，义统玄机，道存至理。乃启优波离之发问，以彰阿逸多之前因；具阐上生之善缘，广说兜率之胜境。

十方天众，愿生此中。若习十善而持八斋，及守五戒而修六事，命终如壮士伸臂，随愿力往升彼天。宝莲中生，弥勒来

接；未举头顷，即闻法音。令发无上不退坚固之心，得超九十亿劫生死之罪。闻名号，则不堕黑暗边地之聚；若归依，

则必预成道受记之中。佛言未来修此众生，以得弥勒摄受。感佛奥理，镂版斯经。谨于乾祐己酉二十年九月十五日，恭

请宗律国师、净戒国师、大乘玄密国师、禅法师、僧众等，就大度民寺作求生兜率内宫弥勒广大法会，烧结坛作广大供

养，奉广大施食，并念佛诵咒。读西番、番、汉藏经及大乘经典，说法作大乘忏悔，散施番、汉《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

天经》一十万卷、汉《金刚经》《普贤行愿经》《观音经》等各五万卷，暨饭僧、放生、济贫、设囚诸般法事，凡七昼夜。

所成功德，伏愿一祖四宗，证内宫之宝位；崇考皇妣，登兜率之莲台。历数无疆，宫闱有庆，不谷享黄发之寿，四海视

升平之年。福同三轮之体空，理契一真而言绝。谨愿。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谨施。” 

② 拯迷（稥镜），汉文本作“指迷”，犹言“指点迷津”。西夏文意为“拯救迷津”，似不切。 

③ 置三乘（戊蓕笎），汉文本作“示三乘”，即“示现声闻乘、辟支佛乘、菩萨乘”（沙畹说）。西夏文意为“设置

三乘”，似不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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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上生经》者，义统玄机，道明至理。
①

先启优波离之发问，后彰阿逸多之前因；具阐上生之善缘，

广说兜率之胜境。
②

十方天众，愿生此中。若行十善持八斋，及守五戒修六事，命终时如壮士之臂伸屈，

随愿力即投于天。宝莲之中得生，弥勒亲自来接；未低头顷，
③

闻妙法音。发无上不退坚固心，超九十

亿劫生死罪。闻名号，则不堕黑暗边地聚中；若归依，则入成道受记中。佛言未来修此众生，其得弥

勒为之摄受。见佛之奥理功德，故命镂版印经。谨于乾祐己酉二十年九月十五日，延请宗律国师、净

戒国师、大乘玄密国师、禅师、法师、僧众等，请就大度民寺内，具设求修往生兜率内宫弥勒广大法

会，烧施道场作广大供养，
④

奉无量施食，并念诵佛名咒语。读番、西番、汉藏经及大乘经典，说法作

大乘忏悔，散施番、汉《观弥勒菩萨上生经》十万卷，并汉《金刚般若》
⑤

《普贤行愿品》
⑥

《观音普

门品》等各五万卷，
⑦

暨作斋僧、放生、济贫、喂囚诸般法事，
⑧

凡七昼七夜。以此功德力，伏愿一祖

四宗，主坐上宫宝位；
⑨

崇考皇妣，上生兜率莲台。帝祚无穷尽，圣宫长吉祥，不谷黄发寿永，四海长

享升平。福德同乎三轮体空，本理当契一真言绝。谨愿。 

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谨施。 

 

在乾祐二十年（1189）九月十五日由仁宗皇帝亲自发起的这次大法会上，多达 10万卷的西夏文本

和汉文本《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是同时刊印散施的。此前西夏境内已有《弥勒上生经》的夏汉

两种文本流传，这一点自无疑义，但专为此次法会施经而撰写的发愿文却给我们留下了些许疑问——

文章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两个文本的产生次序，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当年究竟是先写了西夏语发愿

文再译成汉语，还是先写了汉语发愿文再译成西夏语的，而且也不知道夏汉两篇发愿文的作者是不是

同一个人。凭感觉说，西夏文在国内受重视的程度应该在汉文之上，而这篇发愿文也应该是先用西夏

文写就，然后再译成汉文的，然而事实很可能并非如此。 

我们看到，发愿文的汉文本尽管写得刻板而稍逊文采，但其基本体裁却是标准的骈文，相比之下，

西夏文本却在有些地方违背了应有的骈俪节奏，令人读来偶有佶屈聱牙之感。最突出的例子是汉文本

的“闻名号，则不堕黑暗边地之聚；若归依，则必预成道受记之中”一联，在西夏本作“疥脼蕽，魏

経梆睫碭胯袭篟刀；蔲瞭廊，窾癝氨虥省袭誓”（闻名号，则不堕黑暗边地聚中；若归依，则入

                                                        
① 明（墅），汉文本作“存”，“道存至理”犹言“教法中存有绝对真理”。西夏文意为“以教法昭示绝对真理”，

似不切。 

②1兜率，西夏文作“知足”，为梵文别译。东晋僧伽提婆译《三法度论》卷下注：“兜率哆天，晋曰知足天也。”

参看《大正藏》第 25 册第 27页上栏。西夏学界此前多将“兜率天”（累緂猜）据字面译作“足知皇”，误。 

③ 未低头顷（凹馆吞盾），汉文本作“未举头顷”，“低”与“举”意义相悖。疑为西夏语、汉语此处表达手法不同。 

④ 烧施道场（莐涸其穾），汉文本作“烧结坛”，沙畹引马鸣《大庄严论经》“犹为火所烧，忧结喻如火”为证，

失当。按西夏“烧施”即佛教仪轨中的“护摩”，习称“放焰口”。 

⑤ 金刚般若（柏瑞碠蔾），汉文本作“金刚经”，均为姚秦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不同省称。 

⑥ 普贤行愿品（維羴庭镁稾），汉文本作“普贤行愿经”，均为唐般若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

贤行愿品》的不同省称。 

⑦ 观音普门品（競蜌維旺稾），汉文本作“观音经”，均为姚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

不同省称。 

⑧1喂囚（芓萔），汉文本作“设囚”，伊凤阁指为“赦囚”之误，沙畹同。今依西夏本，“设囚”当可解为“为囚设饭”，

则汉文本不误。按“赦囚”为官家敕令，非佛家法事所关。夏乾祐十五年（1184）《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御制发愿文》

正作“喂囚徒”，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

水城文献》第 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 56页。 

⑨ 上宫（较棍），夏译似不切，当从汉文本作“内宫”，呼应上文“求生兜率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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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道受记中），逐字译来是“名号闻，则黑暗地边聚中不堕；若归依，则道成记受中入”，其中不但上

下句的字数没能形成对应，而且还重复使用了“袭”（中）字，
①
这些都可视为骈体文写作的大忌。事

实上在西夏的文学作品中虽然没有“骈文”一体，但西夏人头脑中却有着很清楚的“对仗”观念，西

夏民间流传的谚语和格言大都是严格遵循对仗原则而创作的。
②
由此不难想到，如果西夏人当初真的是

要仿照中原的骈俪文体来进行原始创作，那么就应该不会在对仗方面犯下如此明显的错误。这样我们

就可以说，就像其他大多数夏汉对译的文章一样，《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后面的这篇发愿文也是

先用汉文写就，然后再译成西夏文的。 

至于西夏文发愿文的译者，我觉得很可能与汉文发愿文的作者不是同一个人，这主要是考虑到西

夏文的结尾部分与汉文本在词句上相差较大。另外就文中提到的三部佛经而言，汉文本作“金刚经、

普贤行愿经、观音经”，而西夏本作“金刚般若、普贤行愿品、观音普门品”，这应该是出自不同人对

相同佛经的不同省称习惯。 

 

 

（作者通讯地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① 在汉语中，除了“之”“乎”之类个别虚字外，其他字不允许在骈文的同一联中重复出现。西夏字在这一联里出

现了两个“袭”（中）字，其补救办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把第一个“袭”字换成“科”（内）。 

②  关于西夏谚语和格言的原文和汉译，参看陈炳应:《西夏谚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