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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水城出土《圣六字增寿大明陀罗尼经》译释 
 

孙伯君 

 

西夏文《圣六字增寿大明陀罗尼经》（綃泪技砈投菞竖腲綒茸碃瞲其），1909 年出土于内蒙古

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戈尔巴乔娃和克恰诺夫的《西夏文写本

和刊本》有题录，
①
 克恰诺夫《西夏佛典目录》著录为“圣六字寿增大荫王陀罗尼经”

 ②
。此经俄藏

品中有 3个编号，分别是 Инв. № 910、570、8048。其中№ 910 为写本，卷子装，19厘米×89厘米，

墨框高 17.2厘米，行 15 字，首尾完整。№ 570 为巾箱本，14厘米×9.5厘米，每页 5行，行 7 字，残

卷首，存 22叶。№ 8048 为刻本，17厘米×7厘米，存卷首版画和正文 5叶，每页 4行，行 10 字。 

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另外还保存有完整的汉文本《圣六字增寿大明陀罗尼经》，
③
 原件为刻本，卷子

装，卷首题“西天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鸿胪卿传法大师臣施护奉诏译”，与《大正藏》所收汉文本大体

一致，
④ 唯俄藏本卷尾存西夏人仇彦忠施经发愿文，曰： 

右愿印施此经六百余卷，资荐亡灵父母及法界有情同往净方。 

时大夏天庆七年七月十五日 

哀子仇彦忠等谨施 

此施经发愿文与经文字体有明显不同，当是西夏天庆七年（1200）仇彦忠施经时在原版基础上所

补刻，据此，经文的刊刻时间要早于 1200 年。通过对勘，西夏文本主体部分与汉文本相同，当是根据

汉文本所译，唯西夏文本最后一段曰： 

綃泪技砈投.替縂阑煎糹翫.妇架.聻/缾.絥涸.簔笷.钦窃弛.虁穮吞蜙.蔵魏界癏/脭盫.蔵

魏订薸蟍禨.蘦俐籱.窾界綅婚蔰. /蔩緵皖緜饯/穔砂融构.蘦俐贡碽铜砂.遍礝秸綀粔膁/笍.

（圣六字增寿，疾病灾祸惊怖，伤害、天众、施患、鬼魅、食香等，不为灾害，或亦亲近善行，或亦

                                                        
① З. И. Горбачева и Е. И. Кычанов,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 cтр. 

② 见 Е. И. 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 cтр. 429. 西

夏字“竖”（明）误录为“筼”（荫）。 

③ 《圣六字增寿大明陀罗尼经》，俄藏编号为 TK. 135。全文照片刊布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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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173页。 

④ 通行汉文施护译本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20 册,第 46~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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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远离。诵持此咒，则善神监护，岁始终围绕。尔时世尊，演说此咒颂时，千万亿人得解脱。） 

此段文字为汉文本所无，不知从哪种佛经译入。西夏文本未署款题，译者佚名。其中№ 570 号卷

尾有发愿人施经题记，录文和翻译见后。 

下面分别是《圣六字寿增大明陀罗尼经》的西夏文录文、汉字对译、译文和注释，西夏文录文以

№ 910 为底本，参校№ 570 和№ 8048。因西夏文本没有款题，为说明其依照施护汉文本而译，故“译

文”部分完全照录俄藏 TK. 135 的汉文本原文。  

原文： 

綃泪技砈投菞竖腲綒茸碃瞲其

蘦堡裳籋.蒜玛緽虯箊繕扦抖苾臎砫/蘪①
紋茋疟纚/ 

穔砂构落胠绕菞替縂皼.緽订緂篎.焊/唐碽扦嫉矡
②
.胠绕谍禑妒.舊罏翵/萝.籋泪技

菞竖腲綒茸碃矂到籋.煎妮./砈肈投泊丑阶.舊蔲省籱.窾订竃菋篟/撮[1]
.篎淮缾.繆箺.繆

箺碃.骨诫篣[2]
.骨诫挫[3]

/谍魏唉縃眣凡.缾蛜蟌晒丑阶蒜./

对译： 

圣六字寿增大明王陀罗尼契经. 

是如闻我.一时佛舍卫国祗多丛林孤独给树园在. 

尔时尊者阿难大疾病遇.佛自知已.彼所即诣.座坐.阿难之告曰.汝今谛听.我六字大明王陀罗尼一

有.灾消.寿命增益使能.汝若受持.则自身而非但.复四众.苾刍.苾刍尼.优婆塞.优婆夷之亦夜长安稳.

众苦远离使能也. 

译文： 

《圣六字增寿大明王陀罗尼经》 

[西天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鸿胪卿传法大师臣施护奉诏译]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者阿难有大疾病，佛自知已，即诣彼所，敷座

而坐，告阿难曰：汝今谛听！我有六字大明陀罗尼，能消灾患，增益寿命。汝若受持，非但自身，复

令四众，苾刍、苾刍尼、优婆塞、优婆夷，长夜安稳，远离众苦。 

注释： 

[1] 西夏文“骨诫篣”，为汉语“优婆塞”的音译，译自梵文 Upāsaka。 

[2] 西夏文“骨诫挫”，为汉语“优婆夷”的音译，译自梵文 Upāsikā。 

原文： 

篎虃胠绕.蘦泪技菞竖腲綒茸碃落.蒤灯蒤③
汾/皯緽[1].菋篎泪菞娇緳祇镣秃塘铜.泪菞④

祇/落.挨菞祇⑤
竀紴.瞭镀緳筟肅.舉桥索聻钝⑥./戊胎蕽猜腲.淮繕籱猜腲.氦投砓猜腲./棱冉

                                                        
① 以下№ 8048从“紋茋疟纚”至“緕縂竃”残。  

② № 570此处多“甜嫉”（敷坐）两字。 

③ № 910误把与汉文“七十七俱胝佛”对译的西夏文漏抄为“蒤汾皯緽”（七俱胝佛），据№ 570补。 

④ 此处西夏文少一“菞”（大）字，据№ 570补。 

⑤ 此处西夏文本较汉文本多“菞祇”（大师）二字。 

⑥ 此处西夏文少一“钝”（主）字，据№ 570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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翍猜腲.蘦堡弛羴綃.酞惠競笜.綒茸碂碽铜.绕硯蔎 绕硯蔎
①
 绕晦蔎 晦闰蔎 碠盢蔎 窾榜

皯闰呢 闰硯 舧仟[2]
  

对译： 

复次阿难.此六字大明王陀罗尼者.七十七俱胝佛并六大威德师共同宣说.六大师者.一大师如来.应

正等觉.二.释帝天.三多闻天王.四国持天王.五增长天王.六目广天王.是如等贤圣.口异音同.陀罗尼曰宣说.

难底梨.难底梨.难覩哩.都摩哩.半拏哩.俱囒致摩度.摩帝.娑嚩贺. 

译文： 

复次阿难，此六字大明陀罗尼，七十七俱胝佛并六大威德师同所宣说。六大师者，一，如来，应

正等觉；二，帝释天主；三，多闻天王；四，持国天王；五，增长天王；六，广目天王。如是圣贤，

异口同音，说陀罗尼曰：难底梨 难底梨 难覩哩去 都摩哩 半拏哩 俱囒致引摩度 摩帝引 娑嚩二合引 贺引 

注释： 

[1] 西夏文“汾皯緽”，音译汉语“俱胝佛”，译自梵文 Kowi。 

[2] 西夏文“绕硯蔎 绕硯蔎 绕晦蔎 晦闰蔎 碠盢蔎 窾榜皯闰呢 闰硯 舧仟”，为汉文

“难底梨 难底梨 难覩哩 都摩哩 半拏哩 俱囒致 摩度摩帝 娑嚩贺”的音译，梵文陀罗尼原文为：nantiri 

nantiri nanturi tumori bandari kuranwī modumotī svāhā。 

原文： 

緽胠绕谍禑妒.蘦泪技菞竖儡录落菞/娇两罈.笋蔲綀搓.腲矖煎袭糹翫.菞莊煎/袭糹翫.

菞繰煎袭糹翫[1].渭袋煎袭糹翫.挽/箷[2]煎袭糹翫.②瞝社煎袭糹翫.碍骄煎袭糹翫./蘦堡礠煎

竃穮底城.息絧菞竖腲儡录簄/务.窾瞪竛③ 谍稺蔰.粔膁笍丑.蘦禑铜蜶./焊礠缾煎.絪妮秲笍.

对译： 

佛告阿难.此六字大明句章者大威力有.若复人有.王法难中惊怖.大水难中惊怖.大火难中惊怖.贼劫

难中惊怖.冤家难中惊怖.斗战难中惊怖.曜恶难中惊怖.是如诸难身害之时.一心大明王句章念称.则弟子

之拥护.解脱得令.是语作已.它诸众难.速消除得. 

译文： 

佛告阿难，此六字大明章句有大威力。若复有人，王法难中惊怖，大水难中惊怖，大火难中惊怖，

贼劫难中惊怖，冤家难中惊怖，众恶难中惊怖，斗战难中惊怖，恶曜难中惊怖。如是诸难害身之时，

一心称念大明章句，拥护某甲，令得解脱。作是语已，是诸众难，速得消除。 

注释： 

[1] 西夏文本“大水难中惊怖”与“大火难中惊怖”两句的次序与汉文本颠倒，西夏人翻译汉文

文献时有时故意把汉文并列复句的次序颠倒译之，《经史杂抄》中屡见这样的译法。
④
 此处颠倒次序，

不知是疏忽还是故意为之。 

[2] 西夏文“挽箷”，与汉文“冤家”对译。 

                                                        
① № 570此处“难底梨、难底梨”对译为“绕硯打.绕硯打”。 

② 西夏文两个抄本此处均较汉文本少“众恶难中惊怖”一句。 

③ 此处西夏文用“弟子”代替了汉文本的“某甲”。 

④ 参考聂鸿音:《<夷坚志>契丹诵诗新证》，《满语研究》,2001年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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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篎虃胠绕.蔲礠蟅緛.竃礠縭發.緵.梢./冉.群.蜦縂.伴癴雷縂.穷惠虵龄縂.羕蚃皝/絧縂.

紸縂.纎縂.緕縂[1].竃①
縃縂發.篎魏浆/属[2]高縂.糣裸炔縂[3].②菋癐篿縂弛礠骄縂/編皢城.籒

堡菞竖儡录.緽菞娇緳簄务.窾/缄聚艾碍.③茸蟕羴綃.癦癦次始禑癏丑.瞫解瞪竛谍稺蔰籃怖.

煎縂惯楷.眣凡笍丑./汕妒[4]狮藪癎肂.酚蛾磪硉.皭籔贵④
掳癎./礠羐豺.癦癦癐穮吞礎.蜙継

縂[5]禨.篟魏贺贷./碽維庆诫綣萇榜喂抖繆虯不罚仅脃弛⑤
缐羋癦癦.癐癐蟌禨.縂丑吞浮蒜.

对译： 

复次阿难.若诸情有.身诸疼痛.头.项.眼.耳.鼻痛.牙齿舌痛.唇口面颊痛.胸肋背心痛.肚痛.腰痛.胯痛.

身遍疼痛.及泻痢痔瘘.风黄痰癊.及皆集病等诸恶病重染时.前如大明章句.佛大威德称念.则日月星曜.罗

汉圣贤.一切实真言发令.某甲弟子之拥护应作.灾患息除.安乐得令.所有刀剑毒药.虎狼狮子.蚖蛇蝮蝎.诸

禽兽.一切皆害不为.疟疾病离.不亦亡夭.乃至阿波娑摩啰.部多.毗舍左.鸠盘茶等等鬼主一切.悉皆远离.患

为不敢也. 

译文： 

复次阿难，若诸有情，患诸疼痛，头痛、项痛、眼耳鼻痛、牙齿舌痛、唇口颊痛、胸肋背痛、心

痛、肚痛、腰痛、胯痛，遍身疼痛，及泻痢痔瘘、风黄痰癊，诸恶重病，如前称念大明章句，佛大威

德，令一切日月星曜，罗汉圣贤，发真实言，与某甲弟子，应作拥护。息除灾患，令得安乐。所有刀

剑毒药、虎狼狮子、蚖蛇蝮蝎，诸恶禽兽，皆不为害。疟病不着，亦不中夭，乃至阿波娑摩啰、部多、

毗舍左、鸠盘茶等一切鬼，将悉皆远离，不敢为患。 

注释： 

[1] 西夏文“庆诫綣萇榜.喂抖.繆虯不.罚仅脃”，音译汉文“阿波娑摩啰、部多、毗舍左、鸠

盘茶”，分别译自梵文 Apasmāra(作忘者)、Bhūta（部多）、Piśāca（食肉）、Kumbhāzfa（瓶腹）。
⑥
 

原文： 

篎虃胠绕.蔲礠蟅緛.口箆耳突.翆聚耳紻/縂篟炬.窾蘦禑始嘻.蹭谍硧籱.縂綀⑦
谍聜毋/

膇属窾玛.始瑞聜菞俱胿钝.殆薁两瞭.口笷/谍緵虂.蒤臨粺.篎菞箎虯实竛[1].菞羴缊虌臡/诵.

妹籱茸林茸.篎舊胠绕綒弛.癐稺蔰耫丑./眣疤笍丑.蔲蘦篟堡.窾砄蕽珊腲礌綕虒/禨.菞硾篽

窏.缄聚坍蓎[2].菞睫砱维.竀紴瞭镀/緳筟肅落.薶禑篟属.胠绕.蘦泪技菞竖腲綒茸/碃.羴缊娇

緳.搓挡阶怖.笋蔲潜葒萝刚.魏焊/綀窗絢砈縃縂哗.缾履蟍禨.篎省籱供务.笶/寥癌墒落妒臀

帛綕[3].蘦落籄较投泊氨籮/矖怖. 

綃泪技砈投.替縂阑煎糹翫.妇架.聻缾.絥涸.簔笷.钦窃弛.虁穮吞蜙.蔵魏界癏/脭盫.蔵

魏订薸蟍禨.蘦俐籱.窾界綅婚蔰.蔩緵皖緜饯/ 

                                                        
① 以下应接№ 8048 第五叶，上海古籍出版社所摄照片拼接有误。 

② № 570此处少一“縂”字。 

③ 以下应接№ 8048 第四叶。 

④ 以下应接№ 8048 第二叶和第三叶。 

⑤ № 910和№ 8048此处均只有一个“弛”字，惟№ 570有两个。 

⑥ 参考梵藏汉和四译对校:《翻译名义大集》，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丛书第三，1916年，第 318页。 

⑦ 以下№ 8048应接第五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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穔砂融构.蘦俐贡碽铜砂.遍礝秸綀粔膁笍. ①胠绕蕽篎.们省槽膌.

綃泪技砈投菞竖腲綒茸碃瞲其 

对译： 

复次阿难.若诸有情.鬼魅所着.年月连积病不舍离.则此言真以.线于加持.患人之手上系为故时.金刚

手大药叉主.忿怒力以.鬼魅之头破.七分作.又大智舍利子.大神通目乾连.戒持罗睺罗.及汝阿难陀等.皆拥

护来令.安稳得令.若尔不如.则须弥山王本于抛离.大海枯竭.日月堕落.大地崩裂.如来应正等觉者.妄语无

有.阿难.此六字大明陀罗尼.神通威德.有未曾得.假若随喜听闻.亦是人恒久寿长病无.众恶远离.又受持读

诵.书写供养者何况.是名最上增益成就法也. 

圣六字寿增.疾病灾祸惊怖.伤害.天众.患施.鬼魅.食香等.灾害不做.或亦善行亲近.或亦各自远离.持

此咒.则善神监护.岁首尾围绕. 

尔时世尊.此咒颂演说时.千万亿人开解得.阿难闻已.信受奉行. 

圣六字寿增大明陀罗尼经 

译文： 

复次阿难，若诸有情，鬼魅所着，连年积月而不舍离，以此真言，加持于线，系患人手时，金刚

手大药叉主，以忿怒力，破鬼魅头，令作七分。又令大智舍利弗、大神通目乾连、持戒罗睺罗、及汝

阿难陀，皆来拥护，令得安稳。若不尔者，须弥山王离于本处，大海枯竭，日月堕落，大地崩裂。如

来应正等觉无有妄语。阿难，此六字大明陀罗尼，神通威德，得未曾有。若随喜听闻，是人恒得长寿

无病、众恶不侵，何况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是名成就最上增益之法。 

圣六字增寿，疾病灾祸惊怖，伤害、天众、施患、鬼魅、食香等，不为灾害，或亦亲近善行，或

亦各自远离。诵持此咒，则善神监护，岁始终围绕。 

尔时世尊，演说此咒颂时，千万亿人得开解。阿难闻已，信受奉行。 

《圣六字增寿大明陀罗尼经》 

注释： 

[1] 西夏文“虯实竛”，对译汉语“舍利弗”。梵文 Śāri-putra，汉译佛经译为“舍利弗”或“舍利子”。 

 

此外，俄藏《圣六字增寿大明陀罗尼经》№ 570号卷尾有发愿人施经题记，录文和对译如下： 

镁癏腞納[ŋwe2]籰[zjwị1
]病舔禛

愿发者嵬
口
移氏夫人 

蚐腞納[ŋwe2]籰[zjwị1
]彤[zjịj2]少[ŋwu1

] 

许者嵬
口
移赋谕 

砕查拓穕翆萰聚泪絶唉堂鲸経簧城羾

舅姑宝亥年八月六日夜傍晚入夜时生 

砕砕縄凹翆氦聚舉灯蒤铁皭玛城羾

                                                        
① 西夏文本最后一段从“綃泪技砈投”到“遍礝秸綀粔膁笍”，汉文本无，《大正藏》所收施护译汉文本亦无，

不知从何经译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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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舅孙牛年五月二十七晨巳时分生 

蘦瞲其镁癏腞納[ŋwe2]籰[zjwị1
]病缽禛

此契经愿发者嵬
口
移氏夫人 

蘦蚐腞納籰圭[phu2]絁[biej1]

此许者嵬
口
移赋娱

①
 

 

此发愿题记表明，№ 570号《六字增寿大明陀罗尼经》这个西夏抄本是嵬
口
移氏夫人为保佑她的丈

夫和两个孩子的平安而发愿请人抄写的，丈夫的名字叫“嵬
口
移赋谕”，长子的名字叫“乙囊里”，意为

“舅姑宝”，亥年八月六日傍晚入夜时生；次子的名字叫“乙乙罗”，意为“舅舅孙”，比长子小两岁，

牛年五月二十七早晨巳时生。 

题记中最有意味的是两个孩子的乳名，一个叫“舅姑宝”，一个叫“舅舅孙”，显然名字是发愿者

——孩子的母亲“嵬
口
移氏”所起的，名字中的“舅姑”无疑指的是孩子的爷爷和奶奶，他们既是“嵬

口
移”氏的公婆，又是她的舅舅和舅母，刚降生的孩子既是公公的孙子，又是“舅舅孙”。这个发愿题

记为证明西夏婚姻制度中曾存在的姑表婚制提供了又一项有力的证据。此前，克平和史金波等已经通

过对西夏字字形构成特点的分析，结合西夏遗存文献关于亲属称谓的记载，对西夏婚姻制度中实行的

姑表婚给予了较为充分的论证。克平首先注意到表示“姑姑”和“婆婆”的西夏字“臒”“柠”读音

同为*njɨ1，且字形相关；表示“舅舅”和“嫁”的西夏字“砕”“眀”读音同为*njɨ1；而表示“新娘”

和“堂表姐妹”的西夏字“刮”“籰”读音亦同为*zjwị1
，说明西夏存在着姑表亲之间通婚的制度。西

夏字读音和结构所反映的这一事实也被《天盛律令》《新集慈孝传》等西夏文献中所记载的亲属称谓系

统所证实，尽管《天盛律令》的记载显示西夏有表示亲属关系和婚姻关系的两套称谓，但这些称谓在

《新集慈孝传》等文献中的使用有时又是交叉的，说明西夏社会中存在着两个氏族之间的对偶婚。
②
 史

金波先生也曾结合西夏遗存文献有关亲属称谓的记载对西夏姑表亲制度做过论述，并认为这种制度可

能是双向的，即姑姑的儿子娶舅舅的女儿为妻，同时舅舅的儿子也娶姑姑的女儿为妻。
③
 值得注意的

是，这种在党项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两个甚至多个氏族之间的对偶婚制在元代得以延续，我们可以在存

世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所记载的西夏遗民唐兀公家族祖孙三代的世系中

看到这种遗存，此碑详细记载的唐兀家族与“乃蛮氏”“旭申氏”和“哈喇鲁氏”之间的通婚状况，充

分说明党项遗民社会中存在着姑表婚制度。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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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赋娱”之“赋”当为前边“赋谕”的“赋”之音译，而“赋娱”之“娱”为前边“谕”的同音字，因此最

后两行为前两行的重复。 

② K. Б. Keпинг “Тангутские термины родства”. Festschrift for Tatsuo Nishida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0th Birthday, 

Kyoto/Shokado, 1988, pp.137-164. 孙颖新译文，载景永时编:《西夏语言与绘画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

第 48~72页。Kepping, K. B. Kepping, “Tangut(XiXia) degrees of mourning”,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vol. 

14:2(1991), pp.1-63. 钟焓译文，载景永时编:《西夏语言与绘画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 73~113页。 

③ 史金波：《西夏党项人的亲属称谓和婚姻》，《民族研究》1992年 1期。 

④ 焦进文，杨富学校注：《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 137~1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