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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藏西夏本《拔济苦难陀罗尼经》考释 
 

聂鸿音 
 

摘  要：本文对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 инв. № 117 号西夏本《拔济苦难陀

罗尼经》进行全文翻译和校注，重点对卷尾的发愿文进行了考证，指出这部佛经是以贺宗寿

为首的西夏大臣们在 1193 年 11 月 3日出资刊印的，目的是在纪念仁宗皇帝的“三七”法会

上散施。 

        关键词：西夏文 佛经 拔济苦难陀罗尼经 

 

这里讨论的西夏本《拔济苦难陀罗尼经》1909 年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随即被

科兹洛夫率领的俄国皇家蒙古四川地理考察队携往圣彼得堡，今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编

号 инв. № 117。该书的书题著录首见西田龙雄的《西夏文佛经目录》第 142 号，①其后有克恰诺夫给

出的版本和内容描述。②由于存世本的卷尾保留着一篇此前未被学界关注的发愿文，所以其价值当在

大多西夏佛经译本之上。本文试图对这个西夏本进行全文解读，重点对卷尾发愿文的作者、写作时间

和写作目的进行力所能及的考证。 

西夏文《拔济苦难陀罗尼经》由皇太后梁氏共惠宗皇帝（1068—1086 年在位）具名转译自唐玄

奘法师的同名汉译本。据克恰诺夫在 1999 年介绍，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本为 1193 年重刊，

麻纸经折装，每折 5 行，行 13 字。卷首有版画 2 折，③正文凡 16 折，其中包括卷尾的发愿文 4 折。

全书保存完好，仅卷尾亡佚一折，当是发愿文尾题的最后半句，也许后面还有助缘者的名录，但对正

文内容应该没有影响。这个西夏本的原件尚未发表，本项研究依据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蒋维崧、严克

勤二位先生上世纪末在圣彼得堡拍摄的照片。下面是加上标点的西夏经文和汉译文，用作翻译参考的

汉籍是《大正藏》第 1395 号玄奘译本，④本文对原书的标点有改动。 

 

原文： 

蛜煎镜藂綒茸碃瞲其 

蘦堡裳籋：蒜玛诫臡嘿扦茸穄繕扦抖苾臎砫蘪紋茋疟科纚，驳哗競蕽、亡舘闰吵舘

篎礠綀聻、庆废茸弛蔎篿，吞壳菞缾緵皖緜饯。 

     穔砂缾袭蟅论矂搓，疥落铜臀哗緳萚册踩，嫉臀息哄，緽舮谍皏螏，蘹稉耉籯，緽

                                                        
① 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第 3 册，京都：京都大学文学部，1977 年，第 33 页。 
② Е. И. 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 c. 445—446. 
③ 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提供的原件照片，卷首版画描绘的是释迦牟尼佛宣讲《拔济苦难陀罗尼经》的场景。画上有

佛、菩萨及听法众凡 18 身，其中四身有汉文榜题，分别为经文中提到的“释迦牟尼佛”、“不动如来”、“灭恶趣王如来”
和“不可说菩萨”。 

④ 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21 册，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 年，第 9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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谍禑瑚：“融构！罏蘦融揉吞壳蟅緛，逗店翖絅，礠履急属瞭，耳绢耻笗硆口笘蛥袭腫，

蔲綀聻袭毯，礠蛜糷栏。翗镁焚蘝紏蘞镜藂籃！” 

緽禑：“界竭竛！苛胅苛胅！舊蟅緛癦癦谍焚蘝絅，蘦堡迈瑚阶。翵萝翵萝！籋罏舊

谍缾蛜紏蘞镜藂祪铜。界竭竛！緽融构矂搓，疥落篟霹竀紴瞭镀緳維緂，礠蟅緛谍竲疤

晾絅，窾蹦綒茸碃铜，缾弛供务籃。綒茸碃贡： 

簴簴汕簴簴汕  礠出汕礠出汕  笋礠秳汕笋礠秳汕  笋榜磱汕笋榜磱汕  瞅榜笋

仟萯瞅榜笋仟萯  磱傅恼撂瞅蔥瞅榜祊蕽  舧仟 

    笋蔲界竭竛、界眛綀，絧廊嘻篟霹竀紴瞭镀緳維緂谍耉籯，蘦俐省籱，窾籒碽属氦

篟菤急、淮編灯履、礠羴綃颊、緳矖权输，燃癐妮秲。肈菤底城，焊篟霹緽礠蟅论蔎竀

箙阐艱，氢艱窿瑚，睪谍絧窅丑。篎蘦堡禑妒：‘籋罏舊谍舝紴，籋裹诺评緽繕前汕妒’。

焊綀肈菤篎粮，耳绢篟霹竀紴付葾緽繕毯前笍。界竭竛！篎融构矂搓，疥落履谴秲腲竀

紴瞭镀緳維緂，礠蟅緛谍竲疤晾絅，窾蹦綒茸碃，缾弛供务丑。綒茸碃贡： 

         白焊汕白焊汕 磱傅妈祊闽盀焊汕 白菾闽白菾  磱傅恼撂闽白菾  舧仟 

笋蔲界竭竛、界眛綀，絧廊嘻履谴秲腲竀紴瞭镀緳維緂谍耉籯，蘦俐省籱，窾礝淮

遍弱絢瞤肈簄，帛焦毯薸竭縌竃笍，礠臷笒累，翖驾绕们，礠饭矖论，礠菬例论，簂涸

膌稧，礠晾通粵，履急篟属，礠絻翫禨，膳肈緳笒，缾稧窿籃，絢界蕎脭，絢緳矖蕽，亡

蘀絧癌，稊粵挡糳。礠緳萚嘻，订竃册踩，界茅築笒，礠履急絾，絢壕盬哗，甭禃葾稧。

焊綀聻袭，絢絁疤栏，絪籄较緳筟亡蘀螑。窗焊灯姑文維篟兵，絢蟅緛癦癦谍竲疤。礠

庭簵落，订竲絅簁，帛焦毯薸，絢緽癿笍，緳矖蔰籱，羴綃缾袭笭。” 

玛诫臡嘿蘦瞲其铜蜶，競蕽、蟅论篎礠綀聻、庆废茸弛緽碽铜蕽，癐菞絧窅，们省

槽膌。 

蛜煎镜藂綒茸碃瞲其。 

 

汉译： 

拔济苦难陀罗尼经[1]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室罗筏国誓多林给孤独园[2]，与无数声闻、菩萨摩诃萨及诸天人、阿素

洛等俱，无量大众前后围绕。 

尔时众中有一菩萨，名不可说功德庄严，从座而起，顶礼佛足，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今

此世界无量有情，烦恼因缘，造诸恶业，当堕地狱饿鬼畜生[3]，或生天人中[4]，受诸剧苦。唯愿哀愍

方便拔济！” 

佛言：“善男子！善哉善哉！汝能哀愍一切有情，作如是请。谛听谛听！吾今为汝略说拔济众苦

方便。善男子！有一佛世尊，名不动如来应供正遍知[5]，为欲利乐诸有情，故说陀罗尼，令众诵念。

陀罗尼曰： 

羯羯尼羯羯尼 鲁折尼鲁折尼 咄卢磔尼咄卢磔尼 怛逻萨尼怛罗萨尼 般剌底喝那般剌

底喝那 萨缚羯莫般蓝般逻般谜 莎诃[6] 

若善男子、善女人，至诚敬礼不动如来应供正遍知，受持此咒，则先所造作五无间业、四重十恶、

毁诸圣贤、谤正法罪，皆悉除灭。临命终时，彼不动佛与诸菩萨亲现其前，赞叹慰喻，令其欢喜。复

告之言：‘我今来迎汝，应随我往所从佛国。’[7]彼命终已，决定往生不动如来清净佛土。善男子！复

有一世尊，名灭恶趣王如来应供正遍知，为欲利乐诸有情，故陀罗尼[8]，令众诵念。陀罗尼曰： 

输达泥输达泥 萨缚播波毗输达泥 戍睇毗戍睇 萨缚羯莫毗戍睇 莎诃[9]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至诚礼敬灭恶趣王如来应供正遍知，受持此咒，则万四千劫常忆宿命，所

在生处得丈夫身，具足诸根，深信因果，善诸技术，妙解诸论，好行惠施，厌舍诸欲，不造恶业，离

诸危怖，具正命慧，众所爱重，常近善友，恒闻正法，求菩提心，曾无暂舍。以诸功德，而自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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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善律仪，怖诸恶业，恒无匮乏，调柔乐静。于天人中，常受快乐，速证无上正等菩提，终不退于十

到彼岸，常愿利乐一切有情。诸所修行，非专自利，在所生处，常得见佛，护持正法，预贤圣众。” 

时薄伽梵说此经已，声闻、菩萨及诸天人、阿素洛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拔济苦难陀罗尼经。 

 

校注： 

[1] 汉文本经题下署“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2] 室罗筏国（扦茸穄繕），即“舍卫国”（Śrāvasti），汉文本无“国”字。 

[3] 畜生（笘蛥），来自梵文 Tiryagyoni，此从汉文古译。玄奘本新译作“傍生”。 

[4] 汉文本脱“生”字。 

[5] 应供正遍知（瞭镀緳維緂），来自梵文 Arhan samyak-sa/bodhi，此从汉文古译。玄奘本新

译作“应正等觉”。下同。 

[6]《大藏全咒》作 kā/kanikā/kani rocanirocani trowanitrowani trāsanitrāsani pratihanapratihana 

sarvakarmapara/paranime svāhā，①与汉文本及西夏本对音不尽相合。汉文本“羯羯尼”似译

自 kārkani，“般逻般谜”似译自 parapame。 

[7] 所从，夏译“诺评”（请来、招来），②此处指不动佛与诸菩萨原本的住处。 

[8] 西夏本“綒茸碃”（陀罗尼）下脱“铜”（说）字。上文及汉文本均作“故说陀罗尼”。 

[9] 此句《大藏全咒》作 śuddhaniśuddhani sarvapapa/biśuddhani śuddhibiśuddhi sarvakarmabiśuddhi 

svāhā。③ 

 

接下来的施经发愿文是文献中最引人注意的部分。下面先给出这篇发愿文的原文和汉译，然后进

行简单的讨论。 

 

原文： 

罏蕽：《蛜煎镜藂綒茸碃瞲其》落，篟霹緽谍癐籱、歧葇融构虓模。舉硊缊俐谍两，

灯履谗输谍惯。礠綀省籱，佬谴吞緂，蹦絅入瞲衬蘞，蘦瞲其笍。聶凭稐弛次们镁癏，

较抵綃篙，蘦絅籒綃戊蒤磖皺，絪蒾藪聶缉礼篿，镣葾礮粵，繕蔰拓冒虨號，绢祇、禑

紻臀、缽碽、仅碽、縇纚縇通礠菞缾弛戊遍父祡窿迈，履谴葾丑、蒤緽礌镁、庆蕽綒緽

订薸其捌莐涸癌墒弛蒤坚蒤唉属，紒、锡、水戊入瞲其薸息活蛁供务丑，蟅镜肈微，缊

穒簂涸。睈迈藵螙蘦瞲其紒锡舉遍父梭耳涸。蘦界臷吸，翗镁：菞较猜索，葾繕絻毯，

絪肅棍維，篎镁猜厚菐、猜索羴砈紐縃，礝翙谩耫。矖揉蟅緛，戊搓絻父。 

竤辊淖硧薡敖舉灯淮翆灯聚萰絶坚，繝箍宦配塘礠叉礮…… 

 

汉译： 

今闻：《拔济苦难陀罗尼经》者，不动佛之总持，释迦世尊解说。二首神咒之力，灭除十恶逆罪。

诸人受持，不知意趣，是以搜寻经藏，得此契经。臣宗寿等至诚发愿，上报圣恩，故于先圣三七之日，

速集文武臣僚，共舍净资，于护国宝塔之下，敬请禅师、提点、副使、判使、在家出家诸大众三千余

员，各自供养烧施灭除恶趣、七佛本愿、阿弥陀佛道场七日七夜，念诵番、汉、西蕃三藏契经各一遍，

救放生命，布施神幡。命工雕印，散施此经番汉二千余卷。以此善缘，谨愿太上皇帝往生净土，速至

佛宫，复愿皇太后、皇帝圣寿福长，万岁来至，法界含灵，超脱三有。 

                                                        
① 林光明编修《新编大藏全咒》第 5 册，台北：嘉丰出版社 2001 年，第 399 页。 
② 李范文《夏汉字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759 页。 
③ 林光明编修《新编大藏全咒》第 5 册，第 4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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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高乾祐癸丑二十四年十月八日，西正经略使……① 

从文中可以看出，发起这次施经活动的是西夏的几个大臣，为首的名叫“凭稐”，克恰诺夫音译

作 Цон Лду，其中对第二个字的判读有误。事实上“稐”字在《番汉合时掌中珠》里先后六见，分别

用来音译汉语的“兽”、“手”、“受”和“寿”，②应当读若 śjiw，③由此我确信这里的“凭稐”是汉语

“宗寿”的译音，指的是西夏仁宗和桓宗两朝的大臣贺宗寿。贺宗寿其人不见史书记载，此前我们只

知道他在桓宗朝担任“中书相”的要职，因长期患病而皈依佛教，曾在夏天庆七年（1200）命智广、

慧真、金刚幢三位高僧辑录译定诸经的神验密咒，编成了那本流传后世的《密咒圆因往生集》，并在

序言里自述： 

 

    宗寿夙累所钟，久缠疾疗，汤砭之暇，觉雄是依。爰用祈叩真慈，忏摩既往，虔资万善，整

涤襟灵。谨录诸经神验密咒，以为一集，遂命题曰“密咒圆因往生”焉。然欲事广传通，利兼幽

显，故命西域之高僧、东夏之真侣，校详三复，华梵两书，雕印流通，永规不朽云尔。时大夏天

庆七年岁次庚申孟秋望日，中书相贺宗寿谨序。④ 

 

贺宗寿很可能在编完《密咒圆因往生集》之后不久就因病谢世了。为了怀念他，他的儿子呱呱举

办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法会，会上散施了《父母恩重经》，并用汉文写下了一篇发愿文附在后面，文中

称他父亲为“亡考中书相公”： 

 

伏以《父母恩重经》者，难陀大圣，问一身长养之恩；妙觉世尊，开十种劬劳之德。行之则

人天敬仰，证之则果位独尊，诚谓法藏真诠，教门秘典。仗此难思之力，冀酬罔极之慈。男儿呱

呱等，遂以亡考中书相公累七至终，敬请禅师、提点、副判、承旨、座主、山林戒德、出在家僧

众等七千余员，烧结灭恶趣坛各十座，开阐番汉大藏经各一遍，西番大藏经五遍，作《法华》《仁

王》《孔雀》《观音》《金刚》《行愿》经、乾陀般若等会各一遍，修设水陆道场三昼夜及作无遮大

会一遍，圣容佛上金三遍，放神幡、伸净供、演忏法，救放生羊一千口。仍命工……⑤ 

 

可惜这篇发愿文的尾部亡佚，否则我们当可据以推知贺宗寿谢世的确切时间。 

发愿文的尾款有“西正经略使”（繝箍宦配塘）五个字，克恰诺夫认为是贺宗寿（Цон Лду）在

当时的官职。我在中原史书里没有找到“西经略使”这个词，只见到《金史》卷六一《交聘表中》里

提到西夏有相近的“东经略使”，⑥而具体执掌则不清楚。参照北宋的职官制度，我们或许可以想定“西

经略使”是西夏西部边境地区的军事首长。⑦不过无论如何，这个官职肯定低于当时几乎位极人臣的

“中书相”，⑧这就是说，作为仁孝朝旧臣的贺宗寿在桓宗朝又得到了升迁。 

这场法会的举行地点是“护国宝塔之下”（繕蔰拓冒虨號），克恰诺夫估计这里就是著名的凉州

护国寺感通塔。考虑到发愿人贺宗寿在当时的官职是“西正经略使”，而护国寺感通塔的所在地凉州

                                                        
① 由于下面的文字亡佚，所以我还不敢贸然翻译“礠叉礮”三个西夏字，现在还看不出来这是个人名还是别的

什么。 
② 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番汉合时掌中珠》，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第 193 页。 
③ 李范文《夏汉字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235 页。 
④ 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6 册，大正一切经刊行会 1934 年，第 1007 页。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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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藏黑水城文献》，

第 3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第 49 页。 
⑥ 《金史》中华书局 1975 年点校本，第 1437 页。 
⑦ 我至今不能圆满解释“西正经略使”里的“正”字，尽管从字面上看来这有可能是在强调它不同于“副经略使”

或者临时代理的“权经略使”。 
⑧ 由辽代职官制度推测，“中书相”应该是兼任中书侍郎的丞相（同平章事）。从《宋史•夏国传下》可知，西夏

中书相至少还有崇宗朝的王仁宗，他曾以《灵芝歌》与崇宗唱和。参看《宋史》中华书局 1974 年点校本，第 140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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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甘肃武威）又恰在西夏都城中兴府以西，那么他的这一想法当然并非毫无道理，但从我们见到的

西夏资料看，人们似乎只称凉州护国寺塔为“感通塔”，①而并不称之为“护国宝塔”（繕蔰拓冒虨），

由此想来，克恰诺夫的这个猜测还有待于发掘新的资料来进一步验证。 

发愿文的写作时间署乾祐癸丑二十四年十月八日，从文中我们还可以知道，这正是“先圣三七之

日”，也就是仁宗仁孝去世后第 15 天到第 21 天的祭祀活动期间。《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记载： 

 

绍熙四年九月二十日，仁孝殂，年七十。 

 

宋绍熙四年（夏乾祐二十四）九月二十日相当于公历 1193 年 10 月 16 日，而发愿文写成的乾祐

二十四年十月八日相当于公历 1193 年 11 月 3 日，②距离仁宗“三七”祭祀活动的结束（11 月 5 日）

还有两天。大约就是在此期间，贺宗寿率领大臣们组织了七日七夜的法事，做了众多功德，包括刊印

散施了这部《拔济苦难陀罗尼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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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福成《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 4 卷第 3 号，1930 年，第 158 页。 
② 克恰诺夫折算为 1193 年 11 月 4 日，比实际日期晚了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