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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翻譯漢（譯）文本佛學文獻，西夏人建構本

民族佛學思想體系的嘗試: 
以“西夏文本慧忠《心經》注”為例∗ 

 

林英津 

 

摘 要：本文試圖透過黑水城出土西夏語文獻之“慧忠《心經》注”的解讀，針對文本

字裡行間反映的語言特徵，嘗試加以描寫分析，討論譯者所以詮釋經文義理的蛛絲馬跡。论

文先略述西夏文本《心經》，及西夏人可能看到的《心經》漢譯本、注疏本，其次為西夏文

本與漢文本對勘釋文，然後重點分析慧忠的《心經》註解，描述他詮釋佛學名相的特色，再

看西夏譯文如何呈現慧忠的註解，及其進一步再建構的《心經》意旨。 

關鍵字：《心經》  慧忠注  西夏佛學思想  建構 

一、前言 

討論古人的思想體系，相當於對古籍經典的詮釋。論證西夏國民的思想體系，倘若欲尋求內部的

證據，也必須以西夏語文獻的解讀為基礎。本文即試圖透過黑水城出土西夏語文獻之“慧忠《心經》

注”的解讀，針對文本字裡行間反映的語言特徵，嘗試加以描寫分析，討論譯者所以詮釋經文義理的

蛛絲馬跡。 

我認為，文獻的語言特徵，乃至其遣詞造句所反映的思維脈絡，是內在於文獻之中並且以文獻的

存在而存在的。這一點，玄奘本人在翻譯佛經時，應該是有自覺的。西夏人選擇了玄奘漢譯加上慧忠

註解的《心經》，“選擇”的本身就是某種詮釋思維的呈現。進一步，根據解讀西夏文本的結果，從譯

文的字裡行間，我們除了可以看到譯者接受慧忠對《心經》的註解之外，还可以看到譯者再建構的企

圖。 

以下，本文先略述西夏文本《心經》，及西夏人可能看到的《心經》漢譯本、注疏本，其次為西

夏文本與漢文本對勘釋文，然後重點分析慧忠的《心經》註解，描述他詮釋佛學名相的特色，再看西

夏譯文如何呈現慧忠的註解，及其進一步再建構的《心經》意旨。 

 

                                                        
    ∗ 本文初稿曾經在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he Tangut Language and Buddhism（20 Mar. 2010，東京外國語大學ア

ジアアフルカ言語文化研究所）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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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心經》及本文所用文本 

 
這一節主要略述傳世《心經》的夏漢文本及注疏本。 
現在收藏於東京博物館之日本法隆寺貝葉經，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梵文本《心經》。

① 近年又於

尼泊爾河口發現廣本梵文《心經》。
②
 

中國歷史上，至宋朝為止，《心經》可考的至少有十一次漢譯，現存有九個文本
③
 傳世，以唐玄

奘所譯簡本最為流行。
④
 中國歷代高僧對本經之註疏本也相當多，如《大正藏》所收唐慈恩窺基的《般

若波羅蜜多心經幽贊》（vol. 33, No. 1710）、唐新羅沙門圓測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贊》（vol. 33, No. 
1711）、唐賢首法藏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略疏》（vol. 33, No. 1712）等。

⑤ 而唐代南陽慧忠為玄奘

譯本作注的文本，
⑥
 流傳到西夏。當代出土的黑水城西夏文獻，不僅有漢文本，也有西夏文本。 

我所用的西夏文本是日本學者荒川教授 2006 附的影本。
⑦ 至於對譯漢文本，主要用黑水城出土

漢文本（TK 116《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注》），
⑧ 並參考《卍新纂續藏經》vol. 26, No. 533 之《般若

                                                        
① 根據榛葉良男 1977，法隆寺梵文本貝葉《心經》為一簡本悉曇字寫本，乃 609 年由中國傳入日本；早於玄奘

譯本 40 年。另外，依梵文本所造的漢字音譯本則有：1.《敦煌遺書》S2464、S5648 號“觀自在菩薩與三藏法師玄奘

親教授梵本不（空）潤色《唐梵翻對字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此為簡本，後來收入《大正藏》。2.《房山石經》藏不

空漢字音譯本。3.《房山石經》藏慈賢漢字音譯本。4.《日本大藏經》所收之蘭溪大覺禪師之漢字音譯本，此本寬元四

年（1246，南宋理宗淳祐六年）蘭溪大覺禪師自中國攜至日本。5. 宋《愣嚴解冤釋結道場儀》之《玄奘感觀音親授記

梵文心經》，此為明清時期雲南阿吒力僧常用之科儀，不為歷代《大藏經》所收，底本今收藏於雲南圖書館。 
② 此本何時發現並經鑑定，我一時無從考察。根據《佛光大辭典》“尼泊爾佛教”條，僅知： 
十九世紀初葉，方由英國學者荷吉森（B.H. Hodgson）發現梵語佛典，發表後（1826）震驚學界，使保存

於尼泊爾之梵語佛典，得以為世人所知。當時共搜集梵語寫本三八一部，因其中有重複者，故分至加爾各

答、牛津、倫敦、巴黎等地予以研究。…… 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六年間，英國劍橋大學又得三二五部。更

有法人萊維（Sylvain L|evi）歷數次方得珍貴之梵文寫本，日人河口慧海、高楠順次郎、亮三郎等亦獲有梵

本寫經，分別收藏於東京大學及京都大學。 

 此本當即林光明 2000 所稱“141 尼河梵  廣本 廣本 Nepal（尼泊爾）河口本”。 
③ 可略述如下：1. 吳支謙譯（？）《摩訶般若波羅蜜咒經》，已佚。2. 姚秦鳩摩羅什譯（402—413）簡本《摩訶

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收存於《高麗藏》《大正藏》。3. 唐玄奘譯（649）簡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收存於《高麗

藏》《大正藏》。4. 唐菩提流志譯（693）《般若波羅蜜多那經》，已佚。5. 唐實叉難陀譯（695—710）《摩訶般若髓心經》，

已佚。6. 唐義淨譯（695—713）簡本《佛說波羅蜜多心經》，日本存有抄本。7. 唐法月譯（重譯）（738）廣本《普遍

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收存於《高麗藏》《大正藏》，（另有初譯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別本）。8. 唐般若共利言

等譯（790）廣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收存於《高麗藏》《大正藏》。9. 唐智慧輪譯（847—859）廣本《般若波羅蜜

多心經》，收存於《大正藏》。10. 唐法成譯（833—865？）廣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敦煌石室藏本。11. 宋施護譯

（980—1000）廣本《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收存於《大正藏》。其中的“法成”譯師，為原籍後藏、活躍於敦煌

（沙州）的譯師，因此，他的譯本應該是以藏文本為底本翻譯的。法成的生卒年不詳，但是他在敦煌復歸唐朝（848）
時，仍停居敦煌開元寺譯經、講經。而傳世西夏文本《心經》，有非譯自玄奘漢譯本者。此可參看胡進杉 2008、聶鴻

音 2005，換句話說，西夏時代已經有流通的藏文譯本。又因為西夏時代不可能看到宋以後的譯本，所以本文不再記述

近代新譯本。 
    ④ 參看注 2、3。簡本只有正宗分。不像廣本開頭先有“如是我聞，一時……”這一段證信的序分；結尾也沒有

“大眾歡喜，信受奉行，作禮而去”之類的流通分。 
    ⑤ 唐代還有慧淨作《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疏》（敦煌發現，收入《卍新纂續藏經》vol. 26, No. 521）、靖邁撰《般若

波羅蜜多心經疏》（《卍新纂續藏經》vol. 26, No. 522）、明曠述《般若心經疏》（《卍新纂續藏經》vol. 26, No. 528），敦

煌寫本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還源述》、《挾註波羅蜜多心經》（《大正藏》vol. 85, No. 2746, No. 2747）等。至於法藏的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略疏》，宋以來還有後續的抄記等。及宋代有關的《註》、《疏》、《記》等，則不下八家。此外，由

印度論師所造的《心經》釋論，現存於《西藏大藏經》的就有八篇。而《卍新纂續藏經》vol. 26, No. 526 收《般若心

經註》，即為“中天竺國沙門釋提婆 註（并序）”。 
    ⑥ 傳世漢文藏經似乎沒有單行的慧忠《心經註》。果是，黑水城出土的漢文本，在古今圖書文獻而言有重要的意

義，自可不言而喻。 
    ⑦ 原件收藏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收錄在 Gorbacheva & Kychanov 1963：110 之 Tang. 253《摩

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Kychanov 1999 新編號為 No. 20。 
    ⑧ (1) 參看注 6、7，不論是漢文本或西夏文本，由於前後殘缺，其實是看不到“《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注》”這

個標題的。(2) 這個漢文本《心經注》（以下簡稱“黑水城漢文本”）收藏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

影本已經釋出，在《俄藏黑水城文獻》vol. 3: 29—35。根據孟列夫等 2000 的〈敘錄〉，此一文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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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經三注》。
① 此外，標點斷句參考了索羅寧教授提供的，參酌了《新續藏經》、《大正藏》、及宇井伯

壽註疏本等互校、加新式標點之“校對本”。但本釋文不全用“校對本”的標點斷句，除非必要，並

不特別說明。 
 

三、對勘釋文 

 
這一節將黑水城西夏文本、漢文本與《卍新纂續藏經》vol. 26, No. 533《般若心經三注》之慧忠

注對勘釋讀，同時釐清荒川 2006 的若干問題，以為下文分析討論之張本。第四行的對譯漢語，用的

是“三注本”的文字，其與黑水城漢文本文字上的差異，則置於腳註。原則上，文字的差異多不影響

句法和語義的判讀。由於夏漢語言的語法差異，如果遷就西夏文本行行對堪，勢將割裂漢文本，所以，

“第四行”改以“段”為單位，盡可能保留漢文本的語篇形式。 

1a—4. 
□ □ □ □ □ □ □ □ □ □ □ □ □ 蝴  

tsjiir1 
            法 
1a—5. 
歪   芬  □ □ □ □ □ □ □ □ □ 覽 跡 輜      
³jow2 na1                            dzj_o1 tj_•j2 gu2  
海   深             喻  鏡  中 
1a—6. 
白   躬  怨  杜  邢 木 淒 狁 冶 覽 犧 輜 并 願  

swu2 lhjwi1 sju2 nioow1 lú—  t_a1 ³a1 bioo1 ku1 dzj_o1 bji1 gu2 rúr2 bji2 
形    求， 如； 又   念 息，空  觀， 則，喻  日  中  影 逃， 

1a—7. 
伭  顎  吭  舂 賅 覽 棒 嘛 怨 巖 怨 刞 佐 嘛  

lew2 thj•2 lwúr2 rejr2 tja1 dzj_o1 tha2 lj_•2 sju2 wa2 sju2 war2 gj•2 lj_•2 
同。 此     經    者   喻  大  地 如，   何      物    地 
1b—1. 
呈   杖 戡 捩   菜  搭   一   項   鵡  巖  怨   蝴   佐  項  

bju1 mji1 to2 rjur1 tha1 lew1 lew1 njiij1 nur1 wa2 sju2 tsjiir1 gj•2 njiij1 

                                                                                                                                                                               
金刻本。蝴蝶裝。白口。未染麻紙。共 14 個整頁。紙幅高 19。版框高 15.2，殘寬 19.5，天頭 2.3，地腳

2.1。左右皆殘損。每半頁存 5行，行 10—12 字。有雙行小字注釋。上下單邊。宋體，墨色深勻。首殘。

有 “將釋經題都□五句以明眾生本心” 等字。以下分別解題：第一摩訶，第二般若，第三波羅，〔第四蜜

多〕，第五心經。再另起注解經文。第六頁述般若波羅蜜多神咒不可思議功德。末頁為後序。原以每紙印 2

個蝴蝶葉，再經裁切成蝴蝶裝。故書口下所印 “一”至“七”，為用紙序數。反映刊刻形式自卷軸向蝴蝶

裝的過渡。參見《大正藏》第 8卷第 848 頁下欄。 

現在，我們確實知道這個漢文本是玄奘譯《心經》慧忠註之單行本，而且與 Tang. 253 之西夏文本密切對應。因此，〈敘

錄〉所稱的“第六頁述般若波羅蜜多神咒不可思議功德。末頁為後序”，應該可以根據西夏文本加以調整。“第六頁”

相當於慧忠註的“跋語”，即所謂“後序”；“末頁”才是一般所稱的“序”，是慧忠自敘作註的意旨。這個“序”，在西

夏文本是放在正文之前的。不過，由於漢文本之書口印有“一”至“七”之用紙序數，我們並不能肯定第七張紙的後

半部（即現在所看到的第 14 頁）原來是在文本的開頭。 
    ① 下文簡稱“三注本”。這個文本，先有 533—A 的日本寬政三年（1791）《重刊三註心經序》，其次是 533—B 的

唐南陽國師慧忠（677—775）《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序》，然後纔是《三註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另外兩位作註者為本朝（北

宋）芙蓉禪師道楷（1043—1118）、慈受禪師懷深（1077—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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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生。諸佛唯一心指。 何 法心 
1b—2. 
呈   杖    囝   項  嘛   傻  冶    圣    圳   痳 鼯  蝴    韓   隆  

bju1 mji1 |sjwo1 njiij1 lj_•2 tsjij2 ku2 t|shjwo1 zji2 ™jiij1 ™j•2 tsjiir1 wee1 mjij1 
因，不   立 。心  地  了，則，  故   總 持  謂。法    生  無， 
1b—3.  
傻  冶 韌    鈾   感 肄 閂 邢 旁 衷  冶 旁 鍍   蚓  

tsjij2 ku2 thjoo1 dwewr2 mjiij2 we2 ™ja1 lú— gjiij1 dzj_ij1 ku2 rejr2 tshjiij1 lj_o2 
悟， 則，妙     覺    名，為。一  念  超  越 ，則，多  說 ，豈 
1b—4a. 
姊  
|sjwo1  
用。 

法海茫茫何極。若也廣尋文義，猶如鏡裏求形；更乃息念觀空，又似日中逃影。茲經喻如大地，何物

不從地之所生。諸佛唯指一心，何法不因心之所立。但了心地，故號總持；悟法無生，名為妙覺。一

念超越，豈在繁論者爾。
① 

1b—4a—R. 
顎  吭  感   擾 毗 雕 媼 剛 萎  

thj•2 lwúr2 mjiij2 phie2 ™jij1 zj_ij1 gu2 ³wú1 gjwi2 
此   經   名   釋 ，欲，時，共  五  句 
1b—4—L. 
嬌  試 韓 柝 袁  項  娘 酒  
³wu2 ™ji1 wee1 ™jij1 múr2 njiij1 d|zju1 phji1  
以， 眾  生  之  本  心   明，令。 

將釋經題，都有五句，以明眾生本心。 

1b—4b. 
一  赴  返 錢  

lew1 tsew2 ma2 ³_a2  
第 一    [摩 訶] 
第一摩訶 

②
 

1b—4b—R. 
卿    迴  

                                                        
① (1) 這一段根據“三注本”是慧忠為漢譯《心經》寫的序。西夏文本逸失的文字，大致相當於漢文本的“夫法

性無邊，豈藉心之所度？真如非相，詎假言之所詮？是故眾生浩浩無窮”。則 1a—4 行可識的最後一個字 蝴 tsjiir1，
無疑是翻譯“法”。(2) 參看注 8，黑水城漢文本的慧忠《心經》序，整個應為大寫字。現在釋出的文本可辨識的部分

從“（法）性無邊”始，至“但了心地”止，置於 TK116 (14—14)；TK116 (14—1)依稀可辨識有“豈在繁論”，唯“繁

論”之後，肯定沒有“者爾”兩字。殘缺的“論”之後，依稀可辨就是“摩（訶般若波）”，接下的兩行，“羅蜜多心經

將釋經題都（有）”、及“五句以明眾生本心”，也作大寫字。相對的，西夏文本之“將釋經題都有五句以明眾生本心”

作雙排小字。在“三注本”，則“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是文本標題，“將釋經題都有五句以明眾生本心”是慧忠的

註解文字。(3) 黑水城漢文本“茫茫”作“渺茫”，“鏡裡”作“鏡內”，“茲經”作“此經”。(4) 西夏文本目前的影印

件，1a—5 行第十一字僅餘左下角。若根據荒川的判讀，該字為 冶  ku1。1b—3 行第九個字 旁  gjiij1，形體與第

十二個字極相似，卻是音、義完全不同的兩個詞。這裡的 旁  gjiij1 與 衷  dzj_ij1 連用，旁  衷 gjiij1 dzj_ij1 翻

譯慧忠漢語的“超越”。至於 旁  鍍  rejr2 tshjiij1“多說”，則對譯慧忠漢語的“繁論”。 
② 黑水城夏漢文本相應，這一行都作大寫字。以下，對應西夏文本大寫字的漢文以“黑體字”為記，不另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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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wŸa1 ³wuu1 
[梵]   語 
1b—4b—L. 
撾  隘  

³wu2 mji2  
是。 番 
1b—5—R. 
迴   棒 鼯 顎 賅 窕 蛾 牞 嘉 樓  貧 矩  慝  窗 手 溥 找 捌  護  
³wuu1 tha2 ™j•2 thj•2 tja1 ™ju2 mur1 l_a1 lhj•2 mj••2 zow2 rjur1 kha1 gjw•1zj_ij1 ©ie2 l_u2  rejr2 nioow1 
語   大  謂。 此  者  凡  夫  妄，塵  境   執，世   間   堅  著，  礙    多，緣， 
1b—5—L. 
圣    感  嘉 鼯 跨 捩 試 韓 項 樓 赤 淒 皎 唉 矩 玆  圳 項 投  
t |shjwo1mjiij2 lhj•2 ™j•2 sjij1 rjur1 ™ji1 wee1 njiij1 l_a1 zj_•2 ³a1 |sja1 rjijr2 rjur1 ki_ej2 zji2 njiij1 ™u2  
故     名   塵  謂。今  諸  眾  生  心  境  俱  空，十  方   世界    皆  心  中 
1b—6—R1. 
岩   姑 捩  嘉 懂 矩  慝 杖 媚  

™wi _o1 thja1 rjur1 lhj•2 ljiij2 rjur1 kha1 mji1 laa1  
含 ； 彼  諸   塵  破， 世 間  不  染， 
1b—6—Ll. 
傻  酒  源   護   圣   感  棒 鼯  

tsjij2 phji1 ki_ej2 nioow1 t|shjwo1 mjiij2 tha2 ™j•2 
悟， 令， 欲，  緣  ，故    名   大  謂。 

是梵語，此翻為大。為破凡夫妄執塵境，心著世間。故為隔礙，名之為小。欲令眾生攝諸妄念，不染

世間；悟心境空，洞然含受十方世界，故名摩訶也。
① 

1b—6. 
流  赴  潰 儳  

nj••1 tsew2 pa2|zja2 
第  二    [般 若] 
第二般若 

1b—6—R2. 
卿    迴   撾 隘  

xiwa1 ³wuu1 ³wu2 mji2 
[梵]   語    是。番 
1b—6—L2. 
迴    樣 羈 鼯  

³wuu1 sj_ij2 |zj•r2 ™j•2  

                                                        
① (1) 黑水城漢文本，“是梵語此翻為大”作“此是梵語唐言大也”，“心著世間故為隔礙名之為小”作“堅著世

間故多隔礙名之為塵”；及無“故名摩訶也”。 (2) 1b—4b—L 行西夏語的 隘  mji2 根據《掌中珠序》，隘  迴  mji2 

³wuu1 對譯的漢語為“番（言/語）”，故以“番”對注 隘  mji2。然而慧忠的“此”，指的無疑是“漢語”；黑水城漢

文本，“此”作“唐言”，可以為證。所以這裡的 隘  mji2，並不是翻譯“此”；隘  mji2 與“唐言”相對，指涉譯

者的語言——西夏語。根據(1), (2)兩項，黑水城夏漢文本很顯然有密切對應的關係，而且可以對“三注本”有校對的

作用。但是 1b—6—L1 行的，又分明相當於“三注本”的“故名摩訶也”。(3) 1b—5—L 行西夏文本以 項  樓  赤  

淒  njiij1 l_a1 zj _•2 ³a1 對“心境空”，很顯然“心”與“境”不是一件事。“校對本”引述《八宗綱要》，注“境”為“梵

語 artha。指心的對象 即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境”，可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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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智慧    謂。 
1b—7—R. 
窕 蛾  項 忱  樓  躬  蔣  骷 窗  貧  嬌  砥 吊 愉 肄 跨 捩 試  
™ju2 mur1 njiij1 nu1 mj••2 lhjwi1 dow1 ljij2 gjw•1 zow2 ³wu2 w_e1  lú— dja2 we2 sjij1 rjur1 ™ji1 
凡  夫  心  背 ， 境  取  ，邪   見  堅   執 ，以， 愚  癡  △  為。今  諸  眾   
1b—7—L. 
韓   樓 忱 項  狁  項 楓 隆  傻 砥 吊 懂  護   圣   感  潰 儳 鼯  

wee1 mj••1 nu1 njiij1 bioo1 njiij1 ³a2 mjij1 tsjij2 w_e1 lú— ljiij2 nioow1 t|shjwo1 mjiij2 pa2 |zja2 ™j•2 
生    境  背，心   觀 ；心  我  無， 悟，愚  癡  破， 緣  ，故    名   [般 若]  謂。 

是梵語，此名智慧。為破凡夫背心取境，堅執我見，墮在愚癡。欲令眾生背境觀心，本來無我，故名

般若。
① 

1b—7. 
匚  

s_o1 
三 
2a—1. 
赴  檮 疹  

tsew2 po1lo1 
第   [波羅] 
第三波羅 
2a—1—R. 
卿    迴  撾  隘  迴  潭 杪 鼯 窕 蛾  珊 項 杖 傻  

xiwa1 ³wuu1 ³wu2 mji2 ³wuu1 gji1 sej1 ™j•2 ™ju2 mur1 ™jij1 njiij1 mji1 tsjij2 
[梵]   語   是。  番  語   清  淨  謂。 凡  夫   自 心  不  悟， 
2a—1—L. 
閏    繁  呈  閏   嘉  躬 嘉   獨  囁  皋  呈 杖 杪 愉  

t |shjiw1 t|shji2 bju1 t|shjiw1 lhj•2 lhjwi1 lhj•2 |sjwiw2 dza1 ³ewr1 bju1 mji1 sej1dja2 
六     根   依， 六    塵   取；隨    塵    雜  亂 ，依，不  淨，△ 

2a—2—R1. 
肄 跨  試 韓 樓  忱  鈾   抏   袁 項 潭 杪  

we2 sjij1 ™ji1 wee1 mj••1 nu1 dwewr2 phjoo2 múr2 njiij1 gji1 sej1 
為。今   眾  生  背  境    合    覺  ，本  心  清  淨， 
2a—2—L1. 
傻  冶 囁 皋  懂  睢   護   圣   感  檮 疹 鼯  

tsjij2 ku1 dza1 ³ewr1 ljiij2 njwi2 nioow1 t |shjwo1 mjiij2 po1 lo1 ™j•2 
悟，則； 雜  亂   破， 能 ， 緣  ，故    名   [波 羅]  謂。 

是梵語，此云清淨。為破凡夫不悟自心，認六根覺，唯覽六塵，隨塵雜亂，墮於不淨。欲令眾生，背

境合覺，覺本清淨，故名波羅也。
②
 

                                                        
① (1) 黑水城漢文本“是梵語此名智慧”作“此是梵語唐言智惠”，“我見”作“邪見”，“本來無我”作“悟心無

我”。按黑水城漢文本，凡“智慧”皆作“智惠”，下同，不一一注出。(2) 1b—7—R 行西夏文本的 項  楓  隆  傻

njiij1 ³a2 mjij1 tsjij2，顯然與“悟心無我”相應。 
    ② 黑水城漢文本“是梵語此云清淨”作“此是梵語唐言清淨”，“認六根覺”作“憑六根學”，“覺本清淨”作“本

來清淨”，及無最後的“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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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2. 
嫌   赴  眇 蕈  

lj••r1 tsew2 bjii2 tow1 
第   四   [蜜 多] 
第四蜜多 

2a—2—R2. 
卿    迴  
xiwa1 ³wuu1 
[梵]   語 
2a—2—L2. 
撾  隘  
³wu2 mji2 
是。 番 
2a—3—R. 
迴   眇 賅 項 柝 鼯 蕈 賅 捩 蝴  柝 鼯 窕 蛾 牞 項 蝴  鴉 感  銜  
³wuu1bjii2 tja1 njiij1 ™jij1 ™j•2 tow1 tja1 rjur2 tsjiir1 ™jij1 ™j•2 ™ju2 mur1 l_a1 njiij1 tsjiir1 kj_u1 mjiij2 ™jij1 
語   [蜜] 者，心  之  謂；[多] 者，諸  法   之  謂。 凡 夫   妄心   法   求，名   相 
2a—3—L. 
貧   手 一 捌 製 父 杖 伭 愉 肄 柝 懂 跨 試 韓 珊 項 倆  蝦  袁  

zow2 zj_ij1 lew1 rejr2 do2 pha1 mji1 lew2 dja2 we2 ™jij1ljiij2 sjij1 ™ji1 wee1 ™jij1 njiij1 lhej2 thjuu1 múr2 
執   著； 一  多  差  別，不  同，△  為，於  破。今  眾  生  自  心  反   照 ，本 

2a—4—R.  
疢   蝴  岩   抏  佣  製 隆 袁  圳 扚  詁  杜  

khj•2 tsjiir1 ™wi _o1 phjoo2 ³wej2 do2 mjij1 múr2 zji2 ³owr2 lhú— nioow1 
萬    法   含，  和   合   無  二；本  皆   具   足 ，又  
2a—4—L.  
顯  既 隆  傻  酒 源   護   圣   眇 蕈 鼯  

mj•1 lew1 mjij1 tsjij2 phji1 ki_ej2 nioow1 t|shjwo1 bjii2 tow1 ™j•2 
不   足，無， 悟， 令，欲，  緣，  故    [蜜 多]  謂。 

是梵語，亦名和多；此云諸法。為破凡夫妄心求法、執著名相、差別不同。欲令反照自心，本含萬法、

和合無二，本來具足、無所欠少，故名蜜多也。
①
 

2a—4. 
剛   赴  項  吭  舂  

³wú1 tsew2 njiij1 lwúr2 rejr2 
第    五   心    經   
第五心經 

2a—5—R. 
項   吭 賅 珊 棒 噥  撾 窕 蛾  袁  項 顯 懦 搭 捌  疙 伯 感  銜 庾  

njiij1 lwúr2 tja1 ™jij1 tha2 t|sja2 ³wu2 ™ju2 mur1 múr2 njiij1 mj•1 sjij1 lew1 rejr2 mji1 tuu1 mjiij2 ™jij1 phjo2 

                                                        
    ① (1) 黑水城漢文本這一段從大寫字“第四蜜”已經殘損。以下，TK116 (14—1) 還依稀能看出“蜜者和也多者

諸法也為”，及 TK116 (14—2) 可以看到“本來具足無□欠少故名蜜多也”。(2) “無所欠少”在“三注本”作“為所

欠少”，根據“校對本”引述隆熙二年版改。又“欲令反照自心”隆熙二年版作“欲令眾生返照自心”，其中“眾生”

與西夏文本之 試  韓  ™ji1 wee1 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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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經  者，自  大  道  是 。凡  夫   本   心  不  識。唯  多   聞  尋，名   相  分   
2a—5—L. 
嵐 項  感 銜 獨  樓 呈 邢 囝 閏  噥 鏝  忺 蔣 骷 慝  百 懂 顎  護  
kar2njiij1mjiij2™jij1|sjwiw2mjii2bju1lú—  |sjwo1t|shjiw1t|sja2d|ziú2d|ziej2dow1ljij2 kha1 lhj•1 ljiij2 thj•2 
nioow1 
別；心   名  相  隨 ，境  依，念  生；六   道  輪  迴 ，邪  見  中   墮，破。此   緣， 
2a—6—R. 
試 韓 項  鋒  倆  蝦  袁 丌 淒 紛  胛 討 蝴  增  庾 嵐 暘 隆 傻 冶  
™ji1wee1njiij1 ©jow1 lhej2 thjuu1 múr2 ©a2 ³a1 mjij1 zj••r1zj_ij1 tsjiir1 tsj•1 phjo2kar2 lew2mjij1tsjij2 ku1 
眾  生  心   源   反  照 ， 本  于，空  寂 ；   少   法  亦，  分  別，應，無，悟 ，則， 
2a—6—L. 
珊 棒 噥 丌 槳 撾 蜂 骰 吭  感 麗  朸  爨 謂 賅 試 韓  搭 珊 項  
™jij1 tha2 t|sja2©a2 ™o2 ³wu2  |sji1  ™o1 lwúr2 mjiij2 d_a2 kwúr1 tj _•j2 |sjij1 tja1 ™ji1 wee1 lew1 ™jij1 njiij1 
自  大  道  于  入，是。先  懸，經  名   言   體   印  順，者，眾  生   唯  自  心 
2a—7—R. 
鋒  槌 棒  樣 羈 潭 杪  抏  佣  杖 流 袁 珊 扚 詁  庾 嵐 暘 隆  傻  

©jow1wa2 tha2 sj_ij2 |zj••r2 gji1sej1 phjoo2³wej2 mji1nj••1 múr2 ™jij1³owr2lhú— phjo2kar2 lew2 mjij1 
tsjij2 
源   廣  大， 智  慧  清  淨   和   合 ，不  二；本  自  具   足，分  別，應，無，悟， 
2a_7—L.  
酒  源   護  鼯  圣  返 錢 潰 儳 檮 疹 眇 蕈 項  吭 舂 鼯  

phji1 ki_ej2 nioow1 ™j•2 t|shjwo1 ma2 ³_a2 pa2 |zja2 po1 lo1 bjii2 tow1 njiij1 lwúr2 rejr2 ™j•2  
令， 欲 ， 緣 ，謂。 故  [摩  訶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心     經    謂。  

是梵語，此名大道，為破凡夫不識本心，唯學多聞分別名相，心隨境轉，輪迴六道墮於邪見。欲令眾

生反照心源，本來空寂實無少法可得，無所分別，即皈大道，故名為心經。已上經題本意，只令自悟

心源廣大，智慧清淨，和合無二，本來具足，無所分別也。
①
 

2b—1. 
狁   珊 滑  鏃  傻  

bioo1 ™jij1 dzju1 d|zi Ÿa1 tsjij2 
觀    自 在    菩  薩 
觀自在菩薩 
2b—1—R.  
辱 呈 冶 檮 湖  鼯 顎 嬌  窕 蛾 捌  畜  項  

wo1 bju1 ku1 po1 tsa1 ™j•2 thj•2 ³wu2 ™ju2 mur1 rejr2 tsewr1 njiij1  
義 依，則， [菩 薩]  謂。此  以， 凡  夫   多  [劫]  心 
2b—1—L. 
忱 搭  捩 蝴  狁  捩  蝴  帊 賒 條  亙  珊 顯  

nu1 lew1 rjur1 tsjiir1 bioo1 rjur1 tsjiir1 d|zj_•2 wji1 nja1 t|sj••r2 ™jij1 mj•1  
背；唯   諸  法  觀 ， 諸   法   行  為  △   拘 ，自  不 

                                                        
    ① (1) 黑水城漢文本無“是梵語”，“此名大道”作“心經者即是大道也”，以下殘損兩字份，推想是“為破”； “為

覺”作“為學”，“聞”字缺損；“即皈大道”作“即歸大道也”。及“已上經題……無所分別也”，作大寫字體；其中“本

意”作“大意”。(2) 西夏文本的 蜂  骰  吭  感  |sji1 ™o1 lwúr2 mjiij2 對應漢文本的“已上經題”，沒有問題；

麗  朸  爨  謂  d_a2 kwúr1 tj_•j2 |sjij1，是否相漢文本的本意（或“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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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2—R. 
滑  柝  懂 跨 試 韓 樓  忱 項 狁 項  俱  球 點 隆  傻 酒  巖 護 鼯  
dzju1 ™jij1 ljiij2 sjij1 ™ji1 wee1 mj••1nu1 njiij1 bioo1njiij1 tsjiir2 rjir1 tj _i2 mjij1 tsjij2 phji1 wa2nioow1™j•2 
在 ，於，破。 今  眾  生  境  背， 心  觀；心   性   得  處  無， 悟，令。 何  緣，謂。 

此破凡夫塵劫背心，唯觀諸法，被法所拘，不得自在，大意只令眾生背境觀心，悟心無法可得，何以

故？
①
 

2b—2—L. 
冶 鉸 置 蝴  賅 項 呈 域 囝 跨 珊 項 倆  蝦  絕  點 杖 斬 球 暘  
ku1 ™i_o1 ts_ú1 tsjiir1 tja1 njiij1 bju1 gu1 |sjwo1sjij1™jij1 njiij1lhej2 thjuu1dzjiij1 tj_i2 mji1 dju1 rjir1 lew2 
且  如  色  法  者， 心  依，  起  。今  己  心  反  觀  ，住   處  不  有，得，應， 
2b—3—R. 
隆  傻  冶 項 珊 隆 慝  置 巖 呈 斬 覽  髦 項 杖 邢 杖 手 怨 顎  
mjij1 tsjij2 ku1 njiij1 ™jij1 mjij1 kha1 ts_ú1 wa2 bju1 dju1dzj_o1 wj_•1 njiij1 mji1 lú— mji1 zj_ij1 sju2 thj•2  
無，悟，  則；心  自  無，中， 色  何  依，有。猶   幻  心   不念，  不著， 如。此 
2b—3—L. 
戊   姑 置 蝴 慝 珊 滑 球 睢  蝴  夙 夙  球 暘 隆 蝴  夙  夙 嬌 杖  
dzjwo1thja1ts_ú1tsjiir1kha1™jij1dzju1rjir1njwi2tsjiir1³owr2³owr2 rjir1lew2mjij1tsjiir1³owr2³owr2³wu2mji1 
人    彼  色  法  中，自  在  得，能。 法   一  切   得，可，無；法    一 切   以，不 
2b—4—R. 
亙   冶 夙 夙 谿 珊 滑 球 鼯 顎 怨 戊 賅 項 傻 項 汞 樓  傻 樓 隆  
tsj••r2ku1³owr2³owr2do2 ™jij1dzju1rjir1 ™j•2thj•2sju2dzjwo1tja1njiij1tsjij2njiij1njaa2mj••2tsjij2mj••2mjij1 
縛 ，則； 一  切  處  自  在  得，謂。如  是  人  者，心  悟， 心非 ； 境 了， 境 無； 

且如色法因心而起，反觀起心無有處所，實不可得。心尚自無，色從何有？猶如夢幻，不念不著。方

知於色法得自在，乃至一切法不可得，亦不被一切法所攝，於一切處得自在。如是之人，悟心無心，

了境無境；
② 

2b—4—L. 
項    樓 圳 翱 傻  傻 暘  隆  姑  謂   杖 手  冶  圣      感 珊  滑  鼯 檮 賅 卿  
njiij1mj••2zji2™jijr2tsjij2tsjij2lew2mjij1 thja1 |sjij1 mji1 zj_ij1 ku1 t|shjwo1 mjiij2™jij1dzju1 ™j•2 po1tja1 xiwŸa1 
心   境  皆 去；了，了，可，無 ，坦  然  不  著，則； 故     名  自 在  謂。[菩]者 [梵] 
2b—5—R. 
迴    撾 鼯 隘  迴   遘  鼯  湖  賅 卿   迴   撾 隘  迴  骷 鼯  
³wuu1 ³wu2 ™j•2 mji2 ³wuu1 d|zjwa1 ™j•2  tsa1 tja1 xiwŸa1 ³wuu1 ³wu2 mji2 ³wuu1 ljij2 ™j•2 
語     是，謂；番   語    了   謂。[薩] 者  [梵]   語    是 ；番   語  見  謂。 
2b—5—L. 
捩  蝴  袁 丌 淒 紛  骷 遘    護   圣    感 檮 湖 鼯  

rjur1 tsjiir1 múr2 ©a2 ³a1 mjij1 ljij2 d|zjwa1 nioow1 t|shjwo1 mjiij2 po1 tsa1 ™j•2  
諸   法   本  于，空  寂， 見、了 ，  緣  ，故     名  [菩  薩] 謂。 

                                                        
    ① 黑水城漢文本，“塵劫背心”作“歷劫背心”；西夏文本以 捌  畜 rejr2 tsewr1 對應“塵劫（或歷劫）”。“校

對本”引述《廣說佛教語大辭典》，謂“塵劫，塵點劫之略。塵者，意為微細或無數；劫者，意為無限長之時。塵劫即

意指無數無限長之時”，可以參考。  
    ② 黑水城漢文本，“實不可得心”以下多殘損。由依稀可辨及每行字數推測，具體內容當與“三注本”大致相當。

僅“方知於色法”可能是“此人於色法”，“於一切處得自在”應無“於”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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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境兩忘，無了可了，坦然無礙，故名自在。菩之言了，薩之言見，了見諸法本來空寂，故名菩薩也。
①
 

2b—5. 
芬 潰 儳 檮  

na1 pa2 |zja2 po1  
深  [般 若 波] 
2b—6. 
疹  眇 蕈 恐  禍  
lo1 bjii2 tow1 d|zj_ij1 dzj•j1 
[羅  蜜  多] 行， 時， 
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 
2b—6—R.  
顎  賅 吭  感 紫 馭  杖 球  杜   顎  嬌 羌  

thj•2 tja1 lwúr2 mjiij2 ™j_i2 mjiij2 mji1 rjir1 nioow1 thj•2 ³wu2 ™u2  
此   者，經  名   重  舉， 不  得， 又  ，此   以，小   
2b—6—L. 
裁  項   杜   蝴 鴉 柝 懂 羌 裁  戊  賅 珊  

tsúj1 njiij1 nioow1 tsjiir1 kj_u1 ™jij1 ljiij2 ™u2 tsúj1 dzjwo2 tja1 ™jij1 
乘   心    外    法  求，於  破。小  乘   人   者  自 
2b—7—R.  
項   袁  丌    扚  詁 杖  傻    牠     迴   麗  蝴  鴉  珊  樣 羈  抒  感  潰 儳 鼯 捩  
njiij1 múr2 ©a2 ³owr2 lhú— mji1 tsjij2 lwow1 ³wuu1 d_a2 tsjiir1 kj_u1 ™jij1 sj_ij2 |zj•r2 sej1 mjiij2 pa2| zja2 ™j•2 

rjur1  
心  本  于    具 足，不  悟。  妄   言   言  法  求， 自 智  慧  算。名 [般 若] 謂。諸 
2b—7—L. 
牞 邢 木 潭 杪 酒  賅   感 檮 疹 鼯 鏑 鏑 蝴 骷 繁  怔 淒 邢 抏 朸  
l _a1 lú— t_a1 gji1 sej1 phji1 tja1 mjiij2 po1lo1 ™j•2 mú2 mú2 tsjiir1 ljij2 tshji2xwar1³a1 lú—phjoo2 kwúr1 
妄 念 息， 清  淨 令，者， 名 [波  羅] 謂。種  種  法  見，根   化，空   念，合  體 
3a—1—R. 
阭 賒  圣     感   眇 鼯 捩  蝴    紡  機 嶺 囌 暘 斬 林   護   胱 疙 慝 百  顎  
tj_ij1 wji1 t|shjwo1 mjiij2 bjii2 ™j•2 rjur1 tsjiir1 thwuu1dar1 dj_o2lj_a1lew2 dju1 gjii2 nioow1©i_e2mji1 kha1 lhj•1 thj•2 
一 —為。故    名   蜜  謂。諸  法   通  達，修 證  應，有，欲，緣， 聲  聞  中 墮。此 
3a—1—L. 
賅 項 忱  蝴 鴉 頒 撾 跨 芬 潰 儳 紫 馭 棒 羌 娘 酒  嬌 蜂 嫂 柝  
tja1 njiij1 nu1 tsjiir1 kj_u1dj•j1³wu2 sjij1 na1 pa2|zja2 ™j_i2 mjiij2 tha2 ™u2 d|zju1 phji1 ³wu2 |sji1 ³o2 ™jij1 
者  心  背， 法  求，淺 是。 今  深  [般 若]  更  舉，大 乘   明，令， 以，前  病  於 
3a—2—R. 
丞 顎 鏃 傻 捩 蝴 袁 丌 淒 紛 掬 韓 牝 隆  娘 骷  護 圣  感 芬 潰  
dj_i2 thj•2d|ziŸa1tsjij2rjur1tsjiir1 múr2 ©a2 ³a1mjij1 |zj•r1 wee1 dzjar2 mjij1 d|zju1 ljij2 nioow1t|shjwo1mjiij2na1pa2 
                                                        
    ① (1) 黑水城漢文本“（悟）心無心”作“心非心”，及“無了可了，坦然無礙”之“無”作“旡”、“礙”作“ ”、

最後“空寂”之“寂”作“ ”。(2) 漢語“菩薩”為“菩提薩埵”之略稱，是為來自梵語 bodhi—sattva 的對音。所以

“菩之言了，薩之言見”，是慧忠的說文解字。而西夏文本又衍生出 檮 賅 卿 迴 撾 鼯 隘 迴 po1 tja1 xiwŸa1 ³wuu1 
³wu2 ™j•2 mji2 ³wuu1……湖 賅 卿 迴 撾 隘 迴 tsa1 tja1 xiwŸa1 ³wuu1 ³wu2 mji2 ³wuu1……，是明知“菩薩”為

對音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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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此  [菩 薩]  諸  法 本  于，空  寂 ，實  生  滅，無，明，見， 緣， 故   名  深 [般 
3a—2—L. 
儳 鼯  項 袁 潭 杪 投 痣 鉸 晁   護    圣   感 檮 疹  

|zja2 ™j•2 njiij1 múr2 gji1 sej1 ™u2 dj•r2 ™i_o1 swew1 nioow1 t|shjwo1 mjiij2 po1 lo1        
若] 謂。 心  本  清  淨，內  外  圓  明 ， 緣  ， 故    名  [波 羅] 
鼯 項   杜   蝴 隆  蝴   杜  
™j•2 njiij1 nioow1 tsjiir1 mjij1 tsjiir1 nioow1  
謂。心    外  ，法  無， 法   外， 
3a—3—R.  
項  隆  項  蝴  杖 流   護   圣    感  眇 鼯 俱  疢  蝴  岩  

njiij1 mjij1 njiij1 tsjiir1 mji1 nj••1 nioow1 t |shjwo1 mjiij2 bjii2 ™j•2 tsjiir2 khj•2 tsjiir1 ™wi _o1  
心   無， 心   法  不   二 ， 緣  ，故     名  [蜜]  謂。性   萬  法   含，  
嶺 囌 暘  隆   護   圣   感   
dj_o2 lj_a2 lew2 mjij1 nioow1 t|shjwo1 mjiij2 
修  證，應， 無，  緣  ，故    名 
3a—3—L. 
蕈 鼯  顎 怨 傻 禾 賅 珊 棒 羌 撾 潰 儳 檮 疹 眇 蕈 恐  禍 岱 椰  

tow1™j•2thj•2 sju2 tsjij2mjijr2tja1 ™jij1 tha2 ™u2³wu2 pa2 |zja2 po1 lo1 bjii2 tow1d|zjij1dzj•j1wj•2rar2 
[多]謂。如  是  悟  者  者，自  大  乘  是，[般  若  波  羅  蜜 多]  行 。時  △  過， 
3a—4—R.  
糊   秀 助  絕  圳 球 點  

mjij2 lj_ij2 mjor1 d|zjiij1 zji2 rjur1 tj_i2 
未   來，現   在    皆  得  處 
3a—4—L. 
隆    護   圣   感  禍  鼯  

mjij1 nioow1 t |shjwo1 mjiij2 dzj•j1 ™j•2 
無，   緣 ， 故    名   時   謂 

此重舉經題，意為破小乘心外求法。小乘之人不悟自心本來具足，妄求言教以為智慧，名為般若。息

諸妄念以為清淨，故名波羅。所見本空，合成一體，名之為蜜。通達諸法懷念記持，名之為多。此是

背心求法，妄有修證，墮在聲聞，名淺般若。今更舉行深般若，以明大乘，對破前病。
① 

菩薩了見諸法，本來空寂，實無生滅，故名深般若。心本清淨、內外圓明，故名波羅。心外無法、法

外無心，心法不二，故名為蜜。性含萬法，不假修證，故名為多。如是悟者，名大乘，故名行深般若

波羅蜜多。時者，過、現、未來心俱不可得，故名時。
②
 

3a—4. 
剛  符 圳 淒 挺  骷 穫 稚  

                                                        
    ① (1) 黑水城漢文本“為破”作“更破”，“小乘之人”作“之人”，“所見本空”作“見種種法推析念空”， “名

之為蜜”作“為蜜”；及“通達諸法”之後先有“妄有修證墮在聲聞名淺般若”，然後才是“此是背心求法”，並無“懷

念記持，名之為多”； “今更舉行深般若”則無“行”字。(2)西夏文本 2b—7—L 行之 鏑  鏑  蝴  骷  繁  怔  

淒  邢  mú2 mú2 tsjiir1 ljij2 tshji2 xwar1 ³a1 lú—，顯然對應的是“見種種法推析念空”，而不是“所見本空”。其中

的 繁  怔  tshji2 xwar1，由於 怔  xwar1 是漢語“化：融化、溶化”的借詞，直譯或可為”化根（/本）”；猜想，

相當於“推析：推斷剖析”。 
    ② 黑水城漢文本“心法不二”作“心法無二”， “故名為多”作“故名曰多”， “名大乘”作“是名大乘”； “時

者”作“時”、 “過”作“過去”、 “現”作“現在”，以下殘損；僅“未”、 “不可得”尚可辨認，其中似僅有兩字

分的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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³wú1 ³ur2 zji2 ³a1swew1 ljij2 t|sj _i1 ³jir1 
五  蘊  皆  空， 照  見， 苦  厄 
3a—5. 
夙    夙  怛  衷  

³owr2 ³owr2 gju1 dzj_ij1 
一     切     度     
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①
 

3a—5—R.  
剛  符 賅 置 煨 漬  帊 懦 柝 鼯 挺  沮 泌  輞  欣  

³wú1 ³ur2 tja1 ts_ú1 lhj_ij— sjiij2 d|zj _•2 sjij2 ™jij1 ™j•2swew1 ©iej1 rjir2 ljwu1 mej1  
五   蘊  者，色  受  想   行  識  之  謂。精  明   與   違， 目 
3a—5—L. 
娟  樓  狁 冶  圣   感  置 鼯 捩 蝴  沃 鴉 嶺 囌 林 疆  
™ju2 mj••2 bioo1 ku1 t|shjwo1 mjiij2 ts_ú1 ™j•2 rjur1 tsjiir1 l_ej2 kj_u1 dj_o2 lj_a2 gjii2 |siaa2 
常   境   觀，則， 故    名   色  謂。諸  法   貪  求，修  證  希  望， 
3a—6—R. 
冶  圣   感  煨 鼯 捩  蝴  省  蝦  許 椰 杖 木 冶 圣  

ku1 t|shjwo1 mjiij2 lhj_ij— ™j•2 rjur1 tsjiir1 dzu1 thjuu1 lj_u1 rar2 mji1 t_a1 ku1 t|shjwo1  
則， 故    名   受  謂。諸   法   攀  緣 ， 流  出  不  息，則，故 
感   漬 鼯  搆   畫 窗  
mjiij2 sjiij2 ™j•2 t|shjw•j1 kie1 gjw•1  
名   想   謂。 禁    戒  堅 
3a—6—L. 
痳  屯  巴  帊  恐  冶  圣  感  帊 鼯 鏑 鏑  庾 嵐  蝴  

™jiij1 thew thow1 d|zj_•2 d|zjij1 ku1 t|shjwo1 mjiij2 d|zj_•2 ™j•2 mú2 mú2 phjo2 kar2 tsjiir1  
持，[頭   陀]  行   行， 則，  故   名   行  謂。種  種   分  別，法 
獨    許 忺  冶 圣    感  
|sjwiw2 lj_u1 d|ziej2 ku1 t|shjwo1 mjiij2 
隨，   流 轉，  則，故     名 
3a—7—R. 
懦 鼯 窕 蛾 項 賅 顎 剛 蝴  嬌 夔 袁 項 杖 傻  護    圣  感  剛 符  
sjij2 ™j•2™ju2 mur1 njiij1 tja1 thj•2³wú1tsjiir1³wu2 lú1múr2 njiij1mji1tsjij2 nioow1t |shjwo1mjiij2³wú1 ³ur2 
識  謂。凡  夫  心  者，此  五  法   以，障，本  心  不  悟， 緣，   故   名   五  蘊 
3a—7—L. 
鼯 匚 玆 杖   衷 鏝  忺  杖 木  護   圣   感 穫 孛 鼯  

™j•2 s_o1 kiej1 mji1 dzj_ij1 d||ziú2 d|ziej2 mji1 t_a1 nioow1 t|shjwo1 mjiij2 tsj_i1 |zji1™j•2 
曰。三  界  不   出， 輪   迴   不  停， 緣 ， 故    名  苦  厄  謂。 
跨 鏃 傻  項 鋒  倆  
sjij1 d|ziŸa2 tsjij2 njiij1 ©jow1 lhej2 
今  菩  薩   心  源   反   
3b—1—R. 
蝦   袁 丌 潭 杪 蜂 剛 蝴  狁  圳 囝  點 隆 袁 丌 淒 紛 介  

                                                        
    ① 黑水城漢文本，這一段大寫字雖然殘損，依稀還可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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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juu1 múr2 ©a2 gji1 sej1 |sji1 ³wú1 tsjiir1bioo1 zji2 |sjwo1 tj_i2 mjij1 múr2 ©a2 ³a1 mjij1 mej2 
照 ， 本  于  清  淨。前  五  法   觀， 皆  生   處  無。本  于  空  寂，纖 
3b—1—L. 
嬋 球 隆    護   圣  剛  符 圳 淒 穫 孛 夙  夙  怛 衷  鼯  

b_ej2 rjir1 mjij1 nioow1 t|shjwo1 ³wú1 ³ur2 zji2 ³a1 tsj_i1 |zji1 ³owr2 ³owr2gju1 dzj_ij1 ™j•2 
毫  得，無，  緣，   故   五   蘊  皆  空，苦  厄   一  切     度  ， 謂。 

五蘊者，色、受、想、行、識是也。違背精明，因常觀境，故名為色。貪求諸法，希望修證，故名為

受。攀緣諸法，流出不息，故名為想。精持禁戒，行頭陀行，故名為行。種種分別，隨法流轉，故名

為識。凡夫之人，被此五法所障，不悟本心，故名曰陰。不出三界，輪迴不停，故名為苦厄。
①
 

菩薩反照，了自心源本來清淨，觀前五法並無生處，本來空寂，實無纖毫可得，故云照見五蘊皆空，

度一切苦厄。
② 

3b—1. 
庉  肪 蘑  

|sja1 rjir2 gji2 
[舍  利] 子 
舍利子， 
3b—2—R.  
顎 賅 忡 項 流 銜 撾 杖 敝   杜  剛 符 蝴 增 紫 娘 酒 庉 賅 置 撾  
thj•2tja1lj_u2 njiij1 nj••1™jij1 ³wu2mji1d|zjij1nioow1³wú1 ³ur2tsjiir1tsj•1 ™j_i2 d|zju1phji1|sja1 tja1 ts_ú1 ³wu2  
此  者  身  心  二  相  是。不  純 ， 又 ，五  蘊  法  亦，重  明，令。[舍] 者 色  是； 
3b—2—L. 
肪 蘑 賅 煨 漬 帊 懦 撾  杜 庉 賅 戊  撾 肪 蘑 賅 蝴 撾 顎  一 萎  

rjir2gji2 tja1 lhj_ij — sjiij2d|zj_•2sjij2³wu2nioow1|sja1tja1dzjwo2³wu2rjir2gji2 tja1 tsjiir1 ³wu2 
thj•2lew1gjwi2 
[利]子   者  受  想 行  識  是 。 又 [舍] 者  人   是；[利]  子 者  法  是。此   一  句 
3b—3—R.  
慝  捌 損  詩  扚   鍍 點 隆  遵  唉  鍍  冶 疢  蝴  柝  

kha1 rejr2 wo2 ©jiw1 ³owr2 tshjiij1 tj_i2 mjij1 tshji1 rjijr2 tshjiij1 ku1 khj•2 tsjiir1 ™jij1  
中   多  義   攝， 具    說  處，無。 要   方   說 ，則，萬  法   之 
袁  繁   久   疆 跨 疢  
múr2 t |shji1 t|shjaa1 |siaa2 sjij1 khj•2 
根   本    上    想。今  萬 
3b—3—L. 
蝴   娘  酒 源 冶 忡 項 流 鏑 杖   衷  護   圣   庉 肪 蘑 鼯  
tsjiir1 d|zju1 phji1 ki_ej2 ku1 lj_u2njiij1 nj••1 mú2 mji1 dzj _ij1 nioow1 t|shjwo1 |sja1 rjir2 gji2 ™j•2 
法    明 ，令，欲，則；身  心  二  種  不   離 ， 緣  ；故    [舍 利] 子  謂。 

此是身心二相，更有苦厄也。空身即法身，何二相？亦是重明五陰之法。舍者是色，利子是心受想行

                                                        
    ① (1) 黑水城漢文本，這一段文字殘損。根據依稀可辨及每行字數推測，其具體文字當如“三注本”。唯“因”

作“目”是很清楚的，及“行頭陀行”作“行頭陀事”、 “故名曰陰”作“故名為陰”。(2) 黑水城漢文本的“目”，

想來正是西夏譯文之 欣  mej1；而前面的 挺  沮 swew1 ©iej1，無疑對當漢語的“精明”。按“校對本”引述隆

熙二年版，“因常觀境”作“目常觀境”，可參考。 
    ② 黑水城漢文本“了自心源”無“了自”二字，又句末多一“也”字；及“本來空寂”之“寂”作“ ”（如注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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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此是五蘊。又舍者人，利子者亦是法，人法二相，多義不可具宣。以要言之，此都是萬法之根本，

今欲明萬法不離身心，故名舍利子也。
①
 

3b—4. 
置 淒 泌 杖 製  

ts_ú1 ³a1 rjir2 mji1 do2 
色  空  與，不  殊。 
色不異空， 

3b—4—R. 
窕  蛾  搆  忡  項  貧 項   杜  置 骷 項 呈 置  

™ju2 mur1 t|shw•j1 lj_u2 njiij1 zow2 njiij1 nioow1 ts_ú1 ljij2 njiij1 bju1 ts_ú1 
凡  夫    謹 ，身   心   執。心    外   色  見；心  因，色 
3b—4—L. 
囝   顯 扯  項  袁 隆  冶 置 巖 呈 薔  圣  感  

|sjwo1 mj•1 nwú1 njiij1 múr2 mjij1 ku1 ts_ú1 wa2 bju1thu1 t|shjwo1 mjiij2 
生 ， 不  知 。心  本   無， 則，色  何  因，立 。故   名 
3b—5—R1. 
置 淒 泌  
ts_ú1 ³a1 rjir2  
色  空  與， 
3b—5—L1. 
杖 製 鼯  
mji1 do2™j•2 
不  殊  謂。 

凡夫妄執自心，更於心外見色，不知色因心有，推心本無，色因何立？故云色不異空。
②
 

3b—5. 
淒 置 泌 杖 製  
³a1ts_ú1 rjir2 mji1 do2  
空  色  與，不  殊。 
空不異色， 

3b—5—R2. 
窕 蛾  項   杜   蝴 骷 雕 淒 賅  

™ju2 mur1 njiij1 nioow1 tsjiir1 ljij2 zj_ij1 ³a1 tja1 
凡  夫   心   外     法  見，時；空  者 
3b—5—L2. 
項    杜  斬 鼯 姑 淒 增 項 呈  

njiij1 nioow1 dju1 ™j•2 thja1 ³a1 tsj•1 njiij1 bju1  
心    外    有，謂。彼  空  亦  心  因，  
3b—6—R1. 

                                                        
    ① 黑水城漢文本無“更有苦厄也。空身即法身，何二相”； “故名舍利子也”之“名”作“云”。“舍者是色”至

“人法二相”之間文字，黑水城漢文本作“利子者是受想行識又舍者是人利子是法亦是法亦是人”；又“多義不可具宣”

作“此有多義不可具宣”。 
    ② (1) 黑水城漢文本，“自心”作“身心”，及“更於”作“便於”。(2) 西夏語的 搆  t|shwj•1，理當對的是漢文

本的“妄”；以“謹”對注，根據《六韜》以 杖  搆  mji1 t|shw•j1 翻譯“不謹”（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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閂  囝  顯 扯  跨 珊 項 隆  傻 淒 球 點  

™ja1 |sjwo1 mj•1 nwú1 sjij1 ™jij1 njiij1 mjij1 tsjij2 ³a1 rjir1 tj_i2  
△   生， 不 知 。 今  自  心  無 ，悟；空  得，處 
3b—6—L1. 
隆    護   圣   感  淒 置 泌 杖 製 鼯  
mjij1 nioow1 t |shjwo1 mjiij2 ³a1 ts_ú1 rjir2 mji1 do2 ™j•2  
無 ， 緣  ； 故    名   空  色  與，不  殊，謂。 

凡夫背心取法，將謂心外有空，不知空因心生。但悟自心，無空可得，空色不異，故云空不異色。
①
 

3b—6. 
置 珊 淒 撾  

ts_ú1 ™jij1 ³a1 ³wu2  
色  自  空  是。 
色即是空， 
3b—6—R2. 
項  囝  
njiij1 |sjwo1 
心   起， 
3b—6—L2. 
置 撾  
ts_ú1 ³wu2 
色  是。 
3b—7—R1. 
項  置 泌 杖 製 點 隆 姑 置 增  
njiij1 ts_ú1 rjir2 mji1 do2 tj_i2 mjij1 thja1 ts_ú1 tsj•1  
心   色  與，不  殊，處  無。彼  色  亦 
3b—7—L1. 
珊 淒   護  圣   置 珊 淒 撾 鼯  

™jij1 ³a1 nioow1 t|shjwo1 ts_ú1 ™jij1 ³a1 ³wu2 ™j•2  
自  空，  緣 ；故    色  自  空  是，謂。 

心起故即色，心不可得，故即空；故色即是空。
② 

3b—7. 
淒 珊 置 撾  

³a1 ™jij1ts_ú1 ³wu2 
空  自  色  是。 
空即是色。 

3b—7—R2. 
蜂 麗 項  

|sji1 d_a2 njiij1  
先  云，心 

                                                        
    ① 黑水城漢文本“取法”作“見法”、“將謂心”作“謂言心”；及“心”以下殘缺，下一行起“空”字。唯根據

每行字數推測，其具體文字當如“三注本”。 
    ② 黑水城漢文本“心起故即色”殘損，似乎僅餘“色”之一字；以下，作“心不得不異色故即空故云色即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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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7—L2. 
囝   冶 置  
|sjwo1 ku1 ts_ú1  
起，  則，色 
4a—1—R. 
撾  項 置 泌 杖 製 點 隆 姑 置  增 珊 淒 撾 鼯 賅 姑 置 淒 流  

³wu2njiij1ts_ú1 rjir2 mji1do2 tj_i2 mjij1 thja1 ts_ú1 tsj•1 ™jij1 ³a1 ³wu2 ™j•2 tja1 thja1 ts_ú1 ³a1 nj••1 
是 ；心  色  與，不  殊，處  無；彼  色   亦  自  空  是，謂，者，彼  色  空  二 
4a—1—L. 
鏑 圳 項 呈 囝 跨 姑 怨 汞 項  助  斬 雕 珊 淒 撾  項 助  隆  雕  

mú2zji2 njiij1bju1|sjwo1sjij1 thja1sju2 njaa2njiij1 mjor1 dju1 zj_ij1 ™jij1 ³a1³wu2 njiij1 mjor1 mjij1 zj_ij1 
種  皆  心  依，生。今  彼  如，非。心   正 ，有，時；自  空  是 。心  正 ，無，時； 
4a—2—R. 
珊  斬 撾 巖   護 鼯 冶 姑 試 韓  項 助   囝  禍  久  

™jij1 dju1 ³wu2 wa2 nioow1 ™j•2 ku1 thja1 ™ji1 wee1 njiij1 mjor1 |sjwo1 dzj•j1 tshjaa1 
自有是。何緣，謂？則，彼眾生心正 ，生 時 ，上 
掬   囝  暘 隆  護 置  
zj•r1 |sjwo1 lew2 mjij1 nioow1 ts_ú1 
實生 ，應，無 ，緣；色 
4a—2—L. 
珊 淒 撾  項 助  隆  禍  呈 矓  連 睢 冶 淒 珊 置 撾 跨 忡 項 閂  

™jij1 ³a1³wu2 njiij1 mjor1 mjij1 dzj•j1 bju1™ioow1|sja2 njwi2ku1 ³a1 ™jij1 ts_ú1³wu2 sjij1 lj_u2 njiij1 ™ja1 
自  空  是 。心  正 ，無   時 ，依，用   現，能，則；空  自  色  是。今  身  心  △ 
4a—3—R. 
馭  冶 疢  蝴  夙  夙  圳 顎 泌 閂 災 護   圣  

mjij2 ku1 khj•2 tsjiir1 ³owr2³owr2 zji2thj•2 rjir2 ™ja1 tj_•j2 nioow1 t|shjwo1 
舉， 則，萬   法   一   切   皆  是  與，△  理，緣 ； 故 
4a—3—L. 
磬  秣 麗 煨  漬  帊 懦 增 圳 姑  岱 怨 鼯  

rj•r2 khju1 d_a2 lhj_ij— sjiij2 d|zj_•2 sjij2 tsj•1 zji2 thja1 wj•2 sju2 ™j•2  
  下     言，受   想   行  識  亦，皆  彼   △  如，謂。 

前云心起故即色，心不可得故即空，猶是空色因心所生。今即不然，心正有之時即是空，心正無之時

即是有。何以故？且如眾生之心正生之時，實無生處，即是即色即空。心正無之時，現能應用，即是

即空即色。先舉身心，一切萬法，例皆如是，故云空即是色也。
① 

4a—3. 
煨  漬  帊 懦 圳  
lhj_ij— sjiij2 d|zj _•2 sjij2 zji2 
受   想   行  識  皆 
4a—4. 

                                                        
    ① (1) 黑水城漢文本“前”下殘損，“心不可得”作“心不得不異色”（同前注 28），其後“猶是”作“此猶是”、 
“無”作“旡”；“何以故”以下，作“且眾生心正有時實無生處即是色即是空心正無時現能應用即是空即是色”；“萬”

作“万”，“例皆如是，故云空即是色也”作“例皆是也故下文云”。(2) 4a—3—R 行西夏譯文以 顎 thj•2，對當漢文

本的“是”；古漢語的“是”多作指代詞解。4a—4 行的 顎 thj•2，應該也是相同的對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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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 岱  怨 庉 肪 蘑 顎  捩  蝴 淒 銜  

|sji1 wj•2 sju2 sja1 rjir2 gji2 thj•2 rjur2 tsjiir1 ³a1 ™jij1 
前  △  如。[舍 利]  子， 此   諸  法  空  相，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 

4a—4—R. 
顎  剛  符 杖  

thj•2³wú1 ³ur2 mji1 
此   五   蘊  非 
4a—4—L. 
敝   項 增 淒  

d|zjij1 njiij1 tsj•1 ³a1  
唯 ， 心  亦  空， 
4a—5—R. 
傻  冶 捩 蝴  姑 謂  珊 淒  

tsjij2 ku1 rjur2 tsjiir1 thja1 |sjij1 ™jij1 ³a1  
了， 則，諸  法   彼  順， 自  空， 
4a—5—L. 
護     圣   捩  蝴 淒 銜 鼯  
nioow1 t|shjwo1 rjur2 tsjiir1 ³a1 ™jij1 ™j•2 
緣；    故    諸   法  空  相  謂。 

非唯五蘊，但了心空，諸法自空。故云，是諸法空相也。
① 

4a—5. 
杖  韓 杖  牝  杖 回 杖 杪 杖  

mji1 wee1 mji1 dzjar2 mji1 ror2 mji1 sej1 mji1 
不   生，不   滅， 不  垢，不  淨，不 
4a—6a. 
錘  杖 財  

lhu1 mji1 tj_ij1 
增， 不  減。 
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4a—6—R. 
蝴   蝴  圳 項  撾 項  朸  銜 隆  冶 韓  

tsjiir1 tsjiir1 zji2 njiij1 ³wu2 njiij1 kwúr1 ™jij1 mjij1 ku1 wee1 
法    法   皆  心   是。心   體   相  無， 則，生 
4a—6—L. 
牝   杖 斬   護   圣   杖 韓 杖  牝  銬 鼯  

dzjar2 mji1 dju2 nioow1 t|shjwo1 mji1 wee1 mji1 dzjar2 nj•2 ™j•2  
滅 ， 不  有，  緣，  故    不  生，不   滅   等  謂。 

諸法是心，心無體段，有何生滅垢淨增減。
② 

                                                        
    ① 黑水城漢文本“五蘊”作“五陰”。按漢譯佛經之“五蘊”，來自梵語 pabca—skandha；又作“五陰、五眾、

五聚”，指類聚一切有為法之五種分別。 
    ② 黑水城漢文本“諸法”作“法法”，“段”作“ “，及“垢淨增減”作“故云不增不減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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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6b. 
顎   護  淒  

thj•2 nioow1 ³a1 
此   緣， 空 
4a—7. 
慝  置 隆  煨 漬  帊 懦 隆  
kha1 ts_ú1 mjij1 lhj_ij— sjiij2 d|zj_•2 sjij2 mjij1  
中   色  無， 受  想   行  識  無。 
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 

4a—7—R. 
蝴   俱  袁 淒 淒 慝 置 鴉 球 點  

tsjiir1 tsjiir2 múr2 ³a1 ³a1 kha1 ts_ú1 kj_u1 rjir1tj_i2 
法    性   本  空，空  中  色  求，得  處 
4a—7—L. 
隆   護    圣  置 隆 鼯 項 鴉 球 點  
mjij1 nioow1 t |shjwo1 ts_ú1 mjij1™j•2 njiij1 kj_u1rjir1 tj_i2  
無 ， 緣，   故   色  無，謂。心  求，得  處 
4b—1—R1. 
隆    護   圣   煨 漬  
mjij1 nioow1 t |shjwo1 lhj_ij— sjiij2 
無 ， 緣，   故    受 想 
4b—1—L1. 
帊  懦 增  隆 鼯  

d|zj _•2 sjij2 tsj•1 mjij1 ™j•2  
行   識  亦   無，謂。 

法性本空，故云空中求色不可得，故云無色；推心不可得，故云無受想行識。
①
 

4b—1. 
欣  班 格  腓  忡 孜 隆  

mej1 nju1 njii2 lhjwa1 lj_u2 phji1 mjij1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無。 
無眼耳鼻舌身意， 

4b—1—R2. 
顎   閏   繁 賅 窕 蛾  窗 貧  掬 肄  

thj•2 t|shjiw1 t|shji2 tja1 ™ju2 mur1 gjw•1 zow2 |zj•r1 we2 
此    六    根  者，凡  夫   確  執 ，實  為。 
4b—2—R. 
鏑  鏑 囉   櫺  溢  筐  呈 囝   圣   閏  繁 輜  櫺 赫  韶  

mú2 mú2 niow2 sjw•j1 ™jiw1 mjaa1 bju1 |sjwo1t|shjwo1t|shjiw1t|shji2 gu2 ™jiw1 duu2 khja2 
種   種  惡    業   因  果    依，生 。 故    六   根  中   業  積 ，恆  
勼  禱  夔 柝 襤 冽  

                                                        
    ① 黑水城漢文本此處殘損，雙排第一行存“……空……色不可得故……”。“空”字之前彷彿可辨“法性本”， “色

不可得故”其後的空分則可補上“云無”。但是“空”下缺三個字的空分，無論如何不會是“故云空中求色”；如果根

據西夏文本，很可能沒有“故云”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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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_e1 dzwej1 lú1 ™jij1 ™wu2 nj _o1 
沙   罪   障  於，助  潤， 
4b—2—L. 
絨 木 杖 斬 顎 閏  繁  賅 項 袁  肄 項 芰 隆 冶 繁  樓  赤 淒 姑  

dj•j2 t__a1mji1 dju1thj•2 t|shjiw1t|shji2 tja1 njiij1 múr2we2 njiij1 tjij1 mjij1 ku1 t|shji2mj••2 zj_•2 ³a1 thja1 
休  息  不  有。此  六   根   者  心  本   為。心  若  無，則，根   境   俱  空。彼 
4b—3—R1. 
謂   挺 擂  護   圣  

|sjij1 swew1 b_e1 nioow1 t|shjwo1 
順，  明 徹，  緣，  故 
4b—3—L1. 
欣  班 銬 隆 鼯  

mej1 nju1 nj•2 mjij1 ™j•2 
眼   耳  等  無，謂。 

此名六根。凡夫確執妄繫為實，種種惡業因茲而生，故名為根。一一根中積業潤生，恒沙罪障無有休

息。此六知根，以心為本。心若休伏，根境俱空。自然然明徹。故云無眼耳鼻舌身意也。
① 

4b—3 
置 胱  悉 螺 膘 蝴  隆  

ts_ú1 ©i_e2 lji2 wj_i1 tsj_u1 tsjiir1 mjij1 
色  聲   香  味  觸  法   無。 
無色聲香味觸法， 

4B—3—R2. 
顎   閏   嘉 賅  閏 繁  

thj•2 t|shjiw1 lhj•2 tja1 t|shjiw1 t|shji2  
此    六    塵  者   六  根 
4b—3—L2. 
蝦   嬌  閂 囝 嘉  愉  

thjuu1³wu2 ™ja1 |sjwo1 lhj•2 dja2 
覽 ， 而 ，△  生，塵   △ 
4b—4—R. 
凝  沮 樣 柝 媚   護  圣   感  嘉  鼯 芰 縴 妹 冶  

|sj•j1 ©iej1 sj_ij2 ™jij1 laa1 nioow1 t|shjwo1 mjiij2 lhj•2 ™j•2 tjij1 t|shji1 kj _ij1 ku1  
成。真   智  於  污，  緣 ，故    名   塵   謂。若  根  本  則 
4b—4—L. 
一  繁  球 點 隆 傻  繁  珊 隆 慝 嘉  樓  蚓 斬  

lew1 t|shji2 rjir1 tj_i2 mjij1 tsjij2 t|shji2 ™jij1 mjij1 kha1 lhj•2 mj••2 lj_o2 dju1  
一   根   得，處  無，悟， 根   自  無，中  塵   境   豈  有。 

此名六塵。因根所覽，引起成勞，坌污真智，故名為塵。但能反推一根，無有主宰；六根無主，塵境

                                                        
    ① (1)黑水城漢文本“此名六根”作“此六根”；下殘一字，應是“凡”。 “因茲”作“因果”， “故名……潤生”

作“故六根中積業潤生”，“此六知根”無“知”字，及“心若休伏”作“心若休復”，“故云無眼耳鼻舌身意也”作“故

云無眼耳等”。(2) “此六知根”，“校對本”引述隆熙二年版改為“知此六根”，可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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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亡。
①
 

4b—4. 
欣  玆  隆 仵  

mej1 ki_ej2 mjij1 rj•r2  
眼   界   無，乃 
4b—5. 
酬  孜 懦 玆 隆  
nj•2 phji1 sjij1 ki_ej2 mjij1  
至， 意  識  界  無。 
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 

4b—5—R. 
顎  蚩 殲 玆 賅 吭  拗  慝  欣 玆  孜 懦 玆  

thj•2 ©_a2 ™jar1 ki_ej2 tja1 lwúr2 ™jwúr2 kha1 mej1 ki_ej2 phji1 sjij1 ki_ej2 
此   十  八  界  者，經   文   中   眼  界   意  識  界 
4b—5—L. 
胡  閂 馭  冶 妞   杜  捩 玆  增 顎 呈  扯  暘  

ljow2 ™ja1 mjiij2 ku1 tshj•1nioow1 rjur1 ki_ej2 tsj•1 thj•2 bju1 núw1 lew2 
略   △  舉， 則  爾    後   諸  界   亦  此  依，知 ，應。  
4b—6—R. 
閏    繁  呈  閏 懦 囝   閏  嘉  蝦   護    圣  蚩 殲 玆 肄  

t |shjiw1t|shji2 bju1 t|shjiw1sjij1|sjwo1t|shjiw1 lhj•2 thjuu1 nioow1 t|shjwo1 ©_a2 ™jar1 ki_ej2 we2 
六     根   因，六   識  生，  六   塵   觀 ，緣  ；   故  十  八  界  為。 
庾  嵐  敝  囝  珊 砲  
phjo2 kar2 d|zjij1 |sjwo1 ™jij1 tw_u1 
分  別，  純   生， 各 各 
4b—6—L. 
杖  伭   護  圣    感  玆 鼯 捌  畜  仵 秀  牠  櫺  敝  賒  

mji1 lew2 nioow1 t|shjwo1 mjiij2 ki_ej2 ™j•2 rejr2 tsewr1 rj•r2 lj_ij2 lwow1 sjw•j1 d|zjij1 wji1  
不   同，  緣 ；故     名   界  謂。多   劫   △  來， 妄  業    純   造， 
置 胱   杜  獨  邢 呈  
ts_ú1©i_e2 nioow1 |sjwiw2 lú— bju1 
聲  色    及   隨   念，依 
4b—7—R. 
鏝   忺  顯 扯  杖  鈾  試 韓 袁  俱  一  撾 杖 傻 芰 漬 邢 杖  
dzi_ú2d|ziej2 mj•1 nwú1 mji1 dwewr2 ™ji1wee1 múr2 tsjiir2 lew1 ³wu2 mji1 tsjij2 tjij1sjiij2 lú— mji1 
流   轉 ， 不  知， 不   覺 ；眾  生  本   性   一  是，不   悟。若  想  念 不 
4b—7—L. 
囝   冶 蝴  玆 嘉 置 賑 禍  臂   牝  護   圣   欣 玆 銬 隆 鼯  
|sjwo1 ku1 tsjiir1 ki_ej2 lhj•2 ts_ú1 lj•1 dzj•j1d|zjwi1dzjar2nioow1 t|shjwo1mej1 ki_ej2 nj•2 mjij1 ™j•2 
                                                        
    ① (1) 黑水城漢文本“此名六塵”作“此六塵”，“坌污”作“塵污”，“六根無主塵境自亡”作“根既旡主塵境自

忘”。(2) “三注本”，後面還有“故名為無色聲香味觸法”。(3) 4b—4—R 行的 縴  妹  t|shji1 kj_ij1 以“根本”對注，

暫時借用荒川（2006）的辦法。但是 縴  妹  t|shji1 kj_ij1 如係“根本”，則漢文本的“反推”就沒有著落。西夏文

的 縴  妹  t|shji1 kj_ij1 又見於 5b—3—R 行，而該行最初有 剎  癸  t|shjii1 ki_o1 也對應漢文本的“推照”。似可說

明西夏語的 縴  妹  t|shji1 kj_ij1 與 剎  癸  t|shjii1 ki_o1 為義近詞，而且語音也有某種對應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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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則，法   界  塵  色  應  時   消   落 ， 緣  ；故    眼  界  等  無，謂。 

此名十八界。經略舉眼界即諸界，可知因六根生六塵，因六塵生六識，為三六十八，故名十八界。流

出分別，各各不同，名之為界。從無量劫妄計造業，隨逐色聲，不覺不知，隨念流轉，不悟眾生性元

無異。但能想念不生，塵根識心應時消落，故名為乃至無意識界。① 
4b—7. 
挽 隆  

bju1 mjij1 
無  明， 
5a—1. 
隆  
mjij1 
無。 
無無明， 

5a—1—R.  
肌  戊   剛 符 蚩 殲 玆  掬 斬 伂 貧  珊 俱  條 子  挽  捏  杖 骷  
lha— dzjwo2 ³wú1 ³ur2 ©_a2 ™jar1 ki_ej2 zj•r1 dju1 kj•1 zow2 ™jij1 tsjiir2 nja1 phoo1 bju1swew1 mji1 ljij2 
迷   人    五  蘊  十  八  界   實  有，△  執。 自  性   △  覆， 光   明   不 見。 
5a—1—L. 
芰 珊 袁 項 傻 嘉  繁  袁 淒 扯 冶 孜 懦 杖  姊 溥 找 增 隆  
tjij1 ™jij1múr2njiij1tsjij2 lhj•2 t|shji2 múr2 ³a1 nwú1 ku1 phji1 sjij1 mji1 |sjwo1©ie2 l_u2tsj•1 mjij1 
若  自  本  心  悟，塵   根   本  空  知，則；意  識  不  用， 障  礙  亦  無， 
5a—2—R1. 
護     圣   感  挽  
nioow1 t|shjwo1 mjiij2 bju1 
緣；    故    名   無 

5a—2—L1. 
隆   隆 鼯  
mjij1 mjij1 ™j•2 
明，  無，謂。 

迷人執有五蘊十八界，障覆本性，不覩光明，故名無明。性達本心，根塵本空，意識無用，有何障礙，

故名無無明。
② 

5a—2. 
挽  隆 妯 增 隆  仵 酬 嚼 倩 隆  

bju1 mjij1 sji1 tsj•1 mjij1 rj•r2 nj•2 nar2 sj•1 mjij1 
無   明  盡  亦，無， 乃  至  老  死，無。 
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

③
 

                                                        
    ① 黑水城漢文本“此名十八界”作“此十八界”，“經略舉”作“經文略舉”，“因六塵生六識為三六十八故名十八

界”作“生六識故成十八界”；及“名之為界從無量劫妄計造業隨逐色聲”作“故名為界從無量劫來妄繫造業徇逐色聲”，

“性元”作“本性”；最後頗有殘損，“塵根識心”似作“法界塵色”如西夏文本，而“故名為乃至無意識界”似為“故

云無眼界等也”。 
    ② 黑水城漢文本此多殘損，可辨識者為“迷人□□/五陰□□”（14—6），及“界障覆本性不□□明悟達本心根□

□”（14—7 雙排小字字第一行）；以後”有何障礙“作”無有障 “，“故名”作“故云”。 
    ③“三注本”這兩句是分開加註的。黑水城漢文本欲西夏文本相應，並不分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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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2—R2. 
嘉  樓  

lhj•2 mj••2 
塵   境 
5a—2—L2. 
賅 斬  
tja1 dju1 
者  有， 
5a—3—R. 
撾  斬 賅 妯 縊 項 賅 隆 撾 巖 嬌  妯 肄 挽 隆 丌 囝 嚼 倩 丌  
³wu2 dju1 tja1 sji1 d|zjij—njiij1 tja1 mjij1³wu2wa2³wu2 sji1 we2 bju1 mjij1©a2 |sjwo1 nar2 sj•1 ©a2 
是； 有  者，盡  可。心  者  無，是；何  以 ，盡  為。無  明  于  生，老  死  于 
5a—3—L. 
酬 圳 蚩 流 溢  護  撾 跨 流 鏑 馭 冶 捩 挽 隆 增 顎 呈 扯 暘 挽  
nj•2zji2 ©_a2 nj••1™jiw1nioow1³wu2sjij1nj••1mú2mjiij2 ku1 rjur1 bju1 mjij1tsj•1thj•2bju1nwú1lew2bju1 
至，皆  十  二  因  緣    是。今  二  種  舉，則，諸  無  明  亦，此  依，知，可。無 
5a—4—R1. 
隆  賅 斬 撾 冶 嚼 倩 增 杖 妯  
mjij1 tja1 dju1 ³wu2 ku1 nar2 sj•1tsj•1 mji1 sji1  
明  者  有，是， 則，老  死  亦，不  盡。 
5a—4—L1. 
挽  隆  袁 丌 隆 嚼 倩 秒 斬 肄  

bju1 mjij1 múr2 ©a2 mjij1 nar2 sj•1 thjij2 dju1 we2 
無   明   本  于，無，老  死  何  有，為。 

塵境是有，即有可盡；本來是無，將何可盡？從無明至老死，並是十二因緣；今但舉一緣，以用例諸。

無明若是有，老死即不虛；無明從來無，故云無老死也。
① 

5a—4. 
嚼 倩 妯 增 隆  
nar2 sj•1 sji1 tsj•1 mjij1  
老  死  盡，亦，無。 
亦無老死盡， 

5a—4—R2. 
妯 賅  

sji1 tja1  
盡  者 
5a—4—L2. 
牝   損  
dzjar2 wo2  
滅    義， 
5a—5—R. 

                                                        
    ① 黑水城漢文本“塵境”作“境塵”、“本來是無將何可盡從無明”作“本心是無將何為盡從無為”；及“無明從

來無”作“無明從本無”。按“校對本”引述隆熙二年版作“無明從本無”，可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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撾  蚩 流  溢  護  芰 斬 冶 嚼 倩 增  牝  縊  
³wu2 ©_a2 nj••1 ™jiw1 nioow1 tjij1 dju1ku1 nar2 sj•1 tsj•1 dzjar2 d|zjij— 
也。 十  二   因  緣    若  有，則，老  死  亦   滅 ，可。 
5a—5—L. 
溢   護   袁 丌 隆   護   圣  嚼 倩 妯 增 隆  鼯  

™jiw1 nioow1 múr2 ©a2 mjij1 nioow1 t|shjwo1 nar2 sj•1 sji1 tsj•1 mjij1 ™j•2 
因    緣    本  于，無，  緣；  故   老  死  盡  亦，無 ，謂。 

盡者滅也。十二因緣若生，即有生死可盡。因緣本無生，即無老死盡。
① 

5a—5. 
穫  蚌  牝  噥  

t |sji1 sioo1 dzjar2 t|sja1 
苦   集   滅  道  
5a—6. 
隆  
mjij1 
無。 
無苦集滅道， 

5a—6—R. 
顎  賅 嫌 車  撾  屨 磐 嶺 囌 項  絨 木 隆 冶 感 穫 鼯 吭  肜  

thj•2 tja1 lj••r1 dzj_i2 ³wu2 kjir1 ™j•r2 dj_o2 lj_a1njiij1 dj•j2 t__a1 mjij1 ku1 mjiij2 t|sji1 ™j•2lwúr2 lj_•1 
此   者  四  諦  是 。 精  勤  修  證，心   休  息，無，則，名  苦  謂。經  論  
5a—6—L. 
槌  虻 韌   損 鴉 省 冶 感  蚌 鼯 捩 牞 邢 盟 搭 娟 紛 鴉 冶  
wa2 tjoo1 thjoo1 wo2 kj_u1 dzu1 ku1mjiij2 sioo1 ™j•2 rjur1 l_a1 lú— phja1 lew1 ™ju2 mjij1 kj_u1 ku1 
廣   尋，妙    義  求，貪，則；名   集  謂。諸  妄  念  斷，唯  常  寂  求，則； 
5a—7—R. 
感   牝  鼯  皋  丸  首  老 菜 損   檸  筐  冶 感 噥 鼯  

mjiij2 dzjar2 ™j•2 ³ewr1 khiee1 khwa1 ka2 tha1 wo2 khieej1 mjaa1 ku1mjiij2 t|sja1 ™j•2  
名    滅   謂。煩   亂    遠   離，佛  理     盈    ， 則；名  道  謂。 
跨  紫 嫌 鈿  車  馭  
sjij1 ™j_i2 lj••r1 |sj•j2 dzj_i2 mjiij2 
今   更  四  聖  諦    舉， 
5a—7—L. 
嬌  瘍 賒 蜂 嫌 嫂 柝 丞 項 袁 潭 杪 嶺 囌 杖 葉 冶 穫 車 隆  俱  

³wu2 ts_ú1 wji1 |sji1lj••r1³o2 ™jij1 dj_i2 njiij1 múr2 gji1 sej1 dj_o2 lj_a1 mji1 wúú1ku1 t|sji1 dzj_i2 mjij1 tsjiir2 
以 ，藥  為；先  四  病  於  治。心  本  清  淨，修  證  不  有，則；苦  諦  無。 性 
5b—1—R. 
疢  蝴  岩 鴉 龔 杖 餓 冶 蚌 車 隆 牞 邢 囝  隆 袁 娟 珊 紛 冶  
khj•2tsjiir1™wi _o1kj_u1 ™ju2 mji1 gj_i2 ku1 sioo1 dzj_i2mjij1 l_a1 lú—| sjwo1 mjij1múr2™ju2 ™jij1 mjij1 ku1 
萬   法   含，尋  求，不  倚，則，集  諦  無，妄  念  生 ，無，本  常  自  寂，則 

                                                        
    ① 黑水城漢文本“十二因緣若生，即有生死可盡。因緣本無生，即無老死盡”作“十二因緣若有，即老死可盡。

因緣本無，故云無老死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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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1—L. 
牝   車 隆 紛 皋  杖 製 蔣 開 杖  流 冶 噥 車 隆 顎  率  賅 圳 蜂  

dzjar2dzj_i2mjij1mjij1³ewr1mji1 do2dow1t |shja2mji1 nj••1 ku1 t|sja1 dzj_i2 mjij1thj•2³ewr2 tja1 zji2 |sji1 
滅    諦  無。寂  亂   不  殊，邪  正  不  二，則， 道  諦  無。此   數   者  皆  前 
5b—2—R1. 
嫂  孖 丞 砭 麗 撾  芰 項 隆  傻 冶  

³o2 ³ewr1 dj_i2 sji2 d_a2 ³wu2 tjij1 njiij1 mjij1 tsjij2 ku1  
病   對，治 —▽，語  也 。若  心  無， 了，則， 
5b—2—L1. 
嫌   車 蚓 姊   圣  穫  蚌  牝  噥 隆 鼯  

lj••r1 dzj_i2 lj_o2 |sjwo1 t|shjwo1 t|sji1 sioo1 dzjar2 t|sja1 mjij1 ™j•2 
四   諦   豈  用。  故   苦   集   滅   道  無，謂。 

此明四諦。心有所求，繫著於法，故名為諦。精勤修證，心無間歇名為苦諦。廣尋經論，貪求妙理，

名為集諦。斷諸妄念，至求常寂，名為滅諦。遠離煩亂，精研佛理，名為道諦。
①

 

今更明四聖諦，名之為藥，對破前病，心本清靈，不假修證，名為苦諦。性含萬法，豈藉尋求，名為

集諦。妄念無生，本自常寂，名為滅諦。寂常無二，邪正不昧，名為道諦，此對病說也。若了無心，

四諦何有，故云無苦集滅道。
② 

5b—2. 
樣  隆 球 暘 隆  

sj _ij2 mjij1 rjir1 lew2 mjij1 
智   無；得，應，無。 
無智亦無得， 

5b—2—R2. 
捩  
rjur1  
諸 
5b—2—L2. 
蝴  

tsjiir1 
法 
5b—3—R. 
剎   癸 球 暘 隆  傻 冶  圣   感  樣 鼯 捩 蝴  袁 淒 縴  妹 杖 姊  
t |shjii1ki_o1 rjir1 lew2 mjij1 tsjij2 ku1 t|shjwo1 mjiij2 sj_ij2 ™j•2 rjur1 tsjiir1 múr2 ³a1 t |shji1 kj_ij1 mji1 |sjwo1 
詳    審；得，應，無， 了，則； 故    名   智  謂。諸  法   本  空，根   本  不  用， 
5b—3—L. 

                                                        
    ① (1) 黑水城漢文本，“此明四諦”無“明”之一字，“故名為諦”無“為”之一字，及“名為苦諦”作“名苦”

（下釋“集、滅、道”，並如是）。(2) 5a—7—R 行西夏文本的 檸  筐  khieej1 mjaa1，合理應該對當漢文本的“精

研”。但是西夏語的 筐  mjaa1，一般是“結果、果實”之 “果” 義；而 檸  khieej1，則是干支“辛”之用字，對

譯文獻一般罕見。不過，檸  筐  khieej1 mjaa1 在西夏文本《六韜》對譯“（萬物）盈”；是我以“盈”對注 檸  筐  

khieej1 mjaa1 的根據。黑水城漢文本，“寂常無二”殘損、作“淨□□二”；及”不昧“作”不殊”。 
    ② 黑水城漢文本”名之為藥對破前病“作”名藥以破前病”，及“清靈”作“清虛”、“不假”作“不關”、“名為

苦諦”作“名苦諦”（下釋“集、滅、道”，應並如是，雖然文本略有殘損）；以下多殘損，可辨識者“淨□□二邪正不

殊名真諦此藥是對治□□□語若□□□□□□□故云無苦□□□”（14—7）。及 14—8 第一行有兩個小字，左邊肯定是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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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圣  樣 隆 鼯 囌 暘 樣 斬 冶 圣  感  球 鼯 珊 俱  袁 杪 一  

nioow1t|shjwo1sj_ij2 mjij1™j•2 lj_a1 lew2 sj_ij2dju1 ku1 t|shjwo1mjiir2 rjir1™j•2 ™jij1 tsjiir2 múr2 sej1 lew1 
緣  ；  故   智  無，謂。證  可，智  有，則；故   名   得  謂。自  性   本  淨，一 
5b—4—R1. 
討  蝴  增 隆  冶  

zj_ij1 tsjiir1 tsj•1 mjij1 ku1 
許   法   亦  無， 則； 
5b—4—L1. 
圣    感   球 隆  鼯  

t |shjwo1 mjiir2 rjir1 mjij1 ™j•2 
故     名    得，無， 謂。 

推照諸法，了無所得，名之為智。諸法本空，何假推照，故云無智。自性清靈，實無一法可得，故云

亦無得也。
① 

5b—4. 
姑  球 暘  隆  護  檮 變 何 蕈  

thja2 rjir1 lew2 mjij1 nioow1po1 tj•j1 sa2 ton1 
彼   得，應， 無 ，緣， [菩 提  薩  埵] 
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 

5b—4—R2. 
捩  
rjur1 
諸 
5b—4—L2. 
項  
njiij1 
心 
5b—5—R. 
球 點 隆  傻 冶 感 檮 變 鼯 捩 蝴 球 點 隆 傻 冶 感 何  
rjir1 tj_i2 mjij1tsjij2 ku1 mjiij2 po1 tj•j1™j•2 rjur1 tsjiir1 rjir1 tj_i2 mjij1 tsjij2 ku1 mjiij2 sa2 
得，處  無， 悟，則；名  [菩 提]  謂。諸  法  得，處  無，了，則；名 [薩 
5b—5—L. 
蕈 鼯 項  蝴  一 沮 鉸 球 點 隆  護   圣   檮 變 何 蕈 鼯  

ton1 ™j•2njiij1 tsjiir1 lew1 ©iej1 ™i_o1 rjir1 tj_i2 mjij1 nioow1 t|shjwo1 po1 tj•j1 sa2 ton1 ™j•2 
埵] 謂。心   法   一  真  如，得，處  無 ，緣  ； 故    [菩 提 薩  埵]  謂。 

悟諸心不可得，故是菩提；了諸法不可得，故名為薩埵。心法一如，並無所得，故名菩提薩埵。
② 

5b—5. 
潰  

pa2 
[般 

                                                        
    ① 黑水城漢文本，“了無所得，名之為智”殘損，可辨者為“了無□□名智”；在“故云無智”之後，還有“有法

可證名得”；及“清靈”作“清虛”，“實無一法可得故云亦無得也”作“實無一法故云無得”。 
    ② 黑水城漢文本“悟諸心”作“了諸心”、“故是”作“故名”，但最後的“故名”作“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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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6. 
儳 檮 疹 眇 蕈  呈 項 溥 找 隆  

|zja2 po1 lo1 bjii2 tow1 bju1 njiij1 ©ie2 l_u2 mjij1 
若  波  羅  蜜  多]  依，心  罣  礙，無。 
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 

5b—6—R. 
蜂  骰 率  

|sji1  ™o1 ³ewr2 
先  懸， 數 
5b—6—L. 
扚    吭 柝   
³owr2 lwúr2 ™jij1 
具     經  之 
5b—7—R. 
感   擾 試 韓 樣 羈 袁 丌 潭 杪 鉸 庾 嵐 暘  隆 珊 項 倆  蝦  
mjiij2phie2 ™ji1 wee1 sj_ij2 |zj•r2 múr2©a2 gji1 sej1 ™i_o1phjo2 kar2 lew2 mjij1™jij1 njiij1 lhej2 thjuu1 
名    釋。眾 生   智  慧  本  于，清  淨  如，分  別  可，無。 自  心  反  照， 
5b—7—L. 
嘉  媚 泌 老  護   圣 潰 儳 檮 疹 眇 蕈 鼯 胛 討 蝴  佐 斬 冶 珊  

lhj•2 laa1 rjir2 ka2 nioow1t|shjwo1pa2|zja2 po1 lo1 bjii2 tow1™j•2 zj••r1 zj_ij1 tsjiir1 gj•2 dju1 ku1™jij1 
塵   染，與  離， 緣  ；故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謂。少  許  法  一  有，則；自 
6a—1—R. 
溥 找 撾  項 樓  珊 淒 呂 邢 呂  

©ie2 l_u2³wu2 njiij1 mj••2 ™jij1 ³a1 sjw•1 lú— sjw•1 
罣  礙  是 。心  境   自  空，誰  念  誰     
6a—1—L. 
手  紛 杪 霏 隆 慝  溥 找 蚓 斬  

zj_ij1 mjij1 sej1 d_a2 mjij1 kha1 ©ie2 l_u2 lj _o2 dju1 
著， 寂  靜  事  無，中， 罣  礙  豈  有。 

此是梵語，經題具釋。只是眾生智慧清淨，亦無清淨可得，反照自心，離諸塵妄，故云依般若波羅蜜

多。微有小法，即有罣礙；心境自空，誰念誰著，逈然無事，有何罣礙也。
① 

6a—1. 
溥 找 隆   護  綻 左  

©ie2 l_u2 mjij1 nioow1kja1 le2 
罣  礙  無 ， 緣 ，恐  怖  
6a—2a. 
杖  斬  
mji1 dju1 
不   有。 

                                                        
    ① (1) 黑水城漢文本“亦無清淨可得”作“無可分別”，“故云”作“故名”，及“微有小法即有罣礙”作“微有

少法可得即是罣 ”（下“罣礙”亦同），“逈然”作“寂然”，而無句末“也”字。(2) “三注本”之”只是眾生“無”

是”字，校對本引于井伯壽版改；及“離諸塵妄”無“妄”字，校對本引隆熙二年版改。而黑水城漢文本兩處均同校

改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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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罣礙，故無有恐怖， 

6a—2—R. 
項   手 暘 隆 冶 鴉 暘 巖 斬  

njiij1 zj_ij1 lew2 mjij1 ku1kj_u1 lew2 wa2 dju1  
心    著，可，無，則；求，可，何  有。 
6a—2—L. 
項  服 梂  怨  護  綻 綺 杖 斬  

njiij1 ³úr1 mja1 sju2 nioow1 kja1 gaa1 mji1 dju1  
心   山  河   如， 緣 ；恐  怖  不  有。 

心無所著，有何所求；心不可得，恐怖誰生？故云無有恐怖。 
① 

6a—2a. 
杅     忌  蠔  漬   首  

t |shj••2 t|shjuu2 mjiij1 sjiij2 khwa1 
顛      倒   夢   想，  遠   
6a—3. 
老  
ka2  
離。 
遠離一切顛倒夢想，

② 
6a—3—R. 
項   杜   蝴 鴉 冶  杅  項 投 淒 狁 冶  忌  隆  慝  飲  斬 賅 蠔  

njiij1nioow1 tsjiir1 kj_u1 ku1 t|shj••2 njiij1 ™u2 ³a1 bioo2 ku1 t|shjuu2 mjij1 kha1 lhjw•2 dju1 tja1 mjiij1 
心    外    法  求，則， 顛 ；心  中  空  觀，則， 倒 ；無   中 ，驟   有，者，夢

③ 
6a—3—L. 
撾  項   蝦  暘 斬 賅 漬  撾 項   鋒 傻   遘  球 暘  隆 冶  圣   首  
³wu2 njiij1 thjuu1 lew2 dju1 tja1 sjiij2 ³wu2 njiij1 ©jow1 tsjij2 d|zjwa1 rjir1 lew2 mjij1 ku1 t|shjwo1 khwa1 
是 ；心    察 ，可，有，者，想   是。心    源  悟，  了 ，得，可， 無，則； 故    遠   
6a—4—R1. 
老  
ka2 
離， 
6a—4—L1. 
鼯  
™j•2 
謂。 

心外求法為顛；心內觀空，名之為倒；無中計有，名之為夢；心之所緣，名之為想。忽悟心源，了無

所得。故云遠離一切顛倒夢想。 
④ 

6a—4. 
                                                        
    ① 黑水城漢文本“心不可得恐怖誰生”作“心如山河旡有恐怖”。 
    ② 黑水城漢文本此有殘損，可辨識者為“遠離顛倒夢”。 
    ③ 黑水城漢文本，  
    ④ 黑水城漢文本此有殘損，第一行雙排小字可辨識者，為“心外求法名顛□□觀空□倒無□□□名夢心有所緣名

想忽悟心源了無□□”；第二行雙排小字作“故云遠離顛倒夢想”（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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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遘   鹹 愛  

zji2 d|zjwa1 djiij2 ph~a1 
究  竟     [涅 槃] 
究竟涅槃。 

6a—4—R2. 
項   囝  暘 斬 冶 牝  暘 增  斬 項 囝  暘  

njiij1 |sjwo1 lew2 dju1 ku1 dzjar2 lew2 tsj•1 dju1 njiij1 |sjwo1 lew2 
心    生   可，有，則；滅 ，可，亦   有。心  生 ，可， 
6a—4—L2. 
隆  冶 牝  暘 增  隆  顎 柝 感  賅 鹹 愛  
mjij1 ku1 dzjar2 lew2 tsj•1 mjij1 thj•2 ™jij1 mjiij2 tja1 djiij2 ph~a1  
無，則； 滅 ，可，亦   無。 此  於  名   者，[涅 槃] 
6a—5—R. 
鼯  解 賅 妹 損 撾   遘 賅 妯 損 撾 匚 汜 嘉  

™j•2  zji2  tja1 kj_ij1wo2 ³wu2 d|zjwa1tja1 sji1 wo2 ³wu2 s_o1zj_o2 lhj•2 
謂。 究  者  窮  義  是，  竟  者  盡  義  是。三  世  塵 
6a—5—L. 
回 妹 妯 牞 邢 袁 韓  牝  隆  護   圣  解  遘  鼯  

ror2 kj_ij1 sji1 la1 lú— múr2 wee1 dzjar2 mjij1nioow1t|shjwo1 zji2 d|zjwa1 ™j•2  
垢  窮  盡，妄  念  本  生   滅 ，無 ，緣  ；故   究  竟    謂。 

心若有生，即有可滅；心本無生，實無可滅，無生無滅，名為涅槃。究者窮也，竟者盡也。三世塵勞

妄念，本無生滅。故云究竟涅槃。
① 

6a—5. 
匚 汜 捩 菜  

s_o1zj_o2 rjur1 tha1 
三  世  諸  佛 
6a—6. 
潰 儳 檮 疹 眇 蕈 丌 呈   護  圣   崇 潟 蕈 疹  

pa2 |zja2 po1 lo1 bjii2 tow1©a2 bju1 nioow1 t|shjwo1 ™a1 duu2 tow1 lo1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于，依，  緣， 故   [阿  耨  多  羅 
 

6a—7. 
臉 孕  臉 檮 變 起 顎  護  潰 儳 檮 疹 眇 蕈  

s~a1 mjiw2 s~a1 po1 tj•j1 rjir2 thj•2 nioow1 pa2 |zja2 po1 lo1 bjii2 tow1  
三  藐   三  菩  提] 得。此   緣，[般  若  波  羅  蜜  多] 
6b—1. 
賅 棒 雉 嗟  撾  棒  挺   嗟  撾 解 溴   嗟   撾 孖  

tja1tha2 nj_a1 ³wúú1 ³wu2 tha2 swew1 ³wúú1 ³wu2 zji2 phju2 ³wúú1 ³wu2 ³wer1  
者，大  神  咒   是。 大   明    咒   是。無  上    咒    是。無    
6b—2. 
                                                        
    ① (1) 黑水城漢文本雖有殘損，大寫字下的雙排小字應該就是“心若有生即有可滅心本”。後續，則先兩“無”

字作“旡”，“故為”作“故名”，“三世”前有“窮盡”二字，“故名”作“故云”。(2) 根據西夏文本，漢文本的“窮

盡三世塵勞妄念本無生滅”，“塵勞”與“妄念”間應該斷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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孖   隆  嗟   撾  
³wer1 mjij1 ³wúú1 ³wu2  
等    等   咒    是。 
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①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 

6b—2—R. 
嗟   賅  抏  損 撾  助  秀  肥  爨 嬌  項  帊 解 泌  

³wúú1 tja1 phjoo2 wo2 ³wu2 mjor1 lj_ij2 dwuu2 tj_•j2 ³wu2 njiij1 d|zj _•2 zji2 rjir2  
咒    者， 契   義  也 。如   來   密   印  以， 心   行  俱  與 
6b—2—L. 
抏     護   圣    感   嗟 鼯 杜    嗟 賅 傻 鼯 珊 袁 趴  

phjoo2 nioow1 t|shjwo1 mjiij2 ³wúú1 ™j•2 nioow1 ³wúú1 tja1 tsjij2 ™j•2 ™jij1 múr2 bju2 
契  ，  緣  ；故     名   咒   謂。又     咒  者  達  謂。自  本  際 
6b—3—R. 
紛  絃  暘 隆   傻  杜   嗟  賅 隆 鼯 項 骷 暘 隆  護  

mjij1 mju2 lew2 mjij1 tsjij2 nioow1 ³wúú1 tja1 mjij1 ™j•2 njiij1 ljij2 lew2 mjij1 nioow1 
動  靜 ， 可，無，  達 。又    咒   者  無，謂。心  見，可，無 ，緣；  
顎  賅 晁   損 碣  

thj•2 tja1 swew1 wo2 d|zjij2 
此   者  照    義  有； 
6b—3—L. 
扚     鍍 點 隆 鉸 試 韓 袁  項 賅 赴  遢 杖 斬 把 奸 溥 隆 絃  蔚  

³owr2 tshjiij1 tj_i2 mjij1 ™i_o1 ™ji1 wee1 múr2njiij1 tja1 tsew2 dzar1mji1dju1 lja1 wjij1 ©ie2 mjij1 mju2 lj_•j2 
具      宣，處  無。凡  眾  生 本    心  者，邊   際  不  有，往 反   礙，無，動   搖   
6b—4—R. 
糊   痙  護  圣   棒 雉 嗟 鼯 項  袁 潭 杪 樑 宛 娟 紛 蝴  玆  鉸  
mjij2 djij2 nioow1t|shjwo1tha2nj_a1 ³wúú1 ™j•2 njiij1múr2 gji1 sej1 gjii1 dj_i1 ™ju2 mjij1tsjiir1 ki_ej2 ™i_o1 
未   曾 ， 緣 ；故    大  神  咒  謂。心   本  清  淨，湛  然  常  寂，法   界   圓 
6b—4—L. 
晁   呈 矓  妯 隆  護 棒 挺   嗟 鼯 疢 蝴  夙  夙  項  杜 杖 斬 旁  

swew1bju1™ioow1sji1mjij1nioow1tha2swew1 ³wúú1™j•2 khj•2tsjiir1³owr2³owr2njiij1nioow1mji1dju1gjiij1 
照，  依，功   窮，無， 緣；大  明    咒  謂。萬  法   一   切   心   外，不  有，超   
6b—5—R.  
衷   禾  隆  護  解 溴  嗟 鼯 顎 項  一 凌 斬 隆 杖  葉  趴 逛  謹  

dzj_ij1mjijr2 mjij1nioow1 zji2phju2 ³wúú1™j•2 thj•2 njiij1 lew1 dji2 dju1 mjij1 mji1 wúú1 bju2 ljow2 kaar1  
越    者   無， 緣； 無  上  咒   謂。此  心   一  字  有  無，不   屬， 邊  際   測 
6b—5—L. 
菱  皂 塌 點 隆   護   孖  孖  隆  嗟  鼯  

gie1 pju1 dza2 tj_i2 mjij1 nioow1 ³wer1 ³wer1 mjij1 ³wúú1 ™j•2 
難， 量  度，處  無，  緣；  無   等   等   咒   謂。 

                                                        
    ① 三注本這裡有慧忠註解，作“過去現在未來煩惱無明、塵勞妄念，本來清淨，故云三世諸佛。自達本智，無所

染著，故云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此梵語；唐言阿之言無、耨多羅言上、三藐言正、三菩提

言真。此云無上正真之道。若信自心本來是佛，故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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呪者契也，如來密印心行俱契，故名為呪。又呪者定也，自達本心，無有動靜。又呪者無也，無心見

心，故名為呪。此有多義，不可具宣。眾生本心無有邊際，往反無礙，實不動搖，故名為大神呪。心

本清淨，湛然常住，圓照法界，應現無窮，是大明呪。一切萬法不出於心，無能超者，是無上呪。心

之一字不屬有無，罔測邊際，無能比者，是無等等呪也。
① 

6b—6. 
穫  夙  夙  財  睢  掬 沮 杖 牞  

t |sj_i1 ³owr2 ³owr2 tj_ij1 njwi2 |zj•r1 ©iej1 mji1 l_a1 
苦   一   切   除， 能。 真  實  不  虛。 
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 

6b—6—R. 
捩  菜  夙  夙  顎  項  嗟  

rjur1 tha1 ³owr2 ³owr2 thj•2 njiij1 ³wúú1 
諸   佛   一  切    此   心   咒 
6b—6—L. 
呈 匚 玆 旁  衷  鏝  忺  
bju1 s_o1ki_ej2 gjiij1 dzj_ij1 d|ziú2 d|ziej2 
依，三  界  超   越 ，輪   迴   
6b—7—R. 
杖 煨 穫  夙  夙 財 睢  贗 袁  項 鵡 伂 材 菜 撾 嶺 囌 杖 葉  護  
mji1lhjij— t|sj _i1³owr2³owr2tj_ij1 njwi2twu1 múr2 njiij1 nur1 kj•1dj•j2 tha1³wu2dj_o2 lj_a1 mji1 wúú1 
nioow1 
不  受。苦    一  切  除，能。 直  本   心  指，決  定  佛  是。修  證  不  有，緣； 
6b—7—L. 
圣   掬  沮 鼯 項 的 陌 隆 捩 哺 牞 老 紛 嬌 師 絕 護 圣 杖 哺 牞  
t|shjwo1|zj•r1©iej1 ™j•2 njiij1 ljij1 lej2 mjij1 rjur1 ——   l_a1 ka2 mjij1 ³wu2wjij2d|zjiij1nioow1t|shjwo1mji1—
— l_a1 
故    真   實  謂。心  轉  變，無；諸  狂 惑   離。寂  以，△  住，緣； 故  不  虛   。 

一切諸佛依此呪，心獨超三界，不受輪迴，故云能除一切苦。直指本心，決定是佛，不假修證，故云

真實。心無變體，離諸狂惑，坦然常住，故云不虛矣。
② 

7a—1. 
顎   護  潰 儳 檮 疹 眇 蕈  嗟  鍍  

thj•2 nioow1 pa2 |zja2 po1 lo1 bjii2 tow1 ³wúú1 tshjiij1 
此    緣，[般  若  波  羅  蜜  多]  咒   說。 

                                                        
    ① (1) 黑水城漢文本“自達本心”作“自達本際”，其後“又咒者”以下殘損，似留三字分的空；下一行自“心

見故名咒”至“不可具宣”，又殘損三字分；再下一行僅餘“心旡有涯際”，但可推測殘損的部分如三注本之“往反無

礙實不動搖故名為”（14—9）。下一頁（14—10）第一行依稀可辨者，唯“大神咒心”，第二行可辨識“現旡窮是大明

呪一切万□不出”，第三行可辨識“能越者是無上呪心之一字不”，第四行似乎完整，作“旡罔測邊際不可比況是無等

等呪”。(2) 西夏文本 6b—2—L 行第 10 字與 6b—3—R 行第五字，肯定都是 傻 tsjij2 “解悟、通達”。6b—3—R 行最

後一個字，也許是 試  ™ji1 “眾”。不過，這是由漢語“眾”與“大”義近，作的聯想；為什麼前面是 晁  損  swew1 
wo2 還是難以解釋。 
    ② (1) 黑水城漢文本“依此”作“因此”，“變體”作“變異”（按校對本引述隆熙二年版，作“變異”），“狂”作

“誑”，“矣”作“也”。 (2) 6b—7—L 行倒數第七字很難辨認，荒川先生認為是 綻 kj_a1 “畏”，但 綻  絕  kj_a1 d|zjiij1

似不成詞。詞頭 師  wjij2，字形與之相近，用在動詞 絕  d|zjiij1 之前，宜屬合理。紛  嬌  師  絕  mjij1 ³wu2 
wjij2 d|zjiij1 對當漢文本的“坦然常住”，可比較 6b—4—R 行 樑  宛  娟  紛 gjii1 dj_i1 ™ju2 mjij1 之對當“湛然

常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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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呪。 

7a—1—R. 
嗟   賅 試 韓  柝  

³wúú1 tja1 ™ji1 wee1 ™jij1  
咒    者  眾  生   之 
7a—1—L. 
袁  項  撾   迴  嬌  
múr2 njiij1 ³wu2 ³wuu1 ³wu2 
本   心   是。  言   以， 
7a—2—R1. 
項  鵡 冶  圣  潰 儳  
njiij1 nur1 ku1 t|shjwo1 pa2|zja2  
心   指，則， 故   [般  若 
7a—2—L1. 
檮 疹 眇 蕈 嗟 鼯  
po1 lo1 bjii2 tow1³wúú1 ™j•2 
波  羅  蜜  多] 咒  謂。 

呪者只是眾生本心，以言指心，故云般若波羅蜜多呪也。
① 

7a—2a. 
嗟    匣   鍍  

³wúú1 ³wuu1 tshjiij1  
咒     曰 ， 說 
即說呪曰。 

7a—2—R2. 
迴    凡   蝴  娘  酒  

³wuu1 thjw•1 tsjiir1 d|zju1 phji1 
言     發 ， 法   明 ，令， 
07—2—L2. 
護     圣    嗟  鍍  鼯  

nioow1 t|shjwo1 ³wúú1 tshjiij1 ™j•2  
緣  ；  故     咒   說 ，謂。 

發言詮性，故云即說呪曰。
② 

7a—2b. 
蟒  豬  

kjaa1 tji2  
[揭  諦] 
7a—3. 
蟒  豬  

kjaa1 tji2 

                                                        
    ① 黑水城漢文本“呪者只是”作“呪是”，及無句末應無“也”字。 
    ② 7a—2—R2 的 凡  thjw•1 是比較罕用的字，但在西夏文本《孫子兵法》用了七次，取義一致是 “開（圍）、

開（路）”；本經此例很顯然對當漢文本的“發”，取義應與《孫子兵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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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  諦] 
揭諦揭諦 

7a—3—R. 
蟒  賅 財 損 撾 省 手 冶 豬 鼯 樣 羈 嬌 牞 邢 財  

kjaa1tja1 tj_ij1 wo2 ³wu2 dzu1zj_ij1 ku1 tji2 ™j•2 sj_ij2 |zj•r2 ³wu2 l_a1 lú—  tj_ij1 
[揭]  者  除  義  是。愛  著，則，[諦] 謂。智  慧  以，妄  念  蕩 
7a—3—L. 
盟    護   圣   蟒 豬 鼯  杜  蟒 豬 賅 忡 淒 項 淒 傻 柝  

phja1 nioow1 t |shjwo1 kjaa1 tji2 ™j•2 nioow1 kjaa1tji2 tja1 lj_u2 ³a1 njiij1 ³a1 tsjij2 ™jij1 
除 ，  緣  ；故   [揭  諦]  謂。又   [揭  諦] 者，身  空，心  空，悟，之 
7a—4—R1. 
增  鼯 杜    戊   蝴  流  

tsj•1 ™j•2 nioow1 dzjwo1 tsjiir1 nj••1 
亦   謂。又     人    法   二 
7a—4—L1. 
淒 傻 柝 增 鼯  
³a1 tsjij2 ™jij1tsj•1 ™j•2 
空，悟，之  亦  謂。 

繫著名諦，揭者除也。塵勞妄念，智慧蕩除，故云揭諦。又揭諦者了心空、悟身空寂，了悟身心空寂，

無有二法，故云揭諦揭諦。
① 

7a—4a. 
檮 疹 蟒  豬  
po1 lo1 kjaa1 tji2 
[波 羅  揭   諦] 
波羅揭諦 

7a—4—R2. 
牞 邢 財 暘  

l _a1 lú— tj_ij1 lew2 
妄  念  可  除 ，  
7a—4—L2. 
巖 斬 鼯  
wa2 dju1 ™j•2 
何  有，謂。 

心已清淨，有何妄念可除，故云波羅揭諦。
② 

7a—4b. 
檮  疹  
po1  lo1 
[波  羅 
7a—5. 

                                                        
    ① 黑水城漢文本此作“繫著名諦揭者除塵勞妄念智慧蕩除故云揭諦又揭諦者悟身空寂又揭諦者了心空悟人法二

空”。 

    ② 黑水城漢文本無“心已清淨”，下殘損，但可辨識“有何妄念可□□□波羅揭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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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蟒  豬  
s~e1kjaa1 tji2 
僧  揭 諦] 
波羅僧揭諦 

7a—5—R. 
潭 杪 鼯 賅 嘉 回 孖  丞 呈 伂 薔 嚶  嘉 回 袁  

gji1 sej1 ™j•2 tja1 lhj•2 ror2 ³wer1 dj_i2 bju1kj•1 thu1 phjij1 lhj•2 ror2 múr2 
清  淨  謂，者，塵  勞  對   治，依，△    制   。塵  勞  本 
7a—5—L. 
丌 隆 冶 潭 杪  薔 嚶 蚓  姊 瘍 嫂 廟 翱 庾 嵐  

©a2 mjij1 ku1 gji1 sej1 thu1 phjij1 lj_o2 |sjwo1 ts_ú1 ³o2 l _o2 ™jijr2 phjo2 kar2 
于，無，則；清  淨    制   ，豈   用。藥  病  雙  去，分  別 
7a—6—R1. 
暘  隆   護   圣   檮   
lew2 mjij1 nioow1 t|shjwo1 po1   
應， 無 ， 緣 ； 故    [波 
7a—6—L1. 
疹 含 蟒 豬 鼯  
lo1 s~e1 kjaa1 tji2 ™j•2 
羅  僧  揭 諦]  謂。 

清淨而對塵勞得名，塵勞本無，清淨不立，故云波羅僧揭諦。
① 

7a—6. 
檮  變 渣  燉  

po1 tj•j1 swa1 xa1 
[菩  提  薩婆 訶] 
菩提娑婆訶 

②
 

7a—6—R2. 
檮 變 賅 噥 撾 渣  燉 賅 帊  

po1tj•j1 tja1 t|sja1 ³wu2swa1 xa1 tja1 d|zj _•2  
[菩提]  者  道  是。[薩婆 訶] 者  行 
7a—6—L2. 
撾   袁  項 垮 傻 柝  鼯 垮 賅  
³wu2 múr2 njiij1 t|sj•1 tsjij2 ™jij1 ™j•2 t|sj•1 tja1  
是 。 本  心   悟  達，於   謂。達  者 
7a—7—R. 
檮  變 撾 傻 賅  渣 燉 撾 袁  項 伂 骷 囝  暘 隆  傻 冶 圣   檮  
po1 tj•j1 ³wu2 tsjij2 tja1 swa1xa1³wu2 múr2 njiij1 kj•1 ljiij2 |sjwo1lew2mjij1 tsjij2 ku1 t|shjwo1 po1 
[菩  提]  是。悟  者 [薩婆 訶] 是。本   心   △  見，生 ，應，無，了，則；故    [菩 
7a—7—L. 
變  渣 燉 鼯 杜  檮 變 賅 項 柝 鼯 渣 燉 賅 蝴  夙  夙  柝 鼯  

                                                        
    ① 黑水城漢文本 14—10 除了一個“請”的半邊字，餘全殘損，無可比對。14—11 第一行亦多殘損，雙排小字可

辨、確有“清淨何立藥病□……□”（R）、“別故名波羅僧揭諦也”（L）。 
    ② 黑水城漢文本僅餘“婆訶”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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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j•j1 swa1xa1 ™j•2 nioow1 po1tj•j1 tja1 njiij1 ™jij1 ™j•2 swa1xa1 tja1 tsjiir1 ³owr2 ³owr2 ™jij1 ™j•2 
提  薩婆 訶] 謂。又   [菩 提]  者，心  之  謂。[薩婆 訶]者，法   一   切 ，之  謂。 
7b—1—R. 
捩   蝴  夙  夙   袁 丌 項 撾  
rjur1 tsjiir1 ³owr2 ³owr2 múr2 ©a2 njiij1 ³wu2 
諸    法   一   切    本  於  心  是，  
7b—1—L. 
護     圣  檮 變 渣 燉 鼯  

nioow1 t|shjwo1 po1tj•j1 swa1xa1 ™j•2 
緣  ；  故   [菩 提  薩婆 訶] 謂。 

菩提是道，薩婆訶是行，悟達本性即是道行。菩提言了，薩婆訶言見，了見本心實無生處，故云薩婆訶。

菩提是心，薩婆訶是法，一切法本來是心，故云薩婆訶。
①

 

7b—2. 
顎  雉 嗟  賅 贗  袁 紛  絃 隆  柝 鵡 項 囝  

thj•2 nja1 ³wúú1 tja1 tw_u1 múr2 mjij1 mju2 mjij1 ™jij1 nur2 njiij1 |sjwo1  
是   神  咒   者，直   本  動   靜  無， 於，指。心  生， 
7b—3. 
嬌  項  鴉 點 隆  項  韓  牝  隆  護   韓  牝  嬌  

³wu2 njiij1 kj_u1 tj_i2 mjij1 njiij1 wee1 dzjar2 mjij1 nioow1wee1 dzjar2 ³wu2 
以， 心   求，處  無 。心   生   滅， 無 ，緣  ；生  滅  ，以 
7b—4. 
項  鴉 點 隆  項 投 痣  隆  護  投 痣  流 億  

njiij1 kj_u1 tj_i2 mjij1 njiij1 ™u2 dj•r2 mjij1nioow1 ™u2 dj•r2 nj••1 |zja1  
心   求，處  無 。心  內  外   無， 緣 ，內  外   中  間   
7b—5. 
慝  項 鴉 點 隆  杜   夙  夙  谿 鴉 點 隆 芰  

kha1njiij1 kj_u1 tj_i2 mjij1 nioow1 ³owr2³owr2 do2 kj_u1 tj_i2 mjij1 tjij1 
中， 心  求，處  無。 又    一   切   處，求，處  無。若 
7b—6. 
夙    夙 谿 鴉 增 球 點 隆  冶 圣    夙  夙   項 隆  

³owr2 ³owr2 do2 kj_u1 tsj•1 rjir1 tj_i2 mjij1 ku1 t|shjwo1 ³owr2 ³owr2 njiij1 mjij1  
一   切    處  求，亦，得，處  無， 則；故     一   切    心  無； 
7b—7. 
傻    夙 夙  項  隆  傻 冶 樓   夙  夙  嬌  詩  顯 氕  

tsjij2 ³owr2 ³owr2 njiij1 mjij1 tsjij2 ku1 mj••2 ³owr2 ³owr2 ³wu2 ©jiw1 mj•1 wj _i2 
知。   一  切   心   無 ，知，則；境    一   切   以 ，攝， 不  動。 
8a—1. 
詩   顯 氕 冶 珊 湟  夙  夙   詩  撾  吭 舂 慝  鍍  湟  

©jiw1 mj•1 wj _i2 ku1 ™jij1 ljiij2 ³owr2 ³owr2 ©jiw1 ³wu2 lwúr2 rejr2 kha1 tshjiij1 ljiij2 

                                                        
    ① (1)黑水城漢文本“菩提是道薩婆訶是行悟”以下殘約三字，下一行起”悟即是菩提菩提……”；“實無生處”

之“無”作“旡”，“菩提是心”多一“又”字；及“薩婆訶是法一切法”作“薩婆訶是一切法”。(2) 從此以下，“三

注本”歸為慧忠注釋“菩提薩婆訶”的文字；黑水城夏漢文本則均作大寫字。從文意看，也應該是總說般若波羅蜜多

咒，非僅釋“菩提薩婆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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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  不  動，則；自  魔   一   切    攝 ，是。    經   中   曰 ，魔 
8a—2. 
詩  賅 舂  瀰   撾 杖  絃 蔚   護  跨 禍   戊  珊 項  杖  

©jiw1 tja1 rejr2 lhjoor1 ³wu2 mji1 mju2 lj_•j2 nioow1 sjij1 dzj•j1 dzjwo2 ™jij1 njiij1 mji1  
攝   者，道   場    是；不   傾  動，  緣 。今  時    人   自  心   不 
8a—3. 
傻  癩 柝 嫂 丞 項   杜  蝴  骷 冶 湟  樓 啜 連 珊  

tsjij2 mj•1 ™jij1 ³o2 dj_i2 njiij1 nioow1 tsjiir1 ljiij2 ku1 ljiij2 mj••2 ™ju2 |sja2 ™jij1  
了。 他  於  病  治，心    外   法   見，則；魔   境  現  前。自 
8a—4. 
項  增 湟 伂 葉 慝  秒 嗉 霰  剿  吭  舂 慝  鍍  珊  

njiij1 tsj•1ljiij2 kj•1 wúú1kha1 thjij2 sjo2 tsjij1 gjuu2 lwúr2 rejr2 kha1 tshjiij1 ™jij1  
心   亦  魔  △  屬，中 ；云  何  彼   救 。   經    中   說 ，自 
8a—5. 
嫂  丞 顯 跼 癩 嫂 秒 嗉 丞 鼯 櫺  亙  髦  忡 鐵  

³o2 dj_i2 mj•1 lj••1 mj•1 ³o2thjij2 sjo2 dj_i2 ™j•2 sjw•j1 t|sj••r2 wj_•1 lj_u2 kjij1 
病   治，不  能。他  疾  云  何  治，謂。業   繫 ，幻  身  △ 
8a—6. 
丞  增 渙 巾 湟 裁 慝  釙 懲 討 佐 彼  肄 顯 筒  

dj_i2 tsj•1 ™ju1 zji1 ljiij2 tsúj1 kha1 buu2 |zju2 zj_ij1 gj•2 mja1 we2 mj•1 djij2 
治， 亦，小  鬼  劣  魔  中， 勝，如；許  一  恐   為，  然  ， 
8a—7. 
珊  樓 呈 燈  鏝 忺  願  賒 蚓 跼 韓   鈹 韓   瞞    鯽  

™jij1 mj••2 bju1 |sj•1 d|ziú2 d|ziej2 bji2 wji1 lj_o2 lj••1 wee1 d|zj••r1wee1 tshwew1 d|zjw•1  
自   境  依，往； 輪  迴   免  —為，豈  能。生    捨，生    趣   ，互 
8b—1. 
柝  麼 務 肄 助  秀 矩 戡 宛 肌 剿 嬌  袁 項  

™jij1 ljw_ij1 ™o1 we2 mjor1 lj_ij2 rjur1 to2 dj _i1 lha— gjuu2 ³wu2 múr2 njiij1 
於， 怨  對  為。如  來   世  出，沈  迷  救，以 ，本  心 
8b—2. 
傻  酒   護    圣  雉  嗟 鼯 牞 邢 杖 囝 冶 珊 貧  痳  

tsjij2 phji1 nioow1 t|shjwo1 nj_a1 ³wúú1 ™j•2 l_a1 lú— mji1 |sjwo1 ku1 ™jij1 zow2 ™jiij1 
悟，令 ，  緣 ；  故   神   咒  謂。妄  念  不  起，則，自  受   持， 
8b—3. 
肄 韓  隆  傻 冶 珊 邢 痳 撾 鉸 韶 勼 佤  蝴 賅  

we2 wee1 mjij1 tsjij2 ku1 ™jij1 lú— ™jiij1 ³wu2 ™i_o1 khja1 b_e1 dzjiij2 tsjiir1 tja1 
為。生   無， 了，則；自  念  持，是。凡  恒  沙  教   法  者， 
8b—4. 
搭  蝦  貧   護  仵  鍍  閂 邢 杖 囝  冶 捩  護  贗 木 趴  

lew1thjuu1 zow2 nioow1 rj•r2 tshjiij1 ™ja1 lú— mji1 |sjwo1 ku1 rjur1 nioow1tw_u1 t_a1bju2 
唯   觀   執 ， 緣 ；△   說 。一  念  不  生 ，則，諸   緣   頓  息。邊 
8b—5. 
隆  嫂 繁  邢 呈 臂  牝  捌   畜   禱  服 賑 禍   橘 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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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jij1 ³o2 t|shji1 lú— bju1 d|zjwi1 dzjar2 rejr2 tsewr1 dzwej1 ³úr1 lj•1 dzj•j1 kiew1 ——  
無， 病  本 ，念  隨，消   除 ；多    劫    罪   山   一  時   摧   倒。 
如是神呪，直指本心無動靜，不可起心求心。心無生滅，不可將心滅心。無內外中間求心；心非一切

處，不可向一切處求心。心不可得，故即知無一切心；以無一切心故，即一切魔境攝不動；以不動故，

即是降一切魔。經曰：降魔是道場，不傾動故。
①

 

切見時人，不了自心，以治佗病，心外見法，魔境現前，自心屬魔，云何救彼。經云：自病不能救，

何救他疾？縱令治得，業繫幻身，即是不出魔境界。怕怖生死，未免輪迴，捨生趣生，互為冤對。
② 

如來出世，為度沈迷，令悟本心，號為神呪。不起妄念，名曰受持，了本不生，故名持念。恒沙妙教，

只為息攀緣，一念不生，諸緣頓息，無邊病本，隨念消除，歷劫罪山，一時摧倒。
③

 

8b—6. 
顎  怨  開  矓   杓  鍍  點 隆 宛 肌 剿  髑 菜  倡 贗  

thj•2 sju2 t|shja2 ™ioow1 seew2 tshjiij1 tj_i2 mjij1 dj_i1 lha— gjuu2 d|zj _•2 tha1 mjii1 tw_u1  
如   是， 功   德    思   議 ，處  無。沈  迷  拯   拔。佛   位  直 
8b—7. 
囌 顎  蝴  肥  痳 冶 棒 盃  禾  撾  樣  戊   項 嬌  恐  

lj_a1thj•2 tsjiir1 dwuu2 ™jiij1 ku1tha2 wjuu1 mjijr2 ³wu2 sj_ij2 dzjwo1 njiij1 ³wu2 d|zj _ij1 
證。此   法   密   持，則，大  悲   者   是 。智   人    心  以 ，行。 
如是功德不可思議，拯拔群迷，頓超佛位，密傳斯法，故號大悲。智者心行，

④
 

 

四、慧忠註解《心經》的精神——說文解字 

    （一）“舍利子” 
    舍者是色，利子是心受想行識，此是五蘊。又舍者人，利子者亦是法，人法二相，多義不可具宣。

以要言之，此都是萬法之根本，今欲明萬法，不離身心，故名舍利子也。 
    按玄奘譯《心經》的“舍利子”，應該來自梵語 |sÑariputra，為佛陀十大弟子之一，號稱智慧第一。

《心經》正是佛陀應舍利子之問，應機說法的內容。 
    （二）關於“菩薩” 
    1.注“（觀自在）菩薩”：菩之言了，薩之言見，了見諸法本來空寂，故名菩薩也。 
    2.注“菩提薩埵”：悟諸心不可得，故是菩提，了諸法不可得，故名為薩埵。心法一如，並無所

得，故名菩提薩埵。 
3.注“菩提薩婆訶”菩提是道，薩婆訶是行，悟達本性即是道行。菩提言了，薩婆訶言見，了見

                                                        
    ① (1) 黑水城漢文本“直指本心無動靜”作“直指本無動靜”， “不可將心滅心無內外中間求心心非一切處不可

向一切處求心心不可得”作“不可以生滅求心非內外中間不可向內外中間求心非一切處求求不可得”。又 14—11 第四

行“一切魔境攝”應無“魔”字；“攝”以下殘損，第五行勉強可辨識“不動以不”。(2) 按校對本引宇井伯壽本，“直

指本心無動靜”作“直指本心心無動靜”，及“無內外中間”作“心無內外中間”。又引述隆熙二年版“心不可得”作

“求不可得”，與黑水城漢文本同。(3) 三注本之“即是降一切魔”，“降”作“際”；根據後面引述《維魔詰經》之“降

魔是道場不傾動故”，改。下一頁（14—12）；第二行起“治他病”。 
    ② (1) 黑水城漢文本 14—12 右半面前殘一行，起“動故竊見時人不了”，下殘兩字分。又“佗病”作“他病”、 “自

病”作“自疾”、 “何就”作“云何救”、 “冤對”作“怨對”，及“即是不出魔境界怕怖生死”作“只是小鬼劣魔懼

其雄豪自家隨境”。(2) 校對本引述隆熙二年版，“何救他疾”，作“云何救他疾”，可參考。 
    ③ (1) 黑水城漢文本 14—12 左半面第四行“如來出世為度”下殘，第五行僅可辨識最初一“令”字。14—13 右

半面前殘一行，第二行可辨有“持念恒沙教法只為攀”； “攀”下空兩字分，第一字由左邊僅見的點畫，推測應為“緣”。

第二行起“念不生”，則似乎第一行最後一個字應為“一”。其餘，除“摧倒”作“崩倒”之外，皆如三注本。(2) 校
對本引述隆熙二年版，“恒沙妙教只為息攀緣”作“恒沙妙教只為攀緣”，可參考。 

④ (1) 傳世西夏文本至 樣  戊  項  嬌  恐  sj_ij2 dzjwo1 njiij1 ³wu2 d|zj_ij1“智者心行”為止。(2) 黑水城

漢文本“密傳斯法”作“蜜持斯法”、“故號大悲”作“是大悲心”。“智者心行”以下還有如“三注本”的文字，唯“學

者審詳無差謬矣”作“聞者審□必無差謬矣”。以下空白，但另起一行當有文字，只是無法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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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心實無生處，故云薩婆訶。菩提是心，薩婆訶是法，一切法本來是心，故云薩婆訶。 
 

五、西夏文本的呈現 

 

（一）有趣的是，西夏文本《心經》，至少還有兩種並非轉譯玄奘漢譯本的文本，在那兩個文本

中，相當於玄奘“舍利子”的譯文，作 汜 嫉 庉 肪 柝 蘑 zj_o2 lheew2 |sja1 rjir2 ™jij1 gji2“具壽舍

利之子”、汜 扚 庉 肪 蘑 zj_o2 ³owr2 |sja1 rjir2 gji2“具壽舍利子”；很顯然，西夏譯者應該知道

“舍利子”是音兼義譯的人名。 
但是，在這個西夏文本仍然照譯慧忠注本： 

3b—2—R. 
…… 庉 賅  置 撾  
…… sja1 tja1 ts_ú1 ³wu2 
…… [舍] 者  色  是； 
3b—2—L. 
肪  蘑 賅 煨 漬  帊 懦  撾  杜   庉 賅  戊  撾  肪 蘑  

rjir2 gji2 tja1 lhj_ij— sjiij2 d|zj _•2 sjij2 ³wu2 nioow1 |sja1 tja1 dzjwo2 ³wu2 rjir2 gji2 
[利]  子  者  受  想   行  識   是。 又   [舍]  者  人    是；[利] 子 
賅  蝴  撾 顎  一 萎  

tja1 tsjiir1 ³wu2 thj•2 lew1 gjwi2 
者   法   是。此  一  句 
3b—3—R.  
慝  捌 損 詩   扚  鍍  點 隆  遵  唉  鍍  冶 疢  蝴 柝  

kha1 rejr2 wo2 ©jiw1 ³owr2 tshjiij1 tj_i2 mjij1 tshji1 rjijr2 tshjiij1 ku1 khj•2 tsjiir1 ™jij1  
中   多  義  攝 ， 具   說   處，無。 要   方   說 ，則；萬   法  之 
袁  繁   久  疆  跨 疢  
múr2 t |shji1 t|shjaa1 |siaa2 sjij1 khj•2 
根   本   上    想。 今  萬 
3b—3—L. 
蝴   娘  酒 源 冶 忡 項 流  鏑 杖 衷   護    圣  庉 肪 蘑 鼯  
tsjiir1 d|zju1 phji1 ki_ej2 ku1 lj_u2njiij1 nj••1 mú2 mji1 dzj _ij1 nioow1 t|shjwo1 |sja1 rjir2 gji2 ™j•2 
法    明 ，令，欲，則；身  心  二   種  不  逾 ， 緣  ； 故   [舍  利] 子  謂。 

（二）關於“菩薩”的解釋，亦復照譯不誤。不僅照譯，還加上本民族語與非本民族語的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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