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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严“三偈”考* 
 

聂鸿音 
 

    摘  要：佛教华严宗著作里保存着杜顺法师作的一首“漩澓偈”。本文考释了西夏译本《注

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卷尾的一段讲疏，指出作为其解说对象的“三偈”系来自此前不为人知的

一个“漩澓偈”异本。“三偈”全文比“漩澓偈”少了两句，具体文字也有所不同。这些现象说

明在唐末至宋代另有一个“漩澓偈”的注释本在华严宗信众中流传。 

    关键词：华严；漩澓偈；三偈；杜顺；西夏文 

 
    华严“三偈”即佛教界通常说的“漩澓偈”，传为初唐时的华严初祖杜顺（557－640）所作，目
的在于阐明法界观的精髓。“漩澓偈”的早期流传历史已经无从查考，此前所见的文献中除去一部南

岳惟劲的注解之外，仅有少量随文征引。本文指出在西夏译本《注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卷尾保存着

一段前所未知的“三偈”讲疏，作为其底本的“三偈”与通行本“漩澓偈”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同。围

绕这个问题的研究可以深化我们对佛教华严宗文献流传历史的认识。 
 

一 
 
据目前所知，杜顺的“漩澓偈”并不曾独立成书。义天《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一著录“《法界

观》一卷（旋澓颂附），法顺（俗姓杜氏，世称杜顺）述”，
①
似乎说明“漩澓偈”一度是附在杜顺所

著《华严法界观门》卷末的，只不过《华严法界观门》的原本久佚，后世注本又没有相应的附录，因

此今天已经无从校核。
②
在目前存世的汉文佛教著作中，这首偈最早见于后唐南岳惟劲的《释花严漩

澓偈》，原作的写成时间大概在 10世纪初，今存房山云居寺刻石。
③
其中征引“漩澓偈”的全文如下： 

 
若人欲识真空理，身内真如还遍外。 

                                                        
* 本文初稿曾蒙索罗宁博士（К. Ю. Солонин）多所提示指正，谨此致谢。 
①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5册，第 1166页。括号中的文字在当初应为小字注释。其中说的“旋澓颂”即为“漩

澓偈”无疑。 
② 关于杜顺是否“漩澓偈”的真正作者，学界也并非全无争议，如姚长寿即认为出自唐末五代禅僧之手。参看所

著《房山石经华严典籍考》，《法源》第 16期，1998。 
③ 《宋高僧传》卷 17《后唐南岳般舟道场惟劲传》：“释惟劲，福州长溪人也。节操精苦，奉养栖约，破纳拥身，

衣无缯纩，号头陀焉。初参雪峰，便探渊府。乾化中入岳，住报慈东藏，亦号三生藏。中见法藏禅师鉴灯，顿了如是

广大法界重重帝网之门。因叹曰：‘先达圣人具此不思议智慧方便，非小智之所能。’又岳道观中亦设此灯，往因废教

时窃移入仙坛也，有游岳才人达士留题颇多。劲乃叹曰：‘卢橘夏熟，宁期植在于神都？舜韶齐闻，不觉顿忘于肉味。

嗟其无识，不究本端。盗王氏之青毡以为旧物，认岭南之孔雀以作家禽。后世安知？于今区别。’乃作五字颂，颂五章。

览者知其理事相融，灯有所属，属在乎互相涉入，光影含容，显华严性海，主伴交光，非道家之器用也。楚王马氏奏

赐紫署宝闻大师，梁开平中也。劲《续宝林传》，盖录贞元已后禅门祖祖相继源脉者也。别著《南岳高僧传》，未知卷

数。亦一代禅宗达士，文采可观。后终于岳中也。”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0册，第 8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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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与非情共一体，处处皆同真法界。 

不离幻色即见空，即此真如含一切。 

一念照入于多劫，一一念劫收一切。 

于一境内一切智，于一智中诸境界。 

只用一念观诸境，一切诸境同时会。 

时处帝网现重重，一切智通无罣碍。
①
 

 

同一作品的随文征引又见永明延寿（904－975）的《宗镜录》卷四，②
以及元代初年一行沙门慧

觉辑录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卷一，
③
三处所录文字全同，只是题目有

异——《宗镜录》称之为“漩洑颂”，《华严忏仪》称之为“三观偈”，并说“此一名‘三偈’”。 
惟劲的《释花严漩澓偈》是此前所知“漩澓偈”的惟一注本，其小序说： 
 
夫见沧溟浩淼，积隐摩尼；巨岳穹崇，多含碧玉。适览斯偈，往复审详，篇目既与群殊，定

包无边之奥义。辄申管见，略释纲猷，冀方寸之微言，知虚空之广大。漩澓之号，定体渊深，大

理与花严相应，余教傍而少证。略序标首，广意后陈。其偈总有一十四句，详其义意，通一十段

释之，并随段结颂，显其总意也。 

 

在全文征引杜顺的“漩澓偈”原文之后，惟劲用十二首颂赞对之依次做出了解释： 

 

颂第一句：真空不动智，凡圣本来同。虽为万有体，曾无起作功。 

第二句：真如无作性，弥亘等虚空。岂如浮沤质，出没在海中？ 

第三句：无情无自性，性体发于真。顿现如镜像，谁作自他身？ 

第四句：智现情无碍，心通事岂妨？事理融无二，何处非道场？ 

第五、六句：幻性本无宗，根尘结色空。了尘无自性，一切法皆同。 

第七句：绝念超情识，如镜照十方。万像斯顿现，那假在思量？ 

第八句：譬如一镜鉴十方，十方一一镜皆同。无碍心镜照古今，九世重重互相容。 

第九句：心为万法宗，万法一心通。毛端一滴海，一切海皆同。 

第十句：一一万法体同空，一一虚空互相容。一海鱼龙尚无尽，一切海中多少龙？ 

第十一、十二句：三际无思理等空，空中何法不含容？一智万差融事理，尘尘刹刹普皆同。 

第十三、十四句：寂用繁兴帝网宗，一尘才举十方通。六相十玄融斯理，主伴交映互重重。 

又赞曰： 

通颂前文：尊从悲智起，文殊海一沤。片言通帝网，漩澓显深幽。一心圆顿备，十重万行周。

无边花藏界，摄在一毛头。 

 

用“颂”的形式解说前人的佛教著作，似乎是唐代以来形成的华严宗传统。其基本体例是：在原

文的一句话或者几句话后面写上一首短诗，旨在总结乃至进一步阐发原文的奥理。短诗格式一般仿五

言或七言绝句，但限于作者的文化素养，句中诸字的平仄搭配不一定完全符合格律的规定。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关于“漩澓偈”的主要资料只有这些。现在我们打算提起注意的是另一

个“漩澓偈”注释本的西夏译文，这段译文和它所根据的汉文原著一样，此前从来未见学界提及。 

                                                        
① 房山云居寺地下石经塔下 2551号。参看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编《房山石经》，华夏出版社 2001，

第 28册，第 627页。 
②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8册，第 435页。 
③ 《续藏经》第 128册，第 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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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准备重点讨论的这个注释本附在西夏译本《注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的卷末，原件 1909 年
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今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编号 Инв. № 942，书题著
录首见戈尔巴乔娃和克恰诺夫合著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①
又见西田龙雄的《西夏文佛经目录》。

②

全书存 44 个“蝴蝶叶”，文字部分相当于今天的 87 页，原始文献尚未刊布，本文研究依据的是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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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国收藏的这个西夏本尾题“注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繌键测矖揉蜌旺绕蘎虥），署“妙喜

寺沙门慧海译校”（例葒缾棍簶蒷膳硾握瞜），全书现存部分没有翻译或抄写年代的信息。据邓如

萍假定，“慧海”似可勘同夏仁宗时代的“显密法师功德司副周慧海”，
③
这样，我们也许就可以把《注

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的翻译时间定在 12世纪中叶。④
存世佛教典籍里没有《通玄记》的汉文原本，

值得征引的史料记载也仅有一处，见《华严七字经题法界观三十门颂》卷首，题署“夷门山广智大师

本嵩述”： 
 
师，本京人也。始听《华严》大经，深通玄奥；终历诸祖禅林，洞明宗旨。于神宗元丰六年

甲子，罢参隐嵩。少间，无尽居士向师德，于元佑戊辰岁，谨率群贤，邀师入京，请讲此观。被

禅教二种学徒，造《通玄记》三卷，剖文析义，映古夺今。述《七字经题并三十观门颂》，纪纲

经观节要，显出禅门眼目。天觉群贤，皆展卷而时时听之，大异其辩耳。乃辄出疏帖，强请出世，

住开封夷门大刹，又奏特赐广智大师佳号。后住报本禅寺而终焉。
⑤
 

 

这是听讲弟子为本嵩写的小传，其中提到的“通玄记”即为“注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殆无疑义。

据此我们相信，《通玄记》应该是本嵩于北宋元佑戊辰年（1088）在开封宣讲华严禅理的记录，而西

夏文《注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正是这份记录的译本。 

本嵩《通玄记》在讲解完圭峰宗密的名著《注华严法界观门》之后，又逐句讲解了“三略偈”及

其旧注以作总结。据本嵩自己说，这首偈叫“三偈”（戊磵），是杜顺的作品，但并不是其《华严法

界观门》原有的内容，而是后人抄来放在卷末的。很明显，“三偈”这个名称恰好可以与上引《华严

忏仪》里“此一名‘三偈’”的记载形成印证，而《通玄记》注释的内容恰好也与“漩澓偈”相符。

以下我们将看到，“三偈”的这个注本会给华严宗文献传播史带来一些新的信息。 
 

二 
 
“三偈”的注释位于西夏译本《注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的卷末，凡 11面，最后一面略有残缺，

其余部分保存完好。下面是西夏录文、汉文翻译及注释，原文一气贯下，我们对之进行了分段以求叙

述方便。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在存世文献里至今没有发现西夏人翻译所据的汉文原本，所以我们的译

文实际上只是某种“构拟”，而不敢妄言是对本嵩汉文原本的复原。 
 
原文： 
戊祪磵粄镣。“戊磵”灯舉儡搓，籒蜌翍虓，矖旺佬谴饲薿。罏紪息胯谍絧癐籱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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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 стр.122. 
②  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第 3册，京都：京都大学文学部，1977，第 48页。 
③ 陈炳应《天梯山石窟西夏文佛经译释》，《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 3期；松泽博《敦煌出土西夏语佛典研究序

说（4）》，《东洋史苑》70-71，2008；段玉泉《西夏文〈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再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08
年第 5期；《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考论》，载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 4辑，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9。 
④  邓如萍《西夏佛典中的翻译史料》，《中华文史论丛》第 95辑，2009。 
⑤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5册，第 6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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埠蒾胎佬谍梁，蘦瞭论阶腞絅碽铜，蘦魏索絧菞祇碽属，蜌旺呢砂蘦磵挡铜。蘦落，礌

旺紪膌槽辐磵怖，絘綀蒾葌耳苙，蹦“祪磵”妒。槽辐落，《菞蜐》袭铜“繰谍务碅纝縹

薸”谍妒。薸，焊戊佬搓：挨，癐绕；舉，务碅；戊，父籿。蘦落，纁哗矖揉饲镣絥哗絅，

翗槽辐供籃。“紩铜般簁，翗螑瞭槽祪”妒落，舉佬搓。挨，蟍持稟膌，蒾瞭佬籱丑，蘦

落絍緂蒜。舉落，翍毋絍瞭祪妒，绕们腞谍少贴妮秲，蒾佬瞭订矖癿丑。蘦落竀螑蒜，

例蒜，矖揉谍旺蘦唐粄艱蒜。 

汉译： 

总明三略偈。“三偈”有十二句[1]，广解前观，法门义趣圆满。今愿总持别部之心[2]，文略而含多

义，是以依觉者所言，此亦帝心大师所造[3]，设观门时未言此偈。此是本门别行顺逆偈，后人置之文

末，故谓“略偈”。顺逆者，谓《大疏》所言“水之漩流洄澓处”。“处”有三义：一，甚深；二，回

转；三，难渡[4]。此者，无尽法界圆融无碍故，但顺逆读之。谓“思议非境，但随证而略”者，有二

义。一，治远传行，令随文持义，此知望也。二者，由望广而谓略，泯灭深信者之言相，随文义即令

见法。此实证也，玄也，法界之门于此彰显也。 

注释： 

[1] 十二句，按《释花严漩澓偈》、《宗镜录》、《华严忏仪》均为十四句。 
[2] 别部，西夏文字面作“紪息胯”（别一部）。索罗宁博士来信说，这从意义上考虑也许应该

译成“别教一乘”，为华严宗的别称。《注华严法界观门》卷一：“第三观是别教一乘，迥异

诸教。” 见《大正藏》第 45册，页 687。 

[3] 帝心大师，即华严初祖杜顺。《佛祖统纪》卷二九：“法师法顺，万年杜氏。十八出家，师因

圣僧道珍受学定法。凡世间聋哑，遇之者必能闻能语。至于驱园圃虫、诫恶性马，德及异类，

所不可测。唐太宗诏问：‘朕苦劳热。师之神力，何以蠲除？’师曰：‘圣德御宇，微恙奚忧？

但颁大赦，圣躬自安。’上从之，疾遂瘳。因锡号曰帝心。”见《大正藏》第 49册，页 292。 
[4] 以上出清凉澄观《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卷七：“偈中第六云：漩澓者，水之漩流洄澓之处。

一，甚深故；二，回转故；三，难渡故。”见《大正藏》第 35册，页 555。 

 
原文： 
蒾袭戊。籒挨磵始穉蜌瞭铜。籒儡翓锻穉苙谍筫，“蔲綀”落，簵腞綀怖。“始穉佬”

落，簵籃矖怖。“聁晾”落，臷瞭矖攻论笭丑蒜。焊繌磵蔵蒾酞碽绸砵乖，罏篟虓魏卧蒾

號搓瞭禑距祪介，翍始涉袭虓。籒儡聁箎吴砵，虃儡始眮舃乖。戊吨儡哗袭癝粄，穉碟

豁矰，搓魏哗蔎秃。蹦瞲禑：“礠矖盝秲緁緂论，沪豁穉碟矰哗堡妒。”葌儡竀始竀粄，

沪界礮挨毯耳螑笒。綀订緽，緽魏笍臀哗。“竃科竀始絸燃維”落，搐絅潜筫。始穉淮佬，

莆葾絅潜，科絸酞紪矖袭維阶。蘦落，穉翓怖谍祪介。繌籒儡瞭竀蔑津谍介，虃儡眮始

瞭癏，戊吨儡眮矖订始穉订翓蒜，葌儡始眮篟呢吸佬粄蒜。“癋搓癋哗搐蘪镣”落，贴乖

樊谴癋落，科竃癋哗落，絸膼癐絅瞭搓。挨緁秃絅，戊吨翓穉絥哗蜌谍祪筫，蹦焊庙禑

“挨溺矖簧，截竀癿蒜”妒。繌籒儡般聁瞭瓮，虃儡聁般瞭癏，戊吨儡臷羈樊秃，葌儡蝕

矰怜菤。篎酞订秃絅，礝矖笒始；秃订酞絅，礝贴燃薿。罏“贴哗”妒落，翗始穉谍粄。

“礠礠癐始矖揉秃”落，贴萚吴乖，緽蟅 ①緳筟，庭癏论怜，搐妄蘪稺，少紩吞挎，紩铜

癝菤。蘦落，微纁伯哗蜌谍耳祪。繌籒儡挨絧戊揉，虃儡戊揉挨絧，戊吨儡少禑癝菤，

葌儡絧膌唐秲。篎絧瞭箎簧，般瞭竀簧，订絧订般，竀箎挨溺，緅埠癝笍，蘦谍妒蒜。 

汉译： 

文有三。前一偈随真空观说之。初句示合色入空。“若人”是修行之人。“真空理”是所修之法。

“欲识”者，令随本解了入法也。其注颂文势展转不同，今亦略别配释于文下[1]，疏中解其真广。初

                                                        
① 蟅（菩萨），疑当作“蟇”（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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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情忘智泯[2]，次句真弃妄绝。第三句无中显道，空中鸟迹，有亦同无。故经曰：“解了诸法寂灭性，

如鸟在空无足迹[3]。”末句显现真如，如善财具证一生。人即佛，佛亦不可得。“身内真如还遍外”者，

示随体缘。真空四义，随染净缘，能遍内外分限之法。此者，略标空即是色。注随初句实标排列，次

句妄藉真生，第三句妄法即真空即色也，末句不设真妄而明义也。“情与非情共一体”者，灭相趣源

之情。内身无情者，外具皆有所缘。同一性故，略示第三色空无碍观，故其结语谓“为一味法，思之

可见也[4]”。注初句境随情转，次句情随境生，第三句尘本同源，末句断绝踪迹。又异即同故，万法

全真；同即异故，万相悉满。今谓“无相”，但显真空。“处处皆同真法界”者，相用双绝，佛众生平

等，行行绝悟，明体独守，非言所及，言语道断[5]。此略为泯绝无寄观。注初句一心三界，次句三界

一心。第三句言语道断，末句心行处灭。又随心为智，随境为真，即心即境，真智一味，略为得道，

此之谓也。 

注释： 

[1] 文势展转不同，今亦略别配释于文下，出《注华严法界观门》卷一，《大正藏》第 45册，页
686。 

[2] 情忘智泯，出《注华严法界观门》卷一，《大正藏》第 45册，页 687。 

[3] 经，当指《华严经》，然《华严》中不见此二句。 
[4] 以上引文出《注华严法界观门》卷一：“无障无碍，为一味法，思之可见。”见《大正藏》第

45册，页 686。 

[5] 非言所及，言语道断，出《注华严法界观门》卷一，《大正藏》第 45册，页 686。下“心行
处灭”同。 

 
原文： 
虃磵佬秊絥哗蜌谍祪筫。“翗息簄吸挨般蜌”落，籒蜌般箌絘旺癏。息簄落，萡苆哗

箎，籒蜌谍“庭”技怖。挨般落，籒蜌谍酞紪哗佬怖，籒蜌癋疾吸粄籃。挨始谍佬，猴維

絅潜秊矖氨蒜。虃儡“礠般癦癦秃玛礼”，舉儡商穁，订镣旺商維瞜谍祪筫。籒儡虃儡毋

絍，订佬秊毋維；虃儡籒儡毋絍，订秊佬毋維蒜。蘦“礼”妒落，镣礼佬怖。蘦落，籒镣

旺谍祪筫，絘舉儡吸絘萰旺谍祪粄蒜。繌“絧订緁”弛妒落，籒儡笍籃哗落，虃儡箎穉

般哗。戊吨儡墅墅篟緅，葌儡粄粄絢緂。篎箎佬蔎锻，絧般蔎稉。“礠般癦癦秃玛礼”落，

秊佬毋維蒜。礝絅癐豪挨緁秃絅，秊贴篟疾蒜。繌“戊揉”弛落，籒儡碧碟礮癿堡，虃儡

蓪蜵蹦穉砽。戊吨儡篟肅唐肅，葌儡瞤罏樊秃。篎肅紥羈稉，羈论订肅；礌兵樊縹，稥

论矰怜。蘦落，蒾篎铜怖蒜。焊挨般袭癦癦箎落，订搐瞭萚癏，佬秊毋絍。戊氦蒤缞淮

旺搓。繌“焊挨般”弛落，籒儡搐萚秃玛，虃儡佬礠秊秃。戊吨儡贴哗订贴，葌儡贴订贴

哗。篎般嘻箎纅蘎，窾般篎絧哗，絧彬牡蔎禨；箎嘻般纅蘎，窾絧篎般哗，彬籃蔎禨。

牡籃彬哗，絧嘻蜌锻。“癦癦箎袭礠矖揉”落，蜌籃篟挨，蹦“礠”妒。蘦落，萚订絢盝

蒜。繌“癦癦”坊號，籒儡息簄箎饲，虃儡京订挨怖。戊吨儡矖矖笒始，葌儡佬螑少怜。

“俊腲蚏帛际”妒落，俊落萚怖，始佬沪腲堡，箎俊堡。聶腲瞭窾钝笍，腲聶笍窾萚搓。

矖袭箎佬瞭窾钝搓，佬箎笍窾萚搓。罏礠礠癝螑，簄簄始锻，窾篎箎铜帛际？蹦“蚏帛

际”妒。 

汉译： 

次偈略示理事无碍观。“只用一念观一境”者[1]，前观举境以生后门。一念者，无分别智，是前

观之“行”字。一境者，是前观之无差别义，前观以坏性明之。一真之理，至此随缘成事法也。次句

“一切诸境同时会”，两句相对，略示各自之门互遍。以初句望次句，即理遍于事；以次句望初句，

即事遍于理也。此谓“会”者，是和会义。此略示结前门，以后二句略明后八门也。注谓“心即性”

等者，初句无所得者，次句智无空境。第三句明明不昧，末句了了常知[2]。又智与理合，心与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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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诸境同时会”者，事遍于理也。万缘皆尽同一性故，事不坏相也。注“三界”等者，初句如梦

中见财，次句安眠故遮空。第三句觉于不觉，末句古今同源。又背觉合尘，尘悟即觉；返本归源，惑

悟绝迹。此是文外之语也。“于一境内一切智”者，随自体行用，以理望事。有三五七九四门。注“彼

一境”等者，首句体用同时，次句理同诸事。第三句非相即相，末句相即无相[3]。又将境融通智，则

境外无心，离心能望；将智融通境，则心外无境，离于所望。无望能所，以心合观。“一切智中诸法

界”者[4]，所观不一，故谓“诸”。此者，用即常寂也。注“一切”一下，首句一念智圆，次句凡即

是一。第三句法法全真，末句证理绝言。谓“岂须待国王”者[5]，国是用，真理犹如王，智如国。臣

因王而得主，王得臣而有用。法中智约理而有主，理得智而有用。今处处证道，念念合真，则又岂须

言智？故谓“岂须待”。 

注释： 

[1] 一境，《释花严漩澓偈》、《宗镜录》、《华严忏仪》均作“诸境”，似于意较长。 
[2] 明明不昧，了了常知，出《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上之二》，《大正藏》第 48册，页 404。 

    [3] 非相即相，相即无相，似出承迁《华严经金师子章注》卷一“相即无相，非相即相” ，见
《大正藏》第 45册，页 668。 

[4] 一切智中诸法界，《释花严漩澓偈》、《宗镜录》、《华严忏仪》均作“于一智中诸境界”。 
    [5] 岂须待国王，本句意义不明。西夏字“俊”似专用为译音，读若 ko,此处以“国”字当之，

自知勉强。 

 
原文： 
戊籄維緜梁谍蜌祪筫。蘦息磵綀矖玛唐商梁商笭瞭，钝緈挪挪纁哗谍粄。籒儡佬秊

堡維谍筫蒜。繌“胎弱”坊號，籒儡礌毋始稥，虃儡碠蔾箙艱。戊吨儡曼档恐哗，葌儡礠

贴艱阶。蘦蘦落，京綃樊秃，稥论癝酞。京綃前耫哗谍论，窾订其穾篟霹吸例肅螑蒜。

虃儡秊佬緜旺谍祪筫，緜梁佬怖。较舉儡癐維緜梁菞距祪息粄丑。繌“礠礠”坊號，籒

儡緜梁佬怖，虃儡矖矖棍纚。戊吨儡緜維纅蘎，葌儡京綃皵艩。蘦落，矟订癐矟，縃订

癐縃，矖矖蘦堡。“玛唐維”妒落，玛縃瞭铜，唐矟瞭记。“索覆”落，玛唐纁哗谍沪。桥

索榴皺菞讲覆顽，缾讲吸氨，灯硊蔑属。缾讲册踩，薸萂墅搓，商镣維梁，翗梁牡笭腞

佬瞭钝簧，緜籃笭臀瞭緈簧。挨挪菋簁，蹦“挪挪”妒。蘦落，挨耉挨螏，挨乓挨沟，榴

硾唐癐維玛，癦癦篟纁丑落哗。繌“菞萚”坊號，籒儡萚碭哗梁，虃儡萚订矖癿。戊吨儡

沪瞭矖筫，葌儡蜌庭艕。“簵蝹”妒落，挨癦癦笒，蘦螇挨论，抬蜶丑絅，蹦“蘦堡”妒。

葌儡蜌絧庙谴。籒戊蜌镣，翗挨絧蒜。蟅论……①覆菞矖……②哗絅，蹦“癦癦箎蘎絥聨哗”

妒。……③镣介，虃儡玛若紪粄。戊吨棍酞紪粄，葌儡蜌絧庙谴。箎纅蘎萚，玛瞭纁哗矖

揉螑笭蒜。 

氢禑：礌毋篟堡，篟堡礌毋。維羴絣蟚，砙白竲姑。 

汉译： 

三略示周遍含容观。此一偈由人法时处互摄互入，明主伴重重无尽。初句示理如事遍也。注“多

劫”以下，初句法尔迷真，次句般若现前[1]。第三句镜无影像，末句能现诸相。是此者，凡圣同源，

迷悟殊途。悟凡圣之无来往，则即以不动道场证妙觉也。次句略示事含理门，是含容义。上二句略明

周遍含容之大纲。注“处处”以下，首句是含容义，次句法法在位。第三句含遍融通，末句凡圣交参。

此者，溥即皆溥，遍即皆遍，法法如是。谓“时处遍”者，因遍时说之，因溥处释之。“帝网”者，

以喻时处无尽。帝释殿上有大珠网，众珠以成，分为十列。众珠庄严，各有光明，交涉遍容[2]，唯因

                                                        
① 以上约残 17字。 
② 以上约残 10字。 
③ 以上约残 9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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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摄能入之义为主，因所含所入为伴。既非一重，故谓“重重”。此者，一敬一拜，一香一灯，周遍

刹海之时，一切无不尽者。注“大用”以下，首句用摄无边，次句用即见法。第三句约譬示教，末句

劝观行。谓“修荐”者，一具一切[3]，悟此一意，而令结前，故谓“如是”。末句结续观心。总前三

观，唯一心也。菩萨……网大法……无，故谓“一切智通无罣碍”。……总标，次句分明时节。第三

分明异位，末句结续观心。融通智用，随时证入无尽法界也。 

赞曰：法尔不尔，不尔法尔。普贤惭惶，文殊失利[4]。 

注释： 

[1] 般若现前，出《注华严法界观门》卷一，《大正藏》第 45册，页 686。 

[2] 《宗镜录》卷三八：“如帝释殿上珠网，一一珠中互现，一切影像无尽。一宝珠内千光万色，

重重交映，历历区分。”《大正藏》第 48册，页 641。 
[3] 一具一切，出《宗镜录》卷九，《大正藏》卷 48，页 467。 

[4] 十六字“赞”出《注华严经题法界观门颂》卷二，《大正藏》卷 45，页 707。 
 

三 
 
毋庸讳言，上面这段文字涉及一些难以顿悟的教理，而且限于当前的西夏文献解读水平，相应的

翻译自然不敢保证字字无误，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在现有条件下窥见本嵩所据“三偈”的原文

及其注释的基本体例。 

本嵩在注释中直接引用的“三偈”共有八句，依次为“身内真如还遍外”、“情与非情共一体”、

“处处皆同真法界”、“只用一念观一境”、“一切诸境同时会”、“于一境内一切智”、“一切智中诸法界”

和“一切智通无罣碍”。除此之外，注释中涉及的“三偈”还有另外四句： 

第一偈：“若人是修行之人。真空理是所修之法。欲识者，令随本解了入法也。”从“若人”、“真

空理”、“欲识”三个词语判断，这里注释的对象必是“若人欲识真空理”。 

第三偈解释“初句”主旨为“示理如事遍也”，另外还在下面提示了“多劫”二字，据此可以判

断这里注释的对象应该是“一念照入于多劫”。接下来解释“次句”主旨为“略示事含理门”，既然与

初句相对，那么这里注释的对象就应该是“一一念劫收一切”。 

第三偈在解释第三句时提到了“时处遍”、“帝网”和“重重”三个词语，以此判断，这里注释的

对象必是“时处帝网遍重重”。 

现在我们可以把本嵩见到的“三偈”复原如下： 

 

若人欲识真空理，身内真如还遍外。情与非情共一体，处处皆同真法界。 

只用一念观一境，一切诸境同时会。于一境内一切智，一切智中诸法界。 

一念照入于多劫，一一念劫收一切。时处帝网遍重重，一切智通无罣碍。 

 

经与传世本“漩澓偈”对校，可以看出两者间有五处不同：第一，本嵩见到的“三偈”只有十二

句，少了“不离幻色即见空，即此真如含一切”两句。第二，“一念照入于多劫，一一念劫收一切”

两句在“三偈”中被归入了第三偈。第三，“只用一念观诸境”的“诸”字在“三偈”中作“一”。第

四，“于一智中诸境界”一句在“三偈”中作“一切智中诸法界”。第五，“时处帝网现重重”一句中

的“现”字在“三偈”中作“遍”。尽管我们还不敢轻易判断每一处异文的是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就是“三偈”中的三首偈明显是按照“真空观”、“理事无碍观”和“周遍含容观”这“三观”的主

旨依次排列的，这显得比传世本“漩澓偈”高明，
①
也更加符合它在《华严忏仪》里的题名——“三

                                                        
① 从格律上看，十二句的“三偈”有一处明显的不足，那就是第十句的“切”字不入韵，而“漩澓偈”则可以认

为是入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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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偈”。 
就像讲解《注华严法界观门》的正文那样，本嵩对“三偈”的讲解虽然经常会搬用华严宗经典著

作中的现成概念，但很少完整引述原注的成句，这使得我们难以构拟那个未知注本的细节。然而就目

前所知，那个未知的注本很明显是严守了唐代华严宗的注释传统——全文由卷首小序、注释主体和卷

尾的“赞”三大部分组成，注释主体部分是在“三偈”的每句后面写下由“初句”、“次句”、“第三句”

和“末句”组成的“颂”。文中唯一完整征引的一句“颂”是“岂须待国王”，这句话尽管目前还不能

得到准确的翻译，但可以告诉我们，用来讲解“三偈”的“颂”是每句五言。对比一下前面所引南岳

惟劲的《释花严漩澓偈》，可以看出二者的体例极其相似，只不过惟劲注本把“漩澓偈”本文和作为

注释的“颂”分开书写了。 

顺便说，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沙门慧海在把《通玄记》译成西夏文的时候是否对汉文原本

进行了少许结构上的调整。现在我们见到的这个西夏译本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在解释“三偈”

首句“若人欲识真空理”的时候，释文的词语排列顺序并不是我们预期中的“若人—欲识—真空理”，

而是“若人—真空理—识欲”，
①
恰与西夏语法相符——按西夏人的习惯，这句话一定要说成“蔲綀

始穉佬聁晾”（若人—真空理—识欲）。我不能确定这样的叙述顺序是来自本嵩的原作还是慧海在翻

译时的改动，尽管不妨估计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②
 

通读一遍《注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的西夏译文就能体会到，其汉文底本注释“三偈”的行文风

格与注释杜顺《华严法界观门》正文的行文风格完全一致，无疑出自同一人之手。那么结合本嵩的讲

疏估计，把这三首偈颂“置之文末”的“后人”最晚不过圭峰宗密。甚至可以说，也许就是宗密本人

在日后把“三偈”附在了自己的名著《注华严法界观门》后面，并且顺带为之做了注解，而这也就成

了后来本嵩在开封宣讲《注华严法界观门》所据的底本。本嵩的讲疏被弟子们记录下来并整理成书，

题为《注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对“三偈宗密注”的讲疏自然也在其中。大约一个世纪之后，《通玄

记》被西夏沙门慧海译成了西夏文，由于因缘凑巧而得以在本嵩原本亡佚之后独自保留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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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欲（聁晾），本文在前面的汉译文里译成“欲识”，是为了照顾汉语的阅读习惯。 
② 与此相反，“时处帝网遍重重”释文的词语排列顺序是“时处遍—帝网—重重”，这在汉语语法和西夏语语法都

不可通。这句话译成西夏语应该是“玛唐索覆維挪挪”，语序和汉语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