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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释子《三观九门》初探∗ 
 

索罗宁 
 

摘  要：文章讨论圣彼得堡藏西夏文《三观九门》文献,主要内容涉及西夏文献的作者问题

及其佛教思想特色,结论是《三观九门》内容反映北宋时代的华严禅思想,其义学的宗旨是“一心”

概念。同时,内容分析显露《三观九门》与白云宗思想无关,并且其作者“白云释子”与白云清觉

不同。文章内包含西夏文录文,中文翻译,文献内容总结及其分析。 

关键词：西夏文献  白云释子  三观九门  华严禅  一心 

 
一、导论：《三观九门》的内部结构 

 
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学术界对西夏佛教文献开始有了系统的了解。西夏佛教文献研究的一个显

著特点就是每个新资料的出现往往会冲击学者们的已有看法，这正是西夏佛教研究的魅力所在。西夏

学虽然有超过百年的历史，但是有些基本的问题尚未解决，其中之一就是西夏佛教的本质问题。本文

试图探讨一件篇幅短小、但似乎非常重要的文献，即《三观九门关键文》。 

    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藏黑水城文献中有件 Tang 304 Инв. № 2551 号西夏文文献。整个文献共

有 22 页，为蝴蝶装，一页大概 8 行，一行 19-20 字（文内有双行注解）。文献为写本，字体主要为行

书，有个别字较草，难以识别。这件文献包括两个资料：其中一本 1至 11 页为“白云释子”(姐偃璞

蘑)所作的《三观九门旋锁文》(匚狁舒曬際罐拗)；其余(12-22 页)乃是所谓的《碟氐厂軻茫》。
①
  

后一文献冒头似乎由音译字组成，文献内容不详，尚待研究。目前的假设如下：冒头音译大概为

zur-mjii-tsu-yjwa-wã，其中 厂确定为汉文“子”的音译，軻是“元”的音译，与 荐字连接则可以成

“元丸”之音译。同时，从初步解读来看，这个文献是一种药方以及作药的手册，因此西夏文的“軻

薦”代表汉文的“元丸”之意不勉强逻辑。如此，“zur-mjii-tsu”可能是创造此药方人的名字或文书

编写场所，目前笔者还无法判断其人名或场所名称的情况，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西夏文献对病名以

及具体作药的方法都有提供仔细的介绍和说明，需要专家学者专门考察。西夏文献冒头的两个字“碟

氐”可以解释为 “诏发”,既是“按照皇帝命令而发布”的意思,基本上符合汉文的 “敕赐”之意。

按照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假设西夏文的《碟氐厂軻荐》可能是黑水城汉文文献中的《敕赐紫苑丸》的

西夏译本。② 

                                                        
∗ 在此感谢段玉泉老师、聂鸿音老师、孙伯君老师,荒川慎太郎博士等的帮助和启示,本文的所有错误和缺点全是

笔者责任。 
① 这个文献的初步解释见克恰诺夫西夏文佛教文献目录：Е. И. 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из собрани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филиала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 (Kyoto: University of 
Kyoto Press 1999): 577—578. 克恰诺夫并没有提到本文献的内部结构及其作者资料。 

② 这个想法最早出现在段玉泉老师 2011 年 8 月 1 日致笔者的信中。汉文文献见《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6 册，第

320 页, Инв. 6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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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笔者唯一关心的问题是，上述两个文献之间是否存在着内容上的关系，或者二者是两篇独立

的文献，因此下面对《碟氐厂軻荐》作一些基本介绍。文献开头的句子是：“劈倡沉泯，      妻（暗？)

暴○，疢嫂圳癸杖灼隆賑”，汉文翻译比较难，大概如下：“受东宫院，（后来四个字为音译，内

容不详），解一切万病，[病]无不灭。①”第二个段落比较清楚地说明作药的方法，并且提到所谓的“蜂

骰匚蚩一鏑瘍洪”（汉文：“先有三十一种药两”），后来介绍其加工和过滤方法。第三个段落包含

着介绍利用药的效率故事： 

 

杜藉跳棒仔執崖久肺，項面？欣刞蝦杖骷，班麗杖疙。仔剛蚩餒顎瘍岱崖久，嫌 討

儐昱，剛閏膜？厏匚莢海囉銬岱咪？巫豪愉灼。 

[模拟翻译]又大臣催湜失于饮食
②
，心亡，眼观物[而]不见，耳不闻语。臣饮此药五十日，

四 清蛇，五六？及三升脓等恶？，[病]立刻灭。  

 

下面另外有一个短的故事，大致上如下： 

 

杜疹雲叭（njii-xu-biaa）蜂棒汱嫂，諾（螢）席圳肺，  輜氣戡，頓箴崖，杜海佸流

莢覽諂齊蜜怨，厏一  衷岱咪，巫豪愉灼。 

[模拟翻译]又“罗富马”先有大中风，失一切眉毛，  中出疮，饮半月又脓虫二升，比如

马尾头，及越一  ？，[病]立刻灭。 

 

上述翻译虽然不过是一个初步的模拟，总可以了解西夏文献的内容特色，并且可以发现其与 Tang 
304 前半的《三观九门》似乎没有很明显的关系，上述医学文献表面上也没有涉及到佛教的内容。因

此这两个资料可以单独讨论。上述的资料研究价值很高，也许是一种未存的中国医疗文献。这两个文

献为何会合并一起，还不能很清楚地了解，《碟氐厂軻荐》的汉文原文发现之后即可以有比较明确的

答案。需要注意的是，所谓“东宫司”(西夏文作 劈倡沉)似乎为西夏时期的政府机关,因此可以推

论本文讨论的《三观九门》同样为西夏时期的文献. 
至于《三观九门》而言，这是一种具有佛教内容的资料，文内包含着“观心图”以及“三观九门

图”，另附有“悟竟颂”（傻遘楠）以及《道家偈》（噥倡估），同为白云释子所造。《三观九门关键文》

西夏文书名中的 “際罐” 翻译成“旋锁”不是没疑问的，它是字面翻译，目前学术界共同接受的翻

译是《三观九门钥匙文》，主要因为《三观九门》讨论了“观法”的一些核心概念，笔者认为翻译为

“关键”颇为妥当。或者“際”可以先不用翻译，待语文资料充足之后可以找到妥当的说法。本文暂

时使用《三观九门关键文》之书名翻译，这个说法似乎比较明显地表达了西夏文献的主要内容。《三

观九门》西夏文原文影印本尚未公布，笔者主要依靠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提供的照片。 

本文为《三观九门》的初步研究，一切结论还需要进一步推敲，并且需要与其它相关材料比照，

才能界定其在西夏佛教体系中的地位。目前的研究状况大概如下：《三观九门》的汉文本似乎不得见，

但是其思想背景相当明显，至于“悟竟颂”（傻遘楠）和《道家偈》（噥倡估）的诗歌则在《三世属

明言集文》（匚鈑鯽晁迴蚌拗）
③
中可得见，其文献题记亦指出此两段为“白云大师”所造，与《三

                                                        
① 在下面引用西夏文献原文时候，○符号代表笔者尚未识别的西夏字，□符号代表残片本来缺少的字，句中的？

代表识别有疑问的字。此段西夏文似乎符合汉文的 “东宫司直贾所进,善洽万病,无不应效矣”，汉文资料但存残片,

并且笔者的分析基于中文所未见的部份文字。《敕赐紫苑丸》内容的初步探讨可见崔红芬《汉文〈杂字〉所反映的西夏

社会问题探析》，收录在《西夏学》第 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遗憾的是崔氏并没有讨论本文献的来源。 
    ② 可能是中毒的意思。 
    ③ Tang 27 Инв. № 4166; 本文献西田龙雄在《西夏文华严经》一书中早有提及，并且提出了目前学界共同接受的

书名翻译。荒川慎太郎博士专门进行了此书的一部分研究，并且证明书中收集的诗歌原来有押韵的（参见：荒川慎太

郎《西夏语の脚韵に见られる韵母につぃて—“三世属明言集文”所收西夏语诗》收录在《京都大学语言学研究》#20
（2001）：195—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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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九门》相同。笔者对这些文献的初步解读表明：在《三观九门》和《三世属明言集文》中的诗歌在

内容上相当一致，但保留着一些比较重要的具体文字使用上的差异，诗行的顺序也不同，因此《三观

九门》和《三世属明言集文》利用的是不同的汉文原文，或者为不同人的翻译（下面有更详细的说明）。

最近 Е. И. 克恰诺夫教授以及孙伯君博士皆提出《三世属明言集文》是西夏文独存的中国宋元时期的

白云宗资料，克恰诺夫在解读《三世属明言集文》序文基础上，认为该书籍是西夏时期的一批僧人从

中国带回来的资料翻译成西夏文①，孙教授的想法更进一步些：她认为《三世属明言集文》的“白云

大师”以及《三观九门》的作者“白云释子”同样代表北宋时期的白云宗创始人物白云清觉（1043-1121）。
因为佛学界有的白云宗为华严宗支流的一种基本常识，并且考虑到西夏文《中原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

最后页上“宗密传法图”上有“白云释子”图像，孙教授判断黑水城出现的大量华严宗以及圭峰宗密

（780-841）著作的西夏文译本皆是与白云弟子在西夏的活动有关系。因为白云宗在元代得以盛行，

并且白云清觉的《正行集》在元皇庆二年（1313）得入大藏经，孙教授得出的结论是：西夏文华严宗

文献以及宗密的著作基本上属于元代而不是西夏时期的。而且，华严宗在西夏的盛行主要与西夏遗僧

一行慧觉（？-1312），李慧月以及僧录管主八在 14 世纪刻印的所谓“河西藏”以及其它活动有关。② 

这个想法有其理由，并且因为有清觉《正行集》的西夏翻译，白云宗思想在西夏的存在和流行是无法

否定的。
③
西夏后裔僧人，包括管主八在刻经的过程中与白云弟子曾有互动也是一个历史事实，不成

问题。关键的问题并不是西夏是否有白云思想，而是目前见到的《三观九门》以及“白云释子”的诗

歌是否是白云清觉的著作以及白云清觉和白云释子是否为同一人，即是说，西夏是否存在着类似宋元

时期的“白云宗”。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西夏佛教制度的本质，对了解西夏民间的佛教信仰特

色有帮助。所以《三观九门》研究的意义不限于文献学方面，而是以此为基础可以讨论更多西夏佛教

史的问题。这里集中在《三观九门》的研究，目前暂不涉及《悟竟颂》（傻遘楠）以及《道家偈》（噥

倡估）的内容。 

 

二  《三观九门关键文》的西夏录文、汉文初译及其语言特色初探 
 

    《三观九门》为Tang 304 Инв. № 2551的1-8页，文献为写本，虽然大部分西夏字比较完整，但有

少量文字较草，亦有部分异体字，难以识别。下面的录文内以 符号表示笔者无法确认的西夏字。《三

观九门》的核心内容虽然明显，但是有些细节的翻译和解释需要更仔细探讨。比较确定的是《三观九

门》是一个译本，从外貌看，存在的抄本似乎按照原来的刊本所造，并且其作者好像番汉皆通，偶尔

以汉字取代西夏字。《三观九门》是一本比较简略的文本，不足以大量讨论其语言问题，不过有一些

特色需要注意。《三观九门》内容的了解虽然没有特别大的困难，但其句子结构以及单字的作用、并

且其在句法中的位置在某些处不太符合西夏文法的标准。总而言之，按照笔者的经验，《三观九门》

的作者在不同处远离其它佛教文献的标准语言。  

    同时，可以假设，《三观九门》某些地方保留了汉文的句子结构，并且有些句子似乎不完整：例

如《三观九门》的第二句：“圣護損霏詠（=媼？）
④
罔柝流牝，置淒輜噥牝汞,圣護紛皋赤瑩，

菔勼圳痳。圣且嘉鯽珊鯽槳睢，畚（=疢）邢鯽岩鯽槳，圣呈疢護圳哺，樣砥圳沮汞，槌棒撤

                                                        
    ① 克恰诺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世属明言集文》的版本问题，其主要想法这本书是活字版资料，同时它也翻译

过本书的发愿文，结论是这本资料为西夏时期白云宗的文献。 
② 孙教授最近几年发表了几篇文章，主要讨论这些问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元代白云宗译刊西夏文文献综考》，

《文献》2011 年第 2 期。笔者在此感谢孙教授提供参考稿子。至于“河西藏”的问题，目前只能确定的说管主八在杭

州刻印并发布大批西夏文的经典（例如美国 Princeton 大学东方文库收藏的西夏文经典有“僧录管主八勤施”的印章）。

不过这些经典是否能成立完整的大藏经还待研究。无论如何，黑水城所出的西夏佛经从其版本设计上来判断并没有属

于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③ 聂鸿音教授早在 2002 年发表了《西夏文德行集研究》（甘肃文华出版社 2002），正确的判断《德行集》是一本

佛教的著作，后来孙教授进一步证明了，西夏文的《德行集》是白云清觉《正行集》简略本子。 
④ 此字难以辨认：原点似乎为 詠,又能解为 檸，还是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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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圳顎呈連賑。”在此句中西夏文的“菔勼圳痳”（汉文：恒河总持）的位置和断句不是很明显，

另外“詠罔”的具体内涵以及其与“柝流牝”的句法关系也难辨认。下面的“缘故灭理事共？和之

二”的翻译不过是一个模拟假设而已。另外一个例子如下：“顎《際罐拗》慝胡曜嫌吰”（“此《关

键文》中略分四条”）等处明显的出现汉文句子结构，同时其它处反而为正宗的西夏文。类似特色在

《洪州宗师开明要记》亦可见，此现象的具体内容和意义还待研究。另一个特色是《关键文》内除“賑”

及“撾”之外，其它语法虚词用的极少，因此断句变得复杂。《三观九门》常出现的“圣護”笔者平

常翻译为“缘故”，但是其准确性也不是无疑问的。一部分佛教名相和专门术语也有同样情况：虽然

能够知道其大概含义，具体翻译反而困难，如 邊閎（临时翻译“出缚”），週祖（临时翻译“会通”），

繁脣（临时翻译“根枝”）等词组内容尚不甚详。考虑到上述障碍，笔者把自己的任务限于一个初

步的翻译构拟，需要收集更多的类似资料才能够获得准确的翻译。换句话，《三观九门》虽然有其初

步翻译，但是其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空间相当大。 

因为《三观九门》的一部分句子保留了汉文句法结构，并且在文中偶尔见汉字，笔者认为这个文

献是根据某一种汉文资料翻译的。至于《三观九门》的编辑时期，目前无以得知：文章缺少仔细的题

跋，文内也缺少编辑年代的指示。从下面的思想分析可见：《三观九门》思想似乎为11-12世纪中原佛

教主流之一，并且与辽代佛教有一些共同点。黑水城文献主要属于12世纪后半叶时期，《三观九门》

可能也不例外，不过其编辑时期问题与其作者身份问题有关。虽然如此，无论是从文献的结构或从其

思想特色，目前无法准确判断《三观九门》属于哪一个年代。 

 

匚狁舒曬際罐拗 

□□姐偃璞蘑蚌 

□□鉸沮淒紛樑，袁珊韓隆。潭杪瓖樑，捩捌矓唧 (=娘 )。圣護損霏詠 (=媼 )
①
罔柝流

牝，置淒輜噥牝汞 ,圣護紛皋赤瑩，菔勼圳痳。圣且嘉鯽珊鯽槳睢，畚 (=疢 )邢鯽

岩鯽槳，.圣呈疢護圳哺，
②
樣砥圳沮汞，槌棒撤漂圳顎呈連賑。鉸匚曬芬瞞週祖

③

菱。呈顎製父護，戊項木柝圣，呈試鈸嚨龔，圳姓汀囝，顎舒曬蚌，匚疆週肄，

顎一項投舒曬贗連氕。砥
④
項杖謹賑。送鍍一

⑤
肄汀，捩撤漂首晁。紫癸痊。

⑥
  

    顎《際罐拗》慝胡曜嫌吰：一感呈擾委 (=蛄 )，流隘 (=頒 )芬庾○，三矢呈邊閎，

嫌一邢詩進。蜂感呈擾委賅 ：感蝴玆匚狁慝：薔○顎《塢衡》呈伂各。 一 赴沮淒狁； 袁

丌杖牞，杓隆蝦隆，娟挺娟樑，迴鍍囌老。流赴損霏溥隆狁； 紛都蝴朸，皎唉且岩，廟翱廟娘，鉸祖珊

滑。匚赴圳酬鉸姓狁。嘉且鯽槳，疢邢鯽岩，蛄蛄并連，杓菱漬菱。藏蹂疣柝匚狁賅  ：蹂疣樣禾《塢

杪》呈薔 一哺呈淒槳狁；矩護蝴隆朸，圳扚淒，哺呈沮槳，淒淒銜勁
⑦
。流淒呈哺戡狁；鈾朸淒，

增淒呈矓連。矓芰捌肄，疢矢縞娘。 匚輜噥開木狁 。沮淒哺詩，髦哺淒詩，哺砲珊淒，淒雕珊哺。 藏鉸

鈾匚狁；頻劂棒伻《鉸鈾》呈擾。 一銜翱漂樑狁；試護銜隆，疢漬賅辱，一噥漂犧，霓娘衷率。流髦

囝嘉牝狁；帊曬賒帊
⑧
辱，肌櫺財辱，帊肌財嶺，狁項挺連。 匚塌哭漂項狁。唉隆鯽隆，袁珊□都, □

紛皋捌，淒漂杖扽。.流赴頒芬庾□慝，紫曜流吰：:一賅蝴製父斬，流賅疆瞞杖伭。蜂一

賅：蝴玆鉸蝴柝繁脣撾；5蹂疣潭蝴柝袁瞞撾；鉸鈾賅遘贗柝損曬撾。姑一赴流匚

柝詩睢；姑流匚顎一詩菱；杜流匚鯽瑾，紫增姑怨賑。流疆瞞杖伭慝紫擾流吰：:

                                                        
① 此字难以辨认：原点似乎为 詠 ,又能解为 檸，还是待研究。 
② 哺  按照下面的用字方法此字解释为“假” 
③ 週祖  “会通”字面翻译，比较符合佛教文献用字方法，是否准确还待研究。 
④ 这个字解读有疑。 
⑤ 原文“一”旁边有 ѵ符号，表示应该更换顺序。按照准确的顺应该解读为“送一鍍”。 
⑥ 紫癸痊似乎为序文末的礼貌句，意思为“恳求读者再次观察我的想法” 
⑦ 此字解读有疑问，可以解为 米，句子翻译变为：“空空无相。” 
⑧ 原文 帊  字旁边有“+”符号，应该为“删除”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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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圳狁圣父，,流父曬製父。蜂蜂一傻帊蟾姓撾。流仵忑傻呈鍍，匚仵忑帊呈頗賑。. 

流父曬製父賅：蜂蝴玆沮淒淒○,流狁泌父肄。圣護沮淒賅，扚孖瑾，扚塌哭。顎呈流慝，

淒狁仵忑孖瑾歇（=葉）；匚慝□狁仵忑塌哭護歇（=葉），圳製父賑。 流赴蹂疣狁慝，哺狁賅蜂鉸姓泌

製。鉸姓賅唧髦囝泌製。髦狁賅霏霏課姓,髦囝嘉牝泌製○○。  杜鉸鈾紛狁賅蜂損霏溥隆

狁仵酬輜噥 [狁 ]泌製賑。圣護蹂疣輜噥汞，杜損霏損汞賑。匚赴鯽伭呈邊閎。蝴慝曜流吰：

一感呈鯽抏，流良館娘酒。蜂蝴玆沮淒 ,,淒杪泌祖。 圣護沮淒姑淒槳泌製隆,,姑杪沮淒柝呈

謂閘龔曬賑。杜蹂疣哺狁蜂圳酬唧髦囝泌祖  蜂噹圳酬勁增，紫髦哺流賒賑。鉸鈾紛狁賅蜂損

霏輜噥狁泌祖。廟翱增媼呈辱賑。流良館娘酒。蜂拗鯽慝囁姓 ，傻姑菱賑撾。跨流良

條館，唧杜進賒。一狁舒曬袁硃良： 

 

漂樑狁  

淒槳狁  

沮淒狁  

投  

 

 

項  

 

                         

                          輜                             痣  

                       損霏狁                         鉸姓狁  

                       輜噥狁                         哺戡狁  

                      塌哭狁                         髦囝狁     

 

流感進邊閎良  

沮淒狁  

淒槳狁  

漂樑狁  

 

損霏狁                   鉸姓狁    

輜噥狁                   哺戡狁  

塌哭狁                   髦囝狁   

6 

嫌：一邢詩進慝流吰斬：一圳狁舒曬紡，流蔣傻柝癸。蜂蜂鉸 扚詁損撾。挺 鈾挺

損撾 項朸  匚狁舒曬柝袁樓賑。牞哭袁淒， 沮淒狁賑 損霏溥隆，損霏狁賑。繁嘉鯽晁  鉸姓狁賑。

圣哺嫵扚沮慝槳睢。淒槳狁賑。沮扚哺慝槳賑。哺戡狁賑。沮哺廟姓傻，冶 輜噥狁賑。鉸

挺棲傻肄賑。鈾傻挺娘 俱歪袁樑增 袁鈾沮項 肌彶捌囝；杖鈾旱項 鈾禾傻增 菜噥杖帊圣

杖鈾賑。扇夷杖倆。捩帊杖嶺。 蜂隆肌彶樑辱。盟隆柝盟 匚羌釙帊愉姊。嶺隆嫵嶺賑。蜂

○盟嫵盟賅，漂樑嶺隆撾。嶺賅髦囝狁,,顎賅沮哭沮嶺撾賑。 漂阭袁賒，娟隆塌哭賑。塌哭漂項狁 捩

蝴 剛蝴 侍曬 珮曲流袁 圳顎慝詩。葉暘媼疆 流賅，侍鈸隆柝紇，賒隆○投錠拌。蝴芑鈸

禾，嶺斬彶慝錠皋。鉸斬圢冶虺汜娟骷肄；隆圢冶疢畚淒慝拌肄。伺院捩鈿圳增

廟傻；吃蝴鈸禾秒？一貧手財暘，韓倩覽聒照，蔣袁慝條錠肺抵，錘暘錘暘。. 

匚狁舒曬際罐拗    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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顎閒繁嫵  楓銬夙夙  蝴玆試韓  媼菜噥凝  

 

三观九门关键文 

白云释子集 

    凡真空寂净，本即无生。清净虚净，显众多功。缘故灭理事共？和之二，色空中道非灭，故

具绝寂乱，恒河总持。故国尘①能相即相入，万念相包相入，因此万缘皆假，一切智愚非真，因

此显一切广大神灵。凡三门玄趣，难[以]会通，因其差别缘，人心止之故，随众求教学，发容一

切[之]愿，集此九门，会成三意，能顿显一心中[之]九门。愚心不量也。愿权说一成，诸神灵远

照，求重察。 

此《关键文》中略分四条：一，按名解释；二，分别深浅；三，随类出缚；四，一念摄列。

初按名解释者：名法界三观中：此杜顺
②
按《华严》导。 第一“真空观”；本来不妄，无知无察，常明常净，

证离言语。第二“理事无碍观”；寂静法体包十方国，双泯双显，圆通自在。第三“普及圆融观”；尘国相入，

万念相包，显显影显，难知难思。次天台之三观者：天台智者按《法花》立。一随假入空观； 世缘法无

体，一切全空，随假入真，空空相遇。二随空出假观；觉体空，而随空显用，若成多用，万类等显。三中道正止观；

真空摄假，幻假摄空，假既是空，空时既假。次圆觉三观；圭峰大师随《圆觉》解。一泯相灵澄观；众缘无相，万

思者应，一道灵光，变化无数。二幻起尘灭观。应行行门，应灭惑业，修除惑行，现观心明。三绝待灵心观。无方

无相，本既□静，□寂多乱，空灵不迷。第二深浅分别者，又分二条：一者法有差别，二者意趣不同。初

一者：法界是凡法之根枝；天台是净法之宗趣；圆觉是竟顿之理门。其第一能摄二三；其二三难

摄此一；又二三相争，重而如此也。二意趣不同中，又解二条：一，一切观故异；二，三门差别。

初一，悟行是平和。二多约悟说，三多约行迹也。二，异门差别者：初法界真空空□，别与二观。

缘故真空者，全争比
③
，全断思。因此二中空观多有似争；三中○观多有断思缘，皆差别也。二天台观中假观者别与前

圆融。圆融者别与后幻起。幻观者事事集合，别与幻起尘灭○○。又圆觉寂观者，别与前理事无碍观乃至

中道[观]也。缘故非天台中道，又非理事[之]理也。第三按相同出缚。法中分二条：一按名相对，二画图

以明。初法界真空，同与空净。缘故真空与入空无异，此空净，空之随顺方便门也。又天台假观同与前普及，

后幻起。先祖遇与普及，又作幻假二[行]也。圆觉寂观者同与前理事中道观。双泯而应共也。二画图以明。

前文杂混，悟此是难也。今画二图后来作例。 

一，观九门本末图： 

灵澄观 

入空观 

真空观 

内 

 

 

心 

 

                         

中                          外 

理事观                      圆融观 

中道观                      出假观 

                                                        
    ① 即是“国土”与“微尘”的简写。 

    ② 西夏文第二个字不详，第一读音“thu”按此推为“杜，”这样第二个字应该读“顺，”华严宗第一祖，华严法

界观创造者。 
    ③“超越一切譬喻”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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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待观                      幻起观 

□□□□□ 

二例名出缚图： 

真空观 

入空观 

灵澄观 

 

理事观                 圆融观 

中道观                 出假观 

绝待观                 幻起观 

 

四：一念摄例中有二条：一，达一切观门，二，邪悟之察。初先圆 是全备理 明 是觉明理 心体 三观

九门之本境也 断忘本空， 真空观也 理事无碍， 理事观也 根尘相照。 圆融观也 故能以假入全真，入空

观也 全真入于假中也。出假观也 悟真假双和，则 中道观也 成圆明大悟也。明显觉悟 性海本净，而 本

觉真心 多起迷波。不觉暗心 觉人悟而 不行佛道故不觉也 步行不变。不修诸行无始迷波应净。 无止之止 用

三乘胜行。以无修[而]修。前□以止止者，是灵澄无修。修者，幻起观。此者是真止真修也。独灵为本，无常绝思

也。 觉思灵心观 诸法 五法 禅门 南北二宗 皆摄[于]其中。所有共意  二者，无禅学之人，不沉[于]

无为□内，学法教者，不乱有修中。凡曰“有”则成万世常见，曰“无”则沉[于]万劫空中。昔

古一切诸圣亦悟双，末法学人如何？当除一执凝。生死如闪电，勿落于邪宗中，当增当增。 

三观九门关键文    竟 

以此善根 我等一切 法界众生 共成佛道 

 

三 内容总结 
 

《三观九门关键文》虽然是一千多字的短篇论文，但其内容颇为丰富。《三观九门》的语言不是

很完美，语法虚词用的不多，断句偶尔有问题。从这些语言特征看，它与另一篇西夏文献《洪州宗趣

开明要记》比较接近。西夏文《三观九门》似乎是汉文文献的译本，不过其汉文原文尚未发现，因此

尚未能够为其中出现的一部分特殊名相和佛教术语找到对应的汉文原文。因此上述的翻译不容易明

白，必须提供一种简短的总结，以便读者了解其内容。《三观九门》的基本内容如下： 

 

真空本净无生，但能有许多表现（所谓“用”），因此没有理事之间对立和障碍，色与空共不

灭，而成中道。因此没有静与乱之间的对立，大国土和小尘相即相入，万念互相包容，因缘所成

之法（万缘）全部是“假设，”因为有本空之体，没有智人和愚人，全是广大神灵之表现。三门

玄趣难以会通，法门各有其特征，所以[应该]多处求学，发圆融一切法门之愿，收集九门，总结

其三意，这样一时表现出一心中的九门。愚心无量，[我]愿意把一切临时（权）说法结合在一起，

远照神灵，希望读者多观察。 

此《关键文》略分四条：一“按照法门名字的解释”；二“分别不同法门的深处和浅处”；三

“按照法门类谈其结缚”；四“一切法门从一心的角度分析”。 

按照法门名号解释如下：按华严宗的学说，法界观有三种：“真空观”，“理事无碍观”，“普

及圆融观”。第二法门是天台止观，又分为三：“依假入空观”，“依空处假观”，“中道正止观”。

这些法门全是天台智者按照《法花经》内容创造。最后是圭峰宗密按照《圆觉经》建立的三观法：

“泯相澄灵观”，“幻起尘灭观”，“绝待灵心观”。 

第二部分是“分别不同法门深处和浅处”。这段又分成两个部分来讨论：其一是法门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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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第二乃是法门不同的意趣。第一：法界（既是前“法界观”的核心内容）是一切法根枝；

天台的宗趣是“净法”；《圆觉经》的观法是竟顿的理门。其中第一“法界观法门”范围最广，其

能摄受第二和第三法门；“天台”与“圆觉”法门难以摄受“法界观，”又第二第三法门相互有争，

其它准此可知。第二段讨论不同意趣，又分出两个角度：第一即是说在“法界观”各种观法有其

差别，第二第三法门各有差异。第一，对“法界观”而言，一切观法是平等的，天台法门从觉悟

角度讨论问题比较多，圆觉则比较多讨论的是修行。第二则是说“法界真空观”与天台圆觉有其

差异，又天台“假观”与“圆融观”不同，“圆融观”与“幻起观”不一样。同时“圆觉观”与

“理事无碍观”和“中道观”同样有差别。 

第三部分讨论的是“按照同处解除缚”。这个冒头具体翻译不详，不过其主要内容则是按照

不同法门共同之处进行讨论。此处亦有两条：按照法门名号配对，第二乃是画图像以解释。第一，

“观九门本末图”的出发点是“一心”的概念。“一心”有内外中的三方面，然后“法界观”，“天

台观”和“圆觉观”中各有与“一心”某一方面相应的观法：“灵澄观”（圆觉），“入空观”（天

台观），“真空观”（法界观）属于“一心”的“内”方面；“理事观”（法界观），“中道观”（天台

观）和“绝待观”（圆觉观）属于“一心”的“中”侧面；“圆融观”（法界观），“出假观”（天台

观）以及“幻起观”（圆觉观）皆是“一心”的“外”侧面。属于同一个范畴的“观法”是同样

的，核心内容比较接近。 

《三观九门》最后段落从一念角度讨论九门的相互关系，同时排斥各种错误的想法。作者把

觉悟和修行的过程总结为几句话，内容大概如下：“圆明心体断忘本空，理事无碍，根尘相照。 故

能以假入全真，全真入于假中也。悟真假双和，则成圆明大悟也。性海本净，而多起迷波。觉人

悟而步行不变。不修诸行无始迷波应净。用三乘胜行。灵独为本，无常绝思也。诸法禅门皆摄[于]

其中。二者，无禅学之人，不沉[于]无为□内，学法教者，不乱有修中。凡曰：“有”则成万世

常见，曰：“无”则沉[于]万劫空中。昔古一切诸圣亦悟双，末法学人如何？这个句子的每一个

段落符合九门之间之一，则成立完整的觉悟修行的体系。最后句子则是提醒学佛者尽量避免“有”

和“无”的偏见以免堕于“万世常见”内及“万劫空中”。必须像古代祖师那样，按照“觉悟”

和“修行”两条线前进才能够掌握证悟之道。 

 

四、《三观九门》的佛教内容特色及其作者问题。 
 

    孙伯君教授《元代白云宗译刊西夏文文献综考》
①
一文中，在总结大量西夏文献的基础上判断白

云释子为北宋时期白云清觉（1043-1121）。这个看法有些根据，其中主要的是西夏文献之间确实有些

白云宗资料，不过是否是元代进入到西夏尚未彻底解决。西夏人的后裔参加过元代编大藏经的工作也

是毫无疑问的，并且西夏灭亡后华严圆觉思想在西夏还继续存在的一事，并不足为奇的：这个思想完

全符合西夏人佛教思想的遗产。华严的影响甚至在“华严宗”以外的西夏著作可见，但是白云宗在西

夏佛教到底起如何作用？西夏文的《三观九门》和《三世属明言集文》缺少白云释子的传记资料，传

统的中文文献关于清觉编撰《三观九门》并无记载，因此学者们的各种探讨不过限于假设而已。 

    西夏文献中似乎也不得见“白云清觉”四个字。孙教授發現西夏文的《求生净土法要门》（杪且

韓鴉謂遵爬），并且提出文中的传法脉络内提出“紛槳”(寂入)的法号。孙教授的判断是此“寂入”

即是“白云清觉”，理由是这位“紛槳”俗姓“孔”（瑜）则与清觉同姓。在翻译西夏原文时孙教授

直接把“紛槳”（寂入）翻译成“清觉”似乎不是很妥当。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求生净土法要门》

所提到的僧侣中有“定师”（材伻）的称谓，在中国佛教的资料中也极少见。西夏文献讨论中国佛

教时候利用“侍伻”（禅师）的说法颇为普遍，“定师”是藏文的借词，与“禅师”的内涵不同。另

外《求生净土法要门》的“要门（要语）”（遵爬）虽然在汉文佛教文献也得见，对西夏佛教而言，

                                                        
①《文献》2011 年第 2 期,本人利用的笔者提供的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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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来自藏文的一个佛教术语，可能是藏文 man ngag(剂门)的翻译，并且文献可能属于藏传而不是

汉传的佛教的资料。按照笔者的经验“遵爬”（要门）的说法常出现在“大手印”系列著作的冒头

上，例如：《大手印顿入要门》（棒不爨贗槳遵爬）等。
①
 针对西夏华严思想而言，一行慧觉的《华

严经海印道场忏仪》
②
就有“三观修心剂门”的说法,并且其内容与《三观九门》的“华严法界观”相

同。
③
 一行慧觉的词汇用法代表其在西夏晚期或元代对藏传佛教的了解，既是反映华严的“密教化”

的过程。《三观九门》不见此现象之痕迹。总而言之，笔者怀疑《求生净土法要门》讨论的是白云宗

思想，以及对“孔定师”与白云清觉为同一人的结论大有疑问。 

《三观九门》有几个主要的重点：其一：白云释子的出发点是“不生本空。”这个“本空”不动

不静，但是会有许多表现。觉悟其真如之性总共有“三门”：华严宗的“真空观”，“理事无碍观”，

“普及圆融观”。第二法门是天台智者基于《法花经》的“三观”和圭峰大师的基于《圆觉经》的“三

观”。这些九个观法虽然互相有同有异，但其共同点在“一心”中。这“三观”似乎各有其特色：华

严法界观范围最广，天台三观主要属于觉悟真如的领域，宗密的“圆觉三观”多讨论菩萨修行的问题。

按照《三观》的末后阶段，此三门必须同步进行，才可以掌握“本灵。”这个“本灵”是“绝思”（不

可思议），修行的路线则必须掌握“无”（既是禅宗的觉悟）和“有”（修行具体实践），但是应该绝

对避免凝滞在“有”或在“无”的偏见。《三观九门》的开头段落的思想和佛教术语清楚地表达出“白

云释子”思想上确实依靠宗密思想： 

 

    圣且嘉鯽珊鯽槳睢，畚（=疢）邢鯽岩鯽槳，.圣呈疢護圳哺，樣砥圳沮汞，

槌棒撤漂圳顎呈連賑。 

  故国尘能相即相入，万念相包相入，因此万缘皆假，一切智愚非真，因此显一切广大神灵。 

 

    此处所说“广大神灵”是字面的翻译，其意义似乎接近裴休相国（791-864）著《劝发菩提心    

文》
④
利用的“广大灵知”的说法（西夏文：槌棒漂扯 ）。这个词组其它地方似乎不得见。裴休相国

这本着作是否为疑书不得而知，按照僧净照南宋绍兴壬申年（1152）的题记记载：“往往缁素未广闻，

见今访古，今刊流通”似乎表示，这个资料在南宋得以流行，后来按照日本华严高僧高辨（1173-1232）

的题记这个论著在日本建保三年（1217）到达日本。
⑤
这篇著作在元代佛教史料中也见其痕迹：在1322

年（元至治壬戌）“开元寺讲经沙门圆觉”所著《华严原人论解》就引用了《劝发菩提心文》的几个

段落。
⑥
从而可见，《三观九门》的一些核心概念之一属于宋元时期的华严圆宗主流，也可能接近辽代

华北流行的佛教“圆宗”的概念。如此创造完整佛教体系的“圆教”的追求基于晚唐、北宋、辽、西

夏流行的清凉澄观（737-838）的《华严经随疏演义钞》中的判教“摄受”看法和“理修”和“事修”

的思想。另一个来源是圭峰宗密的不同著作。 

    正如上述《三观九门》与宗密思想脉络的关系颇为密切：“三观”思想虽然为中国佛教特色之一，

不过在西夏文的《三观九门》中所提倡的说法的背景基本上见于圭峰宗密（780-841）所著对《圆觉

经》的不同的解释。在介绍“圆觉三观”处白云释子有如下一段话： 

 

    一銜翱漂樑狁；試護銜隆，疢漬賅辱，一噥漂犧，霓娘衷率。流髦囝嘉牝狁；帊曬賒帊
⑦
辱，肌

                                                        
① 在其文章中孙教授提到“寂照”的一些情况，这位僧侣的情况颇为复杂：除了西夏文献之外，同样的法号出现

在辽代的一些碑文，是否为同一人，还待研究，暂不讨论。 
②《续藏经》第 74 册 No.1470。 
③ 同上书，第 146 页 a23-b11。 
④ 西夏文本只存其简略冒头“檮變項”（Tang 113 #472），中文版见：《续藏经》第 58 册，No.1010。 
⑤《续藏经》第 58 册，No.1010 第 489 页 b10-24。 
⑥ 圆觉对《原人论解》的序似乎十分重要：其中有一些宗密法门传承体系的介绍。 
⑦ 原文 帊 字旁边有“+”符号，应该为“删除”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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櫺財辱，帊肌財嶺，狁項挺連。匚塌哭漂項狁。唉隆鯽隆，,袁珊都,　紛皋捌，淒漂杖扽。 

    一泯相灵澄观；众缘无相，万思者应，一道灵光，变化岂数？二幻起尘灭观。应行行门，应灭惑业，修除惑行，

现观心明。三绝待灵心观。无方无相，本既 静， 寂多乱，空灵不迷。 

 

    此处西夏文的“銜翱漂樑狁”符合“泯相澄神观”，“髦囝嘉牝狁”乃是“起幻尘灭观”，“塌

哭漂項狁”即是“绝待灵心观”。按照宗密在《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略疏》卷二的说明：“…修行菩

提，非此不证”，只是因为修行者的不同因缘“今此托法进修，以成圆顿观行”。另外这三门与《大

乘起信论》中的“体相用”之三大有大同小异。
①
其它宗密的《圆觉经》文献中同样得见这个体系。

“圆觉三观”虽然来自《圆觉经》本身内容，但是经过宗密的整理之后才成为华严禅思想主流之一。 

    智者大师（538-597）按照《法花经》内容的三观体系在《三观九门》有如下介绍： 

 

    一哺呈淒槳狁；矩護蝴隆朸，圳扚淒，哺呈沮槳，淒淒銜勁。流淒呈哺戡狁 ；

鈾朸淒 ，增淒呈矓連 。矓芰捌肄 ，疢矢縞娘 。 匚輜噥開木狁 。沮淒哺詩 ，髦哺淒

詩 ，哺砲珊淒 ，淒雕珊哺 。 

一随假入空观； 世缘法无体，一切全空，随假入真，空空相遇。二随空出假观；觉体空，

而随空显用，若用成多万类等显。三中道正止观；真空摄假，幻假摄空，假既是空，空时既假。 

 

    天台的“从假入空”，“从空入假”以及“空假平等”的三观属于天台宗主要思想之一，经常出现

在智者大师的不同著作当中。其仔细解释此思想脉络可见在《仁王护国般若经疏》中。
②
智者大师的

原来想法是“从假入空”符合《华严经》的十住；十行则是“从空入假”；“中道正观”即是所谓十

廻向；并且因为其修行上次第，《华严经》思想全部是“别教。”此即是说《华严经》学说次与《法

花经》的圆教。从圆教的角度，则“十信即能修三观”。智者的三观思想在华严宗文献中有一些讨论，

并且按照华严学者的看法，智者的上述“三观”原则上与华严思想无矛盾，贤首法藏（643-712）在

《般若心经略疏》中同样提到上述三观，他认为智者的“一心三观”适合了解色与空之间的不二关系。

后来这“三观”以及其解释在宗密著作中出现颇多，宗密在不同处也提到过这些“三观”。目前可以

假设，白云释子对智者思想的了解或许来自宗密《圆觉经大疏》之类的资料，非自智者本人的著作。

不过西夏文《三观九门》对天台三观的说明似乎为白云释子自己创造，汉文传统文献不得而见。从而

可见，天台三观思想被华严学者大量使用。在北宋时期天台义学僧了解到智者的三观与圭峰大师按照

《圆觉经》所创造的《圆觉三观》实际上无矛盾：北宋时期的天台山家派学僧神智从义（1041-1091）

在其所著《天台三大部补注》内有如下的一段话： 

 

    圭峰选《圆觉经疏》云：一泯相澄神观，二起幻销尘观，三绝待灵心观。此与天台三观义理

是同而意趣有异。同者泯相即空观；起幻即假观；绝待即中观。异者此明修人用心方便云云。
③
 

  

这段话基本上与《三观九门》中的“按相同出缚”的内容相似： 

 

法中分二条：一按名相对，二画图以明。初法界真空，同与“空净”。缘故真空与入空无异，

此空净，空之随顺方便门也。又天台“假观”同与前“普及”，后“幻起”。先祖遇与普及，又作

幻假二[行]也。“圆觉寂观”者同与前“理事”，“中道观”。 

                                                        
①《大正藏》第 39 册，No.1795，第 557 页 c11-19。 
②《大正藏》第 33 册，No.1705，第 450 页 b24-c2。除此之外，智者在其它处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例如《妙法莲

花经玄义》，《维摩诘经略疏》，《摩诃止观》以及其它著作中颇为常见。 
③《续藏经》第 28 册，No.340，第 559 页 a23-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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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可见，“圆觉三观”与“天台三观”从一部分学僧的立场来看，是无矛盾的，并且天台与华

严相互结合的过程是北宋佛教发展的一个主要现象。白云释子的《三观九门》好像也反映这个思想趋

向。 

    讨论三观问题时，从未提到《三观九门》中的第一个观门：“华严法界观”以及其与天台的关系。

据笔者所知，宗密虽然在不同处解释和讨论过“华严法界观”问题，但是似乎没有直接提到过其与天

台三观的配合，暂时可以假设，把“华严法界观”，“天台三观”和“圆觉三观”合并为同一个体系，

应该为白云释子的单独想法。此“华严法界三观”背景颇为明显：既是不同华严文献常见的“真空

观，”“理事无碍观”以及“周边含容观”。此观法在唐末北宋时期相当流行，黑水城文献中也见得

到相关的资料。同时，按照目前研究的状态，白云释子对华严三观的注解在汉文传统文献似乎不得见，

也许是他自己的创作。《三观九门》的末后句也值得参考： 

 

圆明心体断忘本空，理事无碍，根尘相照。 故能以假入全真，全真入于假中也。悟真假双

和，则成圆明大悟也。性海本净，而多起迷波。觉人悟而步行不变，不修诸行，无始迷波应净。

用三乘胜行。灵独为本，无常绝思也。诸法禅门皆摄[于]其中。 

 

这个句子虽然保留着一些语言问题，但实际上其内容是觉悟顺序的简略介绍，并且是一种判教体

系的简略说明。按照白云释子的文内注解，其中第一段为华严法界观，第二段为天台观，最后是圆觉

观。由此可见，白云释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创造观法综合性的体系，并且他的想法似乎与唐末北宋时

代华严和天台的一部分僧侣比较相应。《三观九门》的最后一段是讨论华严思想的一些主题,其中包括：

“有修”（真正的修行）和“无修”（觉悟一切空的禅宗修行）。在其它的华严著作中，这个对立的

另外名称是“理修”和“事修”。清凉澄观主张曾为“理事双修”： 

 

事理双修：依本智而求佛智者。二不碍两存，上来交彻不碍之义。恐人误执，谓“泯二相”

故举此言。亦由惑者执禅则依本性无作无修，镜本自明，不拂不莹。执法之者须起事行当求如来，

依他胜缘以成己德，并为偏执故。
①
 

 
这段话另有讨论“无修之修”及“无求之求”的问题。清凉澄观这段话里面出现的“惑者执禅” 以

及“执法之者”又可能与《三观九门》中的“无学禅者”和“学法教者”相同。这种批评以“内照”

为主并且忽略“事行”的北宋禅的态度曾经在辽与高丽又流行。辽高僧圆通鲜演（1048-1118）在其

《华严经谈玄抉择》中解释上述澄观的那段话时，大量批评“执禅”以及“执法”信徒，劝修行者“事

修”和“内照”并行。
②
辽代学僧的立场则是，在禅宗许多宗派中，只有自达摩传下来的“南北二宗”

才是禅宗的正统思想，其它宗得排斥为异端。白云释子的《三观九门》似乎也有同样的态度。上述是

一种基本的讨论，主要可以总结为《三观九门》基本思想脉络是唐末宋初的“圆教”，这个思想包括

了华严宗，天台宗以及基于《圆觉经》的观法。这种佛教的义学与宗密思想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白

云释子”曾看成为圭峰宗密弟子是不足为奇的现象。这里需要强调的《三观九门》思想的另外一个特

征：在文中虽然有讨论华严，天台以及“圆觉”三个不同思想，但是白云释子对所有的佛教传统和思

想基本上全部依靠圭峰宗密在不同处的叙述，即是白云大师应该对天台“止观”等思想没有一手了

解，但主要遵守宗密在不同解释“圆觉经”论述的说明。因此宗密的著作在西夏之流行一定和白云释

子有关系，不过白云释子身份本身是一个复杂问题。目前的结论是白云释子在《三观九门》的思想明

显的表示，他非属于某一种特殊的宗派，但是在以澄观宗密为主的宋元时期华严圆教主流典范内。应

                                                        
    ①《大正藏》第 36 册，No.1736，第 9 页 a14-20。 
    ②《续藏经》第 8 册，No.235，第 7 页 b19~第 8 页 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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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承认的是，这种思想在宋元时期比较流行，西夏佛教界对他也不是陌生：黑水城出土崇宁三年（1104）

的《慈觉禅师劝化集》
①
内的一片《坐禅仪》也提到《楞严经》，“天台止观”和“圭峰修证仪”。

②
慈

觉禅师讨论的内容虽然与白云释子的主题不一样，但是可以证明这些不同学说（《楞严经》，《圆觉经》

和天台止观）可以并行。因此可见，《三观九门》佛教思想非独一无二，反而是当时比较普遍的思想，

即是不属于某一种特定的宗派。从《三观九门》的内容分析无法很清楚地判断其汉文原典编辑年代：

这种“综合性的”圆觉思想应该从唐末至元中在中国和辽佛教体系中存在，因此只能与其它资料核对

之后才能够有明确的答案。在上述的基础上可以假设，《三观九门》的思想属于宋元佛教内的“圆教”

主流，即它是正统佛教的一种，而不是民间的宗派。下面的问题是：《三观九门》与白云清觉现存的

资料是否有思想上的关系。 

目前白云宗的传统资料不多，主要集中在天台学僧志盘（生卒不详）的《佛祖统纪》卷第 54，

良渚宗鉴（卒 1206）的《释门正统》卷第 4，觉岸（1286-？）《释氏稽古略》卷第 4，《佛祖历代通

载》等处。这些资料基本上全是天台和禅宗学僧在元代所造，对清觉的态度十分不善。
③
除此外，白

云法嗣道安在清觉《初学记》的序文中另提供了其祖师的传记资料。
④
元代佛学界对清觉思想的主要

意见则是： 

 

“…然论四果，则昧于开权显实；论十地，则不知通别圆异；虽欲对破禅宗，奈教观无归。”
⑤
 

 

这种批判正确地掌握了白云思想的两个主要关键：华严的“十地”理论以及“四圣果”的次第修行思

想。按照传统资料的记载，“白云和尚”著作甚多，其中有一些是“仿佛经”之类的资料，不过保留

其书名的只有两本：所谓《证宗论》以及《十地歌》。《证宗论》全书目前似乎不得见，不过道安在其

对《初学记》的注解文内大量引用这本资料；《十地歌》则有可能是现存的《初学记》。至于《正行集》

的存在，元代佛教历史大作中不见其痕迹，其书名最早出现在白云宗“宗主”僧明仁的请入藏奏文内。

僧明仁也不讨论《正行集》的来源，是否为清觉的著作尚存疑问。应该承认的是：《正行集》的宗派

性不明显，其提倡“君子之道”以及“佛道儒”合一思想是北宋时期著作一个常见的侧面。在西夏佛

教也有同样的脉络：黑水城出土一批辽代名僧恒策通理（1049-1099）大师的著作《立志铭》等著作

同样讨论 “君子之道”的佛教内容。
⑥
因此可以假设，《正行集》在西夏佛教范围内的作用与其在中

原佛教的角色有所不同：在西夏他是一种“劝善”著作，而不是白云宗派的王牌作品。在此该提到， 

“劝善”之类的佛教文学在黑水城出土文献之间并不少见：例如《慈觉禅师劝化集》的主要内容即是

各种在家修行，其中包括：《事亲佛事》，《军门佛事》，《豪门佛事》，《公门佛事》等，虽然不直接提

倡“佛老儒”合并，但是也同样介绍儒家德行之佛教内容。从而可以假设，西夏流行《正行集》的内

部含义不一定与正宗白云宗思想在西夏流传有关系，而是属于民间“劝善”文学著作之一，因此其进

入西夏也不一定是元代，而有可能是南宋或辽金时代。 

                                                        
① TK-132，《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三册，第 82~120 页。慈觉（1052-？）著作与生平的考察见李辉，冯国栋《俄

藏黑水城文献<慈觉禅师劝化集>考》，收录在《敦煌学》2004 年第 2期。 
② 此处指的是宗密着《圆觉经道场修证仪》（《续藏经》第 73 册，No.1475）。 
③ 对白云的基本解释可见任宜敏《中国佛教史：元代》，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 332~340 页；西方学界的研究

成果见 D. Overmeyr. “The White Cloud Sect in Song and Yüan China”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2 (2) 1982: 
615-642。此处不必讨论清觉弟子“食菜事魔，”成立“朋党”的责备。 

④《续藏经》第 63 册，No.1253，第 725 页 c11~726 页 a26。 
⑤《释氏稽古略》，见《续藏经》第 75 册，第 315 页 b3-8。 
⑥ 通理大师黑水城出土文献内容讨论见索罗宁《道厄殳〈镜心录〉西夏译本初探》（待发表）；通理大师的主要研究

资料见陈燕珠《房山石经中通理大师刻经之研究》，台北：慧苑文教基金会 1993 年，第 38~52 页; 任杰《通理大师对

房山刻经事业的重大贡献》，吕铁钢编辑《房山石经研究》(1-3 册)，香港：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1999 年, 第 117~131
页；黄春和《辽〈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通理实行补考》，《北京文博》1998 年第 3 期，第 41~47 页；L. Ledderose 
“Carving Sutras into Stone before the Catastrophe: The Inscription of 1118 from the Cloud Dwelling Monastery near Beijing.” 
in: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25 (2004) p. 381-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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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学记》应该是白云宗的主要著作，不过与《正行集》一样，元代所编的佛教历史大典不见其

痕迹。按照赵孟頫（1254-1322）皇庆二年“白云宗主明仁奉以奏御”的记载，此书透过“白云宗主

明仁”(就是沈明仁)应该与《正行集》同时“命录入大藏以传久远”
①
。按照赵孟頫的理解，白云祖

师“发扬三乘十地之要，使之入佛知见”以及“白云祖师敷扬演说，以惠一切，俾由初地以至十地，

直与如来等正妙觉，其与佛心何以异哉？”，即是赵氏清楚地掌握了《初学记》内的修行华严十地以

及等正妙觉的核心思想。清觉的主要出发点则是：“欲得不遭欺诳，莫离十地三乘”，并且按照普宁

寺道安的注解，清觉在讨论“十地”时虽然利用的是华严名相，但讨论的内容接近《大品般若》内容

而且愿意“笼络诸经，自成一家意，在通而不局也”
②
。实际上《初学记》是“犹如明镜当前，照见

古今邪正”，同时清觉认为这个“文字语言”非其所发明创造，而是“尘沙诸佛出来，此事终无移改”

即是它是一种佛教基本概论，其包括所谓的“能修因位”，“所修果位”，讨论“因果转变”。“初学”

者代表“先求因地”发心之人。除此以外，《初学记》包含了一种特殊的判教体系： 

 

四谛苦集灭道，真如般若依持，声色同含实相，经云“见道沙门”。既知登地已去，初禅四

果渐生，华严法界理事，真如一体三身，分开法性法相，合成佛性佛心，勿论有情无情，摄属圆

觉妙用。
③
 

     

    在此所谓“见道沙门”意味着“见道位”也就是“修行因地”（即是小乘和般若派），其主要内

容在于掌握“四谛”的核心概念，学到般若以及实相的道理；“登地”可能代表的是“修道位”，其

中每一种禅定会产生相当的果位。按照道安解释，此处关键的字是“渐”，即是逐渐修道的意思。在

修道的过程中，学者了解《华严经》及华严宗的“四法界思想”，并且对“理事”典范开始有准确的

了解。结果能够切入“一体三身”的境界，并且可以准确地分析“性”和“相”，“佛心”与“佛性”

之间关系。进入这个境界以后，传统佛教宗派各种争论，其中包括“无情”是否有佛性的问题全是“圆

觉妙用”概念所摄受。《初学记》下一段介绍“释老儒”三教的关系。从《初学记》内容不难看出，

清觉的主要思想脉络就是“渐修”以及“十地游行”，即是一种学者的逐渐进步：“进修一果一向，

证得一分报身，一重身光出现，一分尘垢去除”… “进修二果二向，二重身光出现，二分尘垢去除”

云云。上述分析是很粗糙并且并没有涉及到《初学记》的一切内容，但是已经可以看出：清觉的主张

依靠《华严经》十地修行概念，则与《三观九门》的内容相差甚远。关键的是，清觉文中完全不见其

利用《圆觉经》或与这部经相关的资料，同时并没有“华严法界观”的说法以及天台“止观”的讨论，

宗密的“灵知”以及“真心”概念全不得见。《三观九门》本身思想似乎属于在华严基础上融合天台

和来自《圆觉经》的宗密观法的典范，并且以“理事”为主要思想范畴。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三观

九门》与白云清觉在《初学记》所表达的思想立场虽然有类似的地方，但同时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主要的是，白云祖师与圭峰大师的思想属于华严理论的基本概念，但具体宗派思想上两者的矛盾相当

明显。因此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谈，研究成果不足以证明《三观九门》与白云宗有直接的关系。不过，

新资料的发现也许会影响这个想法。同时笔者对白云清觉思想的了解十分有限,期待着其它研究成果

加以补充。 

 

小 结 
 

    《三观九门关键文》毫无疑问是一本十分重要的西夏佛教研究史料。目前对这个文献的初步研究

表明：白云释子的思想基本上是在唐朝末期宗密和澄观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并且反映了宋元时期佛

                                                        
①《白云祖师初学记序》，见《续藏经》第 63 册，第 725 页 b8-19。 
② 同上书，第 726 页 b24-c1。 
③ 同上书，第 728 页 b2-15 (略道安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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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发展的特色。其核心概念是“一心，”一切观法代表此“一心”的“内外中”某一方面，正因为如

此，一切观法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观法体系。对“一心”的兴趣可以说是西夏以及整个华北佛教的一

个特色：黑水城文献中有许多讨论“一心”的著作，如《众生心法图》，
①
《照心图一本》等资料。

②
此

两者之间第一个文献基于《释摩诃衍论》，第二则是接近辽代《镜心录》的内容结构。白云释子似乎

完全接受了唐末及北宋时期华严思想的影响，也就是说与上述几个文献成为一个体系，无论此文献的

背景如何，它可以算华北佛教的一个代表作之一。《三观九门》的思想基础全部为宗密学说：甚至可

以假设其关于一些“非华严”佛教思想的了解反而来自华严宗的著作。同时《三观九门》反映一种天

台与华严观法结合的趋向，因此可说，白云释子著作的重要性不限于西夏佛教本身，而且对中国宋元

时期的佛教思想会有些价值。白云释子对华严宗以及南北禅宗的肯定似乎证明他同样属于以北宋辽佛

教为主的“华北”佛教区域。这个文献的语言和内容尚待更仔细地研究。 
    从上面分析可以清楚看到白云释子与宗密思想关系很密切，所以在西夏译本的“中华传心地禅门

师资承袭图”上有白云释子与宗密和裴休的对话图像是不足为奇的一事。《三观九门》的分析表示，

白云释子所接受的是澄观宗密正宗的思想，就是能算宗密的承袭门徒。《三观九门》并未提到“十地

修行，”“因地”，“果地”等白云宗思想关键的名相，现存的清觉资料中也不得见其编过《三观九门

关键文》或类似书名。目前还不能说白云释子身份问题是解决的，西夏资料之间还保留着尚未研究的

其它的文献，有可能会改变目前的想法。 

 

(作者通讯地址：佛光大学佛教学系  宜兰； 圣彼得堡大学哲学院  圣彼得堡 197341) 
 
 

 

 

 

 

 

 

 

 

 

 

 

 

 

 

 

 

 

 

 

 

 

                                                        
① 收录在《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三册，第 131 页（Дх591）。 
② 收录在《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五册，第 130~134 页（A4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