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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语译《尊胜经(U ÜsÜnÑ”Üsa Vijaya DhÑaraÜnÑ”)》 

釋文∗ 
 

林英津 
 

摘  要：本文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簡單說明，現有西夏語譯《尊勝經》文本收藏，及

版本內容之比較。附帶說明，西夏故地流傳的漢文本《尊勝經》，與《大正藏》所收諸漢譯本，

實為異本異譯。（二）「釋文」總 201 行：001-144 行為傅圖藏《尊勝經》西夏文本的全部內容，

145-194 行為聖彼得堡藏本 No. 6796 (6821)的「御製後序發願文」，195-201 行為聖彼得堡藏本 No. 
4078, 7592a (4078)之「有司贖經」文字。 

關鍵詞：西夏語、尊勝經、發願文、有司贖經  

 

壹、西夏語譯《尊勝經》，及夏漢譯本不同收藏之比較 
 

這一節先簡單介紹，我曾經閱看過的《勝相頂尊惣持功能依經錄》（簡稱《尊勝經》，下同）西夏

譯本的收藏，及版本內容之比較。① 附帶說明，西夏故地流傳的漢文本《尊勝經》，與《大正藏》所

                                                        
∗ 感謝索羅寧（K. J. Solonin）的邀請，2006 我能再訪聖彼得堡，並參加首屆「西夏文明研究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angut civilization: scientific traditions and perspectives of research”）」。會中我所宣讀的論文，

實為節寫的「西夏語『空間位移』的表述（On Studies of “Spatial Motion” in Tangut）」。該文初稿已經許給東京大學的

柯理思教授，再稿並未有大幅度的修改；基於同行之間的彼此尊重，理不宜一稿兩投。所以，我決定將 2005 年以來斷

斷續續解讀的「西夏語譯《尊勝經》釋文稿」交付會後論文集。由於《尊勝經》西夏文本的背後，正好編一段幽遠的

故事，同時也算是紀念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與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聖彼得堡大學哲學系的合

作因緣。遺憾，索羅寧如驛馬，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2010 年暮秋我決定將本稿轉給杜建錄先生主編的《西夏學》，

以了卻當初發佈文獻的心願。交付學報前，針對原稿主體文字，只做了若干錯別字的校改，並未將繼後閱看經卷與書

寫釋文語法分析的時間遷流加進來。僅就此補記，及讓最後的跋語多了一段狗尾巴。 
① (1) 當今究竟有多少西夏語的佛教文獻收藏，我所知有限。根據手邊的收藏目錄（克恰諾夫 1999、史 1988、

西田 1977、戈巴契娃 1963），西夏語譯《尊勝經》，傅圖藏本之外，僅見於聖彼得堡東方研究所。1963 登錄的 Tang. 109
「頂尊相勝皆德□用經依集」只有No. 6909, 7592兩件；1999重新理過，則登錄了五件：No. 3707, 4078, 6796 (6821), 6909, 
7592，都掛在原編號 Tang. 109 下。2002 年我申請調書閱覽時，館員遍尋不到早期登錄的 No. 6909, 7592；因此，當時

我只看到三件：No. 3707, 4078, 6796 (6821)。今年（2006）我再次申閱，館員倒是找著了；但 No. 7592 卻有副編號 No. 
4078，而且還分別 a, b。品物在時間中起到變化，我並不是很確定，到底現在的 No. 7592 是同一件登錄兩個編號；還

是過去另有 No. 7592 (4078)，與 2002 年閱覽的 No. 4078，是為完全不同的兩件。Tang. 109 是東方研究所書庫調書的

根據，一直沿用 1963 出版的《目錄》編號。(2) 這部西夏文經書的標題，後來西田 1977 之 077 作「頂尊相勝總持功

德經韻集」；西田的譯法，相當切合西夏語標題字面的單詞語義。克恰諾夫 1999 引用西田 1977，作「頂尊相勝總持功

德韻集」，不知何故少一「經」字。現在，我認為西夏文經題的譯讀，應採用名從主人的辦法。已知這部西夏語譯佛經

在西夏故地流傳相應的漢文本，標題作「勝相頂尊惣持功能依經錄」。名從主人，所以這部經在西夏地區流傳的標題，

全稱應為《勝相頂尊惣持功能依經錄》。以下行文，若無特稱的必要，一律以《尊勝經》簡稱夏漢文本，及《大正藏》

收錄的No.967、No. 968、No. 969、No. 970、No. 971諸文本。理由是，不同文本的原型經典無疑都是Usnisa Vijaya Dharani。
又，漢字「惣」相當於敬稱用字，現在罕用、改用「總」；本文行文，根據語境需要或用「惣」，否則也用「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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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諸漢譯本，實為異本異譯。 
§ 1. 1 緣 起 
2001 年初我第一次接觸到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與居延漢簡同時的西夏文獻，從此開啟我對西夏

語譯佛經的解讀。① 2002 年六月，因執行蔣基會與俄羅斯科學院的合作計畫，承蒙俄羅斯科學院東

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的同意，我在索羅寧（K. J. Solonin）的協助下，赴俄取經。 
我所閱看的《尊勝經》，包括傅圖的藏本與聖彼得堡的收藏。2002 年我在聖彼得堡看到三個文本：

Tang. 109 之 No. 3707、No. 4078、No. 6796 (6821)；今年（2006）再申閱原繫屬 Tang. 109 之 No. 6909
及 No. 7592，館員調出來三件，No. 7592 有副編號 No. 4078，並且分開 a 和 b 兩件。因此，我所看到

的聖彼得堡收藏《尊勝經》，應該算六件。從裝訂形式、版本、內容的比較，我認為，應該都是重刻

的同本同譯文本；當中的 No. 4078、No. 6796 (6821)、No. 7592a (4078)，與《聖觀自在大悲心惣持功

能依經錄》合刊，是為合刻本。② 將聖彼得堡藏本與傅圖藏本互相印證，傅圖藏本應為西夏民間重刻

單行本。換句話說，目前我所看到的西夏語譯《尊勝經》，單純是同本同譯，沒有異本異譯的問題。 
§ 1. 2 聖彼得堡收藏同本同譯的幾個文本 
No. 3707 為刻本線裝書，總廿二頁，大致一頁五行、長行經文一行十五個字。由於沒有經題和傳、

譯註記，若非裝訂線上欄有西夏文 壁 吧 t|sjiw2 pj_u1“頂尊”二字，乍看未必能肯定即為《尊勝經》。

細繹文字內容，估計開頭至少失落三頁經文，其餘可以肯定是《尊勝經》的內容；起本釋文第 17 行

第七個字，至 128 行止，最後一頁以手寫字補上包括後置經題（131 行，但漏寫 痳 ™jiij1“持”字）及

另外兩行文字（即 129、130 兩行），則完全可以承接上一頁的經文，同時也就保證這一件確實為《尊

勝經》。 
No. 4078 為僅存廿一個摺頁的刻本。這個本子至少包含兩部經，原來很可能是經摺裝；但已經後

來重新拼裝，摺頁次第是錯的。前面十摺應屬西夏語譯《聖觀自在大悲心惣持功能依經錄》，
③
 但開

頭經文、咒語已經殘缺。十一、十二兩摺是線條稚拙的佛像畫，十三摺起才是《尊勝經》經題和傳、

譯註記；十四至十五摺為《尊勝經》之「啟請」以下經文，大致一摺七行、一行十三個字。十六至廿

一摺分明是對音的咒語，但首尾不全；可以肯定不是「尊勝陀羅尼」，應該是「大悲心陀羅尼」。④ 
今年（2006）看到的 No. 7592a (4078)，確實與 2002 年所見的 No. 4078 極其相似。兩件併作一件，

《尊勝經》部分可詳下文說明。「大悲心」的部分，大體一摺七行，長行經文一行十四個字。第一摺

第一行至三行是對音咒語，是相當於漢語對音咒語末尾之「（磨殢薩咄）也∕麻訶薩咄也∕……」，第

四行起是接下去的 妞  矗  鈿  狁  珊  滑檮  變  屨  懦  顎  圳  痳  □ t|shj•1zjo2 |sj•j2 bioo1 ™jij1 dzju2 po1 kjir1 tj•j1 

sjij2 thj•2 zji2 ™jiij1“爾時聖觀自在菩提勇識此總持”，
⑤
 及以後之長行經文、分句偈頌，第九摺第六行

是後置經題，後面留空一行。第十摺的七行、一行十三個字（最後一行止有六個字），隸屬「大悲心」

也沒有問題；但內容並不與經文銜接，卻是類似官府衙門的告示文字，姑且名之為「有司贖經」。我

將這一段文字，納入「釋文」（§ 2.4）。十六至廿一摺的對音咒語，起自「（ 引 ）兮∕你 干達兮

                                                        
① 第一次接觸到這批西夏文獻的驚奇，已經寫成〈史語所藏西夏文佛經殘本初探〉，收在《古今論衡》第六期。

並請參考 2005a 我對傅圖收藏《尊勝經》的簡介。 
② 所謂「合刻本」，對傅圖的「單行本」而言，可詳下文說明。 
③ 參看 23 頁注①。這個標題，用的也是 TK164, 165 相應漢文本的經題。其中西夏文的 珊 滑 ™jij1 dzju2「自在」，

漢語翻譯有時作「自主」，如西田 1977 就是（1977：-53-）。這部份的經文西夏文本標題的用字，如《尊勝經》，只是

將「勝相頂尊」換成「聖觀自在大悲心」。以下行文，《聖觀自在大悲心惣持功能依經錄》一概省稱為「大悲心」。 
④ 根據克恰諾夫 1999，No. 4078 與 No. 7592a 應為兩件，因為紙頁長寬有別。參看 23 頁注①、本頁注③。這裡

的「大悲心陀羅尼」，用指「大悲心」中的咒語部分，純屬猜測。根據聖彼得堡 1963 的收藏目錄，另有 Tang. 328「大

悲心總持」、Tang. 329「大悲心陀羅尼經」；及斯坦因的收藏品也有「大悲心真言」。沒有經過仔細比對，我不敢說這些

文本都是來自與《大正藏‧No. 1060‧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同一原型的異譯文本（參

看西田 1977：19, 53）。 
⑤ 最後一個字□，原件作 ，可能是刻錯字；推測，應該是 鍍 tshjiij1“說”。這一摺起首相當於漢譯本 TK164-(24-11)

或 TK165-(20-8)之倒數第五行最後一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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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末遏斡帝∕啊 也（二合）」，下缺失一行，正好銜接第一摺的咒語。① 
No. 6796 (6821)，為刻本線裝書，殘存灰藍的絲綢封面，及內頁計廿四頁。裝訂線上欄有經題簡

稱，下欄有頁次編碼。頭兩頁裝訂線上的經題簡稱為 棒  盃  tha2 wjuu1「大悲」、頁次編碼為 蚩  流 ©_a2 
nj••1「十二」，內容起《大悲心》分行偈語的最後九行。第三頁裝訂線上的經題已經換成 壁  吧 t |sjiw2 
pj_u1「頂尊」，但是開頭三行仍為《大悲心》，是接續第二頁的最後兩行經文，及後置經題；留空一行

之後，才是《尊勝經》的梵、夏文經題。第四頁先有高下參差的《尊勝經》傳、譯註記，然後是「啟

請」以下經文。以下，五至十八頁肯定是《尊勝經》連貫的經文；十九頁前三行也屬於《尊勝經》，

第三行正是後置的經題；第四行以下至廿四頁止，整個是所謂「御製後序發願文」。大致上這一件《尊

勝經》，一頁總九行、一行十二個字。 

這一件的特色是後綴的「發願文」，我做成釋文（§ 2.3）。這裡先作一點簡單的說明：《尊勝經》

第十九頁與第二十頁，頁次編碼固然連貫，兩頁之間的上欄經題是 棒  盃  tha2 wjuu1「大悲」；《尊勝經》

後置經題之後的文字，先是分寫三行的所謂「御製聖觀自在大悲心總持并勝相頂尊總持後序發願文」，
②
 

然後才是和前頭《大悲心》經文一樣、一行十四個字的「發願文」。最後四頁，裝訂線上欄作 唧  誌  k _u1 

bu1「後序」，內容是接續第二十頁的「發願文」。「發願文」最後三行為記年，作 朹  戮  嶄   ║ 裟  隅  
³wúr1 lj_ij1 tshji1 phio2 ©u1 kjiw1“天盛己巳元年”、然後是西夏仁宗著名的尊號 臺  呈  噥  娘  鑿  連  拗  蛻  雉  
塘  鈿  樣  損  拾  ∣ 蔣  瑩  蠅  佣  韌  綱  朹  賽  tshjwu1 bju1 t|sja1 d|zju1 ©_a1 |sja2 ™jw•r2 d|zjwow1 nj_a1 rj•j2 |sj•j2 sjij2 

wo2 dzj•j2 dow1 -- zjij1 ³wej2 thjoo1 bjuu1 ³wúr1 dzjw•1「奉天顯道耀文宣武神謀睿智制義去邪惇睦懿恭皇

帝」；末了，空一格還有 勾  氐  dzj•1 mjii1「恭施」二字。
③

 

No. 6909 應為刻本經摺裝，天地單線欄，僅存三摺，一摺六行，大體一行十四個字。前十六行，

起傅圖藏本之第 115 至 130 行，第十七行也相當於 131 行，即《尊勝經》之後置經題；但是，最後一

行只有 跨  疙  sjij1 mji1“今聞”兩字。
④ 

N0. 7592a (4078) 應為天地單線欄的刻本經摺裝，存廿一個摺頁，頁次、內容和 No. 4078 幾乎完

全一樣，但文字、佛畫線條和版式似稍有差異。「大悲心」的部分，已見上述說明，不再重複。這裡

只說明《尊勝經》的部份。 
十三至十五摺為《尊勝經》，第十三摺相當於傅圖藏本 001 至 007 行，正是《尊勝經》經題及傳

者、譯者功名姓氏；十四、十五兩摺相當於傅圖藏本起 008 行至 020 行之 羿  tsej2 的經文；大體也是

一摺七行，一行十三個字。這一件（No. 7592a、4078）的特色，除了前述所說，後綴「有司贖經」文

字之外。西夏字體的形相，其實頗具特色：有不少錯、漏字。例如第十三摺第一行《尊勝經》的梵文

經題，有以 顎  thj•2 對梵文 ma 音者（相當的漢字為「麻」，即傅圖版的 00111 之 奘  mja2），第七行漏

刻 碟  呈  zur2 bju1“奉勅”兩字（相當於傅圖版的 00717, -18）；及許多貌似西夏字、實非西夏字的方

塊字。似乎刻工只是依樣畫葫蘆，其實不認得正確的書寫字體。
⑤
 

                                                        
① 相當於漢譯本自 TK164-(24-9)或 TK165-(20-6)之第九行第五個字，至 TK164-(24-11)或 TK165-(20-8)之倒數第

六行最後一個「啊」字前。 
② 同上頁注③，漢譯使用 TK164, 165 相應漢文本的文字。其實，就此一標題而言，西夏文與對應的漢文，除了

詞序略有不同之外，語義也是一一對應的。 
③ (1) 本文若非行文說明，一律以「∥」表記西夏文本行間的空格；若有必要，則以「∣」表記分行。(2) 按西

夏語的「恭施」，漢語翻譯或作「謹施」。(3) 其實，這樣極端漢語思維的尊號，適用任何英明天子。我曾比對了幾件

西夏語譯佛經，經題後都有文義相當、但用字稍有差異的「御校」題記（2001：21-23）。雖然已知漢文本的《觀彌勒

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發願文最後便有「奉天顯道耀文宣武神謀睿智制義去邪惇睦懿恭皇帝」，而且前有「乾佑己酉二十

年」（1189）的記年（史金波 1988：239），我還不能很肯定這些文字必然是西夏仁宗的尊號。現在 TK164, 165 的漢文

「發願文」既然和這一件的西夏文完全相應，我們大致可以肯定這些文字確實是仁宗的尊號。 
④ 很可惜，似乎原來後面還有經末附綴文。「經末附綴文」與「發願文」的價值大概不相上下，通常反映了經書

流傳的歷史訊息。如果又是以西夏文書寫的，想必別有文化意義。 
⑤ 為了檢索方便，我給經文用到的每一個西夏字編號。如 00111，前三碼是「行」號、後二碼是每行的字號。至

於錯字，可參看 24 頁注⑤；其餘部分錯、漏字，「釋文」§ 2.2、§ 2.3，或隨文注出；§ 2.4 則以造字的辦法，模擬原件

上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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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7592b (4078)原來應該也是天地單線欄的刻本經摺裝，現僅存失次的三個頁片。一頁六行，總

十八行，相當於傅圖版的 001-018 行，當然是《尊勝經》無疑。但是，這一件與 No.7592a 應該不是

同一刻本。因為這一件大寫字一整行通常十四個字，而 No. 7529a 的《尊勝經》文一行僅十三個字。 

以上，在涅瓦河畔，我看到的是《尊勝經》西夏語同本同譯的五或六個不同刻本，已經夠編個故事了。

配合史實，已知西夏法典《天盛改舊新定律令》明定，非漢族的西夏人民取得僧侶資格的必備條件之

一，能夠誦讀《尊勝經》。
① 既然都有西夏仁宗（1139-1193）「天盛」的年號，則根據 No. 6796 (6821)，

傳世的西夏語譯《尊勝經》，可能是崇宗（1086-1138）晚期、或仁宗初期才由四名僧侶共同翻譯定稿

的。仁宗並且將《尊勝經》與《大悲心》合在一起刻印，在他執政的第十一年（1149，天盛己巳元年）

為這個合刻本寫了發願文，以「番漢一萬五千卷」普施臣民，發願迴向前朝的崇宗。
② 

§ 1. 3 傅圖收藏的西夏民間重刻之西夏語譯《尊勝經》單行本 
傅圖收藏的《尊勝經》西夏文本，是刻工精美的經摺裝，可能也是現存唯一經文首尾完整的西夏

文單行本。計廿六摺，經前有兩摺佛像畫，第三摺依序是梵文經題、西夏文經題、傳者功名姓氏；第

四摺第一行是譯者功名姓氏，然後才是經文。最後一摺有記年 朹  頰 捷 儐  匚 隅³wúr1 ljwu2 bji1 we1 s_o1 

kjiw1 “天慶丙辰三年”，
③ 及發願刻經、助印人姓名。大體上，一摺六行、總一四四行，大致長行經

文一行十四字；經末附綴文一行十七字，即本釋文（§. 2.1）之 132-144 行。 
前述《尊勝經》西夏譯本定稿的年代推測（§. 1.2），如果不是太離譜。在仁宗以合刻本普施臣民

前後，應該有《尊勝經》的單行本流傳民間。因為根據傅圖藏本經末附綴文的文字，西夏仁宗歿後不

久、桓宗天慶丙辰三年（1196），民間信眾因為追念仁宗，集資重刻《尊勝經》，以之迴向仁宗。當初

民間重刻的西夏文單行本《尊勝經》，七百多年（1930）之後，其中一本成為傅圖的收藏品。 
我認為傅圖藏本是民間重刻的單行本，有很顯然的理由。（一）傅圖藏本最後一摺所記施經、筆

錄、雕刻人名，都沒有最起碼的功名。（二）傅圖藏本後置經題之後不是聖彼得堡 No. 6796 (6821)合
刻本的「御製後序發願文」，而是一行十七個字的經末附綴文；很簡潔的稱揚了《尊勝經》「遇影占塵」

的神妙威力，
④ 似無一語及於「大悲心」。相對的，合刻本的「御製後序發願文」則很明確的以《大

悲心》與《尊勝經》並稱。（三）傅圖藏本上述兩項文字與經文之間可謂一體成型，紙張、版式、字

體並無兩樣，而且毫無黏貼的痕跡。（四）比對本體經文，傅圖藏本與前述聖彼得堡藏本，肯定是同

本同譯；甚至經前的佛像畫，與聖彼得堡的 No. 4078、7592a，無疑也來自同一原型。但是傅圖藏本

一行十四個字，聖彼得堡諸文本無一全然相同者；若論版式之齊整、文字圖像刻工之精美，則聖彼得

堡數個藏本都遠不及傅圖藏本。 
推想，聖彼得堡藏本是在傅圖藏本之後，在邊地一再重刻的。從文字形體看，諸文本似乎也沒有

重印（或翻印）的關係；其中 No. 3707, 4078, 7592a，不排除可能係活字版、而不是雕版印刷。
⑤ 

§ 1. 4 西夏傳奇，夏漢兩譯《勝相頂尊惣持功能依經錄》 
西夏語譯《尊勝經》的經題作 壁 吧 銜  釙 圳  痳 菠  矓 吭 呈  蚌 t |sjiw2 pj_u1 ™jij1 buu2 zji2 ™jiij1 rjijr2 ™ioow1 

lwúr2 bju1 |sioo1，上半部的 壁 吧 銜  釙 圳 痳，直譯是“頂尊相勝總持”，顯然正好與對音的梵文經題

前十二個西夏字 努 燈 抵 庉  粳 琍  蓉 肇 奘  愉 貍  抵  ™wu- |sj•1 nji2 |sja1 bji2 dzja1 ™ja2 nja1 mja2相當，就是梵

文的 u ÜsÜnÑ”Üsa-vijaya-nÑama-dharaÜnÑ”，也相當於漢譯佛經之「佛頂尊勝陀羅尼」。起初，我不能明白，西

夏文經題為什麼還有下半部的 菠 矓 吭 呈  蚌“功德經韻集”，梵文經題也還有十八個對音西夏字？西

                                                        
① 西夏《天盛改舊新定律令》11.9.1，見《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八冊第 245 頁之下。《律令》並無漢族人必讀《尊

勝經》的規定；但是，既然有 TK164, 165 的漢文本，說明河西地區的漢人可能也普遍誦持《尊勝經》。 
② 學者大致同意，西夏時代可以分成前、中、晚三期；中期之佛經翻譯，格局與取向有明顯的不同。而整個西夏

中期，幾乎就與仁宗執政的時間相當。 
③「天慶」是西夏桓宗的年號，丙辰三年，當南宋寧宗慶元二年、公元 1196 年。 
④ 這裡的「遇影占塵」，直接擷取 TK 164, 165 漢文本「御製後序發願文」的措辭用字。 
⑤ 關於西夏的印刷技術，我所知有限，也缺乏實物的辨識經驗。有興趣的讀者請參考史金波、雅森‧吾守爾 2000；

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也有實物展示，可供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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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文的經題，為什麼會稱「呈  蚌“韻集”」？西田龍雄先生認定西夏譯本翻譯自漢文本（1977：24），

不論西田先生的根據是什麼，西夏文本顯然比起《大正藏》收錄的漢譯各本《尊勝經》都來得短小；

而且，如果這部西夏譯經與漢譯各本《尊勝經》來自相同的原型，漢譯本一致的「善住天子」，為什

麼西夏譯本是 掬 窗 瘦  |zj•r1 gjw•1 lwo2“實-堅固”（相當的漢文本則作「至堅」）？我由西夏語嘗試

復原的對音咒語，為什麼斷斷續續總有好些個音節，就是與漢譯各本對不起來？
①
 

2003 年冬天，專注西夏譯經歷史的松澤博先生送來一件了不起的禮物，他在語言所的「西夏語

文研討會」宣讀論文前，很明確的告知聖彼得堡收藏的黑水城文獻另有漢文本的《尊勝經》，經題作

《勝相頂尊惣持功能依經錄》。我趕緊將黑水城出土的漢文本找來，這個漢文本果然不同於《大正藏》

漢譯各本《尊勝經》，自然經題也不必雷同。逐字比對的結果，這個漢文本與傅圖藏西夏文本只是語

言有別，敘事文本則完全相應；除了漢文本是合刻本、有如聖彼得堡 No.6796 (6821)的「御製後序

發願文」，傅圖本是單行本、只有經末附綴文。 

原來我患了語言學的偏見，將西夏文經題倒數第二個字 呈 bju1 只作「韻」讀，因為西夏文的《文

海寶韻》《五聲切韻》的「韻」都寫同一個字。竟忘了這個字還作後置詞解，西夏文經題的下半部其

實應該讀如「功能依經錄」，和「押韻」或「韻文」可以沒有關係。西夏語的 吭 呈 lwúr2 bju1“依經”

正是梵文經題中的 sÑutrata-sa ÔmÜni-，西夏語後置詞的 呈 bju1「依」實有“依止、依傍”的語義。於是，

西夏文經題就應該用《勝相頂尊總持功能依經錄》；若換成漢語白話，則近乎「集錄《佛頂尊勝陀羅

尼經》的籍冊」。
②
 就文本內容而言，儘管西夏地區流傳的兩個文本之敘事情節，顯然與《大正藏》

漢譯各本《尊勝經》來自共同的原型；西夏文本並非直接翻譯自哪個漢譯本，而是與相應漢文本同步、

由別本翻譯的結果。既然如此，內容小有出入，文字有簡潔直述、與敷衍鋪陳之別，應該都是可以接

受的事實。這個事實同時也說明了，為什麼這部西夏譯經要由 鵲 deej1“傳”與 倆 lhej2“譯”兩組人

合力完成。「傳」者可能是來自西域的講經大德、負責語言口述，「譯」者則為本國人士，負責文字書

寫。
③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對音陀羅尼。《大正藏》收錄的漢譯對音「尊勝陀羅尼」，有十多種；為了追

求盡可能回歸梵音，不同的譯者在用字、側寫注音、句讀各方面都會有所差異。流傳西夏故地的漢文

本「尊勝陀羅尼」自不例外；而且不僅是多了一件漢語的「尊勝陀羅尼」，這個文本對音的內容也顯

得與眾不同。如果西夏地區流傳的夏漢兩個譯本是由別本同步翻譯的結果，我會期望兩種譯本固然語

言有別，對音的音節數應該是相應的。經過完整的解讀、比對，事實正是如此。這個事實再一次說明，

西夏語譯《尊勝經》與《大正藏》的漢譯本，不僅語言不同，根本就是異本異譯。 

                                                        
    ① 參看 23 页注①。我所比對的異譯本，包括《大正藏》第 974 號 A、B、C、D、E五件陀羅尼之對音注義。現在

我當然可以很肯定的宣稱，西夏語譯《尊勝經》不是根據任何入《藏》漢譯本翻譯的結果。從某個角度看，漢語與西

夏語的書寫系統都不能直接表音，單音節詞拼寫多音節詞彙，總會有音節結構限制導致的音段切割不盡一致。因此，

對音的復原有許多複雜的變數；所謂「對不起來」，我是從總體的趨勢作的考量。 
    ② 西夏文字語義的分析過嫌繁瑣，不是本文寫作的主要目的，將另有專文討論。簡單的說，西夏語的 菠  矓 rjijr2 
™ioow1“功德”作「功能」解，毫無問題；漢語佛經的「功能」，有時是「種子」的異名，取義「種子」有生果之「功

能」；而密教以「種子」表示佛、菩薩等諸尊所說真言之梵字。另外，漢語的「錄」也有如西夏語之 蚌  |sioo1“集、彙

編”的語義。另一個考慮，也許這兩個譯本之西夏語的 蚌  |sioo1「集」或漢語的「錄」，也有可能取義“籍冊”。至

於西夏語的 銜  釙  ™jij1 buu2，相當的漢譯作「勝相」、或如當代學人多讀為「相勝」，牽涉到夏漢兩個語言語法體系的差

異；這個問題和西夏語韻書 胱  伭  ©i _e2 lew2《同音》，有人稱為《音同》，是一樣的道理。 
    ③ 具體的事實也許還更複雜。而且我們留意到，根據註記，負責傳講這部經的人都是封號 泯  噬  楝  ©iwej1 nej2 dzjo2

“ 乃將”的沙門 琍  蓉  崇  肇  遽  dzja1 ™ja2 ™a- nja2 djaa1“拶也阿難捺”；但是漢文本的「譯」者與西夏文本的「譯」者，

卻是不同的兩個人（西夏語的 妍  羈  歪  t |sjiw1 |zj•r2 ³jow2，不論音或義都對不來「鮮卑寶源」）。顯見當時的西夏是多民

族的國度，操不同語言的人負責不同文本的譯寫校改。這裡暫時用史金波 1991 的辦法，將 泯  噬  楝  ©iwej1 nej2 dzjo2

“ 乃將”視為沙門 琍  蓉  崇  肇  遽  dzja1 ™ja2 ™a- nja2 djaa1“拶也阿難捺”的品秩封號，但是不用義譯的辦法。理由是西

夏語的 噬  楝  nej2 dzjo2，史先生給的義譯是「能式」，松澤 2003 給的是「安式」；漢語的「能式」顯然不等於「安式」，

不如就用西夏人自己認可的音譯「 乃將」。事實上，西夏字 泯  ©iwej1是否對譯漢語的「賜」，已不能無疑；「 乃將」

是不是「品秩封號」，一樣有問題。因為，按照所謂的「官階封號表」，噬  楝  nej2 dzjo2屬下品（第九位）、不冠 泯  ©iwej1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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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將當年解居庸關西夏刻文（林 2002）的結果找出來，進一步證實，這個《尊勝經》西夏譯

本正是「尊勝陀羅尼」傳承系譜中失落的一個環節。因為這個西夏譯本「尊勝陀羅尼」，和居庸關東

壁西夏大字，除了居庸關刻文多了最後的附加咒文之外，兩者用字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①
 當年日本學

者研究「居庸關本」陀羅尼，稱其來自「不明原本」（村田 1955：214-9）。現在，西夏語譯《尊勝經》

是十二世紀的譯本，居庸關刻石完成於十四世紀，我們可以很肯定的將西夏語譯《尊勝經》的陀羅尼

部分作為「居庸關本」的前身了。至少，居庸關的西夏刻文，確實有「西夏時代流傳下來的紙本佛典

前身」（林 2002：576），這個前身與唐代諸漢譯本顯然有別。 

史載，李元昊繼位、稱帝之前，西夏王室已經向宋朝要求，到當時的佛教中心五臺山朝拜；宋仁

宗天聖八年（1031）並正式向宋朝求賜佛經。及元昊繼位，宋景祐元年（1035）再一次向宋朝求賜佛

經，宋寶元元年（1038）則上表章要求到五臺山供養佛寶。這些舉措，固然擺脫不了政治、軍事的考

慮，仍然記錄了西夏翻譯佛經與漢譯佛經的淵源。漢譯《尊勝經》在唐代已經有八個漢譯本，我很難

想像，既已取得漢語的大藏經，何以不從漢譯本再譯？不僅不從漢譯本再譯，索性從別本夏漢同步重

譯？
②
 

現在，我常常存念，要有怎樣的社會、經濟條件，才能支撐西夏的造紙、雕刻、印刷技術，並產

製大量的紙本書籍？要有怎樣的知識、文化的自信，才能不以模仿學習為已足，堅定的開創屬於本民

族的經典傳承？從而承擔如此勞心勞力的浩大工程？統治階層有意的以宗教信仰教化黎民，是人類社

會普遍的現象。想像中「點集不逾歲，征戰不虛月」的時空中，誦持「尊勝陀羅尼」，縱可消除罪業、

免受地獄惡道之苦，究竟不是現世的利得；是怎樣的心靈意識、何等的信念，能令苦難中的凡夫俗子

發願刻經施經？當然，這只是我帶著漢人歷史的想像。至少還可以有另一種想像：歷史上的遼夏金，

唯有西夏留給後人這麼美麗的文字、這麼多的文獻，難道不足以媲美人類歷史上的任何高度文明？ 

    § 1. 5 結語：文物投影歷史 
文物無言，卻提供歷史拼圖，可與相關的歷史文獻紀錄互相印證、發明。西夏故地流傳夏漢兩譯

《尊勝經》，至少提供我們推論幾個具體的歷史事實： 

（一）西夏時代的佛經翻譯傳布，應該遠比已往的想像來得細膩複雜。西夏時代是否真有完整的

西夏文大藏經，可能還有待考證；西夏時代重刻漢譯佛經，至少有《法華經》（相關討論，請參考林

2006b）。而且，現在我已經可以很肯定，西夏時代夏漢同步重譯的佛經，
③
《尊勝經》（與「大悲心」）

不是唯一的一部。西夏地區流傳的《真實名經》也是夏漢同步翻譯的，漢譯本後來並且入《藏》，《大

正藏》所收釋智漢譯本，應該也是西夏時代西夏地區的漢文《真實名經》翻譯本（林 2006a）。西夏

中晚期的佛教形態，藏傳佛教當然是重要的影響因素。然而，我們必須承認，西夏人學習、模仿中國

文化精華的同時，難道不會有展現自我創造的企圖心？ 

（二）既然，十二世紀的西夏語譯《尊勝經》對音陀羅尼之用字，與完成於十四世紀居庸關東壁

西夏大字「尊勝陀羅尼」的用字，幾乎是一模一樣的。我們可以說，「居庸關本」陀羅尼不再是「不

明原本」；西夏語譯《尊勝經》的陀羅尼部分，顯然正是「居庸關本」的前身。而且，不僅居庸關的

西夏刻文，確實有「西夏時代流傳下來的紙本佛典前身」；十二世紀的西夏語譯《尊勝經》的原本，

                                                        
① 現存居庸關西夏刻文拓片都已殘損，我所以說「幾乎一模一樣」，是指，我經過梵夏對音規律推論復原的結果，

與西夏語譯《尊勝經》用字只有很少的出入。西夏語譯《尊勝經》陀羅尼部分保存相當完整，尤其是聖彼得堡的 No. 6796 

(6821)每個字都很清楚。這個比對的結果，間接證明了我 2002 復原居庸關刻文的信度。 
② 關於唐代中國的「尊勝陀羅尼」信仰，及唐代中國佛教對西夏的影響，請參看劉淑芬 1996，Solonin 2000。

及索羅寧推想，唐代以來在中國西北形成的佛教宗派，也許才是型塑西夏時代佛教信仰特色的根源（個人談話，及研

討會 2006, 11/03 的發言）。 
③ 所謂「同步」，我只是泛說，不指涉嚴謹的物理時間。我以為，綜觀西夏文本的完整解讀，對譯的漢譯本暫時

只能說是聖彼得堡收藏的 TK164、TK165。從比較語言學的角度看，很難排除 TK164、TK165 是根據西夏文本再翻譯的

漢文本，即先有西夏文本才有漢文本。換言之，西夏文本的翻譯底本是尚待解決的問題。而問題的解決，不只有待累

積西夏語佛教經典文本的充分解讀，我們需要增進西夏譯經史、西夏社會思想、文化的認知。我期望，未來關於「西

夏譯經史、西夏社會思想、文化」的討論，應該要以嚴謹的推論程序，提供可以印證、或證反的事實，以為公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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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就是「居庸關本」陀羅尼所根據的原本之一。這當中，我們隱約看到，西夏的佛教也曾經是整個

東亞佛教的推手。 

（三）西夏譯經，固然是國營事業；禮佛、好佛的仁宗自己就是助印施經人，宗教信仰似乎一樣

是國家事業。可能也是仁宗起的帶頭作用，將《尊勝經》與《大悲心》合訂為一部經；經典的選擇，

顯然有明確的目的意識。上德若風，下應猶草。平民百姓，個人若不足以刻經施經，不妨集眾力；甚

至動手抄經（如聖彼得堡藏本 No. 3707 最後一紙的抄寫），一樣也能補缺。尤其傅圖藏本經末附綴的

文字，並非聖彼得堡藏本的「御製後序發願文」；西夏文寫的「發願文」不多，不是掛名帝王家的「發

願文」更為罕見。而傅圖藏本之「經末附綴文」、及聖彼得堡藏 No. 4078, 7592a 之「有司贖經」文

字，就其反映西夏佛教史的某一個側面，其意義更不言可喻。 

（四）根據河北保定出土明弘治十五年（1502）的西夏文石幢，可知西夏文字在滅國之後還繼續

使用；學者因此推論，十六世紀初還有能解西夏文的人，陳寅恪就推想「明代尚有通解西夏文的人」

（相關說明，請參看林 2002）。現在由聖彼得堡 No. 4078, 7592a 之有錯、漏字，及許多形貌相似其

實非是的西夏字看來，我以為刻經的人可能只是照著前代的文本複刻，其實不識西夏字。《尊勝經》

不是唯一的例子，《真實名經》的 No. 728 也有類似的狀況（林 2006a）。黑水城出土文獻已然如此，

推論明代尚有通解西夏文的人，恐怕是過於樂觀了。書寫系統本是語言的載體，文字可以長時間保存，

聲音卻不免隨風消失；文字因此別有一種神秘的文化魅力，方塊文字又是線條藝術。我以為，即使再

也沒有人能說西夏語了，無礙有人以摹寫、繼續傳抄翻刻西夏文字。操弄者可能源於敬畏文化、及對

線條藝術的賞愛；並不真的能解讀方塊西夏字的語言涵義，甚至連字形線條的分辨度也不是很理想。 

 
貳、《尊勝經》釋文 

§ 2.1. 釋文說明 
這個「釋文」總 201 行，分三個部分：§ 2.2 主要是傅圖藏本的全部內容，聖彼得堡藏本只作為

文字辨識、勘定的參考，編號至 144 行。§ 2.3 是聖彼得堡藏本 No. 6796 (6821)的「御製後序發願文」，

自 145 行起編，至 194 行。§ 2.4 為聖彼得堡藏本 No.4078, 7592a (4078)之「有司贖經」文字，自 195
行起編，至 201 行。 

「釋文」，一概以四行一組呈現。傅圖藏本之經末附綴文一行有十七個字、及經文本身時或遷就

擬音佔據較多空格，遷就打字排版，故折成兩段。若無可供對照的漢文，有些可試譯則試譯，否則省

去第四行。聖彼得堡藏本 No.6796 (6821)之「御製後序發願文」，以 TK164, -5 相當的漢語為第四行；

用□表示缺對注漢語，及無法確定之漢文或對注漢字。若聖彼得堡藏本之「有司贖經」文字，亦無可

供對照之漢文，以文字短小，故全文試譯。 

「釋文」第一行照錄西夏譯文，以「║」表記原文的行間空格；遇有無法辨識之西夏字，以□表

示。 

第二行是西夏字擬音，用的是龔煌城先生的西夏語系統擬音。 

第三行是西夏語的對注漢字，但以「△」表示詞頭、「-▽」表示後綴、[XX]表示義譯經文中的對

音用字，及漢字下加底線者表示對注漢字與西夏語並非字字直譯的關係；咒語的對音漢字，不用角括

號，直接用 TK164, -5 的漢字。 

第四行的對譯漢文，為與西夏時代同步翻譯之漢文本《尊勝經》、及「御製後序發願文」相當之

漢文；咒語部分為相當的梵文，用居庸關「尊勝陀羅尼」（1955）的轉寫梵文。必要時加附註，但省

去繁瑣的語法分析，只略說簡單的「釋文」考慮。本文使用對照的漢文本《尊勝經》，並無可供參考

的現代標點；我所以能嘗試斷句，其實是參考了西夏文本。倘若有難以確定的地方，必要時，隨文加

註以唐代義淨譯本相當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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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傅圖本《尊勝經》全文 

001. 卿   迴 ∥努 燈 抵 庉 ∥粳 琍 蓉 ∥肇 奘 ∥ 
 xiw~a1 ³uu³1  ™wu- |sj•1 nji2  |sja1    bji2 dzja1 ™ja2   nja2 mja1  
 梵    言   [烏  實  祢  舍    覔    夜    捺  麻   

 梵    言   uÜsÜnī Üsa-             vijaya-         nÑama-     

002. 愉 貍 抵 ∥崇  班  庉 犧 醒 ∥醒 休 羲 ∥恆  
 dja2 rjar1 nji2    ™a-  nju1  |sja1 bji1  sja1    sja1 xji1  tja1    sju2  
 捺  囉  祢    啊  寧六  切身 蟾      薩    薩  兮  怛   須引 

 dhÑara Ünī-        Ñarya-     jaÔmsa-          |sÑasta-       sÑu- ①     

003. 鍊  貍  羲 ∥醒 犧 ∥紕 球 休 羲 ∥ 
 tj•1  rjar1   tja1   sja1 bji1    gj••1 rjir1 xji1 tja1 
   囉二合引 怛    三         哩  兮  怛] 

 -trata-           saÔmÜni-     likhita ② 

004. 隘  迴  壁 吧  銜 釙 圳 痳 菠  矓  吭 呈 蚌 ∥ 
 mji2 ³uu³1 t|sjiw2 pj_u1  ™jij1  buu2 zji2 ™jiij1 rjijr2 ™ioow1 lwúr2 bju1 |sioo1   
 番   言   頂   尊  相  勝  總  持  功   能    經  依  錄 

 此云勝相頂尊惣持功能依經錄 
③
 

005. 出 彌 棒 租 縐 羲 剛 挽 且 伻  開  矓  沉 蔑 泯  噬 楝 併  
 lji-  mú1 tha2  p~a1 bjii2  tja1 ³wú1 bju1 lhj_ij2dzjiij2t|shja2™ioow1 rjar1 t|sj•j1©iwej1 nej2 dzjo2 |sia1 
 西  天  大  [般  弥  怛]五  明  國  師   功   德   司  正  [   乃  將] 沙 

                                                        
① (1) 漢文本的「寧六」是一個方塊字，可能相當於《真實名經》的「 」，對西夏語的囧 dju-  Ñ按漢字對西夏音

有時 n-~d-不分，如本經既以「捺」對 肇 nja1、又以「捺」對 愉 dja2。(2) 對音術語「切身」作雙排小書，以下凡兩

個以上之小寫移下字，均作雙排，不另外說明。「切身」我原排作「身切」，承蒙孫伯君提醒，今改。凡應該自右至左

讀的雙排小字，若有改之不盡者，還是我個人的疏忽。(3) 西夏語的 庉 犧 śja1bji1、漢字「蟾」、都對梵音的 ja Ôm，小

寫的 犧 bji1相當於「蟾」的鼻音韻尾、漢語古音 *-m，應該可以對當梵音的 - Ôm。平行的例子可看下文的 醒 犧 sja1 bji1

對漢字「三」、梵音 sa Ôm，西夏語的 犧 bji1也是相當於漢語的 *-m、梵音的 - Ôm。 
    ② (1) 頭三行為梵文經題之西夏語對音。梵文經題，採用松澤博 2003 的轉寫。按梵語之 uÜsÜnÑ”Üsa-vijaya-dharaÜnÑ”，
漢譯不妨是「佛頂尊勝陀羅尼」。不過，這部西夏文本（及 TK164, -5 的漢文本）用的完整梵文經題卻不只如此，而

是 uÜsÜnÑ”Üsa-vijaya-nÑama-dharaÜnÑ”-Ñarya-jaÔmsa- |sÑasta-sÑutrata-saÔmÜni-likhita。其中西夏語的 紕 球 休 羲 gj••1 rjir1 xji1 tja1、漢語的

「 哩兮怛」，雖然一一對應；和梵文的 likhita，卻不是好的對音。(2) 就經題對音的關係看，西夏文本似乎是從漢文

本翻譯的，或兩譯互為底本，因為夏漢照應井然。西田 1977 斷言本經譯自漢文本，也許正是從對音看的。不過，認可

西田的判斷是有條件的。其實，漢譯《尊勝經》——尤其是「陀羅尼」的部分——異譯本何其多？我看不出，究竟西

夏文本根據哪個漢譯本，但是可以肯定 TK164, 165 的文本，與西夏文本彼此對當。 
    ③ (1) 西夏語原則上是動詞居末位的語言，對照漢譯本，銜 釙 ™jij1 buu2讀「勝相」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今人著

錄本經經題似乎都作「相勝」（如西田 1977）。這個問題和西夏語韻書《同音》，胱 伭 ©i _e2 lew2，有人稱為《音同》，是

一樣的（參看 27 頁注②）。(2) 西夏文本的 吭 呈 蚌 lwúr2 bju1 |sioo1相當於漢文本的「依經錄」，其中西夏語的 呈 bju1

若對當「依」，是作後置詞解；而西夏語的 蚌 |sioo1，實有「集錄、纂輯」之義。西田 1977 的譯法作《頂尊相勝總持

功德經韻集》，是直譯西夏文經題（參看 23 頁注①-(2)）。其中，西夏語的 呈 bju1作「韻」解，如《文海寶韻》《五音

切韻》的「韻」。不過，就梵文經題考慮，梵文的 sa ÔmÜni 應即“依止”義；及西夏文本與漢文本的對應關係，似乎都以 

呈 bju1作後置詞解，較勝一籌。(3) 漢文本的「依經錄」，可能是從西夏文的 吭 呈 蚌 lwúr2 bju1 |sioo1再翻譯的結果。

漢語的「錄」對當西夏語的 蚌 |sioo1，是「錄」當有“合、聚、集、萃”義，或“簿籍、籍冊”之義。此外，東漢以

來漢譯佛經已經用「總持」——總攝憶持無量佛法而不忘失之念慧力，即這裡梵文經題的 dhÑara ÜnÑ” [陀羅尼] 的義譯；

漢語「總持」，對當的西夏語彙作 圳 痳 zji2 ™jiij1，西夏語譯《真實名經》也有相同的翻譯關係。(4) 005、006 兩行為

低一格小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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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竺大般弥怛五明顯密國師在家功德司正 乃將沙 
①
 

006. 易 琍 蓉 崇 肇 遽 ∥ 鵲 ∥ 
 m~e1 dzja1 ™ja2  ™a- nja2 djaa1     deej1 
 門  [拶  也  阿  難  捺]   傳 

 門拶也阿難捺傳。
②
 

007. 肥   娘  蝴  伻  開  矓 沉 湊  泯 飽 潑 併 易 妍 羈 歪 碟 呈 倆  
 dwuu2 d|zju1 tsjiir1 dzjiij2 t|shja2 ™ioow1 rjar1 bj_ij2 ©iwej1 ©ie2 lji1 |sia1 m~e1 t|sjiw1 |zj•r2 ³jow2 zur2 bju1 lhej2  
 密    顯  法   師  功   德  司  副 [  臥 耶]，沙  門 [周] 慧  海 勅  奉，譯 

 詮教法師番漢三學院兼偏袒提點 臥耶，沙門（鮮卑寶源）奉勅譯 
③
  

008. 挺  懣 夙  夙  柝  拯  簞 ∥○ 

 swew1sú1 ³owr2 ³owr2 ™jij1  t |sja1 tshwew1 
 明    滿  一   切   於  敬   禮  。 

 敬禮一切如來。 
④
 

009. 顎 怨 剃 楓 賑 禍 窄 斬 衷 匚 蚩 匚 彌 捩  
     thj•2 sju2 mjo1  ³a2  lj•1 dzj•j1 t|sj•1 dju1 dzj_ij1  s_o1  ©_a2   s_o1 mú1 rjur1 

 如  是  聞  -我 也。時  壞  有  渡   三 十  三  天  諸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三十三天、諸 
⑤
 

                                                        
    ① (1) 泯 噬 楝 ©iwej1 nej2 dzjo2可以對當漢文本 [ 乃將] 的語音，松澤博 2003 以「賜安式」對注，是用義譯的

辦法。但根據漢文本，「 乃將」應該是非漢族名譯音；西夏語的 泯 噬 楝 ©iwej1nej2 dzjo2應該也是對音，似不宜對注

以漢語似的命名。(2) 根據《掌中珠》284、363 以漢字「 」注西夏字 泯 ©iwej1之音，062 以「乃」注西夏字 噬 nej2

之音。漢字的「將」雖然是陽聲韻尾字，但西夏語是開音節的語言；西夏字 楝 dzjo2既可作漢字「族」的對音（李 1997），

對漢字「將」也說得過去。事實上，《類林》就以西夏字 勒 tsow2對漢字的「將」和「左」之音（龔 1991）。(3) 下文

007 行，漢文本的「 臥耶」顯然也是非漢族名對音。西夏文本的 泯 ©iwej1如上、可以對「 」之音，飽 潑 ©ie2 lji1

對「臥耶」之音，卻看似相遠；然而，古漢語的「臥」是疑母字（《廣韻》吾貨切）、對西夏語濁的喉音聲母 ©-，及漢

語的「耶」屬喻四聲母字（《廣韻》以遮切，又邪母的似嗟切）、對西夏語的流音聲母 l-，也許不經見，卻也不是無理

可說的。西夏語的 飽 潑 ©ie2 lji1有“益、榮”的語義是不錯的，所以松澤博將 泯 飽 潑 ©iwej1 ©ie2 lji1翻譯為「賜益榮」

（2003。可比較史金波 1991 作「益盛」；並參看 27 頁注③）。 
    ② 漢文本這一段經題後的註記，如西夏文本，也是小寫字體；但是，「傳」（005-6 行）在「譯」（007 行）之後。

我不敢說西夏文本前後對調，是否意謂著夏漢民族對地位排序有不同的觀點。值得注意的是，單就西夏文本而言，比

起一般註記贊助翻譯、校勘的皇室人名，本經的註記顯然不為歌功頌德，而是記實（林 2001，史金波 1988），則一正

一副，「傳」的職級似乎較高。那麼，西夏翻譯佛經的道場裡，「傳」的具體職務是什麼？純就文字推敲，漢語的「傳」

和西夏語的 鵲 deej1具有的共通語義，都是「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的「傳」，取義“說、描述、表述”；若配合

西夏語譯《現在賢劫千佛名經》前譯經版畫，「傳」可能是那位端坐高位的講經者（口述、翻譯）。也就是說，雖然西

夏語的 出 彌 lji- mú1“西天”、漢語的「天竺」未必實指印度，「傳」者應該是來自異域、同時通曉夏漢兩種語言的大

德。 

    ③ 這一行為低二格小寫字。松澤博（2003）將譯者讀為「周慧海奉詔譯」。按西夏字 妍 t |sjiw1是漢語「州」的借

詞，作漢字「周」的對音應該沒有問題，西夏語的 羈 歪 |zj•r2 ³jow2也實有“慧、海”的語義；因此將 妍 羈 歪 t |sjiw1 |zj•r2 
³jow2譯為「周慧海」，就如將 泯 飽 潑 ©iwej1 ©ie2 lji1譯為「賜益榮」一樣，可以理解。暫時我也用松澤的辦法，以「慧

海」對注 羈 歪 |zj•r2 ³jow2。雖然西夏文本的 妍 羈 歪 t|sjiw1 |zj•r2 ³jow2，相當的漢文本作「鮮卑寶源」，松澤顯然是知

道的。其實，西夏文本的 妍 羈 歪 t |sjiw1 |zj•r2 ³jow2與漢文本之「鮮卑寶源」，完全可以是兩個人（參看 27 頁注③）。 

    ④ 這裡對當漢文本「如來」的西夏語應該是 挺 懣 swew1 sú2 “明滿”，和其他文本不一樣；多數西夏語譯佛經以 

助 秀  mjor1 lj_ij1對譯「如來」。漢語的「如來」對譯梵文的 tathÑagata，是諸佛十號之一。西夏語的 挺 懣 swew1 sú2“明

滿”，望文生義，可能也是「佛」十號之一，明行圓滿，即梵文 vidy Ña-cara Üna-saÔmpanna 的意思。而本經 122 行的 挺 懣 

swew1 sú2，則相當漢譯本的「正覺」，可以參考。 

    ⑤ 這裡西夏語的 窄 斬 衷 t |sj•1 dju1 dzj_ij1“壞-有-渡”，應該對當漢文本的「世尊」。西夏語的 窄 斬 衷 t |sj•1 dju1 dzj_ij1

一詞，又見於抄本西夏語譯《真實名經》，相當於釋智漢譯文的「出有壞」。漢語的「出有壞」或西夏語的 窄 斬 衷 t |sj•1 
dju1 dzj_ij1應該都是直譯藏文的 bcom ldan 'das。按藏文連書 bcom ldan 'das，是佛陀才有的專稱；單詞 bcom 有「摧壞」

的意思、ldan 是表示存在的動詞「有」（或作 ldan pa）、'das 有「出離」的意思（參看林 20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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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 彌 志 點 閒  蝴 鹵 投 絕 ∥○ 

 mú1 dzj_•2 tj_i2 neew2 tsjiir1 rj•j2 ™u2 d|zjiij1 
 天  會  處，善   法  堂  內  在。 

 在（三十三天、諸）天會處善法堂內。 

011. 妞  矗 扠 蘑 佐 斬 感 賅 掬 窗 瘦 槌 棒 釙  
 t |shj•1 zj_o2 ³wú1 gji2  gj•2 dju1 mjiij2 tja1 |zj•r1 gjw•1 lwo2 w_a2 tha2 buu2 
 爾   時  天  子  一  有，名  者  至     堅  。廣  大  勝 

 尒時有一天子，名曰至堅。（住）於廣大勝 
①
 

011. 韌  箸 投 鰱 彌 祇 岩  鴒 媼  祖  岐  蚣 彌 髮  

 thjoo1 pj_u2 ™u2  |ziejr2 mú1 mj _ij1 ™wi _o1 t|sj _•1  gu2 thwuu1 kheej1 ™u2  mú1 rejr2 
 妙   殿  內  住，天  女  圍   繞，共   相    嬉  戲，天  樂 

 住（於廣大勝）妙殿內，天女圍遶，共相嬉戲，天樂 

013. 賓  泯  姑 后 蘊 輜 淒 輜 胱 戡 掬 窗 瘦 竺  
 wji1 ©iwej1 thja1 gj•2 |sjwo1 gu2  ³a1  gu2 ©i_e2  to2  zj•r1 gjw•1 lwo2 |sj_a1 
 受   用 。其    夜    中，虛  空  聲  出， 至    堅   七 

 自娛。於其夜分，空聲報言，至堅天子（汝）七 

014. 餒  鉸 投 伂 材 倩 襪 順 津 杜  唉 連 囗 梂  
 ™jaar2 ™i_o1  ™u2   kj•1 dj•j2  sj•1  nja2  k_a1 bja2 nioow1 rjijr2 |sja2 phu2 mja1 
 日     內    必  當  死  -汝。命  終，   後   [贍 部] 洲   

 汝（七）日內必當命終，生贍部洲，
②
 

015. 鉸 竺 瞞   韓 煨  健 谿 順 津 芀 滕 投 百 健  

 ™i _o1 |sj_a1 tshwew1 wee1 lhj_ij- thja2 do2    k _a1 bja2  dj_i1  ™u2  ™u2  lhj•1 thja2 
 洲  七  趣    生，受 。彼  處  命  終，地  獄  中  墮。彼 

 （生贍部洲），經歷七趣，然後墮地獄中；（從）彼 

016. 谿 楹 亥  戊  慝 韓  雕 岫 冏 鄂 裔 囧 王 欣  
 do2 bie2 lhew2 dzjwo2 kha1 wee1  zj_ij1 sjwi1 l_u2  bji2 t|sj_i1 dju- njij2 mej1 
 處  解  脫 ，人   中  生   時；貧  窮  下  賤，  生    目 

 從（彼）解脫，設生人中，貧窮下賤，生（無）兩目， 

017. 隆  禍  掬 窗 瘦  顎 麗 疙 打 左 介 傖 蚪 蚪  
 mjij1 dzj•j1 |zj•r1 gjw•1 lwo2 thj•2  d_a2 mji1 t |sj••r2 le2 mej2 d|zia2 bow2 bow2 

                                                        
    ① (1) 第三個字，我取 s0465 的 扠 ³wú1，理由有兩個：(a) s0466 的 扠 mee2，用例罕見。說明可看林 2006a 注

345-(3)。(b) s0465 的 扠 ³wú1，從音韻形式看，可能與 s0460 的 朹 ³wúr1 “天（、皇天）”是同源詞。本經之經文以 

朹 蕙 ³wúr1 wú1指涉「帝釋」，以 扠 蘑 ³wú1 gji2指涉「天子」，似乎反映了這個意思。可以比較「發願文」部分，提到

「天子至堅」，用的是 朹 蘑 ³wúr1 gji2（166 行）。(2) 西夏語的 掬 窗 瘦 |zj•r1 gjw•1 lwo2“實-堅-固”，無疑正是漢文

本的「至堅」。因此就本經而言，掬 窗 瘦 |zj•r1 gjw•1 lwo2是為專有人名，不宜再將三個字分別解釋。 

    ② (1) 西夏語的 梂 鉸 mja1 ™i _o1連讀，在《真實名經》中對當釋智漢譯文的「洲渚」。然則這裡的 梂 mja1，應結

合下面一行的 鉸 ™i _o1連讀，連 囗 梂 鉸 |sja2 phu2 mja1 ™i_o1應該就是漢文本的「贍部洲」；其中的 連 囗 |sja2 phu2，肯定是

漢語「贍部」的對音，相當的梵文應該是 jambu。(2) 西夏字 連 |sja2可對漢語「贍」字音，與前面的對音經題 庉 犧 |sja1 
bji1對梵音的 jaÔm，相當的漢字是「蟾」（30 頁注①-(3)）平行而有別；西夏時代中古漢語的 *-m 已經丟失（龔 1989），

西夏語的 連 |sja2與漢字的「贍」一樣，都不能如實反應梵音的 jam。(3) 囗 phu2對漢語「部」字音，反映了中古漢語

全濁音清化送氣，也沒有問題。西夏語譯《金光明經》多次以 連 稔 梂 鉸 |sja2 phu2 mja1 ™i _o1對當漢譯本的「贍部洲」，

囗 phu2雖然換成 稔 phu1，還是送氣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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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時    至     堅   此  語  聞，驚  恐  毛  竪，   速     

 無（兩目）。至堅天子聞此語已，驚恐毛竪，惶怖速    

018. 貯 微 璞  賽 谿 仵 燙 鬧 頸 繈  簞    嗨 茸  艾  
     tj_•1  tj_ij1  |sj•2 dzjw•1 do2 rj•r2  |sji2  lj_u2 njijr2 rewr2 tshwew1 ³wu2 kwar1 tj_a1 

   疾   [釋]  帝  處  △  往。頭  面  足   禮  ， 啼   哭   啼  

 疾往帝釋所。稽首頂足，悲啼雨泪，
①
 

019. 狃 蜂 麗 扚 鍍 搭 汀 朹 蕙 秒 嗉 鴉 嶺 楓 鼯  
 lw_u1 |sji1 d_a2 ³owr2 tshjiij1lew1 tj_i1 ³wúr1 wú1 thjij2 sjo2 kj_u1 dj_o2  ³a2  ™j•2 
 哭，前  言  全  說。唯  願  天  主  云  何  求  修  -我，謂。 

 具白前事。唯願天主，當奈之何。 

020. 妞  矗  璞 賽  顎 麗 疙 杜  解 慝  打 左 羿 討  
 t |shj•1 zj_o2   |sj•2 dzjw•1 thj•2 d_a2 mji1 nioow1 zji2  kha1 t|sj••r2 le2  tsej2 zj_ij1  
 尒   時  [釋] 帝   此  語  聞  後 ，極  中   驚  恐。須  臾  

 尒時天主聞此語已，極生驚怪。（作如是念）， 

021. 杖  迴  竺 瞞   詹 邢 唏 苜  苛  墀    窪 旮 杇  
 mji1 ³wuu1 |sj _a1 tshwew1 sjw••1 lú- wa1 khjw•1d|ziú1 sw~e1 phio2 ™jow2 ©j•r1 l_a1 
 不   語， 七  趣    思  惟。豬  狗   狐   猿  騰   蛇   鵰  鷲 

 何謂七趣，默而思惟。（觀見）豬犬野干猕猴毒虵鳥鷲 
②
  

022. 銬 竺  瞞   撾 姑  率  瞞   慝 圳 杖 杪 彩 骷  
 nj•2 |sj _a1 tshwew1 ³wu2 thja1 ³ewr2 tshwew1 kha1 zji2 mji1  sej1 dzji1 ljij2  
 等  七   趣    是；彼   數   趣    中  皆  不  淨  食，見。 

 觀見（豬犬野干彌猴毒虵鳥鷲），於尒所趣，皆食不淨。 

023. 妞  矗 朹  蕙 顎 霏 骷 項 氣 媳 怨 目 詹 杖    
 t |shj•1 zj_o2 ³wúr1 wú1  thj•2 d_a2  ljij2 njiij1 mjaa1 ³o2 sju2  ©a1 sjw••1 mji1  
 爾   時  天   主  斯  事  見，心  瘡  痛  如，憂  愁  不 

 尒時天主見斯事已，如瘡刺心，憂愁不 

024. 髮  呂 谿 呈 硿 剿 髑  睢  樟 圢 杜 顎 邢 賒  
 rejr2 sjw•1 do2  bju1  tj_i1 gjuu2 d|zj_•- njwi2 ™jaa1 ™j•2 nioow1 thj•2 lú- wji1 
 樂。 誰  處  依  歸，  救     能。 諾  謂。復  是  念  作， 

 樂，念誰能救，是所歸投。復作是念，
③
 

                                                        
    ① (1) 西夏文本的 璞 賽 |sj•2 dzjw•1應該相當於漢文本的「帝釋」，其中西夏語的 璞 |sj•2是漢語「釋」的對音。

西夏語譯《真實名經》以 璞 |sj•2作梵音 |sÑakya（釋迦）之 |sÑa- 的對音，對當的漢字也是「釋」。西夏語的 璞 賽 |sj•2 dzjw•1

與漢語的「帝釋」，為對同一指涉對象的命名，而語序有別；反映了兩個語言語法結構不同，西夏語是中心語居後位的

語言。(2) 西夏文本的 艾 tj_a1有“交互、轉移”的語義，與 狃 lw_u1“啼”連讀，艾 狃 tj_a1 lw_u1，譯經對譯「啼哭」（Nv-I, 
554）。因此西夏語的 嗨 茸 艾 狃 ³wu2 kwar1 tj_a1 lw_u1，或可相當於漢文本的「悲啼雨泪」。  

    ② 根據《掌中珠》163、162、066、166，大體可知西夏語的 苜 唏 茂 苛  窪 旮 杇 khjw•1 wa2 d|ziú1 nú- phio2 ™jow2 

©j•r1 l_a1，與漢文本的「豬犬野干彌猴毒虵鳥鷲」相當。其中，漢文本的「野干」，即西夏文本的 苛 nú-“狐”。按《翻

譯名義集》：「梵語悉伽羅，此云野干，似狐而小，形色青黃，如狗群行，夜鳴如狼」。入《藏》的幾個漢譯本，如 No.967

佛陀波利、No.970 地婆訶羅、No.971 義淨，相當處也都是「野干」。 

    ③ 西夏語的 樟 圢 ™jaa1 ™j•2，在西夏語譯《孫子兵法‧本傳》對譯「（婦人）曰諾」、「（田忌）信然（之）」。所以，

西夏語的 樟 圢 ™jaa1 ™j•2應該有「同意、應允」的語義；故暫時以「諾謂」對注，意思相當於“表示同意、理解（謂諾）”。

樟 圢 ™jaa1 ™j•2，漢文本似無對當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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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 助  秀 呈 辱 掬 沮 解 遘  挺 懣 呈 硿 點 撾  
 mjor1 lj_ij2  bju1 wo2  |zj•r1 ©iej1 zji2 d|zjwa1 swew1 sú1  bju1  tj _i1  tj_i2  ³wu2 
 如   來  應  供  真  實  究  竟   明  滿  依  歸，處  是； 

 （唯有）如來應正等覺是所歸趣。
①
 

026. 伂 材 剿 睢 ∥ ○ 
 kj•1 dj•j2 gjuu2 njwi2 

       必    救，能。 

 （必能救）  

027. 妞  矗  璞  賽  朹  蕙 彌 閂 町 雕 鏑 鏑 幅 塢  
 t |shj•1 zj_o2   |sj•2 dzjw•1  ³wúr1  wú1  mú1 ™ja-  bjij2 zj_ij1  mú2 mú2  |sja1 wj _a1 
 爾   時  [釋]  帝   天   主  天  △  曉  時，種  種  香  花 

 尒時帝釋至於曉時，（持）眾花香種種 

028. 盂  執 銬 貧 窄 斬 衷 谿 仵 燙 繈 丌 壁 判  
 lhwu1 tj_i1  nj•2 zow2  t|sj•1 dju1 dzj_ij1  do2 rj•r2  |sji2  rewr2©a2 t|sjiw2 nj_•1 
 服   食  等  持，壞  有  渡  處  △  往。足  於  頂  告， 

 持（眾花香種種）飲食往世尊所。頭面礼足， 

029. 竺 萌   鴒 睥 閂 頸 岱 樹 掬 窗 瘦  柝 竺 瞞  
 |sj _a1 d|zjow1 t|sj _•1 ror2  ™ja- njijr2 wj•2 dzuu2 |zj•r1 gjw•1 lwo2 ™jij1 |sj _a1 tshwew1 
 七  遍    旋  繞，一  面  △  坐。 至     堅   之  七  趣 

 旋遶七匝，恭敬供養，退坐一面。（於世尊所具白）至堅七趣之事 

030. 仵  鍍 汀 窄 斬 衷 舌 盃 岱 剿 髑 襪 圢 ∥ 

 rj•r2 tshjiij1 tj_i1  t|sj•1 dju1 dzj_ij1 njij2 wjuu1 wj•2 gjuu2 d|zj•- nja2™j•2    
 △   說。願  壞  有  渡   哀  愍 ，△  救   拔  -▽，謂。 

 具白（至堅七趣之事）。唯願世尊哀愍救拔。說此語已。 

031. 妞  矗 窄 斬 衷 珊 壁 蜊 丌 棒 犧 挺 癒 皎  
 t |shj•1 zj_o2 t|sj•1 dju1 dzj_ij1 ™jij1 t|sjiw2 dzja1 ©a2 tha2 bji1 swew1 wj_a2 |sja1 
 爾   時  壞  有  渡  自  頂  髻  於  大  光  明  放，十 

 尒時世尊於頂髻上放大光明，（照）十 
②
 

032. 唉 圳 晁  阱   奔 投 槳 胛 討 岱 諭  璞 賽 柝  
 rjijr2 zji2 swew1 lhjwo1³wu2 ™u2  ™o2  zj••r1 zj_ij1 wj•2 djiij1  |sj•2 dzjw•1 ™jij1 
 方  皆  照 ；退，  口  中  入；少  許  △  笑，[釋] 帝   於 

 照（十）方界，還於口中，現微笑相，（告）帝釋 
③
 

                                                        
    ① 西夏語的 呈 辱 bju1 wo2、掬 沮 |zj•r1 ©iej1、解 遘 zji2 d|zjwa1分別可以對譯「應供（即「阿羅漢」）、真實、究竟」；

相關討論，可參考西夏語譯《真實名經》（林 2006a）。我認為這裡的 呈 辱 bju1 wo2、掬 沮 |zj•r1 ©iej1、解 遘 zji2 d|zjwa1、

及 挺 懣 swew1 sú2“明滿”，都可以視為 助 秀 mjor1 lj_ij1“如來”的同位語（參看 31 页注④）。 

    ② 這一行西夏文本的的 犧 挺 bji1 swew1“光-明”，聖彼得堡藏本 No. 6796 作 挺 犧 swew1 bji1“明-光”。詞序或

許不影響語義（相關討論請看林 2006a 之「附錄一」）；但足徵十二、三世紀時，西北地區就流傳著不同的西夏文本，

確實是有不同刻版。 

    ③ (1) 西夏文本的 阱 奔 投 槳 lhjwo1 ³wu2 ™u2 ™o2，相對於漢文本之「還於口中」。入《藏》的幾個漢譯本，這裡

的譯文分別是：「其光還來繞佛三匝，從佛口入」（967，佛陀波利）、「還至佛所右繞三匝從佛口入」（968，杜行顗）、

「照已還至佛世尊所，右繞三匝從佛口入」（969，地婆訶羅）、「還至佛所右繞三匝，從佛口入」（970，地婆訶羅）、「是

時光明還至佛所，繞佛三匝從佛口入」（971，義淨）。(2) 西夏語的 胛 討 岱 諭 zj••r1 zj _ij1wj•2 djiij1 “少許△笑”，應

可對應漢文本的「現微笑（相）」。可比較西夏語譯《真實名經》的 胛 諭 zj••r1 djiij1，就相當於釋智漢譯文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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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 麗 鼯 朹 蕙 圳 痳 佐 斬 感 賅 壁 吧 銜 釙  
 d_a2 ™j•2  ³wúr1 wú1  zji2  ™jiij1  gj•2 dju1  mjiij2 tja1 t|sjiw2 pj_u1 ™jij1 buu2 
   告  。天   主  總  持  一  有，名   者  頂  尊  相  勝 

 告（帝釋）言，天主當知有一惣持，名（曰）勝相頂尊 

034. 齒 圳 痳 鼯 助 秀 夙 夙  柝  壁 叮  稜 煨 酒  
 mja1 zji2 ™jiij1  ™j•2  mjor1 lj_ij1 ³owr2 ³owr2  ™jij1 t|sjiw2 pho1 dzju2  lhj_ij- phji1 
 母  總  持  謂。如  來  一   切   之  灌  頂   全  受，令， 

 （名）曰（勝相頂尊）母惣持。（能）與一切如來，令受灌頂。
①
 

035. 睢  垣  奸 夙  夙  柝 泄  櫺 夔 潭 杪 髮  瞞  慝  
 njwi2 d|zjij1 wjij1 ³owr2 ³owr2  ™jij1 ™wejr2 sjw•j1  lú1  gji1  sej1  rejr2 tshwew1 kha1 
 能。 有   情   一   切  於  護， 業  障  清  淨，樂   趣   中 

 能（與一切如來，令受灌頂）。能護一切有情，淨除業障，（令趣）樂趣 
②
 

036. 槳 酒 蚓 岱 韓 砲 伺 順 邢 菟 芰 閂 萌  鏈  
     ™o2  phji1  lj_o2  wj•2 wee1 tw_u1 njwo2 k_a1   lú-  mji2  tjij1 ™ja- d|zjow1 tshj••1 

 入  令。所  △  生  處，宿   命    憶 。若  一  遍   誦 

 令趣（樂趣）。所生之處，能憶宿命。若誦一遍，
③
  

037. 冶 汜 妯 率 增 助 汜 匉 展 艽 滕 艿 渙 踐  
 ku1  zj_o2  sji1 ³ewr2 tsj•1 mjor1 zj_o2 d|zjo1 lhj_u2 dj_i1  ™j•j2  |sj _u1  ™ju1  sju2 
 則，壽  盡  數  亦，現  壽  延  獲。地  獄、惡  鬼、畜   

 設壽盡者，現獲延壽，一切地獄、惡鬼、傍生、 
④
 

                                                        
    ① (1) 這一行，可參考入《藏》幾個漢譯本對當處的譯法。如「有佛灌頂清淨諸趣佛頂尊勝陀羅尼」（No. 968）、
「我有如是清淨諸趣灌頂最勝大陀羅尼」（No. 969）。(2) 夏漢兩個文本在「總持」前面都有一個「齒 mja1（母）」字，

入《藏》幾個漢譯本都找不到可以對當的字眼，似乎反映了西夏時代格外推重本經。因為，我認為此一「齒 mja1（母）」

字，應該是指涉本經「陀羅尼（即「總持」）是為唯一、最勝（尊勝）之真言。正如漢譯經題往往而有的「佛母」，如

《佛母大金耀孔雀明王經》、《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密多經》。所謂「佛母」指稱般若智慧能生諸佛、攝持菩薩、

功德最重，故佛陀以般若為「母」。(3) 12, 13 兩字可能的讀法有兩種：(a) 取 s3948 的 滑 dzju2（傅圖本很清楚，確實

是 s3948），作 滑 煨 dzju2 lhj_ij-“主-承（/受）”。前面的 壁 叮 t |sjiw2 pho1“頂-灌”直譯漢語的「灌頂」（參看《金光

明經》卷八）；滑 煨 dzju2 lhj_ij-“主-承（/受）”，則可以作為「灌頂」的解釋性翻譯。佛教「灌頂」的儀式，實為「授

職、傳法」之意，西夏語譯《真實名經》即以 滑 煨 dzju2 lhj_ij-“主-承（/受）”對當「灌頂」。(b) 取 s3947 的 稜 dzju2，

西夏語的 滑 煨 dzju2 lhj_ij-“全-受”，未始不可以相當於漢文本的「受」、作一句（自 助 秀 mjor1 lj_ij1“如來”至下一行

的 睢 njwi2“能”）的主要動詞。 

    ② (1) 漢文本的「有情」，西夏語相當的語彙是連用的 垣 奸 d|zjij1 wjij1；相關討論，可參看西夏語譯《真實名經》

（林 2006a）。(2) 西夏語的 泄 ™wejr2是漢語「衛」的借詞，正當漢文本的「護」。(3) 漢文本的「令趣樂趣」，動詞的

「趣」對當西夏文本下一行的 槳 ™o 2“入”。換言之，西夏文本的 髮 瞞 rejr2 tshwew1直譯「樂趣」。但西夏語的 瞞 

tshwew1“趣”不作“好尚、興味”解。髮 瞞 rejr2 tshwew1，與前文的 竺 瞞 |sj _a1 tshwew1“七趣”，瞞 tshwew1皆為名詞

性的「道」；如《掌中珠》371 的「六趣輪迴」，又稱「六道輪迴」。 
    ③ (1) 西夏語的 蚓 lj_o2一般對譯漢語的「豈」（《掌中珠》353），這裡我直接以「所」對注，參考了《真實名經》

的 汜 汜 蚓 岱 韓 砲 zj_o2 zj_o2 lj_o2 wj•2 wee1 tw_u1“世世-所-生-處”相當於釋智漢譯文的「隨所生處」、及《金光明經》蚓 鵲 

恐 砲 lj_o2 deej1 d|zj_ij1 tw_u1的「所在之處」。就這幾個語句而言，很顯然的，西夏語的 蚓 lj_o2應該是名詞下的小類，相當

於古漢語的代詞「所」（參看林 2006a，1994）。(2) 西夏文本的 伺 順 njwo2 k_a1“昔-命”，相當於漢文本的「宿命」，

都指涉過去世的生涯；平行的夏漢對當關係，可見於西夏語譯《真實名經》之 伺 汜 njwo2 zjo2相當於釋智譯文的「宿

命」。(3) 西夏語的 邢 菟 lú- mji2連用，可當漢文本的「憶」，相關的說明，也可參看西夏語譯《真實名經》（林 2006a）。 

    ④ 這一行的 助 汜 匉 展 mjor1 zj_o2 d|zjo1 lhj_u2對當「現獲延壽」，可比較 167 行（§ 2.2「發願文」）的 助 汜 匉 起 mjor1 

zj_o2 d|zjo1 rjir2，對當「見獲延壽」。(1) 漢語的「見」一讀「現」。這裡「見獲延壽」的「見」，想來應該讀「現」。則

西夏語與之對當的字眼，應該是 助 mjor1，故以「現」對注 助 mjor1。根據可靠的對譯資料，西夏語的 助 mjor1有如

漢語「實」或「現」的具體語義，而且西夏人的認知概念中；「實」或「現」是可以互相替換的概念。又西夏語的 助 

汜 mjor1 zj _o2，時或翻譯「現世」，可以參考。(2) 西夏語的 匉 d|zjo1，是漢語「長」的借詞，對當「延」應該沒有問題。

(3) 西夏語的 起 rjir2與 球 rjir1，應為書寫形體、聲調有別的（基本式）同源詞；球 rjir1在《掌中珠》196、346 對譯

「得」，及 372 與 展 lhj_u2連用、展 球 lhj_u2 rjir1對譯「得達」。此外，《真實名經》既有 展 球 lhj_u2 rjir1連用，也有 展 起 

lhj_u2 rjir2連用，意思都是“獲得”。然則，西夏語的 起 rjir2、展 lhj_u2，用來對譯漢語的「獲、得」，應該都不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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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 蜥  艽 滑 矩 玆 圳 淒 肄 酒 菜 且 彌 噥 夙  
 dzju2 dj_i1 dzju2  rjur1 ki_ej2  zji2  ³a1  we2  phji1 tha1 lhj_ij2  mú1 t |sja1 ³owr2  
 生 、獄  主  世  界  皆  空，成，令；佛  國  天  路   一   

 獄主世界悉皆成空。（能開）一切佛國天界之門 

039. 夙   擾 睢 汀 呈 韓 酒  璞 賽  朹 蕙 菜 柝 麗  
 ³owr2 phie2 njwi2 tj_i1 bju1 wee1 phji1  |sj•2 dzjw•1 ³wúr1 wú1 tha1  ™jij1  d_a2  
 切    開，能；隨  願  生，令。[釋] 帝   天  主  佛  於  言， 

 能開（一切佛國天界之門），隨願往生。帝釋天主（前白）佛言 

040. 鼯 搭 汀 窄 斬 衷 解 韌 圳 痳 仵 雌 ∥ 

     ™j•2  lew1  tj_i1  t|sj•1 dju1 dzj_ij1  zji2  thjoo1 zji2 ™jiij1 rj•r2  tshjii2 

 謂，惟  願  壞  有  渡  微  妙  總  持  △  說。 

 前白（佛言），惟願世尊演說微妙惣持（章句）。 

041. 妞  矗 窄 斬 衷 朹 蕙 柝 構 麗 岱 煨 顎 圳  
 t |shj•1 zj_o2 t|sj•1 dju1 dzj_ij1 ³wúr1 wú1 ™jij1  ©ju1 d_a2  wj•2 lhj _ij- thj•2 zji2 
 爾   時  壞  有  渡  天  主  之    請  ，△  受，此  總   

 尒時世尊受天主請，（說）此惣持 
①
 

042. 痳 仵  鍍 ∥ ○ 

 ™jiij1 rj•r2 tshjiij1 
 持  △   說。 

 說（此惣持）曰。 

043. 項  沮  嗟 賅 ∥茶 ∥深 搶 ∥渣 秉 燉 秉 ∥ 
 njiij1 ©iej1 ³wúú1 tja1        --  bú- rur1  swa1  --  xa-  -- 
     心     咒  者，  oÔm  bhrÑu Ôm     svÑahÑa.  
 其心呪曰：唵  沒 二合  莎訶引 ②

 

044. 圳 痳 賅 ∥          

 zji2 ™jiij1  tja1 
 總  持  者， 

 其惣持曰： 

045. 茶 ∥肇 瓔 津 轡 鎂 豬 ∥醒 結 鍊 菠 塋 惟  

  --   nja2  mo2 bja2  gja2  wa1 tji2    sja1  war1 tj•1  rjijr2 lo2  kja1 

                                                        
    ① (1) 西夏語的 構 ©ju1，有對譯漢語「召」（《孫子兵法‧孫子本傳》）、「諮」（《金光明經》）的用例；這裡對當

漢文本的「請」，應該沒有問題。但西夏語是 OV 的語言，似乎不會有 構 麗 ©ju1 d_a2“請-言（VO）”的用法。若於 構 ©ju1

後斷句，朹 蕙 柝 構 ³wúr1 wú1 ™jij1 ©ju1“天-主-之-請”，卻是以 構 ©ju1為名詞，而且不免是片面拿漢文本的文意，規

範西夏語法。比較可能的分析，構 麗 ©ju1 d_a2是複合動詞（compound），麗 d_a2亦作動詞解，構 麗 ©ju1 d_a2就相當於「請」；

《掌中珠》311 的 嚨 崙 麗 dzju1 bji2 d_a2對譯「指揮」，麗 d_a2可算平行的用法。(2) 西夏語的 煨 lhj_ij-，可以對譯漢語

的「受、取」，因此這裡的 岱 煨 wj•2 lhj_ij-，似乎就相當於漢文本的「受」。我們觀察既有的對譯語料，煨 lhj_ij-若對譯

「受」，通常有“領受、承受、遭受、招致不幸”的「被動」語義；煨 lhj _ij-若對譯「取」，如《掌中珠》323 之 髮 煨 rejr2 

lhj_ij- 對譯「取樂」，則 煨 lhj_ij- 似乎又意涵「主動」“取得”之義。可以解釋漢文本的「世尊受天主請」，世尊雖是「受

者」，卻無絲毫“領受、承受、遭受、招致不幸”之意。這樣的分辨，無關乎咬文嚼字；對我們正確認知西夏語則大有

影響。 
    ② 以下對音咒語，參考了「居庸關東壁西夏大字」；梵文轉寫也直接用村田 1955。我仔細比對過本經與「居庸關」

的用字，只有很少的出入，均隨文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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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Ôm   namo   bhagavate.       sarva-   trailokya- 
 唵  捺麼    末遏斡帝       薩 二合邏迦 ①

         

046. 迺 貍 豬 ∥粳 跳 燈 羲 蓉 ∥魁 愉 秉 蓉 錄 ∥ 
 pj•1 rjar1 tji2       bji2|  sji1  |sj•1  tja1 ·ja2     boo2 dja2   --  ·ja2  tjij1 
 prativi|si ÜsÜtÑaya                         buddhÑayate 
 不囉二合帝  覔石實怛二合引也     目 引也丁

 ② 

047. 肇 秉 奘 ∥羲 唆 唇 秉 ∥茶 ∥深 搶 ∥深 搶 ∥深 搶   
nja2  -- mja1     tja1 djij1  tha-  --  [唵]   bǝ- rur1     bǝ- rur1   bǝ- rur1 

 nama Üh.     tad   yathā,        om̌　  bhrūm̌　    bhrūm̌    bhrūm̌. 

 捺引麻怛涅達引              唵   沒 二合  沒 二合  沒 二合 ③ 

048. 囝  愉 蓉 ∥囝 愉 蓉 ∥ 粳 囝  愉 蓉 ∥ 粳 囝  愉  
 |sjwo1 dja2 ·ja2   |sjwo1 dja2 ·ja2     bji2 |sjwo1 dja2 ·ja2      bji2 |sjwo1 dja2 
 |sodhaya        |sodhaya,         vi|sodhaya            vi|sodha- 
 商 也       商 也       覔商 也           覔商 - 

049. 蓉 ∥ 崇 醒 奘 ∥ 醒 軒 羲 ∥ 崇 鎂 津 秉 醒 ∥ 撲  
 ·ja2    ·a-  sja1 mja1    sja1 m~a1  tja1    ·a-  wa1 bja2  --  sja1   sj•2 
 -ya.    asama-       samantÈa-        vabhāsa-             s- 
 -也  啊薩麻薩滿怛                啊斡末引薩        廝- ④ 

050. 軌  貍 肇 轡 錄 ∥轡 技 肇 ∥渣 漿 鎂 ∥粳 駟  
 phja1 rjar1 nja2  gja2 tjij1 gja2 gja1 nja2  swa1 ba2  wa1   bji2 |sjuu1 
 -pharaÜÜna-     gati-      gagana-       svabhÑava-      vi|sud- 
 -拔囉捺遏矴            遏遏捺       莎末斡        覔熟- ⑤   

051. 唆 ∥ 崇 鴕 受 痲 ∥均 杉 奘 癩 ∥醒 結 羲 唇  
 djij1   ·a-  bjij2 lj••1  |sj ~”1    tsja1 tju2 mja1 mj•1  sja1 war1  tja1 tha- 

                                                        

    ① 以下夏梵漢對音的對應格式，一以西夏譯本為準。換句話說，我優先保留西夏譯本（專指傅圖藏本）用字、大

小書體、留空的格式；不論是否與梵文的斷詞或節律完全一致。已知聖彼得堡與傅圖收藏西夏文本非同一刻版；若用

字、大小書體、留空的格式影響對音的關係，則隨文加註。漢字對音用 TK164、TK165 兩本對勘，也盡可能保留對音

的格式；若兩本有別、或顯示與西夏文本對音認知有所不同，則加註說明。 

    ② 這一行夏漢對音留空的格式一致，而與村田轉寫梵文的斷詞有出入。梵文最後的 -te（西夏文的 錄  tjij1、漢

語的「丁」），想係第二人稱單數與格，是下文 nama Üh“homage、致敬”的對象。 
    ③ (1) 羲 唆 唇 秉 tja1 djij1 tha- --，我在居庸關刻文作 賅 待 蓉 唇 tja1 dj•1 ·ja2 tha-。其中，居庸關對梵文 ta 音，

有時用 羲 tja1、有時用 賅 tja1；如刻文之第九行以 羲 唇 秉 轡 賅 tja1 tha- -- gja2 tja1對 tathāgata-，接下則以 恆 轡 羲 sju2 
gja2tja1對 sugata。又可參考本經 53 行，待 dj•1居庸關或作 唆 djij1，也屬用字不同，都可相當於梵文音節尾的-d。(2) 至
於欲對應梵文 yathÑa，顯然居庸關用 蓉 唇 ·ja2 tha- 比較準確。本經用 唇 秉 tha- --，似乎是忽略了 ya；或者說是對原

典的斷詞有別，而這個譯本將 tad yathÑa 視為一個單位，但音段切割則為 ta-dyathÑa。(3) 又漢文本的「涅」與西夏譯文

的 唆 djij1相當，可對梵文 dya 音；「涅」作對音字不經見，也許是個錯字。不過下文還四次用到「涅」，對梵文音 ddhya
（087、088），倒是一致的以鼻輔音對同部位的濁塞音（參看 30 頁注①-(1)）。 
    ④ (1) 這一行第一個西夏字應該是上一行的最後一個音節，受版面的限制，與斷詞或音段切割無關。漢譯本相當

的「也」字，其實也在上一行。(2) 其餘，這一行夏梵漢對音的格式頗不一致。基本上，梵文的 asama-samant Èa-vabhāsa，
asama 是 asame 的陰性詞形，samant Èavabhāsa 則是 samanta+avabhāsa。這樣看來，西夏譯本的斷詞或音節切割算是相

當精準；其中 羲 tja1，我在居庸關刻文作 賅 tja1，這個差異不影響對音（參看上注(1)）。漢文本的「怛」與「啊」有

隔，如同西夏文本；但是「啊薩麻薩滿怛」並未留空，似乎是將 asama-samanta 視為一個單位。 

    ⑤ 居庸關刻文的 貍 rjar1作小寫字形。一般而言，小寫字形用來表徵該西夏字對應的梵音不成音節；但這裡的 貍 

rjar1無疑對應梵文的 ra，理應如本經、作大寫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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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he   abhiÜsi~ncantu             mām̊　     sarva-   tathā- 
  -寧    啊 重伸           籛丁六           薩 怛達引-

 ①  

052. 秉 轡 賅 ∥ 恆 轡 賅 ∥ 鎂 貍 鎂 均 肇 ∥崇 癩  
 --  gja2   tja1   sju2 gja2  tja1     wa1 rjar1 wa1  tsja1 nja2   ·a- mj•1 
 -gata-       sugata-         vara-    vacanÈa-         m- 
 -遏怛引    須遏怛        斡囉斡拶捺          啊沒- 

②
  

053. 球 羲 ∥崇 鴕 受 跳 蟒  ∥ 奘 燉 秉 難 待 貍 ∥  
 rjir1  tja1   ·a-  bjij2 lj••1  |sji1  kjaa1       mja1  xa2  --  mu2  dj•2  rjar1 
 -Ürt ÈabhiÜsekair                    mahā-       mudrā- 
 -哩二合怛  啊 重石該引           麻訶引麼 囉- 

③
 

054. 軒 鍊 貍 綿 唆 ∥崇 秉 燉 貍  崇 秉 燉 貍 ∥ 
 m~a1  tj•1  rjar1 pja1  djij1   ·a-   --  xa2  rjar1    ·a-  --  xa2  rjar1 
 mantra-      padaiÜh.    āhara           āhara, 
 -滿 囉二合   鉢寧    啊引訶囉啊引訶囉 

④
  

055. 奘 奘 ∥ 崇 蟾 醒 銬 ∥ 愉 秉 貍 秉 緇 ∥ 囝 愉  
mja1 mja1   ·a- ™juu1  sja1  nj•2    dja2  --  rjar1 --  njij2    |sjwo1 dja2 

 mamÈayu Üh-          sandhāra Üni,                     śodha- 
 
 

                                                        
① (1) 這一行的 鴕 bjij2，我在居庸關刻文作 粳 bji2。當時根據 粳 bji2可對應梵文的 vi、bi，類推 粳 bji2或許

也可以對應 bhi；現在重新檢討，居庸關應該是以 堤 bjij2對應 bhi，而 堤 bjij2與 鴕 bjij2為同音字。053 行有相同的

現象，不另外說明。(2) 這一行夏梵漢對音的格式也不一致。第一個音節不算，漢文本的「啊 重伸  籛 」，理應

對應梵文的 abhi Üsiñcantu mām̊。漢語的「伸籛」無疑可對梵文 Üsiñcan 之音，不知何以兩字間隔？右書小寫的「重」，

似乎表示梵文的 bhi 在漢語沒有完全相當的發音。並排小字「 」，如果用現代從左到右的書寫方式是「六丁」；可

能對的梵文應該是 tu，顯然「六丁」不是並排小字，而是造字、一個方塊字「 」（參看 30 頁注①-(1, 2)）。至於「 」

只能對當梵文的 mām̊，mām̊ 第一人稱單數對格（accusative）；以前文類推，大可以「滿」對 mām̊，不知何以造「 」

這麼一個怪字。(3) 還可以注意西夏譯本小寫的 受 lj••1，因為 lj••1音無可對當的梵文。其實 受 這個字不是對音字，

而是翻譯漢語側寫小字「重」。完全相同的夏漢對應可見 053 行，但本經漢文本其餘側寫小字的「重」，西夏文本並沒

有相當的 受 lj••1。 

② (1) 西夏文本小字的 秉 --，應該與上一行的 唇 tha-連讀，唇 秉 -- tha-對梵文的音 tha-；漢文本對當的「達引

遏」並無空格。(2) 至於第二個 賅 tja1字，居庸關刻文作 羲 tja1，已見 37 頁注③-(1)、注④-(2)；及居庸關刻文的 貍 

rjar1作小寫字形，說明見 37 頁注⑤。以下不再重複說明。(3) 後段漢文本的「斡囉斡拶捺」與西夏文本的 鎂 貍 鎂 均 

肇 wa1 rjar1wa1 tsja1 nja2一致，都是對梵文 vara-vacana 的正確斷詞。村田轉寫的長元音 vacanÈa-，是 vacana 與下文 amÜrta
連讀的結果。換言之，漢文本的「捺  啊」、西夏文的 肇 nja2∥崇 ·a-，也是正確斷詞的結果（參看 37 頁注④-(2)）。
(4) 漢文本的「沒」與下一行的「哩二合」中間並無間隔，合起來相當於梵文的 mÜr- 音。按梵文的 Ür 屬於元音，而漢語

並沒有可以對當 mÜr 的音節；顯然「二合」表記的正是「沒哩」兩個方塊字併聯發音的意思。  
③ (1) 這一行第一個字 球 rjir1，我在居庸關刻文作 菠 rjijr2。當時根據西壁第 17 行以 癩 菠 mj•1 rjijr2對梵文 mÜr- 

音，而且 菠 rjijr2通常對應梵文的 - Ür-、Ür-。事實上，以 癩 菠 mj•1 rjijr2或 癩 球 mj•1 rjir1對梵文的 mÜr- 音，都合於夏

梵對音的條件，也都無法準確發 mÜr- 音。(2) 鴕 bjij2我在居庸關刻文作 粳 bji2，說明請看同頁注①-(1)。及最後一個

大寫的 貍 rjar1，居庸關刻文作小寫字形。(3) 這一行漢文本的「怛  啊」中間有隔，與西夏文本的 羲∥崇 tja1 ·a- 是
一致的，也是對梵文 amÜrta+ abhiÜsekair > amÜrt ÈabhiÜsekair 正確的斷詞（37 頁注④-(2),上注-(3)）。(4) 西夏文本行末有明

顯的留空，但漢文本的「囉」與「滿」（054 行）之間無隔。也就是說，漢文本以「麻訶引麼 囉滿 囉二合」（甚至可

能包括已經分行的「鉢寧」。因為「鉢寧」可能只是受限版面的行長，只能移作下一行）一氣呵成。 

④ (1) 承上注，這一行漢文本的「鉢寧」，可能只是由於分行的結果，未能與前文銜接。對當的西夏文本，明確

是以 軒 鍊 貍 綿 唆 m~a1 tj•1 rjar1 pja1 djij1一氣呵成。(2) 漢文本的「寧」對當梵文的 daiÜh、西夏文本的 唆 djij1，說明

請看 31 頁注①。(3) 傅圖藏本 唆 djij1之後殘缺。從半邊字看，兩個 貍 rjar1，都不是小寫字。相對的，居庸關刻文的 

貍 rjar1都是小寫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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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麻啊瑜         珊 引囉引你                   商 - 
①
 

056. 蓉 ∥ 囝  愉 蓉 ∥粳 囝 愉 蓉 ∥粳 囝 愉 蓉 ∥ 
 ™ja2    |sjwo1 dja2 ™ja2    bji2 |sjwo1 dja2 ™ja2    bji2 |sjwo1 dja2 ™ja2   
 -ya    |sodhaya,        vi |sodhaya          vi|sodhaya. 
 -也商 也         覔商 也覔商 也 

057. 轡 技 肇 ∥渣 漿 鎂 ∥ 趙 灑 唆 ∥ 努 燈 抵 圯  
 gja2 gja1 nja2    swa1 ba2  wa1    wji2 |sjow1 djij1   ·wu- |sj•1 nji2 |sjij1 
 gagana-        svabhāva-      vi|suddhe,       uÜsÜnī Üsa- 
 遏遏捺        莎末斡        委商寧         嗚實你二合舍 

②
 

058. 粳 琍 蓉 ∥ 綿 球 駟 板 秉 ∥醒 燉 戮 貍 ∥ 貍  
 bji2 dzja1·ja2    pja1 rjir1 |sjuu1 dji1  --    sja1  xa2 lj_ij1  rjar1  rjar1 
 vijaya-        pari|suddhe,          sahasra-         ra 
 覔 也      鉢哩熟殢引           薩訶廝囉二合     囉- 

③
 

059. 燈 疙 ∥醒 勒 板 錄 ∥ 醒 結 羲 唇 秉 轡 賅 ∥ 
 |sj•1 mji1  sja1 tsow2 dji1 tjij1   sja1 war1  tja1  tha-  -- gja2  tja1 
 |smi-     sañcodite,         sarvatathāgatÈa- 
 -實弥    珊左殢矴         薩 怛達引遏怛 

④
 

060. 崇 鎂 塋 隱 緇 ∥ 庉 羲 綿 秉 貍 疙 羲 秉 ∥綿  
 ·a-  wa1  lo2  kji1  njij2   |sja1   tja1  pja1  -- rjar1  mji1  tja1  --   pja1 
 -valokini,          Üsa Üt-     pāramitā-     pa- 
 啊斡邏雞你            折怛鉢引囉弥怛引 鉢- 

⑤
 

                                                        
① (1) 這一行除了頭兩個字之外，相當的居庸關刻文在拓片上已經完全看不到了。我類推復原的結果為 崇 蟾 唆 

醒 銬 愉 秉 貍 緇 囝 愉 ·a- ™juu1 djij1sja1nj•2 dja2 -- rjar1njij2 |sjwo1 dja2，整串字是根據羅福成與 Wylie 的抄寫、及對音虛擬

的，現在正可對比本經用字。居庸關的的 唆 djij1 根據羅福成的抄寫（Wylie 作 仵 rjɨr2），除了梵音 - Üh，並無可對譯；

從本經 054 行的 綿 唆 pja1 djij1對 padaiÜh 看來，夏梵對音也許通常就是忽略 - Üh 音，居庸關的 唆 djij1也許可以刪去。

但是，若以本經多出來的一個小寫字 秉 --，插在 貍 rjar1、緇 njij2 之間；雖然可以填補居庸關的空位，一樣無可對譯。

根據居庸關的經驗，最可能既可填補空位、又還能勉強對音的，是以 毗 ·jij1 對 -Üh；可見於居庸關東壁 27 行第 10 字。

(2) 村田轉寫的 mamÈayuÜh，來自 mama+ ÑayuÜh。因此西夏文本的 奘 mja1∥崇 ·a- 是合理的斷詞。相對的，漢文本「麻

麻」與「啊瑜」無隔，則是不作斷詞。(3) 西夏文本的 銬 nj•2∥愉 dja2，也可以認為是對 san-dhāraÜni 合理的斷詞；相

對的，漢文本則以「珊 引囉引你」一氣呵成。 

② (1) 這一行的 趙 灑 wji2 |sjow1兩字，居庸關刻文作 粳 駟 bji2 |sjuu1。就梵文的對音關係而言，欲對 vi |su- 之音，

居庸關刻文似乎較為優勝。可比較 056 行以 粳 囝 bji2 |sjow1對 vi |so-，及 067 行以 粳 駟 bji2 |sjuu1對 vi |su-。(2) 居庸

關刻文相當於本行的第 9 字以下殘缺，我類推復原的結果，第 13 字作 庉 |sja1。對梵音 Üsa-，本經所用的 圯 |sjij1似不

如 庉 |sja1。不過 062 行也有 圯 |sjij1對 Üsa-，而相當的漢文本都作「舍」；似乎表示本經譯者讀漢語的「舍」，不是 a 元
音。 

③ (1) 第 11 字傅圖藏本實作 戮 lj_ij1，戮 lj_ij1不應該對梵文 -s- 音。居庸關刻文作 撲 sj•2，應該是正確的。撲 sj•2、

戮 lj_ij1形近，想係形近訛誤。(2) 還可留意漢文本的「殢引」，對西夏文本的 板 秉 dji1 --、梵音 ddhe。漢字「殢」不是

常用字，今讀一般工具書作舌尖清不送氣音 ti4（如《辭海》《漢語大詞典》）；《廣韻》作「他計」切（一讀「呼計」），

是送氣清音。通常漢字對西夏音有時 n-~d- 不分（31 頁注①），何以本經特別以讀清塞音 t-（或 th-）的漢字對西夏語

的濁塞音 d-，是個有意思的問題。就本經而言，用「殢」似乎是表記該音節韻母為細音，這個分界適用於對西夏語、

及梵音（i、e）。 

④ 這一行最後一個西夏字 賅 tja1與相當的漢字「怛」，都不完全相當於梵文 t Èa 音。西夏語 賅 tja1的後面，因為

版面分行，也許無法驟定 賅 tja1是否與下一行的 崇 ·a- 分讀兩段。但是漢文本的「怛」和下一行的「啊」，中間留空；

而相當的梵音 tathÑagatÈavalokini，來自 tathÑagata+avalokini。因此我認為漢夏文本一致、是合理的斷詞，西夏文本的 賅 

tja1後確實留空。 

⑤ 這一行第二段最後的 羲 秉 tja1 --，居庸關刻文只有一個 賅 tja1字。根據夏梵對音的規律，用西夏字 羲 tja1或 賅 

tja1雖然沒有什麼不同，都可以對梵文 ta（37 頁注③-1, ④-2）；但是本經的小寫字 秉 --，可以表記梵文的 t Ña 為長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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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 球 翡 秉 貍 抵 ∥ 醒 結 羲 唇 秉 轡 賅 ∥ 奘  
 rjir1 pu1   -- rjar1  nji2  sja1  war1  tja1  tha-  

-- gja2  tja1       mja1 
 -ripūraÜni,              sarva-   tathāgata-             mÑa- 
 -哩逋引囉祢        薩 怛達引遏怛麻- 

①
 

062. 錄 愉 圯 貝 疙 ∥ 迺 貍 豬 燈 崖 錄 ∥ 醒 結  
 tjij1 dja2  |sjij1  bu1   mji1       pj•1  rjar1  tji2  |sj•1  thji1  tjij1       sja1 war1 
 -te, daśa-    bhÑumi-   pratiÜsÜthite,           sarva- 
 -矴  舍目弥         不囉帝實提二合矴       薩 - 

②

 

063. 羲 唇 秉 轡 賅 ∥ 稽 球 愉 蓉 ∥崇 板 燈 唇 肇  

tja1 tha-   -- gja2  tja1        ·j•r2  rjir1  dja2  ·ja2     ·a-  dji1  |sj•1   tha- nja1
 

 tathāgata-             hÜrdayÈa-                dhiÜsÜthānÈa- 
 -怛達引遏怛       哩二合 也     啊殢實達捺 

③
 

064. 崇 板 燈 崖 錄 ∥ 茶 ∥ 難 待 菠 ∥ 難 待 菠 ∥ 奘  
 ·a-  dji1  |sj•1  thji1  tjij1         --     mu2  dj•2 rjijr2       mu2 dj•2  rjijr2   mja1 

 -dhiÜsÜthite,                      mudre          mudre         ma- 
 啊殢實提二合矴      唵麼 二合    麼        麻- 

④
 

065. 燉 難 待 菠 ∥漿 梟 貍 蟒 秉 蓉 ∥臉 燉 羲 肇  
 xa2  mu2  dj•2 rjijr2      ba2  dzj•1 rjar1 kjaa1 --  ·ja2       s~a1   xa-  tja1  nja2 

 -hā-mudre,         vajra-kāya-                sam̊haÜtana- 
 -訶麼 二合      末 二合葛引也              三訶怛捺 

⑤
 

066. 綿 球 駟 唆 ∥醒 結 蟒 仵 奘 ∥崇 鎂 貍 肇 ∥ 
 pja1 rjir1 |sjuu1 djij1      sja1  war1 kjaa1 rj•r2 mja1     ·a-  wa1  rjar1 nja2 
 pariśuddhe,        sarva-   karmâvaraÜna- 
 鉢哩熟寧         薩 葛哩二合麻啊斡囉捺- 

⑥
 

067. 粳 駟 唆 ∥ 迺 貍 豬 緇 ∥鎂 仵 羲 蓉 ∥奘 奘  
 bji2 |sjuu1 djij1     pj•1 rjar1  tji2  njij2     wa1  rj•r2  tja1  ·ja2      mja1 mja1 
 vi||suddhe,      pratinivartaya,                      mamâ- 

                                                        
① 這一行漢文本的「怛達引」之後分行，與西夏文本一致；但是「遏怛」與「麻矴」之間無隔，則與西夏文本不

同。按梵文的 mat Ñe 是 mÑat Ña“mother”的呼格單數，西夏文本是合理的斷詞。 

② 這一行頭七個字，居庸關刻文殘缺。我類推復原的結果，第三個字作 庉 |sja1，說見 39 頁注②-(2)。第四個字

作 魁 boo2，當初根據刻文完好的部分類推，而梵文的 bu(e-14-27)、bhu(w-9-20)、bhu (e-14-13)，都用同一個西夏字

「魁 boo2」對音。至於本經用 貝 bu1對梵文 bhÑu 音，就這麼一次；其餘對梵文 bu 音用 魁 boo2（如 046、074 等行），

對 bhÑu 音也用 魁 boo2（如 073 行），並不區別。 

③ 西夏語的 崇 ·a- 和漢語的「啊」對當，都是音寫 hÜrday Èa- 最末的長音 a。可見口誦的真言咒語，久而音段的

切割失真。 

④ 這一行的 茶 --，在居庸關是沒有的；但西夏語的 茶 固定音寫梵文的 oÔm；相當的漢字也一律是「唵」。 

⑤ 漢文本的「 二合」，對梵文-jra 之音，又見於 079、081、082 行， 看來像造字、一個方塊字；可觀察 TK164
相當之兩行， 這個字左上角多一小口，顯示該刻本以之為一個特殊發音的方塊字。但是下注「二合」，又表示 可

能是兩個方塊字；然則 最初也許是「日」、「羅」合音的意思。「日」取對梵文的 -j 音、「羅」取對梵文的 -ra 音；應

該是相當精確，也符合通常以「囉」對梵文不帶 -j 的 -ra 音，如 046 行「不囉」對 pra、050 行「不囉」對 phra、054
行「 囉」對 tra、096 行對 dra、058 行「囉」對-ra 及「廝囉」對 sra 等。可以比較 083 行的 -jra，卻用「 」，算是

違例。基本上，「 」通常對-jri、-jre、-jro 等相對閉口的元音，如 078、081、082 行等；而且整個趨勢，漢字「囉、

邏（通常對 -lo 音）」與造字的「 、 」分用，是相當規律的。 

⑥ 比較 39 頁注①。這一行西夏文本與漢文本之用字，對梵文咒語的音段切割既不一致，也與梵文的韻律音節有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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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覔熟寧       不囉帝你斡哩二合怛也              麻麻 

068.  崇 蟾 球 粳 駟 唆 ∥醒 結 羲 唇 秉 轡 賅 ∥ 

 ·a- ·juu1  rjir2  bji2  |sjuu1 djij1     sja1  war1  tja1  tha-  -- gja2  tja1 
 -yur-        vi|suddhe,       sarva-   tathāgata- 
 啊瑜哩二合覔熟寧       薩 怛達引遏怛 

①
 

069. 醒 奘 蓉 秉 ∥ 崇 板 燈 唇 秉 肇 秉 ∥ 崇 板 燈 崖  

 sja1  mja1 ·ja2   --    ·a-  dji1  |sj•1  tha-  -- nja2  --    ·a-  dji1  |sj•1  thji1 
 samayâ-               dhiÜsÜthānâdhiÜsÜthi- 
 薩麻也引        啊殢實達二合引捺引       啊殢實提二合- 

070. 錄 ∥ 茶 ∥ 絃 緇 絃 緇 ∥奘 燉 秉 絃 緇 ∥ 粳 絃 緇  

 tjij1         --     mju2 njij2 mju2 njij2      mja1 xa2   -- mju2  njij2      bji2  mju2 njij2 
 -te.     om̌    muni    muni       mahā-muni,           vimuni          
 -矴  唵   呣你呣你         麻訶引呣你          覔呣你- 

071. 粳 絃 緇 ∥奘 燉 秉 粳 絃 緇 ∥奘 豬 ∥奘 豬 ∥奘  

 bji2  mju2 njij2     mja1 xa2    --  bji2 mju2 njij2     mja1  tji2     mja1  tji2      mja1 
 vimuni      mahā-    vimuni,      mati     mati     ma- 
 -覔呣你     麻訶引覔呣你         麻帝麻帝         麻- 

072. 燉 秉 奘 豬 ∥奘 奘 豬 ∥恆 奘 豬 ∥ 羲 唇 賅 秉  
 xa2   -- mja1  tji2      mja1 mja1  tji2      sju2  mja1  tji2        tja1  tha- tja1 -- 
 -hā-mati,        mamati       sumati,        tathatā-   
 -訶引麻帝       麻麻帝       須麻帝        怛達怛引 

073. 魁 秉 羲 云 豬 秉 ∥綿 球 駟 唆 ∥粳 撲 魁 賅 ∥ 
 boo2 --  ja1  ko1  tji2    --    pja1 rjir1 |sjuu1 djij1      bji2  sj•2 boo2 tja1 
 bhÑuta-     koÜti-          pariśuddhe,         visphuÜta- 
 目引怛光帝引            鉢哩熟寧         覔廝婆二合怛 

074. 魁 板 駟 唆 ∥舨 舨 ∥ 琍 蓉 ∥琍 蓉 ∥ 粳 琍 蓉 ∥ 
 boo2 dji1śjuu1 djij1      xa-  xa-    dzja1 ·ja2     dzja1 ·ja2        bji2 dzja1 ·ja2 
 buddhi-|suddhe,     he   he,     jaya      jaya,        vijaya  
 目殢熟寧         形形 也 也            覔 也- 

075.  粳 琍 蓉 ∥ 撲 奘 貍 撲 奘 貍 ∥ 撲 軌 貍 撲 軌  

     bji2 dzja1 ·ja2        sj•2  mja1 rjar1  sj•2  mja1 rjar1       sj•2  phja1 rjar1 sj•2 phja1 

 vijaya,         smara       smara,          sphara ,      sphÑa- 
 -覔 也       廝麻二合囉廝麻二合囉      廝拔二合囉廝拔二合- 

076. 貍 ∥撲 軌 貍 蓉 ∥撲 軌 貍 蓉 ∥ 醒 結 魁 賅 ∥ 
 rjar1    sj•2 phja1  rjar1 ·ja2     sj•2  phja1  rjar1 ·ja2       sja1  war1  boo2  tja1 
 -ra,   sphāraya          sphāraya             sarva-   buddhâ- 

                                                        
    ① 同上。這一行第一個西夏字 崇 ·a- 和漢字「啊」，其實都應該是結合上一行末尾的 奘 mja1（漢字「麻」）、音

寫上一行 mamÈa- 之 -mÈa。但是，若觀察漢文本，「啊」前卻是留空的，又表示「啊」並不是與上一段相連的音段。意

謂著，西夏文本的 崇 ·a-，可能也不是與上一段相連的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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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囉   廝拔二合囉也廝拔二合囉也           薩 目怛 

077. 崇 板 燈 唇 肇 秉 ∥崇 板 燈 崖 錄 ∥駟 唆  
 ·a- dji1  |sj•1  tha-  nja1  --   ·a-  dji1  |sj•1  thji1 tjij1  |sjuu1 djij1 
    dhiÜsÜthānâdhiÜsÜthite,                             śuddhe 
 啊殢實達二合引捺引    啊殢實提二合矴    熟寧- 

078. 駟 唆 ∥魁 唆 魁 唆 ∥津 梟 菠 津 梟 菠 ∥奘  
 |sjuu1 djij1  boo2 djij1  boo2 djij1     bja2  dzj•1 rjijr2 bja2 dzj•1 rjijr2      mja1 
 |suddhe,   buddhe   buddhe,    vajre        vajre,          ma- 
 -熟寧    目寧目寧 末 二合   末 二合  麻- 

079. 燉 秉 津 梟 菠 ∥恆 津 梟 菠 ∥ 津 梟 貍 轡 球  
 xa2   -- bja2 dzj•1 rjijr2       sju2 bja2 dzj•1 rjijr2         bja2 dzj•1 rjar1 gja2 rjir1 
 -hā-   vajre           suvajre,            vajra-gar- 
 -訶引末          須末           末 二合遏哩二合-  

080. 堤 ∥ 琍 蓉 轡 球 堤 ∥粳 琍 蓉 轡 球 堤 ∥ 津  
 bjij2     dzja1 ·ja2  gja2  rjir1  bjij2      bji2 dzja1 ·ja2  gja2  rjir1 bjij2       bja2 
 -bhe   jaya-garbhe,           vijaya-       garbhe         va- 

 - 重   也遏哩二合 重       覔 也遏哩二合 重   末- 

081. 梟 貍 李  嗤 轡 球 堤 ∥ 津 梟 睥 待 津 丰 ∥ 
 dzj•1 rjar1 dzwa1 lja2  gja2  rjir1  bjij2      bja2 dzj•1  ror2  dj•2  bja2 wjij2 
 -jra-     jvala-    garbhe,         vajrÈodbhave 
 - 二合撮 遏哩二合 重   末 三合末永 

①
 

082.  津 梟 貍 臉 津 丰 ∥ 津 梟 菠 ∥津 梟 球 緇  

     bja2 dzj•1 rjar1  s~a1  bja2  wjij2     bja2 dzj•1 rjijr2       bja2 dzj•1 rjir1 njij2 

 vajra-        sambhave,      vajre          vajriÜni, 
 末 二合三末永 末 二合     末 哩二合你 

083. 津 梟 貍 癩 ∥津 結 杉 ∥奘 奘 ∥ 庉 球 貍  
 bja2 dzj•1 rjar1 mj•1      bja2 war1 tju2      mja1 mja1        |sja1 rjir1 rjar1 
 vajraÕm             bhavatu       mama       |sa Ürīra- 
 末 囉合口          末斡六丁       麻麻        折哩囉合口 

②
 

084. 醒 結 醒 切 肇 癩 均 蟒 蓉 ∥ 綿 球 駟 唆  
 sja1 war1  sja1  twa1 nja2  mj•1 tsja1 kjaa1 ·ja2         pja1 rjir1 |sjuu1 djij1 
 sarva-   satvānāñ-        ca  kāya-        pari|suddhir 
 薩 薩咄喃拶葛引也            鉢哩熟寧 

085. 津 鎂 杉 紛 醒 愉 秉 ∥ 醒 結 轡 豬 ∥ 綿 ∥ 
 bja2 wa1  tju2  mjij1 sja1  dja2    --    sja1 war1  gja2  tji2   pja1 

                                                        
    ① TK165 漢文本的「永」對西夏字 丰 wjij2 之音、梵文的 ve，有點奇怪。不過下一行的「永」也對 丰 wjij2、梵

文 ve，與此一致； TK164 該字雖然有點模糊，也還是「永」。 

    ② 雙排小字「六丁」，其實是一個方塊字「 」，對西夏字 杉 tju2之音、梵文的-tu。參看 38 頁注①、30 頁注①

-(1, 2)，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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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vatu,     me  sadā            sarva-   gati-       pa- 
 末斡六丁銘薩 引        薩 遏帝鉢- 

086.  球 駟 板 燈 均 ∥ 醒 結 羲 唇 秉 轡 賅 燈 均  
 rjir1 |sjuu1 dji1  |sj•1  tsja1      sja1 war1   tja1 tha-  --  gja2 tja1  |sj•1 tsja1 
 -riśuddhiś        ca.    sarva    tathāgatāś              ca 
 -哩熟殢實拶二合         薩 怛達引遏怛實拶二合- ①

 

087. 奘 癩 ∥醒 奘 秉 ∥ 梳 醒 扈 杉 ∥魁 鬚 魁 鬚  
 mja1 mjɨ1    sja1 mja1   --    śjwar1 sja1 ·jã1 tju2        boo2 dja2 boo2 dja2 
 mām̊     samāśvāsayantu.                    buddhya  buddhya, 
 -       薩麻引說引薩衍六丁                   目涅目涅 

088. 誅 鬚 誅 鬚 ∥ 澈 愉 蓉 ∥澈 愉 蓉 ∥ 粳 澈  
 sji1  dja2  sji1 dja2         bo2  dja2  ·ja2        bo2 dja2 ·ja2 bji2 bo2 
 siddhya  siddhya,    bodhaya         bodhaya,     vibo- 
 西涅西涅       磨 也磨 也      覔磨- 

089.  愉 蓉 ∥粳 澈 愉 蓉 ∥ 難 均 蓉 ∥ 難 均 蓉 ∥ 

 dja2 ·ja2       bji2  bo2  dja2 ·ja2  mu2 tsja1 ·ja2        mu2 tsja1 ·ja2 
 -dhaya     vibodhaya,      mocaya        mocaya, 
 - 也覔磨 也        麼拶也麼拶也 

090. 粳 難 均 蓉 ∥粳 難 均 蓉 ∥囝 愉 蓉 ∥ 囝  
 bji2  mu1  tsja1 ·ja2      bji2  mu1  tsja1 ·ja2      śjwo1 dja2 ·ja2      śjwo1 
 vimocaya          vimocaya,         śodhaya       śo- 
 覔麼拶也覔麼拶也          商 也        商 

091.  愉 蓉 ∥粳 囝 愉 蓉 ∥粳 囝 愉 蓉 ∥ 醒 軒  

     dja2 ·ja2       bji2 śjwo1 dja2 ·ja2        bji2 śjwo1 dja2 ·ja2         sja1 mã1 

     -dhaya,    viśodhaya          viśodhaya,           saman- 

     也     覔商 也覔商 也       薩滿- 
②
 

092. 賅 肇 ∥ 難 均 蓉 ∥難 均 蓉 ∥ 醒 軒 賅 秉 ∥ 
 tja1 nja2        mu1 tsja1 ·ja2        mu1 tsja1 ·ja2          sja1 mã1 tja1     -- 
 -tān        mocaya        mocaya,         samanta- 
 -怛引捺二合引  麼拶也       麼拶也          薩滿怛引- 

093. 貍 燈 疙 ∥ 綿 球 駟 唆 ∥醒 結 羲 唇 秉 轡  
 rjar1 śjɨ1  mji1      pja1 rjir1 śjuu1 djij1       sja1  war1 tja1  tha-  -- gja2 
 raśmi-          pariśuddhe,         sarva-tathāga- 
 囉實弥二合    鉢哩熟寧         薩 怛達引遏-  

094. 賅 ∥ 稽 球 愉 蓉 ∥崇 板 燈 唇 肇 ∥崇 板 燈 崖  
 tja1      ·jɨr2 rjir1 dja2 ·ja2   ·a- dji1 śjɨ1  tha- nja2    ·a-  dji1  śjɨ1 thji1 
                                                        
    ① 這一行第一個字 球 rjir1，居庸關作小寫字形。按這個 球 rjir1對梵文-ri-，是一個完整的音節。 

    ② 傅圖藏本這一行自第二個 蓉 ·ja2字以下殘缺，粳 囝 愉 蓉∥醒 軒 bji2 śjwo1 dja2 ·ja2 sja1 mã1為根據半邊字及參

考聖彼得堡藏本所補，也許當中的留空並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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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    hÜrdaŷdhiÜsÜthān̂-                      dhiÜsÜthi- 
 -怛  哩二合 也     啊殢實達二合引捺     啊殢實提二合-  

095. 錄 ∥ 難 待 菠 ∥難 待 菠 ∥奘 燉 秉 難 待 菠 ∥奘  
 tjij1       mu2 djɨ2 rjijr2       mu2 djɨ2 rjijr2       mja2 xa2   -- mu2  djɨ2  rjijr2     mja2 
 -te,    mudre         mudre         mahā-mudre,              ma- 
 -矴  麼 二合    麼 二合     麻訶引麼 二合引       麻- 

096.  燉 秉 難 待 貍 ∥返 鍊 貍 ∥綿 唆 ∥渣 燉 ∥ 
     xa2   -- mu2  djɨ2  rjar1  ma2  tjɨ1  rjar1  pja1 djij1       swa1 xa2 

 -hā-   mudrā-        mantra-      pade       svāhā. 
 -訶引麼 囉二合滿 囉二合           鉢寧      莎訶 

097. 朹  蕙 顎 圳 痳 賅 殲 蚩 殲 溜 云 豬 菔 韶  
 ³wúr1 wú1 thj•2  zji2  ™jiij1  tja1  ™jar1  ©_a2  ™jar1  rjir2  ko1  tji2  khj~a2 khja2 
 天   主，此  總  持  者  八  十  八  億  [俱 胝] 恆  河  

 天主（當知，然）此惣持八十八億俱胝恆河 
①
 

098. 勼 率 捩 菜 媼 祖 仵 鍍  媼 伂 詩 泯   助 秀  
 b_e1 ³ewr2 rjur1 tha1 gu2 thwuu1 rj•r2 tshjiij1 gu2  kj•1 ©jiw1 ©iwej1 mjor1 lj_ij1 
 沙  數，諸  佛    同    △  說， 共，△  攝  授  ；如  來  

 沙數，諸佛同說，攝授，（一切）如來 
②
 

099.  夙   夙 樣 爨 嬌 條 爨 汜 鑤 頌 芓 囉  瞞  漬  
     ³owr2 ³owr2 sj_ij2 tj_•j2  ³wu2 nja1  tj_•j2 zj_o2  wj _ij1  ljo1 bji1 niow2  tshwew1  sjiij2 

 一    切  智  印  以，△  印；短  命、薄  福、惡    趣  、思 

 一切（如來）智印所印，普益一切短命、薄福、惡趣、 

100. 陝 念  旱 懦 斬 夙  夙  護  仵 鍍  捩 彌 厏 連  
 --  mur1 ljw_•j1 sjij2  dju1 ³owr2  ³owr2 nioow1 rj•r2 tshjiij1 rjur1 mú1  lj _•1  |sja2 
 失、闇   鈍、有  情  一   切    故， △  說。 諸  天  及 [贍  

 迷昧、有情，故說；為諸天眾贍（部）
③
 

101. 囗 梂 鉸 懦 斬 柝 佽 飽 護  圳 痳 活 柝 契  
 phu2 mja1 ™i _o1  sjij2 dju1  ™jij1   gj_ij1 ©ie2 nioow1 zji2 ™jiij1    nji2 ™jij1  t|sj•1 
 部]  洲     有  情  之  利  益  故， 總  持  汝  於  付  

 （贍）部有情，付（囑）於汝。 

                                                        
    ① (1) 西夏文本的 云 豬 ko1 tji2，相當於漢文本的「俱胝」，是梵文 koÜti 的對音。按《玄應音義‧卷五》「俱

致，或稱俱胝，即中土所稱之『千萬』，或『億』」。換言之，夏漢兩譯之於“億”，都是義譯復音譯。(2) 西夏文

本的 菔 韶 khj ~a2 khja2，相當於漢譯本的「恆河」。不過，西夏文的 韶 khja2有“汲”義，肯定沒有“江、河”的語義；

韶 khja2作對音用，西夏語 菔 韶 khj ~a2 khja2對梵文的 ga Õnga 正好；梵文的 ga Õnga，指稱「恆河」。想來漢語的「恆河」，

「恆」用的可能也是對音。(3) 與「此惣持八十八億俱胝恆河沙數諸佛同說攝授一切如來智印所印」相當的唐代義淨

漢譯文，作「此陀羅尼八十八弶伽沙俱胝百千諸佛同共宣說隨喜受持以大如來智印印之」。可以注意，義淨的

「弶伽」，對音梵文的 ga Õnga。 

    ② (1) 西夏語的 祖 thwuu1，是漢語「同、通」的借詞。《掌中珠》091 以 祖 姐 thwuu1 dj _•j2對譯漢語的「同雲」，

是這裡以「同」為對注漢語的理由。 

    ③ 西夏語的 漬 陝 念 旱 sjiij2 -- mur1 ljw_•j1，相當於漢文本的「迷昧」。中古漢語的「迷昧」，似乎還是兩個動詞。

相對的，西夏文本的 漬 陝 念 旱 sjiij2 -- mur1 ljw_•j1，結構比較複雜。漬 陝 sjiij2 --“思-失”，應該是動賓複合詞；念 旱 

mur1 ljw_•j1則似乎是並列複詞，因為兩字都有“昏、不肖”的語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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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奏 蛐 楓 芰 顎 圳 痳 閂 萌  疙 增 躍 虺 疢  
 lu2  wjo1 ³a2   tjij1  thj•2  zji2 ™jiij1  ™ja- d|zjow1 mji1  tsj•1 ™jir2   t _u1  khj•2 
 矚 -為 -我。若  此  總  持  一  遍   聞  亦，百  千  萬  

 付囑（於汝）。若聞一遍，（滅）百千（劫）
①
 

103. 畚 慝 仵 赫 囉  櫺 泖 圳 臂 老 紫 杜 艽 滕  
 kja2 kha1 rj•r2 duu1 niow2  sjw•j1  to2   zji2 d|zjwi1 ka2  ™j_i2 nioow1 dj_i1 ™j•j2 
 劫  中  △  積，惡    業  盡  皆  催  滅；   復   地  獄  

 滅（百千）劫所積惡業，（終不）復（生）地獄 
②
 

104. 艿 渙 踐 蜥 鄂 瞞  慝 杖 韓 蚓 岱 韓 砲 助  
 |sj _u1 ™ju1  sju2 dzju2 bji2 tshwew1 kha1  mji1 wee1 lj_o2  wj•2 wee1 tw_u1 mjor1 

 餓  鬼、畜  生、下  趣   中，不  生。所  △  生  處，如   

 不（復）生（地獄）餓鬼傍生下趣。所生之處，（恆得值）佛 

105. 秀 泌 夸 檮 變 屨 懦 矢 厏 溴 侅 慝 韓 芰  
 lj_ij1 rjir2  ber2  po1  tj•j1  kjir1 sjij2  dj_ij1  lj_•1 phju2 sjw•1 kha1 wee1 tjij1 
 來  與  值；[菩提]  勇  識  眾  及  勝  族  中  生。若 

 恆得值（佛），生菩薩眾及勝族中。若 
③
 

106. 顎 圳 痳 館 詔 芃  蜜  服 壁 黔 啡 塹 蘿 久  
 thj•2 zji2 ™jiij1  rjar1 sj_ij2 d|zjow1 d|zjwa1 ³úr1 t |sjiw2 du1  rj•j2  bú2 du2  t|shjaa1 

 此  總  持  書  寫，幢   尖   山  頂  樓  閣    塔    上 

 書惣持（置）於高幢樓閣山塔 

107.  簫 并 勁 嘉 手 羿 討 骷 賅 姑 增 匚 囉  瞞  

     tj_i1  rar2  dj _u1  lhj•2 zj_ij1  tsej2 zj_ij1  ljij2  tja1  thja1  tsj•1  s_o1 niow2 tshwew1 

 置；影  遇，塵  占，須  臾  見  者，彼  亦  三  惡   趣 

 置（於高幢樓閣山塔）。遇影蒙塵，暫一見者，亦復（不生）三惡道 
④
 

108. 慝 杖 百 捩 助 秀 率 媼 祖  詩  泯 檮 變 璧  
 kha1 mji1 lhj•1 rjur1 mjor1 lj_ij1 ³ewr2 gu2 thwuu1 ©jiw1 ©iwej1 po1  tj•j1   la1 
 中  不  墮。諸  如  來  數    共      攝   授；[菩 提] 記 

 中。一切諸佛共所攝授。（授）菩提記， 

                                                        
    ① (1) 傅圖藏本這一行自 閂 ™ja- 以下殘損嚴重，萌 疙 增 躍 虺 疢 d|zjow1 mji2 tsj•1 ™jir2 t _u1 khj•2 是根據聖彼得堡藏

本補的。(2) 西夏語的 蛐 wjo1與 賒 wji1成對，蛐 wjo1是衍生式動詞，指涉主語；後面的 楓 ³a2是動詞的人稱後綴，

標記主語為第一人稱，即 041 行的 窄 斬 衷 t |sj•1 dju1 dzj_ij1（佛、世尊）。(3) 與「為諸天眾贍部有情付囑於汝」相當的

唐代義淨漢譯文，作「此陀羅尼於贍部洲住持力故（又令邪見不信善惡三惡趣中種種流轉生死苦惱薄福有情迷失正路

如是等類無不蒙益擔悉令解脫眾苦重佛告天帝）我今宣說此陀羅尼付囑於汝」。 

    ② (1) 傅圖藏本這一行自 囉 櫺 niow2 sjw•j1以下殘缺，泖 圳 臂 老 紫 杜 艽 滕 to2 zji2 d|zjw1 ka2 ™j_i2 nioow1 dj _i1 ™j•j2 

為根據半邊字及參考聖彼得堡藏本所補。(2) 西夏語的 仵 赫 囉 櫺 rj•r2 duu1 niow2 sjw•j1，相當於漢文本的「所積惡業」。

但是西夏語是 OV 的語言，照理動詞賓語 囉 櫺 niow2 sjw•j1應該在動詞 仵 赫 rj•r2 duu1的前面；所以，我在 仵 赫 rj•r2 

duu1之後斷句。 

    ③ 西夏文本的 檮 變 屨 懦 po1 tj•j1 kj•r1 sjij2，應該相當於漢文本的「菩薩」。其中 檮 變 po1 tj•j1，是梵文 bodhi 的
對音，漢語對音為「菩提」；屨 懦 kj•r1 sjij2“勇-識”，則可能是梵文 sattva“有情、含識、勇猛”的義譯。梵文 bodhi-sattva 
漢譯佛經通常音譯為「菩提薩陲」，略稱「菩薩」。而西夏語譯《真實名經》連書 檮 變 屨 懦 po1 tj•j1 kj•r1 sjij2，對當沙

囉巴漢譯文的「菩薩」。 

    ④ (1) 這一行第一個字 簫 tj _i1“V: place”，聖彼得堡藏本作 點 tj _i2“N: place”。從形音義觀察，西夏語的 簫 tj_i1、

點 tj_i2應該是同源分化的語詞。根據西夏語語法常規，應以傅圖藏本的 簫 tj_i1為是，對應漢文本的動詞「置」。(2) 并 

勁 嘉 手 rar2 dj_u1 lhj•2 zj_ij1三見（134、167 行）。這裡相當漢文本的「遇影蒙塵」，167 行相當的漢語是「遇影占塵」。我

選擇以「占」對注 手 zj_ij1，以“占”比較貼近 手 zj_ij1的語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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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泯   杖 糕 阱  肄 芰 杜   戊  斬 拯 簞  鴉 物   鏈  
 ©iwej1 mji1 lhjii1 lhjwo1 we2  tjij1 nioow1 dzjwo2 dju1 t|sja1 tshwew1 kj_u1 tshwew1 tshj••1 

 授 ， 不  退  轉   為。若  復    人   有，敬  禮、 供   養、   誦    

 受（菩提記），令不退轉。況復有人，禮供誦 

110.  痳 禾 賅 助 秀 柝 蘑 撾 棒 蝴 鋒  肄 庉 旬  
     ™jiij1 mjijr2 tja1 mjor1 lj_ij1  ™jij1  gji2  ³wu2 tha2 tsjiir1 ©jow1 we2  |sja1  lji2 

 持  者  者，如  來  之  子  是，大  法   源  為；舍  利 

 持，此人即是如來嫡子，大法棟梁，舍利 
①
 

111. 塹 蘿 泌  祖  助 汜 丌 捩 嫂 穫 隆 順 津 杜  
 bú2  du2  rjir2  thwuu1 mjor1 zj _o2  ©a2 rjur1  ³o2   t|sj _i1 mjij1  k_a1  bja2 nioow1 
 寶  塔  與   同， 現  世  於  諸  病  苦  無；命  終   後 

 寶塔現。無患苦。命終之後， 

112. 唉 解 髮 矩 玆 投 塢 杪 慝 霓 韓 捩 助 秀  
 rjijr2 zji2  rejr2 rjur1 ki_ej2  ™u2  wj _a1  sej1  kha1 djii2 wee1 rjur1 mjor1 lj_ij1 
 方，極  樂  世  界  中  蓮  花  中  化  生。諸  如   來 

 往極樂國，蓮花化生。（值）諸如來 

113.  夸 蝴 芝 夙 夙 圳 娘 晁  酒 睢  芰 忡 的 禾  

     ber2 tsjiir1 ™u2 ³owr2 ³owr2 zji2 d|zju1 swew1 phji1 njwi2 tjij1  lj_u2  ljij1 mjijr2 

 值，法  藏  一  切  皆  光  顯 ，令，能。 若  亡  歿  者 

 值（諸如來），即能光顯一切法藏。若（為）亡歿，  

114. 柝 佽 飽 護  矽  筐  偃  久  顎 圳 痳 流 蚩 一  
 ™jij1 gj_ij1 ©ie2 nioow1  naa2 mjaa2 phiow1 t|shjaa1 thj•2 zji2 ™jiij1  nj••1  ©_a2  lew1 
 於  利  益  緣 ，芥   子   白   上， 此  總  持  二  十  一 

 若為（亡歿），於白芥子加持此咒二十一 
②
 

115. 萌   鏈   埂  久 依 行 冶 姑 忡 的 禾 匚 囉 瞞  
 d|zjow1 tshj••1 ©ur1 t|shjaa1  sar2 lju2   ku1  thja1  lj_u2  ljij1 mjijr2 s_o1 niow2 tshwew1 
 遍    誦 ，骸骨  上    散  ，則；彼  亡  歿  者  三  惡  趣 

 遍，散骸骨上，（便得遠離）三惡趣苦 
③
 

                                                        
    ① 值得注意的是，西夏文本以 庉 旬 塹 蘿 泌 祖 |sja1 lji2 bú2 du2 rjir2 thwuu1對應漢文本的「舍利寶塔現」。按，與「此

人即是如來嫡子大法棟梁舍利寶塔現」相當的唐代義淨漢譯文，作「彼人（能如是供養者）名曰摩訶薩埵真是佛子持

法棟梁又是如來全身舍利窣堵波塔」。 
    ② (1) 傅圖藏本這一行第二個字殘損，根據連用複詞推想，應為 佽 gj _ij1。這個推測得到聖彼得堡藏本的支持，

否則漢文本並無可直接對當西夏語之 佽 飽 gj _ij1 ©ie2“利益”者。推想，西夏文本的 佽 飽 gj _ij1 ©ie2“利益”，應該相當

於漢文本的「為」。因為，就語法分析而論，漢文本「加持」的直接對象（客體）是「白芥子」；西夏文本對「白芥子」

作功的動詞，是下一行的 鏈 tshj••1“誦”，對當漢語的「加持」，可以接受。而西夏文本受 佽 飽 gj_ij1 ©ie2“利益”的

對象是上文的 忡 的 禾 lj_u2 ljij1 mjijr2「亡歿者」。也就是說，西夏文本的 芰 忡 的 禾 柝 佽 飽 護 tjij1 lj_u2 ljij1 mjijr2 ™jij1 gj_ij1 

©ie2 nioow1，整個相當於「若為亡歿」。(2) 傅圖藏本自 偃 phiow1以下復殘缺，根據聖彼得堡藏本補 久 顎 圳 痳 流 蚩 

一 t |shjaa1 thj•2 zji2 ™jiij1 nj••1 ©_a2 lew1。其中西夏語的 久 t |shjaa1，漢文本雖無相當的位置詞「上」；漢語的「於」對當西

夏語的 久 t |shjaa1，應該可以通讀。其餘，「總持」即 dhÑara ÜnÑ”，漢語又稱「咒」，則 顎 圳 痳 流 蚩 一 thj•2 zji2 ™jiij1 nj••1 ©_a2 

lew1對當漢文本的「此咒二十一」，可無疑義。 

    ③ 傅圖藏本自 冶 ku1以下殘損。姑 忡 的 禾 匚 囉 瞞 thja1 lj_u2 ljij1 mjijr2 s_o1 niow2 tshwew1七個字，為根據聖彼得堡

藏本所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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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亥  彌  久  韓 球 朹 蕙 扙 蘑 掬 窗 瘦  柝 顎  
 lhew2 mú1 t |shjaa1 wee1 rjir1 ³wúr1 wú1  ³wú1 gji2  |zj•r1 gjw•1 lwo2 ™jij1 thj•2 
 脫， 天   上   生  得。天  主  天  子    至  堅     於，此 

 遠離（三惡趣苦），得生天界，天主（應為）至堅天子， 

117. 圳 痳 仵 鍍  蛐  ∥ ○ 
 zji2 ™jiij1  rj•r2 tshjiij1  wjo1 
 總  持  △  說   -作。 

 作如是說。
①
 

118. 妞  矗 朹 蕙 窄 斬 衷 柝 嚨 呈 仵 燙 顎 圳  
 t |shj•1 zj_o2 ³wúr1 wú1 t|sj•1 dju1 dzj_ij1  ™jij1 dzju1 bju1 rj•r2  |sji2  thj•2 zji2 
 爾   時  天  主  壞  有  渡  之  命  承，△  往，此  總  

 尒時天主承命，往（彼） 

119. 痳 仵 鍍  賒 藏 掬 窗 瘦  閏   榦  閏 后 屨 磐  
 ™jiij1 rj•r2 tshjiij1 wji1 t|sj••1 |zj•r1 gjw•1 lwo2 t|shjiw1 nj••2 t|shjiw1 gj•2 kjir1 ™j•r2 
 持  △  說  -為。次   至     堅   六    日   六  夜  勤  修 ， 

 為說惣持。（如法）懃修，（經）六晝夜，
②
 

120. 仵 賒 竺 赴  餒  久  囉   瞞  慝 愉 亥 汜 增 岱 匉  
 rj•r2 wji1  |sj _a1 tsew2 ™jaar2 t|shjaa1 niow2 tshwew1 kha1 dja2 lhew2 zj_o2  tsj•1 wj•2 d|zjo1 
 △ -為。第  七   日   上   惡    趣    中  △  脫，壽  亦  △  長。 

 經（六晝夜）。至第七日脫惡趣難，壽命復增。 

121.  妞  矗 掬 窗 瘦 忷 鋼 四 螻  紫 紫 別 估 胛  

 t |shj•1 zj_o2 |zj•r1 gjw•1 lwo2  de2 lj_•j2 d|ziúj2 d|zjow1  ™j _i2  ™j _i2   kj_a1 ljaa1 zj••r1 
 爾   時  至      堅     喜       悅  ，  復    讚  頌。希 

 尒時至堅喜不自勝，而作嘆言。奇 

122. 斬 挺  懣 胛 斬 韌 蝴  胛 斬 棒 試 胛 斬 顎  
 dju1 swew1 sú1 zj••r1 dju1 thjoo1 tsjiir1 zj••r1 dju1 tha2  ™ji1  zj••r1 dju1 thj•2 
 有  明   滿，希  有  妙  法， 希  有  大  眾，希  有  如   

 哉正覺，奇哉妙法，奇哉僧伽，奇哉（如）是 
③
 

123. 怨 圳 痳 矩 慝 岱 戡 楓 柝 棒 綻 左 慝 愉  
 sju2 zji2  ™jiij1 rjur1  kha1 wj•2   to2  ³a2   ™jij1  tha2  kj_a1  le2  kha1 dja2 

                                                        
    ① 這裡的 仵 鍍 蛐 rj•r2 tshjiij1 wjo1「作（如是）說」，可比較 102 行的 活 柝 契 奏 蛐 楓 nji2 ™jij1 t|sj•1 lu2 wjo1³a2「付

矚於汝」、及 109 行的 仵 鍍 賒 rj•r2 tshjiij1 wji1「為說（惣持）」。蛐 wjo1是與 賒 wji1相對的衍生式作格動詞，表示作

動者指向第一、二人稱主語。這裡的主語是受命於佛的 朹 蕙 ³wúr1 wú1「（帝釋）天主」，就其為受話者的身份，可以

認為是第二人稱。相對的，仵 鍍 賒 rj•r2 tshjiij1 wji1的作動者應該也是 朹 蕙 ³wúr1 wú1；雖然是 柝 嚨 呈 ™jij1 dzju1 bju1

「承命於（佛）」，卻是第一人稱主語，何以卻用基本式的 賒 wji1？從而，我對 108 行的 柝 ™jij1，究竟是表示領屬關係、

還是標記對格，不免生疑。與此類似的，是 130 行的 韌 蝴 鍍 賒 thjoo1 tsjiir1 tshjiij1 wji1「演說妙法」。很顯然作動的說

者是佛，為語篇中的第一人稱主語，何以用的也是基本式的 賒 wji1？ 

    ② 西夏語的 屨 磐 kj•r1 ™j•r2應可相當於漢文本的「勤修」。西夏語的 磐 kj•r1 ™j•r2可以「勤」對注，根據西夏語譯

《金光明經‧卷一》三用 磐 kj•r1對當「勤」。按漢譯佛經通常用「勤」或「精進」翻譯梵語 vÑ”rya，梵語 vÑ”rya 指修

善斷惡，致力於善事之勇猛心。然則西夏語的 屨 磐 kj•r1 ™j•r2“勇-勤”連用，相當於「勤修」，應該可以接受。 

    ③ 漢文本的「僧伽」應即「僧侶」，相當於梵文的 sa Ômgha；梵文的 sa Ômgha 有“和、眾”之意，想來即西夏文本

的 棒 試 tha2 ™ji1“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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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總  持，世  間  △  出；我  於  大  怖  畏  中  △ 

 如（是）惣持，（救）我大難。 

124. 楹 亥 酒 楓 鼯  ∥ ○ 
 bie2 lhew2 phji1 ³a2 ™j•2 
 解 脫， 令 -我，謂。 

 救我（大難）。
①
 

125. 妞  矗 朹  蕙 掬 窗 瘦 厏 顯 皂 彌 試 泌 偎  
 t |shj•1 zj_o2 ³wúr1  wú1 |zj•r1 gjw•1 lwo2  lj_•1 mj•1 pj_u1   mú1  ™ji1  rjir2  |siú1 
 爾   時  天   主  至      堅  及，無  量  天  眾  與  共  

 尒時天主與至堅等無量天眾，（賫諸供養），共  

126. 各 捩 鴉  物  貧 窄 斬 衷 谿 槌 棒 鴉  物  仵  
 |sio1 rjur1 kj_u1 tshwew1 zow2 t|sj•1 dju1 dzj_ij1  do2  w_a2  tha2  kj _u1 tshwew1 rj•r2 
 共；諸  供   養   持，壞  有  渡  處  廣  大  供   養    △ 

 賫諸供養，共詣佛所廣伸供養。
②
 

127. 賒 躍 虺 萌  馳 睥 忷 鋼 四  螻 別 估 蝴 煤  
 wji1 ™jir2 t_u1 d|zjow1  t|sier1  ror2  de2  lj_•j2  d|ziúj2 d|zjow1 kj_a1 ljaa1 tsjiir1 nji2 
 為。百  千  匝   右  遶，   喜      悅     讚  頌；法  聽 

 遶百千匝，踊躍稱歎，（退坐）聽法。 

128. 護   冶 啜 問 岱  樹  ∥ ○ 
 nioow1 ku1 ™ju2  rjir2  wj•2  dzuu2 
 緣    則，  前    △   坐。 

 退坐（聽法）。
③
 

129. 妞  矗 窄 斬 衷 劓 置 不 穢 扙 蘑 掬 窗  瘦  
 t |shj•1 zj_o2  t |sj•1 dju1 dzj_ij1 ki_e1  ts_ú1   l_a1  ™jiir2  ³wú1 gji2  |zj•r1 gjw•1 lwo2 
 爾   時  壞  有  渡  金  色  手  伸，天  子   至      堅  

 尒時世尊舒金色臂，（為）至堅天子 

                                                        
    ① (1)傅圖本句末的字很明確，是 s4979 的 鼯、不是 s5050 的 圢。鼯 ™j•2這個字在這裡作引語動詞，形同 121
行 別 估 kj _a1 ljaa1“讚頌”的同位語；漢文本對當 鼯 ™j•2的字眼應該是「言」，別 估 kj_a1 ljaa1“讚頌”對當「嘆」。(2) 

比較麻煩的是前面的 愉 楹 亥 酒 楓 dja2 bie2 lhew2 phji1 ³a2“△-解脫-令-我”。基式動詞 酒 phji1 加第一人稱詞尾 楓 

³a2，表示「我」雖然是「解脫者」，卻不是句子的主語、而是賓語；然則，後綴的 楓 ³a2與 123 行的自由代詞 楓 ³a2

應當同指稱。那麼 柝 ™jij1應該表記 楓 ³a2為「與格」，所以我用「於」、不用「之」對注 柝 ™jij1。又可比較 47 頁注①。 

    ② (1) 上一行最後一字的和這一行第一個字可以視為同義並列複詞，配合漢文本，我以「共俱」對注 偎 各 |siú1 
|sio1。但 偎 各 |siú1 |sio1雖然含有漢語的「共：一起、皆」的語義，卻不完全相當於漢文本的「共」。按西夏語譯《金光

明經》卷三雖以 偎 各 |siú1 |sio1翻譯漢文本的「共俱」；卷十則 媼 媼 偎 各 gu2 gu2 |siú1 |sio1翻譯「共相隨」，疊用的 媼 媼 

gu2 gu2 才對當「共」，偎 各 |siú1 |sio1對當的應該是「相隨」。本經用 偎 各 |siú1 |sio1，應以 朹 蕙 ³wúr1 wú1「天子」、掬 窗 

瘦 |zj•r1 gjw•1 lwo2「至堅」為帶領者，顯 皂 彌 試 mj•1 pj _u1 mú1 ™ji1「無量天眾」則是相隨者。(2) 西夏文本的 貧 zow2，

以「持」對注，因為 貧 zow2實有“持”義，而且可以對當漢文本的「賫（即「齎」）：與人物、持、送」。 

    ③ (1) 這裡的 護 nioow1，於漢文本無可對應。似乎是表示，天主一行除了禮佛稱謝，護 nioow1「為了」留下來

聽法，所以退坐。按西夏語的 護 nioow1、冶 ku1都是後置連詞，都可表示順承的關係。用 護 nioow1，強調前後分句

明確有因果關係；用 冶 ku1，表示後句為承前句的結果、或是對前句的論斷。這是根據《金光明經‧卷一》同時有 護 

冶 nioow1 ku1：冶 ku1所作的推論。(2) 西夏語的 啜 問 ™ju2 rjir2，翻譯漢譯佛經的「前、現前」，有許多可靠的語料；

不過，漢文本與之對當的卻只有「退」。大體上，西夏文本用 啜 問 ™ju2 rjir2，強調空間座落；漢文本用「退」，一方面

表示位移的相對方向、同時也有“謙退”的語義。相關討論，請參看林 2006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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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柝  韌  蝴  鍍  賒 檮 變 璧 泯  
 ™jij1 thjoo1 tsjiir1 tshjiij1  wji1  po1  tj•j1   la1 ©iwej1 
 於   妙   法   說  -為，[菩提]  記  授。 

 為（至堅天子）演說妙法，授菩提記。  

131. 壁  吧 銜 釙 圳 痳 菠 矓  吭 呈 蚌 ∥ 遘 ∥ 
 t |sjiw2 pj_u1 ™jij1  buu2  zji2 ™jiij1 rjijr2 ™ioow1 lwúr2 bju1 |sioo1  d|zjwa1  
 頂   尊  相  勝  總  持  功  德   經  依  錄    畢 

 勝相頂尊惣持功能依經錄 
①
 

132. 矩 吧 舌  盃 嫌 韓 剿  髑  韌 蝴  矓 槌 閏   瞞  澧 前 健  
 rjur1 pj_u1 njij2 wjuu1  lj••r1 wee1 gjuu2 d|zj_•2 thjoo1 tsjiir1 ™ioow1 w_a2 t|shjiw1tshwew1 |sjwu1 ©i_ej2 thja2 
 世  尊  慈   悲， 四  生  救   護 ，妙  法    用  大，六    趣    輸  運。彼 

 —— 
②
 

133. □□□□□ 肥   嗟 輜 釙 助 秀 壁 撾 捩 菜 媼 鍍  
    dwuu2 ³wúú1 gu2 buu2 mjor1 lj_ij2 t|sjiw2 ³wu2 rjur1 tha1  gu2 tsjiij1 
    密    咒  中  勝，如  來  頂  是。諸  佛  共  說。 

 —— 
③
 

134. □ □ 祖  爨 頸 骷 胱 疙 囉  瞞  首  老 并 勁 嘉 手 彌  
    thwuu1 tj_•j2 njijr2 ljij2  ©i_e2 mji1 niow2 tshwew1 khwa1 ka2  rar2  dj_u1  lhj•2 zj_ij1  mú1 
   同   印。面  見，聲  聞，惡   趣    遠   離；影  遇，塵  占，天 

 —— ④ 

                                                        
    ① TK164-5 漢文本，本經到此為止（但是，後置經題下，沒有相當於 遘 d|zjwa1的「畢」字）。聖彼得堡藏西夏文

本 No.3707、4078、6796 本經也都到此為止。唯傅圖藏本在這一行經題之後，同一摺內還有一行文字，而且內容與下

一摺銜接，可以肯定確屬經末附綴文。 
    ② 這一行起，屬於經末附綴文。雖無可以參照的漢文，卻是漢語化的駢體西夏文。不計最後一個字，大致是「世

尊慈悲，救護四生，用妙法、運六趣」。可說明如下：(1) 第四個字殘損，盃 wjuu1 “悲”是根據文意推敲的，以其

通常與 舌 njij2“慈”連用；而西夏語的 矩 吧 舌 盃 rjur1 pj_u1 njij2 wjuu1，不妨就是漢語的「世尊慈悲」。(2) 西夏語的 

嫌 韓 lj••r1 wee1“四-生”，應該是直譯漢譯佛經往往有的的「四生」。漢譯佛經的「四生」，翻譯梵文的 catasro-yonayaÜh，
指三界六道有情的四種類別；「四生」也泛指一切之有情眾生，或作為有情眾生之別稱。(3) 西夏語的 澧 |sjwu1是漢

語「輸」的借詞，澧 |sjwu1與 前 ©i _ej2“運”連用，澧 前 |sjwu1 ©i _ej2見於西夏語譯《孫子兵法》；雖無直接對譯的漢文，

語義很明確是“運輸（或「運送」）”。換言之，澧 前 |sjwu1 ©i _ej2是漢語借詞與同義的本民族語連用的並列複詞。而

這裡的 澧 前 |sjwu1 ©i _ej2，相當的漢語可為「運（六趣）」，施事者（或驅動者）是 矩 吧 rjur1 pj_u1「世尊」，即佛。

(4) 最後一個字另起一段，健 thja2複指上文 韌 蝴 thjoo1 tsjiir1“妙法”，下啟頌揚「妙法」之不可思議的功能。  

    ③ (1) 這一行另起一摺，雖頗有殘缺，文意應可與上一摺最後一行連屬。(2) 前面六個字殘缺。第五個字根據半

邊字推想，也許是 賅 tja1“者”，前面四個字模模糊糊，可能是 壁 吧 銜 釙 t |sjiw2 pj_u1 ™jij1 buu2「勝相頂尊」。第六個字

作 肥 dwuu1“密”，根據半邊字、及下文為 嗟 ³wúú1“咒”，猜的；肥 嗟 輜 釙 dwuu1 ³wúú1 gu2 buu2 “密咒中勝” 用

稱「尊勝陀羅尼」，文意可通。(3) 最後一個字無疑可以結句，但也可能還可後綴其他語法詞。捩 菜 媼 鍍 rjur1 tha1 gu2 
tsjiij1“諸佛共說”，可以比較 098 行的 捩 菜 媼 祖 仵 鍍 rjur1 tha1 gu2 thwuu1 rj•r2 tsjiij1“諸佛同說”。而 肥 嗟 輜 釙 助 秀 

壁 撾 dwuu1 ³wúú1 gu2 buu2 mjor1 lj_ij2 t|sjiw2 ³wu2 “是佛頂最勝密咒”，承上文，「妙法」即指「尊勝陀羅尼」。 

    ④ 這一行頭兩個字，有可能是 捩 菜 rjur1 tha1“諸佛”。捩 菜 祖 爨 rjur1 tha1 thwuu1 tj_•j2“諸佛同印”，如同上文之 

捩 菜 媼 鍍 rjur1 tha1 gu2 tsjiij1“諸佛共說”，文義或可概括 098-099 行 助 秀 夙 夙 樣 爨 嬌 條 爨 mjor1 lj _ij1 ³owr2 ³owr2 sj _ij2 

tj_•j2 ³wu2 nja1 tj_•j2“一切如來智印所印”之經義。不過，我必須承認，殘卷上頭一個字卻依稀是 臃 bo1“林、列”。而

且，就駢文的形式美而論，似乎也不宜重複 捩 菜 rjur1 tha1。(2) 西夏語的 并 勁 嘉 手 rar2 dj_u1 lhj•2 zj_ij1，見於 107 行，

對當的漢文本作「遇影蒙塵」（參看 45 頁注④-(2)）；是經文中便有的，用以稱揚「尊勝陀羅尼」的功效，也是促使唐

朝漢人廣為樹立尊勝經幢的最神妙威力。(3) 這一行最後一個字 彌 mú1，通常指稱自然的「天」，本經前有 出 彌 lji- mú1

「西天」（005）、捩 彌 mú1 rjur1「諸天」、彌 髮 mú1 rejr2「天樂」（009-012）、彌 閂 町 mú1 ™ja- bjij2「（天）曉」（027）、
彌 噥 mú1 t |sja1「天界」（038）等。而這裡可能用的是 116 行的 彌 久 韓 球 mú1 t |shjaa1 wee1 rjir1「得生天界」，文意可通、

字數正好；也就是說，下一行頭兩個字很可能是 久 韓 t |shjaa1 wee1“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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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 □  球 解 溴 檮 變 鸛 簫 泌 伭 汜 匉 嫂 隆 杖 鴉  
  rjir1 zji2 phju2  po1  tj•j1  noo2  tj_i1  rjir2 lew2 zj_o2 d|zjo1  ³o2 mjij1 mji1 kj_u1 
  得；無  上 [菩 提]  寄  置，與  同；壽  長，病  無，不  求， 

 —— ①
 

136. 嬌  凝 顎 矓  骷 呈 棒 汀 閂 囝  怠  構 罈 爨 捩 韻 柝  
 ³wu2 |sj•j1 thj•2 ™ioow1 ljij2  bju1  tha2  tj_i1  ™ja-  |sjwo1 kj••r1  ©ju1 kuu1 tj_•j2  rjur1 mj•r1 ™jij1 
 而   成。此  功   見  依，大  願  △  生， 匠   請，刻  印，諸  人  之(/於) 

 —— 
②
 

137. □ 顎 閒 繁  嬌 搭 汀 ∥ 朹 阱  鈿  賽 解 髮 杪 且 娓  
   thj•2 neew2 t|shji2 ³wu2 lew1  tj _i1      ³wúr1 lhjwo1 sj•j2 dzjw•1 zji2  rejr2 sej1 lhj_ij2 rjijr2 

    此  善  根   而，惟  願     天  歸   聖   帝   極  樂 淨  國  △ 

 —— 
③
  

138. □□□□□□  濺 咯 □ …… 
       lj_•1   lu2 
       寶  座 

 —— 
④
 

139. □□□□□   鏃 取  媼 □ …… 
  d|zi ~a2 t|shju1  gu2 
    眾   生   共 

 —— 
⑤
 

                                                        
    ① 這一行的 鸛 簫 泌 伭 noo2 tj_i1 rjir2 lew2“寄-置-與-同”比較難解。主要的問題是：西夏語的 鸛 noo2除了聶斯

克所記《目得伽》兩見、對當漢語的「寄」（Nv-II, 518），似乎尚未見有其他可靠的對譯語料。其次，即使西夏語的 鸛 

noo2可以對當漢語的「寄」，我們也無法確定取的是“寄送”、還是“寄放”的語義。雖然，後面的 簫 tj_i1，很明確有

“放置”的語義；也許這裡的 鸛 簫 noo2 tj_i1，就是“寄放”的意思。但是，這是從對譯的漢字得到的語義聯想；論西

夏語的語法，解 溴 檮 變 鸛 簫 泌 伭 zji2 phju2 po1 tj•j1 noo2 tj _i1 rjir2 lew2，若說是「解 溴 檮 變（無上菩提）泌（與）鸛 簫

（寄放）伭（一樣）」，句法也許不成問題，句義依舊不明。 

    ② (1) 第一個字 嬌 ³wu2，純屬根據上下文的猜測，並沒有半邊字可供字形推想；西夏語的 嬌 ³wu2是後置的連

詞，接近古漢語的「而」。嬌 ³wu2承上文，杖 鴉 嬌 凝 mji1 kj _u1 ³wu2 |sj•j1，不妨是漢語的「不求而成」。形式上，汜 匉 

嫂 隆 杖 鴉 嬌 凝 lew2zj_o2d|zjo1 ³o2mjij1 mji1 kj_u1 ³wu2 |sj•j1與前面的 解 溴 檮 變 鸛 簫 泌 伭 zji2phju2 po1 tj•j1 noo2 tj_i1 rjir2 
lew2，可以構成八字對句。(2) 第三至十四字，字字清晰，大意是「因為看到（尊勝陀羅尼）的功效，發大願，請工

匠刻印（這部經）」。(3) 最後一個 柝 ™jij1字，可能是表領屬的「之」，也可能是表「與格」的「於」，須視動詞的語法

徵性才能決定。但是，下一行頭一個字已經完全不見了。 

    ③ (1) 這一行頭一個字完全不見了，第二個字從下半部看來，最有可能是 顎 thj•2 “此”。(2) 西夏語的 朹 阱 ³wúr1 

lhjwo1“天-歸”，意思是「歸天」，沒有問題；從上下文看，動詞 阱 lhjwo1 “歸”之後卻不宜斷句；因為 朹 阱 鈿 賽 ³wúr1 
lhjwo1 |sj•j2 dzjw•1「歸天聖帝」，指涉已經死去的君主，很明顯是漢人漢語式的思維。 

    ④ (1) 這一摺最後一行，只剩 咯 lu2 “座”字；前面一個 濺 lj _•1“寶”字，是根據半邊字、及 濺 咯 lj_•1 lu2 不

妨就是「寶座」，所作的推測。可惜，無助於連綴上一行的文意。濺 咯 lj _•1 lu2之前，可能缺六個字；之後難以說定。

根據 132 行，附綴文一整行可能有十七個字。 

    ⑤ (1) 以下六行，已經是另一摺。從文字內容可以確定是發願刻經、助印者的題記，並不能確認刻印的是否「尊

勝經」。我所以認為應可接續前文，主要是由紙張、版式、字體，甚至殘損的情形所作的推論。其次，這一摺有清楚的

記年，「天慶」是西夏桓宗的年號；桓宗的時代，臣民稱西夏仁宗為「歸天聖帝」是可以理解的。此外，根據「御製後

序發願文」，書明當初主導譯經（或刻經）的人正是仁宗。兩相比對，除了直接證明傅圖藏本與聖彼得堡藏本確為不同

版本，而且有可說的前因後果；似乎也可以說明仁宗死後，臣民自發的刻印本經、發願迴向仁宗。(2) 這一行前面「可

能」缺掉五個字，第六個字很清楚是 鏃 d|zi ~a2 的異體字。鏃 d|zi~a2如果和 取 t |shju1連用，鏃 取 d|zi~a2t |shju1可對譯漢語

的「眾生」（相關討論，請看西夏語譯《真實名經》，林 2006a）；取 t |shju1與只剩左半邊的第七個字相合，故推想即為 鏃 

取 d|zi~a2t|shju1。至於第八個字，從所餘不及半邊的形體推敲，最可能的字是 媼 gu2“共”。餘下不確定還有幾個字？幾

乎可以肯定，這一行必然不足十七個字，因為再下一行已經是記年。 



- 51 - 

140. 朹  頰 捷 儐 匚 隅 ∥ 頓 ∥榦 遘 ∥ 
 ³wúr1 ljwu2 bji1  we1  s_o1  kjiw1     lhj _i2     nj••2 d|zjwa1 
 天    慶  丙  辰  三  年     月    日  畢 

 —— 
①
 

141. ∥ 促 齒 厏 蝴 玆  懦 斬 銬 柝 佽  護  狼 羈 畦 ∥ 勾 氐 ∥ 
  wja1 mja1 lj_•1  sjiir1 ki_ej2  sjij2  dju1  nj•2  ™jij1  gj_ij1 nioow1 ™jow1 |zj•r2 phuu2    dzj•1 mjii1 
  父 母  及  法  界   有  情  等  於  利   緣，[楊] 慧  崇     恭  施。 

   —— 
②
 

142. ∥ 汀 囝 氐 禾 杪 由  佤  蘑 狼 濺 芃  ∥ 
       tj_i1 |sjwo1 mjii1 mjijr2 sej1 d|zi _ej2 dzjiij2 gji2 ™jow1 lj_•1 d|zjow1 
  發  願，施  者  清  信   弟   子 [楊] 寶  幢 

 —— 
③
 

143. ∥ 爨 頸 館 禾 ∥ 啜 問 准  泯  寺 獅 連 ∥ 
   tj_•j2 njijr2 rjar1 mjijr2   ™ju2  rjir2 ³wu2 ©iwej1  lji2  ™ja- |sja2 
  印  面  寫  者      前     筆   授  [李] 阿  顯 

 —— 
④
 

144. ∥ 凌 罈 禾 叭 濺 扲  
   dji2 kuu1 mjijr2 biaa2 lj_•1 |sjwii2 
   字  刻  者 [馬] 寶  和 

 —— 
⑤
 

§ 2.3. 御製後序發願文 

144. ∥撤  辣  

  mee2©j•r1 
  神   製 

  御製 
⑥
 

                                                        
    ① (1) 西夏語的 頰 ljwu2 在這裡以「慶」對注，朹 頰 ³wúr1 ljwu2作「天慶」解，並非遷就「天慶」是西夏桓宗

的年號，雖然聶斯克已經記錄了 棒 頰 tha2ljwu2“大慶”、膩 頰 d|zjwu1 ljwu2 “人慶”、朹 頰 ³wúr1 ljwu2“天慶”（Nv-II, 
231）。西夏語的 頰 ljwu2實際上有“慶賀、喜慶”的語義，是對譯文獻提供的堅強證據。例如西夏語譯《類林》568-1 
頰 ljwu2對譯漢語的「賀」，《金光明經‧卷八》以 頰 忷 ljwu2de2對譯漢語的「慶悅」，及《涼州碑》之「重修感應塔記」

西夏文的 惜 頰 ™jwo2ljwu2對當漢文的「慶讚」等。(2) 至於直接以「丙辰」對注 捷 儐 bji1 we1，已見於《掌中珠》096、
101。其中 捷 bji1當「丙」，應係干支專用字；儐 we1既可當「辰」，也可對譯漢語的「龍」（《掌中珠》161、《真實名

經》46104）。 

    ② (1) 按西夏語的 懦 斬 sjij2 dju1對當漢語的「有情」，可見於《真實名經》；兩個西夏字若直譯，實際上是“識-
有”，更接近漢語的「含識」。而 155 行西夏語的 試 韓 ™ji1 wee1，則直譯漢語的「眾生」。按漢譯佛經的「有情」與「眾

生」，都可以對譯梵文的 sattva，基本上是同體異名（參看 35 頁注②-(1)）。(2)  狼 羈 畦 ™jow1 |zj•r2 phuu2，比照 005、
007 行人名的譯法，我傾向譯為「楊慧崇」。 

    ③ 這一行的「楊寶幢」，同上，狼 ™jow1「楊」取音譯、濺 芃 lj_•1 d|zjow1「寶幢」取義譯。 

    ④ (1)「印面」可能相當於「版面」，刻工刻板前，需要先由書法好的人書寫。(2) 寺 獅 連 lji2 ™ja- |sja2的漢名「李

阿顯」，還有兩個可能；西夏語的 獅 ™ja-可能用稱「和尚」，故 獅 連 ™ja- |sja2似亦可名之為「僧顯」；連 |sja2實有“顯耀”

之語義，故 獅 連 ™ja- |sja2也可能名之為「僧耀」。 

    ⑤ 叭 濺 扲 biaa2 lj_•1 |sjwii2漢名「馬寶和」，命名心理如上，不再重複說明。 
    ⑥ 此一發願文，夏漢文本皆為駢體文。而且，顯然如《掌中珠》的序文一樣，兩種文本之語意、格式都是密切相

應的。因為有這樣的密切關係，下文除非必要，對西夏文本的釋讀暫時就不予深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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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鈿 狁  珊 滑 棒 盃  項  圳 痳 杜  壁  吧  

  |sj•j2 bioo1 ™jij1  dzju2  tha2wjuu1 njiij1  zji2 ™jiij1 nioow1 t|sjiw2 pj_u1 

  聖  觀   自  在  大  悲   心   總  持  并 ，頂   尊    

  聖觀自在大悲心惣持并（勝相）頂尊 

147. ∥銜 釙 圳 痳 柝 唧 誌 汀 拗  

  ™jij1 buu2  zji2 ™jiij1 ™jij1  k_u1   bu1   tj_i1 ™jw•r2 

  勝  相  總  持  之  後  序  願  文。 

  勝相（頂尊）惣持後序發願文。 

148. 愆 勾  菟 漂  嗟  籠 開 菠  矓  菔 勼 玆 箏 芬  

©j•r1 dzj•1 mji2 mjijr2 ³wúú1  pj_u1 t|shja2 rjijr2 ™ioow1 khjŸa2 b_e1  ki_ej2 pj_u2  na1  
朕     謹    神   咒   威  靈 ，  功     恆  沙  界  被，玄 

朕伏以神咒威靈，功被恆沙之界；玄 

149. 萎  釙 韌  撤 達 溜 畚 稼 衷 鍊 芰 沮 迴  一  

gjwi2 buu2 thjoo1 mee2 ©ie1 rjir2  kja2  su1 dzj_ij1  tj•1  tjij1 ©iej1³wuu1 lew1  
言   勝  妙， 神  力  億  劫  如，過。  惟     真  筌   一   

言勝妙，力通億劫之多。惟一（聽於）真筌， 

150. 疙 巫  豪 嘉 禱    牝 顎 怨 肥   瑤  鍍  點 蚓  

mji1 t|shj•2 rjar2 lhj•2 dzwej1 --  dzjar2 thj•2 sju2 dwuu2 mjuu2 tshjiij1 tj_i2  lj_o2 
聽，   頓     塵  罪   ？  消。如  此  微    密 ，說   處  豈 

聽於（真筌），可頓消於塵累。其於微密，豈（得）名言。
①
  

151. 丰 姑  呈 棒 盃 珊 滑 肥  迴  蝴  曬 慝 繪 閎  

wjij2 thja1  bju1 tha2 wjuu1 ™jij1 dzju2 ©iej1 ³wuu1 tsjiir1 ©a1  kha1 lja1 lho-    
有。因   此，大  悲  自  在   密   語   法   門  中    冠  ， 

（豈）得（名言）。切謂自在大悲冠法門之密語。
②
 

152. 壁  吧 銜 釙 沮 項 菜 爨 圳 詩 一 賅 矩 剿  

t |sjiw2 pj_u1 ™jij1  buu2 ©iej1 njiij1 tha1 tj_•j2  zji2 ©jiw1 lew1 tja1 rjur1 gjuu2  
頂   尊  

 
勝  相  真  心  佛  印  總  攝。一  者  世  救， 

頂尊勝相總佛印之真心。一（存）救世 

153. 籠 碣 閂 佐 鏃 諒  佇  嫉  漂  棒 泯  痳 伂 材  

pj_u1 d|zjij2 ™ja1  gj•2 d|ziŸa2 mjii2 njwi1 lheew2 mjijr2 tha2 ©iwej1 ™jiij1 kj•1 dj•j2 
威  有；

 
一  一  利  生 ，功   有 。靈   大，受   持     必     

存（救世之）至神。一盡利生之幽驗。大矣，受持而必 

154. 矓  球 鈿 槌 綱  由 顯 妞  犴  牴  阠  冶 蝴  玆  

    ™ioow1 rjir1 |sj•j2  w_a2 bjuu1 d|ziej2 nj•1 t |shj•1 d|zju1 ljwu1 khwej1 ku1 tsjiir1 ki_ej2 

功   得； 聖 廣，
 
敬   信  不  爾   欺   違 。展   則，法   界   

應；聖哉，敬信而無違。（普周）法界（之中），
①
 

                                                        
    ① 第六個字  是造出來的，目前的西夏文字資料庫中，似無此字。 

    ② 按西夏語的 繪 閎 lja1lho-對應漢文發願文的「冠」。漢語的「冠」與下文的「總」相對，都是極言其為殊勝之

經咒。而西夏語的 繪 閎 lja1lho-連用，在《孫子兵法》對譯「出（於）眾」（46A-1，可參看林 1994）。其餘相關資料，

也有對譯「特達、特出」者（Nv-II, 34、405，李 1997 No. 2797, 5714）。這裡用來對當「冠」，於義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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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圳 酬 幟  雕 胛  嘉 投 槳 試 韓 槌 諒 懦 斬  

zji2  nj•2 dzúj1  zj_ij1 zj••r1  lhj•2 ™u2  ™o2  ™ji1  wee1 w_a2 mjii2 sjij2 dju1  
普 

 
 周；減   時，微   塵  中  入。眾  生  廣  資，有  情    

普周（法界之中），細入微塵之內。廣資含識，（深益）有情。 

156. 芬 佽 胱 疙 賅 棒 釙 溢 球 并 手 賅 圳 閒  

na1  gj_ij1 ©i_e2  mji1 tja1  tha2 buu2 ™jiw1 rjir1  rar2 zj_ij1  tja1  zji2 neew2 
深  益。

 
聞  音  者，大  勝  因  獲；觸  影  者，普  善    

深益（有情）。聞音者大獲勝因，觸影者普（蒙）善（利）。 

157. 佽 展  歪 曜 丳  賒 率   扯 賒  斬 玆 薑 嘉 萸  

gj_ij1 lhj_u2 ³jow2 djii1 gjiwr2 wji1 ³ewr2 nwú1  wji1  dju1 ki_ej2 zj•r1 lhj•2 zj_ij2 
利  

 
蒙。 海  分，滴   為，幾何  知  -為，有；剎  碎，塵  為， 

蒙（善）利。點海為滴，亦可知其幾何；碎剎為塵， 

158. 抒 詻 點 丰 搭 顎 舌 盃  槌 棒 蝴 曬 頌 佽  

   sej1  bjii2  tj _i2 wjij2 lew1 thj•2 njij2 wjuu1 w_a2  tha2 tsjiir1 ©a1  ljo1 gj _ij1 

  量    處  有。唯  此  慈  悲   廣  大  法  門，福  利， 

亦可量其幾許。唯有慈悲之大教，（難窮）福利 

159. 皂 塌 點 隆  砲 釙 睢  碣  赤 製 矓  嫉   圣   棒  

   pj_u1 dza2  tj_i2 mjij1  tw_u1 buu2 njwi2 d|zjij2  zj_•2 do2 ™ioow1 lheew2 t |shjwo1 tha2 
    

 
量  測  處  無。 各  勝  能   有 ，俱  殊  功   有。  故    大   

 難窮（福利之玄功）。各有殊能，迥存異感。故大 

160. 盃  項  菠  矓  慝  鍍  芰 戊  項 硿 嬌 棒 盃  項  
 wjuu1njiij1 rjijr2 ™ioow1  kha1 t|shjiij1 tjij1 dzjwo2 njiij1 tj_i1 ³wu2 tha2 wjuu1 njiij1   
 悲   心   感   應   中   云 ，若  人   志  心  而，大  悲   心 

 悲心感應云，若有志心，誦持大悲 

161. 嗟  閂  萌 吻 竺 萌   鏈  冶 躍 虺 疢 溜 畚 無  

 ³wúú1 ™ja1 d|zjow1mo2 |sj _a1 d|zjow1 tshj••1 ku1 ™jir2   t_u1  khj•2 rjir2 kja2 lhji2  
 咒   一   遍  或，七  遍    誦 ，則，百  千  萬  億  劫  死   

 咒一遍或七遍者，即（能超滅）百千億劫（生）死 
②
 

162. 韓  禱   牝  順 面 滲 雕 皎 唉 捩 菜 圳 把 不  

 wee1 dzwej1 dzjar2  k_a1 njar2 bjij2 zj_ij1  |sja1 rjijr2 rjur1 tha1  zji2  lja1 l_a1  
 生   罪    滅 ；命  終  臨  時，十  方  諸  佛  皆  來，手   

 超滅（百千億劫）生（死）之罪，臨命終時，十方諸佛皆來（授）手 

163. 穢 捩 杪 且 投 汀 呈 韓 燈 芰 許 店 厏 棒  

 ™jiir2 rjur1 sej1 lhj_ij2 ™u2   tj_i1  bju1 wee1 |sj•1  tjij1 lj_u1 zj••r2  lj_•1 tha2  
 授，諸  淨  土  中  隨  願，往  生。若  流  水  及  大 

                                                                                                                                                                               
    ① 西夏語的 阠 khwej1，是漢語「魁」的借詞。這裡以「展」對注，根據《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以 嬪 阠 njij1khwej1

對譯「親展」（王 1932：142-3）。阠 khwej1作「展」解，也可與下文的 幟 dzúj1「減」形成對仗。 

    ② 西夏語的 吻 mo2在對譯文獻中，通常被認為相當於句末表示「詢問」的語氣詞。這裡我以「或」對注，以其

應該對當漢文本的「或」；具體的參考對譯語料，主要來自《金光明經》（王 1932：246, 1933：356）。事實上，我現在

認為，吻 mo2 的語義及語法功能應該要重新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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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手），隨願往生諸淨土中。若入流水或大 

164. 歪  投 珊 椅  店  矢 鏃  取  椅  店  手 賅 櫺 受  

 ³jow2 ™u2 ™jij1 dzjiw1 zj••r2  dj_ij1 d|ziŸa2 t|shju1 dzjiw1 zj••r2 zj_ij1  tja1 sjw•j1 lj••1  
 海   中  己  浴； 水   族  眾   生   浴   水   占  者，業  重   

 海中而沐浴者，其水族眾生占浴水者，（皆滅）重罪 
①
 

165. 圳 牝 菜 且 投 韓 杜  壁  吧 銜 釙 菠  矓  慝  

 zji2 dzjar2 tha1 lhj_ij2 ™u2 wee1 nioow1 t|sjiw2 pj_u1 ™jij1 buu2 rjijr2 ™ioow1 kha1 
 皆  滅，佛  國  中  生。又   頂   尊  勝  相  感   應   中 

 皆滅（重罪），往生佛國。又勝相頂尊感應 

166. 鍍   朹  蘑 掬 窗  瘦 萎  饗  鏈  痳 竺 瞞   踐 稚  

 t |shjiij1 ³wúr1 gji2 |zj•r1 gjw•1 lwo2 gjwi2 dzwú1 tshj••1 ™jiij1 |sj_a1 tshwew1 sju2 ³jir1 
 說 ， 天   子  至      堅   章   句   誦   持，七  趣   畜生 厄 

 云，至堅天子誦持章句，（能消）七趣之厄 

167. 愉 亥  汜 順 妯 增 助 汜 匉 起 并 勁 嘉 手  

 dja2 lhew2 zj_o2  k_a1  sji1 tsj•1 mjor1 zj_o2 d|zjo1 rjir2 rar2  dj _u1 lhj•2 zj_ij1 
 △  消。 壽  命  終  亦，現  壽  延  獲。影  遇，塵  占， 

 能消（七趣之厄）。若壽終者，見獲延壽；遇影占塵， 

168. 姑 增 匚 囉  噥 投 杖 百 檮 變 璧 泯 菜 柝  
 thja1 tsj•1 s_o1  niow2 t|sja1  ™u2  mji1  lj•1  po1  tj•j1   la1 ©iwej1 tha1 ™jij1   

 亦  復，三  惡   道  中  不  墮。[菩提]  記  授，佛  之 

 亦復不墮三惡道中。授菩提記，（為）佛 

169. 蘑 肄 顎 怨  開  矓  捌 斬 愆 顎 釙  矓  骷 呈  
gji2  we2 thj•2 sju2  t|shja2 ™ioow1 rejr2  dju1 ©j•r1 thj•2 buu2 ™ioow1  ljij2 bju1 

 子  為。若  此   功   效   多  有。朕  茲  勝   功   覩  依， 

 為（佛）嫡子。若此之類，功效極多。朕覩茲勝因， 

170. 樑 由  閂 囝 怠  構 罈 爨 隘 廣 一 疢  剛 虺  

 gjii1 d|ziej2 ™ja1 |sjwo1 kj••r1 ©ju1  kuu1  tj_•j2 mji2 zar1  lew1 khj•2  ³wú1  t _u1 
 清  信   △  生；工   請，雕  印，番  漢  一  萬   五  千 

 倍激誠懇，遂命工鏤板雕印，番漢一万五千 

171. 謨 愉 氐 且 鉸 仔 酵 項 硿 君 鏈 綱  由  壁  煨  
 --  dja2 mjii1 lhj_ij2 ™i_o1  bji2  sjij2  njiij1 tj_i1  do1 tshj••1 bjuu1 d|ziej2 t|sjiw2 lhj_ij- 
 卷  △  施，國  內  臣  民  志  心  讀  誦，虔   誠   頂   受， 

 卷，普施國內臣民，志心看轉，虔誠頂受， 

                                                        
    ① 按西夏語的 鏃 取 d|zi~a2 t |shju1對譯漢語的「眾生」，內部結構可能和 懦 斬 sjij2 dju1「有情」一樣，都是動賓詞

組（參看 51 頁注②-(1)）。鏃 取 的第二個字，取 t |shju1，實有“懷有、懷抱”的語義。至於 鏃 d|zi~a2，雖然字形有些糾

纏（參看 Nv-II, 413，李範文 1997 之 5906、5907）；但可以確定翻譯佛經，以 鏃 傻 d|zi~a2 tsjij2指稱「菩薩」，而 鏃 傻 d|zi~a2 

tsjij2 的第二個字 傻 tsjij2，是動詞“解、會、悟”的意思。按佛經中說眾生有善根感動之機緣，佛應之而來，稱為感

應；「感」屬於眾生，「應」屬於佛菩薩。我猜想，西夏語的 鏃 d|zi~a2用在 鏃 取 d|zi~a2 t|shju1、鏃 傻 d|zi~a2 tsjij2、及 鏃 呈 

d|zi~a2 bju1（《華嚴經》以之對譯「應物」），鏃 d|zi~a2取的是抽象名詞「感應」的意思；西夏語以 鏃 取 d|zi~a2 t|shju1稱有情

眾生，應該就是取義「眾生有善根感動之機緣」（參看林 20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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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暘 愆 增 忡 盂 慝 骰 閂 項 鏈 痳 釙 溢 懣 林  

 lew2 ©j•r1 tsj•1 lj_u2 lhwu1 kha1  ™o1  ™ja1 njiij1 tshj••1 ™jiij1 buu2 ™jiw1 sú1  gjii2  
 應。朕  亦  身  服  中  有，一  心  誦  持。良  緣  滿，欲， 

 朕亦躬親而□服。每當竭意而誦持，欲遂良緣，
①
 

173. 試 閒 嶺 姊  沮 羌 棒 蝴  鍍  酒 統 氐 肥   瀰 薔  

 ™ji1 neew2 dj_o2 |sjwo1 ©iej1  ™u2  tha2 tsjiir1 tshjiij1 phji1 pju2 mjii1 dwuu2 lhjoor1 thu1 
 眾  善  修，用。 真  乘  大  法   說， 令；燒  施，秘    壇  設 

 廣修眾善。開闡真乘之大教，燒結秘密之壇儀。 

174. 嚶  吭 君 耙 胱 杖 津 棒 俚 劓 拗 條 擾 且 鉸  

 phjij1 lwúr2 do1  mú2 ©i_e2 mji1  bja2  tha2 sju1 ki_e1 ™jw•r2 nja1 phie2 lhj_ij2 ™i _o1 
 制 。經  讀，聲  音  不  斷，大  藏  金  文  △  解。國  內 

 讀經不絕於誦聲，批典必全於大藏。（應干）國內 

175. 鈿 白 圳 劓 閂 嗇  吧 率  啜 問 鴉  物  仵 賒  

 |sj•j2 swu2 zji2 ki_e1  ™ja1  gjw_i1  pj_u1 ³ewr2  ™ju2 rjir2  kj_u1 tshwew1 rj•r2 wji1 
 聖  像  悉  金  △  穿 。每  尊     前    供   養   △  為； 

 之聖像，悉令懇上於金粧。遍施設供之法筵， 

176. 佣  構 惆 賒 棒 週 域 囝  朻 倡  跆  投 執 氐  

 ³wej2 ©ju1 tsew2 wji1 tha2 ljwu2 gu1 |sjwo1  w_a2  mjii1 kj••r2  ™u2  tj_i1  mjii1 
 僧   請，齋  為，大  會  建  立。皇城 宮   室   中  食  施， 

 及集齋僧之盛會。（放）施食於殿宇，
②
 

177. 愉 乜 滂  應 菜 啜 蝴 頷 仵 賒 顎 怨 綱 雋 掬 由  
 dja2 wj_ij2 mjijr2 ™j•j2 tha1 ™ju2 tsjiir1 t|sju1 rj•r2 wji1 thj•2 sju2 bjuu1 dzjw_•1|zj•r1 d|ziej2 
 △  放，寺   舍  佛  前  法  事  △  為。如  此      敬      信 、 

 放（施食於殿宇），行法事於尊容。然斯敬信之心， 

178. 閒  繁  胡  一 流  馭  扚  鍍  點 隆 顎 釙  閒 嬌 搭 汀  
 neew2 t|shji2 ljow2 lew1 nj••1 mjiij2 ³owr2 tshjiij1  tj_i2  mjij1 thj•2 buu2 neew2³wu2 lew1 tj_i1 
 善   本 。略   一  二   陳 ，全   說   處  無。茲  勝   善  以，伏  願，  

 (悉竭)精誠之懇。今略聊陳於一二，豈可詳悉而具言，以茲勝善伏願∥ 

179. 漂  雉 槌 擄 朹  賽  匚 玆  繪 閎 蚩 嘛 蝴  姐 緇  
 mjijr2 nja2 w_a2 tj_u2 ³wúr1 dzjw•1  s_o1  ki_ej2   lja1  lho- ©_a2  lj_•2  tsjiir1 dj _•j2 njij2 
 神   考  崇  宗  皇   帝   三  界   超  昇；十  地  法   雲  △ 

 神考崇宗皇帝超昇三界，（乘）十地之法雲， 

                                                        
    ① (1) 按西夏語的 閂 ™ja1通常視為動詞詞頭，但是這裡的 閂 項 ™ja1 njiij1，閂 ™ja1應該用如指量詞（quantifier）；
閂 項 ™ja1 njiij1表述“一心一意”、全量的概念，因此我以「一心」對注，相當的漢語應該是「竭意」。可比較 029 行的 

閂 頸 ™ja1 njijr2，對譯「一面」，閂 ™ja1也不是動詞詞頭，卻比較像一般數詞 一 lew1「一」，未必有「全量」的意思。相

關討論，請看林 2006b, 2006c。(2) 漢文本第六個字，段玉泉 2007（初稿）認為是「仰」。 
    ② No. 6796 的文字刻工，整體雖然比 No. 4078, 7592a 來得正確，現存原件印製的效果卻不甚理想。這一行第一

個西夏字 佣 ³wej2，也許是 含 sŸe1的誤寫，含 sŸe 1是漢語「僧」的借詞。若是，則西夏語的 含 構 惆 賒 sŸe 1 ©ju1 tsew2 wji1，

可以對當漢語「集齋僧」。反之，若是 佣 ³wej2字，佣 構 ³wej2 ©ju1就不容易解釋。按 佣 ³wej2通常對譯漢語的「合、

和、順」等；雖然文獻上也有 佣 含 ³wej2 sŸe1連用、似乎用稱「和尚」或「僧眾」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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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洞 嫌 韓 怛 衷  一 沮  俱  歪  庭 傻 肥  嬌 辣 米  

 -j _o2 lj••r1 wee1 gju1 dzjij1  lew1 ©iej1  tsjiir2 ³jow2  ™jij1 tsjij2 dwuu2³wu2 ©j•r1 m_ú1 
 乘，四  生  越  度 ，一  真   性   海   △  悟。默   而，無  為 

 乘（十地之法雲），越度四生，達一真之性海。默（助無為） 

181. 諒  襤 啟 呈 噥 碣  乳 湊 蘑 蘑 歐 歐 庭 紋 庭  

 mjii2 ™w_u2 wjii1 bju1 t|sja1 d|zjij2  wer1 bj_ij2  gji2 gji2  lhj•1 lhj•1  ™jij1 wejr1 ™jij1 
 化   助；潛  依，有  道   儀  配。子  子  孫  孫  △  昌，△    

 （默）助（無為）之化，潛扶有道之風。之子之孫益昌 

182. 樊  杜 顎  閒  達 呈 □  肓 蜀 樊 咒 袁 紋  畦  嫌  

 lj_ij1 nioow1 thj•2 neew2 ©ie1  bju1   --  k_a2  du1  lj_ij1  low2 múr2 wejr1 phuu2 lj••r1 
 盛。 又  此   善   力  以，？  基  定  盛，國  本  昌   隆 。四  

 益盛。又願以此善力，基業泰定，國本昌隆。四 
①
 

183. 趴 訏 點 蜀 材 疢 □  妦 尾  窗  瘦 朹  秣  且 鉸  

 bju2 ™wo1 tj_i2  du1  dj•j2 khj•2  --  gju2 kwow1 gjw•1 lwo2 ³wúr1 khju1 lhj _ij2 ™i_o1 
 方  枕  處  安  定。萬  ？  覆  盂   堅   固。普   天   率  土 

 方期奠枕之安，九有獲覆盂之固。普天率土 
②
 

183. 噬 鰱 饕 球 鴉 暘 斬 賅 圳 饕 凝 慎 撤  矓  璧  

 nej2 |ziejr2 djij2 rjir1 kj_u1 lew2  dju1  tja1  zji2 djij2  |sj•j1 ™jiw2 mee2 ™ioow1  la1 
 安  住，△  得。所  求  有  者，皆  △  成  就。神   功   記， 

 共享□…□有所求，隨心皆遂。（為）祝 ∥ 神聖，
③
 

185. 源  圣   估 饗 辣 ∥估 麗  

 ki_ej2 t|shjwo1 ljaa1 dzwú2©j•r1   ljaa1  d_a2 
 欲， 故      頌    作。  頌  曰： 

 為祝 ∥（神聖），乃為頌，曰。 

186. 蝴 曬 槌 擾 損 芬 瑤 ∥鏈  痳  餓 點 杪 由 簷  

tsjiir1 ©a1  w_a2 phie2 wo2  na1 mjuu2  tshj••1 ™jiij1  gj_i2  tj_i2  sej1 dziej2 gjij1 
法  門  廣  闢，理  淵  微，   誦   持，

 
倚  處  清  信  殊。 

法門廣闢理淵微，持讀□□□□□  

187. 舌 盃  撤  嗟  肥  韌  萎 ∥壁 吧 銜 釙 菜 項 爨  

njij2 wjuu1 mee2 ³wúú1 dwuu2 thjoo1 gjwi2  tsjiw2 pj_u1 ™jij1  buu2 tha1  njiij1 tj_•j2 
大  悲   

 
神   咒   玄   妙   句，  頂  尊  勝  相  佛  心  印。 

                                                        
    ① 相當的漢文，在「基業泰定」之後，還有「迩遐，揚和睦之風」，然後才是「國本昌隆」。及「國本昌隆」之後，

還有「終始，保清平之運，延宗社而克永，守曆數以無疆」，然後才是「四方」；而且「延」與「宗社」之間，還有類

似抬頭的空格。 

    ② (1) 相當的漢文，在「覆盂之固」與「普天率土」之間，還有「祝應□誠之感，祈臻福善之徵。長遇平□，畢

無變亂」。(2) 第七個字，若從文意推想，有可能是 斬 dju1，西夏語的 疢 斬 khj•2 dju1“萬有”，不妨就是漢語的「九

有」。可是，現存的下半部字形卻和 斬 很不一樣；比較像是 覃 dj _ij1“平”、劃 bjuu2“里”。段玉泉 2007 以此字為 想 

njii2。但是這個字似乎僅見用於 伴 想 sjw•2 njii2「某甲」，意思相當於“某人”；放在這裡似乎無法通讀。 

    ③ (1) 這一行第七個西夏字 斬 dju1，是根據相當的漢文語義、按半邊字及上下文語境推想的。而漢文在「共享」

後面，應有缺文；也許「有」的前面，還缺一個「凡」字。(2) 相當的漢文，「祝」下留空，「神聖」另起一行，應該

是相當於「抬頭」的行文敬意。西夏文的措辭 撤 矓 mee2 ™ioow1「神功」，語義也許可以相當於漢文的「神聖」，但行

文格式只是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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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神咒玄□□，□□□□□□□ 

188. 竺 瞞    禱 慝 財 阡  跼 ∥ 釙 溢 杪 且 投 韓 囧   

|sj _a1 tshwew1 dzwej1 kha1 tj_ij1 phjaa1 lj••1       buu2 ™jiw1 sej1 lhj_ij2  ™u2 wee1 dju-  
七   趣     罪  中    去  ，能；  勝  緣，淨  國  中    生   。 

□□□□□□□，□□□□□□□ 
①
 

189. 棒 蝴  掘 竄  娘  晁  酒 ∥穫 歪  圳 酬 盃  兔  恐  

tha2 tsjiir1 zjur2 njw_•2 d|zju1 swew1 phji1      t |sj_i1 ³jow2  zji2 nj•2 wjuu1 dzjw_•1 d|zj_ij1 
大  法   炬  燃，     明    令；   苦  海   普 周，悲   船   行。 

□□□□□□□，□□□□□□□ 

190. 鴉 暘 林 暘 懣 詁 球 ∥ 項 呈 汀 呈 霏 圳 凝  

kj_u1 lew2 gjii2  lew2 sú1  lhú- rjir1        njiij1 bju1   tj _i1   bju1  d_a2  zji2 |sj•j1  
所  求  所  欲，滿  足，得；   隨  心， 隨  願，事  皆  成。 

□□□□□□□，□□□□□□□ 

191. 鍊 芰 汌 娟 鏈 痳 冶 ∥鈿 噥 杖 妯 蚩 嘛  衷  
tj•1   tjij1   --  ™ju2 tshj••1 ™jiij1  ku1    sj•j2 tsja1  mji1  sji1  ©_a2   lj_•2  dzj _ij1 
假  使  恆  常   誦  持，則，  聖  道  無  窮  十  地  渡。 

□□□□□□□，□□□□□□□ 

192. 朹  戮 嶄   裟 隅 ∥ 頓 ∥ 榦 ∥ 
³wúr1 lj_ij1  tshji1 phio2 ©u1  kjiw1     lhj_i2      nj••2 
天   盛  己  巳   元  年     月     日 

□□□□□□□ 

193. 臺  呈 噥 娘 鑿 連  拗  蛻   雉 塘 鈿 樣 損 拾   

tshjwu1 bju1 t|sja1 d|zju1 ©_a1  |sja2 ™jw•r2 d|zjwow1 nj_a1 rj•j2  |sj _ij2 sjij2 wo2 dzj•j2 
奉    天  顯  道  宣  武   耀   文   神  謀  睿  智  制  義    

奉天顯道耀文宣武神謀睿智制義 

194. 蔣 瑩 蠅 佣   韌  綱  朹  賽 ∥勾 氐 ∥ 

 dow1 --  zjij1 ³wej2 thjoo1 bjuu1 ³wúr1 dzjw•1   dzj•1 mjii1 
 去  邪  惇  睦    懿   恭   皇   帝    恭  施 

 惇睦懿恭皇帝∥□□  

§ 2.4 「有司贖經」文 

195. 跨 棒 盃 項 圳 痳 賅 籠 開  杓 菱 撤 達  

 sjij1 tha2 wjuu1 njiij1 zji2 ™jiij1  tja1  pj_u1 t|shja2 seew2 gie1 mee2 ©ie1 
 今  大  悲  心  總  持  者，威  靈   難  測，神  力  

 （今大悲神咒威靈難測，神力 

196. 顯 皂 仵 伂 省 菩 孜 呈 懣 詁 巖 怨 汀  

 mj•1 pj_u1 rj•r2 kj•1 dzu1 tshow2 phji1 bju1 sú1  bjij2  wa2  sju2  tj_i1 
 無  量。△  △  志  樂，隨  意  滿  足；如  何  願 

                                                        
    ① 這一行，四、七、十四，三個西夏字為根據半邊字及上下文語境推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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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量。若人志心，隨意滿足，所有願 
①
 

197. 疆 泖 圳 凝 慎 顎 怨 矓  碣   護 蜂 唧 爨  

 |siaa2 to2 zji2  |sj•j1 ™jiw2  thj•2 sju2 ™ioow1 d|zjij2 nioow1 |sji1  k_u1  tj_•j2 

 想，  皆    成  就。如  此  功   有，  緣；先  後  印 

 想悉令成就。緣有如此神功，值先後印 

198. 頸  岱 凡   鏈  痳 禾 捌 碌 爨   羿 愉 肋  

 njijr2 wj•2 thjw•1 tshj••1 ™jiij1 mjijr2 rejr2 zj_ij2 tj_•j2  piŸa1   tsej2 dja2 |sju1  
 面   △  遇 ， 誦   持  者  尤  多。印 [版] 須臾 △ 爛， 

 面，誦持者尤多。印版須臾已爛，
②
  

199. 砭 呈 邟 連 昀 紫 爨 頸 辰 條 罈 酒 貧  

 |sji2 bju1  kwo1 |sja2 t|sj Ÿ”1   ™ji2  tj_•j2 njijr2 sjiw 1nja1 kuu1 phji1 zow2 
 ▽，依；[郭 顯 真]  屢  印  面  新  △  雕，令。執   

 故郭顯真屢令新刻印面， 
③
 

200. 痳 暉 仵 賒 貧  痳 疤 禾  斬 賅 箸 啜 沉  

 ™jiij1 lj•2  rj•r2 wji1  zow2 ™jiij1 zjor1 mjijr2  dju1 tja1  pj_u2  ™ju2 rjar1 

 持，易  △  為。執   持  贖  者   有  者，殿  前  司  

 使易執持。若有執持贖者，於殿前司 
④
 

201. 應 薜 丌 師 疤 把 ∥ 

 ™j•j2 pha1 ©a2 wjij2 zjor1 lja1 
 門  左  於  △  贖  來。 

 門左來贖。）
⑤
 

 
參、跋 語 

 
    § 3. 1 冬宮抄經 
    2006 年，因為參加「西夏文明研究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angut 
civilization: scientific traditions and Perspectives of Research”，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the State 
Hermitage, and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2006/11/01-04 at St. 
Petersburg）」，我再度拜訪聖彼得堡，掛單在瓦西里島的國立聖彼得堡大學哲學系。每週兩天，我

                                                        
    ① 第三個字，原件其實作 。最接近、且勉強可以通讀的，除了 仵 rj•r2之外；也可能是 殯 |siú1，殯 |siú1是漢語

「使」的借詞。我猜想，仵 伂 省 菩 rj•r2 kj•1 dzu1 tshow2大概有類似「若人志心」的語義。因為是猜想，無意過度解釋。

其實，整個七行的字形多半要根據上下文推定，未必都能正確無誤。本文，單挑幾個特別難認的字，我的猜測，也許

有助於通讀，也許完全不合轍。總之，本段釋文的可信度，概屬聊備一格。 

    ② (1) 第三個字也頗難辨認。我所以認定可能是 凡 thjw•1，因為 凡 thjw•1有動詞“遇”的語義，動詞前面可以

有詞頭，而且 凡 thjw•1對當我試譯的動詞「值」，應尚可通讀。(2) 第十個字更曖昧，唯一近似的字形只有 pi Ÿa1。

但是這個字缺乏可靠的對譯資料，一般作對音字，對漢語「班」、「巴」（《類林》）、「杷」（《六韜》）。拿來作「版」的對

音，雖然沒有問題；爨  tj_•j2 pi Ÿa1若翻譯漢語的「印版」，似乎也沒有成例。 
    ③ 第五個字，其實作 ；雖然僅一橫之差，現有西夏文字資料庫卻找不到這個字。如果是 昀 t |sj Ÿ”1，通常作對音

字；邟 連 昀 kwo1 |sja2 t|sj Ÿ”1也許是人名對音，可能是漢語的「郭顯真」。至於 連 |sja2，則請參看 51 頁注④-(2)。 

    ④ 第七個字 疤 zjor1「贖」，又見於下一行的第五個字，是頗具關鍵性的。完全是因為這個字，我才會認真考慮

這段文字是「有司贖經」。但 疤 zjor1只是很像而已，原件其實作 ，也是現有西夏文字資料庫裡找不到的字。也許

還可以考慮其他形近的字，諸如 省 dzu1“愛、樂”、眇 bjii2“毫”、 盃 wjuu1“悲”；用在這兩處，都不容易通讀。 

    ⑤ 「有司贖經」文，原則上，與《尊勝經》是否有直接的關係？本釋文暫時不擬深入討論。僅根據西夏文意，試

譯如上，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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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跨越涅瓦河的大橋，到東方研究所的手稿部閱看西夏文獻收藏。
①
 再次摩挲泛黃的紙卷，無端愁

緒一再湧上心頭。一度沈埋流沙的西夏文獻，經探險家科茲洛夫之手，從額濟納河的黑水城帶到波羅

的海的冬宮。一方面，世人有幸，再度認識當年的西夏文明，開啟國際西夏學的研究。另一方面，考

古發掘，是否未經同意的驚動了文物主人的魂魄？文物一旦出土，就不可避免的加速朽壞的宿命；倘

若不是我來多事，會不會紙卷的朽壞可以稍微慢一點？文物被帶離出土地，在幽閉的深宮，他們會不

會也想家、寂寞，歡喜有我來作伴？如果不是因緣際會，我不會以廿年的歲月閱讀西夏文獻。我從不

懷疑自有能人研究西夏語，從不擔心這些紙卷短期之內會消失不見；為什麼只要一拿到管理員送來的

紙卷、坐上閱覽室的椅子，我總是一動不動的埋首抄寫，彷彿有許多無形的手相催促？以有涯逐無涯，

我勢不可能盡閱收藏；我該怎麼做，才能回報數百年前的智慧心靈？ 

    無論如何，即使明天過後，我將無緣繼續閱覽黑水城的原件；我願意盡所能的釋放文物的語言訊

息，這個釋文就是個人近年的工作成果之一。 

    § 3. 2 再稿絮語 
初稿送出去之後，空白了一陣子；自知「御製後序發願文」（§ 2.3）、「『有司贖經』文」（§ 2.4）

釋讀的匆忙，實際上留下許多曖昧。後來，和段玉泉先生討論他的博士論文，承蒙他稍來尚未正式刊

出的文稿（2007）。遂再比對一次發願文的夏漢文本，也僅是記下若干需要深入考察、詳細討論的語

法問題。2009 年底，由助理譚家麒幫忙，雖然已經將文本做成資料庫檔；礙於急需釋讀新的語料眾

多，總是抽不出適當的時間填補語法分析的部分。今年十月，在北京許了玉泉先將釋文刊出，答應年

底交稿。期間重重複複將舊稿又看了幾遍，倘若欲補入語法分析，將補不勝補；多數關鍵性的問題，

一旦深入討論，都是單篇論文的份量。現在，期限迫在眉睫，只好放手。成功學術不必盡在於我，我

已經從釋讀的過程中學習知識；一時無法圓滿解決的問題，何妨俟諸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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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ut Version of UÜs ÜnÑ”Üsa Vijaya DhÑaraÜnÑ” 
Lin, Ying-chin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sists mainly of two parts. Firstly, I explicate the storage condition of surviving 
Tangut versions of UÜsÜnÑ”Üsa Vijaya Dh ÑaraÜnÑ” and compare the content of these versions.  I would 
additionally clarify that the Chinese version of UÜsÜnÑ”Üsa Vijaya DhÑaraÜnÑ” circulated in Xixia district is inFact a 
different translationFrom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archived in Taisho Tripitaka.  The second part is 
translation of 201 lines in total: lines 001-144 the whole text of Tangut version of UÜsÜnÑ”Üsa Vijaya Dh ÑaraÜnÑ” 
stored inFu Ssu-Nien library; lines 145-194 “Postscript of Imperial Dedicatory Prayer” held as No. 6796 
(6821) in St. Petersburg; lines 195-201 “the official notice of the redemption of sutra (you-si shu-jing)” kept 
as No. 4078 and 7592a (4078) in St. Petersburg 
    Key words: Tangut,  UÜsÜn Ñ”Üsa Vijaya DhÑaranÑ”,  dedicatory prayer,  the official notice of the 
redemption of su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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