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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藏西夏文《慈悲道场忏法序》译考 
 

杨志高 
 

摘  要：《慈悲道场忏法》（10 卷），又名《梁皇忏》、《梁武忏》等，为中土所撰佛教律书，

有西夏文、回鹘文等少数民族文本。其中西夏文本在俄国、英国及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内蒙

古都有收藏。笔者对已刊布珍藏宏富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慈悲道场忏法序》（原汉文书序）进

行了译释和初步考证，以期为学术界提供一份关于该经序言的完整资料。 

关键词：西夏文献  慈悲道场忏法  国图藏本 

 
本文《慈悲道场忏法序》，即指该经珍藏宏富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慈悲道场忏法》原汉文本书

序。西夏在夏译汉文这部经时，由最高执政者御制了序文（简称首序），那么原序就位居其二了（简

称后序）。目前，史金波先生对前序及后序题记进行了解读
①
，近期，聂鸿音先生对首序又作了新译

②
。

笔者结合正在进行的夏译《慈悲道场忏法》的整理研究，拟对其后序初次译释，以期给学界补充一份

关于该经序言的完整资料。 

《慈悲道场忏法》（10 卷），又名《梁皇忏》、《梁武忏》等，为中土所撰佛教律书。关于其成书

的时间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慈悲道场忏法序》所述的南朝萧梁时期，梁武帝替夫人郗氏忏悔

罪业而制。该经自梁迄今，被佛家沿用以作超度在中土和周边地区而广为流传。少数民族文本有西夏

文、回鹘文、藏文等译本。西夏文本在俄国、英国、印度及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内蒙古都有收藏

（出版）。其中，甘肃省敦煌研究院、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和文物考古研究所仅收藏该经 5 个编号的

写本封面及 1刻本礼佛字图。从现有资料中知道，国家图书馆藏本的该经序最为完整，俄藏中也有其

序，惜未刊布，不得其详。 

本经为国家图书馆（前身北京图书馆）于 1929年购买宁夏灵武出土的西夏文佛经（1917年）之

一种。此后，周叔迦先生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西夏文专号）上作了初步揭示
③
。

其后，史先生分别在《西夏佛教史略》
④
、《国家图书馆学刊》

⑤
的相关内容中对首序分别作了翻译、

介绍。2005 年，《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四、五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刊布了其照片和

简明叙录
⑥
。 

                                                        
    ①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8年，第 240页。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
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4册，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6年，第 87页。 
    ② 聂鸿音《西夏遗文录》，《西夏学》（第二辑），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年，第 146页。 
    ③ 周叔迦《馆藏西夏文经典目录》，《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西夏文专号），北平：京华印书局 1932
年，第 323~325页。 
    ④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 372页。 
    ⑤ 史金波、王菡、全桂花、林世田《国内现存出土西夏文献简明目录》，《国家图书馆学刊》（西夏研究专号），2002
年，第 218页。 
    ⑥《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4册，第 87~366页；第 5册，第 3~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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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慈悲道场忏法》的序二，在版面形制上和经典正文一致，同为刻本经折装。麻黄纸，墨书

楷体大字，面 10行，行 15字，首尾完整。高 32.8厘米、宽 13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27.9厘米。

首序西夏皇帝题记，汉译为“天生全能禄蕃式法正国皇太后梁氏御译，救德主世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嵬

名御译”
①
。史先生在《西夏佛教史略》中考证此序为惠宗秉常（1068－1086）御制

②
。其后，他又在

叙录中首序汉译序二后双行西夏文小字注文为“此忏法出处地方江南经院建康府城内奉敕已集” 。

由于该经完整名称为《新刻慈悲道场忏法》，文中卷前《梁皇宝忏图》有元杭州府刊刻名匠“俞声刊”

字样，可以肯定其为元重刻本了。序二汉文内容，见通行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5册 922页中栏
③
。 

下面依《中国藏西夏文献》的版式，对“忏法序”进行译释。 

 
西夏文录、对译（第 94页第 3行～97页第 6行） 

第 94页：3.焚稌其穾薠被矖守 [1]
 4.蘦薠被矖落虑猜索瞊病猜菐絅篿稉 5.碽属。瞊病

钨篎聚驳耳紻，魏索絢吝童 6.返簄 [2]
。坚落，磀怂篟疤 [3]

；唉魏絧糺薒哗蓪。7.榴科纚，

絸篎緢競 [4]蕽。焦捌，挨皭菞癿礭 8.礭榴皺碽紴，冉脁惠紿 [5]
。猜索粮蔓 [6]

，索菞 9.糹翫，

礷臀吞笍，絪哄 [7]
。皭谍沏瑚：“籋棍榴 10.册踩 [8]

，皭胯纚臀簁，绢口笷怖 [9]
，籋谍煎属， 

对译：3.慈悲道场忏法序 4.此忏法者[梁]皇帝[郗]氏皇后因集结 5.所作[郗]氏崩后月数已过复

帝常啼泣 6.恋念昼者意乱不安宵亦心愁困不寐 7.殿内居外又响声闻◇视一蛇大见满 8.满殿上而来目

电口张皇帝方视帝大 9.恐惧逃处不得速起蛇於◇问朕宫殿 10.壮严蛇类留处非必魔鬼是朕之祸为 

第95页：1.卢晾萯 [10]
。”皭硾禑碽属，猜索谍妒：“皭落瞊 2.病竀竃怖 [11]

。籋籒搓，籋

砂泪棍猜菐谍旱 3.核 [12]
，緁蚐聞骄 [13]

。挨殆薁癏莊蟶蜳堡，綀谍 4.虁穮 [14]
。沏繾，篎粮蘦

输急瞭蹦皭竃簧 [15]
。龋 5.窃篟笍絢清倾栏；欢赁篟綕竃纖臀哗 [16]

。6.清倾耳粧，臄辆伦笺
[17]
。篎蒜蒜烧號胎贵 7.朵搓 [18]

，痉耺癩臭，縂蛜籄糷，狮时菦堡。籋 8.瞈坚皭菋簁 [19]
，篎

藴恩嘻碽紴，腲棍身挪 9.魏絥聨吞阶 [20]
。索籒籋谍稧艎 [21]

，瞭蹦蘦纐 10. 竃嘻索唐倦虎 [22]
。

挨緳萚癌，籋谍镜谁。”索  

对译：1.崇欲使蛇人言乃为皇帝於曰蛇者[郗]2.氏亲身也我昔有我时六宫皇后於嫉妒3.妯娌性气

粗恶一嗔怒生火炽矢如人於4.害伤◇死后方是罪业因故蛇身为饮5.食不得常饥渴受窟穴无有身匿处

无6.饥渴所迫气力衰弱又一一甲下多虫7.蛆有肌肉唼啮痛苦甚剧刀锥穿若我8.昔日蛇及非复变化以

而至王宫深重9.亦阻挡不能帝昔我於爱宠因故此丑10.形以帝於告呼一德功祈我於拯拔帝 

第96页：1.蘦蕽篎翃蘟糺粙 [23]
。篎皭谍蔓，磤台篟癿 [24]

。2.索絘坚，棍榴科簶蒷迈篿 [25]
，

焊翖碽铜，界 3.袭籄较莻耳怖瑚，焊蛜镜谁 [26]
。4.筗昧框禑：“翗緽谍出螏薠被嘻，蹦焊

蛜 5.镜阶 [27]
。”索焊禑瞭，瞲其衬蘞，緽疥技虛。篎 6.订綃磀粙截，《薠被矖》属 [28]

，镣灯

梭簧。癐緽 7.禑撮锻，禑穉篟矤。薠被沏簧，蹦出螏属 [29]
。8.篎笋坚，棍榴科乓钦睛睛葌

葌，钦吵，帛 9.紴市宫 [30]
。索较蔓，挨聻綀癿，竃翓册册 [31]

。索 10.谍禑端：“籋落，籒皭

谍絘竃怖 [32]
。索緳萚属  

对译：1.此闻后惊愕悲愁复蛇於视即速不见2.帝后日宫殿内沙门请集其由所宣善3.中最上何所是

问其苦救拔4.[志]公答言惟佛於礼敬悔忏以方此苦5.救能帝其言依契经搜索佛名号录兼6.己圣谋思

虑忏法作共十卷成皆佛7.言精美词闲无有忏◇为方礼敬做8.又一日宫殿内浓香馥郁渐渐香良何9.来

迷惑帝仰视一天人见形色端丽帝10.於谓曰我者前蛇之后身也帝德功做 

第 97页：1.瞭，斧打聻皺毯阿 [33]
。籋罏驾抵粄螺，絅蹦 2.竀竃癓。窿籯嘻索谍篙緳 [34]

。”

妒蜶，磤台篟 3.癿 [35]
。虑猜索坤，蘦毋耳維翆驳耳紻 [36]

。蘦瞲 4.其瞭，耉籯嘻薠被出螏

                                                        
    ①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 372页。 
    ② 同上，第 90页。 
    ③ 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5册 1909号《慈悲道场罪忏法传》，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印，1990
年，第 9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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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焊癌坝瞭，癐 5.驾抵竀笍 [37]
。篎蘦禑礕买卢篟粄，絅蹦蘦 6.祪守碽属，癐群蕽冉息

癿 [38]
（蘦《薠被矖》脜臀睫篋落，磏脅磫诵宦蒠缽保科居瞭耳并 [39]

）。 

对译：1.随[忉利]天上生蒙我今果报显现因故 2.现身验恭敬以帝之恩德言讫即速不 3.见[梁]皇

帝时此自乃至年数已过此 4.契经依虔敬以忏礼敬者其祈求依皆 5.果报现得又此言暗昧恐未彰因故此

6.略序所做皆耳闻目所见（此忏法出处地方者江南[金陵建康府]城内敕奉所集） 

 

通译、注释（第 94页第 3行～97页第 6行） 

慈悲道场忏法序 

此《忏法》者，梁武帝为皇后郗氏所集作也。郗氏崩后已过数月，帝常啼泣恋念。昼则意乱不安，

宵乃心愁困而不寐。居殿闻外有响声，视之乃见一大蟒满盘上殿，目如电张口向帝而来。帝方视，大

惊骇，不得逃处，速起。向蛇问：“朕宫殿壮严，非蛇类所留之处，必是魔鬼欲祸崇朕”。蛇为人语对

帝说：“蟒者郗氏亲身也。我昔为六宫皇后时，嫉妒妯娌，其性气粗恶。嗔怒一生则火炽如矢，对人

伤害。死后以是罪业，故为蟒身。不得饮食常受饥渴；无有窟穴身无匿处。饥渴所迫，气力衰弱。又

每一甲下则有多虫，唼啮肌肉，痛苦甚剧，若穿锥刀。我非昔日蛇，亦复变化而至，王宫深重亦不能

阻挡。帝昔於我爱宠，因故以此丑形告呼於帝。祈一功德，对我拯拔。”帝闻后惊愕悲愁。既而见蛇，

即速不见。 

帝后日，请集沙门于宫殿内，宣其所由，问何是善中最上，以救拔其苦。志公答言：“惟於佛礼

拜忏，方能救此苦。”帝乃依其言，搜索契经，录佛名号，兼己圣谋思虑，作《忏法》，共成十卷，皆

佛言精美，无有闲词。已为忏，方做礼敬。 

又一日，宫殿内渐渐浓香馥郁，良香，迷惑何来。帝仰视，见一天人形色端丽，谓帝曰：“我则

蟒后身也。随帝做功德，蒙生忉利天。我今显现果报，因故现身验，恭敬以帝之恩德”。言讫，即速

不见。梁皇帝时，自此乃至已过数年。依此经本，以虔敬忏、礼敬者，依其祈求皆现得果报。又恐此

言暗昧未彰，因故此乃做略序，皆耳闻目所见。【参见《大正藏》[0922b21～0922c17]】 

此《忏法》出处地方者，江南金陵建康府城内奉敕所集。 

 

[1] 焚稌其穾薠被矖守，“慈悲道场忏法序”。夏译汉文《慈悲道场忏法》，学界又译为“慈悲

道场忏罪法”。笔者也在前几年的文章中曾经沿用这一名称，但随着对该经研究的深入，发现译作“慈

悲道场忏法”似乎更为贴切。焚稌其穾薠被矖，即“慈悲道场忏法”、“慈悲道场忏悔法”。薠被，

即“忏”，也就是“忏悔、悔过”之义。在本部经中，西夏人用“输”译“罪”。如“忏悔往罪”，

西夏文为“籒输薠被”。因此，本文改译为现称以契合汉名。守，“序”，《大正藏》作“传”。此序

为西夏文本后序，即汉文原序。 

[2]吝童返簄，“啼泣恋念”，《大正藏》作“追悼之”。 

[3]磀怂篟疤，“意乱不安”，《大正藏》作“忽忽不乐”。 

[3]絧糺薒，“心愁困”，《大正藏》作“耿耿”。 

[4]緢競，“响声”，《大正藏》作“骚窣之声”。 

[5]挨皭菞癿礭礭榴皺碽紴，冉脁惠砙：“一蛇大见满满殿上而来，目电口张”，《大正藏》

作“一蟒盘躃上殿，睒晴呀口以向於帝”。 

[6]猜索粮蔓，“皇帝方视”，《大正藏》无作句。 

[7]索菞糹翫，礷臀吞笍，絪哄：“帝大恐惧，逃处不得，速起”，《大正藏》作“帝大惊驳无

所逃遁，不得已蹶然而起”。 

[8]册踩，“壮严”，《大正藏》作“严警”。 

[9]皭胯纚臀簁，融口埋怖：“蛇类留处非必魔鬼是”，《大正藏》作“非尔蛇类所生之处，必

其妭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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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籋谍煎属，卢晾萯：“朕之祸为，崇欲使”，《大正藏》作“欲崇朕耶”。 

[11]皭落瞊病竀索怖，“蛇者郗氏亲身也”，《大正藏》作“蟒则昔之郗氏也”。 

[12]籋砂泪棍猜菐谍旱核緁，“我时六宫皇后於妒妯娌”，《大正藏》作“妾以生存嫉妬六宫”。 

[13]緁箄聞骄，“性气粗恶”，《大正藏》作“其性惨毒”。 

[14] ，莊蟶蜳堡 硾谍虁穮：“火炽矢如，人於害伤”，《大正藏》作“火炽矢射，损物害人”。 

[15] ，沏繾篎 粮蘦输急瞭蹦皭索簧：“◇死后方是罪业因故蛇身为”，《大正藏》作“死以是

罪谪为蟒耳”。 

[16] ；龋窃篟笍絢清倾端 欢赁篟綕索纖臀哗：“饮食不得常饥渴受；窟穴无有身匿处无”，

《大正藏》作“无饮食可实口；无窟穴可庇身”。 

[17] ，清倾耳粧 臄辆伦笺：“饥渴所迫，威力衰弱”，《大正藏》作“饥窘困迫，力不自胜”。 

[18]篎蒜蒜烧號胎贵朵搓，“又一一甲下多虫蛆有”，《大正藏》作“又一鳞甲则有多虫”。 

[19]籋瞈坚皭菋簁，“我昔日蛇及非”，《大正藏》作“为蟒，非常蛇”。 

[20] ，篎藴恩嘻碽紴 腲棍身挪魏絥聨吞阶：“复变化以而至，王宫深重亦阻挡不能”，《大正

藏》作“亦复变化而至，不以皇居深重为阻耳”。 

[21]索籒籋谍稧艎，“帝昔我於爱宠”，《大正藏》作“感帝平昔眷妾之厚”。 

[22]瞭蹦蘦纐索嘻索唐倦虎，“因故此丑形以帝於告呼”，《大正藏》作“故托丑形骸陈露於帝”。 

[23]翃蘟糺粙，“惊愕悲愁”，《大正藏》作“呜呼感激”。 

[24] ，篎皭谍蔓 磤台篟癿：“复蛇於视，即速不见”，《大正藏》作“既而求蟒，遂不复见”。 

[25]索絘坚棍榴科簶蒷迈篿：“帝后日，宫殿内沙门请集”，《大正藏》作“帝明日，大集沙门

于殿庭”。 

[26] ， ，八翖碽铜 界袭籄较莻耳怖握 八蛜镜谁：“其由所宣，善中最上何所是问，其苦救拔”，

《大正藏》作“宣其由，问善之最以赎其苦”。 

[27] ，翗緽谍出螏薠被嘻 蹦焊蛜镜阶：“惟佛於礼拜忏以，方此苦救能”，《大正藏》作“非

礼佛，忏涤悃欵方可”。 

[28] ，《 》篎订綃磀粙截 薠被矖 属：“兼己圣谋思虑，忏法作”，《大正藏》作“兼亲杼眷思，

洒圣翰，撰悔文”。 

[29] ， 。 ，癐緽禑撮锻 禑穉篟矤 薠被沏簧 蹦出螏属：“佛言精美，词闲无有。悔忏◇为，

方礼敬做”，《大正藏》作“皆采摭佛语，削去闲词，为其忏礼”。 

[30] ， ，棍榴科乓钦睛睛葌葌 钦吵 帛紴市宫：“宫殿内香香馥郁渐渐，香良，何来迷惑”，《大

正藏》作“闻宫室内异香馥郁，良久转羔，初不知所来”。乓钦，字面意思“香香”，文中作“浓香”。

葌葌下下，二字重叠迭为“渐渐”。 

[31]索翓册册，“形色端丽”，《大正藏》作“容仪端丽”。 

[32] ，籋落 籒皭谍絘竃怖：“我者，前蛇之后身也”，《大正藏》作“此则蟒后身也”。 

[33] ，索緳萚属瞭 斧打聻皺毯阿：“帝德功做随，[忉利]天上生蒙”，《大正藏》作“蒙帝功

德，已得生忉利天”。 斧打聻，忉利天，梵文作 Trāyastrim．śa，欲界六天之一，意译“三十三天”。 
 [34] ， 。籋罏驾抵粄螺 絅蹦竀竃癓 窿籯嘻索谍篙緳：“我今果报显现，因故现身验。恭敬

以帝之恩德”，《大正藏》作“今呈本身以为明验也，殷懃致谢”。 

[35]磤台篟癿，“即速不见”，《大正藏》作“不见”。 

[36] ，虑猜索斗 蘦毋耳維翆驳耳紻：“[梁]皇帝时，此自乃至年数已过”，《大正藏》作“自

梁迄今，已数百年”。 

[37] ， ， ，蘦瞲其瞭 耉籯嘻薠被出螏落 八癌坝瞭 癐驾抵竀笍：“此契经依，虔敬以忏礼敬

者，其祈求依皆果报现得”，《大正藏》作“得此经本，虔敬礼忏所为、所祈者，皆有阴隲感应”。 

[33] ， ，篎蘦禑礕买卢篟粄 絅蹦蘦祪守碽属 癐群蕽冉息癿：“又此言暗昧恐未彰，因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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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序乃做，皆耳闻目所见”，《大正藏》作“犹恐厥事，闇然未彰，辄以粗记，用达诸耳目矣”。礕

买，字面意思“暗昧”，文中作“阴隲”。 

[34]后序题记，可参考史金波《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4册（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第

2005年第 87页）。 

 

按前述，《慈悲道场忏法》形成于南朝梁武帝时代。对此佛教界和学界持不同观点，本文无意

也不可能阐发，但此经的广泛流布却是不争的事实。后来此忏法经历代修改、增减，到元代后至元四

年（1338年），智松柏庭所编重校本，成为现代佛教法事的定本。由于该忏法简易易行，只要称念佛

名佛号，就可使亡者解脱，生者得福。所以，在唐、宋时期，这部经典在僧界、世俗间多为崇奉传播。

唐朝时，（子瑀）“常礼一万五千佛名，兼礼《慈悲忏》”。宋代“民间唯礼《梁武忏》以为佛事，或数

僧呗口匿歌赞相高，谓之禳忏法也”
①
。同样西夏时期因惠宗秉常御序夏译后，也为国内官民所用，以

至在夏亡元兴时期，在西夏遗民中依然经久不衰，并请高手重刻刊行。 

至于在元代，“此忏罪法出处地方者江南经院建康府城内奉敕集”和同一时期“管主八钦此圣缘，

印造三十余藏；及《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各百余部；《焰口施食仪轨》千余部，

施于宁夏、永昌等路寺院，永远流通”
②
之间有何关系，以及相关奉敕在建康府城内集结《慈悲道场

忏法》等问题限于材料，待留另文论述。 

国图元刻本西夏文《慈悲道场忏法》序后西夏文题记“此忏法出处地图者江南经院建康府城奉敕

集”，和元大德十年（1306）管主八谨题的“……钦睹圣旨：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

字《大藏经》三千六百二十余卷、华严诸经忏板，至大德六年完备。管主八钦此胜缘，印造三十余藏，

及《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各百余部，焰口施食仪轨千有余部，施于宁夏、永昌

等路寺院，永远流通”
③
的《梁皇宝忏》同属奉最高当政者所为的单刻经，二者不能尽详但相互联系，

还有建康府城集结《慈悲道场忏法》等问题限于材料，目前我们还不能说清楚。  

考金陵建康府我们得知：金陵即现在的南京，其名始于战国楚。自楚至元时名称迭有变更，先后

为孙吴、东晋和南朝的“六朝古都”，止明清时又为“十朝都会”。在南朝时该城曾是南方佛教的中心，

梁武帝萧衍力倡佛教，曾三次舍身入建康寺院，《慈悲道场忏法》一说的撰集缘他而起。南宋建炎三

年(1129)，高宗赵构以前朝“江宁府”易名为“建康府”，并为“行都”。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

蒙古军队占领建康，沿宋制仍为府隶属江东路，并为江南行中书省治所。十四年(1277)升为建康路，

隶属于江浙行省，天历二年（1329）又改为“集庆路”。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于此，称应天府、

南京。宋元时期，南京基本上不再是国都，但是由于历代都奉行提倡和保护佛教的政策，尤其元代宽

容的佛教政策，加上南京仍是重要的政治中心，经济、文化发达，佛学基础较好，所以南京佛教仍然

时有兴盛发展。从元初建康府存在的时间元至元十二年（1275）到十四年(1277)来看，似乎说明国图

本早于管主八本。  

 
 
 
 
 
 
 
 

                                                        
    ① 转引自圣凯《中国佛教忏法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4年，第 32~33页。 

 ② 转引自王菡，《元代杭州刊刻<大藏经>与西夏的关系》，《文献》2005年 1期第 111~118页。 
    ③ 日本善福寺藏《碛砂藏》本《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尾题记，转引自王菡《元代杭州刊刻<大藏经>与西夏的关

系》，《文献》2005年 1期第 111~1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