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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博物馆藏西夏文《金刚经》 

及赞颂残经译释研究∗ 
 

崔红芬 
 

    摘  要：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藏有武威新华乡亥母洞寺遗址出土的一批西夏文经卷，本文对

其中定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西夏文刻本残叶 G31·009[6735]、G31·010[6736]、

G31·011[6737]、G31·012[6739]、G31·013[6742]、G31·014[6743]、G31·015[6744]、G31·016[6748]

进行考证研究，认为把这些残经笼统定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欠妥，这些残叶不仅有经文，

还有赞颂内容。希望此研究对深入了解西夏流行佛经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武威  《金刚经》  赞颂  译释 

 

1987年 5月在武威市新华乡亥母洞寺出土一批西夏文经卷和手抄文书，共 34件，这批西夏文献
内容丰富，仅佛教文献就有 27件，其中包括活字版《维摩诘所说经》，写本《大千守护经中说五种守
护吉祥颂》，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净国求生礼佛盛赞颂》、《佛说百寿怨结解陀罗尼经》、《佛

说调伏三灾经》以及集颂和咒语等，这批佛教文献现藏于武威市博物馆，其中定名为《金刚般若波罗

蜜经》的残叶共有八个编号。 

除了武威博物馆所藏的这八个编号的残经外，在黑水城文献中保存有数量较多的汉文和西夏文

本，俄藏黑水城西夏文佛教文献没有公布，根据克恰诺夫编著《俄藏黑水城西夏文佛经文献叙录》初

步统计共有 55件，从第 33-63号皆定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有写本-蝴蝶装、刻本-经折装和刻

本-蝴蝶装等不同版式。
①
克恰诺夫先生对《金刚经般若波罗蜜经》的没有做细致的描述，具体情况到

底如何我们仍不是很清楚。根据孟列夫的统计，俄藏黑水城汉文佛教文献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有

54件，分属 9个不同版本，其中 11世纪下半期、12世纪上半期、下半期、最后 30年代和 12世纪末
版本各 1件，13世纪初 4件，13世纪上半期 3件，还有表明时间为 1167年的 6件，1189年的 35 件。②

甘肃敦煌研究院藏有西夏文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叶 G11·035[D.0669]、G11·036[B128:11]和
G11·037[B121:35-1-3]；甘肃省博物馆藏有西夏文刻本、蝴蝶装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叶
G21·037[13214]。③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有西夏文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叶M11·006、M11·007、
M11·008、M11·009；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西夏文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叶
M21·027[F6:W3]、M21·139[F19:W101]以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文物管理所藏西夏文刻本《金刚般

                                                        
∗ 本论文为 2011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项目号为 HB2011QR56。 
① Е. И. 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 стр. 278-288. 
②（俄）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4年，第 4页。 
③ 宁夏大学等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6册），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5年，第 89~145、295~2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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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波罗蜜经》残叶M31·001（AE188 zhi27）、M31·002（AE189 zhi28）。①在宁夏文物考古所编《山嘴

沟西夏石窟》中提到《金刚般若经集》②，这是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及其信仰有密切关系的经典。

荒川慎太郎先生对俄藏西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进行了比较研究，撰写有《西夏文<金刚经>の研
究》一书，③荒川先生的研究主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研究编，首先对西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研究现状、保存版本情况、西夏文本与汉文本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然后对西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

经》的音韵、文法特点进行比较研究。第二部分是对西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颂疏的不同文本

进行译释。但荒川先生的研究没有涉及武威博物馆藏西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及赞颂的内容。 
本文欲对武威博物馆藏八个定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西夏文刻本残叶 G31·009[6735]、

G31·010[6736]、G31·011[6737]、G31·012[6739]、G31·013[6742]、G31·014[6743]、G31·015[6744]、
G31·016[6748]内容进行初步考证研究。笔者认为把这些残经笼统定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欠妥，
这些残叶不仅有经文，还有赞颂内容。不妥之处，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   
 

通过对武威博物馆藏八个编号的残经进行译释，可以将其分为两大部分，其中以 G31·009[6735]、
G31·010[6736]、G31·013[6742]、G31·014[6743]、G31·015[6744]和 G31·016[6748]为一类，以
G31·011[6737]和 G31·012[6739]为另一类。 

刊布者将第一类残经定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笔者没有异议，下面只简单地分列一下不同

编号的内容。其中 G31·009[6735]西夏文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叶，经折装，土黄麻纸，残存 2
面，高 19厘米，宽 8.2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5.5厘米，面 6行，行 14字。从 G31·009[6735]内容
的译文可知，残叶出现品题“威仪寂静分第二十九”和“一合理相分第三十”

④
，但“一合理相分第

三十”的内容并没有完，估计还残缺 2折页的内容。在“威仪寂静分第二十九”前还有两行经文的内
容，比对鸠摩罗什译本，可以确定是它应为“不受不贪分第二十八”最后内容。根据经文出现的“分”

题，且两个相连的“分”之间没有赞颂的情况，可以确定其为“三十二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G31·010[6736]西夏文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叶，经折装，土黄麻纸，残存 2面，高 19.8
厘米，宽 8.6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5厘米，面 6行，行 14字。⑤

残叶中仅出现“不受不贪分第二十

八”，但内容并不完整，而左残叶虽没有出现“分”题，但根据残存内容判断为“无断无灭分第二十七”。 

G31·015[6744]西夏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叶，经折装，土黄麻纸，残存 5面，高 19.5厘
米，宽 8.5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5厘米，面 6行，行 14字。⑥

从 G31·015[6744]内容的译文看，残
叶为三十二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之“知见不生分第三十一”和“应化非真分第三十二”的全部内容。 

G31·013[6742]西夏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叶，经折装，土黄麻纸，残存 5面，高 17.8厘
米，宽 9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5厘米，面 6行，行 15字。⑦

通过释读 G31·013[6742]的释读可以知
道，其内容为三十二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 “法会因由分第一”最后几个字、“善现启请分第

二”的全部、“大乘正宗分第三”的全部和“妙行无住分第四”的部分。 

G31·014[6743]西夏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叶，经折装，土黄麻纸，残存 3面 18行，高 20
厘米，宽 9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5厘米，面 6行，行 14字。⑧G31·014[6743]西夏刻本《金刚般若

                                                        
① 宁夏大学等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7册），第 44~69、166、239、293~308页。 
② 宁夏文物考古所编《山嘴沟西夏石窟》（上册），文物出版社 2007年，第 293~296页。 
③ 感谢荒川慎太郎先生赠送他的博士论文《西夏文<金刚经>の研究》（2002年），使我们对《金刚经》的研究有

了进一步的了解。 
④ 刊布者定名的“一和相义宝三十第”应为“一合相理分三十第”。 
⑤ 宁夏大学等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6册），第 396页。 
⑥ 同上，第 405~407页。 
⑦ 同上，第 400页。 
⑧ 同上，第 403~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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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蜜经》残叶没有出现品题，通过释读经文，可以确定它为“离相寂灭分第十四”的中间部分的内

容。 

G31·016[6748]西夏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叶，经折装，土黄麻纸，残存 2面，高 28厘米，
宽 12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23.5厘米，面 5行，行 15字。①G31·016[6748]西夏刻本《金刚般若波罗
蜜经》残叶没有出现分题名称，但结合三十二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可以确定其为“离相寂灭分

第十四”。 

上述六个编号的西夏文残经 G31·009[6735]、G31·010[6736]、G31·013[6742]、G31·014[6743]、
G31·015[6744]和 G31·016[6748]属于三十二分《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但根据刊布图版的字体、版式、
内容等情况可以初步确定 G31·009[6735]、G31·010[6736]和 G31·015[6744]西夏文刻本《金刚般若波
罗蜜经》残叶为同一刻本，残经顺序的排列也要所有改变，即为 G31·010[6736]+G31·009[6735]+ ？
+G31·015[6744]。其中 G31·010[6736]和 G31·009[6735]两个残叶完全可以相互缀合在一起，
G31·009[6735]的内容在后，G31·010[6736]的内容在前，缀合后残叶内容顺序为“无断无灭分第二十
七”、“不受不贪分第二十八”、“威仪寂静分第二十九”、“一合理相分第三十”（不完整，可以初

步确定缺两个折页内容），再接下来应是 G31·015[6744]“知见不生分第三十一”和“应化非真分第
三十二”等。另外 G31·013[6742]、G31·014[6743]、G31·016[6748]则分别属于不同刻本。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最负盛名的大乘般若经典之一，它传入中国后，自东晋到唐朝共有六

个译本，根据不同译本，名称略有不同。《大正藏》中存有多种版本，有姚秦天竺三藏法师鸠摩罗什

译本（见《大正藏》第 235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译本（见《大正藏》第 236号）、陈天竺三
藏真谛译本（见《大正藏》第 237号）、玄奘译本《大般若经》第九会，又名《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
多经》见《大正藏》第 220号、隋笈多译《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多经》见《大正藏》第 238号和义净
译本《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见《大正藏》第 239号等。在诸多译本中以鸠摩罗什译本最为流行，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指以金刚一样无坚不摧的大智慧，破除一切烦恼执著，超越生死而达到永恒安

乐的归宿。 

我们知道，鸠摩罗什译本最初并没有三十二分，那么三十二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从何时开

始？一般认为是梁昭明太子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三十二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解》载： 

 

此经乃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所译，分三十二分者，相传为梁昭明太子所立。尤译本无，

又与本论科节不同，破碎经意，故不取焉。今注一本天亲等论。取其意而不尽用其语。以其语深

难便初学故也。
②
 

 

达照在《<金刚经赞>研究》中认为《金刚经》的“三十二分”在晚唐才出现。③
学界虽对昭明太

子三十二分之说持不同观点，但此经却被分为三十二分本，而且这一版本也传到西夏，以汉文和西夏

文形式流传开来，从出土的佛经看，西夏境内流行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也以三十二分本为主。三

十二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在俄藏黑水城汉文和西夏文佛经文献都有保存，经文前有启请文、真言

和发愿文等。例如俄藏汉文 TK-14《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正文前面依次为《金刚经启请》、《净口业
真言》、《安土地真言》、《虚空藏菩萨普供养真言》、《请八金刚》、《请四菩萨》、《云何梵》和《发愿文》，

下接经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另有小字“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下面是被分为“三十二分”

的经文，经文结束处有尾题、方印及“大夏乾祐二十年岁次已酉三月十五日 正宫皇后罗氏谨施”。④俄
藏西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第 56号、西夏特藏第 386号、馆册第 101号）兰布软封面只剩一半，

                                                        
① 宁夏大学等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408页。 
②《大正藏》，33册，第 1703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解》，第 228页中栏。 
③ 达照《<金刚经赞>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2年，第 62页。 
④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第 299~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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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本，经折装，18×9厘米，79页，全文保存，每页 6行，每行 15字，上下单栏。前 5页为写本，
接下来是雕刻的“发愿文”、首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另有“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下面是

“三十二分”的经文，结尾处重复经题，有题记为： 
猜脖箊膡舉灯翆氦聚挨絶坚天盛戊子二十年五月一日 

镁癏藶丑腞傻綀絁发愿雕刻者庚人娱   

藶腞巳雷俭刻者刘名日① 

孟列夫认为汉文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正文分成 32个有标题的段落，前
面有傅大士作的有祈祷文和陀罗尼的前言。

②
 孟列夫所言有 32个标题的段落即应指三十二分《金刚

般若波罗蜜经》，前面的祈祷文和陀罗尼当指经文正文前面的《金刚经启请》、《净口业真言》、《安土

地真言》、《虚空藏菩萨普供养真言》、《请八金刚》、《请四菩萨》、《云何梵》和《发愿文》等内容。因

为三十二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每分经文后没有出现赞颂的内容，还是定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而不应定为《傅大士颂金刚经》。 
从黑水城等地遗存文献看，《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由国师鲜卑宝源负责在大度民寺重译西夏文

并校勘的。俄藏黑水城西夏文刻本-经折装《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第 53号，馆册第 3834号）存 32
页，尾残，每页 6行，每行 14个字。上边距 3厘米，下边距 1厘米。开头处有以发愿者名义写的颂
文，然后是： 

竤辊繕菞菞緳蒩烁繫谍缾棍矖粄繕祇簶蒷拓樊 

嘿臶菋锡紒蜐涉弛蔎纝纝息瞛躬綈焦丸属葾臶始怖 

奶磊棋汝矖祇罚萇茸窙 ③ 

大白高国、大德台度民寺法显国师、沙门宝源 

执梵本及汉、番本注疏与一一重校，实为净本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 

从目前刊布的黑水城等地出土佛教文献判定，因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内容短小易懂，成为

西夏时期最为流行的佛经之一。而在西夏流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主要是鸠摩罗什译本，《金刚般

若波罗蜜经》在仁孝之前已被译成西夏文，仁孝时由大德台度民寺法显国师宝源再次参照鸠摩罗什译

本和梵文本进行重译而成为净本。此经特别受到皇室和权臣的推崇，是西夏法事活动中经常施舍的佛

经之一，罗皇后于乾祐二十年（1189年）在温家寺刊印施舍《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仁孝时期的权
臣任得敬久病不愈，于天盛十九年（1167年）镂板施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以祈求神灵的保佑，
使疾病早日痊愈，使邦家巩固，岁稔时丰，民安俗阜。 

 

二 
 

除了上述 G31·009[6735]、G31·010[6736]、G31·013[6742]、G31·014[6743]、G31·015[6744]和
G31·016[6748]六个编号的西夏文三十二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经外，还有两个编号比较特殊的西
夏文佛经残叶即 G31·011[6737]和 G31·012[6739]，刊布者也定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下面我们
一起探讨他们的具体内容。 

1、G31·011[6737]西夏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叶，经折装，土黄麻纸，残存 3面，高 19
厘米，宽 8.5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7厘米，面 6行，行 17字。④

现录文并翻译如下： 

蔲綀柏阮瞲其省籱窾□□□□□□□□ 

 若人金刚经典受持故□□□□□□□□ 

                                                        
① 荒川慎太郎博士论文《西夏文<金刚经>の研究》（2002年），附录，第 41页。 
②（俄）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4年，第 4页。 
③ Е. И. 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 стр. 284. 
④ 宁夏大学等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6册），第 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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禑始务蹦篎萰柏阮淮蟅论疥窿迈帛纚 

言真诵然后八金刚四菩萨名号请所在 

臀唐絢稺蔰蒜 

之处常守护也 

      惠急葾禑始 

      口业净真言 

處稈處稈   备仟處稈   處處稈   舧挛仟  

修唎修唎   摩訶修唎    修修唎   莎婆訶 

     睫蔒勿禑始 

     土神镇真言 

羖备    疙砙僧    盛綒脅  碝呢蝚呢蝚  僵蝃 

南无    萨满多    没驮喃  唵度噜度噜  地邪
①
 

舧挛仟 

莎婆訶 

     癐癌墒禑始 ② 

     普供养真言 

碝兽兽羖  疙筋挛  薫滴蚐   磺 

唵誐誐曩  三婆缚   哇啰
③
啰  哞

④
 

萰柏阮迈 

请八金刚 

窿迈  眱煎惯    柏阮               窿迈  癎砵    柏阮 

奉请  青灾除    金刚              奉请  毒拒    金刚 

窿迈  蒂癌瞭    柏阮               窿迈  竤葾繰  柏阮 

奉请  黄求随    金刚              奉请 白净水   金刚 

窿迈  抡競    柏阮                 窿迈  绢煎惯   柏阮  

奉请 赤声   金刚                 奉请  定灾除  金刚 

窿迈  棘羴    柏阮                 窿迈  菞缊    柏阮  

奉请  紫贤   金刚                 奉请  大神    金刚 

淮蟅论迈 

请四菩萨 

窿迈   柏阮蕎    蟅论          窿迈   柏阮苞   蟅论  

   奉请金刚亲 菩萨               奉请金刚索菩萨 

窿迈   柏阮稧    蟅论          窿迈   柏阮祦   蟅论  

奉请金刚爱菩萨                奉请金刚语菩萨 

         瞲籱嘿競 

         经持梵音 

柏阮篟疾竃    矺漓砈瞺笍     篎往翖絅瞭 

金刚不坏身     何云寿长得      复何因缘以 

菞紹箾两笍    矺漓瞲其瞭     籄蜶姑文維 

                                                        
① 俄藏黑水城汉文本为“尾”。 
② 即“虚空藏菩萨普供养真言”，西夏文本使用省略形式。 
③ 俄藏黑水城汉文本为“韈日”。 
④ 俄藏黑水城汉文本为“斛”。 



- 139 - 

 大坚固力得     何云经典于      最终彼岸到 

 

翻译如下： 

……若人受持《金刚经》，故□□□□□□□□真言，然后请八金刚、四菩萨名号，所在之处

常拥护也。 

净口业真言 

修利修利  摩诃修利  修修利  莎婆诃 

镇（安）土地真言 

南无    萨满多    没驮喃 唵  度噜度噜  地邪  莎婆訶 

普供养真言 

唵 誐誐喃  三婆缚   哇啰啰  哞 

请八金刚 

奉请  青除灾    金刚              奉请  辟毒    金刚 

奉请  黄随求    金刚              奉请  白净水   金刚 

奉请  赤声      金刚              奉请  定灾除  金刚 

奉请  紫贤      金刚               奉请  大神    金刚 

      请四菩萨 

奉请  金刚眷    菩萨              奉请  金刚索   菩萨 

奉请  金刚爱    菩萨              奉请  金刚语   菩萨      

      持经梵音①  
金刚不坏身     何云长寿得

②
      复以何因缘 

得大坚固力     云何于经典      最终（究竟）到彼岸 

通过译释我们可以确定其内容为《金刚经启请》（不全）、《净口业真言》、《安土地真言》、《普供

养真言》、《请八金刚》、《请四菩萨》、《持经梵音》等，后面内容残缺。《持经梵音》在俄藏黑水城汉

文本译文“云何梵”。类似结构的内容在敦煌出土佛教文献和房山石经中也有保存，如 P.3325号《梁
傅大士颂金刚经》③、上图 004号《梁傅大士颂金刚经》和房山石经《梁傅大士颂金刚经》。在《金刚
般若波罗蜜经》流行的各种传本中，经文前面有《金刚经道场前仪》并带有“奉请八金刚”、“四菩萨”

的非常普遍。 
方广锠先生对敦煌藏经洞出土经卷有深入研究，他提到在敦煌有些写卷在卷首或卷末附有《金刚

经陀罗尼咒》、《启请八金刚》、《四菩萨文》、《大心真言》、《随心真言》、《心中心真言》、《大身真言》

等。④武威博物馆藏西夏文本与敦煌写卷所保存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前面真言的内容还不尽相同。

根据敦煌出土“金刚经赞”和房山石经的《梁傅大士颂金刚经》内容判断，G31·011[6737]号残经前部
分基本符合《梁傅大士颂金刚经》的格式，但 G31·011[6737]首尾、正文内容皆残，我们还不好做最
后定论。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刊布者介绍 G31·011[6737]残叶时提到残叶“面 6行”，我们仔细分析这
残存 3页的残片，其实每折的残叶是“面 7行”，不是面 6行，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会继续探讨。 

2、G31·012[6739]西夏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叶，经折装，土黄麻纸，首尾皆残，残存 2
面，高 19.5厘米，宽 9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7厘米，面 7行，行 12字，页面上半部为西夏图          

表。
⑤
现录文并翻译如下： 

                                                        
① 俄藏黑水城汉文本译文“云何梵”。 
② 俄藏黑水城汉文本译文中“云何得长寿”一句在“金刚不坏身”一句的前面。 
③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第 23册，第 191-194页。 
④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此书出版社 1999年，第 682页。 
⑤ 宁夏大学等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6册），第 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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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1·012[6739]上半部为西夏图表内容及翻译： 

挨们螑守      一证信序 

舉超癏守二   二发起序二 

挨妹        一戒 

舉绢        二定 

舉吨竀蒾臨四  如文分第二 四（下面双行西夏文为：聻烤瑚框    瞭聻？天官问答依

天？） 

挨界艱迈瑚二  一善现请问二 

挨娇腵緽氢     一威造佛颂 

舉瑚禑竀超     二问言如生 

G31·012[6739]下半段内容如下： 

竀紴筁仅坚      綣茸喂彩蝷 

如来涅槃日       娑罗树双间 

胠扰粙陡癏      寥童競篟繘 

阿难忧烦生      悲恸声不止 

骨亡禑沏瑚      瞲籒往禑繗 

优波言所问      经首何言滞 

蘦堡蕽宦顽       礟篎窗谩稟 

是如闻 经有       万代永愿传 

穔砂融构撬玛汝奢碠籱虯箊 

  尔时世尊食时衣穿钵持舍卫 

菞保科笭撬癌焊保科虃瞭撬 

  大城内入食乞此城内次依食 

癌蜶篎礌唐焦縹 

  乞终及本所已还 

撬龋沏蜶碠汝软癵舮菗蜶篎 

  食饮已讫钵衣 藏贮脚洗毕及 

嫉矡焦汪睪皺焦嫉 

  坐毡所展其上所坐 

界艱迈瑚臨舉吨 

善现请问分二第 

玛构胞砄亡蘀菞缾袭纚嫉臀 

时尊（长）老须菩提大众中处坐所 

息哄繃薾□□綆毕睫繗蘹稉 

已起左肩□□右膝地着掌合 

耉籯緽谍禑妒埠搓融构竀紴 

  恭敬佛之言说稀有世尊如来 

礠蟅论谍簄蔰阶礠蟅论谍儡 

诸菩萨之念护善诸菩萨之语 

 

翻译如下： 

如来涅槃日     娑罗双树间 

阿难生忧烦     悲恸声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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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波所问言     经首滞何言 

如是闻有经     万代愿永传 

尔时，世尊食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已还本所。饮食已讫，收衣钵，

洗足毕，坐在展开毡上。 

善现启请分第二 

时，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从座已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语佛言：希有，世尊，如

来善护念诸菩萨，善语嘱诸菩萨…… 

通过释读 G31·011[6737] 和 G31·012[6739]残叶内容，若将这两个编号残经定为《金刚般若波罗
蜜经》是为不妥的。那么他们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最初罗什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没有真言，而在敦煌出土的《金刚经颂》前则有相同

内容。达照利用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和房山石经等对《金刚经赞》的流变演绎过程进行探讨研究，他

把出土文献分为早期诸本，即 P.2039背、F.323、P.2277；中期诸本，即敦 369背、P.2629背、国图
4447、国图 4446背、国图 4446、国图 4447背、S.4105；后期诸本，即 P.3325、上图 004、S.1846、
S.3373、S.4732、S.5499、S.5699、P.2997、P.4823、P.2756、S.110、P.2286背、P.3094背、房山石经
本。达照对中期《金刚经注颂释》几种写本的分析，寻找出《金刚经赞》由“赞”到“颂”的发展轨

迹，确定了中期传本在《金刚经赞》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并总结出《金刚经赞》的最初创作是没有

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原文的，有很大随意性。后来依据《无著论》又分别找到了《金刚般若波罗

蜜经》的原文与之相对应。与此同时，又根据佛教的义理，对《金刚经赞》进行了某种程度的修改，

越到后来，修改的地方就越多，传本的内容和形式也就越复杂。
①
在后期诸本中又出现“《金刚经》道

场前仪”和“ 三个真言”。
②
武威博物馆藏西夏文残叶内容非常接近敦煌出土中晚期《金刚经赞》的

结构，这充分说明敦煌本、西夏文本、房山石经本《金刚经赞》的流传是一脉相承的。 
G31·011[6737]西夏刻本残叶内容为“金刚经启请”（西夏文今存内容，而题目缺失）、“净口业真

言”、“安土地真言”、“请八金刚”、“请四菩萨”和“云何梵”的内容。根据俄藏汉文和西夏文《金刚

般若波罗蜜经》并结合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一些《金刚经赞》内容可以判断，《金刚经启请》、《净口业

真言》、《安土地真言》、《普供养真言》、《请八金刚》、《请四菩萨》、《持经梵音》和《发愿文》等内容

既可以加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经文前，也可以加在《金刚经赞》的前面。 
荒川先生的博士论文《西夏文<金刚经>の研究》（2002年）附录中有一部影印本《金刚般若经颂》

（残叶）的结构与武威博物馆藏 G31·012[6739]号残经的结构和版式是一致。荒川先生提供的影印件
《金刚经疏颂》（西夏特藏 386号，馆册第 7580号）③也并不完整，有《请八金刚》（残）、《请四菩萨》、
《持经梵音》和《发愿文》的内容，后面是用图表解释经文内容。根据荒川先生提供的影印件，可以

知道 G31·011[6737]残经缺《发愿文》和后面其他内容。 

据编号为 G31·012[6739]残叶下半段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经文前为五字
一句的颂文，颂文后面接“法会因由分第一”和“善现启请分第二”的内容。在《金刚经注解》中有

智者十二颂的内容，但这十二颂又与房山石经本《金刚经注解》不尽相同，而查阅 G31·012[6739]的
颂文内容，却与房山石经本、P.3325号和上海图书馆藏 004号等《金刚经注解》中智者颂第一首基本
相同，其智者颂文是：  

如来涅槃日     娑罗双树间 

阿难没忧悔     悲恸不能前 

优波初请问     经首立何言 

                                                        
① 达照《<金刚经赞>研究》，第 60页。 
② 同上，第 62页。 
③ 荒川先生提供的影印件（《西夏文<金刚经>の研究》附录第 42-82页）正好是克恰诺夫《俄藏黑水城西夏文佛

经文献叙录》的第 56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依据影印件可以确定克恰诺夫的定名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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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如是著     万代古今传
①
  

可见，武威博物馆藏西夏文本 G31·012[6739]下半段内容为智者颂文，后接佛经第一分、第二分的
内容，武威藏西夏文本与敦煌、房山石经本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因为仅刊布一残叶给我们判定具体内容

带来很大的困难。 

那么所谓残叶上半部分图表是什么内容呢？结合残叶下半部分的内容，分析上半部分内容，我们可以

判定上半部分应是科判或称科文。 

科判即分析章段，为了方便解释经论而将内容分成数段，再以精简扼要之文字标示各部分之内容。

科文，又作科章、科节、科段、分科等。科目全部以图示者，称科图。《佛学大辞典》载： 

 

科文，释经论，分科其文句之段落者，是由秦之道安为始，知一经之大意不可缺。文句一曰：

‘古讲师俱敷弘义理不分章段，若纯用此意，后生殆不识起尽。又佛说贯散，集者随义立品。……

天亲作论以七功德分序品，五示现分方便品，其余品各有处分。昔河西凭，江东瑶，取此意节目

经文，末代尤烦，光宅转细。……昙鸾云：细科烟扬，杂砺尘飞。盖若过若不及也。’
②
 

 

《佛光大辞典》对科文也有详细记载： 

 

（科文）一般系将经典区别为序分、正宗分（本论部分）与流通分（说明该经之功德而劝人

流通之部分），称为三分科经。将一经分成三部分之作法，在印度始于《佛地经论》卷一，在我

国则始于苻秦道安之时。序又分为二种，即：(一)通序，指从“如是我闻”至该经所举听众之经

文部分（如“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云云），乃共通于一切经典之体裁。(二)别序，指通

序下之经文，依各经而异。又通序乃是使众生起信之部分，故又称证信序；别序则为述说该经因

缘之部分，故又称发起序。然依善导之主张，“如是我闻”四字才是证信序，以下则皆为发起序；

而发起序之中相当于通序之部分，称为“化前序”，以上三者合称三序。通序又分六成就，即信

（如是）、闻（我闻）、时（一时）、主（佛）、处（在……）、众（与大比丘众……）。所谓

成就乃指在每一句子里面，完全具备欲说之内容而言；佛教认为佛经之通序必须具备上述六个条

件。此外，亦有将主、处成就合一，而称为“五成就”者；亦有将闻成就分为我、闻二成就者，

则为七成就。科文之法虽有其功能，然因过于复杂，难免受到非议。
③
 

 

科分经文，至刘宋而益盛，其详情不可知。然其最知名之人，为释法瑶。法瑶为《涅槃》、《法

华》科分章段。至若科判，则亦时愈后者分愈密。《金刚般若经》文本少，而相传梁昭明太子分为三

十二分。
④
 

G31·012[6739]号残经内容符合佛经科判的要求和内容，把其藏经定名《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不妥，
这是用科文或科图解释佛经，结合经文前面又有颂文，本人认为应将其残叶定为《金刚经疏颂》。 

讲到这里，我们再回过头去仔细分析和比对编号为G31·011[6737]和G31·012[6739]的残叶的版式、
字体等，这两个残叶皆是面 7行，比对荒川先生提供的俄藏黑水城相同结构的残叶的影印件，我们可
以初步确定 G31·011[6737]的内容是 G31·012[6739] 《金刚经疏颂》前面的内容，这两个残叶应是同
一个刻本，定名为《金刚经疏颂》。 

武威博物馆藏西夏文本《金刚经疏颂》与敦煌晚期《金刚经赞》都有《<金刚经>道场前仪》和 三

个真言，这与密教流传和佛教佛事活动兴盛有着密切关联，做佛事活动离不开设置道场和各类佛教活

                                                        
① 达照《<金刚经赞>研究》，第 80页。 
②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1年，第 1705页。 
③ 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佛光大辞典》，佛光出版社 1988年，第 3923页。 
④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第 395~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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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随着密教的发展和佛教世俗化的深入，密教的经咒在西夏境内流行，尤其藏传密教的经典在西夏

文献中大量存在，并被翻译成西夏文。受到密教宣说的影响，人们认为密教的咒语虽然短小但功效很

大，却有无尽的法力，高深莫测，其功效甚至超过本经数万倍。大量陀罗尼的出现是河西地区佛教发

展的总趋势，经咒流行与密教的发展和宣说密不可分。同样经咒流行也与当地民族因素和人口文化素

质有密切关系。河西地区民族杂居，很多信众文化层次较低，且他们还要每天忙于生计，对于这些人

来说，记忆冗长经文非常困难，或没有充足时间，而经咒短小，通过别人口授容易背诵下来，并有本

经万倍功效，人们自然更乐意接受。为了适应民众诵经念咒的需要，西夏刊印的佛经前大都加进密咒，

诵正经前，先诵佛咒，甚至很多陀罗尼还独立成篇，单独流行。受密教影响，经文前增加陀罗尼。自

晋到唐随着《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不断被翻译而在中土广为流行，在流行的过程中不断演变和发展，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前已经加进一些咒语和道场仪的内容，人们希望把读经颂咒和佛教佛事道场活

动结合起来，以此给自己、家人或国家带来无尽的功德。西夏文《天盛律令》卷十一“为僧道修寺庙

门”规定了剃度行童为出家僧的条件，其中要能诵经颂十一种，番羌所诵经颂：仁王护国、文殊真实

名、普贤行愿品、三十五佛、圣佛母、守护国吉祥颂、观世音普门品、竭陀般若、佛顶尊胜总持、无

垢净光、金刚般若与颂全。汉之所诵经颂：仁王护国、普贤行愿品、三十五佛、守护国吉祥颂、佛顶

尊胜总持、圣佛母、大□□、观世音普门品、孔雀经、广大行愿颂、释迦赞。
①
把《金刚般若经》及

其颂赞作为剃度番羌行童必须要诵读的经颂，可见，密教对此经的重视。 

综上所述，在甘肃省武威博藏西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经内容比较丰富，既有《金刚般若

波罗蜜经》，也有《金刚经疏颂》，根据其内容不应一概定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限于材料，本

文对此仅做了初步研究，希望待俄藏黑水城西夏文佛教文献刊布以后，继续进行深入研究。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石家庄  050024） 

 
 
 
 
 
 
 
 
 
 
 
 
 
 
 
 
 
 
 
 
 
                                                        

① 史金波等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 2000年，第 404~4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