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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藏西夏文《志公大师十二时歌注解》考释 
 

梁继红  陆文娟 
 

摘  要：西夏文《志公大师十二时歌注解》是一份重要的西夏佛教文献。通过对文献内容的

解读，我们了解到西夏人对汉传佛教文献朴实的、浅显易懂的理解，和佛教在西夏故地流传和发

展的情况。而西夏人对该文献的翻译和注解，则使用语言生动、寓意深刻的成语、谚语和隐喻，

有很强的西夏西北少数民族的语言特色。 

关键词：西夏文献  佛教文献  十二时歌注解     

 

    西夏文《志公大师十二时歌注解》，1989年在武威新华乡亥母洞石窟遗址中发现，现藏武威市博
物馆。2005年《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6卷中刊布，编号为 G31.032[6750]。 
《十二时歌》或称《十二时颂》，南朝齐梁时期的高僧宝志（也称宝公、志公）所作，是我国古

代流传较广的世俗歌咏形式的佛教作品。宋景德年间，高僧道原撰《景德传灯录》，收录志公《十二

时颂》等作品。 
西夏文《志公大师十二时歌注解》，手写本，卷子式，质地为浅黄色麻纸，总长 120厘米，高 17

厘米，由三页纸粘接成。文献卷首完整，卷尾残佚四段歌词及注解。全文为墨书西夏文行楷，书写字

体方整俊秀，有一定的书法功力。全文共残存大字六十八行，多为七言形式，也有六言。每行大字下

均有两行小字注解，字数不等。 
 

一  文献释读 
 

以下将对西夏文文献《志公大师十二时歌注解》进行释读，对注解中的个别句子也进行标点。由

于该文献系手抄本，故内容存在各种笔误，如错字、多字、写错后涂抹废弃、漏字甚至漏句现象。本

文在录文时依据汉文本内容已做修正，修正后的字以［］为标记。对无法释读的字，录文时以□代替。

残佚字数较多的，则用省略号。释读文献时参考的汉文本采用宋道原著《景德传灯录》
①
，为了便于

考释,先将道原汉文本的内容转录如下： 

 

志公《十二时颂》 

平旦寅，狂机内有道人身。穷苦已经无量劫，不信常擎如意珍。若捉物，入迷津，但有纤毫

即是尘。不著旧时无相貌，外求知识也非真。 

日出卯，用处不须生善巧。纵使神光照有无，起意便遭魔事扰。若施功，终不了，日夜被他

人我拗。不用安排只么从，何曾心地生烦恼。 

                                                        
① (宋)道原著，顾宏义译注《景德传灯录》，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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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时辰，无明本是释迦身。坐卧不知元是道，只么忙忙受苦辛。认声色，觅疏亲，只是他家

染污人。若拟将心求佛道，问取虚空始出尘。 

禺中巳，未了之人教不至。假饶通达祖师言，莫向心头安了义。只守玄，没文字，认著依前

还不是。暂时自肯不追寻，旷劫不遭魔境使。 

日南午，四大身中无价宝。阳焰空华不肯抛，作意修行转辛苦。不曾迷，莫求悟，任你朝阳

几回暮。有相身中无相身，无明路上无生路。 

日昳未，心地何曾安了义？他家文字没亲疏，勿起功夫求的意。任纵横，绝忌讳，长在人间

不居世。运用不离声色中，历劫何曾暂抛弃。 

晡时申，学道先须不厌贫。有相本来权积聚，无形何用要安真。作净洁，却劳神，莫认愚痴

作近邻。言下不求无处所，暂时唤作出家人。 

日入酉，虚幻声音终不久。禅悦珍羞尚不餐，谁能更饮无明酒。勿可抛，勿可守，荡荡逍遥

不曾有。纵你多闻达古今，也是痴狂外边走。 

黄昏戌，狂子施功投暗室。假使心通无量时，历劫何曾异今日。拟商量，却啾唧，转使心头

黑如漆。昼夜舒光照有无，痴人唤作波罗蜜。 

人定亥，勇猛精进成懈怠。不起纤毫修学心，无相光中常自在。超释迦，越祖代，心有微尘

还质碍。放荡长如痴兀人，他家自有通人爱。 

夜半子，心住无生即生死。生死何曾属有无，用时便用无文字。祖师言，外边事，识取起时

还不是。作意搜求实没踪，生死魔来任相试。 

鸡鸣丑，一颗圆光明已久。内外推寻觅总无，境上施为浑大有。不见头，亦无手，世界坏时

渠不朽。未了之人听一言，只这如今谁动口 

 

以下是对西夏文《志公大师十二时歌注解》的初步释读。左边为西夏文录文，右边为汉文对译。

原文中于《十二时颂》正文下的双行小字以（ ）示出: 

 

1、筗昧菞祇灯舉玛罞繌虓     

志公大师十二时歌注解 

2、癝饲礌祇玛籱瞲其瞭虓    

道园宗师依经解 

3、聻趟酚 (聻趟玛若，竖経禨。酚落，焊玛撬截繘，稥綀絧，论蛜煎秲 )  

天晓寅。(天晓时节，明暗分离。寅者，其时食欲停止，人心迷惑，明白苦难尽。) 

4、罫奉腞魏癝絧缾 (瞸吞穔缾 ) 

        癫狂者尚有道心。(谁没有尔？) 

5、吞壳弱袭盬蛜栏 (斥緵轰背坚坚菫却 ) 

贫苦中承受无量劫。(日日劳苦灰上集庆。) 

6、磀瞭讲缾订篟们 (紻篎癌蘞 ) 

不信自己有如意珠。(过后祈求寻找。) 

7、礮吸莀稥硾吭 (莀窾吭繗竀力 ) 

持小财，沉迷海。(持则沉著如没。) 

8、綖矽搓煞订【羈】怖 (秢痉窏眅 ) 

有毫厘希求自己是尘。(狗咬干骨。) 

9、瞣贴哗毋篟纚【窯】(订纚吞阶祇莻耳纚 ) 

往昔无相不要住。(自己不能住，先生何所居？) 

10、絸練聁癌魏始簁 (瞣氨癝瞭篟纚，窾絸瞭癌蘞落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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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求知识亦非真。(因往昔成道不住，故外寻求高者。)  

11、缄脜睕 (缄脜贴菞薿袭薿。睕落，焊玛糹酚哗秹膌，絢咙絾笼微。) 

日出卯。(日出像大满中满，卯者，其时惊虎不行业，常放怨畏恐惧。) 

12、膌城蘥阶属帛际 (蘥属薺氨 ) 

用处何需作善巧。(弄巧成拙。) 

13、缊萂搓哗皺妄魏 (蕽癿緂肅 ) 

即使神光照有无。(见闻觉知。) 

14、絧癏耳绢挤紏笍 (缊絧蘞妄魏，絧癏购挤簧 ) 

造意必定受魔扰。(即使神心寻照,造意是寻魔。) 

15、庭膌窾篟擂蜶 (□竀妒竀蚚蚚沏硰 ) 

用业则不了毕。(实□实说已失特殊。) 

16、坚唉籋綀吸茪氟 (钝属婚蔰瞤砈沏硰 ) 

日夜被他人牵制(做主守护往昔寿已失) 

17、絧睫逗店癏帛糳 ①
 (齐痞篟脄频蔎穄癛 ) 

何曾心地生烦恼(不种蒺藜棘刺得隐藏) 

18、缄箍皳 (缄箍珊硞癐蔎禨，皳藐皳笭硞恐挝稥，綀订□礌葾论 ) 

日正辰(日正与山丘尽分离，辰（者），兔蛇入山变化像，人自迷惑□本清明。) 

19、苔哗礌毋桥葇怖 (簄簄桥葇□脜 ) 

无明根本是释迦，(念念释迦□出现) 

20、嫉哄癝怖订吞緂 (例築瞤篔絢矖碅稟 ) 

起居是道不自知(美威旧仪常转法轮) 

21、焊槽愁愁菭却栏 (蝊谍繝繏咖咖礠膖 ) 

此么忙忙受劳苦(东对西算诸行虚妄) 

22、翓競莀盫蟍癌 (茋袭繯蘞 ) 

执声色，求亲疏，(缘木求鱼②) 
23、蘦落萅怖蜟属 (较捌生绦聻篟癿堡 ) 

此者是他做污垢(看上穿针不如见天) 
24、絧嘻緽癝癌晾窾 (窗坤督析蜋冉吞聁 ) 

若拟将心求佛道(永世酥酪买秤眼不知③) 
25、且穉谍籿蹦羈臼 (緽歉嘻緽蘞晾  焊緽狐骏笍 ) 

虚空之险方少出(以役佛之心求佛，其佛何时求得？) 

26、睯藐皭 (睯藐玛若硂緵泊。皭落，焊玛晾絧編，竭縎庭膌  絧紹箿。) 

午兔巳，(午兔时节热上增，巳者，其时欲心沉重，男子行业心牢固。) 

27、篟论箾魏維吞籮 (薞緂縹羘吞磜 )               

不明指示成就尚不至(召唤知退旧不消) 

28、礌祇祤瞭宁论魏 (菺蒂礮秦繘牡 ) 

因宗师语尚乃悟(用黄叶叫物止息) 

29、絧毋擂蜶佬筜截 (聜嘻炯筫礮窾吞簁 )  

心中不想礼仪毕(以手明示无非物) 

30、柬例蒾技哗 (往堡酮魏癐，次禑哗，含綖螡垄撮泛蘻 )  

                                                        
① 此句前漏写一句，相应的道原汉文本为“不用安排只么从”。 
② 此句直译作“树木中间寻找鱼”，此处译为“缘木求鱼”。 
③ 此句晦涩难懂，故只作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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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无有美文字(如何言亦尽，无实语，龟毛羊角已除精。) 

31、箌繗籒堡纝簁簧 (秢［脀］糄臭 ) 

取着如前还不是(天狗咬圆球) 

32、蒜玛订锻篟腵窾 (萂禑瞭絧篟歉瞣耬焊匆蒜 ) 

一时自己不修和(不依心说明，令其新旧如一) 

33、胎弱挤般絥帛蜙 (怖簁挞腵篟属窾渭窰订夫 ) 

魔界损害岂能久(不修造是非，则贼兵自己逃亡) 

34、呼睯靛 (呼睯玛若硂碟菞。靛落，絧苔緂论粄，贴哗庭膌絢緂妄 )  

正午马(正午时节大热中，午者，心中明了通达，无相用业常知照。) 

35、淮菞竃科哗壳拓 (穡汝袭墅傀呻 ) 

四大身中无价宝(补衲衣中系明泉) 

36、綣羻穉键篟粵窾 (箌粵怖簁 )  

阳焰空花不肯抛(是非取舍) 

37、絧癏庭簵咖菫却 (缄萅斌量蚚息沪 ) 

造意修行枉劳苦(他日欲察最如一) 

38、稥挡糳论矺铜 (胎弱碽紴緅簧挡糳 )  

未曾迷，何言悟(所来多劫未尝是愚昧。) 

39、摔缄脜力渡谩属 (唉蓪铁哄膖纚渡晾 ) 

星宿日出愿做害乐。(夜眠晨起情愿留宝物。) 

40、贴搓竃碟贴哗竃 (腕糐袭蕔 )  

有相身中无相身(查验圆球中间铁) 

41、萨 ①苔哗癝科毯哗癝 (嗡绷眱蒂 ) 

无明路上无生路(霓虹崇尚黄色) 

42、缄碨硯 (缄碨玛若硂两蟁。虭落，焊玛繐篟癏，癝癌綀搓紩絧秲 ) 

日斜留(日斜时节热力减，未者，其时不生贪，求道有人绝测心。) 

43、絧睫佬蜶搓挡糳 (縜毋 ) 

心地礼仪未曾了(窗上) 

44、焊谍蒾技盫蟍哗 (柏秦雾哗错螡纠哗 )  

他人文字无亲疏(响金无黍玉兔无纲) 

45、萚庭膌吸蘘筜癌 (往堡綀緓聻沏祮 ) 

不用功夫求的意(如何巧人已钻天) 

46、渡谩属疥履秲怜 (槽硰订羋惠脓肂蘃 )  

愿做乐尽绝恶名(然失自主口厌金膏) 

47、絢綀袭套纚臀哗 (京秃蜰哗 ) 

常人中间不可居(宁缺毋滥
②
) 

48、适膌翓蔎競篟蟍 (絧膌聜惠堡絢韧聻睫□)  

行遣不离色与声(造意如手口常遇活业□) 

49、胎弱蒜玛睛帛【镜】(瞣癏罏蘞維禨飞阶礝禑势膌絎揪蘥 ) 

多劫一时何救乱(昔生今寻至分离强能万言行遣停巧谋
③
) 

50、缄睌唆 (缄睌玛若悄力絩，唆胯珊蛃癐絩迟菞，絧螙碟般癐菞艱 )  

                                                        
① 此字似为多余。 
② 此句直译作“蛮夷同不缺”，此处译作“宁缺勿滥”。 
③ 此句晦涩难懂，故只作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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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索猴(日索时节月速沉，山中猴类尽速大跳，呼告中信心尽显。) 

51、癝簵睎盬筙脓 (稧脓筙属筙蝡筙脝 ) 

道修先生不厌贫(喜恶不作不选不筑) 

52、贴搓礌毋贝斗篿 (唬蒜 )     

有相根本权集聚。(孤独) 

53、贴哗始癌帛际籃 (贴次撮哗贴哗帛撮 )     

无相何需求真实(无有实相何有无相) 

54、耗辅属絧菫却 (葾箌莆粵 )     

做洁净，心劳苦(取清净，舍污染) 

55、聂蛆綀蔎筙脭盫 (簁粵怖箌邯嘻暴秮 )     

不与愚蒙人亲近(不舍是取以污邪为泥) 

56、浪號篟癌纚哗窾 (癝腞祤袭篟癌祤哗篟纚 )  

言下不求故无住。(道者言中不求，无言不住。) 

57、焊臀縇通腞始簧 (螰揉礌穉，淮虄碧般，通籃縇哗论窾次始 )     

其所舍家是真实。(宽松本虚界，美妙梦境碎，不悟舍家是真实) 

58、缄力豁 (缄力玛若墅秲，豁膖萺繘，胡絧汝霹怂癐繘盝揉绢 )  

日入酉(日落时节明灭绝，鸡不行食，室心衣服动杂乱皆止息寂静界定①) 
59、穉脙競固胎篟絎 (往堡矖次莻耳藴簁 )     

空虚声音不久留。(何如实法何谓不变？) 

60、聲葒矖撬篟龋袭 (萶盗龋嘻钨法煞八篟簧 )     

禅悦法食不饮中。(以死亡笨重饮甘露不是求安。) 
61、篟苔哗阂龋瞸浮 (氦蟄篟繠齐脄帛际 )     

谁能不饮明无酒？(不育五谷棘刺何需耕种？) 
62、粵籃哗羏籃哗 (眮絧礌穉往粵缊緂渡墅穇羏 )  

无可抛，无可驭。(虚妄心本来空虚何舍弃？愿知神明禁谦卑。) 
63、蟤坞订罦搓吞糳 (思搓思哗，竤邦癦癦适膌矰微緸纹雾絥哗嘻婆 )     

背处自己不曾有。(有实无实，一切黑白行遣有点滴痕迹，粟糜损害无细小。) 
64、□蕽□膳宁论魏 (蟢繆纹格 ) 

□闻□智乃通达尚。(簸糠扬粟。) 
65、焊落聂氟吸篎蓟 (胎蕽癝癌緩嘻缄踩 )     

此是引愚往外跑。(多闻求道以云绚日。) 

66、蟉木矪 (蟉木玛若例誓力。矪絧篟葾，砍蘜硾霹盝挨魏癏癤癤 )  

黄昏戌(黄昏时节美妙堕没，犬心不净，吞食惊海动，独静尚生纷乱。) 

67、□□览膌肔键笭 (絧矖瞭膌沪綀経笭 ) 

□□行揖入暗室。(依心用法如人入夜。) 

68、□□□□弱癓魏(……瞤罏妄……投惯哗) 
□□□□劫历尚(……往昔今朝照……说减无

②
) 

 

二  文献价值 
 

1．文献内容是研究西夏时期佛教思想流派的重要资料。 

                                                        
① 此句晦涩难懂，故作直译。 
② 此段及其后内容尽残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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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时颂》是用世俗歌咏的形式来弘扬佛教思想的佛教文献，作者是齐梁时期的高僧宝志（公

元 418 年—514 年）。宝志少年出家，修习佛法，后忽失常态，居止无定，行事神异，言多谶语，并

多灵验，得梁武帝信任，虔敬事之。有《十四科颂》，《十二时颂》，《大乘赞》等作品。宝志事迹在《梁

高僧传》、《齐书》、《梁书》、《南史》、《景德传灯录》、《佛祖统纪》等史书中都有记载
①
。在中国佛教

史上，志公是一个声名远播的重要人物。中国的禅宗思想，虽然在魏晋时期已具雏形，但是禅宗作为

一个宗派的形成，是在达摩东渡以后。而志公以歌颂佛的禅偈，已经在世间流布。因此，志公对中国

佛教禅宗思想的传播和形成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与达摩、傅大士被共称为梁代三大士。中国当代国

学大师南怀瑾先生曾评价说：“中国禅宗原始的宗风，实由达摩、志公、傅大士三大士的总括而成”。 

宝志也被后世认为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他的形象也常常成为佛教绘画中的题材。现藏于武威市

博物馆的清代水陆画中，就有清代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绘制的两幅志公画像，分别题名为“元

起志公”和“志公禅师”。由此也可看出，志公及其思想流传之深广。 

宋景德元年（1008年），高僧道原撰《景德传灯录》，记禅宗世系源流，共五十二世，1701人。

其中951人有机缘语句。宝志及其作品也收录其中。道原，东吴人（今苏州），字永安，依天台德

韵得法，住苏州承天寺。《天圣广灯录》卷27，《五灯会元》卷10等史书有传
②
。 

《十二时颂》是当时的世俗歌咏，每曲分十二段歌词，每段歌词以一天中十二个时辰之名起头。

志公所作《十二时颂》，以七言诗的形式，阐述“佛在心中，即心即佛”的佛教思想。禅宗是汉传佛

教宗派之一，是由中国独立发展出来的本土佛教宗派，始于菩提达摩，盛于唐代六祖惠能。中

国佛教禅宗，最显著的特点是不执外相，不拘形式，行住坐卧皆是禅行，认为心中有佛为归依。作为

与达摩同时代的佛教高僧，志公佛教作品中既有这种思想的阐述。志公大师曾言，“佛本是自心作，

那得向文字中求”，他所创作的《十二时颂》，正是强调佛在心中，不必向心外觅佛的思想。南宋人胡

仔在其《苕溪丛话》做过这样的评价：“余观志公《十二时颂》，自非深悟上乘，同佛之见，岂能做此

语也。……以至三祖《信心铭》，《永嘉证道歌》，皆禅学之髓”。  

西夏时期重视对佛教经典的翻译，《六祖坛经》、《禅源诸诠集都序等》重要的佛教禅宗作品，都

发现有西夏文译本。西夏有禅师，也有坐禅之法。在武威发现的张义乡小西沟岘西夏遗址，就曾是西

夏僧人修行的禅洞
③
。亥母洞寺石窟是典型的藏传佛教遗址，遗址中出土的文物以藏传佛教居多。手

写本的西夏文《志公大师十二时歌注解》，和另一份手写本文献《五更转》，其内容与其他文物文献有

所不同，或者是由外界传入也未可知。但是，此类蕴含佛教禅宗思想的文献被加以注解并翻译成西夏

文字，出现在亥母洞石窟中，说明在当时的西夏故地凉州，各种佛教流派共存一地，融合发展。这对

于我们研究西夏佛教的流传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印度佛教在西夏故地凉州同

时传播，共同影响西夏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这一现象不仅反映在佛教文献中，在亥母洞出土的西夏唐

卡内容中，也有图像资料证明
④
。 

2．文献具有丰富的西夏西北地方语言特色。 

西夏文《志公大师十二时歌注解》，在保持了志公《十二时颂》原文本意的基础上，也加入了本

民族的特点。作者以自己对《十二时颂》和佛教教义的理解，做出了更为浅显易懂的、更具本民族特

点的译释，语言朴实，用语直白，生动而富有哲理。为了对原文献内容进行更深入的阐述或引申，注

解中常常使用成语或谚语来表达。例如，对“用处不须生善巧”之句，用成语“弄巧成拙”作注解。

对“认声色，觅亲疏”，用“缘木求鱼”来注解。对“阳焰空花不肯抛”，用“是非取舍”作注解。对

“常人中间不可居”，用“宁缺毋滥”作注解。西夏少数民族喜欢以谚语的形式来表达含义深刻的道

理，在西夏文献中有“巧说谚语可解闷”，“番人谚语说不完”的记载。在注解《十二时颂》时，作者

                                                        
① 震华法师《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9年。 
② 震华法师《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9年。 
③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8年。 
④ 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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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运用不同的谚语，来阐释文意，寓意更深刻，语言也生动。如对“心地何曾起烦恼”，用谚语“不

种蒺藜棘刺得隐藏”来注解，与汉族常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对“此是

他家染污人”，用“穿针看上不如看天”作注解。对“纵尔多闻达古今”，用“簸糠扬粟”作注解，因

为西夏谚语中，有“擀毡扬糜天各异”之语
①
。除了成语和谚语，文献中还多处使用隐喻来作注解，

这些隐喻很具有西北地方的方言俚语的语言特色。比如对“但有纤毫既是尘”，用“狗咬干骨”作注

解，其暗含的意思，当地人常用的表达语言则是“瘦狗叼了干骨头，吃着没肉，扔了可惜”。对“认

着依前还不是”，用“天狗咬圆球”作注解，其暗含的意思，当地人的表达语言则是“狗咬尿泡空欢

喜”。类似的隐喻，和文献上下文所表达的意思是相一致的。当然，在此类注解中，也有很多我们难

以理解的词汇，如对“有相根本权集聚”，用“孤独”注解。对“心地礼仪未曾了”，用“窗上”注解。

以及“多闻求道以云绚日”，“响金无黍玉兔无纲”等。这些西夏词汇和语言，丰富而生动，蕴含哲理

深刻，是不可多得的西夏语言资料，丰富了我们现在所了解掌握的西夏语言词汇，为我们理解西夏的

社会生活，风俗习惯，解读西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帮助。       

3．文献具有很高的版本价值 

唐宋之际，是中国图书发展变化的重要时期，雕版印刷替代了抄本，古老传统的卷轴装形式，也

被式样繁多的装帧形式所替代。五代至宋初，大规模地刊印书籍和佛经开始，但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

的破坏，存世稀少，因此，宋代刊本在古代文献版本中具有很高的价值，而与宋同时期的西夏刻本，

就成为中国书籍史发展转折时期的极其重要的实物证据。西夏时期的手抄本，因其内容的独特性和存

世的罕见性，更是被奉为稀有的古籍善本。保存至今的西夏文《志公大师十二时歌注解》，以少数民

族文字的形式保存了汉文文献的内容，同时又保留了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西夏文注解，其注解内容，

尚不见于古代文献著录。它对于我们研究西夏时期佛教，特别是西夏人对禅宗的认识、流传和发展具

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该文献也采用七言诗的形式翻译汉文本，它也不失为一份珍贵的西夏文文学作品。

抄本西夏文《志公大师十二时歌注解》，字迹工整，书法方正俊秀，是一份难得的西夏少数民族书法

作品。目前，该文献已经被收入国家级重点保护古籍图书名录。  

4．毋庸置疑，西夏文《志公大师十二时歌注解》是一份具有重要价值的少数民族文献。而对于

文献作者的考证，更有助于提升文献价值。 

该文献名称之后，有“道园宗师依经解”的题名。从题名来看，“道园宗师”应该就是该文献的

注解者。那么，他与《景德传灯录》的作者道原，是否同一人呢？众所周知，后者是东吴人（今苏州），

与前者拥有截然不同的生活经历，《晏子春秋》载，“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生活环境的不同，

导致了社会风俗和语言习惯的差异。该文献的注解中，作者所使用的语言，具有浓厚的西夏语言风格

和西北市井俗语的特点，如果不熟悉当时当地的语言习惯和生活习俗，作者是无法熟练地使用这样的

词汇和语言来解释和表达原作所阐述的深刻的佛教义理。 

我们是否可以对道园生平做这样的推测：道园可能是西夏时期的凉州本地僧人？或者假托道原之

名为《十二时颂》做注解的西北僧人？当然，这只能是一个推测，关于道园其人，还有待做进一步考

证。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会更加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理解文献，挖掘文献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作者通讯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  武威 733000） 

 
 
 
 
 
 
                                                        

① 李范文编著《夏汉字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