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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藏黑水城出土《大手印引定》残片考 
 

韩潇锐 
 

摘  要：本文对英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 Or.12380-3231(K.K.Ⅱ.0236.1) 号残片做了全文释读，
并通过与《大乘要道密集》所收汉文本的对比，确定此残片为《大手印顿入要门》的最后两句和
《大手印引定》的开头部分，因主体部分为《大手印引定》，故建议把其题名改定为《大手印引
定》。 

关键词：西夏学 英藏黑水城文献 藏传佛教 

 
英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Or.12380-3231(K.K.Ⅱ.0236.1) 号残片，为斯坦因于 1914年在黑水城所获，

和科兹洛夫携回圣彼得堡的大部分藏品一样，出自黑水城西北角的“著名的大塔”中，现藏英国国家

图书馆。此残片原定名为《大手印顿入要门》，① 通过解读，可以确定为《大手印顿入要门》的最后
两句和《大手印引定》的开头，其主体部分实为《大手印引定》，因此题名应改定为《大手印引定》。

残片为抄本，共 24行，行 8-10字不等。 
《大手印引定》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大手印法”的重要经典，其西夏文译本全文见于俄藏黑水城

文献，克恰诺夫在《西夏佛典目录》中有所著录；② 汉译本全文见收于元代纂集的《大乘要道密      
集》。③ 下面我们将根据俄藏西夏文本，勘定西夏文录文；并参照《大乘要道密集》所收《新译大手
印顿入要门》和《大手印引定》的汉译本，对西夏文 Or.12380-3231(K.K.Ⅱ.0236.1) 号残片做全文翻
译。 

 

西夏文： 

堡。蟨蟨贴艱，魏葾蜟篟萡钳，沪缄萂堡妒。 

若。种种境界， 亦净污不区分，  喻日光如名。 

 

《菞聜螙薉笭扼少》蜶 

《大手印顿入要门》竟 

 

籄例较祇驳谍出螏 

最妙上师数之敬礼 

 

                                                        
① 英国国家图书馆、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英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第 56页。 
② Е. И. 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 cтр. 505、562. 
③ 八思巴等编《大乘要道密集》第四卷，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民国年间（1912-1949）影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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蘦落菞聜螙缸鞘氟魏妒，菞聜螙蒾技哗佬魏妒，佬稟扼少魏妒，菞聜螙挨 

此者大手印赤导引亦名 ，  大手印文字无理亦名，   理传要论亦名，  大手印一 

 

蟨羋魏妒，菞聜螙癗腲穁哗羋篿 ①妒。蘦落絧挡繘谍繘丑，絧繘紹箾、蛙泊丑絅。 

种主亦名， 大手印金刚比无主集名。    则者心未安之息令，  心息坚固、 兴盛令因。 

 

竃谍嫉槽、菋絧繘丑槽、砽栏癏槽，戊蟨魏笋怖。篟挞腵落，矖竃竀怖蒜。挞腵 

身之坐仪、 又心息使仪、 觉受生仪，  三种亦若是。  不修造者， 法身如是也。 修整 

 

薠怖，綃癝篟挎笍妒。絧篟挞腵窾妄，繰篟哺窾笌，癝篟紊窾盫，驾篟斌窾笍。 

过是， 圣道不获得名。 心不修整  则明 ，水不动则清， 道不谬则近 ， 果不缘则得。 

 

焊篟腵魏戊蟨搓：竃篟腵落，坞皺綰通堡，絀嘻纚籃狐挡，砃膇灭膁堡臀；籃祤 

其不修亦三种有：身不修者，  阔上尸弃如，  坚而住应何未，  草 绳索 解如或；应语 

 

篟腵落，紽铜篟属；絧篟腵落，磀毋往魏篟簄籃。篟簄籃篣嘻捐腪，蘦絧落綡 

不修者， 谈说不应；心不修者，  意于何亦不念可。 不念可紧以缠缚，   此心者放 

 

窾（粔膁篟聮籃妒）。 

则（解脱无疑所谓）。 

 

译文：
②
 

（若）于诸境界，不分净秽，犹如日光也。 

《大手印顿入要门》竟 

敬礼最妙上师！
③
 

此者亦名《大手印赤引导》，亦名《大手印无文字理》，亦名《传理要门》，亦名《大手印一种主》，

亦名《大手印金刚无比主》。斯则心未安者令得安息，已安息者令得坚固、增盛。
④
 故又身之坐仪、

止息心仪、生觉受仪，三种之法，唯斯是矣。（所以云）：不修整者，正是法身，修整是过，不获圣道。

心不整则自明，水不动则自澄，道不谬则自近，果不缘则自证。不修有三：身不修者，如旷野尸，纵

任而住，或如柴葽断，任运而住；语不修者，不应谈说；心不修者，意勿缘虑。（故有颂曰）：不须急

切系缚心，纵任（解脱无所疑。） 

 
通过对比，可以确定西夏文本《大手印引导》与汉译本有共同的来源，说明噶举派“大手印”教

法曾在河西一带得到广泛传行。同时，英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大手印引定》的确认，无疑为研究藏

传佛教在西夏乃至元代的传播提供了重要资料。 
 
    （作者通讯地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① 西夏文“篿”，据汉译文当作“魏”。 
② 八思巴等编《大乘要道密集》第四卷，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民国年间（1912-1949）影抄本。 
③ 俄藏本《大手印引定》此前亦无首题，根据尾题，西夏文题名为“菞聜螙绢鞘氟”（大手印引定）。 

④ 已安息者令得坚固、增盛，汉文本作“已安息者令得坚固，坚固者，令增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