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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藏西夏文《七宝华踏佛陀罗尼经》 

的误定与考证∗
 

 

李晓明 
 

    摘  要：《英藏黑水城文献》为西夏学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材料，但是其中有一些文书

在内容和性质上尚有待继续研究。本文在此试对《英藏黑水城文献》中几份误定为《七宝华踏佛

陀罗尼经》的西夏文佛经残叶进行试释和重新定名，并对其中一些特征试做阐述。 

关键词：黑水城文献，西夏，佛经 

 

《英藏黑水城文献》的刊布，为西夏学界增添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材料。由于该书主要以刊布材料

为主，文书的内容、性质还未及详细研判，反映到文书的定名上就显得有些美中不足。《英藏黑水城

文献》中到底都是些什么东西，有些什么价值，还需要西夏学界共同努力加以回答。近几年来，有许

多学者先后涉及了这一工作，使得重获定名的材料达到 800余件。
①
 这里讨论的是其中定名为“七宝

华踏佛陀罗尼经典”和“七宝华踏佛陀罗尼经”的三件佛教文献材料，它们的编号分别是

Or.12380-0215(K.K.II.0284)②、Or.12380-2763 (K.K.II.0279.n) ③和 Or.12380-2768(K.K.II.0233.jjj)④。 
在存世的各种汉文大藏经中，很难找到一部名为“七宝华踏佛陀罗尼经”的佛教文献作品。《英

藏黑水城文献》中的这个定名似乎不是编者所为，因为西田龙雄 1977 年编的目录中就已经有这样一

个条目。这一条目竟然还附有西夏文经题“蒤拓键囊緽綒茸碃瞲其”，西田龙雄推测其可能译自汉

文，其标明的文献恰恰就出自英国藏卷，只不过这里提到的只是其中的两件，即 2763和 2768，可是
在今天所见的照片上怎么也找不着上述的西夏文经题。或许西田龙雄本人已经对这个名称有所怀疑，

他特地在注中将其中的几行文字给翻译了出来，这样的情况在全书中是比较少见的。
⑤
“七宝华踏佛

陀罗尼经”这个名称很可能是源于英国馆藏已有的编目，因为西田未及的 0215 号也定了同样一个名
称，这个名称最初由谁所定笔者暂时还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三件残叶不大可能是此前所谓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英藏西夏文献研究》（项目批准号 11BMZ02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参见聂鸿音《英藏西夏文<海龙王经>考补》，《宁夏社会科学》2007 年第 1 期；崔红芬《英藏西夏文<圣胜慧

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残页考》，《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 1 期；杨志高《英藏西夏文<慈悲道场忏罪法>误定之重
考》，《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 2期；段玉泉《西夏藏传佛教文献周慧海译本述略》，《中国藏学》2009年第 3期；《语
言背后的文化流传：一组西夏藏传佛教文献解读》，兰州大学博士论文 2009年；史金波《<英藏黑水城文献>定名刍议
及补正》，《西夏学》（第 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松泽博《スタイン将来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契约文书につひこ》，
“薪火相传——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2010年；Arakawa Shintaro: Classification of the fragments of Tangut 
Vajracchedikā-prajñāpāramitā kept in the British Library, “薪火相传——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2010年。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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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第 77页。 

    ③ 同上，第三册第 220页。 

    ④ 同上，第 222页。 
    ⑤ 西田龙雄《西夏译佛典目录》，载《西夏文华严经》Ⅲ，京都：京都大学文学部 1977年, 第 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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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七宝华踏佛陀罗尼经”，因为我们在存世的其它汉文佛典中找到了与之相应的内容，它们分别来

自《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和《妙法莲华经》。关于英藏名称的误定我们猜测可能是

误将正文中出现的“……蒤拓键囊緽……”（字面作“七宝华踏佛”）等字视为经题。下面将这三件

残叶依次释读如下： 
    1、Or.12380-0215 RV号 
    此为刻本，经折装，纸幅 260×115mm，存正反面，面 6行，行 16字，上下单栏。英藏将其正面

定名为“七宝华踏佛陀罗尼经典”，反面则定为“般若波罗蜜多经”。下面将全文移录如下： 
(0215) 
□□□□□□□肆坯蛙脖眣八絁疤篎 

□□□□□□□綕商毋蠣緋匠烃緳篱 

□□□□□蒤挪保蒤拓嘻蘺聀蒜蒜保 

□□□□撼柏嘻娟菄簧蒤拓喂津叫皖 

□□篎蒤抖茸喂絓焊蒤拓喂津皺订薸 

蟨蟨拓键拓俭顽蒜蒜喂拓缾拓嘻蘺聀 

（0215V） 
        礠拓覆搓订镣皵锦保皺羭窟礠拓绒虜 

糣渴競脜籄袭稧籃氦蟨圣堡競吵焦脜 

付葾儡锻蕽落絧窅焊保淮粮莉库菗仍 

付葾笒累睪袭礠繼蒤拓聀踩仍繰焊槽 

緉舿稇蜂綀耳稧属焊礠仍科骨亡茸键 

 □□□□□□□□□□□□□□□□ 

汉文对译： 

（0215） 

□□□□□□□门户民盛昌安稳乐复 

        □□□□□□□有邻于系司桥渠德平 

        □□□□□七重城七宝以严饰一一城 

        □□□□檀金以楼阁为七宝树行上尾 

□□复七多罗树立彼七宝树行上自各 

       种种宝华宝果有一一树宝众宝以装饰 

（0215V）   

 诸宝网有自共结合城上遮掩覆诸宝铃 

风击声出最中所喜五种乐如音善所出 

清净词调闻者心喜彼城四边泉源洗池 

清净俱足其中诸船七宝饰绚丽池水彼 

暖冷足够人已喜为其诸池中集婆罗花 

□□□□□□□□□□□□□□□□ 

 

    经核查，两面文字皆与宋施护汉译的《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十四“常啼

菩萨品”中的一部分相对应，且前后内容衔接。施护汉译本相应的内容如下： 

 

……人民炽盛安隐丰乐，有五百街道处处连接，桥津平正人所爱乐。其七重城七宝严饰，一

一城上皆以阎浮檀金而为楼阁，七宝行树周匝围绕。复有七多罗树，彼七宝行树各有种种宝华宝

果，一一树间众宝间错，有诸宝网互映交络，弥覆城上垂诸宝铃，风吹铃声甚可爱乐，如五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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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出音声，清妙和雅闻者适悦。其城四边流泉浴池清净具足，中有诸船七宝装铰，池水自然冷暖

调适人所爱乐，是诸池中有众色华。所谓优钵罗华俱母陀华……
①
 

 
《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共二十五卷，又称《小品般若经》。这一文献的西夏文

译本广见于出土的西夏文献中，在英藏文献中目前也发现了这一佛经的多个残叶。
②
毋庸讳言，

Or.12380-0215 RV正是《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的残叶之一。 

 

2、Or.12380-2763RV 

    此为刻本，经折装，纸幅 210×98mm，存正反面，面 6 行，行 15 字，上下单栏。英藏将其一面

定名为“七宝华踏佛陀罗尼经”，另一面则为“佛经”。下面将全文移录如下： 
（2763）              

副簧睪谍篎粮庆单抖茸涅流涅亡蘀 

癡萯穔砂融构蘦佬纝粄晾磵禑碽铜 

籋菞睎属砂茸林竛副簧籋罏緽癝氨 

矖栏矖竛簧挡紴砈袭魏蝯壳秸緽□ 

□□□□簧息絧緽癝癌茸林 [1]
□□□ 

□□□□□□籋竛副□□□□□□□□ 

（2763V）              

        □□□□□□□□ □□□□□□□□ 

腞弟□□□□□□□□□□□□□□ 

竀紴谍癌□□□□□□□□□□□□ 

息篔焊蒤拓键囊緽□□册 [2]踩□□ 

驳緳矖恐矖瞪籃瞪□弛癐珊硾膳订 [3] 

羋缊腲竀紴蔎息篔篟酞焊緽谍魏竛 

汉文对译： 

（2763）             

       长子为彼后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得令尔时世尊此复宣颂偈言所乃言 

睺我大子为时罗 子长为我今佛道成 

法受法子为未来世中亦无量亿佛□ 

□□□□ 睺为一心佛道求罗 □□□ 

□□□□□□我长子□□□□□□ 

（2763V） 

□□□□□□□□□□□□□□□ 

者天□□□□□□□□□□□□□ 

如来之祈□□□□□□□□□□□ 

一仪此七宝华践佛国土庄严□□□ 

数德法像法教所教□等皆山海慧自 

主在通王如来与一法不异参差此佛 

校注 ： 

                                                        
① 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8册），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 1983年，第 0669页。 

    ② 详见李晓明《英藏黑水城西夏文〈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婆罗密多经〉残页考释》，《西夏研究》2010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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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癝癌茸林”原文残缺，此据文意补。 
    [2]“册”原文残缺，此据文意补。 

    [3]“膳订”原文残缺，此据文意补。 

 

经核查，两面文字皆与后秦鸠摩罗什汉译的《妙法莲华经》卷第四“授学无学人记品”及阇那崛

多与达磨笈多译《添品妙法莲华经》中的一部分相对应。原书刊布图版时，正反图片次序误置，其正

确顺序为 2763V、2763，内容衔接。下面示出鸠摩罗什汉译本相应的内容： 

 

……调御丈夫，天上师，佛，世尊。当供养十世界微尘等数诸佛如来，常为诸佛而作长子，犹如

今也。是蹈七宝华佛，国土庄严，寿命劫数，所化弟子，正法，像法，亦如山海慧自在通王如来

无异。亦为此佛而作长子，过是已后，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作偈言： 

我为太子时，罗睺为长子。 

我今成佛道，受法为法子。 

於未来世中，见无量亿佛。 

皆为其长子，一心求佛道。……
①
 

 

《妙法莲华经》，又简称为《法华经》。此经有多种汉译本，现存者有竺法护译《正法华经》十卷

二十七品（286）、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八卷（406）、阇那崛多与达磨笈多译《添品妙法莲华经》

七卷二十七品（601）三种。目前出土的西夏文献中既有依据鸠摩罗什汉译本翻译过来的西夏文《妙

法莲华经》，也有依据阇那崛多与达磨笈多汉译本翻译过来的《添品妙法莲华经》，由于残叶所存内容

有限，而两种汉译本与此残叶对应的部分完全相同，这里暂时还不能确定该处残叶到底属于西夏文《妙

法莲华经》还是《添品妙法莲华经》。 

 

    3、Or.12380-2768 

此为刻本，仅存 1行，15字。幅宽 210×40mm，上下单栏。英藏亦将其定名为“七宝华踏佛陀罗

尼经”。原文内容文如下： 

蘦礠蟅论癐蘦綣诫融揉坊號且穉碟 

汉文对译：              此诸菩萨皆此婆娑 世界下空虚中 

 

这一行西夏文字同样可以在《妙法莲华经》“从地踊出品第十五”和《添品妙法莲华经》“从地踊

出品第十四”中找到对应的内容： 

 

……诸菩萨身皆金色，三十二相，无量光明，先尽在此娑婆世界之下此界虚空中住。是诸菩

萨闻释迦牟尼佛所说音声……
②
 

        
可以认定，这一残叶也应该是属于西夏文《妙法莲华经》或《添品妙法莲华经》的残叶之一。 
 
（作者通讯地址：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 银川 750021） 

 

                                                        
① 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9册）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 1983年，第 30页。 

② 同上，第 39、1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