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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藏黑水城文献《法华经》残叶考释∗ 
 

王  龙 

 

摘  要：本文对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编号为 Or.12380-3193 的一件西夏文佛经残叶进行

翻译考释，经过释读，可以判定此件佛经残叶为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卷五第十五品从地涌出品

的一部分。以此为基础，论文对英藏黑水城文献中的《妙法莲华经》残叶及其版本进行了全面系

统的梳理。 

关键词：英藏  黑水城文献  西夏文献  法华经 

 

1914 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于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掠走大批文物和文献，其文献现存英国国家
图书馆，共有 4000 多个编号，涉西夏文、汉文、梵文、藏文等多个语种，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
视。与数量庞大、保存完整的俄藏黑水城文献相比较，英藏黑水城文献则数量偏少，且文献破损较为

严重。本文考释的是其中编号为 Or.12380-3193 号的一件残叶，图版刊布在《英藏黑水城文献》第四
册
①
，文献题名为“佛经”，残叶的装帧方式、尺寸大小、及行格等文献特征在《英藏黑水城文献》（第

五册）中有简要介绍。内容如下： 

经折装，213×90，1纸，印本，
②
 

残叶为经折装的一面，面 6 行，行 15 字，上下单栏。经笔者初步释读，可以判定为西夏文《妙
法莲华经》“从地涌出品”的一部分。以下是残叶内容的释读，依次为录文、汉字对译和意译。 
西夏文录文： 

穔砂融构，蘦磵铜蜶，蕽酚蟅论谍端：“籋 /罏蘦菞缾袭舊弛谍攻，庆蔃抖！蘦籒癿/

挡糳，睫號息脜，吞壳驳哗庆愤蓎，礠菞 /亡舘闰吵舘，籋蘦綣诫融揉科庆单 /抖茸涅流

涅亡蘀阿籋篎粮，蘦礠蟅论 /谍残瞪鞘攻碽薋稯嘻癝絧息癏菻籋。 

对译： 

尔时世尊,此偈说已, 弥勒菩萨之谓：我今此大众中汝等之教。阿逸多！此昔见未曾，地下△出，

无量无数阿僧祇，诸大菩萨摩诃萨，我于此娑婆世界中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我后，此诸菩萨之教化

示导，△调伏以道心△发令我。 

意译：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谓弥勒菩萨：我今于此大众，宣告汝等。阿逸多！
[1]
此昔所未见

[2]
者，地

下踊出，无量无数阿僧祇
[3]
，是诸大菩萨摩诃萨，我于是娑婆世界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4]
后

[5]
，

教化示导此诸菩萨，以调伏其心，令发道一。 

校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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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国家图书馆，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英藏黑水城文献》④，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 
② 英国国家图书馆，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英藏黑水城文献》⑤，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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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庆蔃抖，阿逸多，即弥勒菩萨。 

[2] 癿挡糳，字面意思为“见未曾”，汉文本以“所未见”对。 
[3] 庆愤蓎，汉文“阿僧祇”的音译，梵文为 Asaṁkhya 或 Asaṁkhyeya。旧称为阿僧祇，意为

“无数”，或作无央数。印度数目名。阿僧祇者僧祇，秦言“数”，阿，秦言“无”。 

[4] 庆单抖茸涅流涅亡蘀，梵文 Anuttara-samyak-saṁbodhi的音译，汉文作“阿耨多罗三藐三
菩提”，意为“无上正遍知”。阿耨多罗此云“无上”，三藐言“正遍”，菩提言“知觉”，谓“无上正

遍知觉”。
①
 

[5] 篎粮，字面作“后-向”汉译本对应处为“后”。“篎粮”通常用于表示某一时间或时间点的

终结之后，相当于汉文“后”、“既......已”。② 
经查对，此段译文与《大正新修大藏经》收录的《妙法莲华经》第七卷卷五的一段文字基本一致。

其内容如下：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告弥勒菩萨：我今于此大众，宣告汝等。阿逸多！是诸大菩萨摩诃萨，

无量无数阿僧祇从地踊出，汝等昔所未见者，我于是娑婆世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教化示

导是诸菩萨，调伏其心，令发道意。③ 

 

西夏文本与此有一些语序上的差别，如汉文本中的“是诸大菩萨摩诃萨，无量无数阿僧祇从地踊

出，汝等昔所未见者”，西夏文作“蘦籒癿挡糳，睫號息脜，吞壳驳哗庆愤蓎，礠菞亡舘闰吵

舘（此昔所未见，从地底下踊出，无量无数阿僧祇，诸大菩萨摩诃萨）”。这一差异似乎是翻译的技

巧问题，并非文本的不同。 

西夏文《妙法莲华经》于我们而言并不陌生，罗福苌(1895～1921)先生于 1932年在《国立北平图
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上发表《妙法莲花经弘传序释文》就介绍过这一佛经。④随着西夏文献的大量

刊布，我们在各大藏卷中也可以发现这一佛经的诸多残卷。另外根据俄国聂历山的介绍，毛利瑟

(M.G.Morisse)曾获西夏译《妙法莲华经》残本三卷，并据此发表了有名的《西夏语言文字初探》。⑤西
夏文佛教著作《妙法莲华经》也是目前学术界最早掌握的一部西夏文书籍。 

从鸠摩罗什汉译本翻译而来的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在上一世纪相继出土于内蒙古黑水城、宁夏

灵武与甘肃武威、敦煌等地，现分藏于俄、英、中等国。俄藏《妙法莲华经》著录首见戈尔巴乔娃和

克恰诺夫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⑥
，此书于 Tang218《妙法莲华经》条下中提到了 инв.№63-68，

221，564，580，583，692，719，782，805，927，2317，2765，3259，6452共 19件。又于 Tang219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条下中提到了 инв.№574-576，586，757，758，760，940共 8件。
此后克恰诺夫出版的《西夏文佛教文献目录》进行了一些调整并做了更为详细的版本描述。

⑦
 根据克

恰诺夫的描述，此佛经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至少有 5个不同的写本，它们大多为写本经折装，分别是： 

版本一（写本，经折装，面 6-7行、行 16-20）：Инв. No.6253，5838，3259，64，63，719，68； 
                                                        
① 彭向前《中国藏西夏文(大智度论)卷第四考补》，《西夏学》(第 2辑)，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年。 
② 段玉泉《西夏藏传<尊胜经>的夏汉藏对勘研究》，《西夏学》(第 5辑)，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年。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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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罗福苌《妙法莲花经序释文》，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 4期第 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第 191~194

页。 
⑤ 毛利瑟(M.G.Morisse)《西夏语言文字初探（Contribution préliminaire à l’êtude de l’ecriture de la lang Si-Hia）》，

《碑铭研究学术会议纪要（Memoires prsentés par divers savants a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初集第 11卷第 2号，
第 313~379页。 
⑥ З. И. Горбачевщй，Е. И. Кычанов：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Список отождествленных и 

орпеделенных тангутских русописей и ксилографов коллелции Института народов Азии АН СССР。汉译本见白滨译
《西夏文写本及刊本——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藏西夏文已考订写本及刊本目录》，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
所历史研究室编译《民族史译文集》第 3集，1978年。 
⑦ Е.И.Кычанов.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cтp.295-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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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二（写本，经折装，面 5-6行、行 15-16字）：Инв. No.2436，66，564，4631，4011，6723，

4562，7231，3900，2317，6452, 67，927，782，4674，3901； 
版本三（写本，经折装，面 6行、行 15字）：Инв. No.692，805； 
版本四（写本，经折装，面 6行、行 13字）：Инв. No.574，575，576，757，758，760； 
版本五（写本，经折装，面,5行、行 10字）：Инв. No. 221，586，940； 
在国内藏西夏文献中也存有这部佛经的多个卷号，它们是 B41·001，Gll·033[D.0670]，

Gll·034[D.752-1、D.0696、D.0815]，G21·035[13212]和Mll·010①，与俄藏不同的是，这些卷号多是刻
本经折装，至少可以归纳出两个不同的刻本： 

刻本一：西夏文刻本，经折装，面 6行，行 130字，上下单栏，如Mll·010、G21·035； 
刻本二：西夏文刻本，经折装，面 5行，行 10字，上下单栏，如 Gll·033、Gll·034、B41·001。 
《英藏黑水城文献》中的《妙法莲华经》并非上面考证的 Or.12380-3193一件。经初步整理研究，

可以确定 Or.12380-0690、0763、1058、1074、1513、1979、2525RV、2763RV、 3193、3428、3490、
3703、3829、Or.12380-3831.3、3831.4、3901和 3956残叶也属于这一文献。②现将其情况简列如下： 

[1] Or.12380-0690，115×85，1纸，残片，印本。 
[2] Or.12380-0763，85×65，1纸，残片，印本，李晓明考证为“妙法莲华经劝持品第十三”。 
[3] Or.12380-1058，125×190，1纸，经折装，写本，乌丝栏。 
[4] Or.12380-1074，110×105，1纸，残片，写本。 
[5] Or.12380-1513，155×92，1纸，残片，写本。 
[6] Or.12380-1979，仅存 2行，上下单栏，可判断行为 16字。 
[7] Or.12380-2525RV，原定名为“提婆达多品第十二”，110×105，2纸，缝缋装，印本，纵向折

纸，后史金波改定为“妙法莲华经第五”，指出“提婆达多品第十二”非经名，仅为其中之一。 
[8] Or.12380-2763，210×98，2 纸，缝缋装，印本，纵向折纸，背面有字。原定名为“七宝陀罗

尼经”，李晓明改定为“妙法莲华经卷四”即“妙法莲华经授学无学人记品第九”。 
[9] Or.12380-2763V，李晓明定名为“妙法莲花经卷四”即“妙法莲华经授学无学人记品第九”。 
[10] Or.12380-3193，213×90，经折装，1纸，印本。面 6行，行 15字。 
[11] Or.12380-3428，280×220，2折，经折装，印本，纸质薄。 
从上面这些残叶中还可以窥见英藏黑水城西夏文献有着共同的特点，如其装帧方式大都为经折

装，经折装印本《妙法莲华经》多为每面 6 行，行 15 字，上下单栏，极有可能是同一版本的多个残
叶。 
顺便提及的是，在英藏黑水城文献中，尚有一件“妙法莲华心经”的西夏文献，其编号为

Or.12380-3956，英藏题为《妙法莲华经典心一卷》，其背面 Or.12380-3957也是同一种文献。此外在甘
肃省博物馆也藏有此种同题的西夏文献，其馆藏编号 15511，中国藏西夏文献编号 G21·057。据中国
藏西夏文献介绍，此文献为缝缋装。高 11.5厘米，宽 9.5厘米。四面墨线单栏，高 9.5厘米，栏宽 1.3
厘米，存 32面。经文 22面，面 7行，行 9-10字不等。10面为空白，有两面各书写“上面”“下面”
两字，题名《妙法莲华经心(精义)》。在克恰诺夫的叙录中，同样也见有此种文献的介绍，其编号为 Инв. 
№ 4072，幅面 7×5cm，缝缋装，每面 3行，行 7字。日藏西夏文献中也同样藏有“妙法莲花心经”，
编号为 26-16③及 26-18A④。虽然妙法莲花心经在英藏黑水城文献中不多，但也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 

 
（作者通讯地址：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 银川 750021） 

                                                        
① 杜建录《中国藏西夏文献叙录》，《西夏学》第 3辑，2008年。 
② 其中的 2525RV和 3703为史金波先生判定考定，参见史金波《<英藏黑水城文献>定名刍议及补正》，《西夏学》

第 5辑，2010年；其中的 0763和 2763RV为李晓民师兄告知。 
③ 武宇林、荒川慎太郎《日本藏西夏文献》，中华书局 2010年，第 434页。 
④ 同上，第 4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