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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黑河建桥敕碑》藏文碑铭补注∗ 
 

彭向前 
 

摘  要：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都大勾当”一词的汉、西夏、藏文三种文本对

勘，并根据唐代官制中的“亲事官”，对黑河建桥敕碑藏文碑铭所载职官名称 ིའི་ཞལ་  ་ བ重新作了

翻译和解释，认为其中的ཞལ་  一词应取其“亲自”义，而不宜取其“驾前”义，系出于对唐代“亲

事官”的模仿。 ིའི་ཞལ་  ་ བ可译为“总亲[事]官”即“总干办”，而非“驾前总管”。镇夷郡正兼郡

学教授王德昌带有“都大勾当”的职衔，表明他是在甘州黑水河畔刻立建桥敕碑的具体督办者。 

关键词：黑河建桥敕碑；都大勾当；西夏文；藏文 

 
黑河建桥敕碑，西夏仁宗乾祐七年（1176年）刻立于甘州黑水河畔，现存张掖县文化馆，这是一

块汉藏合璧碑，碑阳为汉文，碑阴为藏文。关于藏文碑铭，就笔者耳目所见，相关的研究论文迄今仅

有 2篇，一为王尧先生的《西夏黑水桥藏文碑考补》，一为日本学者佐藤贵保等所作的再考。①王尧先
生根据依稀可辨的藏文字迹，参照汉文部分，对漫漶过半的藏文碑铭仔细过录一遍，为学界提供了一

份清晰易读的完整的藏文整理本，进而分析了此碑何以用藏文书写的原因，藏文碑铭中所反映出的语

言现象，藏文文字的规范和残留的个别例外，吐蕃纪年法以及黑河的藏文译音等等。筚路蓝缕，多所

创见，功不可没。日本学者的研究特点，则主要体现在首次直接大量征引西夏文文献上。本文基于上

述研究，仅就藏文碑铭中对应于汉文“都大勾当”的一条职官名称 ིའི་ཞལ་  ་ བ略加考释，认为其中的    
ཞལ་  一词有“亲自”的意思，即亲自办理某事，出于对唐代“亲事官”的模仿，整个词语可译作“总

亲[事]官”，即“总干办”，不当译作“驾前总管”，试申论如下。 
黑河建桥敕碑汉文碑铭末行即第 13行为“都大勾当镇夷郡正兼郡学教授王德昌”，其中“都大勾

当”一词在藏文碑铭第 19行写作： ིའི་ཞལ་  ་ བ。王尧先生把 ི对译为“总”， 把ཞལ་  对译为“驾前”②
，

并主张把整个词译为“驾前总管”。 
 
    “都大勾当”一词，碑中藏文译作 ིའི་ཞལ་  ་ བ，意思是“驾前总管”，是否可以作为探索这一

职衔的线索。
③ 

 
日本学者遵从此说，并引用佛经题记“箙阐蜐涉躬息瞴緵逃紧芥缽棘仅紽谎就緋惠歉籍

                                                        
    ∗ 本文系 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项目批准号为 11@ZH001）阶段性研究成
果之一。 
① 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 1期。（日）佐藤貴保，赤木崇敏，坂尻彰宏，呉

正科“漢蔵合璧西夏『黒水橋碑』再考”,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 No.22, pp.1-38(2007). 
② 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 1期。 
③ 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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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籱（御前疏润校都大勾当中兴府签判华阳县司检校罔仁持）”①中的“箙阐（御前）”一词加以佐证。

认为本碑出现的都大勾当，虽然没有前加“御前”二字，但因为他是奉皇帝敕命亲自指挥建碑者，藏

文碑铭中出现 ིའི་ཞལ་  ་ བ（都驾前）的字样亦不足为奇。②
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此佛经题记中的“御

前”，意为皇帝座位之前，标榜皇帝亲自参与了译经活动，并非事无巨细，所有的“都大勾当”都

加“御前”二字。而且“御前”也不能与“驾前”划等号。 
“都大勾当”显然出于对宋代官制的模仿。“勾当”或“管勾”等词，不过是宋代常用的口语，

意为管理之类，逐渐渗透到书面语言之中，并演变为职官名称。以“勾当”为名者有：勾当河渠司、

勾当皇城司公事、勾当都水监公事、勾当登闻院公事、勾当群牧司、勾当翰林院、勾当御药院等等。

以“管勾”为名者有：管勾天章阁、管勾太医局、管勾太学公事、管勾市舶司公事、管勾安抚司公事、

管勾同文馆所、管勾国信所、管勾都亭西驿所、管勾御药院等等。南宋时为避宋高宗赵构讳，改“勾

当”或“管勾”为“干办”。在职官名称前加“都大”二字，在宋代也十分常见。如都大发运使、都

大提举河渠司、都大提举汴河堤岸司、都大提举茶马司、都大提点坑冶铸钱公事等等。“管勾”一职

也有前加“都大”二字的，如都大管勾亲王诸宫事、都大管勾催遣辇运、祥源观都大管勾、都大管勾

汴河使、都大管勾大内公事、都大管勾山陵事等等。 
已知 ིའི་ཞལ་  ་ བ相当于“都大勾当”，然而我们从“都大勾当”一词中无论如何也找不出“驾前”

二字的含义来，令人生疑。我们不妨来看“都大勾当”一词的西夏文写法，进而通过对“都大勾当”

一词的汉、西夏、藏文三种文本对勘，并结合相关记载，或许可以对 ིའི་ཞལ་  ་ བ这一名称作出合理的翻

译和解释。 
现存于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是一块夏汉合璧碑，碑阳为西夏文，

碑阴为汉文。碰巧两种文字都提到“都大勾当”这一职官名称。 
 
庆寺监修都大勾当、三司正、右厢孽祖、癿介、臣埋马皆（汉文碑铭第 22行） 

 

冒虨腵菋氢背属弛皺息瞴緵逃、滴蜋箍、蒼饲窲罦、艕稾、聶辽緧柏（西夏文碑

铭第 24行）
③ 

 

“都大勾当”，西夏文写作息瞴緵逃，字面义为“大都头监”。至此我们得到“都大勾当”一词

的西夏、汉、藏文三种文本，为便于论述，分别开列如下： 
 

息瞴緵逃  
 

都大勾当 
 

 ིའི་ཞལ་  ་ བ 

 
先考察“息瞴”一词。这个词在西夏文中还有另外一种写法“息饲”，如俄藏 инв.No.598号西夏

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题记中出现一僧官名“息饲蟈胇禑紻臀”，对应汉文本题记中的“偏

袒都大提点”。“蟈胇”是“偏袒”的音译。“禑紻臀”字面义为“言过处”，对译“提点”。剩下的

                                                        
① Е. И. 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 стр. 491.西夏

文题记采用了聂鸿音先生的译法。参见聂鸿音《俄藏 5130号西夏文佛经题记研究》，《中国藏学》2002年第 1期。 

②（日）佐藤貴保，赤木崇敏，坂尻彰宏，呉正科“漢蔵合璧西夏『黒水橋碑』再考”,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 No.22, 
p.32 (2007).原文为：“本碑に現れる都大勾当には，「御前」にあたる語は加えられていないが，皇帝の勅命を受けて
現場で碑の建立を指揮した人物だとすればチベット文面が  ིའི་ཞལ་  ་ བ「都駕前」と表現してもおかしくはない。” 

③ 录文转引自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8年，第 245、253页。标点为笔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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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饲”，只能与“都大”相对。 

“息瞴”一词不仅可译作“都大”，还可译作“都案”。如《掌中珠》中的“都案案头（息瞴骨

疲）”、“都案判凭（息瞴楚笶）”。
①
之所以出现与该词字面义无关的“案”字，当与其职掌有关。据

《长编》记载：“种谔言：捕获西界伪枢宻院都案官麻女吃多革，熟知兴、灵等州道路、粮窖处所，

及十二监军司所管兵数。”
②
可见“都案”系专掌“文案”的文书官员。在翻译“息瞴”一词时，因

为兼取其义而选择了“案”字。 
以往学界对“息饲”一词在对译上存在很大分歧，有时对译为“都大”，有时对译为“一全”，

有时对译为“都院”。这是因为一方面“饲”字无论如何也与“大”义无涉，另一方面受《掌中珠》

中“息瞴（都案）”一词的影响，“息”看似能够与“都”相对，实则不然。西夏译文多有把并列名

词颠倒译之的习惯。
③
作为宋代职官名称的“都大”显然是个并列名词，“都”有“总揽”义，“大”

有“第一”义。而西夏字“息”就是“一”；“饲”有“圆”义，引申为“院”、“全”等义；“瞴”字

在《文海》中有“总”义，
④
与“饲”字义相近。“息饲”或“息瞴”，正是西夏人出于构词习惯对

“都大”的颠倒翻译。 

实际上“息饲”应该是“息瞴”的常见写法，如国图藏元刊《西夏译经图》，主译人头顶上方有

西夏文榜题，共十四字：“息饲握擂筞属腞疤笒繕祇景箎萂”，字面义为“大都译勾管为者安全

国师白智光”，全句似可译作“都大管勾译使安全国师白智光”。
⑤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碑铭

之所以写作“息瞴”而不写作“息饲”，可能是为了避免与下文蒼饲窲罦（南院监军）中的“饲”

字重复。 

接下来我们来考察“緵逃”一词。緵逃，字面义为“头监”，既有“奴隶主”的含义，又是西

夏职官名称之一。“逃”字有“监督、管理”的意思，据《文海》中记载： 

 

        逃落緵逃蒜，桃勿蒜， ，羋省蒜 钝矛属谍堵  [监者头监也，监督也，主管也，主持之

谓] 。
⑥
 

 
緵逃（头监）一词在《天盛律令》中多见，随便举出两条： 

 

一妇人杀丈夫，使军、奴仆杀头监等者，一律不论主从，以剑斩。
⑦
 

 

一使军，奴仆盗抢自己头监之畜、谷、物时，头监、旁人当告所管司中问之。
⑧
 

 

杜建录先生认为：《天盛律令》中的“使军”大致是官有奴隶，奴仆则主要指私人奴隶，他们与

“官人”、“私人”有着对应的关系，从属于各自的主人，即法律文献上的头监。
⑨
 

緵逃（头监）既指奴隶主，也出现在职官名称中，如夏译《孙子传》中“臎緵逃”对译“队长”。 
 

                                                        
① 黄振华等《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 58、61页。 
② 李焘《长编》卷 318元丰四年冬十月丙寅。 
③ 聂鸿音《〈夷坚志〉契丹诵诗新证》，《满语研究》2001年 2期；《敦煌 P.988 号藏文写卷考补》，《民族研究》

2005 年第 3 期。 
④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年，第 267页。 
⑤“擂筞”一词，见《掌中珠》“棍旺擂筞”，译作“勾管家计”（黄振华等《掌中珠》[M]，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 69页）。此处作为职官名称，可译作“管勾”，它与“都大”一样出于对宋代官制的模仿。 
⑥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年，第 265页。 
⑦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 1《恶毒门》，法律出版社 2000年，第 265页。 
⑧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 3《杂盗门》，法律出版社 2000年，第 265页。 
⑨ 杜建录《〈天盛律令〉与西夏法制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5年，第 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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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叉蝭舉臎碽属，椽腲艎粮舉眛订薸臎緵逃属，□蒒莀丑。[孙武分为二队，以王之

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
①
 

 
这里的緵逃（头监）显然不是拥有使军、奴仆的奴隶主，已然演变为职官名称“队长”的“长”。

当然本文所讨论的“緵逃（头监）”则对应于宋代职官名称“勾当”。 
    三种文本放在一起比勘的结果是： ི（总）、都大、息瞴（大都）这三个词可以勘同，“勾当”

可与“緵逃（头监）”勘同。也就是说无论是汉文本还是西夏文本，都表明ཞལ་  一词应该有“管理”

的意思，而不当译为“驾前”。 

原来ཞལ་  一词，除了“尊驾”的含义外，还有“亲自”的意思。 

 

ཞལ་  ་ནས་ཕེབས་པ [亲临] 。 

 

ཞལ་  ་ནས་ག ངས་པ [亲口说出] 。
② 

 

黑河建桥敕碑藏文碑铭所刻 ིའི་ཞལ་  ་ བ，其中ཞལ་  的本义应该是“亲自”的意思。ཞལ་  （亲）之所

以与“勾当”、“緵逃（头监）”相当，有“管理” 的意思，当源于唐代官制中的“亲事官”。 

 

    省寺有用使令者，名亲事官。自唐已有之。按唐王守澄奏：“宰相宋申锡亲事官王师文等同

谋反逆。”
③
 

 

“亲事官”亦省称“亲事”。 

 

    上命守澄捕豆卢著所告十六宅宫市品官晏敬则及申锡亲事王师文等，於禁中鞫之。胡三省注：

“亲事，常在左右者，今宰执侍从，犹有亲事官。”
④
 

 

“亲事官”，即在政府部门中干办具体事务者。 ིའི་ཞལ་  ་ བ 可译作“总亲[事]官”, 即“总干办”，

恰与汉文本“都大勾当”和西夏文本“息瞴緵逃（都大头监）”符若合契。实际上吐蕃的官制是深

受唐王朝影响的，如吐蕃的中央官员分为三部份，职责分别是：贡论管议政、判事、主兵，在三部中

地位最高，与赞普最为接近。囊论是执行诏命，主管财政、统计、民事以及王室的生活供应等，是掌

握行政权力的。喻寒波是管审议、纠察、司法的，掌握监察的权力。
⑤
这显然来自唐廷的三省制度。

基于这种历史渊源，模仿唐代的“亲事官”，用ཞལ་  （亲）一词对译职官名称“勾当”，也是顺理成章

的事。 
总之，ཞལ་  一词在黑河建桥敕碑所载职官名称 ིའི་ཞལ་  ་ བ中应取其“亲自”义而不宜取其“驾前”

义。ཞལ་  （亲）出于对唐代“亲事官”的模仿，ཞལ་  （驾前）则找不到着落。 ིའི་ཞལ་  ་ བ可译为“总亲[事]

官” 即“总干办”，而非“驾前总管”，这样既合乎情理，又有史实依据。镇夷郡正兼郡学教授王德

昌带有“都大勾当”的职衔，表明他是在甘州黑水河畔刻立建桥敕碑的具体督办者。 

 

（作者通讯地址：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宁夏 银川 750021） 

                                                        
① 聂鸿音《西夏译〈孙子传〉考释》，《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 3辑，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年。 
② 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辞典》，民族出版社 1993年，第 2379页。 
③（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 2《事始》“亲事官”条。 
④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 244唐文宗太和五年二月壬辰。 
⑤ 陈庆英《试论赞普王权和吐蕃官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 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