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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图书馆新见西夏文佛经残片考释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 

张   永 富**
 

0. 引言 

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回鹘文文献可分为四类：《慈恩传》，《阿弥陀经》，《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珍》

一书收录的文献以及其他散藏文献．其中的“散藏文献”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笔者曾主持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回鹘文<阿含经>研究》，2016 年有幸得见国家图书馆藏回鹘文《阿含经》写本残片，

方知该馆尚藏有 50 余件散藏回鹘文文献．据张铁山介绍，这批文献是时任东北某县县长苗希甫 1928

年于敦煌千佛洞所得，1933 年曾在故宫午门上展览过，1936 年归方雨楼先生收藏，不知何时归入了

国家图书馆，已无案可查(1)．该文献种类繁多，既有墨写，又有朱墨套写；既有写本又有刻本；既有

梵夹贝叶装，又有经折装，册子装；既有单语文献，又有双语文献等等(2)．张铁山，阿依达尔·米尔

卡马力等学者刊布并详细研究了其中的部分残片(3)．笔者在对这批文献进行系统整理时，发现编号为

“回鹘文第 15 件”的文献中夹杂了 8 纸西夏文残叶，其中 1 纸正面为西夏文刻本《根本说一切有部

苾刍尼毘奈耶》第十三卷的内容，似为海内孤本，背面为藏文写本，颇具研究价值；另外 7 纸为西夏

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第四十二卷的内容．现将其录文，翻译，并详细介绍如下． 

1. 西夏文《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毘奈耶·卷第十三》 

《根本说一切有部律（Mūlasarvāstivāda vinaya）》是印度佛教部派根本说一切有部（Mūlasarvāstivāda）

的广律，现有梵文本，藏文译本，汉文译本和西夏文译本存世(4)，其中汉文译本是唐代高僧义净根据

从印度带回的梵文本，于 695–711 年间陆续译出，与《十诵律》，《四分律》，《僧祇律》，《五分律》等

相比，它是最晚被传译到中土的律典，义净译本现存十八部（T.1442–T.1459）．据目前所知，黑水城

文献中至少存有四部西夏文《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分别是：《根本萨婆多部律摄》（西夏文题名缺），

 
*
 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Aydar MIRKAMAL.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University） 
**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雅博士后（ZHANG Yongfu. Boya Program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1) 张铁山 1997. 
(2) 王梅堂 2004. 
(3) 张铁山，王梅堂 1994; 张铁山 1996; 张铁山 1997; 张铁山 2000;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 2020a; 阿依达尔·

米尔卡马力 2020b;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萨仁高娃 2021;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张戈 2022; Aydar 

Mirkamal 2020; Aydar Mirkamal & Zieme 2020; Aydar Mirkamal & Raschmann 2022. 
(4) 《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是西藏僧人主要传承的部派律典，因此藏译本保存较为完整，梵文本则主要发现于上

世纪三十年代的吉尔吉特．参见季羡林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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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说一切有部目得迦》（𗰜𗺉𗄑𗄑𘟣𘎪𗴮𘂯𗷌𗡝），《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𗰜𗺉𗄑𗄑𘟣 

𘎪𗴮𘊝𘈩𗡝𘉒），《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𗰜𗺉𗄑𗄑𘟣𘎪𗴮𗁡𘝕𘁂𘋠𘅣）(5)，从其译经题

款以及夏汉对勘来看，其底本无疑都是义净汉文本． 

笔者在国家图书馆古籍文献馆中发现的这片西夏文残叶，经考证，实为《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毘

奈耶》卷第十三《嫌毁轻贱学处第十二》的内容．据目前所知，出土西夏文文献中暂未见《根本说一

切有部苾刍尼毘奈耶》，故此残片或为海内外孤本，为西夏文佛经增加了新的品类(6)，该残片编号为

“回鹘文第 15 件 54-02”，刻本，经折装，上下双栏，残存 4 行，行 17 字，从形制上来看，似乎与俄

藏西夏文《根本说一切有部目得迦卷第十》（Инв. №357 和 Инв. №2737）同出一版(7)；背面为藏文写

本（参见图 1、图 2），现录文翻译如下： 

正面西夏文录文（图 1）： 

1. 𘅇𗡝𗐗;𗓱𘊋𗎍𗅋𗴢,𗌭𘏞𗱪𘅇𗡝
①
𗐗.𗓱𗁡𗳷 

2. 𘆵
②
𗗆𘝦𘃡𗹙𘃡𗖣𗈄𘃪,𗅉𗰗𗍫𘋠𘓐𘂧𗫔𘝦 

3. 𘃡𘒮
③
,𘅣𘙌𗁿𗁿,𗅉𘊋𗎍,𗌭𘏞𗱪𘅇𗡝𗐗;𗓱𗅋 

4. 𗴢,𗌭𘏞𗱪𘅇𗡝𗐗;𗓱𘊋𗎍𗅋𗴢,𗌭𘏞𗱪𘅇𗡝 

对译：……底迦获；若谤恶不敬，则波逸底迦获．若苾刍尼僧行

为法作诃骂毕，后十二种人中众行为遣，事虽停止，后诃

骂，则波逸底迦获；若不敬，则波逸底迦获；若谤恶不敬，

则波逸底迦…… 

义净汉译文：若苾刍尼，被僧伽作法为诃责已，于十二种人被众

差者，事未停息，若嫌毁者，波逸底迦；若轻贱者，波逸底

迦；若嫌毁轻贱者，波逸底迦．若复苾刍尼，被僧作法为诃

责已，于十二种人被众差者，事虽停息而嫌毁者，波逸底迦；

若轻贱者，波逸底迦；若嫌毁轻贱者，波逸底迦(8)． 

注释： 

①𘏞𗱪𘅇𗡝 po1 ‧ji1 tji1 kja1 音译汉文的“波逸底迦”，梵文为 

pāyattika，又音译作“波逸提”，“波药致”，“波罗逸尼柯”等等，

六聚罪之第四，译为堕，犯戒律之罪名，由此罪堕落于地狱，故名堕

罪． 

②𗳷𘆵 phji1 tśhjụ1 dzji1 音译汉文的“苾刍尼”，梵文为 bhikṣuṇi，

女子出家受具足戒者之通称． 

 
(5) Кычанов 1999: 447; 王龙、庞倩 2020; 张九玲 2015: 63. 
(6) 西夏文《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毘奈耶》的相关内容暂未见于任何西夏文献目录之中，参见惠宏、段玉泉（编）

2015: 168–170. 
(7) 西田龙雄 1977: 271–272; Grinstead 1973: 2202–2207;《俄藏黑水城文献(24)》2015: 200–203. 
(8) CBETA 2022.Q3, T23, no. 1443, p. 975a15–21. 

图 1 回鹘文第 15 件 54-02 

（正面西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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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根据句意，此处的 𘒮 ze̱w2（忍）当为 𘒫 ze̱w2（遣）之同音通假． 

该残片刻写精良，第二行的“𘆵（尼）”和第三行的“𗡝（迦）”等字明显有涂改痕迹，提示我们或

许其经历过校经的环节． 

背面藏文录文（图 2）： 

1. ཅད་ཁྱེ་བ་ཉ་ིམྱེད་རི་སི་བ་གདང་ནུ་པར་གྱུར་ཅིག། ཐབས་སྙས་རྡོ་རྱེ་བྡོདད་ཡབ་མད་ 
1b. ཤྱེས་གི་ཕ་རྡོ་ཕིན 
2. (............) ་ཀུ་རྡོ་ཀི་དྡོན་ཟད་མྡོ་རྱེབ་ཅགི། ཁུ་དུ་མུ་བར་གྱུར་ཅིག། ལམ་ཀ་ིདུ་ལམ་[……] 
3. སུབ་ཉིགས་བྱད་དར་གར་ཅགི། རྒྱུ་དུ་སུ་རྒྱུད་[……] 
3b. སུ 
4. གྱུར་ཅིག། འབྲུས་དུ་འབྲུས་རྣམས་ཁྱེ་ས[……] 

“回鹘文第 15 件 54-02”背面的藏文为手写体，残存 4 行，书写较为随意, 笔者对该藏文残片的具

体内容尚无法完全解读，1, 2 行之间和 3, 4 行之间还补入了部分藏文词汇，按照惯例，补出的内容应

该属于第 2 行和第 4 行，但由于内容不明，词句不相连属，我们暂无法确定其应当插入的具体位置．

以上为初步录文，或有不确之处，但至少可以从中看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每一句的结尾都有

表命令或祈愿语气的 ཅིག，可知该文本以句为单位，写就的目的当是以祈愿为主；2）某些词汇的写法

较为古老，保留了部分敦煌古藏文的特点，如将 འབྲས་བུ（果）写作 འབྲུས ；3）似乎可以将某些较为奇

怪的写法还原为标准藏文，如 ཉི་མྱེད 可能为 གཉིས་མྱེད（无二），ཀུ་རྡོ 可能为 སྐུ་རྡོགས（身体圆满）等等；

4）第 1、2 行之间的 ཤྱེས་གི་ཕ་རྡོ་ཕིན་ 应该是 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智慧到彼岸）的简写；5）根据

ཐབས（方便），ལམ（道），རྒྱུ（因），འབྲུས（果），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智慧到彼岸）等词汇来看，

可知该残片当为一佛教文本．综合来看，“回鹘文第 15 件 54-02”背面的藏文应该是一位佛教信徒抄

写或自己创作，以祈愿为目的的写本残片，从书写形式来看，保留了部分古藏文的特征． 

通过对“回鹘文第 15 件 54-02”正反两面内容的考察，可知正面为刻本，刻写精美，背面为写本，

笔法随意，推测应该是西夏文刻本首先产生，然后该刻本流落民间，被人二次利用，拿来在背面抄写

藏文，且正面的西夏文与背面的藏文不存在任何关联． 

  

图 2 回鹘文第 15 件 54-02（背面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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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四十二》 

“回鹘文第 15 件”藏品中尚有 7 纸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以下简称《华严经》）残叶．《华严

经》是各地收藏西夏文文献中最为常见的佛经之一，除了我们熟知的俄藏，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之外，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宁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文物考古所，张

思温先生旧藏，甘肃定西县文化馆，敦煌研究院，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等处皆有收

藏(9)．需要指出的是，已经刊布在《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6–12 册中的西夏文《华严经》多为 1917 年

宁夏灵武修城墙时所获，其出土地与笔者本次发现的残叶不同．“回鹘文第 15 件”中的 7 纸西夏文

《华严经》残叶大小不均，残损较为严重，皆为卷四十二“十定品”的内容，且为该卷的开头部分，

其底本为实叉难陀汉译本，现按照在经文中的顺序，依次录文翻译如下： 

回鹘文第 15件 51-02（图 3） 

录文： ]𗅁𘛽𘃽 

对译： ]内身入 

实叉难陀汉译文：佛子！菩萨摩诃萨于此三昧云何入？云何起？佛子！菩萨摩诃萨于此三昧，

内身入，外身起(10)． 

回鹘文第 15件 52-02（图 4） 

录文： ]𘂧𗢵,𘕕𗹦𗯴𗫔𘎳 

  ]𗢵,𗥃𗹦𗯴𗫔𘎳𗫔 

对译： ]中起，三天下众生 

  ]起，四天下众生众 

实叉难陀汉译文：东毘提诃众生众中入，三天下众生众中起；三天下众生众中入，四天下众生

众中起；四天下众生众中入，一切海差别众生众中起(11)． 

根据实叉难陀汉译文，参照图 4 残存左右两行经文的下半部分，我们可以尝试把左行残缺的上半部

分补全，即：……𘂧𗢵，𘕕𗹦𗯴𗫔𘎳/𗫔𘂧𘃽，𗥃𘓺𗯴𗫔𘎳𗫔𘂧𗢵，𗥃𗹦𗯴𗫔𘎳𗫔……“……

中起；三天下众生众中入，四天下众生众中起；四天下众生众……”．据此可知，该残叶满行为 17 字，

明显不同于俄藏本的行 14 字，与《中国藏西夏文献》和《日藏西夏文献》中刊布《华严经》的行字

数相同． 

 
(9) 《俄藏黑水城文献（23）》2014; 《日本藏西夏文文献（上册）》2010; 《中国藏西夏文献（6–12）》2005; 西田

龙雄 1975, 1976, 1977; 孙飞鹏、林玉萍 2016; 荒川慎太郎 2011; 陈炳应 1989; 张思温 1979; 孙伯君 2007; 郑

蕊、游程宇 2022. 另外，西安市文物局收藏一件汉文刻本《华严经》卷九，卷尾附有戳印的莲花牌记，牌记

中刻有西夏文题记，参见史金波，白滨 1982; 李际宁 2000. 
(10) CBETA 2022.Q4, T10, no. 279, p. 219a5–7. 
(11) CBETA 2022.Q4, T10, no. 279, p. 219a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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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文第 15件 51-04（图 5） 

录文： ]𘂧𘃽,𗥃𗹦𗯴𗄑𗄑 

  ]𗨙𘂧𗢵,𗥃𗹦𗯴𗄑 

对译： ]中入，四天下一切 

  ]受中起，四天下一（切） 

实叉难陀汉译文：一切妙香华宝庄严中入，一切四天下下方，上方一切众生受生中起；一切四

天下下方，上方一切众生受生中入，小千世界众生众中起(12)． 

回鹘文第 15件 52-01（图 6） 

录文： ]𘎳𗫔𘂧𗢵,𗨎𘏚𗤋 

  ]𗯨𗐯𗫔𘎳𗫔𘂧𗢵 

对译： ]众生中起，不可数 

  ]世界众生众中起 

实叉难陀汉译文：无等佛刹众生众中入，不可数世界众生众中起；不可数世界众生众中入，不

可称世界众生众中起；不可称世界众生众中入，不可思世界众生众中起(13)． 

 
(12) CBETA 2022.Q4, T10, no. 279, p. 219a29–b2. 
(13) CBETA 2022.Q4, T10, no. 279, p. 219b10–14. 

图 4 回鹘文第 15 件 52-02 图 5 回鹘文第 15 件 51-04 图 3 回鹘文第 15 件 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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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文第 15件 51-01（图 7） 

录文： ]□𘂧𘃽,𘜔𗤋𗯨 

对译： ]中入，数无世 

实叉难陀汉译文：一微尘中入，无数世界微尘中起(14)． 

如下所述，这些《华严经》残叶与宁夏灵武本系出同一版本（参照图 10、图 11）．与灵武本相比，

这个□𘂧𘃽,𘜔𗤋𗯨（□中入，数无世）中的第一个字□应该是𗽀（尘），但图 7 中残存的轮廓显示

该字明显不是𗽀（尘），却与𗐯（界）字翻转之后的形态极为相似，对此我们可作出以下推测：“回

鹘文第 15 件”中的这 7 纸西夏文残叶全部都是从经折装的《华严经卷四十二》中掉落出来的，图 7

中本应出现的𗽀（尘）字位于该经第十折第 6 行第 12 字，折叠之后，恰与第九折第 1 行第 12 字的

𗐯（界）字重合，因𗐯（界）字墨色较重，故而掩盖了𗽀（尘）字，又在𗽀（尘）字的位置处印上

了𗐯（界）的翻转字形(15)． 

回鹘文第 15件 52-03（图 8） 

录文： ]□𘂧𘃽,𘈩𘓊𗽀𘂧 

  ]□□□□□𘃽□ 

对译： ]□中入，一微尘中 

  ]□□□□□入□ 

实叉难陀汉译文：无数世界微尘中入，一微尘中起；声闻入，独觉起；独觉入，声闻起；自身

入，佛身起；佛身入，自身起(16)． 

回鹘文第 15件 51-03（图 9） 

录文： ]𗖠𗖵𗋕𘅣𗵆𗨄 

  ]𗋕𗋚𗍊,𗯮𘃺𗅆 

对译： ]合随彼事成就 

  ]彼 P1 如(17)，同境定 

实叉难陀汉译文：佛子！譬如死尸以呪力故而能起行，随所作事皆得成就，尸之与咒虽各差别，

而能和合成就彼事；菩萨摩诃萨住此三昧亦复如是，同境入定异境起，异境入定同境起(18)． 

西夏文《华严经》第 42 卷主要刊布在《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23 册和《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8 册

中，两处藏品均有残缺．其中，俄藏本收藏在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写本，出土地为黑水城，每

行 14 字；中国藏本收藏在国家图书馆，活字刻本，经折装，每折 6 行，出土于宁夏灵武，每行 17 字．

孙伯君曾考察了北大图书馆所藏的一叶西夏文《华严经》第四十二卷残片，认为与灵武出土本源自同

 
(14) CBETA 2022.Q4, T10, no. 279, p. 219b23–24. 
(15) 此为外审专家的意见，笔者甚为赞同，并表示感谢． 
(16) CBETA 2022.Q4, T10, no. 279, p. 219b24–26. 
(17) P1 即第一套动词前缀（语法标注缩略语）． 
(18) CBETA 2022.Q4, T10, no. 279, p. 219c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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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雕版的不同印本(19)．根据上文的考察，我们知道“回鹘文第

15 件”的 7 个残片亦为每行 17 字，在仔细考察了其版式，字

体，行款之后，我们确定这些残片亦与《中国藏西夏文献》中

的灵武本系出同一版本．这 7 个残片均位于该雕版两折相连处

的下部，其中，图 3 残存了第二折的末行和第三折的首行，图

4 残存了第四折的末行和第五折的首行，图 5 残存了第六折的

末行和第七折的首行，图 6 残存了第八折的末行和第九折的首

行，图 7 残存了第十折末行的部分文字，图 8 残存了第十一折

首行的部分文字，参照《中国藏西夏文献》可知，第十折和第

十一折的中间部分恰好是两张纸的接合处，图 7 和图 8 的断裂

轮廓不能吻合，说明图 7 应该是粘贴在了图 8 右侧的空白处．

图 9 残存了第十二折的末行和第十三折的首行．现将其在雕版

中的具体位置标注出来，如图 10、图 11． 

  

 
(19) 孙伯君 2007. 

图 7 

回鹘文第 15 件 51-01 

图 6 回鹘文第 15 件 52-01 

图 8 回鹘文第 15 件 52-03 

图 9 回鹘文第 15 件 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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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結 

据目前所知，有元一代至少曾 5 次印施西夏文大藏经（即所谓《河西藏》），目前能见到的《河西

藏》实物资料主要出自莫高窟北区，宁夏灵武和太原崇善寺(20)，出土于宁夏灵武的那部分《河西藏》

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其中就包括编号为 B11·091 [5.02] 的《华严经》第四十二卷，学界久已公认

国图藏西夏文《华严经》为元刊活字本，因此本文新见的这几张残片也应当判定为元大德年间杭州大万

寿寺活字印本．据碛砂藏《大宗地玄文本论》记载：“管主八钦此圣缘，印造三十余藏，及《华严大经》

《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各百余部，《焰口施食仪轨》千余部，施于宁夏，永昌等路寺院，永远流

 
(20) 据段玉泉考证，崇善寺的《河西藏》残片现收藏于山西省图书馆，参见段玉泉 2009: 43–44. 

51-02(图 3) 52-02(图 4) 51-04(图 5) 

第一折 第二折 第三折 第四折 第五折 第六折 

图 10 《中国藏西夏文献（8）》2005: 338–340 

 

52-01(图 6) 51-01(图 7) 52-03(图 8) 51-03(图 9) 

第七折 第八折 第九折 第十折 第十一折 第十二折 

图 11 《中国藏西夏文献（8）》2005: 34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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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21)．考虑到这批残片最初见于敦煌千佛洞，因此推测它们应该是《河西藏》的残存，是在杭州印

刷完毕后施舍给丝绸之路沿线的多处寺院的． 

据目前所知，类似于“回鹘文第 15 件 54-02”这样正面为西夏文，背面为藏文的文献并不多见．美

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多件西夏文刻本残片，编号分别为 Peald 6c，Peald 6e，Peald 6h，荒

川慎太郎考订其内容为《阿毘达磨大毘婆沙论》(22)，这些西夏文刻本的背面被回鹘人利用，用草体

字书写了回鹘文占卜文书，松井太证实其来自《玉匣记》(23)；此外，西夏文 Peald 6f（《阿毘达磨大毘

婆沙论》）的背面写有回鹘文杂记，内容为回鹘人学习西夏文《阿毘达磨大毘婆沙论》的一些心得(24)．

有趣的是，Peald 6e 可与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新近出土的 B157:54-2 相缀合，证明普林斯顿大学所

藏的这些西夏文刻本来自属于元代的莫高窟北区 B157 窟．从这一点上来说，敦煌曾存在较为完整的

西夏文刻本，为元代敦煌的佛教徒和僧侣所参考和学习，并利用其背面以自己熟悉的语言撰写相关内

容．可以肯定的是，“回鹘文第 15 件”中的西夏文《华严经》在元代的杭州印成之后，与《根本说一

切有部苾刍尼毘奈耶》等其他西夏文刻本一起流传到敦煌，在近代敦煌多语种文献的流散过程中，又

与其他回鹘文文书一起被带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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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ut Fragments Newly Discovered at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Aydar MIRKAMAL and ZHANG Yongfu 

Abstract :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eight blockprint fragments in the Tangut script from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The 

fragments are mistakenly given shelf numbers with “Uighur Script 15,” because they have mingled with the other Old 

Uighur documents. One of the fragments belongs to a Tangut version of the Mūlasarvāstivāda Bhikṣuṇī Vinaya, a 

unique text among thus far known Tangut Buddhist scriptures: its backside was reused for a Tibetan Buddhist prayer. 

The other seven fragments all come from Volume 42 of the Mahāvaipulya Buddhāvataṃsaka Sūtra of the same version 

as the Lingwu 灵武 edition, printed in Hangzhou during the Yuan period. Although the provenance of these fragments 

cannot be fully elucidated, they were most probably discovered at the Dunhuang caves and brought to Beijing together 

with other Old Uighur fragm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