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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东部发现的古藏文刻经与

吐蕃时期的汉藏佛教交融
０

张长虹

［ 摘要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以 来

，
在 西 藏 昌 都 和青海 玉 树地 区 都 发现 了

一 批 吐 蕃 时 期 的 佛教 石 刻
，
既 有

造像又有 刻 经 。 文章梳理 出 其主要 刻 经 内 容有
： 《 普 贤 菩 萨行愿 王 经 》 《 大 日 如 来及众 眷属 赞 》 《 无

量寿 宗 要经 》 《 圣 薄伽 梵母般若波 罗 蜜 多 心 经 》 。 通过对 汉 、 藏 文 大 藏 经 和 敦 煌 文 献 中 保存 的 同 名 佛

经 的 整理分析
，
发现这 些 佛 经 均 有 藏 、 汉 译本

，
不仅保存在 汉 、 藏 文 大 藏 经 中

，
在 敦 煌 文 献 中 也 均

有发现
，
是在 吐蕃 时 期 就 已 经译 出 并且 非 常 流 行 的 经典 。 根据 同 出 的 古 藏 文 纪 年题记 信 息

，

西 藏 昌

都察雅仁达和 青海 玉树贝 沟 石 刻 佛 经 的 年代 为 公元 ９ 世 纪 初 吐 蕃 赞 普 赤 德松赞 时 期 。 这 些佛 教 石 刻

的 出 现应是 吐 蕃王 室 推行佛教政 治 的 产 物
，
反映 了 吐蕃 时 期 汉藏佛教 间 的 密切 互 动 与 深度交 融 。

［ 关键词 ］ 青藏 高 原 东部
；
古藏 文 刻 经

；

吐蕃 时 期
；
汉藏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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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以来
，
在青藏高原的东部西藏 昌都 、 青海玉树等地 ，

发现 了一批吐蕃时期 的

摩崖造像
，
受到 了 国 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 与这些摩崖造像同时共存的还有古藏文题记 ，

既包含有重

要的历史信息
，
也有佛教刻经

，
已经有不少学者对这些题记进行收录研究

，
但对于其中 的佛经部分

不但有遗漏
，
并且研究不够充分 。 基于此 ，

本文对这些古藏文佛教刻经进行专 门整理
，
并探讨其所

反映的吐蕃时期的佛教面貌 。

① 本文系 四川大学铸牢 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专项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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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７
？

一

、 青藏高原东部发现的古藏文刻经

（

一

）
西藏 昌 都察雅仁达石刻 《 普 贤菩萨行愿 王经 》

在西藏昌都市察雅县香堆镇仁加村仁达崖壁
，
发现 了高浮雕大 日 如来和八大菩萨造像

，
造像的

下方和右侧共刻有 ３ 组古藏文题记
，
第一组位于造像下方

，

４ 行
，
是讲修习正法之功德

；
第二组位于

第一组下方
，

１ ０ 行
；
第三组位于造像右侧上方

，

１ ８ 行 。 其 中第一组和第三组与 《普贤菩萨行愿王

经 》 有关 ，
第二组则言明 了造像时间 、 缘 由 、

工匠
、 目 的等

，
系雕刻于吐蕃赞普赤德松赞时期 的猴

年
，
即 ８０４ 年 。

？ 早在 １ ９ ８ ８ 年
，
恰 白 ？ 次旦平措就用藏文发表了第一组和第二组 的题记录文

，

？ 郑

堆 、 丹增把这篇论文又译成汉文发表 。

？ 同年对这一录文进行公布 、 翻译的还有马林
，

？ 此后不断有

学者对这两组题记进行收录和研究 。 但是关于第三组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 》 古藏文题记则未见有人

抄录 、 公布和翻译 ，
仅在 《西藏东部吐蕃佛教造像》

一书有一张黑 白 照片公布 。

⑤ 第三组的 １ ８ 行古

藏文题记为简本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 》 ，
约有 ４８ 句 ，

？ 若按每颂 ４ 句
，
则计 １ ２ 颂

，
每句 ７ 字 。 目前

没有找到与之相同或相似的版本 。 但其中的句子可 以在全本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 》 中找到意义接近

的句子
，
如其 中 的 设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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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妒 布
”

对应 于
？

气
奴

？

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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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气
习

．

妄勿
＇

命＇奇

？ｗ ｑ 对应于
“

命 气 等等 。 可 以看出 ，
尽管 内容简短

，
但均在全本的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 中可以找到相应的句子
，
因此推测该石刻本是为了适应崖面有限的空 间而精心

选取的一个本子
，
其母本应源 自 吐蕃时期流行的藏文译本全本

，
但十分精简

，
堪称是 《普贤菩萨行

愿王经 》 的精简石刻本 。

（
二

） 青海 玉树贝 沟大 日 如来佛 堂 西侧 崖壁 石 刻 《 普 贤菩 萨行愿 王经 》

在青海玉树贝沟大 日 如来佛堂西侧约 １ ３０ 米处的一块崖壁上
，
阴线刻有 ３ ６ 行古藏文题记

，
内容

为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 》 ，
其中第 １  ８ 行为普贤行愿陀罗尼

，
第 ９ ３６ 行为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 》 。

多位学者都对这一处题记进行过收录
，

？ 最新的整理校勘是 四川大学考古队 的现场识读 、 抄录和翻

译 。

⑧ 这部石刻的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 》 是
一部完整 的版本

，
共有 ６０ 颂

，
每句 ９ 字

，
有对应 的汉 、

藏译本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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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张建林等著 ： 《西藏东部吐蕃佛教造像 》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２０ １ ８ 年
，
第 １ ９６ ２０４ 页 。

② 恰 白 ？ 次旦平措 ： 《 简析新发现的吐蕃摩崖石文 》 ， 《 中 国藏学 》 （ 藏文 ）
１ ９ ８ ８ 年第 １ 期 。

③ 恰 白 ？ 次旦平措撰文
，
郑堆 、 丹増译 ： 《简析新发现的吐蕃摩崖石文 》 ， 《 中 国藏学 》 １ ９ ８ ８ 年第 １ 期 。

④ 马林 ： 《仁达摩崖刻石考证 》 ，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 １ ９８８ 年第 １ 期 。

⑤ 张建林等著 ： 《西藏东部吐蕃佛教造像 》 ，
第 ２７ １ 页

，
图版 １ ３２

。

⑥ 由 于每行的开头和结尾处看不清楚
，

因此这个数字不一定完全准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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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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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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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张延清 、 张长虹 ： 《青海玉树大 日 如来佛堂西侧崖壁摩崖石刻及线刻佛塔调查简报 》 ， 《藏学学刊 》 （ 第 ２０ 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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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８
． 中 国藏学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 总第 １ ５ ３ 期 ）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 亦译为 《普贤菩萨行愿赞》 ， 在吐蕃时期的译经 目 录 《丹噶 目 录 》 （
Ｎｏ ． ４７０

）

和 《旁塘 目 录 》 （
Ｎｏ ． ４４２

） 中均有收录
，
均记作 ９７ 颂

，

？ 表明该经在吐蕃时期 已经译出 。 该经还见

于 《大方广佛华严经 》 最后
一

品
，
收录于藏文大藏经 《甘珠尔 》 华严部 ，

末尾注明 由 印度堪布 Ｊ ｉｎａ
－

ｍ ｉ ｔｒａ
、

Ｓｕｒｅｎｄｒａｂｏｄｈ ｉ 和益西德翻译 。

② 这几位都是吐蕃时期有名 的译师
，
益西德据称是吐蕃时期翻译

佛经最多的人 。 此外 ，
在 《甘珠尔 》 陀罗尼集 中收录有单篇的偈颂经文 。

③ 在 《丹珠尔 》 杂部最后

汇集的祈愿 、 吉祥类中也有收集 。

④
《甘珠尔 》 和 《丹珠尔 》 所收的 ３ 个版本 内容几乎完全相 同

，
都

为 ６２ 颂
，
每句 ９ 字 。 在敦煌藏文文献中也发现不少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 》 及注疏写本 ，

有学者统计

共 ５２ 件 。

⑤ 敦煌藏文写本一般为 ６０ 颂
，
每句 ９ 字

，
如法藏敦煌写本 Ｐ ． Ｔ ．４５

、
Ｐ ． Ｔ ．１ １ ６ 和英藏敦煌写

本 ＩＴＪ２５
，
均为完整的藏文本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 》 ，

均为 ６０ 颂
，
每颂 ４ 句

，
每句 ９ 字 。

？ 藏文大藏

经所收与敦煌写本中 的内容十分接近
，
只有个别用字不同或语句顺序不一致

，
且最后多 出 ２ 颂 。 有

学者认为初译本只有 ６０ 颂
，
多出 的偈颂是印度论师和吐蕃译师添加的 。 《丹噶 目 录 》 和 《旁塘 目录 》

记作 ９７ 颂
，
似是将后缀的其他经文也算入了其中 。

？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 》 的汉译本也有多种
，
收录于 《大正藏 》 中

，
也见于敦煌汉文文献 。 《大正

藏》 所收的汉译本有唐代不空译 《普贤菩萨行愿赞 》 ，
计有 ６２ 颂

，
每颂 ４ 句

，
每句 ７ 字

，
偈颂后面

还有八大菩萨赞和普贤行愿陀罗尼 。

？
６２ 颂的 《普贤菩萨行愿赞 》 也见于唐代般若译 《大方广佛华

严经 》 第 四十卷之 《人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 》 。

？
《大正藏 》 还收录有两部敦煌本 《普贤菩萨

行愿王经 》 ，

Ｎｏ ．２９０７ 和 Ｎｏ ．２９０８
，
为英藏敦煌本 Ｓ ．２３６ １ 和 Ｓ ．２３ ８４

，
均为 ６０ 颂

，
每颂 ４ 句

，
每句 ７

字 。

⑩ 敦煌文献中的汉文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 》 ，
目前据统计有 ２８ 件

，

？ 其中不乏保存完整者
，
如 国

家图书馆藏 ＢＤ３ ３ ５ ５ （
２

） 、
ＢＤ６０５６（

１
） 、

ＢＤ７ ３４７？ 和英藏 Ｓ ． ２７５
？ 等

，

一般为 ６０ 颂
，
每句 ７ 字 。 其

中 Ｐ ．３ ５６ ８ 卷首题
“

大蕃国沙门无分别奉诏译
”

，

？ 表明该汉译本是吐蕃高僧无分别所译 。

玉树贝沟的石刻古藏文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 共 ６０ 颂
，
每颂 ４ 句

，
每句 ９ 字

，
其 内容与敦煌写

本几乎完全一致
，
仅有个别用字 、 用词不同 ，

一句中字词顺序不同和个别语句顺序不同 。 如与 ＩＴＪ２５

相 比较
，
第 ５ 偈第一句

，
贝 沟石刻本为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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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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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

２００ ８ 年 。

？ 方广镅 、 ［ 英 ］ 吴芳思 主编 ： 《英 国 国家 图书馆藏敦煌遗书 》 ④ ，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２〇 １ １ 年
，
第 ３５２ ３ ５ ５ 页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法 国 国家图书馆编 ：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２００２ 年
，
第 ３４３ 页 。



青藏高原东部发现的古藏文刻经与吐蕃时期的汉藏佛教交融 ？

１ ９
？

两句分别用 了不同的词 ：

？

—和 但两者意思相近
，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 第 ２５ 偈

两句仅是词的顺序不同 。 再如第 ５ ８
、

５ ９ 偈
，
这两偈的 ８ 句

，
按 ＩＴＪ２５ 中第 １

一

８ 句的顺序
，
在贝沟石

刻本中的顺序则为 ５
、

６
、

１
、
２

、
３

、
４

、
７

、
８

，
也就是说第 ５９ 偈的前两句被前置到了第 ５ ８ 偈的前两句 。

这些细微的差异不影响贝沟石刻本的完整性以及其与敦煌藏文写本的一致性 。 藏文大藏经中所收的版本

与敦煌写本几乎
一致

，
只是多出 了两偈

，
其内容与汉译本也可以大致对应 。 汉译本尽管存在多个不同的

译本
，
但可以看出各译本之间 明显的相似性 。 如 《大正藏 》 Ｎｏ ．２９０７ 所收敦煌本 Ｓ ． ２３６ １ 开头第一偈为

“

尽诸十方世界尊
，
善游三世人师子

；
我身 口 意具清净

，
是故今当遍稽首

”

。 大多数敦煌写本与此译

本相同 。 《大正藏 》 Ｎ。 ．２９０８ 所收敦煌本 Ｓ ．２３ ８４ 则为
“

应在十方刹土 中
，
游于三世人师子

；
彼等诸

佛我无遗
，
以净身 口 意稽首

”

。 不空译本为
“

所有十方世界中
，

一切三世人师子
；
我今礼彼尽无余

，

皆以清净身 口 意
”

。 般若译本为
“

所有十方世界中
，

一切三世人师子
；
我 以清净身语意

，

一切遍礼尽

无余
”

。 这 ４ 句在藏文译本则 比较一致地呈现为

扣 咖
．

印―
－

气

？

气 １

”

。 因此可 以推断 ，
贝 沟石 亥 丨

Ｊ本 的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 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 已经流行
，
目前发现的敦煌古藏文写本中能够找到多件与

之内容几乎完全相同者
，
并且当时有多种对应的汉译本流行。

（
三

） 青海玉树贝 沟大 日 如来佛 堂 石 刻 《 大 日 如来及众眷属 赞 》

距上述石刻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 约百米距离处 ，
为 贝 沟大 日 如来佛堂

，
高浮雕有大 日 如来和

八大菩萨造像
，
其旁边的崖壁上 ，

阴线刻有两段 、
２３ 行古藏文题记

，
第一段计有 １ ８ 行

，
第二段有 ５

行 。 其中第二段的题记被复制再刻于一块石板上 ，
嵌于佛殿内 的一面墙壁上

，
即有名 的

“

狗年题记
”

（
８〇６ 年 ） ，

学界早有公布
，
多有研究 。 第

一段题记的 内容是对大 日 如来及众眷属 的赞颂
，
近年 的考

古调查简报已有公布 。

？ 这是一部石刻的经文 《大 日 如来及众眷属赞 》 ，
与紧邻 的 ９ 尊浮雕造像是一

体的
，
可 以说是该处造像的文本依据 。 在这部石刻本的 《大 日 如来及众眷属赞 》 中

，
第一部分是对

大 日 如来及其所居佛刹和莲花 、 狮子 、 菩提树的赞颂 ；
第二部分是对八大菩萨 的赞颂

，
八大菩萨的

出场顺序依次为 ：
观音菩萨 、 弥勒菩萨 、 虚空藏菩萨 、 普贤菩萨 、 金刚手菩萨 、 文殊菩萨 、 除盖障

菩萨 、 地藏菩萨 。 各偈颂长短不一 ，
最长的是对大 日 如来的赞颂

，
多达 １ ９ 句

，
最短 的是对狮子的赞

颂
，
仅有 ３ 句

；
对各菩萨的赞颂也是 ４ ９ 句不等

，
其中对普贤菩萨的赞颂最长

，
达 ９ 句 。 各偈颂每

句均为 ９ 字 。

在吐蕃时期的译经 目录 《旁塘 目录》 （
Ｎ。 ． ４２０

）
和 《丹噶 目录》 （

Ｎ〇 ． ４３７
） 中均收录有一部 《圣薄

伽梵大 日如来及眷属八菩萨赞及明咒二卷》 ，
这部经布顿大师亦有收录

，
并注 明译者为却季协饶 （ 法

智 ） 。

②
《旁塘 目 录 》 （

Ｎｏ ．６Ｍ
） 中在赤松德赞所撰 目 录下面还有一部 《圣大 日 如来 、 释迦牟尼及八菩

①张长虹 、 张延清 ： 《青海玉树贝 沟大 日 如来佛堂佛教石刻调查简报 》 ， 《藏学学刊 》 （ 第 ２〇 辑 ）
２〇 １ ９ 年第 １ 期 ， 第 ％ ３７ 页 。

② 西藏博物馆编 ： 《旁塘 目 录 、 声明要领二卷》 （藏文 ） ， 第 ３ １ 页
；
徐丽华 ： 《藏文 〈 旁唐 目 录 〉 研究 》 ， 第 １ ３ ３ 页 。 《丹噶 目 录 》

中的名称略有不同
，
但显然是同一部经

，

见 Ｍａｒｃｅｌ ｌ ｅＬａｌｏｕ
，

“

ＬｅｓＴｅｘｔｅ ｓＢｏｕｄｄｈ ｉｑ
ｕ ｅｓａｕＴｅｍ

ｐ
ｓＤｕＲｏ ｉＫｈｒｉ

－

ｓｒｏ ｉｉ
－

ｌ ｄｅ
－ｂｃ ａｎ ．

”

Ａ＾ａ－

扣ｗｅ
，ＣＣＸＵ ，

３
，１ ９５ ３

，ｐ ． ３２９
。 布顿大师著

，
郭和卿译 ： 《佛教史大宝藏论 》 ，

民族出版社
，

１ ９ ８６ 年
，
第 ３ １ ４ 页 。



？

２０
？ 中 国藏学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 总第 １ ５ ３ 期 ）

萨赞 》 ，

① 但在 《丹噶 目 录 》 中未见收录
，
布顿大师有收录？ 。 说明该经也在吐蕃时期 已经译 出 。 在

敦煌古藏文写本中
，
也发现有 《 毗如遮那及眷属赞 》 ，

如法藏 Ｐ ． Ｔ ． ７ＡＶ
、
Ｐ ． Ｔ ．１ ０８

，

③ 英藏 ＩＴＪ ６７
，

？

这 ３ 个版中 Ｐ ． Ｔ ．１ ０８ 首全尾残
，

Ｐ ． Ｔ ． ７ＡＶ 首残尾全
，

ＩＴＪ ６７ 仅有 １ 叶
，
但从其 内容看

，

三者 出 自 同

一译本
，
内容相同

，
大 日 如来和八大菩萨的赞颂长短一致

，
每颂均为 ８ 句

，
每句 ７ 字 。 该赞颂 的 内

容和长短同 贝 沟石刻本不一样
，
但八位菩萨的 出场顺序是一致的 。

与贝 沟石刻古藏文 《大 日 如来及众眷属赞 》 完全
一致的汉译本 目前还没有见到

，
但 《大正藏 》

中收录有一部唐代不空译的 《八大菩萨曼荼罗经 》 ，

⑤ 是八大菩萨曼荼罗 的供养观行法
，
给 出 了八大

菩萨的名号 、 座次和身色 、 印契 、 执物 、 坐姿等图像学特征 ， 其 中八位菩萨的名号和 出 场顺序与 贝

沟石刻本一致
，
以往学者们在研究大 日 如来与八大菩萨的 图像组合时常常引用此经 。 该经后半部分

为
“

八大菩萨赞
”

，
与不空译本 《普贤菩萨行愿赞》 后面所附的

“

八大菩萨赞
”

完全一致 。

（
四

） 青海玉树勒 巴 沟吾娜桑嘎石 刻 《 无量寿 宗 要经 》

青海玉树勒巴沟吾娜桑嘎佛教石刻是一处大型的集阴线刻佛传故事 、 古藏文题记为
一体的佛教

考古遗存
，
在各组石刻场景的中央位置

，
阴线刻有 《圣薄伽梵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 和 《无量寿宗

要经》 ，
分别编号 Ｃ 组和 Ｂ 组题记 。 以往学者对这两部经也有收录

，
最早最完整 的是高瑞 ^

在 《 中 国藏学 》 藏文版 １ ９ ８ ８ 年第 ４ 期公布 的青海玉树贝 纳沟 、 勒 巴沟发现的佛教

摩崖石刻
，
其中就包括这两处佛经石刻题记

，
后来又收人其著作 《 吐蕃古藏文文献诠释 》 中 。

？ 此

后巴桑旺堆 、 恰嘎 ？ 旦正等先生也均有收录 。

？ 不过迄今录文公布最完整并提供了可靠汉译文的是青

海 、 四川联合考古队于 ２０ １ ７ 年发表的调查简报 。

⑧

玉树勒巴沟吾娜桑嘎石刻 《无量寿宗要经 》 刻于 Ｂ 组佛诞图 的右侧下方
，
共 １ ５ 行 。 第 １

＿

２ 行

为题名
；
第 ３
＿

８ 行为经咒
，
共 １ ６ 句

；
第 ９
一

１ ５ 行为持诵该经咒的功德 。 《无量寿宗要经 》 是吐蕃时

期最为通行的一部经
，
在敦煌藏文写卷中

，
该经数量最多 。 据最新统计 ，

敦煌藏文写本 《大乘无量

寿宗要经 》 的数量为 ２２８ １ 件
，

？ 并且该经是 由王室赞助
，
抄写于 ９ 世纪 ２０ ４０ 年代 。

⑩ 在敦煌汉文

写卷中
，
该经的数量也相当可观

，
是隋唐时期流传最广的六部经卷之一

，
总计有 ９７７ 卷 。

？ 这部经 因

为数量多 、 文本全 、 分布分散 ，
吸引 了全世界的学者对之进行研究

，
青海 民族大学桑吉东知对此有

①西藏博物馆编 ： 《旁塘 目 录 、 声明要领二卷 》 （ 藏文 ） ，
第 ４７ 页

；
徐丽华 ： 《藏文 〈 旁唐 目 录 〉 研究 》 ，

第 １ ４６ 页 。

② 布顿大师著
，
郭和卿译 ： 《佛教史大宝藏论 》 ，

第 ４３６ 页 。

③ 金雅声 、 郭恩主编 ： 《法藏敦煌藏文文献 》 ① ，
第 ４４ ４５ 页

； 《法藏敦煌藏文文献 》 ③ ，
第 １ ８４ 页 。

④ 金雅声 、 赵德安 、 沙木主编 ： 《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 》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２０２０ 年
，
第 ２ ９５ 页 。

⑤ 《大正藏 》 第 ２０ 册
，

Ｎｏ ． １ １ ６７
，
第 ６７ ５ ６７６ 页 。

⑥ 高瑞编著 ： 《 吐蕃古藏文文献诠释 》 （ 藏文 ） ，
第 Ｈ９ 页 。

⑦ 巴桑旺堆编著 ： 《 吐蕃碑文与摩崖石刻考证》 （藏文 ） ，
第 １ ２２ １２５ 页

；
恰嘎 ？ 旦正编著 ： 《藏文碑文研究 》 （ 藏文 ） ，

第 １ １ ３

１ １ ８ 页 。

⑧ 张长虹 、 张延清等 ： 《青海玉树勒 巴沟吾娜桑嘎佛教摩崖石刻调查简报 》 ， 《藏学学刊 》 （ 第 １ ６ 辑 ）
２〇ｎ 年第 １ 期 。

⑨ 夏吾措 、 桑吉东知 ： 《敦煌藏文写本 〈 大乘无量寿宗要经 〉 的分类与流变关系研究 》 ， 《西藏大学学报》 ２０２ １ 年第 ３ 期
，
第 ５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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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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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５ １ ．

？ 黄明信 、 东主才让 ： 《敦煌藏文写卷 〈 大乘无量寿宗要经 〉 及其汉文本之研究 》 ， 《 中 国藏学 》 １ ９９４ 年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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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东部发现的古藏文刻经与吐蕃时期的汉藏佛教交融 ？

２ １
？

很好的研究综述
，

？ 兹不赘述 。

《丹噶 目 录 》 和 《旁塘 目 录 》 中均未发现该经 ， 但 《大正藏 》 目 录 Ｎｏ ． ９３ ６ 《大乘无量寿经 》
？

处注明
“

唐法成译
”

。
王尧先生也提出

“

《大正藏 》 ９３６ 号
，
法成根据藏文译成汉文本 。 原为敦煌写

本
”

。

③ 法成在沙州 的活动年代约为 ８３３ ８５９ 年 。

？ 藏文大藏经中收录有两部完整的 《大乘无量寿宗要

经》 ，
题名为

“

叫〒？舌
１ ？

．

至
气确巧

气ｒ（原德格版编号 ｎ〇 ． ６７４
、

６７５
） ，

⑤

不同于勒巴沟吾娜桑嘎石刻本的题名
“茬

却
”

，
但其 内容 同敦煌发现的古藏文写本类

同 。 目前学界将敦煌文献中 的藏文写本 《无量寿宗要经 》 分为 甲本和 乙本
，
如 《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

遗书 》 第 １ ２４
、

１ ２５
、

１ ２６ 册中收录的藏文本 《大乘无量寿宗要经 》 ，
每一部均标注了 甲本或乙本

，
咒

文较长的为 甲本
，
短的则为乙本

；
英国 国家图书馆藏的敦煌遗书有些也标注 了 甲本或乙本 。 黄明信

统计中 国 国家图书馆所收 ２２７ 个藏文写卷中 ，
甲本 １ ４５ 卷

，

乙本 ８２ 卷 。

？ 近年
，
夏吾措和桑吉东知

在研究敦煌研究院收藏的藏文写本 《大乘无量寿宗要经 》 时 ，
按照经文的差异和咒语长短

，
将之分

为 甲 乙丙丁 ４ 种 。

？ 敦煌发现的大量汉文写本 《无量寿宗要经 》 也被分为 甲本和乙本
，
左丽萍统计出

汉文敦煌写本 《无量寿宗要经 》 甲 本 １ ２００ 件
，
乙本 ６ 件

，

？ 绝大多数为 甲 本 。 《 大正藏 》 所收

Ｎｏ ． ９３ ６ 《佛说无量寿宗要经》 即为敦煌本甲本 。 日 本学者上 山大峻 曾经将不同 的汉藏写本进行了简

单比较 。

？ 笔者也撰文对汉 、 藏大藏经版本 ，
敦煌写本和本文讨论的石刻本 《无量寿宗要经 》 进行

了对勘 。

⑩

玉树勒巴沟吾娜桑嘎石刻本 《无量寿宗要经 》 同西藏 昌都察雅仁达石刻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 》

一样
，
也因崖面空间所限

，
刊刻 内容十分精简 。 《无量寿宗要经 》 全本的 内容可分为 ５ 部分 ：

一

、 缘

起
；

二
、 若干千万佛一时同声说此经 （汉藏文各本中具体数 目有所不同 ） ；

三
、 咒语 （ 每当说完该经

的
一种功德

，
即 出现一段同样的咒语

，
反复出现多次

，
各本出现的次数不完全相 同

，
有 ２４ 次 、

３０ 次

等
，
各本中咒文的长短也有所不同 ） ；

四 、 分说书写持诵 、 布施供养此经的功德 （ 功德
一般有 １ ８ 种

或 １ ６ 种
，
各本亦有不同 ） ；

五 、 偈语 （ 共 ６ 段
，
各本 中也是长短不一 ） 。

？ 该石刻本仅保 留 了经文的

核心部分
，
即第三 、 四部分 ，

略去 了第一 、
二

、
五部分 。 其 中功德部分也是大大缩略

，
只有简短一

句
，
也没达到 １ ６ 种 。 咒语部分相对较为完整 ，

因为该咒语本不算长
，
最长的版本为 １ ８ 句

，
最短的

有 １ ３ 句
，
此处为 １ ６ 句 。 介于两者之间 。 吾娜桑嘎石刻本尽管是精简本 ，

但其咒语和功德大部分可

①桑吉东知 ： 《敦煌藏文写本 〈 大乘无量寿宗要经 〉 整理研究的 回顾与展望 》 ， 《青藏高原论坛 》 ２０ １ ９ 年第 ２ 期 。

② 《大正藏 》 Ｎｏ ． ９３ ６ 在 目 录和卷首均题名 为 《大乘无量寿经 》 ，
卷末则题 《佛说无量寿宗要经 》 。 因为汉文大藏经 中另有一部

经名 叫 《无量寿经 》 ，
系曹魏康僧铠所译 ，

为示 区别
，
故这部经一般称为 《无量寿宗要经 》 。

③ 王尧 ： 《藏汉佛典对勘释读之三 〈 大乘无量寿宗要经  ＞ 》 ， 《西藏研究 》 １ ９９０ 年第 ２ 期
，
第 １ ０ ３ 页 。

④ 王亮 ： 《藏族翻译家管 ． 法成对民族文化交流的贡献 》 ， 《文物 》 １ ９８０ 年第 ７ 期
，
第 ５０ ５２ 页 。

⑤ 《 中华大藏经 ． 甘珠尔 （ 对勘本 ） 》第 ９ １ 卷
，
中 国藏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８ 年
，
第 ７７６ ７９２

，７９ ３ ８０７ 页 。 两者 的 内容几乎一样
，

只是 Ｎｏ ． ６７４ 的咒文 比 Ｎｏ ． ６７５ 多 了４ 句 。

⑥ 黄明信 、 东主才让 ： 《敦煌藏文写卷 〈 大乘无量寿宗要经 〉
及其汉文本之研究 》 ， 《 中 国藏学 》 １ ９９４ 年第 ２ 期

，
第 ６７ 页 。

⑦ 夏吾措 、 桑吉东知 ： 《敦煌藏文写本 〈 大乘无量寿宗要经 〉 的分类与流变关系研究 》 ， 《西藏大学学报 》 ２０２ １ 第 ３ 期 。

⑧ 左丽萍 ： 《敦煌 〈 大乘无量寿经 〉 写本考暨俗字汇辑 》 ，
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２０ １ ４ 年
，
第 ７ ４ １ 页 。 这 ６ 件 乙本

中
，
国家图书馆藏 ＢＤ６３ ４ ８ 号下有 ３ 份写本

，
作者统计为 ３ 件

，
这 ３ 件内容完全一致

，
如果作为一件

，
实际上乙本只有 ４ 件 。

⑨ 上山大峻 ： 《敦煌佛教 （７）研究 》 ，
京都 ： 法藏馆

，

２０ １ ２ 年
，
第 ４３７ ４５５ 页 。

⑩ 张长虹 ： 《青海玉树勒 巴沟发现的古藏文刻经 〈
无量寿宗要经 〉 》 ，

尺 沒ａ ｉｒａｅｓ
，

６４
，

Ｔｕ ｉ ｌ ｌ ｅ ｔ
，

２０２２
。

？ 黄明信 、 东主才让前揭文中将该经 内容分为 ６ 个部分
，
笔者将其第三 、 四部分合并

，
因其均是分说该经 的功德 。 再者 ，

本

文所讨论的石刻本中
，

咒语出现在功德的前面
，
因此这里笔者将咒语部分置于功德部分的前面 。



？

２２
？ 中 国藏学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 总第 １ ５ ３ 期 ）

以在各种完整的藏 、 汉译本的 《无量寿宗要经 》 中找到 ， 其母本应是源 自某个 《无量寿宗要经 》 藏

文译本的全本 。

（
五

） 青海玉树勒 巴 沟吾娜桑嘎石 刻 《 圣薄伽 梵母般若波 罗 蜜 多 心 经 》

该经刻于前述 《无量寿宗要经 》 的旁边 ， 位于整个石刻点 的正 中央位置 ，
分布在一块高大平整

的崖面上
，
共有 ２８ 行

，

？ 最下方还有一句六字真言
，
是一部完整的石刻本 《圣薄伽梵母般若波罗蜜

多心经 》 （ 下文简称 《般若心经 》 ） 。

《丹噶 目录》 （
Ｎｏ ．１４

）

？ 和 《旁塘 目录 》 （
Ｎｏ ．１ ５

）

③ 中均收录有该经
，
均记作 ２８ 颂 。 表明该经在

吐蕃时期 已经译出
，
现收录于藏文大藏经的般若部 （

Ｎｏ ． ２ １
） 和十万怛特罗部 （

Ｎｏ ． ５３ １
） 。

？ 根据该经

译跋
，
译者为印度堪布离垢友 （

自Ｗ＆
ｑ Ｖ ｉｍａｌａｍ ｉ ｔｒａ

） 和译师比丘仁钦德 （￥＿， ） ，
由 主校译师

格洛 （十 ］
驾 ） 和南喀 等校订 。 在敦煌藏文文献中 ， 《般若心经 》 写本的数量也不少 ， 仅

《法藏敦煌藏文文献》 就收录有 ７０ 多件 。 《般若心经》 根据 内容可分为大本和小本 ，
也称为广本和略

本
，
大本具足序分 、 流通分和正宗分 ，

小本只有正宗分。 其 中藏文大藏经 的版本和法藏 Ｐ ． Ｔ ．４４９
、

４５ １
、
４５７

、
４９４

、
４９５ 等为大本

，
其他法藏敦煌藏文写本则为小本

，
小本的数量远远多于大本 。

《般若心经 》 是
一部非常重要的大乘般若类佛教经典

，
在 中 国非常流行

，
先后被译成汉文达 ２ １

次之多 。

？ 玄奘的 ２６０ 字 《般若心经 》 更是家喻户 晓 。 各种汉译本 中
，
鸠摩罗什和玄奘 的译本为小

本
；
此后法月 、 般若共利言 、 法成 、 智慧轮的译本均三分具足 ，

称作大本 。

？ 如法藏 Ｐ ． ４８ ８２ 《般若

心经》 ，
卷首题名

“

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译
”

。

？
《般若心经 》 由于流行程度广 、 各语种文本

丰富
，
研究比较充分 。 荷兰莱顿大学斯尔克曾对 １ ４ 种不同版本或抄本的藏文 《般若心经 》 进行了仔

细的对勘研究
；

？ 沈卫荣曾将藏文大藏经收录的两种藏译本与法成和施护的汉译本进行对勘
；

？ 才让

对 《般若心经 》 的藏译本进行梳理
，
将大本又分为大本 甲类和大本乙类

，
并对 Ｐ ． Ｔ ．４４９ 进行了专 门

研究 。

⑩ 褚俊杰在王亮对勘藏 、 汉 《般若心经 》
？ 的基础上

，
又对藏文大藏经本和敦煌古藏文本 《般

若心经 》 中 的语词进行了研究 。

？ 笔者在考古调查简报中也对玉树勒巴沟吾娜桑嘎的石刻本与几种汉

①该经最新 、 最完整的录文和译文见张长虹 、 张延清等 ： 《青海玉树勒 巴 沟吾娜桑嘎佛教摩崖石刻调查简报 》 ， 《藏学学刊 》

（ 第 １ ６ 辑 ）
２〇ｎ 年第 １ 期

，
第 ｉ ２〇 Ｉ ２４ 页 。

②Ｍ ａｒｃ ｅｌ ｌｅＬａｌｏｕ
，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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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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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西藏博物馆编 ： 《旁塘 目 录 、 声明要领二卷 》 （ 藏文 ） ，
第 ４ 页 。 徐丽华 ： 《藏文 〈 旁唐 目 录 〉 研究 》 ，

第 ｌ 〇７ 页 。

④ 《 中华大藏经 ？ 甘珠尔 （ 对勘本 ） 》第 ３４ 卷
，
第 ４０２ ４０５ 页

；
第 ８ ８ 卷

，
第 ２９７ ３００ 页 。

⑤ 方广铝编纂 ： 《般若心经译注集成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年
，
前言第 ２ ３ 页 。

⑥ 这几种汉译本见 《大正藏 》 Ｎｏ ． ２５ １ ２５ ５
。 此外

，
方广镅编纂的 《般若心经译注集成 》 收录有 １ ８ 种汉译本

，
除本文提到 的

这几种译本为大本外
，

还有几种异本 （ 敦煌遗书 ）
和西藏传本亦均为大本 。

⑦ 上海古籍出版社 、 法 国 国家图书馆编 ：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２００ ５ 年
，
第 ２ ３ ８ 页 。

⑧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Ａ ． Ｓ ｉ ｌｋ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Ｓｕｔ ｒａ  ｉｎＴｉｂｅ ｔ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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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 ｉ ｖｅ ｒ ｓ ｉ ｔａ ｔＷ ｉ ｅｎ

，１ ９９４ ．

⑨ 沈卫荣 ： 《汉 、 藏译 〈
心经

〉 对勘 》 ，
载谈锡永等著译 ： 《心经内义与究竟义 》 ，

北京 ： 华夏出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２ ３ ３ ２刀 页 。

⑩ 才让 ： 《法藏敦煌藏文本 Ｐ ． Ｔ ． ４４９ 号 〈般若心经 〉 研究 》 ， 《敦煌学辑刊 》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２ 期 。 该文后收人才让 ： 《菩提遗珠 ： 敦

煌藏文佛教文献的整理与解读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２０ １ ６ 年
，
第 ２２５ ２４４ 页 。

？ 王尧 ： 《藏汉佛典对勘释读之
一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 》 ， 《西藏研究 》 １ ９ ８９ 年第 ３ 期 。

？ 褚俊杰 ： 《敦煌古藏文本般若心经研究 同藏文大藏经本 、 梵文本和汉文本 的语词 比较 》 ， 《 中 国 民族古文字研究 》 第 ３

辑
，

天津 ：
天津古籍出版社

，

１ ９９ １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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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东部发现的古藏文刻经与吐蕃时期的汉藏佛教交融 ？

２ ３
？

藏译本进行了简要对勘
，
认为其与法藏 Ｐ ． Ｔ ．４９４ 较为接近

，
译成汉文后

，
与法成译本比较接近

，

？ 是

一部藏译本大本 。

二
、 几点观察

通过对上面在西藏昌都 、 青海玉树等青藏高原东部发现石刻古藏文佛经的整理 ，
我们发现它们

表现出 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

（

一

） 这批 刻 经均反映 了 这 一 时期 汉藏佛教 的 密切 互 动 与 深度交 融

目前发现的这几部刻经均既有藏译本
，
也有汉译本

，
并且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 》 全本 、 《无量寿

宗要经 》 全本和 《般若心经》 大本均有 内容相 同 的藏 、 汉译本可相互参照 ，
存在藏汉互译 的情况 。

法藏 Ｐ ．３ ５６８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 根据卷首题名是 由 吐蕃沙 门无分别奉诏译
，
无分别是吐蕃赞普赤

松德赞 （
７４２
—约 ８００

） 时期的
一名高僧

，

？
《布顿佛教史 》 中收录有多部他从梵文 、 汉文译成藏文的

经典
，
如 《佛说回 向轮经》 就是 由汉文译 出

，

？ 这些表明他兼通藏 、 汉 、 梵等多种语言文字
，
不仅

将汉文的经典译成藏文
，
也将藏文的经典译成汉文 。 法藏 Ｐ ．４８ ８ ２ 《般若心经 》 根据卷首题名是 由 吐

蕃高僧法成译成汉文
， 《大正藏 》 目 录 Ｎｏ ．９ ３ ６ 号 《无量寿宗要经 》 也注明

“

唐法成译
”

。 法成也是

吐蕃时期的著名高僧
，
活跃于 ９ 世纪上半叶

，
在河西地区长期从事佛教活动

，
吐蕃经卷里前后 出现

他的署名约 ２０ 处 。

④ 王尧先生对法成从藏文译成汉文 、 从汉文译成藏文的经 目进行了梳理 。

⑤ 吐蕃时

期活跃着一批像无分别 、 法成这样的高僧 ，
精通多种语言

，
将梵文 、 汉文 、 于 阗文等不 同文字 的佛

经翻译成藏文
，
同时也将藏文佛经译成汉文

，
推动 了汉藏佛教的深度交流与融合 。 除了这些文化精

英
，
当时还有非常多的地位低下的写经生

，
兼通汉藏双语

，
不仅有汉族

，
还有藏族和其他民族 。 如

法藏 Ｐ ． Ｔ ． ４７０
—

４７７ 《般若心经 》 藏文写卷绝大部分是
一个叫 （ 张 ） 进达 （ 译音 ） 的汉人书写 的 。

？

抄写了数十卷 《无量寿宗要经 》 的写经生名 录 中
，
张略没藏是一个少数民族 。

？ 敦煌吐蕃经卷显然

是多民族协作的产物 。 西藏 昌都察雅仁达石刻除藏文题记外
，
还有一组汉文题记

，
表明汉族工匠也

参与 了佛经和造像的刻造 。

？

（
二

）
这几处 刻 经是 吐蕃王 室践行佛教政 治 的 产 物

在西藏昌都察雅仁达和青海玉树贝 沟大 日 如来佛堂的刻经处 同时刻有纪年题记
，
记载了刻经造

①张长虹 、 张延清等 ： 《青海玉树勒 巴沟吾娜桑嘎佛教摩崖石刻调查简报 》 ， 《藏学学刊 》 （ 第 １ ６ 辑 ）
２〇 ｒ？ 年第 １ 期

，
第 １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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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陆离 ： 《敦煌文书 Ｐ ． ３５ ６ ８
〈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 〉 译者吐蕃沙门无分别考 》 ， 《敦煌研究 》 ２００ ８ 年第 ２ 期 。

③ 布顿大师著
，
郭和卿译 ： 《佛教史大宝藏论 》 ，

第 ２３ ８ 页 。

④ 黄文焕 ： 《河西吐蕃经卷 目 录跋 》 ， 《世界宗教研究 》 第二集 ，

１９８０ 年
，
第 ５８ 页 。 李禅娜对法成 的手迹进行 了整理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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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褚俊杰 ： 《敦煌古藏文本般若心经研究 同藏文大藏经本 、 梵文本和汉文本 的语词 比较 》 ，
第 ３ ０ 页 。

⑦ 转引 自黄明信 、 东主才让 ： 《敦煌藏文写卷 〈 大乘无量寿宗要经 〉 及其汉文本之研究 》 ， 《 中 国藏学 》 １ ９９４ 年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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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张建林等著 ： 《西藏东部吐蕃佛教造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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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的时间 、 目 的和功能 。 两处石刻 的年代均为吐蕃赞普赤德松赞时期 ，
前者为 ８０４ 年

，
后者为 ８０６

年
，
年代接近

；
造像题材相同

，
均为大 日 如来和八大菩萨

；
刻经 内容也相似

，
分别为 《普贤菩萨行

愿王经 》 的全本和精简本 。 仁达石刻第二组题记提到
“

猴年夏
，
赞普赤德松赞封授 比丘为佛法和议

政大臣之衔
，
赐金子 以下告身 。

王妃钦 氏列莫赞等众多王室成员 和 臣 民人解脱之道
，
命宰相 比

丘…… 以及内 臣论韦 ？ 赤松热朵赞等开始着手与唐议和之事 。 故 ，
堪布 巴廓 ？ 益西央 、 比丘… …为

赞普之功德
，
众生之福泽

，
雕刻佛像与经文……

” ？
。 贝 沟大 日 如来佛堂石刻题记记载

“

狗年
，
浮雕

众佛像及缮写如上所有经文之祝愿等
，
为今上赞普赤德松赞之世君 臣 、 施主及

一切众生之故也 。 此

乃 比丘大译师益西央主持… …众生之任何人或 目 睹 、 或触摸 、 或礼敬 、 或听 闻 、 或忆念 ，
其福德及

智慧之力
，
均 回 向赞普父子及一切众生

，
登于无上菩提也 。 此愿 ！

” ？ 从题记可知
，
这两处造像和刻

经均 由 比丘大译师巴廓 ？ 益西央主持
，

③ 是为 了赞普之功德
，
众生之福泽

；
其建造背景是为了

“

开始

着手与唐议和
”

。 关于这
一点

，
多名学者 已经有 了精彩论述

，

？ 不再赘述 。 两处题记中多次提到
“

封

授比丘为佛法和议政大臣 、 宰相 比丘 、 比丘大译师益西央
”

等
，
可知此时僧人在吐蕃地方政权中享

有崇高的地位和权力
，
青藏高原东部这批在益西央主持下雕刻 的佛经和佛像很可能就是得到 了 吐蕃

王室甚至是赞普本人的授意与大力支持 。 吐蕃 自 赞普赤松德赞时起尊崇佛教
，
以桑耶寺为倡佛根据

地
，
在吐蕃各地广建塔寺 、 制作佛像 、 供养僧人 、 资助翻译和抄经

，
以佛僧为宰相

，
兴佛证盟 、 建

立僧官体制等
，
符合

“

佛教政治
”

九大特色 中 的大部分。

？ 其子赤德松赞在他 的基础上将佛教政治

更推进一步
，
继续崇佛抑苯

，
以僧人为相

，
以佛法理政

，

？ 在青藏高原东部刻经造像
，

玉树贝 沟等地

大 日 如来穿上吐蕃赞普的服装
，
将佛与赞普等同

，
等等 。 这些都是践行佛教政治 的产物 ，

从 中也可

看出唐朝对其的影响 。

？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 》 在汉藏佛教传统 中都是
一部与王室信仰密切有关的经典 。

⑧ 法藏 Ｐ ．３ ５６ ８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 是无分别奉赞普之命译出 的 。 不空和般若的汉译本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 》 是

①该处题记有多名学者进行过翻译 ，
这里采用的是巴桑旺堆最新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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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巴桑旺堆 ： 《关于仁达吐蕃摩崖石刻的几个问题

仁达吐蕃摩崖石刻实地考察心得 》 ， 《 中 国藏学 》 ２〇ｎ 年第 ２ 期
，
第 ５４ 页 。

② 该题记也有多名学者翻译过
，
这里采用调查简报 中 的译文 。 见张长虹 、 张延清 ： 《青海玉树贝沟大 日 如来佛堂佛教石刻调查

简报 》 ， 《藏学学刊 》 （ 第 ２〇 辑 ）
２〇 １ ９ 年第 １ 期

，
第 ３ ６ ３

＂

？ 页 。

③ 巴廓 ？ 益西央 的名字还见于甘青交界的扁都 口 石刻
，
见张延清 ： 《甘青交界扁都 口 佛教摩崖石刻调查简报 》 ， 《藏学学刊 》

（ 第 ２０ 辑 ）
２０ １ ９ 年第 １ 期 。 关于益西央 ，

已有不少学者作过研究 ，
近年 的相关研究有霍巍 ： 《论藏东 吐蕃摩崖造像与吐蕃高僧益西

央 》 ， 《西藏大学学报 》 ２〇 １ ５ 年第 ２ 期
；
张延清 ： 《 吐蕃高僧益西央考辨 》 ， 《青海 民族研究 》 ２〇ｎ 年第 １ 期

；
巴桑旺堆 ： 《关于仁达

吐蕃摩崖石刻 的几个问题 仁达吐蕃摩崖石刻实地考察心得 》 ， 《 中 国藏学 》 ２０ １ ７ 年第 ２ 期
，
等等 。 关于青藏高原东部吐蕃佛教石

刻题记中 的巴廓 ． 益西央和敦煌文献 Ｐ ． Ｔ ． ９％ 中 的吐蕃禅宗大师布 ？ 益西央是否为同一人
，
学者们 的意见有分歧

，
笔者认为两人有

着不 同 的姓
，
暂不能认定为 同一人 。

④ 霍巍 ： 《藏东吐蕃佛教摩崖造像背景初探 》 ， 《 民族研究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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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华锋 ： 《唐蕃关系视野下 的藏东大 日 如来八大菩萨造像 》 ， 《青海 民族研究 》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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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藏学出 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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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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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陈庆英 ： 《 吐蕃赞普赤德松赞生平简述 》 ，
载 《 陈庆英藏学论文集 》 （

上 ） ，
中 国藏学 出版社

，
第 ４２ ７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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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东部发现的古藏文刻经与吐蕃时期的汉藏佛教交融 ？

２５
？

奉皇帝之命翻译
，
不空本人也在唐代受到皇室重用 。 《无量寿宗要经 》 同样与王室和赞普有着密切关

系
，
是为赞普积福而写 。 法藏 Ｐ ． Ｔ ． ９９９ 记载 ：

“

作为天子赤祖德赞之功德
，
在沙州写造了汉 、 藏文的

经典 《无量寿经 》 ，
作为对臣 民 的广泛的教法大布施… …作为王后赞蒙彭母子之光护 （ 微松 ） 宫殿

之功德… …依据宫廷的指令及信函 ……作为教法大布施的资具
，
从龙兴寺 的经籍仓库 中

，
取 出汉文

《无量寿经 》
１ ３５ 卷

，
藏文 招０ 卷

，
总计 ６ １ ５ 卷

，
散发给众人… …

” ？ 这里 的 《无量寿经 》 即指 《无

量寿宗要经》 。 从这份文书可以看出 ， 《无量寿宗要经 》 因为是为赞普积福
，
因此抄经所需费用可能

都 由王室资助
，
管理上也更为严格

，
抄经质量也胜于其他经文 。 青藏高原东部 出现的这几部刻经都

与王室 、 赞普有关 ，
应该不是一种偶然 的巧合

，
是与吐蕃 以佛教理政

，

王室和赞普亲 自 介人抄经 、

刻经 、 造像等活动密切相关的 。

（
三

） 青藏 高 原 东部 的 刻 经 内 容和造像题材反 映 了 与 河 西地 区 相似 的佛教实践

昌都察雅仁达石刻和玉树贝 沟大 日 如来佛堂石刻
，
不仅刻经 内容相似

，
均有 《普贤菩萨行愿王

经 》 ，
并且造像题材也一模一样

，
均为大 日 如来和八大菩萨

，

玉树贝 沟还有刻经 《大 日 如来及众眷属

赞 》 ，
为造像的文本依据 。 这些刻经和造像的 出现表明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 》 与大 日 如来和八大菩萨

是常被联系在一起的一种佛教实践 。 这在敦煌古藏文写本中也可找到佐证 ，
如法藏 Ｐ ． Ｔ ． ７Ａ 是多种经

组合在一起的一个文本
，
显然是用于佛教的修习 和实践

，
其中就有这两部经 。

由不空于 ７５６
—

７７４ 年之间译出 的 《普贤菩萨行愿赞》 ，
在普贤菩萨行愿赞的后面就是八大菩萨赞

，

然后又是普贤行愿陀罗尼
，
并且八大菩萨的名号和出场顺序与藏东刻经和造像中 的一致 。 《普贤菩萨行

愿赞》 中的八大菩萨赞与不空翻译的 《八大菩萨曼荼罗经》 内容是一样的 □ 在敦煌石窟壁画和绘画 中 ，

也发现不少大 日如来和八大菩萨的题材
，
最有名 的为榆林窟 ２５ 窟

，
此外还有莫高窟第 １ ４ 窟 、 榆林窟 ２０

窟等
，
很可能是受到了不空译 《八大菩萨曼荼罗经 》 的影响 。

？ 相似经典的 出现 、 相 同题材的 图像 出

现
，
反映了两地之间相似的佛教实践 。

青藏高原东部发现的这批古藏文刻经均雕刻于 ９ 世纪初 的 吐蕃时期后期
，
为我们提供了 除大藏

经版本和敦煌写本之外另一种 比较可靠的版本 ，
他们 同造像一样

，
有着重要 的意义

，
提供了丰富 的

信息
，
不应被忽视 。

［ 本文责任编辑 央宗 ］

［ 作者简介 ］
张长虹

，

四 川 大 学 中 国 藏学研究所研究 员 （ 成都 ６ １ ００６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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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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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４ ４ １ 页 。

② 关于这个问题研究者众多
，
仅举数例

，
如陈粟裕 ： 《榆林 ２５ 窟一佛八菩萨图研究 》 ， 《故宫博物院 院刊 》 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

；
刘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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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Ｑ ｉｎｇｈａｉ
－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

ＨＵＯＷｅ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 ，
ｎｅｗｔｏｍｂ ｓｏｆｔｈｅＴｕｂｏｐｅｒｉｏｄ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ｂ

ｙ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
ｇ

ｉ ｓ ｔ ｓｏｎｔｈｅ

Ｑ ｉｎ
ｇ
ｈａ ｉ

－Ｔ ｉｂｅ ｔＰ ｌａｔｅａｕ
，

ｗｉ ｔｈ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

ｒａｄｅ ｓａｎｄｓｈａ
ｐ
ｅ ｓ

， 
ｒｅｆｌｅ ｃ ｔ ｉｎ

ｇ
ｖｅ ｒ

ｙ
ｒｉｃｈｃｕ 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ｎｏ ｔａｔ ｉｏｎｓ ．Ｔｈｅａｒｔ ｉ ｃ ｌｅ

ｍａ ｉｎ ｌ
ｙ

ａｎａｌ
ｙ
ｚｅ ｓａｂａｔｃｈｏｆ ｔｏｍｂ ｓ

， 

ａｓｗｅ ｌ ｌａｓ ｔｈｅｔｏｍｂｓ
ｙ
ｓ ｔｅｍａｎｄｃｕ ｓ ｔｏｍ ｓ

， 

ｏｆ ｔｈｅＴｕｂｏ
ｐ

ｅｒｉｏｄｎｅｗｌ
ｙ
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ｏｎｔｈｅ
Ｑ ｉｎ

ｇ
ｈａ ｉ

－Ｔｉｂｅ ｔＰ ｌａｔｅａｕ ．Ｆｒｏｍｔｈｅ ｓｅｔｏｍｂ ｓ
， 
ｗｅｃａｎｓｅ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ｔｗ ｉｎ ｉｎ

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

ｇ
ｒａｔ ｉｎ

ｇ
ｒｅ ｌａｔ ｉ ｏｎ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ｃｕ ｌｔｕｒａｌｆａｃ ｔｏｒｓｏｆ  ｔｈｅ
Ｑ ｉｎ

ｇ
ｈａ ｉ

－Ｔ ｉｂ ｅ ｔＰ 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ｔｈｅｃｕ ｌ ｔｕｒａｌｆａｃ ｔｏｒ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Ｃ ｅｎｔｒａｌＰ ｌａ ｉｎｓａｎｄＨｅｘｉ

ｒｅ
ｇ

ｉｏｎｓ
， 

ｗｈ ｉｃｈｒｅｆｌｅｃ ｔ ｓｓｅｖｅｒａｌｈ ｉ ｓ ｔｏｒｉ ｃａｌｆｒａ
ｇ
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ｃ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ｔｅ

ｇ
ｒａｔ ｉｏｎｏｆ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 ｔｈｎ ｉ ｃ

ｇ
ｒｏｕ

ｐ
ｓｌ ｉｖ ｉｎ

ｇ
ｈｅｒｅ ｉｎｔｈｅ７ ９ｃ ｅｎ ｔｕｒ ｉｅ ｓａｎｄ

ｐ
ｒｏｖ ｉｄｅ ｓ ｉｍ

ｐ
ｏｒｔａｎｔ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ｆｏ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ｉｎ

ｇ
ｔｈｅｂｕｒ ｉ ａｌｓ

ｙ
ｓ ｔｅｍ

ａｎｄｃｕ ｓｔｏｍ ｓｄｕｒ ｉｎ
ｇ

ｔｈｅＴｕｂｏ
ｐ

ｅｒ ｉｏｄ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Ｑ ｉｎ

ｇ
ｈａ ｉ

－Ｔｉｂｅ ｔＰ ｌａｔｅａｕ
；
Ａｒｃｈａｅｏ ｌｏ

ｇｙ ；
Ｔｕｂｏｔｏｍｂ ｓ

；
Ｅ ｔｈｎ ｉ ｃｃｏｎｔａｃ ｔ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ｃ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ｆｕ ｓ ｉｏｎ

；

Ｐ ｌａｔｅａｕＳ ｉ ｌｋＲｏａｄ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ＳｕｔｒａｓＣａｒｖｅｄｏｎＳｔｏｎｅ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
Ｑ ｉｎｇｈａｉ

－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ａｎａｎｄＴｉｂｅｔａｎ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ＴｕｂｏＰｅｒｉｏｄ

ＺＨＡＮＧＣｈａｎｇ
－ｈ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Ｓ ｉｎｃｅｔｈｅ１ ９ ８０ ｓ

， 
ｓｅｖｅｒａｌＢｕｄｄｈ ｉ ｓ ｔｒｏｃｋｃａｒｖ ｉｎ

ｇ
ｓｏｆ ｉｍａ

ｇ
ｅ ｓｃｏｍｂ ｉｎｅｄｗｉ ｔｈｏｌｄＴ ｉｂｅ ｔａｎ ｉｎ ｓｃｒ ｉ

ｐ
ｔ ｉ ｏｎｓ

ｄ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Ｔｕｂｏｐｅｒ ｉｏｄｈａｖｅｂ ｅ ｅｎｆｏｕｎｄ ｉｎＣｈａｍｄｏｏｆＴｉｂｅ ｔＡｕ ｔｏｎｏｍｏｕ ｓＲｅ
ｇ

ｉｏｎ
， 
ａｎｄ ｉｎＹｕｓｈｕ

，Ｑ ｉｎ
ｇ
ｈａ ｉ

Ｐ ｒｏｖ ｉｎｃ ｅ ．Ｉｎｔｈ ｉ ｓ
ｐａｐｅ

ｒ
，

ｗｅｓｏｒｔｅｄｏｕ ｔｔｈｅ ｓｅｒｏｃｋｃａｒｖｅｄｓｕ ｔ ｒａ ｓａｎｄｄ ｉ ｓｃｏｖｅｒ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
ｙ
ｂｅ ｌｏｎ

ｇ
ｔｏｔｈｅＫｕｎｄｕ

［
ｏｒ

：
ｔｕ

］ 
ｂｚａｎｇｐｏｓｐｙｏｄｐａｖｉｓｍｏｎ ｌａｍ

ｇｙ ｉｒｇｙａ ｌ
ｐｏ ，

ｔｈｅｒＮａｍ
ｐａｒ ｓｎａｎｇｍｄｚａｄｖｋｈｏ ｒｄａｎｇ

ｂｃａｓ
ｐａｌａｂｓ ｔｏｄ

ｐａ ， 

ｔｈｅ

Ｔｓｈｅｄｐａｇｄｕｍｙｅｄｐａｖ ｉｍｄｏｓｄｅａｎｄｔｈｅｖＰｈａｇｓｐａｂｃｏｍ ｌｄａｎｖｄａｓｍａｓｈｅｓ ｒａｂｇｙｉｐｈａｒｏ ｌｄｕ
ｐｈｙｉｎｐａｖ ｉｓｎ

ｙ
ｉｎｇ

ｐｏ ．Ｔｈｅ ｓｅｓｕ ｔｒａ ｓｗｅｒｅａｌｒｅａｄ
ｙ

ｔｒａｎ ｓ 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ｏＴ ｉｂｅ ｔａｎｄｕｒ ｉｎ
ｇ

ｔｈｅＴｕｂｏ
ｐｅ

ｒ ｉｏｄａｎｄｓ ｉｍ ｉ ｌａｒＴｉｂｅ ｔａｎａｎｄＣｈ ｉｎｅ ｓｅ

ｔ ｒａｎｓｌａｔ ｉ ｏｎｓｃａｎｂｅｆｏｕｎｄ ｉｎｂｏ ｔｈＴ ｉｂｅ ｔａｎａｎｄＨａｎＢｕｄｄｈ ｉ ｓ ｔｃａｎｏｎ ｓａｎｄｏ ｌｄＤｕｎｈｕａｎ
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 ｔｓ ．Ａｃｃｏｒｄ ｉｎ

ｇ

ｔｏｔｈｅ ｉｎ ｓｃｒｉ

ｐ
ｔ ｉｏｎ

， 

ｔｈｅｄ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Ｂｕｄｄｈ ｉ ｓｔｒｏｃｋｃａｒｖ ｉｎ
ｇ
ｓ ｉｎＣｈａｍｄｏａｎｄＹｕ ｓｈｕｃａｎｂｅ

ｐ
ｌａｃｅｄ ｉｎ ｔｈｅｒｅ ｉ

ｇ
ｎｏｆ

ｂ ｔｓａｎ
ｐｏ

Ｋｈｒ ｉ ｌｄｅ ｓｒｏｎ
ｇ
ｂ ｔｓａｎ

， 
ｔｈａｔ ｉ ｓ

， 

ｓｏｍｅ ｔ ｉｍｅ ｉｎｔｈｅｂｅｇ
ｉｎｎ ｉｎ

ｇ
ｏｆ ｔｈｅｎ ｉｎｔｈｃ ｅｎ ｔｕｒ

ｙ
．Ｕ

ｐｏ
ｎｃ ｌｏ ｓｅｒ ｉｎｓｐｅｃ ｔ ｉｏｎｏｆ



？

２ １ １
？

ｔｈｅ ｓｅｒｏｃｋｃａｒｖ ｉｎ
ｇ
ｓ

，

ｗｅａｒ
ｇ
ｕｅｔｈａｔｔｈｅ

ｙ
ｗｅｒｅｔｈｅ

ｐ
ｒｏｄｕｃ ｔｏｆ ｔｈｅ ｉｍ

ｐ
ｌｅｍｅｎｔａｔ ｉ ｏｎｏｆＢｕｄｄｈ ｉ ｓ ｔ

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ｓｂ

ｙ
ｔｈｅＴ ｉ

？

ｂｅ ｔａｎｒｏ
ｙ
ａｌｃｏｕｒｔａｎｄｒｅｆｌｅ ｃ ｔｔｈｅｃ ｌｏｓ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ｔ ｉｍａ ｔｅｒｅｌａ ｔ ｉｏｎｓｈ ｉ

ｐ
ｂｅ ｔｗｅｅｎＨａｎａｎｄＴｉｂｅ ｔａｎＢｕｄｄｈ ｉ ｓｍ

ｄｕｒｉｎ
ｇ

ｔｈｅＴｕｂｏ
ｐ

ｅｒｉｏｄ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

Ｑ ｉｎ
ｇ
ｈａ ｉ

－Ｔ ｉｂ ｅ ｔａｎ
ｐ

ｌａｔｅａｕ
；

Ｏ ｌｄＴ ｉｂｅ ｔａｎ ｉｎ ｓｃｒｉ

ｐ
ｔ ｉｏｎｓ

；

Ｔｕｂｏ
ｐ
ｅｒ ｉｏｄ

；

ＨａｎａｎｄＴｉｂｅ ｔａｎＢｕｄ ？

ｄｈ ｉ ｓｍ

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ｔｕｄｙ
ｏｎｔｈｅＧＵｄｅｄＳＯｖｅｒＣｒｏｗｎＥｘｃａｖ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ｏｍｂＮｏ ． ｌｉｎＷｕｌａｎｑｕａｎｇｏｕ ，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ＬＩＳｈｕａｉ
，

ＺＨＵＭ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Ｔｈｅ
ｇ

ｉ ｌｄｅｄｓ ｉ ｌｖｅｒｃｒｏｗｎｅｘｃａｖ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ｏｍｂＮｏ ．１ｉｎＷｕ ｌａｎｑｕａ
ｎ
ｇ
ｏｕｒｅｖｅａｌ ｓａ ｔ

ｙｐ
ｅｏｆｃｒｏｗｎｔｈａｔ

ｅｘｉ ｓ ｔｅｄ 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 ｓ ｔｏｆ ｔｈｅ
Ｑ ｉｎ

ｇ
ｈａ ｉ

－Ｔ ｉｂ ｅ ｔＰ ｌａｔｅａｕ ｉｎｔｈｅＳｕ ｉａｎｄＴａｎ
ｇ
Ｄ
ｙ
ｎａｓ ｔ ｉ ｅ ｓ ．Ｔｈ ｉ ｓｋ ｉｎｄｏｆｃｒｏｗｎｓ ｔ

ｙ
ｌｅ

ｓｈｏｕ ｌｄｂ 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ｏｃａｌｃｕ 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 ｉ ｔ ｉｏｎｓａｎｄｍ ｉｘｅｄｗｉ ｔｈ ｔｈｅｃｒ
ｙ
ｓ ｔａｌ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ｍｕ ｌ ｔ ｉ

ｐ
ｌｅｃｕ ｌ ｔｕｒｅ ｓ ｉｎｃ ｌｕｄ ｉｎ

ｇ
ｔｈｅ

Ｃ ｅｎ ｔｒａｌＰ ｌａ ｉｎ ｓ
，

ｔｈｅｎｏｒ ｔｈｅｒｎ
ｇ

ｒａｓｓ ｌａｎｄ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 ｉａ ．Ｔｈｅｃｏｎｃｅ
ｐ

ｔｏｆ
ｇ

ｏ ｌｄａｎｄｓ ｉ ｌｖｅｒｃｒｏｗｎｍａ
ｙ

ｃｏｍｅｆｒｏｍ

ｔｈｅｔ ｒａｄ ｉ ｔ ｉｏｎｏｆ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ｇ

ｒａｓ ｓ ｌａｎｄｃｕ ｌ ｔｕｒｅ
， 

ｗｈ ｉ ｃｈｈａ ｓｍａｎ
ｙ

ｓ ｉｍ ｉ ｌａｒｉ ｔ ｉ ｅ ｓｗ ｉ ｔｈ ｔｈｅｌａｔｅｒＫｈ ｉ ｔａｎｃｒｏｗｎ ．Ｔｈｅｔ ｒａｄ ｉ
？

ｔ ｉｏｎｏｆｓｑｕａ
ｒｅｃｒｏｗｎ 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ｐ
ｒａｃ ｔ ｉ ｃｅｏｆｈａｎ

ｇ
ｉｎ
ｇ
ｂｅａｄ ｓ ｉｎｆｒｏｎ ｔｏｆｃｒｏｗｎｓｓｈｏｕ ｌｄｂ 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 ｅｄｂ

ｙ
ｔｈｅＣ ｅｎ ｔｒａｌ

Ｐ ｌａ ｉｎ ｓ ．Ｔｈｅ ｉｍａ
ｇ
ｅ ｓｏｆｄｒａ

ｇ
ｏｎ ｓ

， ｐ
ｈｏｅｎ ｉｘｅ ｓａｎｄｌ ｉｏｎ ｓｏｎｔｈｅｃｒｏｗｎｓｈｏｕ ｌｄｈａｖｅｓ

ｐ
ｅｃ ｉａｌｍｅａｎ ｉｎ

ｇ
ｓ ． Ｔｈｅａｂｏｖｅ

ｔｈｒｅ ｅａｎ ｉｍａｌ ｓｈａｖｅ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ｒ ｉ ｅｎ ｔａｔ 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ｃｒｏｗｎ
，

ｗｈ ｉ ｃｈｍａ
ｙ

ｒｅｆｌｅ ｃ ｔｔｈｅｃｒｏｗｎｏｗｎｅｒ ｓ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 ｔ ｉａｌｕｎｄｅｒ？

ｓ ｔａｎｄ ｉｎ
ｇ

ｔｏｔｈｅｍｅａｎ ｉｎ
ｇ

ｏｆ ｔｈｏ ｓ ｅａｎ ｉｍａｌ ｓ
， 

ｔｈｅ ｉ ｒｂａｃｋ
ｇ
ｒｏｕｎｄｃｕ ｌ 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ｏｎｃｅ

ｐ
ｔｓ ．Ｔｈｅ

ｇ
ｅｍ ｓ ｔｏｎｅ ｓｏｎ ｔｈｅｃｒｏｗｎ

ａｒｅｅｑｕａ
ｌｌ
ｙ
ｄ ｉｖｅｒｓｅ

， 

ｒｅｆｌｅ ｃ ｔ ｉｎ
ｇ

ｔｈｅ
ｐ

ｒｏ ｓｐｅ
ｒ ｉ ｔ

ｙ
ａｎｄｄｅｖｅ ｌｏｐ

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Ｐ ｌａｔｅａｕＳ ｉ ｌｋＲｏａｄ ｉｎ ｔｈｅＨａｎａｎｄＴａｎ
ｇ

Ｄ
ｙ
ｎａｓ ｔ ｉ ｅ ｓ ．Ｆｒｏｍｔｈｅ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ｃｏｍｂ ｉｎｅｄｗｉ ｔｈ ｔｈｅ ｌ ｉ 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ｔｈｅｃｒｏｗｎｍａ
ｙ
ｂｅｕ ｓ ｅｄａｓａｎ

４ ４

ａｌ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ｖｅ

ｔｏｄｒｅ ｓ ｓ

， Ｔ

ｉｎｔｈｅｆｕｎｅｒａｌｃｅｒｅｍｏｎ
ｙ

ｆｏｒｔｈｅｓｏｕ ｌｏｆ  ｔｈｅｔｏｍｂｏｗｎｅｒｔｏｕ 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ｏ ｓ ｔ

－ｍｏｒｔｅｍｗｏｒｌｄ ．Ｔｈｒｏｕ
ｇ
ｈｔｈｅ

ｓ ｔｕｄ
ｙ

ｏｆ ｔｈｅｃｒｏｗｎ
， 

ｗｅｃａｎｎｏ ｔｏｎｌ
ｙ
ｄｅ ｅｐｅ

ｎｏｕｒｕｎｄｅｒｓ ｔａｎｄ ｉｎ
ｇ
ｏｆ ｔｈｅａｎｃ ｉ ｅｎｔｃｒｏｗｎｓ

ｙ
ｓ ｔｅｍｏｆ ｔｈｅ

Ｑ ｉｎ
ｇ
ｈａ ｉＴ ｉｂｅ ｔ

Ｐ ｌａｔｅａｕ
， 

ｂｕ ｔａｌ ｓｏｓ ｅ ｅｔｈｅｃｏｎｔａｃ ｔ ｓａｎｄｅｘｃｈａｎ
ｇ
ｅｏｆｖａｒ ｉｏｕ ｓｅ ｔｈｎ ｉｃ

ｇ
ｒｏｕｐ ｓ ｉｎｔｈｅ

Ｑ ｉｎ
ｇ
ｈａ ｉ

－Ｔｉｂｅ ｔＰ ｌａｔｅａ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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