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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文章根据实地调查和前人研 究

，
对西藏 自 治 区 山 南 市 吐蕃 时 期 始建 的 名 寺 吉 如拉康保存 的 部 分

早 期 写 卷及其插 图 和
“

幡 画
”

的 内 容 、 时代 、 题材及风格进行 了 梳理和初 步研 究 。 结 果 显 示
，
这 些 写

卷和
“

幡 画
”

为 ９ １４ 世纪 的 古代 文 物
，
其 中 写本主 要 为 佛教文献

，
内 容 显 密 兼有

，

且 绝 大 多 数经典

都在 吐蕃 时期 译入
，
部 分写本 同 时保存有 写 经愿 文

，
其文法 、 书 写 、 装 帧 也不 同 程度保存有 吐蕃 时 期 古

藏文 写本 的 特 点 。 按 其 中 两 份 重 要 的 写 经 愿 文
，
该 寺 所在 地在 吐 蕃 王 朝 灭 亡 后 被称 为

“

温莫 隆 仁
”

，

１ １   １ ２ 世纪 时 由 赞普 后裔
“

额达衮 乃
”

统 治
，
蔡 巴 噶举创 始人 喇 嘛 尚 参 与 了 其 中 部 分 写 本 的校对 、 审

定
，
写 经还使用 了 汉地之 墨 。 这些记载 为 西藏腹 心地 区这一 时 期 的 历 史 、 政治 、 经济 、 文化及其 与 内 地

交流 的研 究都提供 了 十分珍贵 的 史料和 实 物 证 据 。 与 此 同 时
，
写 本 中 的 彩绘插 图 和

“

幡 画
”

的 题材 以

诸佛菩 萨 为 主
，

风格具有 显著 的 波罗 元 素
，
与 １ １  １２ 世纪扎塘寺 、 大 昭 寺 等 拉 萨和 山 南各个寺 院 中 流

行 的 壁 画 风格基本一致 。 鉴 于卫藏腹心地 区这一 时期 的 写 卷插 图 较少
，
这 些插 图 不仅 丰 富 了 该地 区 此 时

期 艺术 的种 类和形 式
，

而且对于 西藏 写本插 图 艺术历 史 的 演 变 也具有重 要 的 学术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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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如拉康位于山南市乃东区结 巴 乡 雅鲁藏布江北岸 的小 山谷温村
，
现存建筑 由 大殿 、 大 日 如来

佛殿和一座小殿组成 。 大 日 如来佛殿保存有一组大 日 如来佛 、
八大菩萨和两位护法 的泥塑

，
同 时保

存有大量写本残卷和一幅
“

幡画
”

。

？２００５ 年
，
笔者 曾与西藏 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的 巴桑旺堆研究员对

该寺进行调查 。 自 ２００７ 年始
，

巴桑旺堆重点对其 中两份写经愿文的书写 、 语法 、 时代 、 内容及其相

①本文为 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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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人名 、 地名和价值等进行 了详细 、 全面的研究
，
并在国 内外连续发表 了 ４ 篇重要成果 。

？ 按他根据

吉如拉康发现的 《圣 回 向救护一切有情众生经 》 （ 下简称 《救护
一切众生经 》 ） 和 《 十万颂般若波罗

蜜多经 》 （ 下简称 《 十万颂 》 ） 写经愿文的记载所作的考证 ，
吉如拉康所在地温村在 １ １   １ ２ 世纪名为

“

温莫隆仁 （

心 为吐蕃时期贵族那囊氏的封地 ，
其位置在今山南市乃东 区所属结 巴 乡一

带 。 吐蕃王朝灭亡后 ，
达磨赞普的儿子永丹的六世子孙

“

额达衮乃
”

在此割据 。 吉如拉康是额达衮

乃时期该地一所重要的寺院
，
并非意大利学者维塔利 （

ＲｏｂｅｒｔｏＶ ｉ ｔａｌ ｉ
） 认为的 ８ 世纪赞普赤德祖赞时

期修建的扎玛噶 曲寺 吉如拉康 因此建于 １ １ 世纪的额达衮乃时期
，
但不完全排除其前身为 ９

世纪牟尼赞普时期修建的查纳拉康 的可能性 。

＠ 与此 同 时
，
蔡 巴 噶举创始人喇 嘛 尚

（
１ １ ２２ １ １ ９ ３

） 曾参与 《 十万颂 》 写本的校对和审定 。 这些成果对于吐蕃王朝灭亡后西藏腹心地区

１ １   １ ２ 世纪的割据势力 、
吐蕃王室后裔的分布和贵族那囊 氏的封地 、 吉如拉康的历史和写经等研究

都提供了全新的视野 。 巴桑旺堆虽然公布 了该寺写本残卷及其彩绘插图 的一些 图 片
，
但未对其进行

详细的整理
，
鉴于这批材料十分重要

，
本文在他研究 的基础上

，
对写卷的 内容和彩绘插图进行进一

步梳理 。

一

、 写卷内容及其年代

吉如拉康保存有大量写卷
，
但笔者只对其 中部分写卷进行 了 调查 。 这些写卷均为残片 ，

部分有

火烧 、 水浸等明显痕迹 。 质地为藏纸 ，
长度多在 ６０ ６８ 厘米之间

，
宽度多在 １ ５ ２３ 厘米之间 。 绝大

多数为墨书
，
少部分为瓷青纸金书

，
装饰彩绘插图

，
字体主要为邬坚体

，
每页文字介于 ３ ８ 行之

间
，
内容基本为佛经 （ 图 １

） 。 根据写卷扉页所题经名 、 品名 和跋记 、 写经愿文等记载 ，
现存佛经主

要为显宗经典
，
其中 《般若波罗蜜多经 》 （ 下简称 《般若经 》 ） 较多 ，

仅 《 十万颂 》 就保存有数个不

同尺寸的写本 。 这些经典主要如下 ：

１ ．

《 十 万颂 》

至少有 ６ 个不 同写本 ： （
ｉ

）

“

《 十万颂 》 第二章第十 品 （
和 意 可

写本
，
尺寸为 ６５ ． ５ ｘ １ ６ ． ３ 厘米

，
墨书

，
文字 ７ 行

，
邬坚体

，
左右两侧有对称的红

色圆 圈
，
并在中心穿孔

，
底部页边残存火烧痕迹 。 字体 、 语法和装帧都保存有吐蕃时期古藏文写卷

的显著特征 。

（
２

）

“

《十万颂 》 第
一

品 （十
－

３
＾

．

改
６

３

－

和互｜
３

＾
－

夸
！＾叮呵３

哪奇叩％
叮３ ）

”

写 本
，
尺 寸 为 ６ ８ ． ２ ＼

２２ ． ７ 厘米
，
墨书

，
文字 ８ 行

，
邬坚体

，
左右两侧设置对称的红色 圆 圈

，
中心穿孔

，
左右两端各有一

幅彩绘插图
，
并在像下题写尊像题记

，
左侧题记为 （

日 轮光

德佛 ）

”

，
右侧题记为 （

日光菩萨 ）

”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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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吉如拉康写经残 片

ＷＷ
■

＾２．ｍ心

⑶
“

Ｉ十万颂 ｜ 第一品 （ 平＾ｑ
．

ｌ
．

５
５

．

和
．

Ｃ登
卿奇〒， ）

， ’

写本 ，
尺 寸 为 ６６ ｘ

２ １ ．２ 厘米
，
墨书

，

６ 行
，
邬坚体 ， 左右两侧有对称 的红色 圆 圈 ， 中心穿孔 ， 但孔不明显＃ 在两侧对

称配置有两幅彩绘插图 ， 并在像下题写有两行尊像题记 ， 邬坚体和邬梅体各一行 ， 邬梅体疑为后来

所题 ＆ 其中左铡题记为
“
故

〒私 丨

（

＇

梵光佛 ） 們Ａ柄， １（
：蓿賃赞光佛 ）

”

； 右侧

题记为
“

Ｗ故Ｓ
．

奇
１（莲花光佛 ）

，Ｗ年４自＾？叮
喊３＾［

（稽曹蓮花光佛 ） ％ 爾端页边部分

被烧毁 ， 页面有污渍 。

（
４

） 《
十万颂》 及其写经愿文 ， 该写本尺寸为 ６７ ｘ ２２ ． ４ 厘米

，
墨书

，

８ 行 ， 邬坚体 ，
两侧对称设置

红色鐘圈 ， 中心穿孔 。 萁中ｇ
４ 行诗体笔经顧文不仅记载了所謂幾典为

＊

《 十方颂：》 （ 可，， ）

”

，

同时对写经地的地理 、 历史 、 供养人 、 写经材料 、 写经者和校对 、 审定者等重要历史信息进行了记载 ：

“
… …山寫地洁悉补野吐蕃之地 ， 祖孙三王 吐蕃恩重如 山 ａ 殊胜之地温之那囊之域……勇武无双之勒

如库扎帕… …敬造 《十万颂》 ， 壜其加持护佑圆满怔获著提 ！
三界之统辖者勒如喇 贝 ， 御敌于外之胞弟

南喀 ，
呵护寒人备至之施主帕 巴加 ，

父系兄弟内外之远近亲属 ， 为此纷纷解囊美食資Ｊ｜ｓ
工布吉查之地

纸张真神奇 ，
汉地东京之墨真神奇 ，

统协抄绿事务者真神奇 ， 缮写者曲 巴 ． 尼扎真神奇 ， 掌管及校对者

乃喇嘛尚
，
功劳最大施主皆满意 ，

此文缮写者 尚尊衮拉帕 《

”

（ 图 ２
）１￡如 巴桑旺堆所指电 ， 其中写经地

‘ ＊

温
”

（ 温莫隆仁的简称 ） 为吐審时期贵族那囊氏的封地 ，
填补了相关文献记载的空 白 ；

？ ‘

山高地洁悉补野

Ｂ土蕃之地
”

表明了对该地与赞普所属家族悉补野所建立的吐審吏朝的隶属和继承关系 ；

“

祖孙三王
”

为

后世流行的
“

祖孙三法王
”

的早期记载 ； 校对者
？ ‘

喇嘛 尚
”

为蔡巴 噶举派创始人喇嘛尚 ， 尊珠扎巴 ，

其出现表明该经缮写ｆ
１２ 世纪＃ 与此同时

， 写经过程中
“

汉地东京之墨
”

的使甩为 １ ２ 世纪以吉如

① 原文 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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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古藏文写本的研究方法的再探索 》 ， 《 中 国藏学 》 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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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Ｗ ， ＷｑＴ

，

侧料物忍―
、

】
兩＊

丨 “ 丨 —资 １ 命
｜

Ｉ

每
３＾ ；

ｓ ｓ
？
＾ｄ典

胃Ｙ

图 ２Ｉ
十 万颂 ＞Ｉ其写经愿文

拉康为代表的西藏腹心地 区与宋代 内地的交流提供了
，

重要的史料 。

？

（
５

）Ｃ十万颂》 每本跋记 ， 该跋记断裂成两截 ，
文字 ３ 行 ，

大多漫漶 ＃ 其中前 ２ 行为墨书
，
最后 １ 行

为朱书 ， 均为部坚体 。 其中第 １ 行残存
“
… …＾

＇

９
＇

ｆ ！ １＾ －－

｜ １（

… … 八十七……

［
毕 ］ ）

’

％ 第 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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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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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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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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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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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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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吖
喊

■

老 私
１ １（ 尙博约 ？

强秋洛 曰缛琴糾？ ‘ 为 ，“ ＃養根而最 ）

”

， 第 ３ 行残存
“

叫，，叹切售
．

２５
１

．

办
气５售 Ｗ



印知 印
■

Ｖ切可〒 （ Ｉ十方颂般若波萝蜜多经Ｉ
？ － … ＿承诺 从伍如迎

请…… ）

”

。 页面两端对称设置有红色圆 圈 ， 井在中心穿孔 ，
孔洞有明显使用过的痕迹 ，

在孔桐两侧

装饰有两朵八瓣莲花。 文字、 字体 、 语法 、 装帧都具有猶著的吐蕃写卷特点 （ 图 ３
） 。

固 ３｜十 万颂 ｜束叶 背 面趫记和 图 案残 ，片

（
６

） （十万颂
＊

七十二法性不变 品 魯％
．

如，气當，

，气

？

响
：吻， ％气

＇

％
＇

茗 属其写＾愿文 ，
，

尺寸为 ６ ８ Ｘ ２２ ． Ｓ
Ｊ
Ｉ难 ， 籲书 ，

７ 行 ， 邬塵＃ ， 表翁

两侧对称设豐红色圆 圈 ， 并在中心穿孔＆ 最后 ３ 行为诗体写：经愿文
，
愿文在对释迦牟尼佛 的

一

ｉｆｅ进

行礼赞后 ，
对写经地 、 施主及其家族礼赞如下 ；

４１

四方环抱之温莫隆仁 ，
喇如噶 （ 白 ） 、 纳 （黑 ）

二

者骨系最殊胜
，
萨喜拉杰城镇最殊胜 ，

殊胜之施主库扎当协 ，
虔诚信佛一心 向菁 ， 指资缮写 《十万

ｆｆｌ 竟宁
故

汉地东京忠墨
４
６Ｓ考证 ８及■代西藤与 内地的交號 ， 详见熊文彬 ： ｜

西藏山南＃如拉康傳经惠
：

文中 的
“

东 ：龛念墨

记载 ： 北 ：家菌藏与 ：内地交麗雜重要遗珍Ｉ 餘刊



西＊．洽区 山南市吉如拉康樣存的部分阜期写眷惠其插撼

颂 》 之■ 。 愿缮写 《十万颂》 之功德 ，
护佑迅速获得菩提之果 ！

” Ｔ （ 图 ４
） 其 中 的施主及其家族虽

＿于资料无考 ，
但为吉如拉康所在地温莫隆仁地区＿如噶 、 喇如纳等家族的分布 ，

及其与佛教之间关

系 的研究提供了熏要材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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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吉如拉康首题写 经愿文

《十万颂｝ 是藏传佛教最为重要 、 现存不同历史时期写本最多的经典之一 。 该经最早在吐蕃时期

译人 ， 为 ４丹噶 目录》 １ 号经典 ， 共 ３００ 卷 ，
１ ０００００ 颂 ， 相避于汉文 《大般若经｝ 第

一会＜虛脅城

鹫峰山说法》 （
４００ 卷 ，

７９ 品 ） ，
后收人 ４大藏经 》 《 它在 ：

《大藏经》 中有两个版本 ：

一种为纳塘版

和拉萨版 《大藏经 ＞收录 的 版本 ，
全文 ７５ 品

， 按跋记 ，
由 印 度 堪布胜友 （ Ｊｉｎａｍ ｉ ｔｒａ

） 、 天帝 觉

（ Ｓｕｒ？？ ｝ｒａｌ？ｄｈ 〗
） 和智军 ＿人翻译 、 校对 ：并审定 猶一种为萁余版本 《大藏经＞ 收＆的版

本 ， 全文 ７２ 品 ， 无跋记， 吉如拉康现存的 《十万颂》 写本未见译经跋记 。

２ ．八千颂 ｜（￥
－

切
，

｜３
．

私 １

＾售气
２

＾
，

，气

．

｜
￡＾

１
）

＃如拉康现存至少有两个写本 ｉ （
１

） 扉页左侧严重被毁 ，
尺寸为 ５ ８（ 残 ）

ｘ １ ９ ．５厘米
，
墨书

，

７ 行
，
邬坚体

，
，
左右两端装饰彩绘插图

，
其中左侧大部已毁 ，

右侧略残
，
像下无题记

； （
２

） 第
一品

扉页页边略残
，
保存相对完整 ，

尺寸约 ６５ ｘ １ ９厘米 ，
墨书

，

７ 行 ， 邬坚体 ，
左右两侧配饰插图 ， 中部

两侧奢红色圖圈
，
且在中部穿孔 ＞３

《八千颂》 也是藏传佛教最为重要 、 现存不同历史时期最多的写本之１ 该经最早在吐蕃时期译入 ，

系 《丹噶 目录》 ５ 号经典
，
后收人 《大藏经》 ３ 该经历史上经过多次译 、 校和审定

，
有不同版本存世＾ 《大

藏鐵ｆ
收录本最攀由印度堪布释迦军 （＾ｋ

ｙ
ａｓｅＪＭ＊ ） 、 智成 （ Ｊ節ｎｓｓｋＷｈｉ

） 和僧人法性戒 ， （
Ｄｈａｒｍａｔ Ｃｉｌｉｌａ ）

译 、 校并审定 。 启在古格５拉德 （呵，可０￥ ） 时期 ，
印度堪布善言 （

Ｓｕｂｈ堆 ｉ
ｔａ ） 和译师仁钦桑布

根据拉德之令按萁注疏再＿ｅ 随后阿底翁大师
（
Ａｔｉ＆

）
和ｔ：钦燊布根据印慶 （奶５妒 ）

的往疏再改译 、 校正并审定 《 阿底峡和 仲敦巴 ＊ 嘉瓦迥乃 在聂塘纳摩且

ｎ和ｑ奇岣 讲解该经时又在且隆 （
ｇ

．

ａｋ
） 对其审定 。 仲敦巴 ． 嘉瓦迥乃在热振寺按照印度的三藏经

ｗＡ ｉｒ

② 黄明信 ： 《汉藏大藏经 目 录异同研究 〈 至元法宝勘 同总录 〉 及其藏译本笺证 》 ，
北京 ： 中 国藏学 出版社

，

２００３ 年
，
第 １ ７

页
；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大藏经 》 对勘局 ： 《 中华大藏经 ？ 藏文对勘本 》 ， 《甘珠尔 》 卷 ２５

，
中 国藏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６ 年
，
第 ８０６

、 ９０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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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圣回 向救护
一切众生经 ，

》 （
明 苟可 石

气

．

甶研可麽 缶明可

现存写本为末叶及辟经愿文
，
尺寸为 ６２ ． ５ ｘ １７ ． ＆厘米

，
墨书

，

８ 行
，
邬坚体

，
左右两侧对称ｉ體有

红色圆 并在中心穿孔 ，
页边略残 （ 图 ５

） 。 其中前 ３ 行为跋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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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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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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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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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气亏〒叫 巧

勿亏
？

听气

－

哎明
’

气 ｊ（Ｉ圣 ：？ 向救护——

切众生经》 毕 ， 该经由天竺堪布作 明光 、 智藏译 ， 经校译师 贝 孜校对并审定 ）

”

。 贝 孜全名 叫 噶瓦贝

孜 ， 系吐蕃 ９世纪著名 的藏族译师 ，
因此该经在 ９世纪时译为藏文 。 将其与 《大藏经》 收录的版本

初步比较发现 ， 该经后来虽收入 《甘珠尔 》 ， 但其ｇ名 和译者略有差异 《大藏经 》 收录本经名 为

聊
．

巧
？

田ｗ
忍

■

ｇ
ｑ

－

￡Ｋ｜
＝

＾
．

＋ｒｇ
－

２Ｔ ａｊｃ
：勿可 ｑ皆 ｑ

”

， ：

嚴外与怍明 光
一起合作的译者不：是智

藏
，
而是吐蕃 ９世纪另一位重要的藏族译师智军 ０ ） 。

■ 由此推测
， 如译师名宇抄写无误 ， 吉如

拉康藏本与 ｆ甘珠尔》 收录本疑非同
一译本《 随后 ５ 行写经愿文的内容主要是軋赞佛祖 、 吉如拉康所

在地及其执政者 、 施主
、
祈愿 、 纸 、 墨 、 写经者和校对者 ，

具有童要的历史价值
，
其主要 内容如下 ｊ

“

诺
，
三界胜地释迦佛伏化之地

，
乃为世间领地蕃域大地 。 山高地净雪山环绕之中

，
殊胜之地乃为温莫

隆仁
§
人中豪杰出 了额达衮乃

，
尚论之首出了 尚 ？ 敦扎帆

，
殊胜寺庙 出 了拉康吉如

，
殊胜堪布出 了格西

沃敦……殊胜之纸张 ，
根布冬让也 ； 殊胜之墨者 ，

汉地之东京也 ； 殊胜写径者 ，
约布之克襄也……

按Ｅ桑旺堆根据 《德乌教法史》 《德乌教法广史》 和 《汉藏史籍 》 等文献考证 ，
其中 的

“

额达衮乃
”

为吐＊最后一位国王达磨赞普的第六代孙
《

衮乃 赞 Ｐ 他是吐鮝王朝灭亡后在桑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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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含坪 ＇ ｉ

成
， 丨 １

图 ５ 《救护
一切众生经 》

及其写 经愿文

①黄明信 ： 《汉藏大藏经 目 录异 同研究 〈
至元法宝勘 同总录 〉 及其藏译本笺证 》 ，

第 ２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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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藏学研究 中心 《大藏经 》

对勘局 ： 《 中华大藏经 ？ 藏文对勘本 》 ， 《甘珠尔 》 卷 ３３
，
中 国藏学 出版社

，

２０〇７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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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中 国藏学研究 中心 《大藏经 》 对勘局 ： 《 中华大藏经 ？ 藏文对勘本 》 ， 《 甘珠尔 》 卷 ６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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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桑旺堆在 ２００７ 年 的英文文章
“

Ｋ ｅＲｕＬｈａＫｌｉａｎ
ｇ ：Ｃｕ ｌ ｔｕｒａｌＰ ｒｅｓｅｒｖ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 ｔｅｒｄ ｉ ｓｃ ｉ

ｐ
ｌ ｉｎａｒ

ｙ
Ｒｅ

－

ｓ ｅａｒｃｈ ｉｎＣｅｎ ｔ ｒａｌ Ｔｉｂｅ ｔ

”

、
２００９ 年的 《关于古藏文写本的研究方法的再探索 》 中对该愿文的第一行 内容进行 了英译和汉译

，

２０ １ ６ 年又

在
“

Ｐａ
ｐ
ｅｒ

，Ｐ ａｔｒｏｎａ
ｇ
ｅａｎｄＰ ｒｏｄｕ ｃ ｔ ｉｏｎｏｆ Ｂｏｏｋ ｓ

：Ｒｅｍａｒｋｓｏｎａｎ １  ｌ ｔ ｌｉＣｅｎ ｔｕｒ
ｙ
Ｍａｎｕ ｓｃｒｉ

ｐ
ｔｆｒｏｍＣｅｎ ｔｒａｌ Ｔ ｉｂｅ ｔ

”

中对该愿文进行 了全文英译 。

笔者此处译文参考了他的译文 。



西藏 自 治 区山南市吉如拉康保存的部分早期写卷及其插 图 ？

７
？

乃东这一带地区割据势力 的首领 。 由此可知
，
吉如拉康建于 １ １ 世纪

，
该经也写于此时 。

Ｃｉ ）

４ ．

《 圣花 ［
积

］
陀 罗尼 》

苟
？

［

罗

尺寸为 ６４ ． ５ ｘ １５ ． １ 厘米
，
墨书

，

７ 行
，
邬坚体

，
页面中上部被毁

，
页边多有残缺并有污渍

，

两侧有对

称的红色圆圈
，
中心穿孔 。 该经收入 《大藏经》 ，

② 与汉文 《佛说花积陀罗尼神咒经 》 为 同
一经典 。

③

５ ．

《 圣地王 陀 罗尼 》 （

？

气 ，寻
Ｒ
， ）

尺寸为 ６４ ． ５ ｘ １ ５ ． １ 厘米
，
邬坚体

，
页面 中上部被毁

，
页边多有残缺并有污渍

，
两侧有对称的红

色圆 圈
，
中心穿孔 。 此经收入 《大藏经 》 ，

跋记云 ：

“

天竺堪布胜友 、 施戒和校对大译师智 军翻译 、

校对并按新语修改 、 审定 。

” ◎ 由此可知
，
该经在 ９ 世纪译为藏文 。

６ ？

《 圣善 门 陀 罗尼 》
奇＋

．

泛响刁弓
＾

）

尺寸为 ６ ３ ． ５ ｘ １ ５ ． ８ 厘米
，
墨书

，

８ 行
，
邬坚体

，
页面两侧有红色 圆 圈

，
中心穿孔 。 跋记与 《大

藏经 》 收录本相 同 。 按跋记
，
该经 由

“

天竺堪布胜友 、 施戒和校对大译师智军翻译 、 校对并按新语

修改 、 审定
”

。

⑤ 由此可知
，
该经在 ９ 世纪译为藏文

，
并可与汉文 《金刚秘密善门陀罗尼经 》 勘同 。

？

７ ？

《 圣无垢 陀 罗尼 》 （
Ｍｙ ｑ贫玎

■

泛

尺寸为 ６ ３ ． ５ Ｘ １ ５ ． ８ 厘米
，
墨 书

，

８ 行
，
邬坚体

，
页 面两侧有红色 圆 圈

，
中 心穿孔 。 该经收入

《大藏经 》 ，
按其跋记

，
此经也在 ９ 世纪译入

，
由

“

天竺堪布胜友 、 施戒和校对大译师智军翻译 、 校

对并按新语修改 、 审定
”

。

？

８ ．

《 圣十
一 面观音 陀 罗尼 》 叮

吖
弓

尺寸为 ６４ ．５ ｘ １ ６ ．７ 厘米
，
墨书

，

８ 彳了
，
郞坚体 。 边缘略残并有污溃 ，

两端中部有红色圆圈
，
中心

穿孔 。 该经收入 《大藏经 》 ，
按其跋记

，
由天竺堪布戒帝觉 （

ｇｋｍｄ ｒａｂｈｏ ｔ ｉ
）
和校对大译师智军在 ９ 世

①巴桑旺堆 ： 《关于古藏文写本 的研究方法 的再探索 》 ， 《 中 国 藏学 》 ２〇 〇９ 年第 ３ 期
，
第 Ｓ Ｏ 页 。 笔 者核对 《 德乌 教 法广史 》

（ ｉ

．

笱 厂妒＇
、 藏文

，

拉萨 ：
西藏人民 出 版社

，

１ ９ ８ ７ 年
，
第 ３ ８ ９ ３９０ 页

） 和 《 德乌教法史 》 （轉
－

，
藏文

，

西藏人 民

出 版社
，

１ ９ ８ ７ 年
，
第 １ ５ ３ 页 ） 发现 ： 第

，

此处的
“

六代孙
”

疑笔误 。 按前者
，

应为第 ７ 世孙
，
蔡纳益西坚赞为 ６ 世孙

，
但其子不

是衮乃
，

而是赤 巴
；
第二

，

二著所载之名 与愿文吻合
，
为

“

衮乃
”

，

而非
“

衮乃赞
”

，

疑笔误
；
第三

，

二 著对衮乃 的记载 出 入较大
，

按 《 德乌教法广史 》 ，

衮乃 系蔡纳益西坚赞的长子
，
但 《 德乌教法史 》 所载不 同 ，

蔡纳益西坚赞 的长子为赤 巴 （ 班觉桑布 ： 《 汉藏史

集 》 藏文本 ，

成都 ：
四川 民族 出 版社

，

１ ９ ８ ５ 年
，
第 ２ １ ４ 页

，

与此记载 同
，
但其 中未记载

“

衮乃
”

） ，

而衮乃 为其重孙 。

② 中 国藏学研究 中 心 《 大 藏经 》 对 勘 局 ： 《 中华 大 藏经 ？ 藏文对 勘 本 》 ， 《 甘 珠 尔 》 卷 们
，

中 国 藏 学 出 版 社
，

２ 〇Ｏ Ｓ 年
，

第 ４６ １  ４ ６６ 页 二

③ 即汉文 《 大正藏 》 ＾ １ ３ ５ ６ １ ３ ５ ９ 号
，

参见宇井伯 寿 、 铃木宗 忠 、 金仓 圆 照 和 多 田 等观合 编 ： 《 德格 版 西藏文大藏经 总 目

录 》 ，

台北
： 华宇 出 版社

，

１ ９ ８ ６ 年
，
第 ９２ 页 。

④ 中 国藏学研究 中心 《大藏经 》 对勘局 ： 《 中华大藏经 ． 藏文对勘本 》 ， 《 甘珠 尔 》 卷 Ｓ Ｓ
，

中 国藏学 出 版社
，

２〇Ｏ Ｓ 年
，
第 Ｉ ９５

同 时见 同著卷 ９７
，
第 ４ ６９ ４７ ２ 页 。

⑤

巧
：

巧
■

如 气
ｏ
ｒ ｃ

ｊｗ
ｑ

ｒ 与 中 国藏学研究 中心 《 大藏经 》 对 勘 局 ： 《 中华 大藏经 ． 藏文对 勘 本 》 ， 《 甘珠 尔 》

卷 ９ １
，
第 １ ６０ １ ７ ２ 页和卷 ９ ７

，
第 ７ ５ ９ ７ ７ １ 页所载跋记

，

除个别正字拼写外
，

内容相 同 。

⑥ 即汉文 《 大正藏 》 ｎ ｏ ．  １ １ ３ ８ １ １ ４０ 号
，

参见宇井伯 寿 、 铃木宗 忠 、 金仓 圆 照 和 多 田 等观合 编 ： 《 德格 版 西藏文大藏经 总 目

录 》 ，
第 １ ０ ７ 页 ：

⑦ 分别见 中 国藏学研究 中心 《 大藏经 》 对勘 局 ： 《 中华大藏经 ． 藏文对 勘 本 》 ， 《 甘珠 尔 》 卷 Ｓ Ｓ
，
第 ＩＢ  Ｉ ６４ 页

；

卷 们
，

第 ２ ５ ９ ２６ ８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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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翻译 、 校对并审定 。

？ 该经可与汉文本 《佛说十
一面观世音神咒经 》 勘同 。

②

９ ．

《 圣佛 ［ 藏 ］
陀 罗尼 》

尺寸为 ６４ ．５ ｘ １ ６ ．７ 厘米
，
墨书

，

８ 彳了
，
部坚体 。 边缘略残并有污溃

，
两端有红色 圆 圈

，
中心芽

孔 。 该经收入 《大藏经 》 ，
按其跋记

，
在 ９ 世纪 由 天竺堪布胜友 、 施戒和吐蕃经校大译师智军翻译 、

校对
，
并按厘定的藏文新译语修改 、 审定 。

＠

１ ０ ．

《 圣
一切无畏施 陀 罗尼 》 （

曰 ３＾巧
＇
叫

司 ）

尺寸为 ６４ ．５ ｘ １ ６ ．７ 厘米
，
墨书

，

８ 彳了
，
部坚体 。 边缘略残并有污溃

，
两端中部有红色圆圈

，
中心

穿孔 。 按其跋记
，
该经于 ９ 世纪

“

由 天竺堪布胜友 、 施戒和经校大译师智军翻译 、 校对
，
并据新译

语修改 、审定
”

。 该经后来收入 《大藏经 》 ，
跋记与 《大藏经 》 收录版本 的 内 容吻合 ， 可与汉文本

《佛说施无畏陀罗尼经 》 勘同 。

⑤

１ １ ．

《 圣灌 顶 陀 罗尼 》
叮
气
ｃ

ｊ Ｒ
．

ｑ
苟
＇
气

．

叮
巧
勿

寻
Ｒ
ｑ ）

尺寸为 ６４ ．５ ｘ １ ６ ．７ 厘米
，
墨书

，

８ 彳了
，
部坚体 。 边缘略残并有污溃 ，

两端中部有红色圆圈
，
中心

穿孔 。 该经收入 《大藏经 》 ，
按收录本跋记

，
由天竺堪布胜友 、 施戒和吐蕃大译师智军等人在 ９ 世纪

翻译 、 校对 ，
并按照厘定的新译语修改和审定 。

？

１ ２ ．

《 大孔雀佛母经 》
…苟

．

至 ３

Ｔ
苟

丨
）

左侧残
，
尺寸为 ４６（ 残 ）

ｘ１ ５ ．５ 厘米
，
墨书

，

３ 行
，
邬坚体

，
两端装饰彩绘插 图

，
并题写有尊

像题记
，
其中左侧题记为

“

却
（ 大孔雀佛母 ）

”

，
右侧题记为 （ 文殊菩萨 ）

”

。 该经

收入 《大藏经 》 ，
按收录本跋记

，

９ 世纪
“

由 印度堪布戒帝觉 、 智成 、 释迦光 （
＾ｉｋ

ｙ
ａ
ｐ
ｒａｂｈａ

） 和经校

大译师 、 僧人智军翻译 、 校对 ，
并按新语修改 、 审定

”

。

？ 另
，
该经可与汉文本 《佛母大金曜孔雀明

王经 》 勘同 。

⑧

１ ３ ．

《 圣诸法议论大乘经 》
若勿

苟
冷 ５

）

勺 ）

瓷青纸
，
左侧残

，
尺寸为 ６０ ｘ ２２ 厘米

，
金汁书写

，

４ 行
，
邬坚体

，
左右两侧配饰彩绘插图 。 其中

左侧坐佛严重残毁
，
仅剩一半

，
右侧坐佛 中下部残

，
像下残存题记 ［ 叫 … …

（

… …

如来 ）

”

二字 。 经初步检索 ，
该经未见 《大藏经 》 收录 ，

待考 。

根据跋记 、 写经愿文和 《大藏经 》 收录本跋记等记载可知 ，
吉如拉康现存上述经典绝大部分在

吐蕃时期译为藏文
，
并在 １ １   １ ２ 世纪再次繕写

，
其语法 、 书写和装帧特征也与此吻合 。 在文法上 ，

①分别见 中 国藏学研究 中心 《 大藏经 》 对勘 局 ： 《 中华大藏经 ？ 藏文对 勘 本 》 ， 《 甘珠 尔 》 卷 ９３
，
第 ３ ７ ９ ％４ 页

；
卷 奶

，

第 ６２ １  ６２６ 页

② 即汉文 《大正藏 》 如
． ９０ １

、
１ ０７ ０ １ ０７ １ 号

，

参见宇井伯寿 、 铃木宗忠 、 金仓圆照和多 田等观合编 ： 《 德格版西藏文大藏经总 目

录 》 ，
第 １ １ ９ 页 。

③ 分别见 中 国藏学研究 中心 《 大藏经 》 对勘 局 ： 《 中华大藏经 ． 藏文对 勘 本 》 ， 《 甘珠 尔 》 卷 Ｓ Ｓ
，
第 １Ｗ Ｉ ４４ 页

；
卷 们

，

第 １ ９５ １ ９ ８页 。

④ 分别见 中 国藏学研究 中心 《 大藏经 》 对勘 局 ： 《 中华大藏经 ． 藏文对 勘 本 》 ， 《 甘珠 尔 》 卷 ９ １
，
第 Ｉ ３ ２  １％ 页

；
卷 们

，

第 ８ ２２ ８ ２５ 页 ： 但 《 大藏经 》 收录本的经名题为
“

叩〒＾３＿３
〒

｜＾氨成〒＾
：＾互｜

３

＾＋＾＾＾＾＾
”

，

与此对 照
，
吉 如拉康写

本经名缺 二字 ：

⑤ 即 《 大正藏 》 ｎ ｏ ． １ ３ ７ ３ 号
，

参见宇井伯 寿 、 铃木宗 忠 、 金仓 圆照 和多 田等观合编 ： 《 德格版西藏文大藏经总 目 录 》 。

⑥ 跋记参见 中 国藏学研究 中心 《大藏经 》 对勘局 ： 《 中华大藏经 ？ 藏文对勘本 》 ， 《 甘珠 尔 》 卷 ９７
，
第 ２ ２９ ２３ ２ 页 。

⑦ 跋记参见 中 国藏学研究 中心 《大藏经 》 对勘局 ： 《 中华大藏经 ？ 藏文对勘本 》 ， 《 甘珠 尔 》 卷 ９〇
，
第 ２ ５４ ３ ３ 〇 页 。

⑧ 即 《 大正藏 》 ｎ ｏ ． ９ ８ ２
、

９ ８４ ９ ８ ５ 号
，

参见宇井伯 寿 、 铃木 宗 忠 、 金仓 圆 照 和 多 田 等观合 编 ： 《 德格版 西藏文大藏经 总 目

录 》 ，
第 ９ ８ 页 二



西藏 自 治 区山南市吉如拉康保存的部分早期写卷及其插 图 ？

９
？

上述写本体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 （
１

） 藏文基字为１＼７ 、
＾ ４ 组中的字母可 以互换

，
例如 （

宝

贝 ）
经常拼写成

“

４３
”

，

＊和 （ 译师 ）
经常拼写成

“

發扣
”

； ⑵ 基字 ５
Ｊ加下加字 例如

“

｜气

”

（无 ） ； （
３

） 后加字＇Ｖ
Ａ 等后面加再后加字 例如 （ 去 ） 、 （ 彼岸 ） 等 ； ⑷ 元

音 公反写
，
如

“

ｇ

”

（ 人 ） 等 ； （
５

） 单个基字加后加字 Ａ ，
如 （

经
） ； （

６
） 保 留 了诸如 于７３

（ 释迦 ） 、 （ 等 ） 和 ＾＾￥（ 完 ） 等
一些特殊的古词 。 字体以邬坚体为主 ，

部分字母书写独

特
，
具有吐蕃时期写卷和碑铭特征

，

以下两点尤为明 显 ： （
１

）
基字＼ＡＲ等书写独特 ； （

２
） 部分

带有上加字的词汇书写独特
，
即上加字与基字并不处于上下同一轴线上

，

上加字往往左移 。 巴桑旺

堆将以敦煌写卷为首的这些古藏文书写的特点归结为
“

字体的特殊书写现象
”

。

？ 装帧为梵夹装
，
页

面两端中心预留两个圆 圈
，
直径 ３ 厘米左右

，
并在中心穿孔

，
以便穿绳装帧

，
有 的则作为装饰 。 这

些特点在 １ ３ 世纪之后都逐渐消失 。

总之
，
吉如拉康上述写本中 的佛经绝大多数在 ９ 世纪译为藏文

，
繕写于 １ １   １ ２ 世纪

，
但其 中也

有部分吐蕃时期译为藏文并繕写的佛经 （
如 图 ３

） 。

二
、 彩绘插图 的题材与风格

吉如拉康上述写卷中保存的彩绘插图相对较少
，
仅有十余幅

，

且主要保存在 《般若经 》 中 。 插

图主要配置在扉页两端
，
左右对称

，
尺寸多在 １ ０ ｘ ８ 厘米左右 。 插图主要如下 ：

１ ．

《 十 万颂 》 彩绘插 图

（

１
） 《 十万颂 》 第

一

品扉页彩绘插 图 《 十万颂 》 第
一

品扉页两端对称配置有两幅彩绘插 图

（ 图 ６
） 。 按前述尊像题记

，
左侧插 图为 日 轮光德佛

，
右侧插 图为 日 光菩萨

，
为
一佛一菩萨配置 。 值

得一提的是
，
无论是 日 轮光德佛本身

，
还是他与 日 光菩萨的配置

，
在藏传艺术 中都十分少见 。

二者

均出 自 《百拜忏悔经 》 其中 日轮光德佛属于十方佛 中的西南佛
，

日 光菩萨属于十方

菩萨中的西南菩萨 。 该文本在吐蕃时期译为藏文 ，
敦煌古藏文写卷中保存有 Ｐ ． Ｔ ．２２ 等多个残本 。

＠ 由

此可知
，
吉如拉康现存这部 《 十万颂 》 写本的插图极有可能是 《百拜忏悔经 》 中记载的诸佛菩萨 。

日 轮光德佛身金色
，
螺发高髻

，
身着红色通肩袈裟

，
双手当胸结转法轮印

，
双脚结跏趺坐

，

正

面端坐于多色覆瓣莲花座上 。 身后为舟形头光 、 马蹄形身光和背光 ；

日 光菩萨身蓝色
，
头戴多层三

叶宝冠
，
裸露上身

，
下身着短裙裤

，
右手持 白莲花

，
左手当胸结说法印

，
呈 四分之三侧面像

，
面对

日 轮光德佛而坐 。 佛和菩萨的人物造型 、 装饰和色彩都具有 比较浓郁的波罗风格元素 。

（

２
） 《十万颂》 第

一

品扉页彩绘插图 吉如拉康另一个 《十万颂》 第
一

品写本的扉页也有两幅插图

（ 图 ７
） 。 按照前述尊像题记 ，

左侧插图表现的是梵光佛
，
右侧插图描绘的是莲花光佛 。 按 《大宝积经 》

中梵光佛的藏文
“

＃ｗ＃
＇

和
”

是
”

的简称
；
莲花光佛 的

藏文
？

茂
气
匀＇

”

为
？

茂
气

■

考 的简称 。

③ 汉译本的 《 大宝积经 》

①巴桑旺堆 ： 《关于古藏文写本 的研究方法 的再探索 》 ， 《 中 国藏学 》 ２〇 〇９ 年第 ３ 期
，
第 ｅ ｉ Ｓ １ 页

② 分别参见西北 民族大学 、 上海古籍 出 版社 和法 国 国家 图 书馆 ： 《 法 国 国家 图 书馆藏敦煌古藏文写卷 》 卷 １
，

上海
：
上海古籍

出 版社
，

２〇〇 ７ 年
，
第 １ 〇 ５ 和 １ 〇 ７ 页

；
中 国藏学研究 中心 《 大藏经 》 对勘局 ： 《 中华大藏经 ？ 藏文对勘本 》 ， 《 甘珠尔 》 卷 ６ ８

，
第 ２ ３

３ １ 页 另按才让教授研究
， 《 百拜忏悔经 》 不是从印度译人

，

而是在吐蕃时期 编纂的 部佛教祈愿类经典 ．， 参见才让 ： 《 法藏敦煌藏

文佛典 〈 百拜祈愿文 〉 研究 兼论佛教初传吐蕃 的传说 》 ， 《 西北 民族大学学报 》 ２〇〇９ 年第 ２ 期
，
第 Ｉ ９ 页

③ 中 国藏学研究 中心 《大藏经 》 对勘局 ： 《 中华大藏经 ？ 藏文对勘本 》 ， 《 甘珠尔 》 卷 ４３
，

中 国藏学 出 版社
，

２〇〇 Ｓ 年
，
第 ３ ３ 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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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三十五名礼忏文 》 将后者译为
“

莲花光游戏神通佛
”

，
但不见前者译名 。

二者均为三十五佛之

一

，
由此可知

，
该 《十万颂 》 写本的插图表现的应为三十五忏悔佛 。

图 ６ 《十 万颂 》 第
一品扉 页插 图

丨如

％ １
％；

〒
？

碑
？

卿

１ 

邮今听
Ｔ

丨喊 １

兩

识
；

？

，
一

３Ｔ

图 ７ 《十 万颂 Ｉ

＊

第 一品 扉 页播图

梵光佛身金 色 ， 螺发高譬 ，
身置红色袈裟 ，

袒露右肩
３ 右手獄胸结说法印 ，

左手置于跏趺的双

思１上
，
结禅定印 ；

莲花光佛身金色
，
螺发高譬

，
身着红色袈裟

，
袒露右肩

，
右手下垂结触地 印

，
左

手当胸结说法印
，
双脚结跏趺坐于莲座／除手印外 ，

二佛 的造型基本一致
，
头光 、 身光 、 背光 、

三

角形焰肩等装饰也完全相同
，
体现 出浓郁的波罗风格因素 。

２ ．

《
八千颂

》 彩绘插 图

（

１
） 《八千颂 》 扉页插图 左侧插图 已 毁

，
仅剩菩提树和背光残边 ，

但右侧保存完整。 坐佛构

图在菩提树下 ，
身金色

，
螺发高嚳

，
穿着红色袈裟

，
袒露右肩

，
右手下垂结触地 印 ，

左手当胸结禅

定印
，
双脚结跏趺坐于ｆ卩瓣莲台 。 胸部 、

． 面部和双手关节处有晕染的 凹 凸感 。 此幅插 图除构 图和晕

染外
，
其余造型 、 装饰等都与前述两个 《十万颂》 写本第

一

品 的插图如 出
一辙 ，

只是技艺略逊一筹５

（
２

） 《八千颂》 第
一

品扉页插 图 （
图 ８

） 左图坐佛身金色
，
螺发高響

，
身着袓右肩红色袈裟

，

右手下垂结触地印 ，
左手当胸结禅定印 ，

双脚结跏趺坐于莲台 ，
疑为释迦牟尼佛 。 与前述插 图柜比 ，

短颈宽胸是其造型上的显著特点 Ａ
右侧插 图损伤较重

，
但人物基本特征 尚 能辨认

，
描绘的应为一面

四臂般若佛母 ｓ
般若佛母身金色

，
头戴双童三：叶宝冠卜

上身裸露 ，
下身着裙裤

，
主臂当胸结转法轮

印
，
另一右手上举持经箧

，
另
一左手上举结说法印 ，

双脚结跏趺坐于莲台 。 周身面饰耳铛 、 珍珠项

链 、 理路 、 手镯 、 臂钏 、 脚镯 ，
人物造型和装饰体现出较浓的波罗风格 。



西藏 自治区山南市吉如拉康保存的部分早期写卷及其插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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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
八千颂 》 第

一品扉 页插 图

（
３

） 《八千颂 》 常 啼菩萨品插 图 与前述 《般若经：

》 写本不词 的是 ， 此写本插图为黑 白 ， 并配

實在文本的右端 。 插图为线描 ，
只勾勒轮廓 ，

几乎没有细节表现 ，
描绘的是一位坐佛 。 佛高＿ ， 身

着袈裟 ，
双手当胸结转法轮印 ，

双脚结跏趺坐于莲台 ＾ 莲台之下， 构图有一对相背＿貫的蹲狮 。
？ 从

造型
、 手印和乘骑来看 ，

此佛极有可能表现的是释迦牟尼佛 ， 但蹲獅与 ９ 世纪初 昌 都市察雅县仁达

大 日 如来佛与八大菩萨摩崖石刻中 的双獅相似 ， 同时结合文字具有吐蕃时期显著的古藏文语法 、 字

体和装帧特点综合判断 ，
此幅插图摄有可能绘制于吐蕃晚期 。

３ ．｜蚤诸法议论大乘经 Ｉ 扉 贸彩绘插 圈

诿＿＿頁两幅插菌泰现的也是坐佛 ＊ 在侧插圈一＃被毁 ， 右侧插圈相对完翁 （ 图 ９
） ３＿侧坐佛身

薇色
，
螺发高譬

，
身着红色袈裟 ， 袒露右肩 ， 右手下垂结触地印 ， 左手当胸结禅定印 ， 双脚结跏趺坐于

莲台
，
疑为阿閥佛 ， 背后为舟形头光 、 马蹄形身光 、

三角形焰肩和马蹄形背光Ｂ 像下残存题记
“
… …

如来
”

二字 ， 蓝色底色上点缀细花
，
ｓ 左侧坐佛除双手培胸结禅定印外 ， 其佘造塑和装饰与右侧坐佛相

同 ９ 与前述插图明显不同的是 ，
此处的插图在经文与图像之间装饰有两条纵向 的多色宝石装饰条带 ， 十

分醒 目并富有装饰性 。 从题记和造型推测 ，
插图表现的

“

如来
”

疑与三十五佛或贤劫千佛有关 ^

图 ９｜ 圣诸法议论大乘经 》 扉 贾裤 图

４ ． 《 大孔雀佛母经 》 扉 页彩绘插 图

该链扉页也有两幅插图 （ 图 １ ０
） ， 左侧页面虽然残损 ，

但插图基本夷整 。 按图像下题写的前述

■ 参見张建林響ｓｆ西藏东部吐蕃佛教造豫３ ，
北京 ｓ 科学复献出版ｆｔ

，２Ｍ ８ 年
， 匿 ７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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萼像题记 ， 左侧插图表现的是大孔雀佛母 ， 右侧插图表现的是弥勒菩萨， 大孔雀佛母为三面八臂造

型
， 身金色 ；

主面金色 、 右面绿色 、 左？红色
；
主右臂当胸持宝瓶 ，

主左臂置跏趺 的双腿上结禅定

印 ， 其余六臂呈扇形分布两侧 ， 其中右侧三臂造型从上到下持剑 、 法轮 、 结与愿印 ，
左三臂造型从

上到下依次持孔雀翎 、 宝幢和宝瓶 。 弥勒朞萨
一

爾二臂 ， 身金 色 ，
头戴五叶堂冠 ，

裸露上身 ，
配饰

珠宝
， 下身穿着碎花裙裤 ， 取手当胸结转法轮印 ，

双脚结跏趺坐亍束腰莲台 。
二像 的造型 、 水滴状

的五叶冠等装饰体现出尼泊尔风格元素 ， 身体 比例略显失调 ，
干 明Ｍ过长 。 从装饰 、 法器的造型

费 ， 结合文宇特征 ，
与前述插图相 比

， 其年代相对较晚 ，
疑创作于 １ ３ １ ４ 世纪 ａ

图 １０ｆ
太孔雀係母经＞扉 页插 图

５ ． 文殊菩 萨
“

幡画
”

山南博物馆藏有一件出 自宵如拉康的 １ １ 世纪文殊菩萨
“

幡画 此幅作品也体现 出 比较浓郁的

據罗风格３章 ， 与±述琴本插圈密切猶关 （ 图 １ １
） ， 这件作蘇膚 ７７ ． ５Ｍ米

， 宽 ２ ３ ． ５ 厘米 ， 棉布设

色 ，
芷面为文殊菩萨和供养人像 ， 背面为 ５ ５ 行忍辱偈和缘起偈 ，

２００６ 年曹在德国展 出， 文殊菩萨

身金色 ，
头戴层叠三叶形食氣 ’ 裸露上身 ，

下身着裙裤 ， 右手下垂结与愿印 ， 左手当胸结说法印并持青

莲花莲
，
跣足立于双重仰莲座上 ３造型修长 ， 上身宽实 ， 周身配饰耳适 、 项链 、

Ｕ 形项链 、 手镯 、 臂钏

和脚镯等珠宝饰物 。 莲花座下构图有两身 四分之三侧面的供养人像
，
左侧人物头部略仰视

，
表情肃穆 ，

身着翻领长袍
，
外套大氅 ，

双手隹胸合十 ； 右侧供养人尺寸较小 ，
亦抬头仰望 身着翻领夹克 ，

双手§

胸合十 ， 虔诚礼拜 《 与文殊菩萨浓郁波罗风格的面相 、 装饰等元素相 比 ， 供养人像的面相 、 服饰体现 出

藏式本土文化 １４格特点４

吉如拉康写卷中的上述插图和
“

幡画
”

与拉萨 、
山南和 日 喀则等卫藏腹心地区 １ １ １ ２ 世纪艺术

的风格吻合 。 此时期卫藏腹心地区重要 的艺术遗存主要有扎塘寺 、 大眧寺Ａ 坚利寺 ＞唐迦寺 、 卓卡

寺、 艾旺寺 、 夏鲁寺 、
乃宁寺和 色略古托寺的早期憩 以及达隆寺的唐卡 、 杰拉康的石雕等 ＆ 它

们都有
一

个共同的特点 ，
即都带有较为显著的波罗风格元素 。 其中夏鲁寺早期建筑建于 １ ０２７

—

１ ０４５

年间 ，
扎塘寺建宁 ．１ ０８ １ １ ０９ １ 年间 ，

色喀古托寺建于 １ ０７ ８ １ ０ ８４ 年间 ， 大昭寺虽然建于 ７ 世纪
， 但

在吐審王朝灭亡后遭到严童破坏 ， 在 １ １ 世纪 中 叶和 １ ２ 世纪又先后 由 桑噶尔译师帕 巴喜铙和杰贡

＿＿朗旺堆 、 张仲驾 ｜？亦裏次．卷 ， １７ Ｓｔ ｓ 刚４＿＃普查封 豫画作枥保存＃豫＃ ，
被

②Ｋｕ ｌｔｕ ｒｓ ｔ ｉｆｔｕｎ
ｇ 
Ｒｕｈ ｒ Ｅｓ ｓｅｎ

，ｒｉ＆ｅ ｔ
：
沿如ｅｒ

破狀几  ｉＡｒｅ ，ＭＵｎｄｉ ｅｎ
：ｌ ｌ ｉｍｅ ｒ Ｖ ｅｒｌａ

ｇ ，２００６ ，Ｋａｔ ．  ＪＮ ｒ ． ３ １
，Ｓ ． ２４４ ． 本文图

１ １ 采 自该著图 ３ １ 。 德国 的展览图录和 《乃东县文物志 》 都将此画作称之为唐卡 ，
但长方形细条状的唐卡绝少见到

，
其形制反而与甘

肃敦煌 、 新疆等地 出土的幡画一致
，
如系幡画

，
则缺少幡首 、 幡手和幡足 。 总之

，
该作 品究竟属于唐卡还是幡画

，
有待研究

，
现暂

称
“

幡画
”

 ｓ 同时
，
感谢廖旸研究员为笔者翻译德国图录 中 的相关要点 ｓ



西＊．洽区 山南市吉如拉康樣存的部分阜期写眷惠其插撼 ？１ ３
？

巴 ＊ 楚这宁彼进行过大规模维修 ，
基本上与杳如拉康写本及其彩绘插图 和

“

幡画
”

属ｆ同
一

历史时期 。 风格类 比显示
， 吉如 拉康写本彩绘插 图与

“

幡画
”

的风格基本上也与这些寺院艺术的风格
一致 。 例如 ， ＜十万颂 》 的

日 轮光德佛和 《八千颂》 的释迦牟尼佛插图与大昭寺早期璺画 中 的千佛风

格非常相近 ； 《十万颂》 的 日 光菩萨和 《八千颂 》 的 西臂般若佛母插图与

唐迦寺观音菩萨和大昭考 《说法图 》 中 的菩萨和佛母相似 ；

① 而文殊菩萨
“

幡画
”

也与大昭寺胁侍朞萨立像的风格类似 。 ， 鉴于土述＃院 中 的艺术遗

存多为壁逦
，
彩绘插图较为罕见 ， 吉如拉康写卷插 图 的发现无疑丰富

：

了卫

藏腹心地区 １ １
一

１ ２ 世纪艺术的种类和形式 。

三
、 小 结

写经愿文 、 跋记 、 历史著录 ４ 以及写本的语法 、 宇体和装帧特点表明 ，

吉如拉康前述写卷主要为 ９ １ ４世纪译为藏文或缮写 的佛趣 ， 其中主要为

１ １ １ ２ 世ＩＢ的写卷 。 龙如 巴桑旺堆所指 出
， 其中 的写砮愿文不仅为 吐審和

宋代吉如拉康所在地区的地名 、 寺院 、 氏族 、 写砮和供养人 的关系提供了

绝无仅有的材料 ， 更重要的是填补了吐養灭亡后赞普 ，

后裔在卫藏腹心地区

所建盒的割据势力及其与宗教 、 社会关系等领域 的史料空 白：ａ 与此 同 时 ，

写無中使用的
“

汉地东京之墨
”

的记载
， 为宋代西藏与 内地之间 的交流提

供了非常重要的史料 。 此外 ，
写卷中 的彩绘插图 以 《般若经 》 配寳最多 ，

通常对称地配置在扉更两侧 。 插图也主要绘制宁 １ １ １ ２ 世纪 ，
与同

一时期

卫藏腹心地区现存艺术一样 ，
也体现出 浓郁的波罗 风格元素 。 鉴于同时期

其他寺院的艺术遗存多为痤画 ， 插图较为罕见 ，
因 此这些彩绘插图 的发现

丰富了这
一地区艺术的种类 ，

也具有童要的艺术和学术价值 。

图 １ １ 文 ？束幡画 ，

现藏 山南博物馆

［
本文责任编辑 张宁 ］

［ 作者简介 ］
熊文彬

，

四川 大学 中 国藏学研究所 、 考古文博学 院教授 （ 成都 ６ １００４４
）

① 罗文华 、 宋伊哲 ： 《大昭寺早期壁画调查报告 》 ， 《故宫博物院院刊 》 ２０２ １ 年第 ９ 期 。 文 中 １ ６
、

１ ７ 图分别采 自 此报告图三十

四 （ 编号 ２
－

２２ 壁画 ） 线描图和图 四十二 （ 编号 ３
－

２０ 壁画 ） 局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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