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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最新发现古格藏经洞 出土文献的

初步认识
￥

张延清 张仁增 昂姆

［ 摘要 ］
２０２０ ２０２ １ 年

，

四 川 大 学 中 国 藏 学研 究 所在西 藏 自 治 区 阿 里 地 区 札达县皮 央 村 的 考 古 调 查

工作 中
，
意 外发现 了

一处古格 时 期 的 藏 经 洞
，
出 土 了

一 批罕 见 的 珍贵 文 献 。 这批 文 献体 量 巨 大
，
总

数 为 ８ 万 ６ 千 多 张
，
计 １ ７ 万 多 叶 。 经 过 前 期 研 究

，
调 查 组 发 现这批 文 献是 修 正 、 补 充 藏 文 大 藏 经

《 甘珠 尔 》 《 丹珠 尔 》 的 珍贵资料 ，
与 敦 煌 藏经 洞 出 土古 藏 文 文献有 着 千 丝 万缕 的 关 系

，
与 吐 蕃 敦 煌

抄经流程 一脉 相 承
；
这批珍贵文献对研 究 古格历 史

，
特别 是 藏传佛教 历 史 有 着 弥 足珍贵 的 文献价值 。

古格藏经 洞 出 土元代 中 央政府 下发 给 古格 的 诏 令抄 件是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不 可 或 缺 的 珍 贵 文

献
，
再 一 次用 文献资料证 实 了 西藏地方 自 古 以 来就是 中 国 领土 的

一部 分这 一事 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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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刖Ｓ

西藏 自治区札达县皮央村 、 东嘎村位于札达县城 以北 ６５ 公里处
，
皮央 －东嘎遗址 由东嘎扎西 曲

林寺遗址和皮央石窟群组成
，
遗址规模巨大

，
分为石窟遗迹 、 石窟壁画 、 佛寺与建筑遗迹 、 佛塔遗

迹 、 出土及采集遗物 、 墓葬 、 居住遗址 、 岩画等 。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考古学系 、 四川大学 中 国

藏学研究所 、 西藏 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于 １ ９９７ 年组成联合考察队
，
由 四川大学考古系霍巍 、 李永

宪教授带队
，
对皮央 －东嘎遗址进行 了考古调查

，
并发表 了题为 《 西藏札达县皮央 东嘎遗址 １ ９９７

① 本文系 国家社科基金 般项 目
“

吐蕃时期 于 阗佛教东传敦煌研究
”

（
项 目 编号

：

２０Ｂ Ｚ １ ４ ３
）
中期 成果

，

也是 四川大学铸牢 中

华 民族共 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专项基金资助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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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调查与发掘 》
？ 报告 。 根据该调查报告 ，

皮央 东嘎遗址存 留 的石窟总数将近千座
，
包括礼佛窟 、

禅窟 、 僧房窟 、 仓库窟 、 厨房窟等各种类型 的石窟 。 礼佛窟 内绘有壁画
，
内 容有佛 、 菩萨 、 飞天 、

比丘 、 供养人像 、 佛传故事 、 礼佛图 、 说法图 、 密宗曼荼罗 、 动物 、 植物 、 装饰图案 。

意大利藏学家罗伯特 ？ 维达利先生 （
ＲｏｂｅｒｔｏＶ ｉ ｔａｌ ｉ

）
根据古格高僧阿旺扎巴所著 《古格普兰王 国

史 》 ，
对西藏西部古格王系史 、 宗教史作 了深入研究？

，
据 《古格普兰王 国史 》 所提供的线索 ，

皮央 、

东嘎曾是古格王室举行婚姻庆典 、 加冕等重大活动的主要场所 ，
特别是在古格王室引进基督教

，
进而引

起王室分裂时期还一度成为与
“

札布让
”

（
王宫所在地 ） 相对峙的主要宗教 、 政治中心 。

综合前人研究 、 考古调查资料及对最新发现古格藏经洞 出土文献的初步整理 ，
皮央 、 东嘎曾

一度是

王国都城
“

札布让
”

之外集宗教 、 政治 、 文化 、 军事 、 商贸为一体的
“

陪都
”

，
也是

“

西藏吐蕃王朝之

后振兴佛教 、 抵御外敌的要冲
，
同时也是藏传佛教与相邻地区佛教文化的交流融汇之所

”

＠
。 可 以想见

，

雄踞西部的吐蕃王室后裔在皮央 、 东嘎
一带大力兴佛的种种举措

，
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宗教活动 。

在前期考古发掘的基础上
，

四川大学 中 国藏学研究所 、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及西藏 自 治 区文

物考古研究所组队分别于 ２０２０ 年 、
２０２ １ 年

，
对皮央村西山 头杜康佛殿所藏古格文献进行 了前期调

查
，
意外发现了一处古格时期的藏经洞

，
出土 了

一批罕见的珍贵文献
，
这批梵夹装经书总数为 ８ 万 ６

千多张
，
超过 １ ７ 万叶 。 经过前期研究 ，

这批文献来 自 １ ０ 世纪末至 １ ６ 世纪
，
但大部分文献古藏文书

写及语法特点 明显
，
为古格时期

，
也即 １ ０ 世纪末至 １ １ 世纪作 品 。 调查组发现这些珍贵文献对研究

古格历史
，
特别是藏传佛教历史有着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 。 相信这批文献的公布和后续研究成果的

陆续发表
，
对西藏问题研究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

二
、 古格藏经洞及其文献收藏地皮央村杜康佛殿概况

札达县皮央村杜康佛殿所藏古格时期古藏文文献
，
出 土于古格藏经洞 （ 图 １

、
２ 见封三 ） 。 古格

藏经洞位于皮央村西侧佛寺建筑杜康大殿西侧珠穆山 （ 曼苛今 ） ，

二者直线距离约 ５００ 米 。 古格藏经洞

坐北 向南
，
呈南北 向

，
洞 口较小

，
宽 ６ ３ 厘米 、 高 ５５ 厘米

，
洞窟内部较为宽大

，
从洞 口 至北壁长 ４ ． ４

米
，
东西壁之间宽 ３ ．２６ ３ ．６ ３ 米

，
洞 内高度为 １ ． ７ ８ 米 。 平面面积约为 １ ３ 平方米的藏经洞 内 曾经集

中码放着古格时期的古藏文文献
，
高度在 １ ． ６ 米左右 。 佛殿位于皮央村西山头 。 大殿坐西 向东 ，

内

部南 、 西 、 北三面背靠墙壁立有藏经柜 （ 图 ３ 见封三 ） ，
内部收藏有藏经洞 出 土所有文献 。

２００３ 年
，

札达县文物局组织皮央村 、 东嘎村村民
，
将这批文献搬运至藏经洞东侧杜康大殿至今 。

杜康佛殿收藏的古格文献被分为 ２７０ 个经卷包
，
经叶均为梵夹装

，
双面书写

，
每包经卷数 目 不

等
，
在 ２００ ５００ 张之间

；
经叶总数为 ８ 万多张

，
计 １ ７ 万多叶 。 经过考察队的前期工作 ，

发现这批文

献主要为佛经
，
还有一批社会文书 。 其中 ，

佛经几乎涵盖了 《甘珠尔 》 的全部内容
，
毫不夸张地说

，

这些文献基本上就是一部手写版的 《甘珠尔 》 。

①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 、 四川大学 中 国藏学研究所 、 西藏 自 治 区文物事业管理局 ： 《 西藏札达县 皮央 东 嘎遗 址

Ｉ＂ ７ 年调查与发掘 》 ， 《考古学报 》 ２〇〇 １ 年第 １ 期
，
第 ３ ９ ７ ４２６ 页 。

②Ｒ ｏｂ ｅ ｒ ｔ ｏＶ ｉ ｔ ａ ｌ ｉ
，ＴｈｅＫｉ ｎｇｄｏｍｓ ｏｆ 

ＧｕｇｅＰｕｈ ｒａｎｇ ， Ｉｎｄ ｒａｓ ｔｈ ａ （
ＣＢＴ

） １ ９９６ ．

③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 、 四川大学 中 国藏学研究所 、 西藏 自 治 区文物事业管理局 ： 《 西藏札达县 皮央 东 嘎遗 址

Ｉ＂ ７ 年调查与发掘 》 ， 《考古学报 》 ２〇０ １ 年第 １ 期
，
第 ４２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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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古格藏经洞 出土文献是修正 、 补充 《甘珠尔 》 的珍贵资料

１ ．

《
甘珠 尔 》 阙载佛经

（
１
）＜大乘稻秆经 》 吐蕃高僧法成在敦娘弘法译经时 ， 《大乘稻秆经 》 是大师在敦煌主讲的佛

经之一 。 《大乘稻秆经 》 讲述弥勒菩萨应舍利弗之爾问 ，
宣说因缘生法有内外二种 ， 并著稻秆 由种生

芽
，
由芽生叶 ，

乃宠由花生实之事 比喻十二因缘之生起次第 。

氧煌纖馨韻 出 土古薄：文■藏 ：Ｐ ． Ｔ ．００９２
、
Ｐ ． Ｔ ．０ １ １ ５

、
Ｐ ． Ｔ ．０５ ５３

、
Ｐ ． Ｔ ． ０５ ５４

、
Ｐ ． Ｔ ． ２ １ ０５

； 薰藏

ＩＯＬ ．Ｔ ｉＬＪ ．ＶＱＬ ．１ ２
、

１ ９
《 敦避攀博物馆藏饰． Ｔ ．０３ １ ２ 均为 《大乘稻奸錢Ｉ 及高驻疏本 ，

可 ：见翁＿

《大乘稻秆经》
在敦煌一带的广泛传承 。 根据法成大师的食讲内容＾ 集 ：有汉文 《大乘稻芊經随听疏 》

（ 亦称 《大乘稻芊经随听手镜记 ＞ ） ，
此经疏受到国＃大师陈寅格先生的高度评价 。 陈先生在 《 〈 大乘

稻芊经随听疏 〉
跋》

一文 中认为 ｔ
“

稻羊经随听疏博大而精审
３
非此土寻常经疏可及 进而窗度

评价法成大师 ， 认为
“

夫成公之于吐蕃 ， 亦犹慈息之于無旦
”

＇

汉文 《大乘稻秄經》 ， 收在 《大正蒙》 第十六册 （
恥． ７ １ ２

［
况亂 ７〇 ８

＿

７ １ １
］ ） ， 译者未载 ；

由 于 ：法

成大师长期在敦煌主讲此经
，
学＃鲁遍认为很可能就是法成大师译 出

，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部佛经反

而在藏文大藏翁 中 歸载 ，
Ｒ在 《 丹珠亦 》 收录 了３ 本 注疏 本 ：

１ ． 龙 树菩萨所作 《 圣稻秆颂 ：

》

（
明〒 响隹

可
爸甲沿啊 丨

） （收入 ＿珠慰Ｉ 第 ６５ 册第 ７７４
—

７８２页
》 ；

２ ． 龙树菩濟所

贝
：

则 （〒
１啊 １＿

） 邮擎最团队翻译 ＞ 東定的 《裹大乘稻芊錢广说》 （
啊，４

．

艾呀巧
２＾叹！

－

卬細
．

卬§
气騎

习
气
茂

（ 收在 《丹珠尔｜ 第 ６５ 册第 ７８３
—

８８ １ 真 ） ；
３ ． 由＿花戒大师所作 《璗賴罕馨：

广春｜

（
明，唧Ｔ扛 喊可

气

，

琴１
＇

私
．

吻叫
．

呵 ） （ 牧在 ｔ鋒珠尔１ 第 ６７ 册第 ３ ８ ０ ４２６ 寅

从 目前攀握 的材料来着
，
英藏 ＩＯＬ ．Ｔｉｂ ．Ｊ ．ＶＯＬ ．１２ 号为 《 大乘稻奸葱》 残卷 ， 梵夹装 ，

首题

（
图 ４

） 为 ：

１

梵 文 曰 ： 善―乘翁孚 经 ： 象 ．文 曰 善太乘暴学经 。

ｊ


啊《
ｔ５５ｎ
—

两＾ｃｒｔ
＞

ｎ啊 丁

图 ４ 英 ：藏 ＪＯＬ Ｔｉ ｌｉ Ｊ ．

ＹＱＬ ．１２ 号 讀大康賴＃ ：緣》 黄 Ｉ 图 片 （ 來 自 冬英 国 国 家 图 韦馆巍

敦隹雨域墨文文献》 第 ２ 册第 １９７ 寅 ）

Ｖ１ ｅ
ＶＴ？

＊

？—


金 ＾ ：

 ＾９１

① 陈寅恪 ： 《 〈大乘稻芊经随听疏 〉 跋 》 ， 《金明馆丛稿二编 》 ，
北京 ：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

２００ １ 年
，
第 ２ ８ ８ 页 。 此文

原载 １ ９２７ 年 ９ 月 清华学校研究院 国学论丛第 １ 卷第 ２ 号 。



？

５６
？ 中 国藏学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 总第 １ ５８ 期 ）

此卷号所收 《大乘稻芊经 》 叶码为 ：

——第 ２ 函第 １ ５
—

３２ 页
，
共 １ ８ 叶

，

计 ３６ 页
，
经文并不完整 。

法藏 Ｐ ．Ｔ ．０ １ １ ５ 号收有 《大乘稻芊经 》 结尾部分 （ 图 ５
） ，
尾题为 ：

讓语 曰
： 大乘卷 羊 经

終 了 。

Ｂ５ 法籲 ；

Ｐ ． Ｔ ． ０ １ Ｊ５局部 （采 自 Ｃ法 国 轉零图 书馆識敦煌藏吏文疲 寧 ３＃箏 ２２６ 黃 ）

ｆ

敦煌賴猶 出土古辑文 《大乘稻芊■ 并不完 ＇整 ， 这为整理 出
一部纖 的藏文 大乘稻芊ｆｅ ｜

留下缺憾
，
但令人欣喜的是古格藏经洞出土有 《大乘稻羊经》 ，

其尾题 （ 图 ６
、

７
） 为 ：

印〒
’

ｃｒ勿
．

这穹
Ｃ

；

．

卩
，
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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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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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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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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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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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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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古格藏经洞 ＰＹＤＫ ｌ 〇３
＿

０ １ 〇７ 《 大乘稻 芊经 ）

ｌ ＼

图 ７古格藏经洞 ＰＹＤＫ ｌ 〇３
＿

０ １ 〇７ 《 大乘稻芊经 》 局部

我们相信
，
通过对敦煌藏经洞和古格藏经洞 出土两种版本古藏文 《大乘稻芊经 》 相互对勘和补

充
，
拿出一部完整的藏文 《大乘稻芊经》 ，

进而与汉文大藏经进行跨语种校勘 、 比对 ，
有望解决 《大

乘稻芊经 》 的翻译等一系列问题
，
为藏文大藏经 《甘珠尔 》 补充新内容 ，

也为汉藏文化交流 、 藏传

佛教中 国化增添新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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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７
．

（
２

） 《
五事续＞（今＾

，

勺
） 古袼處绶桐 ＰＹＤＫ０４６

－

３ ７ ８Ｖ 为 《五＿ｇ》 （ 图 ８
、

９
） ，
其尾Ｍ录文 、

翻译如下 ４

五事鬉终 了
，
印度太 师 孜 那 迷札 、

大校Ｍ译揶難 ：弥 －智 军■译、 校 间 并 审 Ｊｔ。

此经是 由译师智苹团 队所译 ， 但藏文大藏滏阙载 。 将此翌进行完整整理 ，
也可为 《甘珠尔 》 増

添新内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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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

ｐ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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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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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ｊ

ｘ＾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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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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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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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 ；
＇

）

图 ８古格藏经洞 ＰＹＤＫ〇４６ ＿ ３ ７８Ｖ 《五事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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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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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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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ｎ ｉ

＾ ＇

＾ｔ
■

切
《

＾Ｗ （ ｉ哪甲 ｈ

＇
＇

．

色知奶＇
＇

： 唆
．

Ｔ／
评 １哥

＂

ｉ 气
＇Ｊｈ

＇

％— 令＇
？

斤

 ｊｔ ｔ ｉ 卞 ｉ  ？？
？

？ ！

＊

？ ？
？

 ｉ ｗ ；ｒｒ
＇

 ｉ

＇

＾ ？

ｒ ｒ
，

ｉｎｊｘｒ ｊｒｆ ＼Ｓｒ ｓ^ｓｉ

＇

Ｅ ｉ ｉ＾ｘｉ

＇

Ｊｕ ｃｕ
＾ＴＴｋｉ ＾ｔ ｉｙ ｎｍｊ

－

ｎ ｒ
＇

ａ Ｓ＾＆ ？

＊？＊

图 ９ 古格Ａ裟洞 ＰＹＤＫ０４６
－

３ ７
：

８Ｖ 《
玉事袅》 局部

（ ３ ） 《圣依止增上意 乐 品 大乘 遂｜ＰＹＤＫ０５８
－

０４９ 为古格＿癥親 街 土文献 ｆ羅槪ｌｉｉ增Ｌｆｃ意滿品

大乘亂 其尾題为 ：

棚
丨

．

９
．

匁
弓

５＾
’

＿
呀

．

§可自可
勾

．

§
气

．崩巧
气

丨
｜

类像止翁上— 泰 癍 太 ：乘

鱗 Ｔ 。

此经在 ｜甘珠琪＞ 阙载
， Ｈ梟在第 １ 〇６ 册 《甘珠尔各印本 目录汇编｜（

句〒 奶
．

３Ｔ鬥母
，，

破 ：

ｇ＿
＇

ｑ
｜
５

＾ 第 丨 ３ 頁载有嫠名 ①
：

哪ｕ

ｐ
ｗ

写可响
．

ｑ＿
．

ｉｒｑ奶
．

ｔｒ
＿

ｊｒ専
－

喊
．

５
）

气 丨

墨儒ｉ増上灣舉 崧木乘经 。

（
４

） 〈（随念佛三昧海大乘经 》 古格 ＰＹＤＫ〇７ ８ －２８ ６ 为 《随念佛三昧海大乘發Ｉ ，
载有此经第二卷

末尾及第三巻开头经文 ：

尾题 ｊ 随念名 号 品 第 三 。

① 中 国藏学研究 中心 《大藏经 》 对勘局对勘 、 编辑 ： 《 中华大藏经 ？ 甘珠尔 （ 对勘本 ） 》 （ 第 １ ０６ 册 ） ，
北京 ： 中 国藏学 出 版

社
，

２００ ８ 年
，
第 １ ３ 页 。



．

５ ８
． 中 国藏学 ２０２ ３ 年第 ３ 期 （ 总第 １ ５ ８ 期 ）

念佛 三 昧海大乘经 第 二卷 。

《 随念佛三昧海大乘经 》 不载于藏文大藏经 ，
也不载于 《藏汉对照西藏大藏经总 目 录 》 。

２ ．

《甘珠 尔 》 阙 载译经题记

（
１

） 《 长爪梵志请 问 经 》 古格藏经洞 ＰＹＤＫ０ ３ ８
－

３５ ８ 为 《长爪梵志请问经 》 ，
尾题录文如下 ：

奶
．

豆

．

墨

．

發 ｑＳ
：
５

Ｊ

气
０

＿

丨 ｜贫
｜ 丨

？

巧

．

今
？

竚
气

．

ｙ 丨 巧 气

？

办

——长爪 梵 志 请 问 经 终 了
；
印 度 大 师 苏 陵 陀 菩 提及 大校 阅

译 师 沙 弥 智 军 等 翻 译 、 校 阅 后 审定 。

此经载于 《甘珠尔 ？ 经部 》 第 ７４ 册第 ９９６ １ ０００ 页
，

二者 内 容相符
；
但此经叶所载译经题记

《甘珠尔 》 不载 。

（
２

） 《 大乘百福相经 》 古格藏经洞 ＰＹＤＫ０９９ － ０ １ １ 为 《大乘百福相经 》 ，
尾题为 ：

办和
．

私
．

ｆ 亏

．

圣文 殊 师 利 所 问 经
，
终 了 。 印 度 大 师

般若迦伐 摩 、 大校 阅 译 师 智 军 翻 译 、 校 阅 并 审定 。

此经叶所抄 《大乘百福相经 》 载于 《甘珠尔 ？ 经部 》 第 ６０ 册第 １ １  Ｉ ２ 页
，
此经叶的珍贵之处

在于记录 了此经的翻译 、 审定人员 ，
而这在 《甘珠尔 》 中 阙载 。

（
３

） 《佛说阿 弥 陀 经 》 古格藏经洞 ＰＹＤＫ０４ １
－

０ １ ８ 为 《佛说阿弥陀经 》 ，
尾题为 ：

气 气 夸

－

Ｒ
藝〒

ｒｍｒ ｑ
專

：

１ 佛说 阿 弥 陀 经 终 了
，

印 度 法 师 孜那迷札 、 多 那释罗
，
大校 阅 译 师 比 丘 智 军 等 翻译 、 校 阅 后 审定 。

此经叶所载译经题记与 《甘珠尔 》 所载译经题记有所不 同 ，
此经叶所载为 ３ 人 ： 孜那迷札 、 多

那释罗 、 大校阅译师 比丘智军
，
而 《甘珠尔 》 阙载印度译师孜那迷札 。

四 、 古格藏经洞 出土文献与敦煌藏经洞 出土文献的密切关系

１ ．
丝路敦煌流传 的佛经在古格继 续传抄

（
１

） 《金光 明 经 》 《金光明经 》 是印度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 ，
经 中称此经为

“

诸经之王
”

。 此经

以护 国 、 护世为主 旨
，
力推人王在此经流布 中 的重要作用

，
也承诺四天王等天龙八部会全力佑护人

王治世
，
保天下太平

，
大地沃壤

，
风调雨顺

，
人 民安居乐业 。 经 中宣扬持颂本经能够带来神奇 的护

国利 民功德
，
被视为护 国之经 。 在尼泊尔 ，

此经 自 古 以来被视为九部大经之一
，
并发现 了此经 的原

始梵本 。 在 日 本
，
此经 自 ７ 世纪开始就被列为

“

镇护 国家三经
”

之一 。

？
《金光 明经 》 也 因其

“

神

力
”

在丝绸之路上广为传播
，
成为 中古时期丝绸之路上流传最广的五部佛经之一 。

根据梵文母本
， 《金光明最胜王经 》 被智军团队翻译为藏文 ，

由 于深受吐蕃王室推崇
，
进而在全

① 赖永海主编
，

刘鹿鸣译注 ： 《 金光 明经 》 ，

北京
：
中华书局

，

２ ０ １ ０ 年
，

前言第 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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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９
？

译本 ？的基瑯上 ， 修订出简缩本Ｓ
。 受此影响 ，

全译本和简缩本在敦煌被广泛传抄 法藏 Ｐ ． Ｔ ．０５０ １
、

Ｐ ． Ｔ ． Ｑ５ ０２
、
Ｐ ． Ｔ ． Ｑ５ ０９以 及 ：英藏 Ｉ〇Ｌ ． Ｔｉｂ ， Ｊ ． ｍ）Ｌ ．１ ７均 为渎成谭 本敦德古抄 本 ； ＿ ：＾Ｐ ． Ｔ ． ０５ ７Ｄ

、

Ｐ ．Ｔ ．０５ ７Ｅ
、
Ｐ ． Ｔ ．０５ ７Ｐ

、 
Ｐ ．Ｔ ．０５９Ｂ

、
Ｐ ．Ｔ ．５０７ Ｂ

、
Ｐ ．Ｔ ．５ ０７Ｃ

、
Ｐ ．Ｔ ．５０ ８

、
Ｐ ．Ｔ ．５ １ ０ 均为智军全谭本敦麗

古抄本 ｉ 英藏 ＩＯＬ ．Ｔｉｋ Ｊ ．ＴＯＬ ．３ １
、
４４

：为智军簡缩本■儘古抄本 ６＿傷藏经洞 出土 、 广泛费

古洱和丝绸之路的古藏文 ｛金光明妙法最胜诸经王 》 ，
较之丝绸之路广泛流行的 １ ０卷 ３ １ 品汉文义净

本 ， 智军全译本只有 １０ 卷 ２９ 品
，

＝者相较 ，
卷 、 品名称与顺序寶全对应 ，

唯有第十卷末見２ 品
，
即

“

大辩才天女赞叹品
”

和
“

付嘱 品＇ 智军＿本未载 ， 这可能是法成大师利用义净汉译本童新藏译

《金光明最胜王经》 的动 因
，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吐蕃时期对丝路文明的传播所做的历史性贡献 ，

也

是藏传佛敎中 国化的珍贵资料 。

在丝绸之路 、 廣蕃古道广泛传抄的 Ｃ余光明最胜王经》 也有古格抄牢 ， 古格藏经桐 出土 ＰＹＤＫ０４６
－

０ １ ５ 号为法成大师所译 Ｃ金光明最胜壬经
？ 舍身品》 古格抄本 （ 图 １ ０

、
１ １

） ，
品题录 如

光 商最胜 王 经 ？ 金身 ＆ 第 二 十 六 。



， 丨 ，—知，—资， 吻 』

ｉ

图 １０古格藏经洞 ＰＹＤ ＩＣ０４６
－

０ １ ５ 《金光明 最胜王经 》

〒嫩＇刊知
，

与和續命列，
，

丨

崎

图 １ １古格藏经洞 ＰＹＤ ＩＣ０４６
－

０ １ ５ 《金光明 最胜王经 》 局部

①中 国藏学研究 中心 《大藏经 》 对勘局对勘 、 编辑 ： 《 中华大藏经 ？ 甘珠尔 （ 对勘本 ） 》第 ８９ 册
，
第 ４６０ ７９ ８ 页

￥

② 中 国藏学研究 中心 《大藏经 》 对勘局对勘 、 编辑 ： 《 中华大藏经 ？ 甘珠尔 （ 对勘本 ） 》第 ９０ 册
，
第 ３ １ ７ ５ 页

＠

③ 张延清 ： 《 中唐 〈金光明最胜王经 〉 及经变在敦煌的兴起及其原因分析 》 ， 《西藏大学学报 》 （ 社会科学版 ）
２０ １ ９ 年第 ３ 期

，

第 ９５ １ ０４页 。 另见张延清 、 张大利 ： 《 中唐 〈金光明最胜王经 〉 及其经变在敦煌的流布 》 ， 《藏学学刊 》 ２０２ １ 年第 ２ 期 （第 ２５ 辑 ） ，

第 ３ ８ ５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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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 中 国藏学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 总第 １ ５８ 期 ）

古格藏经洞 出土文献中还有智军所译 《金光明妙法最胜诸经王 》 ，

ＰＹＤＫ０４６ － ０７９ 号即 《金

光明妙法最胜诸经王 ？ 梦见金鼓忏悔品 》 （ 图 １ ２
、

１ ３
） ，

品题录文如下 ：

金光 明 妙 法 最 胜

诸经王 ？ 梦见金鼓忏悔 品 第 四
。

％：

ｉ ｗ私明 妖＾＼ｆ 〒 丨

＊細％ｗＪｗ  ｉ ＾ｒｖ石＼

．

啊心
，

妒ｔ＇
ｗａｍ吓〒

《

＼＞ （

料

＊
？

？ｎ ｉ

图 １ ２古格藏经洞 ＰＹＤ ＩＣ０４６
－

０７９ 《金光 明妙法最胜诸经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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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３古格藏经洞 ＰＹＤＫ０４６ －０７９ 《金光 明妙法最胜诸经王 》 局部

（
２

） 《牛 角 山授记） 收人藏文 〈＜
甘珠尔＞的 〈

＜

：
牛角 ．山授记》

Ｔ 是研究吉代于阗历史及佛教传播的養

要史料 ， 法藏 Ｐ ． Ｔ ． ９５３
、
Ｐ ． Ｔ ． ９６ １ 即 ｆ牛角山授政 敦煌抄本残片 ：气 北京大学图 书馆藏北大 Ｄ０５ ５ 号卷

子背商也载有 《牛角 山授记Ｋ 这部佛经不仅在丝路敦煌广泛传抄 ，

而且沿唐養宵道传 人阿里 。 古

格藏经桐 出土ＰＹＤＫ １ ０７
－

１ ８ ６ 就綦 ￡牛角 山授记》 古格抄本 （ 图 １ ４
、

１ ５
） ， 首題義文如下 ：

１ ｜

黑

■

研 网百和＃，
－

ｇ
？

，
可严 巧

项可瓦
？

恐
’

５
］ ］

苟＼吧可’Ｔ １

－

５
１今司

Ｓ
ｆ

ｒｇ
－

ｑ＃ ｉ

ｐ
－

—
．

魂
．

珂
气 丨

１啊圩响《
ｐ

ｌ

｜ 丨 錄舊 Ｓ ： 半＿ 山攄ｆｃ ；＿肇 ：０
 ： 牛＿ 山擔ｆｅ ，

一＃ 。

①中菌＿＃鞭繁中４
、

Ｉ太 对舉＿ｆ＿ ，
编輯 ； Ｉ 中学：

ｆｅ，＿
？ 甘 ：珠意 （ 对翁本 ） ｜ 第 ％觀 ，第 ６３４＾ 合 页

② ＊減觀 ： ｛糧齒藏文 ；龙书 ；

《
％甭 山授Ｓ

｜
癦片的初審研究 》 ． 《西域 ：Ｓｔ史》 第爲辑 ，

２０ １ ４ 年 ， 肇 Ｓ
：

？ ３Ｓ ｌｉ
，，

③ 张藤濟 以技朦 ：太学图 ：费馆繼敦燈繼文 ， ￥＊山德５ 〉 译解》 ， ？ 中瞧学 》： 》？頌叢 ３ ： 期
，
－ Ｊ０９９ ２ ｔ）４ １ｆｔ



对最新发现古格藏经洞 出土文献的初步认识 ？

６ １
？

°

｜ １卻 ＾、 ７
－

＾、

鸾
ｔ

；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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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吻
．

强碎 裔柳 ＜

５ ＜ ５
？
＾尽努

ｎ Ｔ ａ ｉ
－ ａｒｍ ｍ ｉ ７ ｉ ａ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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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５古格藏经洞 ＰＹＤＫ ｌ〇７
＿

ｌ ８６ 《牛 角 山授记 》 局部

２ ． 和敦煌藏经洞如 出 一辙的校勘程序

敦煌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主要场域之一
，
吐蕃曾派遣大批以法成为代表的高僧远赴敦煌

，
吐蕃高僧

将中原及西域先进文化和文明成果翻译成藏文
，
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吐蕃地区

，
从而促进了各地各民族

文化间的交流 。 吐蕃政权在敦煌进行了大规模的弘佛运动 ，
这里集中了一大批佛经翻译家和各民族的写经

生翻译和抄写大量佛经 。 尽管人数众多 ，
民族各异

，
社会成分复杂

，
但由于受统治阶层的大力支持

，
这项

工程组织得力
，
分工细密

，
既保证了经卷数量

，
又保证了经卷的书写质量 。 佛经从抄写到校对有一套严格

的筛选程序
，
如此一来就产生了很多报废经叶

，
佛经一旦被认定为报废经叶

，
就要在经叶上面作出标记

，

以免和合格经叶混淆 。 在众多流程中 ，
将不合格经叶剪边是主要的操作程序之一

，
如图 １６所示 。 敦煌市博

物馆藏 Ｄｂ ． Ｔ ． ０３９ １ 号是一张报废经叶
，
为了与合格经叶加以区分

，
除了用朱笔画圈标记

，
还将经叶左右两

侧乌丝栏外的空 白边沿剪去
，
进而从右下方边沿开剪

，
直至右孔处

，
从而给人一种直观的ｉ人识 。

图 １６ 敦煌市博物馆藏 Ｄｂ ． Ｔ ． ０３９ １ 号报废经叶①

① 马德 、 勘措吉主编 ： 《 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 》 ④ ，
上海 ： 上海古籍 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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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敦煌的这种操作规范
，
被古格抄经生所沿袭

，
如古格藏经洞 出土ＰＹＤＫ２３９

－

１ ５５ 是一张报废经

叶 （ 图 １ ７
） ，
为了与正规经叶区分

，
将经叶的周边空 白边沿全部剪去

，
以示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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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７古格藏经洞 ＰＹＤＫ２３９
－

１ ５５ 报废经叶

除了从外观上作一些醒 目 的标记
，
敦煌的大部分报废经叶上面还有文字标记

，
如敦煌市博物馆藏

Ｄｂ ． Ｔ ． ０４ １ ４ 是一张报废经叶 （ 图 １ ８
） ，
经叶右侧边沿空 白处作了标记 ： 考

＾废叶
，
提醒装订者注意 。

这种操作在古格藏经洞 出土经叶上也有反映
，
如古格藏经洞 出 土ＰＹＤＫ２３９

－

０５ １ 号经叶 （ 图 １ ９
）

为报废经叶
，
校对人员在经叶正面左侧乌丝栏外空 白边沿处用黑笔作 了标记 （ 图 ２０

） ： 命 ——废

叶 ＆ 为 了提醒装订者注意 ，
经 叶背面 （ 图 ２ １

） 又用朱笔标记 ｉ 废叶 ，
可见古格 的佛经杪

写
，
沿袭了敦煌的抄经制度 ， 有着严格的抄錢程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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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８ 敦煌市博物馆藏 Ｄｂ ． Ｔ ． ０４ １４ 号报废经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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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９古格藏经洞 ＰＹＤＫ２３９
－

０５ １ 报废经叶

图 ２０ 古格藏经洞 ＰＹＤ ＩＣ２ ３９
－

０５ １ 报废经叶正面局部

① 马德 、 勘措吉主编 ： 《 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 》 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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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３
？

ｆｆｉ２ １ 舌楱義兹洞 ＰＹＤｆ２ ３９
－

〇５ １ 报虞兹叶背 面局部

五
、 元代 中央政府下发给阿里的诏令抄件

古格藏经洞 出 土ＰＹＤＫ０５ ３
－

００８ 号遵文 空 白 处记录Ｔ 元代 中 央政府下发绐 阿里 的 诏令抄件

（ 图 ２２
） ，
经奸上面有法印 （ 图 ２３

） 和压花印 （ 图 ２４
） ，
现将原文录出 ：

译文 ：

皇 帝诏 曰
： 晓谕违法诸大德 ： 诸大德 理 应 严 守 戒律

，
遵从 上 师

，
弘 扬佛 法

，
如有 不遵

者
，
将严惩 不殆 ！ 钦此

，
愿 吉祥 ！

图 ２２古格藏经洞 ＰＹＤＫ０５ ３ －００８ 元代 中 央诏令抄件

图 ２３古格藏经洞 ＰＹＤＫ０５ ３ － ００８ 元代

中央诏令抄件局部 法印

图 ２４古格藏经洞 ＰＹＤ ＩＣ０５ ３
－

００８ 元代

中 央诏令抄件局部 压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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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抄件用第一手资料证明
，
元代 中 央政府的控制范 围 已经到 了 阿里地区

，
也再次充分证明西

藏地方 自古 以来就是 中 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事实 。

六 、 结 语

综上所述
，
通过对古格藏经洞 出 土文献的前期整理

，
从大量报废经 叶及报废批语的 出 现

，
我们

可 以认为皮央 曾经是古格王朝 的抄经 中心 。 古格文献体量 巨大
，
几乎涵盖 了藏文大藏经 《甘珠尔 》

收录的全部佛经
，
其 中 的一批经卷

，
在 《甘珠尔 》 中 阙载

，
属绝版经文

；
还有一批佛经文献

，
在大

藏经 《甘珠尔 》 中只有 目 录
，
没有经文

；
大藏经 《甘珠尔 》 中 的许多经卷

，

已无译经题记
，
而在这

批经卷中完整地保存有译经题记
，
因此毫不夸张地说

，
这批佛经是 《甘珠尔 》 的完整手写版

，
是修

正
、 补充 《甘珠尔 》 的珍贵资料 。 古格藏经洞与敦煌藏经洞之间有着紧密 的关系 ，

敦煌藏经洞 出 土

古藏文佛经文献在古格继续传抄
，
如法成等译经大师在敦煌所译的佛经在阿里有抄写

；
经卷抄写 中

的报废流程和敦煌佛经如 出一辙 。 此外
，
我们在前期调查 中

，
发现 了元代 中 央政府下发给古格 的诏

令抄件及八思 巴 印
，
结合与敦煌如 出

一辙的报废经叶处理流程
，
从而认为古格虽地处边远地区

，
但

通过丝绸之路 、 唐蕃古道与 中原王朝 的联系从来就没有 中断过
，
这是藏传佛教 中 国化的历史 印迹

，

也是当下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第一手资料 。 通过对阿里古格藏经洞 出 土文献的前期整理
，
我

们认为对古格藏经洞所藏文献的深入研究是揭开古格王朝历史的一把钥匙 。

［ 本文责任编辑 央宗 ］

［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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