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文研究的是元代帝師八思巴《喜金剛現證如意寶》上卷的西夏譯本，是一部修習喜金剛

法的現證法本，內容由入定始，止於出定部分的誦咒定。底本原為藏文，本文刊布西夏文錄文，

並附上對應的藏文底本和漢文翻譯，西夏文《喜金剛現證如意寶》部分內容可以與莎南屹囉集

譯的漢文譯文《吉祥喜金剛集輪甘露泉》堪同，其差別亦出校注進行說明。對西夏文獻中最後

的三行草書修習法，本文亦進行了解讀，總結了西夏文草體與楷體的對應規律，並歸納了一批

西夏草書的構字部件。通過對西夏文進行對勘與釋讀，可以總結出一批藏傳密教詞語的夏、藏

對當關係，並摸清西夏人對「喜金剛現證法」藏文底本的理解方式和翻譯方法，為藏傳西夏文

文獻的全面解讀提供基本的語言資料。

本文還探討了西夏文《喜金剛現證如意寶》的歷史、宗教背景和翻譯的年代。重點探討了

西夏中後期藏傳佛教的流傳，藏傳佛教在蒙元初期的流傳以及蒙元初期西夏遺僧的佛教活動三

方面的內容，並結合喜金剛現證法本的傳承體系與《喜金剛現證如意寶》藏文底本的創作時間，

推斷了西夏文本大致的翻譯年代。這部分內容的目的是勾勒西夏文《喜金剛現證如意寶》翻譯

的時代特徵，探討西夏譯本出現的內在動因，證明在蒙元時期，依然有党項遺民使用西夏文來

翻譯佛教作品。

西夏文《喜金剛現正如意寶》不僅是迄今僅見的夏譯八思巴著作，也是迄今僅見的有大致

年代可考的蒙元譯本，對它的解讀不僅能為研究藏傳西夏文文獻提供基本的資料，同時也為研

究蒙元時期西夏遺民的宗教思想提供了基本的歷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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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學」這個學科名稱由石濱純太郎在一個世紀前首倡，其後經過幾

代學者的努力，西夏這個神秘王朝的面目正在逐漸變得清晰起來。到目前為

止，存世的相關文獻大都得到了科學的鑒定乃至完美的解讀，最終餘下的難

題是其中的藏傳佛教部分。 

藏傳佛教在 12世紀中葉開始受到西夏重視，後來滅亡西夏的蒙古人更是

賦予了藏傳佛教空前的崇高地位。蒙元王朝的有些佛教因素是從西夏繼承來

的，所以蒙古人也有意地吸納舊王朝的僧人為新政府服務。然而與此不大相

稱的是，那一個多世紀間用西夏文寫成的藏傳佛教文獻數量卻比人們預期的

要少，而且除了 11世紀末期西夏皇室布施刊印的「五部經」之外，其餘文獻

大都為字跡潦草的民間抄本，似乎表明藏傳佛教在羣眾中的普及程度不高。

由此可以理解，今天見到的每一部西夏文藏傳佛教文獻都屬於珍稀文物，針

對這些文獻的研究也都會引人關注。 

解讀這些文獻之所以被學術界視為畏途，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是這項

工作要求研究者熟練掌握西夏語和古代藏語，有能力把西夏文譯成藏文，而

且譯文還必須最大限度地接近佛教藏語的行文風格。其次是這項工作要求研

究者熟悉用西夏文和藏文寫成的大量存世佛教文獻，因為那個時代的經文大

都是由喇嘛用藏語口傳，然後由兼通西夏語和藏語的和尚譯成西夏文的。喇

嘛口傳的經文可能夾雜著他自己的加工，甚至還可能有他本人的創作，這使

我們很難從傳世的藏文大藏經裏識別出完全相同的文本。毋庸諱言，具備這

樣知識基礎的學者還一直沒有出現──粗通現代藏語的人在當今固然不少，

但能流暢閱讀理解藏文佛經的卻是寥若晨星，遑論這些學者還必須在有生之

年學會失傳六百年之久的西夏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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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

儘管遇到了重重困難，學術界近些年來在這方面的努力畢竟取得了一些

可喜的進展，學者通過反覆的對勘已經知道了一批西夏詞和藏文佛教術語的

對應關係，甚至針對語法對應的探索也初露端倪。從中我們知道，西夏人在

翻譯藏傳佛教作品時總是要盡力保持兩種語言間的詞語對當，甚至在某些場

合據字面硬譯也在所不惜，並不像翻譯漢文儒家和兵家經典那樣，在保持原

意的基礎上追求西夏譯文的曉暢，而不一定嚴守詞語的逐一對應。 

此前學者解讀的夏譯藏傳佛經大都有藏文本和相應漢文本可資對照，嚴

格地講，人們是借助相應的漢文本來解讀藏文本和西夏文本的，例如《聖勝

慧到彼岸功德寶集偈》和「五部經」等。若說到解讀一個全然沒有原本蹤跡

可尋的西夏譯本，擺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書可以說是首次嘗試。本書的作者李

若愚在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期間接受過正規的藏語和西夏語專業訓練，其間

又曾在哈佛大學隨著名藏學家範德康受教一年，本書涉及的藏文基礎資料曾

由若愚和范德康教授反覆討論，但由於經文傳授的是帶有個人體驗的實踐修

行法而非通行的佛家義理，所以其間有些具體細節還是不能得到正統經書和

生活情理的驗證。不過儘管如此，若愚畢竟是少有的兼通西夏文和藏文的青

年學者，他朝這個方向做出的一切努力都值得鼓勵，因為當前絕對沒人敢於

聲稱自己同時「精通」西夏學和藏學這兩個很少有人涉足的學科。 

除了解讀經文之外，本項研究還有一個值得稱道的地方，那就是若愚嘗

試確定了這部作品產生的大致年代。就目前所知，蒙元時代刊印的佛經大都

是利用西夏時代的原有譯本，雖然刊印者聲稱有些譯本已經失傳，需要自己

重新翻譯，但學界始終不能確定哪些作品是元代產生的。現在若愚明確告訴

我們，這部短小的「喜金剛」經文應該出自忽必烈時代的帝師八思巴羅古羅

思監藏之手，這實在是一個重要的信息，由此我們首次瞭解到，蒙元時代不

僅整理和翻譯了前代的西夏文佛經，而且竟然有全新的作品出現，這證明在

西夏覆亡之後其語言和文字還在新的王朝中發揮著作用。 

最後要說的是，本書研究的基礎資料出自民間收藏，這類民間收藏往往因

其來歷不明而不被看好。然而我覺得，學術界實際上重視的祗是資料的文獻價

值，祗要在其轉手之前能有人公布高質量的照片並做出相應的研究，就足以豐

富我們的歷史文獻寶庫，至於文物最終落入誰人之手，相比之下就不重要了。 

聶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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