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 和 浩 特 市 万 部 华 严

经 塔 的 金 元 明 各 代 题 记

内蒙古 大 学蒙古 史 研 究 室 李 逸 友

万 部 华严 经塔
,

通 称 白 塔� ,

位 于 呼 和

浩特市 东 郊大黑 河北 岸平 原上
,

距 市 区 约 二

十 公 里
。

塔为 八 角七层 楼 阁式 砖 塔
,

塔身 下

面 砌 有 莲瓣
、

平 座 栏 干 和 束腰 的 基 座
,

是 辽

代 砖塔 的 形 制
。

塔 身 上 下 各层 的 直径 大致 相

等
,

塔 内 有阶梯可 攀 登到 第七 层
,

除 第一
、

二 层 间为单 路外
,

其 余 各层 间 都 是 双 路阶梯
。

该塔经 过 多年 自然 侵蚀
,

外 表 多 巳损 毁
,

塔 刹

已 失
,

外檐 及 平座 栏 干 也都 全 部塌 毁
,

现 存

自地面 至 残 顶 高 度约 42 米
,

基 座 的下 半部 分

尚有 1
.

35 米 被 淤 土 湮埋
。

该塔 在金 代 重 修

过
,

塔 内第一 层 原 嵌 砌 金 代 石碑 九块
,

解 放

前被 窃走三 块
,

现 存 的六 块石 碑
,

字迹 尚完

整
。

万 部 华严 经 塔内 的 历 代游 人 题 记 甚多
。

近 年来
,

我 们抄录 了 现存 的 金
、

元
、

明 各代

的 题 记
。

这 些 题 记
,

有用 汉 文
,

也 有用 少 数

民 族 文 字 书写 的
。

附 录 在 文后 的 一百 六十 多

条汉 文 题 记
,

仅 是 原 有题 记 中 的 一 部分
,

原

有题 记 或 因 漫 德不 清
,

或 是 被后 人 涂 抹
、

刻

画
,

或 因 时 代不 明
,

或 因 其 内容 意义不 大
,

都

未抄录 在 内
。

塔 内现 存的 这 些 题 记
,

不 仅 对

我们 研究 该塔 的结构 和 修建 年 代
,

了 解古 代

各族人 民 共 同创 造 呼 和 浩 特 地 区 的历史 和 文

明
,

有 着一 定的 价 值
,

而且 对于 我 们 今 天加 强

各民族 的 团 结
,

痛斥 苏 修 社 会帝 国 主 义 的种

种 反 华谬论
,

都 有 其 重 要 的 现 实 意义
。

万 部华严 经 塔所在 的 古 城
,

为 辽
、

金
、

元 三 代 的 丰 州 城 址
,

题 记 三 O 二 条 直 书 “ 丰

州 在城 塔” ( 图 二 )
,

题 记 七二 一 条 : “ 至

元 二年 五 月 初 二 日弥道 到 丰州 塔 上 大 作 吉

利 ” ,

都证 实 了这 一点
。

辽 代 的 丰 州
,

军 名

天 德军
。

金 代承 袭了 原 名
,

并 在 此 设 立 了 西

南 路招 讨 司
。

元 代初 年还 曾 沿 用 原来 的 军 名
。

著 名旅 行 家 马 可 波罗 途经 丰州 时
,

仍记 城 名

天德 � ,

可 证 元 初所 称 的 天 德
,

就 是 辽 金 两 代

的 丰州
。

题 记 三 O 三 条更 明 确 记 载 了 万 部华

严 经塔 在 丰 州 城
“

北 角内宣 教 寺
”

( 图 二 )
。

三

O 一条 的 人 名和 三O 三 条 所 记 相 近
,

可 以 认

为 是同 时 题 署 的
。

从这 两 条题 记 得 知
:

万 部

华严 经 塔所 在的 寺院 在元 至 元 年 间叫 做 宣 教

寺
,

它 位 于 丰州 城 内北 角
。

我们 从城 址 的 考

古调 查 材料 来看
,

也 完 全 证 实题 记 所 述 的 塔

的位 置 是 正 确的
。

现 今丰 州 城 的 城 墙 还存 有

许 多残 段
,

东 墙 和 北墙 的 东段 保 存 很 少 ; 东 南

角的 那 一 段 残 墙
,

残 高约 10 米
,

可 看 到 敌 团

( 《武 经 总 要》
: “

敌 团
,

城 角也
。 ”

) 的 残 迹
,

断 面

上 还 能 看到 经 过 补筑 的 情 况
。

全 城 平 面 作 长

方形
,

周 围 约 四 点五 公 里
,

东
、

南
、

西 三 面 都 设

有城 门
,

城 门 还 筑 有 瓮 城
。

万 部 华严 经 塔 在 城

址 内西 北 角
,

临近 北城 墙( 图 一) , 塔前 有大 型

建 筑遗 址
,

地 面 散 布 有绿釉 瓦 等 残片
,

当是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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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大瓮
,

瓮 内装 钧窑香炉 和 龙 泉窑花 瓶 各三

件
,

这些 精致 的 室 内陈 设 品
,

是 这 两 大 名窑中

不可 多得 的 精品 �
。

这 些 遗 迹 和遗 物
,

充分地

说 明 丰州 是 一 座 和 当 时 我 国 其 他 城 市一 样有

着高 度发达 的封建 文 明 的 中等城 市
。

万 部华

严 经 塔 在 造 型 上 与河北 琢县 智 度寺 塔相 近
,

每 层 都 设 有 腰檐 和 平 座 ; 在 使 用 斗拱 的 手

法 上
,

又 和 山 西 大 同 上 华严 寺大 殿 相 近
,

补

间 铺 作 采 用 四 十五 度 斜拱
。

这 些 营造 格 式
,

表 明 了该 塔 的建 筑年 代属 于 辽 代 晚 期
。

图 一 万 部 华 严 经塔 位里 示 意 图

寺院 内的建 筑 物
。

元 初 刘 秉忠《过 丰 州》 诗 中

有
“

晴空 高显 寺 中塔
,

晓 日半 明城 上 楼
” � 之

句
,

应 是 当时 的 写 实
。

万 部 华严经塔所 在 的 丰 州 城址 内
,

地下

埋 藏 的 文 化遗 物甚 为丰 富
,

地表 散布 的 辽
、

金
、

元 各代 的残 碎砖 瓦 及 日用 陶瓷 片甚 多
,

地 下

堆 积 的 文 化层 甚厚
。

从 城址 中部一 处水利 工

程所 挖 掘 的 地层断 面 看 到 : 文 化堆 积 层厚 达
6 米

,

辽 代文 化 层 堆 积 在 生 土 上 面
。

表 明这座

古城 是 辽 代所 创 建
,

并非 沿 用 辽 代 以 前建 筑

的 城址
。

题 记 七一 二 条提 到 的
“

丰州 在城南 长

正 街
” ,

现 今仍 可看 到 自南 门址 直 达 城 内中部

是一 条突 起的土 垅
,

解 放 以 前 当 地群众 曾称

做
.

大 南街
” ,

当是 原 来的 南 长正 街 的 废 墟
。

题

记 四 O 三 条提 到 的
“

丰州 在城 东 长街
” ,

城址

内也 有遗迹 可寻
,

应 是 自东 门址 通 向城 内 中

部的 那 条土 垅
。

由 此 可 见
,

题 记 中提 到 的这 些

有关丰 州 城 内的 情 况
,

为我 们 进 一 步 考 察该

城 的 城 市规 划 和 建 筑 分 布等方 面
,

提供 了 可

靠的 线 索
。

丰 州 城 址 内
,

近年 来 经 常 有成 批 的

完 整 器 物 出土
,

如 有属 于建 筑 材料 的 巨型 莲

瓣 纹石 柱础
,

加 工粮 食用 的 石 臼
,

日 常 生活 用

的 白瓷大 瓮 和 碗 碟
,

唐
、

宋
、

金
、

元 各 代的 铜 钱

等
。

特别 值得 重 视 的 是
: 1 9 7 2 年 在城 内正 中大

土 垅的 东 部发现 的 两 处窖 藏瓷 器
,

窖 内埋 藏

万部 华严 经 塔所 在 的 丰州
,

是 辽
、

金
、

元 各代在大 黑 河 流 域 一 带建立 的 一 处重 要 军

事据 点
,

也是 城 乡 各民 族 经 济和 文 化交 流 的

汇 合点
。

这座 城市 四 通 八 达
,

成 为 与内地 交 通

的 枢 纽
。

各族 人士 来到 此 城
,

登 塔远 眺
,

有 的
;

人 挥笔 题 记
,

以 后陆 续题 署
,

现 今遗存下 来 的

题 记
,

也 就 成 为 各民 族 间交 往的 历 史见 证
。

塔 上 的 题 记 中
,

年代 最 早 的 是 四O 二条
,

题 署 于 金 大定 二年 ( 1 16 2 年 )
,

证实 该 塔 曾

在 金 代 重 修过
。

《出 塞 纪 略》 中 记 载
: “

至 第

七级
,

中空 如 庭
,

东 壁 大 书曰 ‘大 金 大 定 二

年 奉救重 修
’ ” �

。

惜 比 条题 记 早 巳失存
。

塔

内第一层 壁 上
,

原嵌 有石碑 九块
,

现仅 存有

六块
,

碑 文 虽 缺 记 事 及 题 署 年款 部分
,

但我
.

们仍可 以 从 其 中所 列 地名
、

姓氏
、

官职 等方

面
,

证 实 它 们 是 金 代重 修时 嵌入 的
。

例 如 碑

文 中所 列 地 名
,

有丰 州 城 内街 道 名称
,

也 有

附 近 城 乡 地 名
,

例 如 所 列
“

神 山
” ,

就 是 《金

史
·

地 理 志》 丰 州 富 民 县 条所 记 的 神 山
。

这

座 山 名
,

仅见 于 《金 史》,

而不 见 于 《辽 史 》

或 《元 史 》
。

再如 碑文 中所 列 捐 资人 名 中
,

除 有大 量 汉 族 姓 名外
,

还 有完 颜 押 里 保
、

依

特 罗 等等 女 真姓 名
。

又 如碑 文 中所 列 官衔
,

有 的 是 金 代 所 特有
,

例 如 谋 勉 当 即 谋 克的 另

一译 写
,

碑文 中所 见 的 谋 勉 属 于 爵 号
,

寨 使

系 “ 猛安 谋 克 部村寨
,

五 十 户 以 上 设 塞 使一

人
,

掌同 主首 ” 。

碑 文 中还 列 有许 多部 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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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 如 东通 使族
、

西 通使 族
、

移 室 族
、

瞎 乙

刺 族
、

落 离族等 等
,

当是丰 州 附 近居 住的 部

落名称
,

它 们与女 真 族 姓 名同在一 碑上
,

也

可 以 得 知其 为金 代 部 落
。

《出塞 纪略》 曾 记

碑 文 中有
: “ 万部 华严 经 塔看 经人 数⋯ ⋯ ”

等 字
,

《奉使俄 罗 斯 行程 录 》 也说 碑 文 是
“

金

世 宗时 阅 经人 姓 氏
” ,

这 些 碑文 巳经 失 存
,

无

法 核对
,

我们 从碑 文 中所 列 住 址
、

姓 氏
、

官

职 等内容 来看
,

应 是 修缮 该 塔 时 的捐 资碑
。

在封建 社 会里
,

将 那 些 所 谓 施 主 的 姓 名刻 石

立 碑
,

并 竖 立在 修缮 过的 建 筑物 上 或 其 附 近
,

这是 常事
。

所谓
“

看 经
”

或
“

阅 经
” ,

只 有封建

统 治 阶级 才 能 “ 看 阅 ” ,

才有这 份 闲 工 夫
。

而把所 有
“

捐 资
”

者
,

都 说 成
“

阅 经
”

人
,

不 过

借此榨 骗劳 动人 民 的财富 而 已
。

钱 良择和 张

鹅 翩 的 记 载
,

可 以 证实 该 塔 曾经 在 金 大 定年

间 重 修 过
,

这 和 塔 上 的 题 记 是 互 相 印 证 的
。

塔 上 的 金 代题 记 中
,

有的 是 用 汉 文 书 写

的 ( 图 七 )
,

有 的 是用 契 丹 文 和 女真 文 等 书

写 的
。

题 记 的 契丹 文
,

属 于 辽庆 陵 出 土 哀

册 上的 那 一种 契 丹 小 字
,

在 第五 层 共 有 三

处
,

其 中一处 慢法 特甚
,

仅 可 辨 其 字形 , 另

两 处书 写 在塔 心 的 壁 兔 正 中及 其 右 侧 壁 上
,

巳 有部 分漫德 不清
,

从 书 写 的 笔 势和 风 格来

看
,

此 两 处似 应 为一 条题 记
,

由于 漫 憾 已 无

法 全 部认 读
,

仅 能 认 出右 侧 第一
、

二 两 行 中两

个“ 因
”

字( 即 汉字
“

国
”

字) ( 图 一O )
,

壁 完正

中 的 也仅 能认 出
“

包次 欢 丰丁 白 双
”

等 字
,

可 译 成汉 文
“

三 年六 月 廿 三 日
” 。

在
“

三 年
”

之

上 的那 个 字
,

笔 划 不 清
,

不 象数 目字
,

应 是 年

号
,

但它 又 和 目前 巳 认 识 的 辽 金 时 代 契 丹 小

字的年 号 的字形 迥 界
,

据《金 史
·

章宗 纪 》载 :

明 昌二 年十二 月 乙 酉 “ 诏 罢 契 丹 字” ,

在 此

以 前 契 丹 字仍通 行于 官方 文书
,

这条 题 记 约

写 于 明 昌 二 年 以前
,

故 有可 能此 年 号 为 大

定
。

在 塔 内第 四
、

五
、

七 层 都发 现有 女真文

题 记
,

其 中有 的 漫 德 特甚
,

不 易译 读
,

有 的

部 分漫 德 而 尚 能辨 认
。

初 步 统 计 全 塔 内所 见

女 真文 题 记 约 有五 条
,

有的 仅 有一 行
,

内容 简

单
。

有的 内容 很 多
,

如 一 条 的 开 头 有草 书
“

芙
人 砂 未 冻 术 办

”

等字
,

可 译 为
“

丰 州 合 扎 仆

散丹 马
”

等字
, � 惜 字迹 潦草且 漫 i.$ 特多

,

难

于 了 解 全 条 内容( 图九)
。

金 世 宗
、

章 宗年间
,

曾大 力提 倡 女 真 族 使 用 女 真语 言 和 女 真 文

字
,

据《金 史
·

选举 志 》记 载 : 大定 四 年 ( 1 1 “

年 )
, “ 寻 欲 兴 女 真 字学校

,

猛安 谋 克 内多择

良家 子 为 生
,

诸 路至 三 千人
” ,

大 定 九 年( 1 169

年 )
,

除在 中都 设 立女 真 国 子 学外
,

并 在 上 京

等二 十二 路州 设 立女 真 府 学
,

万 部华严 经 塔

所在 的 丰 州 也 曾 设 立 了 女 真 府 学
。

所 以 在塔

上 留下这 些 女 真 文 题 记
,

其 中包 括 猛 安谋 克

的女 真文题 记
,

也是 很 自然 的事
。

金代题 记 中署 明 题 记 者 的 住址
,

诸如 中

都 ( 今北 京 市 )
、

西 京 ( 今 山 西 大 同市 )
、

大 原府 ( 今 山 西 太 原市 )
、

弘 州 ( 今河北 阳

原县 )
、

镇 戎军 ( 今宁 夏 固原 县 )
、

南 京( 今

河南开 封市 ) 等金 王 朝 所 管 辖 地 区
,

反映 了

当 时 我 国 北半 部广 大 地 区统 一稳 定 的 情况
。

我们 还 可 以 从题 记 六O 一 条用 汉 文 直 书 “ 完

颜 乞 巩
”

女真 族 姓 名的 情 况 看 出
,

当 时 各 民 族

使 用 着 本民 族 的 文 字
,

也 共 同 使用 着 全 国 比

较 通行 的 汉 文
。

塔 上 的 金 代题 记 中
,

署 明 的

年月 以大 定年 号为 多
,

也 是 从 一 个侧 面 反映

了 金世 宗时 金王 朝相 对 地 稳定的政 治局 面
。

元 王 朝 统一 中国 后
,

有一 个较 长 时 期 比

较 稳定 的 政 治状 况
,

为 各民 族 间和 平 交 往创

造 了 必 要 的 条件
。

因 此
,

我 们在塔 上 看 到的

题 记
,

以元 代 的 为 多
。

这些 题 记
,

多为 简短

的 记 事
,

往 往 仅 列 何 地
、

何 人
、

何 时 到 塔上

游 览
。

题 记 者 包 括 达官 贵人
、

佛教 僧 侣 和 庶

民百 姓
,

虽 然 他 们 各 自的 阶级 地 位 不 同
、

对

佛教 的 态 度不 同
、

登 塔 的 用 意 也 不 尽 相 同
,

但

这些 记 游 性 质的 题 记
,

却正 是 反映 了 各 民族

间 和 平交 往 的 事 实
,

反 映 了 当 时 的 丰 州 联 系

着祖 国 的 四 面 八方
。

它 在 当 时 各民 族 和 各地

区 间 的 经 济文 化 交 流 中
,

曾 起 过 一 定 的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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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八 思 巴 字 汉 语翅 记 图七 金 代汉 文理 记 ( 四 O 九 )

教 用语
。

现存 塔上

的 这种 古 文 字 题

记
,

很 多虽 已 漫 德
,

但 仍有 十 多条 比 较

完 整
。

简短 的一 条

仅 一 行( 图 八 ) 较长

的 一条 有七 行
,

其

内容 较墓石 铭文 复

杂 得 多
。

这 种 文字
,

在元 代称 做亦 思 替

非文
。

在十二
、

十

三 世纪 时
,

随着 景

教 聂思 托 里派 的传

怖 而 流行于 汪 古部

中
。

据 《元 史
·

选

举志》及 《百 官 志》

记 载 : 至 元二 十六

年 翰林兼 国史 院奏

准 设立 官 员进 行 教

嚎丫 银

元 代题 记
,

以 汉 文 为多
,

用 少数 民 族 文

字 书写 的 也不 少
。

汉 文 题 记 的作 者
,

大都 是

汉 族
,

一 部分 是少数 民 族
,

如 二一 一 条作者 系
‘

回 族
。

有些 汉 人 也用 八思 巴字
、

畏 吾儿 字等

各种文 字
。

用少 数 民 族 文字作 题记
,

也有种

种不 同 情 况
。

如 用 八思 巴字 书写 的 题 记 中
,

有 的是 用 八思 巴字拼 写 汉语 ( 图 六 )
,

也有 用

汉字 与八思 巴 字夹 行并 书
,

即 是 两 种 文字 对

照
,

题 记二 三二 条 仅“ 宝 塔
”

二字只 书八思 巴

字而 未书 汉 字 , 有 的是 用 八 思 巴字 写 的 蒙古

语
,

塔上所 见 的几 条用 八 思 巴 字写 蒙古 语的

题 署 都 巳 漫 德 不 清
,

无 法 通 读
。

在 用 畏吾 儿

字 书写 的 题 记 中
,

有 的是 畏吾儿 文
,

即通称

果 特体 突厥 文 ( 图 四
、

五 ) , 有 的 是 蒙古文
,

· _

即通称 畏吾 体 蒙古 文
,

也 就 是 最 早 的 蒙古文
.

体得往 意 的是题 记 中还 有一种 古文 字
,

它 和解 放前 后在 达茂 旗百 灵 庙 附 近 阿 伦 苏木

元 代德宁 路 遗 址 和 四 子 王 旗 王 墓 梁 汪 古 部墓

地发现 的一 批墓 石上 的 铭文 相 近
,

那 批 墓石

铭文 为古叙 利 亚文
,

仅 书墓 主 姓 名及 一 些宗

学
,

延 佑元 年还 专

门 设置 了 负责掌 管

教学 亦思 替 非文 的

机 构
。

汪 古 部在 元

代 初 年 统 治 过 丰

州
,

所 以
,

我 们在

城 内的 万 部 华严 经

塔 上能 见 到 这些 亦

思 替非 文 字 的 题

记
。

马 可 波罗途 经

丰州
,

记 述 当 时丰

州 为 汪古 部阔 里 吉

思所 管领 ( 阔 里 吉

思是 信仰 景 教 聂 思

托思 派 的 基 督 教

徒 )
,

并称 “ 治 此 州

者是 基 督 教徒
,

然

亦 有不 少 偶像 教 徒

及 回 教徒
” � ,

这些

记载可 与 塔上 题记 图 八 亦 思 替非 字题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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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九 女 宾文反 记

相 印证
。

在塔 上 第四 层 和 第七 层 各有古 波斯

字题 记一条
,

借 已漫愿
,

无 法辨认
,

难 以 确

定为元代 人还 是 中亚 地 区 来人 所 书写
,

但是
,

它反映 了元代 和 中亚 地 区 文 化交 流的一 个侧

面
。

元 代题 记 中
,

有一 部分 是居 住在 丰州 城

内及 其 附近 的游览 者所 书 写 的
,

有一 部分为

官吏所 题 署 , 也 有是居 住在 丰 州 城 乡 的 汉 族

庶 民 百姓 所 记
,

这 些题 记 表 明 当时丰 州 城 乡

都居 有大 t 汉族 人
。

我 们还 看 到
,

有 一部 分

越 记者来 自丰 州 附近 府 州
,

如题 记 二 一六
、

二一 七
、

三O 八
、

三一 六 等条
,

署 明 为云 内

州人 所 书
,

今 托 克托 县 古城 公 社 南 园 子 村北

面的 那座 古城
,

通 称西 白塔 古城
,

就 是金 元

时代 的云 内 州 城址
,

它 西 距 丰 州仅 六 十余公

里
。

又 二 二五
、

四 O 一 条为 东胜 州 人所 题
,

今托 克托 县 城 北面 那 座 叫做托 克 托城 的 城 内

西北 隅
,

有一 座 叫做 “大 皇 城” 的 古城
,

就

是 辽
、

金
、

元 时 代 的 东胜 州 城 址
,

它 西南 距

丰州 约一百 公 里
。

丰州
、

云 内州 和 东胜 州 都

是 建立 在大 黑河 中下 游的 城市
。

这三 座 州 城

附近 地势 平坦
,

便 于 利用 大黑河 水灌 溉
,

农

业 比 较发 达
,

人 口 也较为 密 集
,

各城 市 间互

相 交往是 很 自然的事
。

位 于 丰 州 北面 大青 山

后 的砂井府 和净 州 路
,

都 有人 来 到塔上 题 记
,

如五 一二条 为砂井 府来 人所 书
,

三 二五 条 系

净州 路来人 所 书
。

砂井 府 城址在 今 四 子 王 旗

红格 尔图公 社所 在地
,

净 州 路城 址在 今四 子

王 旗库 伦 图 村
,

当 时 砂井府 和 净 州 路都 由汪

古 部 直接 管领
,

那 里 的居 民 与丰州 的 经 济文

化交 流密 切
,

也 是很 自然的 事
。

丰州 后 划归

大 同路 管辖
,

题 记 中署 明 来 自大 同路 ( 今 山

西 大 同市 ) 的有一 O 七 和 二 O 五两 条
。

题 记

中署 明 来 自当 时京 城大都 ( 今北京市 ) 的有

一 O 八 和 七 一六 两 条
,

其 中一 O 八 条所 记 的

昊夭 寺
,

为 辽代建 筑
,

元代 仍具规 模� 。

元

代题 记 中所 见 的地 名还 很 多
,

如 冀宁 路( 今山

西 太原 市 )
、

榆次 县 ( 今 山西 榆次 县 )
、

忻

州 ( 今山 西 忻 县 )
、

石 州 ( 今 山 西 离石 县 )
、

怀 仁 县 ( 今 山 西 怀 仁县 )
、

文 水县 ( 今 山 西

文 水 县 )
、

中兴府 ( 今 宁 夏银 川 市 )
、

终南

县 ( 今 陕西 周 至 县 )
、

般 阳 路( 今山 东 淄 博市 )
、

宣德 州 ( 今 河北宣 化 县 )
、

真 定府 ( 今河北

正定 县 ) 等等
,

包括 了我 国北方 广大 地区
。

二

一 九 条的题 记 者来 自和 林
,

即今 蒙古人 民 共

图一 O 契 丹小 字 顶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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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一 明 代汉 文 题 记 ( 五 一 八 条 )

和 国 哈 喇 和 林
,

位 于 乌 兰 巴托西 南 方 的 鄂 尔

浑河 畔的 草 原 上
,

也 就 是 额尔 德尼 召所 在地
,

元 代 又 称做 和 宁路
,

为 岭北等 处行 中 书省所

在 地
。

当 时和 林与 内地 的交通
,

主 要是 靠三

条重 要骚路
,

一 是 自和 林经上 都 ( 今 内蒙古

正 蓝 旗五一 牧 场 ) 而 达大 都
,

二是 自和 林经

亦集 乃 路 ( 今 甘肃额 济 纳旗黑 城 ) 而进 入 河

西 走 廊
,

三 是经 由砂 井 府
、

丰 州
、

大同 路而

进 入 内地
。

这 条和 林 人 题 记提 示 了 当 时 丰州

至和 林 间的 释路 是 畅通 的
。

从 以 上 所 列 举 的

元代 地 名中
,

可 以充 分 地看 到丰州 在联 系大

青 山 后 各路府 与 内地间 的 经 济文 化 交 流 方

面
,

起着枢 纽 的作 用
。

明 王 朝 建立 初 期
,

丰州 的建 制 已 不 存

在
,

万部 华严 经 塔所 在 地区 曾 由王 朝 中央 政

府 派兵 驻 守
。

明 正 统 以 后
,

蒙古 族 土 默 特部

徒 居 到丰 州 滩一 带
,

逐渐 定居 下 来
,

同 时 汉
’

族 也 继续 迁 移到 这一 带居 住
,

形 成 蒙汉 杂 居

肠义

伪状 况
。

这 些 历史 事实
,

在塔上 题 记 中都 有

所反映
,

如 二O 八
、

三 一 九
、

五 一五
、

五 二

六
、

六 O 二 等 条反映 了 明 初 的 情 况 ; 二 O

‘
、 .

二 O 七
、

二 二二
、

二 二九
、

四 O 八
、

四

一五
、

五一 四
、

五一 七
、

五 一 八 等 条则是 反

映 了 明 嘉靖 以 后 的情 况
。

塔上 现 存 的 明代 蒙

古文 题记 有十 多条
,

但 多 巳 漫德 不清
,

仅能

从语 法 结 构 判 断 其 时 代
,

其 巾有一 条 似 提 到

土默 特部 阿 勒 坦汗 ( 即 明 史 记 载 的 俺 答 )
。

这些 蒙古 文 的题 记 者 和 四 O 八
、

五 一 七
、

五

一八 条 中出现 的 蒙古 族 人 名
,

都是 居 住在丰

州 滩 一带 的 土 默特 部蒙古 族
。

二二 二
、

五一

四
、

五 一 七
、

五 一八 等 条的题 记 者
,

都 是 明

嘉 靖 年 间起继 续迁徙 到 丰州 滩 一带 居 住的 汉

族
。

汉 族 人 民迁 居在 丰 州 滩一 带
,

和 蒙古族

人 民 长期 杂居共 处
,

结 成了 深 厚 的 情谊
,

共

同为 开 发 和 建设 呼和 浩 特地 区 做 出了 贡 献
。

“ 民 族斗 争
,

说 到底
,

. 一 个 阶 级斗争

问万 ” 。

明 代 蒙古 族 土 默特 部封建 主 占据丰

州 滩一 带 时
,

曾多次 进 入 内 地掠 夺
,

损 害人

民 群 众的 生 命财 产
,

这是 封建 统 治阶级 贪得

无厌 的剥 削阶级 本性所 造 成 的 罪 恶
。

就 是 在

战乱 时期
,

蒙古 族 和 汉 族 人 民 之 间仍然 保持

友 好 相处
。

题 记 五一 四 条 叙述 了 明 嘉靖 年间

山 西 埠 县 段 清一 家临危 得救 的 事 件
,

这是 蒙

汉 民族 间结 成 的亲密 情谊 的 一 个 例 证 ( 图

三 )
。

在这 条 长达 二 百 一十 字 的 题 记 中
,

控

诉 了 蒙古 族 封建 主 给 人 民 制 造 的 灾 难
。

当 段

清家 乡 的 堡 寨被 攻破
,

一 家五 口 性 命处 于 危

急关头
,

蒙古 族达耳 汉 挽 救 了 他们
,

并 带到

丰州 滩 地 区 安置 生活
,

所 以 段 清称 达耳 汉 为

恩 人
。

我们 再看题 记 五一 七
、

五 一 八两 条
,

笔 迹 相 同
,

题 署在 第 五层 南券 门 内洞 壁 上
,

相距 很 近
,

当是 同一 人 的手 笔
。

他 写 道
: “

林

( 临 ) 行 路 上 好南 ( 难)
,

不 由两 眼 留 ( 流 )

泪
,

受 苦无 人知 到 ( 道 )
,

儿 女不 知 那 ( 哪 )

厢 ” ( 图 一 一 )
。

这 是劳 动 人 民 用 通俗 的 文

字 和 血 泪 的 语 言
,

悲 愤 地控 诉 封建 统 治 阶级

的 罪 恶
,

同 时 他 还 提 到 多亏达 儿汉 的 搭 救
,

这 位达 儿汉 和 五 一四 条 提 到 的 达耳 汉 也 许 是

一 人
。

这一 条劳 动 人 民 用 血 泪 写 成 的 题 记
,

充 分 地 说 明 了 所 谓 民 族 矛 盾
,

乃 是 封建 统治

阶级 强 加 给 各族 人 民 的 灾难
。

虽 然 各民 族 反

动 统 治 阶 级 对 本 民 族 和 其 他 民 族 间进行 过 挑

拨
、

隔 离 和 镇压
,

但 都不 能 阻 挡 各民 族 人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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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间的友 好往来
。

明 隆庆 年 间
,

土 默特 部蒙

古 族 封建 主 阿 勒坦 汗归顺 于 明 王 朝
,

丰 州 滩

一带 又 重新 统一 于 中央王 朝 管 辖
。

反 映 各民

族 间友 好往 来 的题 记 也就 更 多 了
。

之 南 数 百 里
,

而 明王 朝 中央 政府 长期 地 有效

地 管辖这 一 地 区
,

这 些 铁 的历 史事 实
,

更 有

力地 痛 斥 那 些 社会帝 国 主 义 者们 叫 嚷 的 长城

以 北 非 中国 领土 的 反动 谬 论
。

“

中 . 是 一 个 由多傲 民族 结 合而 成 的拥

有广 大人 口 的 日家
” 。

呼 和 浩 特地 区 一 直 是 中

国 各民 族 聚居 的地 区
,

历 代 各民 族 长 期 杂居

共处
,

在 开发和 建设 呼 和 浩 特 地 区 的 事业 中

共同 做 出 了 贡献
。

万 部华严 经 塔 上 的题 记 正

是 历 代各 民 族 间友好往 来 的 历史 见 证
。

这 些

题 记 有 力地驳 斥 了 苏修 社会 帝 国主 义 的 反华

小 丑们 的 种种 谬 论 : 他们 把 汉 族 和 我 国 少 数

民 族 对立 起来
,

硬 说只 有汉 族 才是 中 国 人
,

只

有 汉 族 居 住 的 地方 才是 中 国 领 土
,

而 汉 族

以 外 的 各个少数 民 族 都不 是 中国 人
。

万 部华

严 经 塔所在 的 丰州 地区
,

在 辽
、

金
、

元 各代

都是 一度 繁荣 的封建 中小 城市
。

题 记 反映 了

各 民族 在这 里 聚 居情 况
,

也正 是 说 明 了 汉 族

和 各个 少 数 民族 都是 我们伟 大 的 中华 民族 的

成 员
。

明 王 朝 所 建 筑 的 长城
,

远在 丰州 地 区

� 古 塔 的 外 表往 往 涂 有 白里 土
,

在 阳 光照 熠 下 非 常

夺 目
,

可 增添 外 型 的庄 严 宏 伟
,

所 以 许 多 古塔 都

称 做 白塔
,

而 实非 其 原 名
.

万 部 华 严经 塔 何 时 始

称 做 白塔
,

还 不 甚 清楚
.

从 题 记 六 O 八 条得 知
,

元

大 德 年 间 巳 称 做 白塔
.

史 籍上 可 查 考 的
,

以 《清

圣 祖实 录 》为 早
,

记康 熙 帝 于 康 熙 三 十 六 年

( 16 9 7 年 ) 冬 十 月 乙 未
‘

驻 哗 白塔
’ ,

并 于 次 日
‘

自白塔 往 归 化 城 ( 呼和 浩 特 )
” .

�
、

� 冯 承 钧 译
:

《马可 波 罗 行 纪 》 第 七 十 三

章
,

中华 书 局 重 印本 2 65 页
.

� 刘 秉 忠
:

《藏 春文 集 》卷 三
,

《过丰 州 》诗
.

� 这 批 文 物 出土 情 况 的 报 导
,

见 《内 蒙 古 日 报 》

1 9 ? 2 年 6 月 21 日第 4 版
.

又 见本 期 李 作 智文
.

� 清 康 熙 年 间
,

沙俄 侵 略 势 力 不断 向我 国 境 内 扩 张
,

严 重 威 胁 我 国安 全
.

清 王 朝 政 府决 定 派 遣 索 额 图

等 大臣与 沙俄 谈 判
,

钱 良择 和 张 鹏 翩 等 僚 臣随 行
,

他 们 于 16 8 8 年 路 经 呼 和 浩 特时
,

曾到 万 部 华 严经

塔 游 览
.

钱 良择 曾 抄 录 了塔 内翅 记 十 一 条
,

记录 在

《出塞 纪 略 》中
,

张鹏 翩 在《奉 使 俄 罗斯 行 程 录 》也

记 载 了该 塔
.

� 由金 启 棕 同 志 译 成汉 文
.

� 《元 一 统 志 》辑 本
,

卷 一
,

中 华 书局
.

附录 : 万 部 华严 经 塔 金
、

元
、

明代 汉 文 题 记 摘 抄

使 用 符号说 明 : 原 来提 行 加 习
。

已 脱 落 或 漫 违 的 字 用口
。

尚 有 字迹 可 寻 而 不 能 确 定 的 字

注 在 口 内
。

脱 落 或 漫 连 字 数 不 明 的 用 团 原 来 错 别 字 加 注 正 字 在 ( ) 内
。

原 有 花 钾 用

〔钾 〕
。

一 O 一
、

一 O 二
、

一 O 三
、

一 O 四
、

一 O 五
、

一 O 六
、

《出 塞 记 略》中 载 有 的在 题 记 前 加
. 。

至 元 元 年 五 月 团
至 元 十 三 年 中 兴 府口 困福师 到 此

大元 中 兴 府 在城僧 同口口一 行 七 人
至 顺 四 年 团

大 定 六 年 口 九 原口口振 汉

至 元 十 一 年 五 月 初 一 日习乌头 桩 书口 园」 佛 象十

五 」弟 子 季联 桂 口口叩 祝

大 同 路 在 城 团 ] 到此

大 都 在 城 大 奥 天 寺僧 道 兴 到 此

—
以 上 第 一 层

盆 重长 李路 间 团 」游 到 此 间 登 高团 」思 故 里只 恨

到 团 」山 西 马首 邑安 中道

五 僧 俗 上 塔游 』 不的 明 白

宝 塔吉 地 东 门

京 都口口府 金 盘 村 人

大 同 路大 普 恩 寺大 德 九 年 九 月 廿 一 日口

二 O 六
、

二O 七
、

二 O 八
、

二 O 九
、

O三一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O 七

、

一O 八
、

二O 一
、

二 O 二
、

二 O 三
、

二O 四
、

二O 五
、

二 一 四
、

二
五

、

六
、

大定 二 十 八 年 五 月 初五 到 此

崇 祯 十 一 年 七 月十 二 日 J 大 同 左 卫 标 下 通 官赵 必

寅 刘 之 喜 』抚 镇 标下 军 人 团 」远路 团

政 统 六 年五 月 十 日

太 原 府 榆 次 县 南团 ] 僧 悟 淡 黄 子 张秀 习二 人 同 行

J 至顺 元 年

镇 戎军 监

曲回 在 城 回 回一 人 宋 吉 到此 提 笔 回耳

大 宣教 寺

南朝 天 子 爱 风 流 口南 朝 天 子爱 风 流 J 尽 守 江 山 不

道 ( 到 ) 头 』 总 为 战 争口口德 』却 因 各 无 破 出 休

习 老将 道 德 重口帝 习奉 把 人 口口 自己口

朔 风 战 冽 雪 侵 凌 」 来此 丰 州 惩 外 寒 口 六 月 火 云 夭

不 雨 」请 君 来 此凭 ( 尧 ) 栏 干

西京 太 原 府 团 」弟兄 同游 记 耳

云 内天 宫 院 』僧 德 教 为 记 口

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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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七
、

云 内 天 宫圈 口圃德 昭 团

二 一八
、

至元 九 年拾 月 口

二 一 九
、

致 和元 年 六 月 十 四 日和 林口口 口游

二 二O
、

大定 十 一 年团

二 二一
、

至元 廿 二 年 」 五 月 初 三 日 」太 原 路 忻 州朱 团 J 僧

俗 二 人 来 游

二 二二
、

大 同府 朔 州 回 生口口 经被 嘉靖 四 十五 年圈 草地 隆

庆 二 年二 月 十 九 日 口 宜塔 作 诗 习 我今 难 口整 三秋

」与 人 方 便 不 到 头 习 智 兼 和 会 回欢 悟 』未 知 明 年
收不 守 ( 收 )

二 二三
、

大 定 十 二 年 正月 口

二 二四
、

大 德 元 年一 月 团

二 二 五
、

至 正 十 一 年 六 月 初 九 日东 胜州 英口 」口 到此 耳

二 二 六
、

宝 塔 」拾 叁 循

二二 七
、

至 元 十 年五 月 初五 团 」古丰 王口卿 到 此 』 郭 白祥

二 二 八
、

至 元 十 一 年五 月 十 九 日到此 张文 卿 一 人 行 到 此

二二 九
、

大明 嘉靖 三 十 九 年 七月 初四 日记 耳

二 三 O
、

至 元 二 十 四 年五 月 初 十 日 习 张文 卿 前 去 西 团

二 三一
、

口 云 中合 河 村 王 子 明

二 三二
、

张狗 儿 』泰 定 叁 年 二 月 日 口赵 十 一 」 斐脱 欢 察 儿

( 此 条 为 汉 字 和 八 思 巴 字夹 行 并 书
,

仅 左 侧 第 一

行 八 思 八 字 写 的
‘

宝塔
.

二 字未 并 书 汉 文
.

)

—
以 上 第 二 层

. 三O 一
、

达 鲁花 赤 兼 都 检 点 臣 」丰州 总 管 兼 税 管 水 鸦 马

天 福 〔押 ) 』丰 州 管 水 鸦 提 领 张伯 川 〔押 ) 口丰

州 管 水 鸦 提 控 王 英祥 ( 押 〕丰 州 管水 鸦 提 点 王 因
祥 〔押 ) 习 至 元 十 一 年五 月 日口 此

三O 二
、

丰 州 在 城 塔

三O 三
、

马 天 福 王 天 祥 王圈 祥 张 义之 」于 在 城 北 角 内 」宜

教 寺 宝 塔上 来 游 至 此

三O 四
、

至 元 十 年 五 月 十 七 日车 臣 川 等五人 至 此 〔押 〕

三O 五
、

至 正 四 年 二 月廿 日石 叁人 团

三O 六
、

口 国 至 正拾 年 柒月 团

三O 七
、

丰州 在城 团 J 至 元 十 年 五 月 团

三 O 八
、

云 内州 在城 蕊福 寺J 僧德 梗 三月 到 此

三O 九
、

大同路 怀 仁 县 孙不 买 弘 口 」宝 用 口永 团

三 一O
、

至 正 四 年二 月 廿 口 日习李 福 祥 转 大藏经 壹 佰 伍 卷

J 结此

三 一一
、

逸德 术 士 李 广 德 咏 塔记 口危危 宝 塔 徽 云付 习田连

云 汉 口口苗 」 襄 盈 一 概 口口宇 J 天 下 峰口口口口

J 大定 岁 在 丙 口

三一 二
、

中都 人 是 南 退 匣口

三一 三
、

大定 十 六 年 七 月 十 七 日到 此 间 」写 为 记 官密 团

三一 四
、

元 帅 府 令史 孙 执 中 口至元 五 年 到 团

三一 五
、

皇 庆 元 年 五 月 廿 七 日

三一六
、

云 内州 第 二 内 团

三一七
、

大定 十 三 年口口 福 贵口

三一八
、

万 历 十 二 年 三 月 」 十 日山 西 医 官 郭 西口 象北 虏对

口J 军 门差 到 此 同喇 嘛通 士 ( 事 ) 拜 塔 到 此

三一九
、

供 武 二 七 年 四 月 初五 日 〔押 〕

三二O
、

丰州 在 城 管团 次头 官 〔押 〕丰 州 在 城 管 团 大头 官

张 〔押 〕丰州 在城 管 国因次 头官 王 〔押 〕至 元 十

三年五 月 十 七 日口口

三 二 一
、

至 元 廿 七 年 七 月 初 七 日 J 丰州 在城口口 五 妹 到口

愿 团

三 二 二
、

大 定 四 年 五 月廿 日囿叁人 团
三 二 三

、

大定 十 二 年 伍 月廿 一 日口口 到 此 记口

三二 四
、

致 和 元 年 四 月 初 四 日 」叁 人 道 ( 到 ) 此 记

三 二 五
、

净 州 大口口 长下 王 小口 J 到 此口 大 德 元 年 二 月口
日

三 二六
、

京 兆 府 终 南 县 郭 下 巷 小 刘 团 J 二 人 有本 州 王 口同

上来 游 J 乙未 年 五 月 十 六 日记

三 二七
、

口安 旧 仓 住 人 』赵 楷 口口口元 年正 月 十 五 日 习到

团

三 二 八
、

太 原 府杨 和卿 一 行 二人 闲 游到 此记 习至 元 拾 捌 年

三月 初五 日记

三 二九
、

乙 酉 年后 二 月 廿 五 日古 围兴 福 院末 释 习小 比丘广

深 记 笔

三 三 O
、

石水 口口 不久 长 习 莫言 蜗 角利 名 强 口今 春 不 口明

春 是 』岂口 何 日此 二口 」 延 佑 二 年 正 月尽 日 白口

山 口口游 到 此 一 笔 耳

三 三 一
、

泰 定 五 年 五 月 团
. 三 三 二

、

文 山 圈 士幕 下 一 行人 到 此 习至 元 六 年 三 月 初 二

日武 得 新 到 此

三 三 三
、

大定 十 七 年口月 口

三 三 四
、

大 安 三 年十 月 初 五 日团

—
以 上 第 三 层

四 O 一
、

至 正 拾 查 年 陆月 初 九 日东 胜 州 吴 困口刘 提 领 张 国

让 张 俊 贤杨 仲 广 到 此 记耳 ( 与 此 条 内 容 完 全相 同

的 题 记
,

并 见于 第 二
、

三
、

四 各 层
,

现 仅 录 此一
条

。

)

四O 二
、

大 定 二 年 团

四O 三
、

丰 州 在 城 东 长街 人 贺谎 徽 是林 家 女婿 是也

四O 四
、

延枯 五 年六 月 初 四 日 习 冀 宁路 一 行 二人 到 此 记耳

四O 五
、

至 正二 年五 月 十 五 到 日团 列此 』口 生 冉生 王生 口
口

四 O 六
、

至 正 贰 年 五 月 十 五 日张 口口大 到 此

四 O 七
、

大 定 三 年九 月 初 一 日记 王 恩 义
四 O 八

、

北 虏 夷 人 西 哨 习崔 脑 害 二 月 十 九 日 到 此

四 O 九
、

大 定 十 六 年 七 月 十 七 日记 笔 』 风 磨 石 家 口 弘州 人

也 记 笔 ] 刘 盘 因

四 一O
、

大 定 二 十 年 七 月廿 五 日到 此 记

四 一 一
、

至 元元 年 六 月 习 丰 州 二 人 到 此 记

四 一 二
、

至 正元 年 三月 」 十 一 日秦 措 道 ( 到 ) 此

四 一 三
、

时 定 十 四 年 二 月廿 九 日口 从 西 京 口留 到 圈武 到 此

记口
四 一 四

、

山 西 太原 府 汾 州 』介 休 县人 曹口 田 祥 J 来 看保

( 宝 ) 塔
四 一 五

、

陕 西 延安 双 州 府谷 县 民 口在口 孤山 堡 久 住口 劣 」

不付 团 年二月 十九 日到 此
四 一 六

、

定 十 三 年J 辛 酉 月 丙 子 日 J 萦得 禄 〔押 〕

四 一 七
、

大定 年 八 年八 月 三 日 口王 重 实 刘 公甫 翻 子英 」三

人 口口 到 此记 耳
四 一 八

、

大定 十 二 年口 月十 八 日神 口

四 一 九
、

山 西 行 都 司口口 府 团
四 二O

、

至 元拾 壹 年八 月 中秋 口口

策 匕 期



. 四 二一
、

去 年 曾 醉 海棠 丛 习 闻说 新 枝发 旧 红 口昨夜 梦 妞
花 下饮 习 不 知身在 玉 堂 中」瑞 伯 书

—
以上 第 四 层

. 五 O 一
、

进 宜 冲 平 顺 禅 师 五 人 到此 记 耳
. 五O 二

、

大定 十 八 年五 月 二 十 二 日」关西 镇戎 军 樊 典 」

到 此 准 题

五 O 三
、

至 元 十 一 年 五 月廿 一 日 口 张 四 奇口 习到 此 记 耳

五 O 四
、

十 方 法 藏 寺 僧 普 仁 上 宝塔 四 ( 时 ) 写 记

五 O 五
、

大 朝 至 元 八 年七 月 二十 八 日 习 西夏 国仁 王 院 僧 』

惠 兽到 此

五O 六
。

定 林 寺 法 明定 泽 甲寅 年三 月 二 十 四 日到 宝塔 记口

五O 七
、

皇 庆 元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白海 子 住 人口 伯 同 何如 奴

习 同圈人 口
五 O 八

、

大 元 国 至 元 九 年 五 月 团 』天 水 郡 口彭 城郡 刘 天 枯
记 耳

五 O 九
、

西 京 盆明 运 团
五 一O

、

口口秦 思 寺口 宜 光三 年八 月口
五 一 一

、

大 同口 孝慈口 正授 丰州 判 官 李 良口亲 口口到 此口

五 一 二
、

砂 井 府 治 中一 行 拾人 五 月十 五 日到 于 此 记耳

五 一 三
、

大元 至元 十 九 年 仲夏 末 旬 有 二 十 日 白 国习 宝刘 典

吏 杨 偌寺遭 署口游 记 此
. 五 一 四

、

朱 朝 大 明 国 习燕 靖 四 十 年 六 月 初 八 日记 留 名姓

J 山 西 大 原 府 代 州 晾 县 儒 学 增 光 ( 广 ) 生 员段 清 』

字希派 号 中 山时 至 嘉靖 三十 九 年 习九 月十 五 日大

举 达 兵攻 开 堡寨 将 J 一 家 近枝 六 十 五 口 杀 死 抡 去

习各散 逃 生 止 ( 只 ) 遗 生 一 家大 小 五 口 俯 」念 斯
夕 存 留 性命 路逢 房 叔 二 人 」妹 夫一 人 并 囿恩 人 达

耳 汉处 口 ] 告* 口 在此 亦同受 难 J 房 叔 段 应 期 段

茂先 J 妹 夫石 枚 J 妾陈 氏 幼男 甲 午儿 官 名 段 守鲁

口长 女 双 喜儿」次 女 赛 客儿」 后 至 四 十 年 润 五 月

二十 七 日有 妹 夫」 石 枚 带 领 幼 男 甲 午 儿 投 过 』南

朝 去 了妻 陈 氏 四 月 初 一 日病放 口五 月廿 七 日团 吸

应 期 口

五 一 五
、

正 统 二 年 十 二 月廿 三 日 习名 团 大王到 此 记

五 一六
、

时 定口 年 四 月口 日』口 子 弟郑 口 己耳

五一 七
、

菇 靖 三 十 八 年张 会那 在 北 朝丰 州 我与 达 儿 汉口口
板升口下 口木匠张 进 圈山 西 汾州 爱 子里 人 氏 」蔚

州 阔 水北 村 主 ( 住 ) 」林 ( 临 ) 行 上 口达 儿 汉后

到 北 朝 多 亏 你 J 如 今 众 人 要圈口 不 由我 说 要 留下

J 木匠 很 ( 眼 ) 通 事口口口

五 一 八
、

林 ( 临 ) 行 上 路好 南 ( 难 ) 习不 由两 眼 留 ( 流 )
泪 口受 苦 无 人 知 到 ( 道 )

_

』儿 女 不 知那 厢

五 一 九
、

大同 府丰 州居 口总 长 正 卫 口
五 二O

、

般 阳路 长 山 口 客口大 使 路 顺 道 因口到 此

五 二 一
、

丰 州小 令史王 转口 氏

五 二 二
、

大朝 国 宜 德 州 宜 德 口

五二 三
、

至 正 廿 六 年五 月 十 六 日团

五 二 四
、

至 元 二 十 六 年 正月 十 五 日 苏二 到 此

五 二 五
、

中 护卫 右 师 口旗 号』 洪 武 二 十 五 年前 十 二 月 打 围
到 此 记 笔

五 二 六
.

大同 中 护 卫 前 旗 百 户左 口卫 前旗 百户 团 厂军 人口

有 』洪 武 十 七 年 叼

五 二 七
、

崇 庆 贰 年 团
五 二 八

、

至 元 二 十 五 年 十 一 月口 冯道 增 亲 自团 」 丰州 在 城

口 冯 家 弟兄 三 个 」大 的唤 道 增 第 二 的 唤 口口第 三

的 唤口习 口三 个都 使口人

五 二 九
、

五 三O
、

五 三一
、

六O 一
、

六 O 二
、

六 O 三
、

六 O 四
、

六 O 五
、

六 O 六
、

六 O 七
、

六 O 八
、

六O 九
、

七O 一
、

七 O 二
、

七O 三
、

七 O 四
、

七 O 五
、

七 O 六
、

七 O 七
、

七O 八
、

七 O 九
、

七 一 O
、

七 一 一
、

七 一二
‘

七 一三
、

七 一 四
、

七 一 五
、

七 一 六
、

七 一 七
、

七 一 八
、

七 一 九
、

七 二O
、

七 二一
、

七 二 二
、

七 二 三
、

七 二 四
、

七 二 五
、

七 二 六
、

七 二 七
、

七 二 八
、

至 元 廿 七 年 三 月 二十 九 日

男 二 未 遇 平 生事 』 时复 桃 口口 钢 看
_

」文 定 府元 二

郎 题

中都 东安 子 弟王 纯 到 此 习 大定 十 三 年 八 月 二 日记

—
以 上 第 五层

完 颜 乞 汛

大同 右 卫千 户梁 智 等根 ( 跟 ) 随 口总 兵 官大 人 石

兵 领 兵五 万 三 千 前 来 丰 州 」追 捉 口口」 官 」梁 智

高 荣 』 正统 六年 五 月初 十 日 到 此 记

泰 定 二 年正 月 日

至 正十 一 年六 月

元 统 二年 正 月 二 十 五 日 团 半杨 景 毛到 此

大 德九 年 二 月 初 二 日 到 此 』赵 楷 王 楷 樊楷

至 治 三 年 贰 月 拾壹 日 口
大 德 十 一 年 白 塔东 南 趁 团 力 圣 水 祥么 口 击伯 俊 记

至 元 六 年 五 月 初 三 日 到 此 」文口 三人 到 此

—
以 上 第 六 层

大德 捌 年 正 月 十六 日与 同 伴杨 口 就并 习口圈 到 此

宝塔
大元 国 至元 十 年团

团 g 月 二十 日 西京 普 恩 寺 招师 就 经 二 人 不圈道 此
记耳

至元 九 年正 月 十八 日到此

至元 廿 七 年 五 月廿 九 日申时 到 此

河 东 太 原 府 」石 州 客人 一 行 七 人 王 二 等 到此 习大
元 国 至 元 廿 九 年六 月口

大 德 十 年 六 月十 五 日 到 此 杨 根

城 郭 此 景 最 为 先 」永 镇 丰灵 朔 口州 」四 隅 玩 截 无

穷 谨 ( 尽 ) 」绕 塔 礼 念保 身安

大安 三 年九 月 十 二 日

丰 州 东北 乡北 酒 户 尹 和卿 口游 到 」口圣 塔至 元 十

五 年五 月 」口 口到 此 记耳

延佑 七 年五 月 初 一 日口 润甫 吉 耳

大 同路 丰 州 在 城 南 长 正街 住 人 杨元 书 记 』 至 正十
一 年正 月 廿 一 日一 行 五人到 此

元 统 二 年四 月 初八 日

至 元 十 九 年 四 月十 七 日口口口 到 此

太 原府 介 休县 在 城 光 梵 寺 僧 林师 到 此记

大都 在城 弥陀 寺 一 行 四 人 」 于元 真 ( 贞 ) 二 年 四

月 九 日到 此记

南 京 开封 府口师 人 曹 骚 子 闷 记

大 德 三 年 五月 初 九 日 〔押 〕

大定 口 年五 月 十 五 日

丰 州 口口 住人口 守 亨 见 于本 州 做 小 令史 勾 当 至 元

十 二 年 五 月 初 十 计 ( 记 ) 耳

至 元 二 年 五 月 初 二 日 弥道 到 丰 州 塔 上 大 作 吉利

至 元 六 年 五 月 初 二 日文 水 县 口口新 大 做 吉 利

元 贞 元 年 二 月 十 五 日 上塔 人 刘 楷 李 楷

元 统 二 年 四 月 初 八 日

至 元 十 九 年 四 月十 七 日口口口 到 此

吕文 仲口 十 年 二 月二 十 日 到口
至 元 五 年七 月 十 八 日 ] 御 使口 宜 使 因口 ] 使到

此 计 ( 记 ) 耳

城 上 浮 图兴 未 收 』 亡 金大 定 软 重 修 」 欺 口 团 」
圆圃目

—
以 上 第七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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