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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 煌 出 土 蒙 元 时 代 的 回 鹊 文 书

〔日 〕森安 孝 夫 著

杨 汉 璋 译 陈世 良 校

辜情的经过 已如 第 一 部分所 述
,

这 里 仅 将 伯 希和 从 教煌第 181 窟 ( 敦 煌 研 究 院编 号

第4 64 窟) 取 得 的 回 鹤文 书全 貌作一 介绍
。

为 了 使 人 们从 照 片着 手
,

正 确地 了 解 其 内容
,

现 先将合 计 为36 3件 文 书 以 外形 特征

为依据 编 制了一 览表 ( 表略 )
,

然后 以此 为 主 进 行 解 说
。

为 方便世 界各 国 研 究人 员
,

本 目 录原 则 上使 用 与 吴其 星和 捷 尔 纳两 氏的 汉 文 文 书 目

录
、

拉 尔女 士 的 藏 语 文 书 目录
、

哈 密 顿的 回 鹤 文 书 目 录相 同 的用 语
。

承 法 国 巴黎 国 立 图

书馆 的 厚 意
,

慨 然将 此 珍 贵的 收 藏品 惠 予查 阅
。

为 节省 篇幅
,

本 目 录一 般地 使用 汉 字
。

经 过 综合 的 判 断
,

将 同类 文 书的 残片 分 别 汇 编为组
,

以 主 要 文 书的 号码 作 为代 表
。

第 1 号 文书 粘 贴 六粗 布上
。

第 16 组 包括 1 6
、

181
、

18 3
、

184 等 号
,

这 些都 不 是 回 鹤 语
,

在 第 181 窟 出 土 的 文 书中
,

它

们是 唯一 的 蒙 古 语 印 刷本 断片
。

好 些 语 句 上 印着 与之 相 当的 汉 字
,

例 如
“

都 省
” 、 “

奴

盗
”

等
,

在 第 1 8 4 号 一 页 的右 下 端
,

栏 外 印着
“

贼 盗 五
”

几 个 汉 字
,

这 些 大概 是 篇

名
,

这 一 组 文 书恐怕 是属 于 元 朝 颁 布 的 法 典类
。

从 文 书的性 质 判 断
,

可 以 肯定 它们

并不 是在 元 朝 首都 而 是在 其周边 印刷 的
。

这样 的东 西 之 在 教 煌 出土
,

其 意义 是十 分

重大 的
。

第 一3 5 组 包 括 6
、

7
、

一g
、

2 3
、

2 5
、

s e
、

54
、

65
、

7 1
、

12 1月 2 6
、

23 6一 1 4 0
、

24 5 号
。

纸 宽

16 厘 米
、

长 约23 厘 米
,

贝 叶装
,

纸 的左边 与 中央 的 中 间部位 附近 各 有一 孔
,

孔 边 划

一 红 色 圆 圈
。

天
、

地 的界 线和 行线 都 是 红 色
,

红 圈的 直 径 为 3
.

3 厘 米
,

天
、

地 红 色界

线 间 的 间 隔为 13 一 1 3 5 厘 米
,

这 是 以 漂 亮的 楷 书 字体 两 面 书 写 的 佛经
。

第 1们 组 包 括 第 141
、

16 3一 165 号
。

用 笔划 较 粗 的漂 亮楷 书 书写
,

偶而 加 上 红 色的 婆 罗

米文 字 的注 音
,

后 者也 以 纵 书的 方法一 个 挨 一 个 地 书 写
。

佛经 残片
。

第 、42 号 黑 字 与红 字两 者兼用 的 佛经 断 片
。

第14 6 组 包 括 1 3
、

1 0 2
、

146
、

一4 7 诸号
。

纸幅 宽25厘米
,

天
、

地 界线 的 间 隔为1 1
.

5一 2

.

屋米
,

原 来 的 长 度不 明
。

写的 是 端端 正 正 的 字
,

但 不 是 古楷 书体
。

两 面 都写 着细 小

的 字
。

在 第 14 7号上 用极小 的
“
u 亡ot u z( 二 十三 )

”

标 明 页 码 数
,

内容象 是 瑞 伽 师派 佛经

中的 话
。



第 1 4 9 号 为 印 刷本 佛经 残 片
。

用 小 字标 明
“

al t i n 乙 b 6 l u k bi 戴 第 六 章
.

第 五 )
”

的 页 数
。

第 15 。号 上 有 插 图
,

为折 叠装 印 刷 佛经 不 完整的 两 页
。

插 图 中人 物 的服 装 颇 饶趣 味
。

第 15 3 组 包括 第 153
、

154
、

172 号
。

是折 叠 装 印 刷 佛经 不 完整 的 4 页
。

书 页纵 22
.

6一 2 2
.

8

厘 米
,

横 10
·

7一 10 8厘 米
,

每 页 7 低 文中 a yi’T 691 1 ( 坏心 肠 的 人 )
”

与前章 中
p

·

3 50 9 《善 恶 两 王 子》 内 的 话 相 当
,

但 从上 下 文来 看
,

则 与《善 恶两 王 子》不 同
。

从 文 中所 见的
“ a sa n k i ( 阿 僧抵 )

” 、 “

户 k ( 夜 叉)
” 、一 u 己 y a v l a q y o l

·

l a r ( 三 恶趣 )
”

等佛教 用 语 看
,

很象 是 为修 补第 153 号 文书
,

而 把修 补用 的纸 片贴在 该 文 书的 背面
。

第 1 55 号 细 长 的 折叠 装 印刷 佛经 的 1 页
。

原 来 1 页 的尺 寸是27 x 8
.

5 厘 米
,

五 行 文 字
。

是如 来 与弟 子 须 菩 提相 问答的一 节
。

第 , 5 6 组 及 其 它 按 照 纸 质 与 文 字 的差 异
,

可 以 分为第 128
、

第 156 与 158
、

第 15 7
、

第 159 与
160 等 4种

。

内容 全 是有 婆 罗米 文 字注 音的 印 刷 佛经 的断片
,

而 且 行 与 行 问的 间 隔 完

全 相 同
。

象 是 折 叠装
,

但不 能 确定
。

第 16 6 号 1 页
,

幅 度为10
.

2 厘 米
,

折 叠装 的 印 刷 佛经
。

每 页 6 行
,

如 今只 剩 1 页 的 下半

部 分
,

在 左 端有 汉 字 ( 七 ) 页 码
。

第 1 6 , 组 包括 16 9
、

170 号
。

纵 14
·

2一 14
·

3厘 米
、

横9
.

9 厘 米
,

折 叠 装 的 印 刷佛经
。

每 页 7 行
,

残存 约两 页半
,

可 以 看 到
“

三 摩地 禅定
”

这 样 的 句子
。

第1 ” 号 为 纵 10 6 x 横 6. 3 厘 米 的小 型折 叠装 的一 页
。

文 字小于 其 他的 折 叠本
。

今 残存

一 页 中的 4 行
。

第 17 4 组 包 括第 1 7 4一 150及 15 2 号
。

为 纵 12
.

3一 2
.

5 厘 米
,

横6
.

5厘 米 的小 型 折 叠 装的 印

刷佛经
,

每 页 4 行
,

全部 共 13 页
。

实 际 上 全 是 陀 罗尼 ( 咒 语) 的 音写
,

完全 不 见 回 鹊 语
。

汇合 了 这 么 多的 陀 罗尼
,

十 分可 贵
,

大 有 研 究的 价 值
。

第1 引 组 包 括第 191
、

19 2 号
。

正 面是 字体 漂 亮的 汉 文 佛经
,

可 以 看到
“

不 灭则 非恒 住舍

性
” 、 “

一 切 陀 罗尼 门性
” 、 “

有 色非 无 色有 见
”

等 文 句
,

背 面 则 是 易认 的半 草书体 的

回鹤 文
,

其 中有
“

方形 曼 茶 罗
” 、 “ 日 月 轮

” 、 “

萨马 亚
·

西里
”

等 词 语
,

显 然是 密宗

文 书
。

第 , 9 3 组 包 括 193
、

194 号
。

正 面和 背 面 的 字体不 同
,

但 都 是草 书 体
。

内容象 是 商 品 交 易

的记 录
。

商 品 乃是 棉布
、

丝
、

丝 织 品
、

衣 服
、

卧具 及 葡 萄酒 等
,

还 可 看到
“

艾森 推

米 尔
” 、 “

大 乘都
” 、 “

太傅
” 、 “

斯 尔亚 西 里
” 、 “

赛维 恩 基
·

汤 古斯
”

等人 名
,

也还 出现
“

使 臣
”

的 字样
。

第 181 窟 出土 的世 俗 回 鹊 文 书
,

不 仅 本 组 文 书中有
,

也 还 有 例 外

的
。

本 文 书的一 部 分 中有这 样 的 内容
:

sa d t i m o n i k i b6 z ⋯ ⋯

我 卖 十 二 棉 布
一

q a b i rd i m b i r t a s 吩 z ( z ) ⋯ ⋯

我 给 予 一 粗 棉布
b i r b6z q u v r a y

一

q a b i ( r d i m ? ) ⋯ ⋯

一 棉布 僧团 我给 予

从 而 显 示 与 佛教 教 团 并非 全 然没 有 关 系
。

第 1 9 8号 背 面 贴着 绢 ( ? ) 布
。



第1 . 9 号 正 面 乃 是 清 晰的 汉 字 佛经
。

背 面 的 回 鸭 文中
,

梵 语 的P u n d a ri k a ( 白 莲花)

以P u od a ri k 的形 式 出现
。

第2 03 组 从原 文 书进 行 考察
,

判 明了 第 195
、

19 7
、

203 号这 3 片原 属于 1件 文 书
。

第20 3 号

甚残
、

第 19 7 号略有 损坏
,

这 三 片 完全 可 以 接合起 来
,

没 有 丝 毫的 间 隙
。

它们 的 上 端

与 下 端 约各 有 2 厘米 的褶
,

褶部 如 今 已模 糊不 清
,

即 上 下 两 端各 有 约2厘 米 的段 差
.

背 面 文 章的 文 字盖在 段 差的 上 面
。

正 面是 从 吐 鲁 番盆 地 某处将 物 品 寄往 敦 煌 的 书信
,

背 面 是 另外的人所 写 信 件的 草 稿
,

并非 实 际 上 发 送 的信件
。

考虑到 本 文 书是 从 敦煌

出土
,

因 此 上 述 推论 是合 乎事 实 的
。

、

第2 04 号 原 文 书 的幅 度近 乎14
.

5厘 米
,

天
、

地 界线 的 间 隔为 11
.

8 厘 米
,

正 面 和 背 面 的

书 法 不 一
,

一 是 草 书体
,

另一 是 楷 书体
。

两 者都 是 佛经
,

楷 书体 以
“

南无 佛
、

南无

法
、

南无 僧
”

这种 习惯 性 的文 句结束
。

第2 06 号 背 面 的一 半 与正 面 的一 部 分
,

贴 着 赤 茶色的 另 一 纸
。

第2 07 号 正 面 乃 是 书写 十 分 工 整 的 佛经
,

也 用 红 色书写
。

红 字的一 部 分 中有
“

庵 南无

世 尊
”

这样 的 句子
。

背面 是 以 草 书体 书写 的 佛经
,

也 可 以 看到
“

南无 佛
、

南无 法
、

南无 僧
”

这 种 习惯性 的 文 句
。

第2 0 8 号
“

卢裕 帕 博 士的a v bi sa m a 尹 一 行 回 鹤 文
,

与 残存 的
“

现 前 解 记
”

的 汉 字
,

两

者 是 否 直 接相关
,

因 文书 破 损而 不 明
。

但
, a v bi sa m a y 系 借用 梵 语之 a b hi sa m a y “

,

与
“

解 记
”

有 同样 的 意味
。

卢裕 帕 乃 《吉祥 薄伽 梵现 观》 的 作 者
。

在 吐 鲁 番 出土 的

元 代 回 鹤 文 的密 典中
,

举 出了 传 承 a b hi sa lna ya 的 无 数 学 僧 中之一 的 卢裕 帕 之 名
。

然而
,

本 文 书中所 称
“

卢裕 帕 的a v bi sa lna y ”

究系 何指
,

犹 难决 定
。

第2 0 . 号 正 面 为 回鹤 文草 书 体的小 字
,

在 回 鹤 文字 的 上 下 文 中
,

夹 杂着 汉 字
“

佛
” 。

背 面 除了草书体 的 回 鹤文之 外
,

还 有 乱写 乱 画的 婆 罗米 文 字
。

第 2 1 2 号 为小 小 的一 叶
, 363 件 文 书之 中

,

这 是唯一 最为 完整 的 一 件
,

而 具保存 着 明 确

的纪 年
,

是 一 件珍贵的 文书
。

其 内容 为 佛教 徒的 一 种 愿 文
,

在 回 鹤 文 的 上 下 文之 中

夹 杂着一 些 汉 字
,

总共14行
,

兹将 其 后 半部分 ( 8 一 14 行 ) 译解如 下
:

悠悠苍 天 为 数 无 限

茫茫黑土 永 恒 无 极

男女神抵 法 力无 边
气

卫 法 护教 永 显 威力

善 哉 姿土

壬 辰年 癸 卯二 月 乙 亥朔 日

都通 尸 罗敬 书

都通 系 指都 统
,

为 回 鹤佛 僧 间常 见之 称 号 文 中之 意系指 从 游 牧 时代 以来
,

回 鹊人

对 天 上地 下八 百 万 神抵 的 无 限 崇敬
,

大概 此 乃 回 鹤 佛教 的 特征 之 一
。 “

悠 悠苍天
,

茫 茫 黑 土
”

这 样 的对 句首先 出现 于 8 世 纪 的 鄂 尔浑 的 碑 文 ( 游牧 的 回 鸽国 草 创 期 的

纪 功碑 )
,

其 后 便 频 繁地 见 之 于 许 多 卢 尼 文 字碑 文和 回 鹤 文 书
。

上 引 文 书中
,

要 是

没 有
“

善 哉 要土
”

和
“

都 通
”

这样 的 佛教 用 语
,

那就 很 可 能 被认 为 与 佛教 全 然 无 关
。

但 是
,

在 没 有 引 用 的部 分
,

也 还 有
“

涅 梁
” 、 “ 三 藏法 宝

”

这一 类 的 语 句
。

至 于
“

尸

5 9



罗
”

乃 是 梵 语
“

清 凉
、

戒
、

持 戒
”

的 借用 语 一 般 作 为 佛 僧之 名而 常 用
。

本 文 书的 书

写 人
“

都通 尸 罗
”

是 回 鸽人还 是 汉 人
,

并 没 取 得 决定性 的证 据
,

但 这个 人 之 通 晓 回

鹤语 与汉 语 这 一 李 实
,

则 从第 6 号 照 片 中就 可 一 目 了 然
。

以 婆 罗米 文 字 书写 的 梵 文
“

sa d hu
” ,

这 里 以 汉 字写 作
“

婆土
”

并 与汉 译之
“

善 哉
”

并 记 的 方 式
,

在 元 代 佛教 文 书

的全 文和 章节 完 了 时常 常可 以 看到
。

有 时侯还 加 上 回 鹤 语的
“a d g护 和 藏 语 的

“
L e gs

·

so
” ,

这 些也还 是
“

善 哉
”

的意味
。

关 于 本 文书的纪 年
,

就 突厥历 法 的权 威人 士 巴

赞 看来
: “

二 月的 朔 日为 乙 亥的 壬 辰 年
、

西 历 应为27 2 年 与1 3 52 年
,

本 文 书的 纪 年可

以 肯定 为公 元 1 352 年 2 月 16 日 ,

除此 之 外
,

决 无 其他
” 。

这 是十 分 明确 而 肯定的 答 案
,

也 就 是指 元 至 正 十 二 年 日 期之 写在 文 末
,

有 异 于 突厥族 古代 的传 统 习惯
,

可 能是 采

取 汉 人 的 方 式
。

第21 4 号 在 回 鹤 文 中混 有
“

惠佛 宝 是
”

这样 的 汉 字
。

第 2 15 号 在 洁 白 的 细 纸 上
,

以 回 鹤 草书体 书写 的 佛经
。

文 中夹 杂着
“

多众 蹈 旷 野 中
” ,

里 于 中庭
” 、 “

色 受想行 识
”

等 汉 语
。

第21 8号 这 也 是 混 杂着汉 语的 回 鹤 文草 书体 的 佛经
。

本 文 书并不 单 是 混 杂着 汉 语
,

而

且 在 后 面还 接续着 回 鹤文的 译 文
。

现在 举 上几 个 例 子
:

释 翅 S a k i若u S a k i l丫y
一

l a r
· n . n g

四 梵 身 天 t o r t b ra x

ma k a y i k
·

t a q i t三n g r i
一

l a r

今 于 此林 中 a m t r b u a 叮y
一

ta

汝 今有少 光 滋 n i n g a m t i’ba r a r Ur a z 峨
·

a ya r u q
一

u n g

因 问 我 言 0 1 t r lda y
一

i u a yTt dT b i z i 吧 且 i n 己盆t i p

等
。

经 询 问百 济 康 义 氏
,

判 明 了 本 佛经 乃是 别 译 (( 杂 阿 含经 》 的 抄 译 本
。

第22 。号 与其 说是 第1 81 窟 出土 文 书 中的半草 书体
,

毋 宁说 是相 似于 藏经 洞 出土 的 粗笔

书写 的 半楷 书体 的唯一 的例 子
。

内容是 俗文 书
,

从第 181 窟 出 土 的 该 组 文书
,

与第16

组 ( 蒙 古语 )
、

第 19 3组 ( 商业 文 书)
、

第20 3组 ( 书信 ) 合 起来成为 四种 范例
,

如

此 一 来
,

大 约是 齐全了
。

第 22 5号 正 面 为 汉 文的 印刷 佛经
,

恰 巧 纸缝部 分还 存在
,

那个 地 方有
“

中 阿 含经 八
”

这 几 个 印刷字和 吐 警 番 出土 的
“

增 壹 阿 含五
”

非 常 相 ,瓦

第 234 组 属 于 这 一 组 的 约有2 0件
,

因都是 些 细 片
、

无 法使之 复原
。

使 用的 纸
,

质地很

好
,

而 且 比较 坚实
。

天
、

地 界线 以 红 色描 画
。

正
、

背面 用的 是 同一 笔体
。

文中 频繁

地使 用以 下 汉 字
:

真
、

心
、

法
、

二 者
、

真如
、

相六 者
、

直
、

上
、

空
、

一 切
、

四 法等
。

第2 5 0 组 包括 第26 0
、

32 3
、

3 3 e 号
,

正 面 为 梵 语 的 印 刷 佛经 ( 细 片)

第2 9 , 号 用 三 角 形 的 绢 制成幢 播 的 顶部
。

三 角 形部 分 为红 色
,

吊绳 为绿 色
,

再 下 面是

本体
,

在 已 毁 坏的 旧 迹 上
,

遗 留 着青
、

紫
、

黄 色的线 头
。

三 角部 乃 是 底 边 为8
.

5 厘

米
、

高4
.

5厘 米 的等边 三 角 形
,

在 上 面 用 墨 笔书 写着 回 鸽 文
“

以 福德之 力持续供养
”

的 字 句
。

在 敦 煌 出土的 幢怪 吊 把 上 有这 种 铭 文的例 子
,

在 其他地 方是 否也 有
,

是不

太 清楚 的
。

在 并 不 是 吊把本 体的一 部 分 上
,

有 以 汉 文 书写 铭 文的成例
。

P
.

55 92 将 这 一 片放在 这 里 的理 由
,

可 以 参 考 本 书的第 l 章
。

在 汉 文 佛经 某 一 行

的空 白部 分 上
,

与汉 文 相反 的 方 向
,

书 写 着 以 下 的 两行 回鹤 文 小 字
:



第一 行 转轮 王 绢 等

第二 行 最 后 身 菩 萨

这 一 组 中没 有 加 以 解说 的小 片
,

并不 尽 是佛经
。

在 以 上 的363 十 l 片的 断简之 外
,

从 伯 希和 编 号的第 181 窟 以 及 第 182 窟油 土的
,

并 非

册 子本 的 断简 中
,

还 有以 上 的那种 东 西
,

内容尽 是 佛经
。

至 于 具 体 的 内容
,

已 由庄 垣 内

氏进 行 了一 系列 的 详细 研 究
,

兹不 赞
。

到此为 止
,

总体 上 已 掌握 了 伯希和 编 号第 181 窟 出土 文书的 面 貌
,

那 末 该怎 么 说 呢?

首先
,

它的 最 大 的特征 几 乎可 以 说 尽 是 佛教 的 文 书
。

至 于 在 回 鹤 语 的一 些东 西之 中
,

第

19 3组
、

第20 3组 以及 第22 0 号
,

是 我们所 知 的 俗文 书
,

但也 难 说这 些 与 佛教教 团 全 然没 有

关 系
。

尤 其是 从第 1 章来 看
,

在 第 18 1窟 出土 的 5 件 汉 文文 书中
,

其 中 4 件是 佛 经
,

另

1 件 是 10 世 纪 前后 的 俗文 书
。

它 的整个 表 面 已模 糊不 清
,

大概 是对 使 用 过 了 的 佛 经 进

行 了 修 补
。

还 有在 这 两 个 窟 中 出 土 的 西 夏 文 文 书
,

想来 大 部 分也 是 佛经
。

其 次 要谈 的

是
:

回 鹤 文 书 中的大部 分
,

是 具有 蒙 元 时代 特 征 的草书体 乃至 木版 印 刷
。

第 三 ,

频 繁地

使 用在 敦 煌藏经 洞 出土 文书 中看不 到 的那种 洁 白的 细 纸
,

这种 纸 非 常 之 薄
,

容 易 渗

透 墨水
,

文 字只 在 片面 书写
、

纸背 并不 加 以利 用
,

同 时也 没有 看到这 种 纸之 用 于 印刷
,

因为 印刷中 使 用的 油性 墨水
,

对 此 纸 并不 适 宜
。

一 方 面
,

就 我 们所 知
,

写 在 这 种 洁 白细

纸 上 的 回 鸽 文 字
,

即 使在 草书体中
,

也 还 是最潦草的
,

而 且 以 细 笔 书 写
。

至 于 在 第 2 章

中看到的半 楷 书体 回鸽 文字
,

几 乎都是 浓 墨大 字写在 厚实 的 纸 上
。

大概 因 为在 1 2
、

13世

纪细 笔的 发 明
,

以 及在 蒙元 时代 这 种 价 兼的 洁 白细 纸的 普及
,

这也 许 是 回 鹤 文 字从 草 书

体走 向更 加 潦草 的一 个原 因
。

第 四 个 特 征 是 多种 语 言之 使 用
。

以 回 鹤 语 与 汉 语 为 主
,

并

使用 西 夏 语
、

梵 语
、

藏 语 和 蒙古 语
。

在 蒙 古统 治 以及 至 此 为 止统 治 河 西 地 方的 西 夏 王 国
,

佛僧们 除了 本 国 的 与写 经 用的 梵 语之 外
,

在 有 必 要使 用 其 他 语 言的场合
,

西 夏 语
、

汉 语
,

藏语
,

三 者之 中必 有其二
。

这 黑
,

我们且 来 看 一 下 第18 1与 182 窟本 身
。

这 两 个 窟是在 什 么 时候营 造 的 呢? 因 为

在 这里 看 到了 西 夏 文的 佛经
,

有人认 为 营 造于 西 夏 时代
,

但在 这 些 西 夏 语的 印 刷佛经 之

中
,

明 显;地 包含有 元代 翻 印的 东 西
。

还 有
,

从 伯 希和 的 图 录来 看
,

第 18 1窟 壁 面 上 的 回

鸽文
,

并没有以 后不 断添 加 和潦草 的 迹象
,

而 是在 营造 当初 与 壁 画一 起 书写 的
。

这 是不

会错的
。

有一 藏 语 的铭 文
,

从 其 与 壁 画的关 系来 看
,

倒是 后 来 添 加 的
。

因 此
,

第 181 窟 要是

在 西 夏 时代 就 着手营 造 ( 并非 开 凿) 的 话
,

那 么
,

存在为 了 回 鸽的人 解 说 与铭 文 的 壁 画

则将 是 极 其 奇特 的事情
。

因 此
,

还 是按 照 伯 希私本 人所 作的 注 解
,

认 为 是在
“

蒙古 统 治

时期
”

的看 法 是 妥 当的
。

由是
,

从 第 181 窟 出 土 的 写 着1 3 52 年的 第21 2 号 文 书
,

和 从 181 或182

窟 出土 的0 r 821 2一 109 文 书 的写 着 13 5 0 年 纪 年 的末 页
,

以 及 从 第 181 窟 出 土 的 回 鹤 语 印

刷佛经 的多数 断简和 蒙古 语的 印 刷 文 书 的 断片来 考虑
,

那 末这 个 推定更 加可 以 确定 无 疑

了
。

如果 把 西 夏 语 的 佛经
,

理 解为 是在 蒙 古 人 统 治 下 的 回 鹤人 使 用之 物
,

这 将 什 么 疑 问

都 不存 在 了
。

如 今我 们认 为
,

18 1窟 ( 大概 也 包括 18 2 窟) 是在 蒙古统 治 时 代 为 回鹊 人开 凿的窟

( 当然也 可 以说 前朝窟 的重 修)
。

由是
,

第 18 1
、

182 窟所有 出 土 文 书都 属干 蒙 元 时 期

从事 活 跃 的 佛教 活 动的 回鹊 佛教 教 团
,

已没 有 怀疑 的 必 要 了
。

这 两 个 石 窟 出土 文 书的 大



部 分
,

饱 经 风 霜 尘 沙
,

已碎 裂 成 了细 片
。

虽 然 如 此
,

但 其 种 类包 括 回 鸽 文
、

西 夏 文 以 及

其他
,

不 下 数 百 种 之 多
。

这 一 事 实说 明 了在 这 两个窟 内
,

原 来 保 存 着 数 百 种 的佛 经
,

存

在 于 这 里 的 历 尽风 霜 的佛教 文 书与 需要 大 量 费用 的壁 画在 一 起
,

雄 辩 地说 明 了 在蒙 古 统

治 时 期佛教 活 动 的丰 富 多采
。

关于 这 个 时期 的 汉 文 和 古 老 书 体 的回 鸭文 佛 经 出土
,

如 果

考虑 到佛 经 的传承 性
,

那 就不 足 为奇 了
。

但 是
,

古 时完 成 的楷 书体 用 之 于 新 时代 的情 形
,

在 回鹤 文 中
,

尤 其是 在 铭文 和碑文上
,

是 经 常可 以 看 到 的现 象
,

如 果将楷 书体和 半楷 书

体 的 回 鹤文 佛 经 非看 作蒙 古统 治 以 前 的东西
,

那 完 全 无 此 必 要
。

关 于 回 鹤语 的一 些问 题
,

且 留侍 今 后 语 言学 的研 究上 予 以解 答吧 !

其 次
,

我 们所 考虑 的问 题 乃 是 第 181
、

1 8 2 两窟 以 及 从 其 中出土 之 文 书
,

在蒙元 时 期
,

敦 煌 回 鸭佛教 的代 表人 物 的 由来
。

也 就 是说
,

在 这 里 将 回 到我 在 《回 鸽与 敦 煌办 这 文 稿

中所 提 出 的 问题
。

我 们 已经 从 庄 垣 内 的解 说 中得 知 在O r8 21 2 一 了SA 文 书 中所 包 含 的沸 经 ( 其 中之 一 部

分 ) 原 来是 由高 昌国
,

即 西 回 鸽国 的 回鹃 人 创 作 的
。

本文 书是 在元 朝 统 治 下 的教 煌 回 鹃

人 所 书 写 与牵讯 的沸 经
,

再 从 庄 垣 内氏
,

尤 其 是茨 麦一 卡拉 两 者 的研 究
,

0 r8 21 2 一 109

文 书是 11 世纪 印度 的 密教 学 者那 洛 巴 的 口 传
,

于12 世 纪 以藏 语 使之 文 章 化
,

出 身 于合 密

的 回 鹤佛僧 将 其译 成 回鹤 语 而 加 以辗 转抄 写 的东西
。

抄写 年代 为1 3 50 年
,

抄 写 的人乃 是

鲁 克沁 出 身 的 回 鹤 佛僧
。

哈 密也好
、

鲁 克 沁 也 好
,

都是 回 鹤 国 的重 要城 市
。

人 们认 为 扎根 于 教煌 的回 鹤佛 教与 西 回 鸦 佛教 之 间
,

存 在着 很深 的关 系
。

不
,

可 以

不 这 么说
,

对 于 正 在 考察第 18 1窟 出土 文书 的我 们
,

两 者毋 宁可 以说 是 同一 的东 西
。

为

什 么这 样 说 呢? 须 知 在 第 181 窟 出 土 的文 书 中
,

有 木版 印 刷 的折叠本 形 式 的佛 经 和 附 有

汉 字 的 回 鹤佛 经
,

有婆 罗 米 文 字注 音 的佛 经
,

还 有混 合 着汉 字 的草 书体 回 鸽 文 字 的佛 经

等等
。

任 何一 种 同 种类
、

同 形 式 的 东西
,

在 吐 鲁 番盆 地 都 有 发现
。

而 且
,

第 181 窟 出 土

文 书 的印 刷 活 字的 书体 和写 本 的草 书体 以及 楷 书 体
,

或者 在文书 中看 到的各 种 各样 的人 名

和 源 自印 度 的语 汇 形 式
,

与 吐 鲁 番文 书 中的那 些全 然 没 有差 别
。

如 果 不 说 明 出 处
,

那 末学

者们 几 乎 都 会将 第 181 窟 出土 的这 种 回鹤 文 书
,

看 作吐 鲁 番出土 的佛 教 回 鹤 文 书 的一 部

分 了
。

两 者 在 那 样 的情 况 下 作为 文 书 群 而 加 以 探 索 的话
,

它 们 的性质 可 是 太相 似 了
。

在 这 里
,

我们针 对 两 页书 信 文 字( 第20 3组 的正 面 与 背 面 ) 试 作解 读
,

关 于 语 句 之 解

释 与 表 记 法
,

深 得哈 密 顿
、

茨 麦
、

间野英 二
、

庄 垣 内正 弘诸 君 的 指数
,

谨 表谢忱
。

关 于 第 20 3 组 全 文 的解读
l ba s i r a n o md a 云 q u t下n g a d a r m⋯ ⋯ W n o md a 亏

一

q a ta q’i 加 r 亡a n o m次均
金 刚 法 友 阁 下 达 磨 法 友 以及 所有之 法 友

2
· 一

l a r q u t
一

l a r 下飞a

qUl ut t a 冲川u
. · ·

⋯ ( b ) u y a n o r d u q
一

L a y u 百d u r m a n e n 乏

诸 君 余
,

坦 坡 图 诸 承 关 照 谨 奉 于 书
5

.

盛峨 n 盛r o r 巨r k i 5 12
·

l 盛r q u l u t s u ( 以 下 空 白 )

敬 祝 各 位 福 体 康
.

泰 余 亦 托 福 健 好
4

.

比 劝 下 u 一u 下 n u n g a d i s t i t 一 丫n d a ⋯ ⋯ d i m y a n a ba s i r a ( n o m ) d a 互
一

q a

在 博 士 与 长 老 之庇 护 下
,

余
·

谨 向 金 刚法 友 致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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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a n a Sa fi g a a C

你 将 重 新 需要 空 闲 的骆 驼吧

m u n d a t五v ( 巨)
· ·

⋯Y t a P i ss a r ⋯ ⋯ Y D
·

⋯ q a

如 果 成立 协 议
,

在
7

.

城ri p turu
r s 泣ni 咫 峨 l幼 t 且诚 飞 浏服 r a s 卿

二 Y a n uq ( q) 下l下p a 亡t 五该 巨 呼k 切 l sa r

继 续 下 去 你 回 来 的骆 驼 要是找 到准 备 携 带粮食
,

空 驼骆 如 有 必 要
5

.

a d 下rt l a T 肠 t i g ’id T笼l m益n t 盆该 a l下p 比 r ⋯ ⋯ m益n m l l l长Ia t巨该 a l 蔺p 比ri p 滋ni 飞 as 以q)

清清 楚楚地 写 封 书信 来
,

我 将带 着骆 驼 出 门
。

要 是在 这 里 连 同骆 驼 出 门
,

你 那 方 面

9

二
切唱 yo q 益ha r, a l t la 峪g云 示la y’i n m un ⋯ aI ,i p 二 a s u q

.

山堪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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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si n

如 果 不携 带粮食
,

那 个 时 候 我 就 无 法 可 想 了
。

所 以 必 须 拿 上
,

你 携 带 的粮食 预 定 将 一

a l ,i P

部 分
10

.

肠 浦m h l l司巨y
一

n’i 劝m卯 qod lum uz ⋯ ⋯ t o 一u b u q a Q o e o
·

q u ba r m下9
.

给 别 人 我 们 赶上 耕 作小麦 托 鲁布恰 出 发 走 向 高 昌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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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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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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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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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益r ( 以下 空 白)

最 后
,

要 是有什 么 情况 的 话 ( 那 就 请 ) 诸 君

在 文 中看 到高 昌和奋克沁 的地 名
,

如 果将 本 文 书是在 教 煌 出 土 这 一 事实 结 合 起来 加 以

考虑
,

那 末 我 们 就 会 明 白在敦 煌 回 鹤人 与吐 鲁 番 盆 地 的 回 鹤 人 之 间 的 商 队 与信 札 的 交

流往 来
。

但 是
,

’

尤其 使 我们 感 到惊 奇 的 是
,

在 人 们 所 熟知 的从 吐 鲁 番 出土 的蒙 元 时代 回

鹤文 契 约文 书 中
,

在许 多地方 出 现 卡伊 木笃 这 个 人 物 的名 字
,

在 上 述 的 信 中也 可 以 看 到
,

不 知是 否 就是 此 人
。

为 了懊 重 起见
,

与 挚友梅村 坦 氏琢磨
,

偶 然 与在 日 本 停 留 的东德 的 茨

麦 氏 取 得 了 联 系
,

他 出示 了卡 伊 木笃 亲笔 书写 的 4 件 文书 的照 相 复 制件
,

拿 这 些 复 制件

与 巴 黎 国 立 图 书馆 收藏 的原 文 书相 对 照
,

两 者 的笔迹 十分相 似
。

征 求 恰 巧 在场 的哈 密顿

氏 的意 见
,

认 为正 是 出 于 同 一 人 之 手
,

这 样 看 来
,

那 个卡 伊 木笃 曾经 来 过敦 煌
,

从 刚 才

看 到 的那种 文 书 的外形 及 书信 的内容 来考察
,

结 果是
,

第 20 3 组 的正 面 是从 住 在 高 昌 国

奋克沁 附近 的人
,

写 给 在敦 煌行旅 中 的近 亲者 书 信 的真 品 ; 背 面
,

乃 是来 到教 煌巡 礼还

是 干 什 么 的这个 卡 伊 木笃
,

利 用 已经 成 为废 纸 的别 人 的信 纸 背面 ( 当 时 的 纸 乃 是 贵 重品 )
,

写
’

给在凿会 番 的伙 伴 和 家人
。

这 样看 来
,

事 情是 十分 自然 的 了
,

这 个卡 伊 木 笃 是有 财 力

的地 主
,

而 且 还 是 精通 文 字 的有 知 识 之 人
,

因 而 具 有博 士 的称 号
,

恐 怕 也还 是 一 个 在家

的佛 教徒
。

这 样 的人从 吐 鲁 番长 途 跋 涉
,

越 过 沙漠 来 到敦 煌千 佛洞
,

且 停 留几 个 月 时问
,

根 本 算不 得什 么
,

或者 并不 单是 为 了巡 礼
,

同 时兼 带着 从事商 队 贸易也 未 可 知
。

从 以 上 可 以 看 到
, 回 鹊人 在 敦煌千佛 洞 营造 洞 窟

,

敦 煌 北 方与吐 鲁 番地 方 的 回 鹊 人

之 间进 行直 接地 联 系
,

人
、

信 札
、

商 队 自 由交 流 的 情 况
。

教 煌 与 吐鲁 番 的 这 种交 流
,

在

西 夏 的统 治下 是相 当 困难 的
,

而在蒙元 帝 国
‘

和 察 哈 台汗 国 的统 治 下
,

吐 鲁 番 也好
,

哈 密

也好
,

教煌 也 好
,

整 个都包括 在 一 个 大 范 围 之 中
。

这样 的看 法
,

首 先 是与 第 181 窟 本 身

以及从 中出土 的文 书 的年代
,

归 结 为蒙元 时代 这 个结论 是 没 有 一 点儿 矛 盾 的
。

这 样
,

蒙



古 统 治 时期
,

教 煌 回鹤 佛教 的担 当 者 乃 是西 回 鹤 国 人
,

就 并 非只 是推 断 了
。

由是
,

还 可

以把 山 田 信 夫 以稳 重 的态度
,

认 为所 有卡 伊 木 笃 的文 书
“

从 目前 的情形 看 来
,

刀 是蒙 古

统 治 时期 的 东 西
” ,

进 一 步地 和 毫 不犹 豫地 加 以 断 定
。

尤其 是小 田 寿典 列 举 了在 元 朝 统

治 下
,

回鹤 人佛 教 活 动 的史 料
,

同 时谈 到
: “

从 目 前 的 资 料 看 来
,

关 于 突 厥族 之 接受 西

藏佛 教
,

可 以认 为是 与元 朝 西 藏喇嘛 教 之 弘通 有 关
” 。

对 此
,

墓 本 上 表 示 赞 同
。

最 后
,

在 前稿 中作为 课题 而 留 下 的 关 于撒 里 畏 兀 儿 的 问题
,

如 今 非 得 谈一 下 不 可
。

我们 的见 解 是
,

河 西 在元 代 出 现 的撒 里 畏兀 儿 ( 黄头 回鹤 )
,

乃 是 在11 世 纪 后 半叶 占据

塔 里 木 盆地 东南 边 的黄头 回 鹤 的后 裔
。

这 些 人 受来 自西 方 的 伊 斯兰 势力 的压 迫
,

被迫 东

迁 而 进入 西 夏 的领土 之 内
。

一 方 面
,

在 西 夏 统 治下 的教煌
, 一 直遗 留着 甘 州 回鹤 与 沙州

回鹤 的后 裔
,

尤 其 是 在 11 世 纪 中叶 至 后 半
,

西 夏 国 内的 回鹤佛 僧 十分 活跃
,

当 时 的黄头

回鸽 还 在 塔里 木 盆地 的 东南边沿
,

西 夏 的 回 鹤佛 僧一 定吸 收 了甘 州 和 沙 州 的 回鹤 人
。

大

约是 在 1 2 世 纪 的 中叶
,

黄 头 回鹤 才进 行东 迁
。

在 西 夏 的领 域内
,

以 上 的 回 鹤 人是 如 何地

生 活
,

则 未 能 确 定
,

但 在 12 至 13 世 纪 初
,

也 就是 西 夏 的 中
、

后 期
,

作 为佛 教徒
,

发 挥 了

很 大 的作 用
。

克恰诺 夫认 为西 夏将 梵语
、

藏语
、

西 夏 语
、

汉 语
,

都作 为正 式 的 佛 教 用语
,

唯 独 不 包含 回 鹤语
,

显 然 地 处 于低 一 级 的地 位
。

虽 然 西 夏佛教 的兴 隆
,

相 当程 度 是 由 于

回鹤 佛教
,

但 后 来在 西 夏人 之 中培 育 了 许 多的佛 教 学者 和 僧 侣
,

从 而 回鹤佛僧 在西 夏 领

域 内渐 渐地 失去 势 力
。

总 之
,

蒙元 时期
,

在 教煌 繁荣 的 回鹤 佛 教
,

其 中的 西 回鹤 ( 尤其 是

吐 鲁 番与 哈 密的 回 鹤 )
,

至 少是 在13
、

14 世 纪 称 为撒 里 畏兀 儿 的这 一 派
,

不 能认 为是 包

括教 煌在 内的河 西 回 鹤佛 教 的担 当者
。

这 些 维持 河 西 回鹤 佛教 的人
,

已 经 长 时 间 信 奉佛

教
,

与在佛 学上 已达 到相 当 高水 准 的原 来 的西 回 鹤 国 的人 们 没 有什 么 差 异
,

但 和清 代 的

撒 里 畏 兀 儿 的情 况 有 所 不 同
,

后 者好 象 是如 实地 承 受 了元 代 的 回鹤 佛 教
。

不 过
,

清 代 的

撒 里 畏 兀 儿 决 不 能 与 元 代 的相提 并论
,

13 世 纪 后 半 以 降
,

由于 复杂 的政 治 形 势 的变 化
,

大量 的 旧 西 回 鹤 人 流 入 河 西 各 地
,

想来 其 中包含 有 以 前 的 少 数 派 的同 族
。

总而 言 之
,

可

以肯 定地 说
,

在清 代 的撒 里 畏兀 儿 人 中
,

一 定 大 量 地 混 合 着 元 代 回鹤佛 教 担 当 者 的 原 来

的 西 回鹤 人 血 统
。

那 种 回 鹤人
,

还 有和 蒙 古 人
、

唐 古 特 人
、

藏 族人 和 汉 人 等 的混 血
,

这

大概 是在 有 明 一 代 逐 渐地 进行
。

如今 所 谈 的 这 一 段 历 史 过 程
,

已偏 离 了 本文 的 主 题
,

故

到此 为止
。

本 文摘 译 自 《毅 煌 出土 回鹤语 文 献》 ( 载 山 口 瑞 风 编 《教 煌胡 语 文 献》 ) 第 三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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