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 代 宫 刻 大 藏 经 的 发 现 气

户、目

童 玮 方广铝 金志 良

年
,

为编辑 《全国善本书总 目》 ,

云南图 书馆在整理馆藏佛经时
,

从零本残卷

中清理出部分版本不明的元刻藏经
。

已故于

乃义先生 当时负责这一工作
,

对 此 极 为 重

视
,

他对这批佛经作了初步鉴定
,

在卡片上

著录
“ 元大都弘法寺大藏经五千五

百八
一

,
一

六卷

元释惠溶等编

元至元大都 弘法寺刻本
一

卜三册 梵 夹装 有图

存十三卷

六行十七字 上下双边

此本与 《债砂 》
、

《普宁 》不

同
。

据翻刻本序后有铃经讲主弘法寺沙

门云泽
、

明辩
、

浮瑜
、

德彦
,

故暂

定为 《弘法藏 》
。

卷数按 《至元法

宝勘同总录 》注录
。 ”

于先生并在卡片背面作按语如下
“ 按 元代官刻 《弘法藏 》未

见著录过
。

此残本有元至元二年太

皇太后愿文并列有官衔 之 伯 颜 等

名
,

与锉经讲主弘法寺沙门等的名

单
。

图像有金刚宝塔
、

飞天
、

梵文

字种
。

佛像亦 与其它藏经不同
。

有

一部分版式小的云南绵纸印刷者系

云南翻刻
,

但这
一 ‘

三卷版框大
,

以

宣纸印刷
,

可断定为大都原刻
。

有

部分系密教经典
,

并夹 有 梵 文 旁

注
。 ”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
, 二

卜先生 当时未能

把这批藏经的版本完全搞清
,

有些判断也不

尽恰当
。

但是
,

于先生的清理考定工作为我

们今天进一步的清理
、

鉴别与考释奠定了一

个基础
,

这一成绩是应充分肯定的
。

这批佛经到底是不是人们过去久闻其名

而一直争论不休的 《弘法藏 》 ,

曾引起各有

关人士的极大关注
。

年底至 年初
,

我们对这批佛经再次进行了清理
、

鉴别与考

释
,

确认它并非 《弘法藏 》
,

而是一部鲜为

人知
、

历代从未著录 过 的 元 代 官 刻 大 藏

经 ①
。

经我们清理
,

这批元刻大藏经共三十二

卷
。

仔细鉴别
,

这三十二卷经又可分为如下

三个部分
。

第一部分
,

系于先生所谓大都原刻的十

三卷中的十二卷 ②
。

亦即 《大般若波罗蜜多

经 》卷第二百六十六 首尾俱全
、

《小品

般若波罗蜜多经 》卷第三
、

《大宝积经 》卷

第四十一
、

《大集大虚空藏菩萨所问经 》卷

第六
、

《佛说法集经 》卷第四
、

《佛说顶生王

因缘经 》卷第一
、

《观 自在大悲成就瑜伽莲

花部念诵法门 》、 《四分律 藏 》卷 第 二 十

一
、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 奈耶药事 》卷第十

六
、

《十地经论 》卷第七以及启四
、

启五两

卷佚名经文
。

这批经版框较大
,

宜纸印刷
,

首
、

末有褐黄色书壳
,

如云南省 图 书 馆 藏

年



币

《普宁藏 》然 有几卷书壳脱落
,

有的尚留

残疽
。

其中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分卷第二

百六十六 首尾俱全 、
、

《大宝积经 》卷第

四十一
、

《佛说法集经 》卷第四
、

《现自在

大悲成就瑜伽莲花部念诵法门 》
、

《四分律

藏 》卷第二十一等五卷卷首有扉画
,

计一版

六个半页
。

这一批经中无太皇太后愿文及职

名录
、 、

僧名录
。

第二部分 ,

即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卷

第二百六十一
、

二百六十二
、

二 百 六 十 六

首存尾残
、

二百六十七
、

二百六十八
、

二百六十九
、

五百五
,

《佛说大方等大集经

菩萨念佛三昧分 》卷第十
,

’

《佛说无言童子

经 》卷上
,

《自在王菩萨经 》卷上
, 《佛说

阿惟越致遮经 》卷第二
, 《大方 便 佛 报 恩

经 》卷第六
,

《不空姻索陀罗尼 自在 王 咒

经 》卷下
, 《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 》 , 《弥

沙塞部五分律 》卷第二十四等十五卷
,

属于

先生未标定卷数的所谓云南翻刻本
。

这批经

版框较前略窄
,

棉纸印刷
,

首
、

末页铃有朱

红色 “ 大大德寺藏经 ” 长方

形印 ⑧
。

这批经亦有书壳
,

但大多脱落
,

从少数尚存的

看
,

‘

书壳系硬黄纸封底
,

环

包全册呈书套式
。

书壳纸色

比第一部分经书壳的纸色略

深
,

显系不同时期之装帧
。

其中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

卷第二百六十一
、

《菩提场

庄严陀罗尼经 》两经首页粘

有一版六个半页的扉画
,

扉

画后
、

正文前还粘有一版四

个半页的至 元 二 年

年 太皇太后愿文 图一
,

产

声协

瓜
字体飘逸优美

。

个半页的僧名录

无职名录
。

第三部分
,

末页粘有三

图二
,

即 《弥沙塞

士峨 一井翻二
一

播提场庄严陀罗尼经 》末页僧
一

各录书形
声

户

诊 铭 期
·

部五分律 卷 第二 十 四
,

,

《众经 目录 》卷第二
、

卷第五
,

《续高僧传 》卷第八
,

《大

慧普觉禅师住径山能仁禅院

语录 》卷第一等五卷
,

亦属

于先生未标定卷数之所谓云

南翻刻本
。

版框同前
,

棉纸

印刷
,

无朱印
。

书壳与第二

部分经同二其中 《大慧普觉

禅师住径山能仁禅院语录 》

卷第一末页粘有伯颜等职名

关公
‘



录
。

无扉页
、

愿文及僧名录
。

这兰十二卷佛经属同一藏
,

且由同一版

片刷印
,

而非如于先生所说部分为云南翻刻

本
。

理由如下

一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卷第二百

六十六
,

有首尾俱全 属第一部分 和首存

尾残 属第二部分 等两卷
。

这两卷经版框

宽窄不一
,

印刷用纸各异
。

但细审笔划特征

则完全一致
,

连破笔
、

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

都毫发不差
。

由此证明
,

这两卷是由同一块

版片刷印的
。

也就是说
,

第一
、

第二两部分经

属于同一藏
。

版框宽窄不一
,

当由于初印
、

后印之故
。

盖木版历时越久
,

干燥缩小
,

同

一版片印出的版框大小有别
,

这在古籍中是

常见的
。

二 第二部分经中所附愿文中的太皇太

后
,

即元文宗皇后 卜答失里
,

元顺帝至元元

年 年 十二月被封为太皇太后
。

第三

部分经中所附职名录的伯颜等人
,

多系文宗

宠遇简拔之大臣
,

在顺帝时代
,

他们 与 卜答

失里同荣辱
。

从职名录中知这部官藏主要由

徽政院负责刻印
,

徽政院是元代专司太后事

务的机构
。

这样
,

根据愿文与职名录证明第

二
、

第三两部分也 同 属 一 藏
。

此外
,

在 日

本
,

这张职名录也与愿文
、

僧名录同时被发

现
,

说明它们确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

三 全部三十二卷
,

版式一致
,

一版

七个半页
,

四十二行
,

半页 六 行
,

行 十 七

字
。

如与历代其它藏经比较 表一 可知
,

历代折装本藏经
,

一般一版五个半页
,

每页

五至六行
,

从未见过一版七个半页的大版
。

历代卷轴本藏经 最多每版三十行
,

绝无多达

四十二行的
。

版式大
,

是这批元刻官藏的特

点之一
。

各经版式完全一致
,

说明它们确系

同一藏经
。

此外
,

这三十二卷经的上下均冠

有一粗一细两行双线边栏
,

也是该藏独有之

特征
。

〔四 这三十二卷经均以千字文编
一

号
,

卷首
、

卷末格式相同
,

各卷的字体亦一致
。

综上所述
,

这三十二卷经确属同一藏
,

已无容置疑
。

这些既非同时所印
,

又非同一

寺庙所有的经卷
,

最终竟能汇集在 一起
,

使

我们得以窥见这一从来不为人所知的元代官

刻藏经的真面 目
,

不能不感到庆幸
。

现将这三十二卷经的一般情况大致归纳

如下

一 汉字楷书
。

除扉画有 梵 文 字 种

外
,

通卷无任何其它文字
。

二 每版印成一整纸
‘ ,

由数纸或
一 一

数

纸粘缀折叠成册
。

每版 七个 半 页
,

四十二

行
。

半页六行
,

行十七字
。

行格疏朗
,

排列

整齐
。

上下双栏
,

外粗内细
,

通栏横贯
。

版

本统一
,

无一例外
。

三 每卷用千字文编号
,

注于卷
一

首经

名下
、

卷末及每版中缝处
。

每版 注 明 版 片

号
,

标 写方法统一
。

四 笔画清晰
,

工整 有 力
,

勾 画 如

新
, ‘

无挖补痕迹
。

五 全部为折装本
。

不少经卷的书壳

虽已脱落
,

但尚留残痕
。

其中有
一

二卷系卷

首
、

卷末硬黄纸书壳夹装
,

七余二
一 一

卷系封

底环包全书呈书套式
。

六 此三十二卷中
,

‘ 一

八 卷 汀 尾 俱

存 中有 一卷中间部分残缺
,

征卷卷首题经

名
、

译著者
,

卷末题经 名
。

其余九卷首存尾

残
,

三卷首残尾存
,

二卷首尾俱残
。

尾残或

首残的十二卷
,

可据其卷首或卷末所题知其

经名
。

首尾俱残的二卷
,

经名不存
。

七 第一部分十二卷系宣纸刷印
,

光

洁坚韧
,

其余二十卷为棉纸 刷 印
,

绵 柔 轻

软
,

虽未人演
,

但亦未有虫蛀
。

八 其中十五卷铃有 “ 大 大 德 寺 藏

经 ” 长方朱印
。

印长
、

宽 厘米
,

双线

边框
,

阳文正楷
。

每卷俱铃印在卷首及卷末

两处
。

部分首残或尾残的
,

仅剩一印
。

九 其中七卷存扉画
,

每张扉画为

版六个半页
。

首半页系舍利塔
,

上方有三个

梵文种子字
,

另五个半页系释迎 牟 尼 说 法

洲、

年



衰一 历代旅经版式比较表

了嗓 藏 名
装演
格式

每版页数行数 每行字数

开宝藏

契丹藏

卷轴

卷轴

二十五行

二十七或二十八行

崇宁藏 折装

十四 或十五字

十五一十八
字

,

间有
一 字的

十七 字

毗卢藏

圆觉藏

资福藏

赵城藏

研砂藏

同上

同上

同上

卷轴

折装

五个半页
,

三十行
,

每
半页六行

同上

同上

同上

二十二至三十行

五个半页
,

三十行
,

每
半页六行

同上

同上

同上

一 字

十七字

普宁藏

元宫藏

同 匕

同上

同上

七个半页
,

每半页六行

五个半页
,

半页六行

五个半页
,

每半页五行

二个半页
,

半页十行

五个半页
,

每半页五行

四十二行
,

同上

同上

永乐南藏 同上 三十行
,

每

永乐北藏】同上 二十五行
,

同上

同上

但前代佛经己有先例
,

如 年
一

日西应县木

塔发现的辽代刻经 《释摩词衍论通赞疏科卷

下 》卷尾题名就是这种格式
。

从这两卷的卷

末残况及抬头行款格式来看
,

这张僧名录很

可能不完整
,

排列在左边的一些大和 尚的名

款失落
。

这是很可惜的
。

十一 《大慧普觉禅师住径山能仁禅

院语录 》卷第一之末有一职名录
,

计一版七个

半页
,

从 “ 秦王答刺罕太师伯颜 ” 到 “ 昭信

校尉析成局大使苏重儿 ” ,

共三十八人
,

也

是依职位高低
,

从左到右排列
,

抬头渐低
。

其中伯颜一人的官衔占了五行
。

这张职名录

对我们考证这部元藏的年代
、

性质有重要作

用
,

对研究元代历史
、

职官制度等
,

也有很

大的文献价值
。

十二 这批经上墨笔添加的字不多
,

有些护页上注有该经经名及千字文编 号 有

些经被后代僧人用来插补其它版本的藏经
,

并据以改编千字文号
,

注于卷首或护页上

径山藏 方册 二十行
,

每 二十字
表二 诸旅函

、

部
、

卷比较衰

峡
护

函数龙 藏 折装 二十五行
,

十七 字
藏 名

千字文
编次

部数 卷数
附 注

图
。 ,

七幅扉画乃是不同的刻工据同一底本翻

刻的
。

其中六幅附有刻工题 名
,

一 幅 无 题

名
。

·

有刻工题名的六幅
,

即 “ 吉人彭斯立偕

弟斯高刊 ” 二幅
, “ 临江周仁可刊 ” 二幅

,

“ 古杭于寿刀 ” 一幅
, “ 陈宁刊 ” 一幅

。

以

《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 》陈宁刊刻的一幅最

佳
,

实为佛经扉 画 中 精 品 图版柒
。

按

《债砂藏 》中亦有陈宁刻的扉画
。

十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卷第二百

六十一
、

《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 》两卷卷首附

有至元 二年太皇太后施印愿文
,

计一版四个

半页
。

愿文除字体秀美
,

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外
,

还对这批元藏的考释起着重要作用
。

这两卷卷末的僧名录
,

共录僧人二十二

人
,

居士一人
。

人名从左向右排列
,

抬头渐

次降低
。

这种排列法虽不合汉字书写习惯
,

开宝藏 天一英 铁

女 契丹藏 天一灭 恢

仅有零本传世
,

因其依 开 亡
录 》刻

,

故恢
数等据 《开元
录 》推定

峡数等据清王
粗 《金石萃编 》
一五三所录辽
志延 《肠 台山
清水院创造藏
经记 》所载

崇宁藏

毗卢藏

圆觉藏

资福藏

赵城藏

磺砂藏

天一械

天一颇

天一合

天一最

天一几

天一烦

函

函

函

函

铁

函

余

函数等按影印
《磺砂藏 》编目

普宁藏 天一约 函 函数等按 《昭
和 祛宝 》普宁影
日录

矛声
矛、、

、

元官藏 夭一放 函 余 据残卷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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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是不明意义的单字
。

其中启字四号佚名

经文第十六版背面墨书文字 较 多
,

照 录 如

下
口大邑村杨口

马法村罗踪

长昌村二户‘ 户罗 卜

呈贡县张昌奄村二户阿波寺罗 卜
‘

官度营鱼李奇李三一名成寺一名活抽
’

思诚思思思

思诚
’

一 十三 《十地经论 》卷第七第一版中

缝刻有 “ 杨鼎刊 ” 三字
。

这是此三十二卷经

中仅见的经文刻工姓名
。

十四 从 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
,

这部

元刻官藏的规模相当大
。

从 《大慧普觉禅师

住径山能仁禅院语录 》卷一的千 字 文 编 号

为 “ 治一 ” 看
,

考虑到这部语录 共 有 三 十

卷
,

而这部元藏的编号体例是每十卷编一个

千字文号
,

则这部藏经的千字文编次至少编

到了 “ 放 ” 字 千字文 “ 治本放农 ” 。

也就是说
,

它至少有六百五十一函
,

六千五

百一十卷
。

如将它与以前的其它藏经作一比

较 表二
‘

,

可知它的规模仅次于 《赵城金

藏 》
,

也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部官刻藏经
。

过去
,

人们一直 以 为 元 代 无 官 刻 藏

经 ④
。

这部元刻官藏的发现
,

是继应县木塔

《契丹藏 》发现后的一件大事
,

填补了中国

佛藏雄刻史上的一个空白
,

在中国佛教史
、

中国印刷史
、

中国书法绘画史上
,

均有重要

意义
。

① 在我国
,

过去从未有人提及这一部藏经 但在 日

本
,

却发现了这部藏经所附的三份题名
、

愿文资

料
,

即下文所述的太皇太后侣文
、

僧名录 职名

录 前二种与此次我国发现的完全相同
,

后 种

则略有差异 日本小野玄妙将这三份资料收入你
的 《佛教经典总论 》一书 见 口本 《佛书解说大

辞典 》附录
,

井据以推测
‘

顺宗 应为顺帝

—引者 至元二年有官版藏经
‘

但由于没有

发现经本
,

故他对该藏的存在 不能下最后的结 、

论
’

引文俱见上 书

上述资料
,

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

所张新鹰同志提示并复印提供
,

谨此致谢

② 另一卷为 《佛说大随求大明王陀罗尼经 》卷下

卷首有扉画一幅
,

署名为
‘

唯父州谭清更刀二 经

首注有
‘

大兴善寺三藏沙门大广智不 空 等 奉 诏

译
’ ,

卷末有 大随求陀罗尼经下第十八络
,

字

样
、

千字文编号
‘

松字号
· 、

舍利塔图及归命璐
‘

大随求佛母赞叹 一首计四行一百一十二字

该经即于乃义先生按语中提到的夹有梵文旁注的

密教经典

饮州
,

在今湖南省东部 汉置饮县
,

南朝梁

改饮水县
,

隋岛 唐复置伙县
,

元改为伙州
,

明

复改县 扉画署饮州
,

则该经系元代藏经无疑

该经既有千字文编号
,

应系某藏之零本 如将它

按千字文编号顺序插入这批元藏
,

它应列于 《观

自在大悲成就瑜伽莲花部念诵法门 》
’

川三
‘

之

前
,

《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 》
‘

事一
‘

之后 这

一段正属
‘

秘密部
‘

因此
,

我们不排除这卷经

亦属这部元刻官藏的可能性 但是
,

考虑到该经

版式与其它三十二卷完全不同 全 卷 共 十八 版

扉画一版三个半页不计
,

其中一版为七个半

页
,

一版为五个半页
,

十六版为六个半页 版框

低矮 字体
、

纸张
、

墨色均与其余经卷不类 卷

首的扉画与其它经卷的扉画完全不同 卷末舍利

塔图
、

归命渴等
,

亦为其它经卷所不见 凡此种

种
,

似又证明这卷经与其余三十二卷并非同藏

③ 大德寺
,

位于 昆明城中祖遍山之溯
,

始建于元大

德年何
,

故名 增修于明成化二十年
,

清康熙四
十五年重修 寺中列双塔

, ’。五华并峙
,

故俗冲
双塔寺 清末改建为云南甲种工业学校

④ 中国佛教协会编 《中国佛软 》一
‘

元代没产大

规模举行官刻藏经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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