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於近年發現的《元官藏》

李 際寧

近年，隨佛教學術研究的深入，中日佛教學研究者都在致力於佛教文獻

的發掘與整理。關於寫本文獻，日本方面調查整理了名古屋七寺的古寫本，

正在調查大阪金剛寺的古本經，取得許多重要收穫。刻本方面，系統調查了

許多寺院的收藏品，比如奈良西大寺的磧砂藏、金澤文庫的東禪寺本大藏經、

快友寺的明版藏經等等，成果顯著。

中國方面，隨經濟發展和社會的穩定，隨文物市場的活躍，不少珍貴文

獻文物逐漸出現，以中國國家圖書館為例，近年以來，收到不少重要佛教文

獻資料，受到學術界高度重視。這裡，我將介紹近年新發現的一批《元官

藏》，並對這部大藏經及其相關問題作初步研究。

一、《元官藏》的研究史

在大藏經研究史上，《元官藏》是一個版本認定較晚、定名更晚的大藏

經新種類，有關這部大藏的歷史記載幾乎沒有，研究成果更少。由於該種大

藏經僅發現少量零本，缺少完整的框架，故對大藏經的目錄結構、版本系統

的研究還處於推測階段。因而，有關這部大藏經的任何研究成果和信息，都

值得學術界關注。

有關本藏的研究史，略如下述。

迄今為止，尚未在傳統史料中，發現有關《元官藏》的記錄。

1927 年，小野玄妙在《現代佛教》十一月號（第四十三號）發表了

《至元二年刊元版大藏經 跋文 就 》一文，記述其見到的每版四十二行

七個半葉版式的佛教大藏經，該藏保留了元至元二年（1336）太皇太后發願

文和主持刊藏機構的官員及僧人銜名。小野氏在論文中將至元二年太皇太后

發願文和主持刊藏機構的官員及僧人銜名做了錄文，他意識到，這是一部元



代官版大藏經。1929 年小野玄妙再次在日本《佛典研究》第二卷第十三號

上刊登論文《元代松江府僧錄管主八大師 刻藏事蹟》，副標題是“大普寧

寺本以外 元版藏經特 管主八僧錄 刊本文 就 ”，首次刊佈了兩幅

《元官藏》的圖版，一幅是順宗太皇太后發願文，一幅是主持大藏經官員和

僧人的銜名。小野氏的貢獻如下 （一）、首次披露了該種大藏經 （二）、指

出了該種大藏經的官刻性質 （三）、指出該藏是繼《磧砂》、《普寧》兩藏以

外發現的又一種元代大藏經。

小野玄妙以後，有關該藏經的研究長期處於停頓。

1984 年，《文物》第十二期刊登了童瑋、方廣錩、金志良撰《元代官刻

大藏經的發現》，首次認定雲南省圖書館收藏的 32 冊大藏經，與小野氏所述

相同，系同一種藏經。三位學者詳細介紹了這 32 冊《元官藏》的狀況，論

文附有錄文和照片。三位學者根據該藏經的性質，將之命名為《元官藏》。

1986 年，三位學者在《世界宗教研究》第 3 期上又發表了《元代官刻大藏

經考證》，對有關版本問題做了考證研究。方廣錩在《文史》第二十九輯上

撰寫了《元史考證兩篇》，對元代官版大藏經的歷史背影等相關問題作了考

辨。他們對雲南圖書館收藏品的公佈和研究，至少在下述方面取得了進步

（一）、上述文章從文物實證角度，認定這批雲南收藏品為元代官方刊印的大

藏經。（二）、第一次在學術界提出、並將之稱為《元官藏》，填補了大藏經

史上的一個空白。（三）、首次確認《元官藏》一版七半葉，半葉六行十七字

的版本特徵，確立了《元官藏》的標準版式。（四）、根據太皇太后發願文及

刊經銜名、參考歷史文獻，對《元官藏》的刊刻緣起和刊刻時間做了探討，

提出其“雕造上限定在文宗天曆三年（1330）”，“雕造下限不會遲至至元五

年（1345）年”，可能是“在至元二年（1336）”。（五）、對宋金元各大藏目

錄及有關經錄做了比較，對《元官藏》的結構特點做了考察分析。

2003 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李富華、何梅著《漢文佛教大藏經研

究》，其第八章第三節《元官版大藏經》（何梅女士撰寫），在上述資料和研

究的基礎上，做了新的探討，作者以《至元錄》、《趙城藏》、《房山石經》、

《崇寧藏》與《元官藏》目錄作了比較，認為“《元官藏》是一部據元《至元

錄》編目的刻本大藏經。由於《元官藏》的鐫刻，距《至元錄》的編集已相

隔四十年，其間又有新譯撰的典籍陸續入藏，以及拾遺編入的典籍，所以



《元官藏》的收經目錄必然會在《至元錄》的基礎上有所改變”。

二、近年新發現的《元官藏》

近幾年來，一批《元官藏》實物陸續出現，筆者因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工

作，始終高度關注這批文物的情況。經調查，近年在中國古籍拍賣市場和民

間共出現過二十一件（每件一卷）《元官藏》。

緣

《大智度論》一百卷，龍樹菩薩造，後秦鳩摩羅什譯。

1998 年，北京海王村拍賣有限責任公司收到。本件殘缺嚴重，帙號佚

失。經折裝，紙張棕褐色，紙質堅韌粗厚，首尾殘，上下邊被裁剪，已看不

出原開本狀況，但從版式尚可辨認為《元官藏》。歸屬未詳。

《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唐實叉難陀譯

2003 年，私人收藏品，一卷。2006 年春季，嘉德拍賣公司上拍。2007

年德寳拍賣公司再次上拍。本件原為經折裝，後改裝成卷軸。從卷端所標帙

號“體”可以推知，此經為“臣伏戎羌遐邇壹體”八字。卷首配明本扉畫佛

說法圖，卷尾有明代補抄。紙色黃褐，紙質薄脆（此外，相同形態的另一卷，

由某私人收藏）。

說

《菩提場所說一字頂輪王經》五卷，唐沙門不空譯。

2005 年夏，北京海王村拍賣有限責任公司收藏到，千字文號“父五”，

經折裝，首尾完整，白皮紙，未染潢，紙張厚薄均勻，頗有韌性，書品亦好，

每版接紙，首尾加裝橘紅色厚紙封皮。藏書家韋力先生收藏。

說

2005 年秋，北京海王村拍賣有限責任公司售出一冊，千字文號“父四”。

經折裝，白皮紙，版式特點、紙張風格皆與上述同，書品狀況稍好，當為同

一批物。歸屬不詳。

說

《佛說除蓋障菩薩所問經》二十卷，宋沙門法護等譯。



2006 年秋，北京海王村拍賣有限責任公司拍賣，一冊，千字文號“聖

二”。本冊保存完整，白皮紙印刷，上下裝橘紅色夾板，當為原裝。與上述

同批。歸屬不詳。

說

2006 年秋，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上拍一冊，千字文號“父三”，

版式、紙張、裝潢與上述者全同，當為同一批物。上海龍華古寺收購。

說 緣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六卷，宋沙門施護等譯。

2006 年 12 月 4 日，上海敬華藝術品拍賣有限公司拍賣一冊，千字文

“作肆”。該件紙張、字體、版式風格、裝潢等均同上述五件，上海龍華古寺

收購。

說 說 說

《廣大寳樓閣善住秘密陀羅尼經》三卷，唐菩提流志譯。

《佛說尊那經》一卷，宋法賢譯。

《佛說佈施經》一卷，宋法賢譯。

《佛說大方廣未曾有經善巧方便品》，宋施護譯。

2007 年 9 月 15 日，北京中安太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上拍。《廣大寳樓

閣善住秘密陀羅尼經》卷上帙號“寳一”，卷首有至元二年太皇太后發願文，

卷尾存刊經官員和僧人銜名。本件發願文及銜名，與雲南圖書館藏品、小野

玄妙公佈品相同，與國圖稍異。《佛說尊那經》、《佛說佈施經》、《佛說大方

廣未曾有經善巧方便品》（三經合卷），帙號“念四”。兩冊紙張、版式、裝

潢一同上述。

另外，某私人收藏兩冊三經。版式、紙張與上述同，為相同處所出。

2006 年 3 月，中國國家圖書館從民間收購到九冊

1、念一 《大法鼓經》卷上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2、念五 《寶授菩薩菩提行經》 宋法賢譯



3、作伍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卷第二 宋施護等譯

4、作六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卷第三 宋施護等譯

5、作柒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卷第四 宋施護等譯

6、作八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卷第五 宋施護等譯

7、作玖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卷第六 宋施護等譯

8、寶六 《一字佛頂輪王經》卷第三 唐菩提流志譯

9、君三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三 宋天息災奉譯

上述十批二十一冊，除 1998 年海王村拍賣公司所出《大智度論》卷第

三十二釋初品中四緣義第四十九和私人所屬兩卷《大方廣佛華嚴經》以外，

近年陸續面世的其他十八冊《元官藏》，紙張形態一樣，版式風格相同，裝

潢一致，我們可以認定，它們的來源相同，應為同一批發現者。

三、新發現本的版本特點

今年出現的這二十一件《元官藏》，筆者幾乎全部有幸經眼，其版式、

裝幀、用紙等方面完全相同。以下僅就中國國家圖書館的收藏品，詳細介紹

如下。

該九冊全部為經折裝，每冊裝厚紙封面，顔色橘紅，無經名簽。每冊之

外，另包裹書衣，不見繫帶。書衣的紙張較封面略厚，橘紅色。正面粘貼長

方條經名簽，下為圓形帙號簽。經名簽與帙號簽均為刻印。

九冊高寬相同，版式相同，上下雙邊，邊欄外寬內細。板端刊版片號，

未見刻工。每版七半葉，縂四十二行，半葉六行十七字。《元官藏》這種版

式，沿襲了南方系統大藏的裝幀習慣，或許説明它受到該系統的影響。

九册字體相同，皆略呈竪長形，字體清秀、工整，筆畫勻稱，與《磧

砂》、《普寧》兩藏的風格接近。

《元官藏》首尾及版心編號頗有特色，特別是卷尾，板片數均寫為中文

大寫數字。以《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卷第三爲例 首題下寫為“作六”，版

心寫“作陸卷 一”或“佛說頂生王因緣經作陸卷 五”，尾題及音譯後的



冊序號為如“作陸卷五終”，其中“作陸卷”為千字文帙號，“五終”為板片

號及本冊的板片數量。

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品用皮紙印刷，未染黃，紙張纖維隱約可見，紙質

均勻、透薄、堅韌。傳統宋元經折裝本大藏一版只有六半葉，而《元官藏》

版式較之略長（七半葉），故紙張有拼接現象。以筆者所見，每版均接紙。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官藏》版式狀況一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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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的收藏品種，保留了一份太皇太后發願文，位置在《大法鼓

經》卷上首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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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善衍慶福元

太皇太后

竊念荷

祖宗之德

社稷之靈海內乂寧軍國多暇永惟

罔極徒切孝思爰闡

佛乘少酬

景貺於是印施

三乘聖教經律論賢聖集凡三十

藏庶衆善所積百福咸臻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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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萬歲

太子千春聖子神孫同膺上壽尚希

餘慶施及遺黎均蒙

覆育之仁共樂無爲之化

至元二年嵗次丙子四月吉日誌

《大法鼓經》卷上的書後，保存了組織刊雕大藏經的官員和僧人銜名。

這份銜名的順序很奇怪，不論僧名錄、亦或官員名錄，都是由高向低，從左

向右依次展開，這與傳統習慣很不同。以下錄文，為照管文字順序，故依據

官階從高而低（而非原書從右至左）順序排列

開府儀同三司秦王荅剌罕太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監修國史兼徽政

使侍正昭功萬

戶都縂使虎符威武阿速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忠詡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奎

章閣

大學士領學士院經筵事太史院宣政院事也可千戶哈必陳千戶達魯花赤宣忠斡

羅思扈衛

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回回漢人司天監群牧監廣惠司內火府左都威衛

使司欽察

親軍都指揮使司宮相都□…□禧宗禋院兼都典制神御殿事 伯顏

銀青榮祿□…□大御史大夫 撒迪

金紫光祿大夫徽政使宮□都縂□府都達魯花赤提調甄用監 伯撒里

金紫光祿大夫趙國公徽政使 常 不蘭奚

榮祿大夫徽政使延慶司使提調掌謁司事 鄭 禿滿達兒

榮祿大夫徽政使同知昭功萬戶都縂使府事提調中興武功庫張 住童

榮祿大夫同知徽政院事甄用監卿 朮難

榮祿大夫同知徽政院事仕正 趙世安

資德大夫同知徽政院事 孛羅

通奉大夫徽政院副使領掌醫監事 荅兒麻室利

徽政院副使 荅兒麻失監

朝散大夫僉徽政院事 高郎



亞中大夫僉徽政院事 定僧

奉訓大夫同僉徽政院事 察魯

奉訓大夫同僉徽政院事 董阿出

中憲大夫參議徽政院事 不花

朝散大夫參議徽政院事 蔡受益

承務郎徽政院經歷 鎖住

朝散大夫徽政院經歷 趙禮

承德郎徽政院都事 洪文

奉政大夫徽政院都事 程良傑

奉訓大夫徽政院都事 蠻子

奉直大夫徽政院都事 李思齊

正議大夫延慶司使 火儞赤

儒林郎江浙等処行中書省員外郎 蠻子海牙

朝列大夫延福提擧 汝奴班

從士郎延福同提擧 荅兒麻新

徽政院掾使 趙國忠

徽政院宣使 張士毅

登侍郎隨路諸色人匠都總管府知事 張庭蘭

承務郎衛侯直都指揮使司知事 楊德實

管領怯憐口諸色民匠都總管府提控案牘 楊遵

諸色民匠打捕鷹房都總管府提控案牘 楊珪

奉直大夫內宰司丞 李仲信

承事郎內宰司典薄 王汝弼

收支諸物庫大使 阿都赤

收支諸物庫副使 于允

昭信校尉析成局大使 蘓重兒

通玄妙濟大師大法藏寺住持 用柔

對經講主大法藏寺提點釋 德太

對經講主大法藏寺都寺僧 智妙

對經講主大普慶寺沙門 智通



對經講主晉寧路曲沃縣大悲寺住持 明讃

對經講主東昌路聊城縣鉄佛堂沙門 佘通

對經講主晉寧路解州安邑縣羅漢院僧 滿閎

對經西坡居士 凃安囯

銓經講主大普寧寺沙門 惠明

銓經講主真定路趙州高邑縣慈雲院僧 妙千

銓經講主 隆吉祥

銓經講主袁州路報恩寺沙門 繼燈

銓經講主弘法寺沙門 淨瑜 德彥

銓經講主弘法寺沙門 雲澤 明辯

銓經講主寧夏路大護國仁王寺沙門 智福

銓經講主 法瓊 興添

銓經講主 德琛 如釋

銓經講主 惠濬 法吉祥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卷六保留了宋代譯場列位

講法華經上生經賜紫沙門自初 證義

講金剛經光因明論百法論賜紫沙門臣德臻 證義

講金光明經起信論文章賜紫沙門臣行肇 證義

講圓覺經文章智因大師賜紫沙門臣簡長 證義

講金光明經觀無量壽經證覺大師賜紫沙門臣首臻 證義

講法華經南山律三慧大師賜紫沙門臣紹溥 證義

講法華經圓照大師賜紫沙門臣道一 證義

右街鋻義講法華經上生經百法論法智大師賜紫沙門臣重珣 證義

右街講經首座講法華經上生經百法論因明論普智大師賜紫沙門臣脩靜

證義

右街鋻義講金剛經因明論百法論明雅大師賜紫沙門臣啓沖 綴文

梵學慧悟大師賜紫沙門臣文一 筆受

梵學演法大師賜紫沙門臣澄珠 筆受

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光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惟淨奉詔同譯



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西天傳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法護奉詔同譯

宋代譯場資料較少，而這則譯場列位，反映了《佛說頂生王因緣經》翻譯時

的實際情況，異常珍貴。本文不打算就此資料展開討論，故僅介紹資料，其

餘問題留待他日研究。

四、《元官藏》雕版與印刷的幾個問題

關於《元官藏》開板和雕畢的時間，就現有資料，尚難斷定。

關於經板使用下限的時間，根據實物證實，當在入明以後。

關於這部《元官藏》的主持者，根據方廣錩先生的研究，是徽政院的一

批官員和部分僧人。而徽政院的職能所知，該院主要服務于宮内太皇太后的

事物。

上述有關問題，由於資料匱乏，尚難以展開論述。

根據已有資料，本文能夠做的僅僅是就現存幾部《元官藏》的印刷版次

和印刷裝潢地點略作探討。

據《元官藏》太皇太后發願文稱 “……印施三乘聖教，經、律、論、

賢聖集，凡三十藏……”，知這批《元官藏》共印刷了三十部

現存至元二年（1336）太皇太后發願文共有五份四部 即小野氏公佈者、

雲南圖書館收藏的兩部（内容相同）、中國國家圖書館一部、北京中安太平

拍賣公司拍品（2007 年 9 月 15 日）一部。

四個版本的印刷順序表列如下

收藏單位 僧名錄 官員名錄

國家圖書館 “法吉祥”（孛羅）“知徽政院事”

小野玄妙本“能吉祥” （孛羅）“知徽政院事”

中安太平 “能吉祥” （孛羅）“知徽政院事”

雲南圖書館“能吉祥” （孛羅）“中書平章政事”



上述四個收藏單位的藏品，印刷時間有不同，表現為冊后的刊經銜名不

同。爲了説明問題，筆者把它拆分爲“單元部件”，將可以看清楚它們的組

合規律。

刊經銜名可以分爲僧名錄和官員名錄兩部分。就僧名錄而言，小野本、

雲南本、中安太平本第一行都作“詮經講主惠濬、能吉祥”，而國圖本作

“詮經講主惠濬、法吉祥”（以下簡稱“能吉祥”和“法吉祥”） 官員名錄，

雲南本為一類，孛羅的職銜為“光祿大夫徽政使領甄用監中書平章政事虎符

提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八赤吉兒千戶所達魯花赤”，而小野本、國圖本、

中安太平本都是“資德大夫同知徽政院事”（以下簡稱“中書平章政事”和

“知徽政院事”）。

上述組合形成三個系統，就有一個先後的問題。判斷先後，有兩條綫索，

之一是順帝太皇太后不答失里，之二是孛羅的職銜。

關於不答失里，方廣锠先生在其執筆的《元代官刻大藏經的發現》、《元

代官刻大藏經的考證》及其撰寫的《元史考證兩篇》等論文中，對太皇太后

不答失里施捨發願刊印這部大藏經的背景和元代徽政院的職能作了探討，由

此推論《元官藏》的刊雕時間。

不答失里（1306-1340），元文宗圖帖睦爾（1304-1332）妻。《元史 ·

順帝一》卷四十至元元年（1335）八月條，“己卯，議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

十二月，“乙丑，奉玉冊、玉寶，上太皇太后尊號曰贊天開聖徽懿宣昭貞文

慈佑儲善衍慶福元太皇太后。詔曰 欽惟太皇太后，承九廟之托，啟兩朝之

業，親以大寶，付之眇躬。尚依擁佑之慈，恪遵仁讓之訓，爰極尊崇之典，

以昭報本之忱。庸上徽稱，宣告中外。”至元六年（1340），“詔撤文宗庙主，

徙太皇太后不答失里東安州安置，放太子燕帖古思于高丽”。順帝詔文稱

“不答失里本朕之婶，乃陽构奸臣，弗体朕意，僣膺太皇太后之號，迹其闺

門之祸，离間骨肉，罪惡尤重，揆之大義，削去鸿名，徙東安州安置。”由

此推論，上述四部《元官藏》（國圖、小野、雲南、中安）的印刷時間，都

在至元六年“削去鴻名”之前。這是大的範圍，至少這四處收藏本，都是在

至元六年以前印刷的。

第二個綫索，是孛羅職位的遷升。官員的名錄，中國國家圖書館本與小

野本同。方廣锠等先生的論文已經指出，雲南本與小野本不同。以孛羅為例，



國圖本、小野本、中安太平本是一個系統，這時孛羅的職銜列在第九位，為

“資德大夫同知徽政院事”。而到雲南本時代，他的職位則已遷升為第三位

“光祿大夫徽政使領甄用監中書平章政事虎符提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八

赤吉兒千戶所達魯花赤”。

孛羅任職中書平章政事最早的記錄，筆者甚至認爲，從《元史》上下文

句考察，應在至元二年七月前後。《元史·順帝》卷三十九 七月“（至元

二年）乙丑，中书平章政事孛罗徙宅，赐金二锭、银十锭。”因爲升遷“中

书平章政事”，故有“徙宅”、“賜金銀”之幸。如果不差，至少説明在至元

二年七月以前，國圖本、小野本、中安太平本應該已經印刷完畢。而雲南本

的印刷時間，似乎應在至元二年七月以後。

在國圖、小野、中安太平三本之間，應以國圖本為最早，其僧人銜名的

“詮經講主”為法吉祥和惠濬，孛羅是“資德大夫同知徽政院事”。以後不知

什麽原因，這個名單換了人，改爲能吉祥與惠濬，但是孛羅還是“資德大夫

同知徽政院事”。雲南本時期，“詮經講主”還是能吉祥與惠濬搭配，而孛羅

的職位已經是“光祿大夫徽政使領甄用監中書平章政事虎符提調左衛親軍都

指揮使司事八赤吉兒千戶所達魯花赤”。

從版本角度考察，以國圖本與中安太平本刊經銜名錄的僧名錄部分看，

國圖本字體、版框更緊密、清楚，可能由於“法吉祥”很快被更換，故“法

吉祥”版使用的時間較短，就更換為“能吉祥”版，而這副“能吉祥”的版

片，使用的更長久，也因此顯得更模糊粗糙一些，這是版片刷印次數過多、

時間稍長的緣故。因此，我們可以比較出上述四部版本印刷的先後順序，即

國圖本本最早，小野本、中安太平本稍晚，雲南圖書館本最晚。

潢

關於《元官藏》的印刷裝潢地點，還需要探索。判斷大藏經的版本，需

要分清楚大藏經的刊雕地點、藏板地點、印刷地點、印刷經坊（或書鋪）幾

者的關係。舉例來説，《開寳藏》經板在四川開雕，藏板地點在汴梁太平興

國寺印經院（後遷顯聖寺聖壽禪院），開板地點與存板地點不同。《磧砂藏》

在蘇州磧砂延聖寺開板，以後經板一直存放在這裡，但是信衆要印刷該藏，

就要到杭州，找衆安橋楊家經坊那樣的書鋪印刷裝潢，書鋪根據請印者的要



求，在磧砂延聖寺印刷全部大藏，並將印刷好的經（有可能將每卷經卷成卷

筒，以便運輸，類似中國民族圖書館收藏的清龍藏經卷一樣）運到杭州，在

杭州加裝卷首扉畫並裝潢成我們今天見到的樣子。這是說，開板地點與經本

裝潢不在一地1。

《元官藏》可能就存在這種複雜的因素。經板在何處開雕、何處存放，

目前都沒有資料説明。是誰（經訪或書鋪，或其他印經機構）印刷，印刷地

點在何處，筆者也缺乏證據（一般來説，印刷地點與經板存放地點應該是一

致的）。就現有資料，筆者僅僅能夠對目前公佈的《元官藏》本的裝潢地點

作一點推論。

雲南本 32 冊中，有 7 冊保存有扉畫，據方廣锠先生文章介紹，知有六

幅附有刻工題名，即“吉人彭斯立偕弟斯高刊”兩幅，“臨江周仁可刊”兩

幅，“古杭于壽刀”一幅，“陳寧刊”一幅。這些刻工都是江南人，特別是刻

工“陳寧”，《磧砂藏》的多幅扉畫中，保留有“陳升畫”“陳寧刊”一種，

他所雕刻的扉畫，顯然綫條更流暢，人物形象更生動。到元末明初杭州衆安

橋楊家經坊印裝《磧砂藏》的時候，楊德春坊“陳寧刊”扉畫雕刻的作品，

則刀法和雕刻技藝就遜色多了。“陳寧”，黃文弼在其所著《吐魯番考古記》2

中，公佈了兩張維吾爾文《八陽神咒經》殘片，其扉畫右下角，就刊雕著陳

寧的名字。馮家昇先生認爲，《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的雕刻地點有兩种可

能，“一種是在高昌地區刻的，刻的時候，把《磧砂藏》内《八陽經》的

‘如來説教圖’復刻在囘鶻文《八陽經》的經頭上 一是在内地刻的，平江

（今吳縣）或大都最有可能3。”張新鷹先生在《陳寧其人及囘鶻文〈八陽經〉

版刻地 讀馮家昇先生一篇舊作贅言》一文中，收集有關陳寧的資料極爲豐

富，他引用多條材料，論證陳寧在元武宗至大年間已有活動，其活動地點，

包括已知屬於他參與雕刻的幾種作品，都在杭州4。張新鷹先生的結論，本

1 李際寧《佛教大藏經的雕刻、印刷、流通制度》《文津學誌》（第一輯），2003

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 ⿈文弼《吐魯番考古記》《考古學特刊》第三號（圖版一〇六），1954 年 4 月，

中國科學院印行

3 馮家昇《刻本囘鶻文〈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研究》《考古學報》1955 年第 9

期



人深以為是，陳寧是元代杭州刻工，他活動的時間，應該在元代後期，地點

在杭州。也就是說，《元官藏》的裝潢地點應該在杭州，就是在裝潢的時候，

有關經坊（或書鋪）為雲南本裝上了上述扉畫。

根據歷代大藏經的印刷、裝潢習慣，筆者推測，該部《元官藏》的刊雕

地點應該與裝潢地點相距不遠，也許就是杭州地區。

五、《元官藏》目錄結構

《元官藏》的目錄結構是學術界關心的重點，包括近年新發現本，收藏

在中國大陸的《元官藏》數量縂達五十餘冊，涉及的千字文帙號從“成”字

號《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二百六十一到“治”字號《大慧普覺禪師住徑山

能仁寺禪院語錄》卷一，考慮到《大慧語錄》縂三十卷，千字文帙號已到

“治、本、於”三字，故由此推測《元官藏》的總體數量應有六千五百一十

卷左右。

近年發現品雖沒有超過雲南圖書館收藏品的字號，但是由於數量大大增

加，涉及經典的部類更豐富，對探討《元官藏》的目錄結構，提供了新的資

料。筆者選取《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大正新修法寶縂目錄本）、《普寧藏》

（大正新修法寶縂目錄本）、《思溪資福藏》（大正新修法寶縂目錄本）、《趙城

藏》（蔡念生編《金藏目錄校釋》本）、《房山石經》（遼金刻經）部分與已知

《元官藏》帙號比較如下

4 張新鷹《陳寧其人及囘鶻文〈八陽經〉版刻地 讀馮家昇先生一篇舊作贅言》

楊曾文、方廣錩主編《佛教與歴史文化》，2001 年，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元官藏目錄勘對表

序

　號
帙號 經名卷次 至元錄 普寧藏 資福藏 趙城藏 房山

遼金刻經

1 成壹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卷二百六十一 ～ ～ ～ ～ ～

2 成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卷二百六十二 ～ ～ ～ ～



3 成陸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卷二百六十六 ～ ～ ～ ～ ～

4 （又一部）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二百六十六 ～ ～ ～ ～ ～

5 成七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卷二百六十七 ～ ～ ～ ～ ～

6 成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卷二百六十八 ～ ～ ～ ～ ～

7 成玖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卷二百六十九 ～ ～ ～ ～ ～

8 巨五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卷五百五 ～ ～ ～ ～ ～

9 鱗 69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
卷三

鱗 69
7

潛 70
7

潛 70
7

鱗 69
7 羽

10 始 81 大寳積經卷四十一 始 81
53

帝 76
20

鳥 78
23

帝 74
22 官

11 國 92 文殊師利所說不思
議佛境界經卷下

國 92
111

裳 88
41

裳 88
46

衣 87
43 推

12 湯 104
佛說大方等大積經
菩薩念佛三昧分卷

第十

殷 103
137

伐 98
65

伐 98
68

民 98
65 伐

13 道 108 佛說無言童子經卷
上

問 107
146

殷 103
74

殷 103
77

發 102
77 ─

14 道 108 自在王菩薩經卷上 問 107
147

殷 103
75

殷 103
78

發 102
75 ─

15 拱 110 大集大虛空藏菩薩
所問經卷六

垂 109
150 ─ ─ 茂 523

1352（？） ─

16 體 124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第七十六

體 124
154

臣 117
79

臣 117
82

首 116
80 ─

17 恭 153 佛說阿惟越致遮經
第卷二

常 152
214

木 140
132

木 140
138

草 139
135 ─

18 器 189 大方便佛報恩經卷
第六

覆 188
407

器 189
409

器 189
415

覆 188
403 欲



19 欲 190 佛說法集經卷四 器 189
409

欲 190
411

欲 190
417

器 189
405 難

20 念 206 大法鼓經卷上 量 192
418

墨 193
420

墨 193
426

量 192
417 悲

21 念 206
三經合卷

佛說尊那經 賢 204
517

輦 508
1253

輦 508
1253

冠 506
1249 傾

佛說布施經 516 千 503
1193

千 503
1193

戶 497
1177 孰

佛說大方廣未曾有
經善巧方便品 512 宅 537

1406
宅 537
1412

阜 540
1419 ─

22 念 206 寶授菩薩菩提行經 賢 204
519

輦 508
1254

輦 508
1254

冠 506
1239 傾

23 作 207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
第卷一

念 206
523 ─ ─ 說 557

1467 ─

24 作 207
（又一部）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
卷第一

念 206
523 ─ ─ 說 557

1467 ─

25 作 207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
卷第二

念 206
523 ─ ─ 說 557

1467 ─

26 作 207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
卷第三

念 206
523 ─ ─ 說 557

1467 ─

27 作 207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
卷第四

念 206
523 ─ ─ 說 557

1467 ─

28 作 207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
卷第五

念 206
523 ─ ─ 說 557

1467 ─

29 作 207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
卷第六

念 206
523 ─ ─ 說 557

1467 ─

30 聖 208 佛說除蓋障菩薩所
問經卷第二

作 207
525

磻 528
1329

磻 528
1333

武 559
1474 ─

31 堂 222 不空羂索陀羅尼自
在王咒經卷下

禍 225
540 ─ ─ 潔 164

290 ─

32 寳 256 廣大寳樓閣善住秘
密陀羅尼經卷上

寸 237
618

絲 195
429

絲 195
435

悲 194
426 染



33 寶 256 一字佛頂輪王經卷
第三

寸 237
619

絲 195
430

絲 195
436

悲 194
426 染

34 父 242 菩提場所說一字頂
輪王經卷三

事 243
659

佐 533
1351

佐 533
1356

車 517
1303 相

35 父 242 菩提場所說一字頂
輪王經卷四

事 243
659

佐 533
1351

佐 533
1356

車 517
1303 相

36 父 242 菩提場所說一字頂
輪王經卷五

事 243
659

佐 533
1351

佐 533
1356

車 517
1303 相

37 事 243 菩提場莊嚴陀羅尼
經

君 244
664

阿 535
1365

阿 535
1365

肥 519
1312（？） 夾

38 事 243
金剛恐怖集會方廣
軌儀觀自在菩薩三
世最勝心明王經

君 244
674

伊 531
1337

伊 531
1338

侈 515
1291 羅

39 事 243
兩經合卷

佛說一髻尊陀羅尼
經

不空羂索 盧遮那
大灌頂光真言一卷

君 244
676
675

─ ─

碑 526
1373

勒 525
1366

─

40 君 244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
師利根本儀軌經卷

第三

嚴 246
682

戶 496
1147

戶 496
1146

府 488
1139 阿

41 川 246 觀自在大悲成就瑜
伽蓮花部念誦法門

澂 277
849 ─ ─ 銘 528

1388 八

42 友 362 彌沙塞部五分律卷
二十四

仁 369
1213

和 330
909

和 330
908

尊 327
897 ─

43 切 365 四分律藏卷二十一 惻 372
1214

夫 333
910

夫 333
909

睦 332
898 ─

44 仁 369 五分比丘戒本 離 376
1221

外 337
917

外 337
914

隨 336
903 ─

45 虧 384 根本說一切有部
奈耶藥事卷十六

神 391
1261 ─ ─ ─ ─

46 帙號不詳 大智度論卷第三十
二 ─ ─ ─ ─ ─



列表説明

第 1欄，序號，表示目前大陸已發現的《元官藏》之序號。第 2欄，帙號及

各帙序號（千字文序號）。第 3欄，經名卷次。第 4-8欄，上排為各藏目錄

帙號及序號，下排為本經在目錄中的序號。

《大般若經》，由於建首之經典的位置相同，沒有比較的可能，故列以存

目。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三，“鱗三”，第 69 字，與《至元錄》、《趙城

藏》帙序號相同。

《大寳積經》卷四十一，“始一”。

《文殊師利所說不思議佛境界經》卷下。

上兩經分別排在第 81 字和第 92 字，與《至元錄》帙序號相同，而與其

47 物 397 十地經論卷七 爵 444
1277

谷 217
561

谷 217
567

空 217
551 傳

48 啓 444 釋摩訶衍論卷四 陞 457
1392 ─ ─ ─ 寧

49 啓 444 釋摩訶衍論卷五 陞 457
1392 ─ ─ ─ 寧

50 密 563 衆經目錄卷二 密 563
1533

筵 450
1068

筵 450
1066

肆 449
1056 ─

51 密 563 衆經目錄卷五 密 563
1533

筵 450
1068

筵 450
1066

肆 449
1056 ─

52 雞 629 續高僧傳卷八 土 582
1553

内 468
1088 ─ 左 469

1076 ─

53 治 649
大慧普覺禪師住徑
山能仁寺禪院語錄

卷一
─ ─ ─ ─ ─



它各藏皆異。《至元錄》標明本錄的編撰體例，即開元錄所紀經律論、貞元

錄所紀經論、祥符錄所紀經律論、景祐錄所紀經律論、弘法入藏錄及拾遺編

入經律論。比如，在般若部内，依次收入開元錄所紀般若部、貞元錄所紀般

若部、祥符錄所紀般若部、景祐錄所紀般若部。《至元錄》打破了傳統大藏

經的編目體例，將宋代後續譯經依類排入各部，故有本經編為第 81 字“始

一”的結果。從這一點看，《元官藏》的確受到《至元錄》的影響。上述觀

點，何梅女士已有論述。

《佛說大方等大積經菩薩念佛三昧分》卷第十，《元官藏》為“湯”，《至

元錄》為“殷”。

《佛說無言童子經》卷上，《元官藏》為“道”，《至元錄》為“問”。

《自在王菩薩經》卷上，《元官藏》為“道”，《至元錄》為“問”。

《大集大虛空藏菩薩所問經》卷六，《元官藏》為“拱”，《至元錄》為

“垂”。

《元官藏》帙號與《至元錄》比較，皆後退一字。關於“大集部”收經

範圍，《至元錄》説明 “縂諸錄中大集部類並編于此”，這包括“開元錄二

十四部，貞元錄二部，祥符錄一部”，其體例仍屬《至元錄》，而經典順序的

次序上，已經開始突破《至元錄》。而《大集大虛空藏菩薩所問經》卷六在

《普寧》、《資福》未見，《趙城藏》“茂”帙第 1352號“大虛空藏菩薩所問經

八卷”應即是此經。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七十六。本經僅有帙字，沒有序號。從現有資

料看，與《至元錄》同。

錄 錄

《佛說阿惟越致遮經》卷第二，“恭”字，千字文第 153號，《至元錄》

編為“常”，千字文第 152號，第 214號經，《元官藏》推後一字。

《大方便佛報恩經》卷第六，“器”字，千字文第 189號，《至元錄》為

“覆”字，千字文第 188號，《元官藏》推後一字，其他諸藏目的帙號大體也

在前後一、二字之差。

《佛説法集經》卷四，“欲”字，千字文第 190號，各藏或為“器”字或



為“欲”，房山石經為“難”字，《元官藏》、《趙城藏》推後一字，《普寧》、

《資福》同。

《大法鼓經》卷上，“念”字，千字文第 206號，《至元錄》、《趙城藏》

同為“量”字千字文在第 192號 《普寧》、《資福》相同，為“墨”字，千

字文在第“193”號。

上述諸經同屬於開元錄、貞元錄所紀大乘經典，千字文帙號差距已經不

大。

錄 錄

《佛說尊那經》、《佛說佈施經》、《佛說大方廣未曾有經善巧方便品》，

《元官藏》為三經同卷，編為“念四”帙，千字文在第 206號。《至元錄》三

經共在“賢”字，千字文在第 204號，但是沒有三經合冊，而是分別放在了

第 517號、516號和 512號。其他諸藏三經分別編在各處，位置差距甚大。

《寶授菩薩菩提行經》，“念五”，千字文在第 206號，《至元錄》在“賢”

字，千字文在第 204號，《元官藏》推後一字。《普寧》、《資福》、《趙城》在

“輦”（第 508 字）、“冠”（506）字，差距不大，《房山石經》載“傾”，位在

第 552 字。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卷第一至卷第六，“作”字，千字文在第 206號，

《至元錄》在“念”字，千字文在第 206號，《元官藏》推後一字。該經《普

寧》、《資福》未見，《趙城》在“說”（第 557 字），位在第 1239號。

《佛說除蓋障菩薩所問經》卷第二，“聖”字，千字文在第 208號，《至

元錄》在“作”字，千字文在第 525號，《元官藏》推後一字。其他諸藏位

置差距甚大。

《至元錄》以外諸藏目錄，結構與《至元錄》相異，宋代新譯經典往往

編在宋元入藏經論或宋元續入藏經論，故有上述《普寧》、《資福》、《趙城》

諸藏前後差距極大的原因。由此看來，《元官藏》結構受《至元錄》的影響。

但是，也並非《元官藏》照搬《至元錄》，諸經之間，頗有調整，儘管原因

還不清楚，但是趨勢是明顯的。

《不空羂索陀羅尼自在王咒經》卷下，“堂”字，《至元錄》在“禍”字，



《元官藏》又提前四字。該經《普寧》、《資福》不見，《趙城》在“潔”字。

《廣大寶樓閣善住秘密陀羅尼經》卷上，“寶”字，《至元錄》在“寸”

字，《元官藏》提前二字。

《一字佛頂輪王經》卷第三，“寶”字，《至元錄》在“寸”字，《元官

藏》提前二字。

《菩提場所說一字頂輪王經》卷第三至卷第五，“父”字，《至元錄》在

“事”字，《元官藏》提前二字。

《菩提場莊嚴陀羅尼經》，“事”字，《至元錄》在“君”字，《元官藏》

提前二字。

《金剛恐怖集會方廣軌儀觀自在三世最勝心明王經》一卷，“事”，《至元

錄》在“君”字，《元官藏》提前二字。

《佛說一髻尊陀羅尼經》、《不空羂索毗盧遮那大灌頂光真言》一卷（二

經合卷），“事”字，《至元錄》在“君”字，《元官藏》提前二字。《普寧》、

《資福》不見。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三，“君”字，《至元錄》在

“嚴”字，《元官藏》提前三字。

《觀自在大悲成就瑜伽蓮花部念誦法門》，“川”字，《至元錄》在“澂”

字，《元官藏》提前六字。《普寧》、《資福》不見。

上九經的位置，屬於“五大部外重譯單譯”部大乘秘密陀羅尼儀軌部分，

依《至元錄》的結構，跨度極大，到《元官藏》中，卻多有調整，形成幾個

特點

（1）、前次各經的順序位置，《元官藏》較《至元錄》退後，相差大致一、

二字。到這裡，《元官藏》的位置卻提到《至元錄》之前，甚至提前多達五

字。看來，雖然兩經在大結構方面相同，但是在具體部類内部調整較大，這

大概説明《元官藏》收錄的宋元譯經較多，而對傳統經典有所調整。

（2）、其中《佛說一髻尊陀羅尼經》與《不空羂索毗盧遮那大灌頂光真

言》在《元官藏》中為二經合卷，而到《至元錄》中，順序發生了前後顛倒。

這説明《元官藏》在捨取排列經典方面做了重新調整，反映出《元官藏》的

特色。

（3）、由於這批“大乘秘密陀羅尼儀軌”經典不少來源於不空等翻譯經



典，往往傳統南方系統大藏失收，而為《趙城》所有，本來這是《趙城藏》

的特點，現在《元官藏》中發現，説明這批經典很有可能來源於《金藏》，

或許將來在材料更豐富的時候，就可以看出《元官藏》在哪些方面繼承了

《金藏》的特點。

《彌沙塞部五分律》卷第二十四，“友”字，《至元錄》在“仁”字，《元

官藏》提前七字。

《四分律藏》卷第二十一，“切”字，《至元錄》在“惻”字，《元官藏》

提前八字。

《五分比丘戒本》，“仁”字，《至元錄》在“離”字，《元官藏》提前八

字。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卷第十六，“虧”字，《至元錄》在“神”

字，《元官藏》提前八字。

四部經典的前三部，諸藏所收，惟《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卷十

六》諸藏皆無，《至元錄》注為“唐天后代三藏義淨譯，新編入藏”。又注

云 “上一律二十卷二帙，蕃本同。‘動’、‘神’二號”。

《大智度論》卷第三十二，因原本殘甚，千字文帙號不詳，故不作比較。

《十地經論》卷第七，“物”，《至元錄》在“爵”字，《元官藏》提前九

字。

《釋摩訶衍論》卷第四至卷第五，“啓”字，《至元錄》在“陞”字，《元

官藏》提前十四字。

《釋摩訶衍論》十卷，龍樹菩薩造，後秦天竺三藏筏提摩多譯。此論諸

藏未見，唯房山石經中遼金刻經有之。《至元錄》注曰 “新編入藏”。又

云 “此論蕃云有本，未至於此。”也就是說，此論有蕃本，但是沒有傳到中

原，整理《至元錄》的諸大德，沒有見過此蕃本。此論《趙城藏》中未見，

不能說《趙城藏》中就沒有，但是即然在房山遼刻經中收藏，説明此論或有

其他翻譯來源。這條信息使筆者強烈地意識到，不能忽視遼金時期入藏經典

對《元官藏》的影響，甚至部分在北方地區流傳較廣而南方少傳的經典，也

可能是《元官藏》的來源。《釋摩訶衍論》的來源可能就是遼代譯經。



《衆經目錄》卷第二和第五，“密”字，《至元錄》同。

《衆經目錄》有“法經錄”與“仁壽錄”之別，筆者承方廣锠先生慷慨

提供當年調查雲南圖書館《元官藏》的筆記和三篇論文手稿，證實雲南圖書

館藏本為“法經錄”。“法經錄”七卷，《至元錄》的千字文帙號，為“密”

字。故兩藏相同。

《續高僧傳》卷第八，“雞”字，《至元錄》在“土”字，《元官藏》推后

六十六字。

《大慧普覺禪師住徑山能仁寺禪院語錄》卷一，“治”字。

從這裡更清楚地看到，各部調整相當大。各藏的特色，往往在最後部分

得以體現，《元官藏》越到後邊，各經典位置的調整越大，説明它的目錄框

架確是以《至元錄》為本，但是在經典的選擇上，來源可能更廣泛，這是它

不斷調整目錄次序的根本原因。

綜上所述，《元官藏》的目錄結構有如下特点

1、受到《至元錄》框架的深刻影響。

2、在各部經典的具體組織上，《元官藏》並非嚴格按照《至元錄》次序

組織入藏目錄，而是有調整，甚至在部分類目有重大調整。

3、《元官藏》的經典來源，除傳統大藏經收錄者以外，也受到《至元

錄》的深刻影響，特別是宋元以後新譯經典，《元官藏》給予了高度重視。

4、《元官藏》也受到《金藏》的影響，不少經典，可能甚至直接來源於

《金藏》。

5、《元官藏》可能吸收了部分遼代譯經和北方地區流傳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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