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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碑铭赞辑释》补校

曾　良　蔡　俊

　　摘　　要　《敦煌碑铭赞辑释》是敦煌学研究的重要文献 ,前人释本虽详尽 ,然原

本卷帙浩繁 ,校勘向亦有所不逮。本文参照《敦煌宝藏》诸书 ,对《敦煌碑铭赞辑释》略

作补正 ,增补者凡 60余处 ,以供敦煌学研究者参考 。

　　关 键 词　敦煌　碑铭赞　辑补

作者简介　曾良 ,1964年生 ,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蔡俊 , 1959年生 ,南昌大学新

闻系讲师。

　　敦煌碑铭赞是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 , 对研究唐

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以及西北地区政治 、文化 、宗

教 、历史地理 、民族关系和风俗习惯等具有极大的史

料价值。郑炳林先生的《敦煌碑铭赞辑释》 ①, 收录碑

铭赞 135篇 , 作者在对这些文书研究的基础上 , 对其

进行汇辑 、校注及拼合连接 , 并对碑铭赞中的人物 、

事件进行补充和详细注释考证 , 为敦煌碑铭赞的研

究做出了贡献。然而 ,敦煌文献俗字往往连篇累牍;

不少卷子字迹潦草 ,难以辨认;且校书如扫落叶 , 问

题很难扫清。故校录有所不逮 , 实在难免。这里以

缩微胶卷 、《敦煌宝藏》和《英藏敦煌文献》逐一进行

核对 ,为方便读者翻检 , 每条注明在《敦煌碑铭赞辑

释》中的页吗和行数。为便于排版 , 在不影响文义的

情况下 ,尽量使用简体字。

1·10　聘威略于麾旆　申智用于驱驰。

“聘”字文义难通。原卷实作“骋”字 ,当校改。

1·12　超群独秀者 ,其在公乎!

按:“在”字下原卷还有一“於”字 , 当据补。

1·13　令为汴州浚义人也。

“义”原卷作“仪”字。按:“浚仪”是 , 西汉置浚仪

县。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河南三·汴州》云:“浚仪

县 ,本汉旧县 , 属陈留郡。故大梁也 , 魏惠王自安邑

徙此 ,因浚水为名。后魏于此置梁州 , 周宣帝改为汴

州 ,县属之。隋大业二年废汴州 ,改属郑州。 武德四

年于此重置汴州 , 以县属焉。” ②

1·15　曾澜浩浩 , 符沃日于西溟;峻趾峨峨 , 譬

干霄于五镇。

“西”字原卷作“四” 。“四溟”当保留 , 与下文“五

镇”相对文。“五镇”盖指五岳。

1·16　映蔼金行之日 , 昭彰水运之期。

“期” 字原卷作“朝” , 当校改。 “朝” 为朝代义。

这两句是叙述常何先人世代显赫的文字 , “金行之

日”和“水运之朝”指两个相连的朝代。《史记·秦始

皇本纪》 :“周历已移 , 仁不代母。秦直其位 , 吕政残

虐。”司马贞《索隐》 :“五行之运 , 水生木 , 木生火 , 火

生土 , 土生金 , 金生水。 所生者为母 , 出者为子。 帝

王之次 , 子代母。” ③依五行学说 , 汉代属火德 , 故称

“炎汉” 。依此类推 , 魏属土德 , 晋属金德 , 南朝宋为

水德。《宋书》晋禅帝位于宋玺书曰:“昔土德告 ,

传祚于我有晋;今历运改卜 , 永终于兹 , 亦以金德而

传于宋。”④

1·19　扌晋绅钦其重价 , 士交慕其芳规。

“士交”原卷作“士友” , 当校改。

2·24　负 高临 , 建瓴长鹜。

“鹜” 为一种鸟名 , 文义不合。“鹜” 原卷实作

“骛” ,“骛”字是。

2·26　两崤艰巨 , 八水悠长。

“巨”原卷实作“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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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为充所觉 , 奇谋不成。

“奇谋不成”原卷实作“奇计弗成” 。

3·13　命公别总锐师 ,乘间迥鹜。

“鹜”字文义不通 ,原卷实作“骛” 。又 9 页的“鹜

一乘”的“鹜”也应作“骛”字。

3·18　徐圆朗窃据沂兖 ,称兵淮泗。

“圆”字原卷作“员” 。徐员朗是人名 , 后文有“又

与曹公李责力穷追员朗”之语。

4·18　公以久违温情 ,请还乡拜谒。

“情”原卷作“清” , 当是“ 清” 字形近之讹。“温

冫青”一词敦煌文献习见 , 为冬温夏冫青的省称。《敦煌

愿文集·亡考妣意》 :“将为(谓)北堂扇枕 , 庆及温清

(冫青)。”⑤

4·24　草土之中 , 属此盛夏 , 少此割情 , 存君臣

之重。

“此”原卷作“自” ,当校改。

4·28　十六年 ,敕修营九成宫。

“敕”字前原卷还有一“奉”字 ,应据补。

5·25　高情亻叔党 ,远量深沉。

“党”字原卷作“亻党” 。“亻叔亻党”切合文意。

6·7　髦俊披肩 , 似入芝兰之室。

“披”字 ,原卷实作“排” 。“排肩”即比肩。

9·10　矧乎正觉冲遽 ,法身常往。

“往”字当是“住”字之误。“法身常住”为佛教常

语 ,在敦煌文献中习见。同篇有:“法身常住 , 佛性难

原。”(12 页)可为参证。

16·3　◆◆◆(大唐通)义大夫使持节沙州诸军

事沙州刺史◆◆◆◆◆◆◆◆(兼豆卢军使上柱国)

李光庭莫高灵窟之碑并序。

按:“李光庭”原卷作“李庭光” 。郑炳林先生曰:

“李光庭 ,敦煌郡敦煌县悬泉乡人”云云 ,但“光庭”与

“庭光”毕竟差异很大 ,未可贸然信从。又篇中有“通

义大夫使持节消息州诸军事沙州刺史兼豆卢军使上

柱国珑西李府君”之语 , 则其人与陇西有关系 , 说是

“敦煌郡敦煌县悬泉乡人”不可靠。

16·6　详夫 , 乾象上升 , 信廖廓而难测;坤仪下

,实 而无穷。

“详夫”后加逗号 ,非是。“详夫”当与下文相连。

“详”为推详之义 ,“夫”为语气词。伯 4640《大唐宗子

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原夫天垂万像 , 以遵中极

之官;四辅匡持 , 翼一人于元首。”(41 页)“详夫”与

“原夫” 义近。“测” 原卷作“恻” , 敦煌卷子中“恻”

“测”常相通借 , 如斯 1441《患难月文》 :“至觉幽深 , 真

如绵邈 , 神功叵恻(测)。”

16·7　至若寒暑之期 , 律吕推而必兆;盈缩之

节 , 灰绾候而可知。

“绾”字难通 , 验视原卷 , 实作“王官” 。“王官”字是 ,

为古代乐器 , 用玉制成。古人以“灰王官”而察知节候

的变化。把芦苇茎中的薄膜制成灰 , 放在十二乐律

的玉管内 , 置玉管于木案上 , 每月当节气 , 则中律的

玉管内灰即飞出。 李世民《于太原召侍臣赐宴守

岁》 :“四时运灰王官 ,一夕变冬春。”

16·9　首之为物恍惚兮 , 易之为书广大矣。

“首”字文义难通 , 原卷实写“道” 。“道之为物恍

惚兮”言道之幽玄。“易”指《周易》 。

16·11　标报应之二刑 , ◆◆实之双智。

郑校曰:“刑 , 同`形' 。”按:原卷实写“形” 字 , 郑

氏误录。“ ◆◆实”三字 , 细察原卷为“韫 实”三字 ,

“ ”即是“权”的俗字 , 敦煌卷子中习见 , 如伯 4660

《勾当三窟僧政曹公邈真赞》 :“佥权僧首 , 上下和

同。”“权”字原卷正作此俗写。“权实”为佛教术语 ,

权 ,为权谋 、权宜之义 , 指为一时之需所设之方便;

实 , 真实不虚之义 ,指永久不变之究极真实。伯 2551

《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 :“若乃非相示相 , 总权实

以运慈悲。”(9页)

18·2　名称昭宣 , 分沙纪之犹略;广长等覆 , 尽

毕虚而未该。

“毕”原卷作“墨” 。

18·3　廓十地之郊畿 , 四天之天朔。

郑校曰:“ , 同`算' 。”按:郑校不确。原卷实写

“ ” ,即“覃” 的俗字 , 《魏元夫人陆孟辉墓志》有此

字。⑥“覃四天之正朔” ,“覃”与上文“廓”字相对文 , 则

“覃”为延及 、广布之义。 后文有“化洽无垠 , 恩覃有

截” 。“覃”字也作此俗写。“恩覃”为恩泽广布之义。

郑氏误录“覃”为“潭” , 此据原卷径改。

18·17　分素◆丹 ,呈现相于无垠。

“ ◆”细察原卷为“涂土”字 ,即涂饰 、涂抹义。

18·20　处域中之太一 ,崇方外之三宝。

“太一”原卷实作“一太” ,盖为安泰之义 , 前文为

“泽沾行苇 ,仁及昆虫” ,描状的是天下太平的景象。

18·23　帝颛顼之贵胄 , 凉武昭王之茂族 , 繇稽

固陈 以赞康哉。柱史无为 ,说经而论道德 , 将军授

略 , 崇勋传累代之名。我君杰时余庆 ,列宗盟之座。

“武”字原卷无 ,盖“凉昭王”与“帝颛顼” 相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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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缘故 ,“武” 字似不可妄增。“繇”字前原卷还有一

“各” 字 , “各”肯定是“咎” 的俗字“各” 的形近讹误。

《佛说十王经》有多种敦煌写本 ,如斯 4530《佛说十王

经》 :“欲得无罪咎 , 莫信邪师卜。”而斯 3961“咎”字则

写作“各” 。《碑别字新编》也收录“咎” 的这一俗字。

伯 4660《义辩和尚邈真赞》 :“旭日韬光 , 晷沉西谷。”

又伯 4660《梁僧政邈真赞》 :“晷沉西谷 , 阅水流东。”

“晷”原卷均写作俗字“晷” 。可知“各” 为“ 咎”的俗

写。“咎繇”即指皋陶。伯 2551《李君莫高窟佛龛碑

并序》 :“李氏之先 ,出自帝颛顼高阳氏之苗裔。其后

咎繇 ,身佐唐虞 , 代为大理。”

“稽固”即稽古 ,固 、古互相通借。“君”字原卷作

“后” , “座”原卷作“序” 。此段文字当标点为:“帝颛

顼之贵胄 ,凉昭王之茂族。咎繇稽固(古), 陈谟以赞

康哉;柱史无为 , 说经而论道德。 将军授略 , 崇勋传

累代之名;我后杰时 , 余庆列宗盟之序。”

19·9　磔裂地维 ,暴歼天物。

“歼”字原卷实写“歹尔” ,即“殄”字。 又 39 页“磔”

列地维 ,暴歼天物” , “列” 原卷作“ 裂” , “歼” 也应作

“殄” 。

19·15　六代祖宝 ,随使持节侍中西陲诸军事镇

西大将军领护西戎校尉开府仪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

玉门西封邑三千户。

“陲”原卷实作“垂” 。“垂”是陲的古字 , 不烦校

改。《说文》 :“垂 , 达边也。”

19·19　一命是凌云之姿 , 百龄怀捧日下之庆。

郑校曰:“下:原碑无此字 ,而捧前有`怀' 字。据

诸家录《大历碑》补。 ……”(24 页)按:“下”字疑为衍

文。郑校举伯 2659《沙州都督府图经》祥瑞条言“五

色云抱日” , 与此“捧日”意义有所区别。 “五色云抱

日”是“咸以为圣神皇帝陛下受命之符” , 而这里“捧

日”是指臣子辅翼皇帝。

21·4　主君恤人求瘼 ,勘难济时。

“勘”字原卷作“ ” ,即“戡”的省笔。斯 6203《大

唐陇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记》此字正作“戡” 。

27·8　落(露)滴禅池 ,更澄清净之趣。

“落”字原卷有阴影 ,实为“露”字。

27·14　前引箫唱 , 上下(干)云霓。

“下”原卷实作“干” ,有阴影而不易分辩。

29·1　刘金霞和尚迁神志铭并序

郑校:“ P3677 号卷首置《沙州报恩寺故大德禅

和尚金霞迁神志铭并序》 , 卷末署`前沙州法曹参军

琳述。' 志文记载其卒于`辛巳岁龙集大荒骆四月

廿八日' , 葬于五月一日。辛巳岁 , 即`蕃中辛巳岁

(贞元十七年 ,公元 801 年)' 。刘金霞和尚当生于天

宝三年(744),卒于贞元十七年(801)。 ……”郑氏又

在注②曰:“S2729《辰年(788)五月三日算使论悉诺

罗接谟勘牌子历》报恩寺僧名中有刘金霞。 P5037

《文抄》中有:̀驾行温汤赋 , 刘霞述” , 刘霞 , 即刘金

霞。”(30 页)

按:原题只说“金霞” , 没有冠俗姓“刘”字 , 当尊

重原文 ,不当加“刘”字。 正文中云:“厥有桑门颖秀

金霞上人 , 俗姓刘 ,其先洛阳人也。”则可知“金霞”是

和尚的法号。据佛教教义 , 出家为和尚后 , 便以释为

姓。释慧皎《高僧传·道安传》:“初魏晋沙门依师为

姓 , 故姓各不同。 安以为大师之本 , 莫遵释迦 , 乃以

释命氏。 后获《增一阿含》 , 果称四河入海 , 无复河

名 ,四姓为沙门 , 皆称释种。既悬与经符 , 遂为永

式。” ⑦故法号“金霞”前加上俗姓“刘” , 不合佛教教

义。尽管敦煌文献中也有和尚法名冠俗姓的情况 ,

但这里原卷没有冠俗姓 , 我们就不能画蛇添足。

现在说说刘霞与刘金霞的问题。刘霞肯定不是

刘金霞。《驾行温汤赋》敦煌卷子中有两个写本:伯

5037题为“《驾行温汤赋》一首 , 刘瑕述” , 伯 2976 题

为“《温泉赋》一首 , 进士刘瑕” 。郑綮《开天传信记》

云:“天宝初 , 上游华清宫。有刘朝霞者 , 献《驾幸温

泉赋》 。词调倜傥 , 杂以俳谐 , 文多不载。今略其词

曰:若夫天宝二年 ,十月后兮腊月前 , 办有司之借具 ,

命驾幸于温泉。 ……” ⑧故知刘瑕 、刘朝霞实即是同

一人 , 但刘瑕决非金霞上人或刘金霞。 根据金霞上

人迁神志铭 , 他生于天宝三年 , 但《驾行温汤赋》却作

于天宝元年或二年。 据伯 2976 赋的前两句作:“开

元改为天宝年 , 十月后兮腊月前。”伯 5037 作“天宝

之元年 , 十月后兮◆月前” , 则时间在天宝元年;据

《开天传信记》则为天宝二年。玄宗在天宝元年和二

年都驾幸过骊山温泉。《资治通鉴·唐纪》玄宗天宝

元年:“冬 , 十月 ,丁酉 , 上幸骊山温泉。己巳 , 还宫。”

又天宝二年:“冬 , 十月 , 戊寅 , 上幸骊山温泉;乙卯 ,

还宫。”

29·7　八岁齿危齿 , 不乐长发。

“齿危”是“龆”之形讹。《韩诗外传》卷一:“男八月

生齿 , 八岁而龆齿 ,十六而精化小通。”

29·10　壮年厌文字 ,依洪和尚处 , 悟栖神业 , 舍

彼鱼筌 , 取其心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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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原卷实写“晤” 。“晤”是“悟”的音借。

29·12　障云豁开 , 邪山自圻。

“圻”是排印字误 ,原卷作“坼” 。

29·16　肠非至席 , 头靡就枕。

“肠”字文义难晓 , 当是“腹” 字之讹。敦煌文献

中伤 、腹形近易相乱。“腹非至席 , 头靡就枕”指金霞

和尚病重而不卧席 ,而是“节操弥固” , “端然座亡” 。

29·17　时辛巳岁龙集大荒骆四月廿八日终于

报恩〔寺〕精舍 ,春秋五十有七。

按:“寺” 字不当补。“精舍”即是寺院的别称。

“报恩精舍”即报恩寺。《学林新编》 :“晋孝武幼奉佛

法 ,立静舍于殿门 , 引沙门居之。因此俗谓佛寺曰静

舍 ,亦曰精舍。” ⑨

29·19　于时云物(雾)徘徊 , 皆带愁色。

郑校:“云物:物 , 应作`雾' , 音同致误。”(32 页)

按:“云物”不误 ,指云气。《左传·僖公五年》 :“凡分 、

至 、启 、闭 ,必书云物 , 为备故也。”

33·8　或以比识无恒 ,望本妄于迷径。

“比”当是“鄙”的音借 ,“望”是“忘”的音借。伯

4638 作“或以鄙识无恒 , 忘本妄于迷径。”

34·4　枭声未歼 ,路绝河西。

“歼”原卷作“歹尔 , 即“殄”的俗写。又 41 页“时遭

西陲汨没 , 洎于至德年中 , 十郡土崩 , 歼绝玉关之

路。”“歼”也是“殄”字之误。又 41 页“歼京力寇于河

兰”之“歼” , 当为“殄”字。

34·20　时则处士公一朝反则 , 三寸舌乾。

“则”原卷作“侧” , 伯 4638 亦作“侧” 。反侧”指

辗转反侧 ,表示有某种思虑的状态。

34·22　如何不快 , 独立呼嗟?

“呼”原卷作“吁” 。“吁嗟”伯 4638 作“嗟吁” , 义

同。

36·15　依亻希开(闻)普级之因 , 世世信合门之

贶。

“级”原卷作“汲” ,当校改。

39·3　杨绶述

“绶” 字原卷实写“授” , 而伯 3608 写作“ 授” 。

“授”“绶”相通借。

39·4　结积阴之气 , 坤为德;成凝质之形 , 地

(艮)为象。

“地” 字原卷作“垠” , 盖是“ 艮” 的增旁字。伯

3608作“艮” 。艮 , 八卦中代表山 , 后文有“ 峻山曾千

峰 ,磅礴万里”之语。伯 4640《翟家碑》 :“ 石曾垠像 ,

体势平原。”(54 页)“垠”也是“艮”的增旁字。

39·6　凿为窟龛 , 上下云矗。

“窟”原卷写“灵”的俗字。伯 3608 也作“灵”字 ,

当校改。

41·14　皇代洽溥 ,通于八宏;遐占雪山 , 绵邈万

里。

“哈溥”原卷作“弘洽” 。

41·16　于是乃为秦晋 , 遂申伉俪之仪;将奉承

祧 , 世祚潘阳之美。

按:“阳”是“杨”字音借。“潘杨”与“伉俪”相对。

《文选》潘岳《杨仲武诔》:“潘杨之穆 , 有自来矣。” 潘

岳妻杨氏 , 为杨绥之姑 ,属于世亲联姻 。

42·1　此乃三槐神异 , 百辟希功;英雄半千 , 名

流万古。

“希”原卷作“稀” 。“百辟稀功”言为诸侯中稀有

之功。

42·3　勋犹未萃 , 俄已云亡。

“犹”原卷作“猷” , 当校改。

43·4　于是顿舍青凫 , 市紫金于上国。

“是”原卷作“时” , 当校改。

55·7　处众兢兢 , 独显卓然之象。

“兢兢”原卷实作“先先先先” 。

55·20　十首榜伽 ,亲承教教。

“榜”原卷作“楞” 。

55·28　济物知津 ,使归木伐喻。

“济”原卷作“讠玄” 。讠玄”字是 , 本卷有“言”旁写成

“讠”的。如“内龛塑诸形像等” 的“诸” 。伯 2748《百

岁篇》 :“绍继传烟转法轮 ,三年引驾讠玄迷津 。”
⑩

63·15　类庄象之执王圭 ,人听越音。

“象”原卷作“ ” , “ ”字是。庄 为战国越人 ,

仕楚。《史记·张仪列传》附陈轸传:“陈轸适至秦 , 惠

王曰:̀子去寡人之楚 , 亦思寡人不?' 陈轸对曰:̀王

闻夫越人庄 乎?' 王曰:̀不闻。' 曰:̀越人庄 仕楚

执王圭 , 有顷而病。楚王曰:“ 故越之鄙细人也 , 今仕

楚执王圭 , 贵富矣 , 变思越不?”中谢对曰:“ 凡人之思

故 , 在其病也。彼思越则越声 , 不思越则楚声。”使人

往听之 , 犹尚越声也。 ……” 11故郑炳林先生录为“庄

象”又比附为庄辛是不确的。

63·22　河西苍生 ,将抬法座。

“抬”字原卷为“於”字草化 , 形似“抬”字。可比

较同篇“维摩唯识 , 洞达於始终” 之“於” , 写法全同。

“将于法座”意谓请于法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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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　祗园会二千清众 ,劝道匪解于四时;奈数

成一万净人 ,给侍无亏於四事。

“数”原卷作“苑” 。“奈苑”与“祗园”相对文。

64·11　岂非理事齐运 , 遏能澄员(圆)寂之门。

“岂”原卷作“若” 。“澄”原卷作“讠登” , 同篇“讠”

的草书很容易与“氵”相混。

65·2　骥忝明王治国 ,许善不遗。

“许”原卷作“片” 的俗字。 伯 4640《沙州释门索

法律窟铭》 :“增修不倦 , 片善无遗。”

72·4 　盖乾运三光 , 太罗虚〔如〕著象;坤为八

极 ,陶川岳以为形。

“太罗”之间原卷有乙字符号 , “太罗虚”当录为

“罗太虚” 。斯 530亦作“罗太虚” 。“罗”与下文“陶”

字相对 ,均为动词。

110·6　陈王派息 , 犹继仁风。

郑炳林先生曰:“陈王 , 即曹参。”(111 页)按:释

“陈王”为曹参 ,误。“陈王。实际上指曹植。 曹植封

陈王。李白《将进酒》 :“陈王昔时案平乐 , 斗酒十千

恣欢讠虐。”

110·9　佥擢僧首 , 上下和同。

“擢”原卷作“权”的俗写 ,当校改。

(责任编辑　吴直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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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5 页)们从微观企业产权关系扩展到宏观

的国家 、意识形态问题是对一般产权理论的积极发

展。

但他们没有看到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只是在经济

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前提下 ,才起到一定的反作用 ,

不可能起到根本作用 , 生产力的状况才是决定性的

因素。同时产权制度演进理论从根本上说是对资本

主义制度的修修补补 ,其主旨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

这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财产制度的彻底否定截然不

同。此外 ,它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圈地运

动”描绘成田园诗般的美好 , 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资本主义制度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 , 西方产

权理论以私有产权为演进对象就不以为奇了 , 但产

权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必然提出研究其他产权

制度的要求。

(责任编辑　刘雪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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