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鹊式蒙古文只必帖木儿大王令 旨释读

道 布 照那斯图 刘兆鹤

[提要 ] 本文作者对元代忽必烈汗时期的一件 回鹤式蒙古文碑铭进行了研究
,

除碑

铭拓片照片外
,

还向读者提供了回鹤式蒙古文幕写本和拉丁转写本
、

现代汉语译文

和详细的注释
。

此碑现在埋在陕西省户县祖庵镇重阳宫 内
。

陕西省户县城关西边 10 公里处
,

有一座道教宫观

—
重阳宫① 。

重 阳宫内有一通元代

蒙汉两种文字合璧的只必帖木儿大王令旨碑
。

形制为蜿首方座
。

这是迄今为止在陕西省境 内

发现的唯一 回鹊式蒙古文碑石
,

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

这通令旨碑原来在重阳宫的下院清阳宫

(隶属于重阳宫的一座道观 )
。

本世纪中叶
,

在清阳宫 旧址建立 了清阳小学
。

1 987 年
,

户县

文物管理处把这通碑从清阳小学迁到重阳宫
。

现在
,

这通碑被重阳宫道士埋在院内地下
。

我们根据保存下来的原碑彩色照片和拓片
,

对碑上镌刻的回鹊式蒙古文只必帖木儿大王

令旨进行了释读
。

下面把我们的工作成果公布出来
,

供同好诸君进一步研究
,

并请方家不吝

赐教
。

据 (户县文物志》 (户县文物志编纂委员会编
,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

1 9 95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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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 著录
,

只必帖木儿大王令旨碑高 2 公尺 36 公分
,

宽 86 公分
。

我们见到的拓片高 1 公尺

56 公分
,

宽 83 公分 (不含碑额 )
。

碑额镌 atj 冈 il0 击 i② (大王令 旨 ) 4 个八思 巴字 (见封三

拓片照片 )
。

碑身上半截刻回鹊式蒙古文楷书只必帖木儿大王令旨
,

下半截刻汉文楷书只必

帖木儿大王令旨译文及附记 (见封三拓片照片 )
。

汉文部分字体稍大一些
,

清晰可辨
,

识读

无困难
。

回鹊式蒙古文部分笔划 比较细小
,

加上碑面风化
、

磨损
,

拓片上有些字已经不易辨

识
。

我们根据这道令旨的汉文译文
,

对回鹊式蒙古文令旨中不易辨识的字反复揣摩
,

并参考

有关蒙古文和八思 巴字文献
,

作了构拟
。

这里公布的只必帖木儿大王令旨回鹊式蒙古文摹写

本
,

既包括拓片上清晰可辨的字 (占多数 )
,

也包括我们构拟 的字
。

在拉丁转写中
,

凡是我

们构拟的字均放在 圆括号里
,

以示区别
。

构 拟只是有根据的推测而 已
,

不一定完 全符合原

貌
,

失误在所难免
。

希望将来有条件的时候能够把这通碑从地下挖出来
,

再仔细地做一番核

对工作
。

我们认为
,

那将是一件十分有吸引力的事情
,

可能引起有关专家学者的关注
。



只必 帖木儿大王令 旨的回鹊式蒙古文原文共 32 行
。

行款从左到右
,

竖写
。

书写格式有

些特点
。

具体说来
:
头两行是表示祝颂的套语

,

都顶格写
。

第 3 行是标题
“

只必帖木儿大王

令旨
”

(蒙古文是 4 个词 )
,

写得略低一些
。

第 4
、

5
、

6 三行是令旨的上款
,

列举遵行令旨的

有关人员
,

降到很低的位置才起笔
,

每行大约都空出三分之二的地方
。

从第 7 行到第 20 行
,

都顶格写
,

但是遇到
“

圣旨
”

这个词就抬头另起一行
,

然后接着往下写
。

第 21 行到第 23 行

是令旨的下款
,

写的是颁发令旨的时间和地点
,

又降到很低 的位置起笔
,

情形跟第 4
、

5
、

6

三行相似
。

下面是我们对 回鹊式蒙古文只必帖木儿大王令旨所作的摹写 (见第 20 页 )
。

这道 回鹊式蒙古文令旨的拉丁转写如下
:

第 1 行
: t n gr

l一 i n k u己。 n dur

第 2 行
: q盯

a n 一 u 、 u u 一 d u r

第 3 行
:
( Jib i沪 ) ( tem

o r
) 娜 ma

n u

第 4 行
:
( i耳护

n
)

一

位 ( on y a d )
一

d a

第 5 行
: bal a $ a d

一 u n daur
$ -as d a

on y a d

第 6 行
: 一

d a y or 己iq u n y ab
u q u n

第 7 行
: 11己i n

一 e
(己

e h如 d )
一

。 n ( on y a d )
一

d a (己
e r i g ) aar

n一 a
(
u r idan ④ )

一 u
b
e r

第 8行
: J r l$

一

d u r e diget be
r

第 9 行
:
甲$ a n一 u J r lY

一

d u r ( do y id ) (
e kr 哪 d )

5 1哪 in助 d ( d
a亏m a d ) ( al i ) b e r al b

a q u
b己i ir

(。 l位) 位了en

第 1 0行
: t n g n

一

y i jalb ar i j u i r o ge r 匀。 n a t叮
a i k e

m哄笋
e d

第 11 行
: 了r

ly
一

un 卿叮 ar 己 a

伽 b al盯 as
u

沪
一

d ur m i明 了i沪
一

d u r
( k

u i ) 平叩 k i沪
一

dur

(m
a
卿甲)

一

d u : b位k如

第 12 行
: dun g (五产 ) ( aw

n
)

, i俨 莎叩乒
。
( t

e r i加 t e n ) 驴
n

尹
一

d o r 。 q u n 己an g o u n 卿 dao
( Ji

u 。 ) (烦
u 。 ) 了i

n

第 13 行
:
(* i产 ) ( m

u n
) q

一

严乏
u n g k u产 q u n g。 ( g i

uL ) 了i n * i n y a明 ( Ji ) ( Ji n ) t u 。 (山 )
5 12 10 t u明 了i n

第 1 4 行
: d a i s io t id e m脚

, u 。 了1 9 1产
t e h助 t e。 (

5 1峥i n助d ) (
一

d a
) ( b面 su ) 明

。 日 t

衅
a t

沪
( b i己i9 ) 匀块 1 e d e n

第 15 行
: 一

。 加
n -g d证 , y id

一

d。: an
u 11己i

n b u
l
u

产 b u u b盯
u t叮

a i确
a q曲己i

r i u
l盯

一 a 5 1螂
。

b u u

第 1 6行
: bar i t叮

a i $ a
了ar ( su

u

沪 ) ar an (
a d u $ su u

产 ) ( y盯
u d ) k de i an

u

vosu 妙 i k。己。

( k。乓护 J位 ) b lu i了
u t a t a了u ( b

u u
)

第 一7行
:
沛 t叮

a i 。 d。 ber (
5 1哪 i咧d ) b i己ig t

e n k em
e
了。 (em 乏。尹 ) (场 l枷 ) 。 J

e
k un aanr

一

i

see (甲
r i y an )嚼

u l了
u

第 18 行
:
(~ )

一 u

和了ar see
t

~
己en

第 19行
:
( y ke

e
) Jlr $ ( d盯an ) y a b

u s u y a l

vos
u
(呼 i ) (加 YI an ) b

u u y a b
u t叮 ia

第 20 行
: b i己19

amn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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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2行
:

血
e r

朴户 b u。户
一

n ute r i加 n

第 2 2行
:

l s a
a一

i产了 iy ry un as in i

第 2 3行
:一

d尹姻己皿 J
u。

一

d。 b i己 ib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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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只必帖木儿大土令旨的汉文译文和附记是用
“

元代白话
”

写成 的
。

共 2 5行
。

从第 1行

到第 2 1行是令旨全文
。

第 22行到第 2 5行是附记
。

行款从右到左
,

竖写
。

遇
“
天

、

皇
、

圣
”

等字抬写四格 (双抬 )
,

遇只必帖木儿大王名讳的
“
只

”

字和令旨的
“

令
”

字抬写两格 (单

抬 )
。

抄录如下
:

第 1行
: 天底气力里

第 2 行
: 皇帝福荫里

第 3 行
: 只必帖木儿大王令旨道与管民官州城里达鲁花

第 4 行
:
赤官人每来往的使臣每管军官人每军人每

第 5 行
: 已前

第 6 行
: 圣 旨里如今

第 7 行
: 皇帝圣 旨里和 尚也里可温先生答失蛮拣么甚么差发

第 8 行
:
休当者告

第 9 行
: 天祝寿者这般道来的

第 10 行
:
圣 旨体例里真定府里洛州里肥乡县马固有的洞真万

第 n 行
:
寿宫主为头儿宫观里住的长春演道主教真

第 12 行
:
人门下冲虚弘教真人杨志谨徒弟赐紫通真

第 13 行
:
大师提点孙志久为头儿先生根底与了执把

第 14 行
: 金印

第 15 行
:
令旨与了也这的每的宫观里使臣每休下者差发

第 16 行
:
铺马抵应休当者田地水土人 口头正拣么甚

第 17 行
: 么没体例休教夺要者这先生每却道有

第 18 行
:
令旨当差发的人梯 已休隐占者别人的水土休争

第 19 行
:
要者大

第 20 行
:
圣旨体例里休别了没体例勾当休行者

第 2 1 行
:
令旨俺的牛儿年十月初六 日永昌府写来

第 22 行
: 至元丁亥 中秋 日建祖庭张德宁刊字

第 2 3 行
:
保和崇信大师西京路道判先秉彝书丹题额

第 2 4 行
:
提领马志显知宫严道成

第 25 行
:
通真大师清阳宫住持提点赐紫孙志久立石

我们参照只必帖木儿大王令旨回鹊式蒙古文原文
,

把令旨的原有汉语
“

元代白话
”

译文

转译为现代汉语
,

并加标点如下
:

赖天的气力
、

皇帝的福荫 !

只必帖木儿大王令旨

管民官
、

城市达鲁花赤
、

官员
、

往来的使臣
、

军官
、

士兵

12



以前的圣旨和当今皇帝的圣旨都说
,

和尚们
、

基督教教士们
、

道士们
、

伊斯兰教教士们

不负担任何差役和赋税
,

祷告上天保佑 ! 按照圣旨的例规
,

颁发给真定府
、

铭州
、

肥乡县
、

马固等处以洞真万寿宫主为首的宫观里居住的长春演道主教真人门下冲虚弘教真人杨志谨
、

徒弟赐紫通真大师提点孙志久为首的道士们收执的盖有金印的令旨
。

在他们的宫观里使臣等不许住宿
。

不提供差役
、

赋税
、

乘用的马匹和食品
。

不许非法强

行夺取他们的土地
、

水源
、

人 口
、

牲畜等
。

这些道士们也不许仗恃持有令旨把支差的人据为

己有
,

不许夺取别人的土地
。

要遵照圣 旨
,

不许做违法的事
。

令旨写于牛儿年十月初六 日永昌府
。

注释
:

① 重阳宫位于户县西边 10 公里的祖庵镇
。

此处 旧 名 刘 蒋村
。

金代全真道创始人王嘉

(号重阳子
,

1 112 一 n 70 )
,

曾经在刘蒋村修行
。

逝世后
,

门人把他的遗骨埋葬在这里
,

并建

立一座道观
,

初名祖庵
,

后改名 灵虚观
。

公元 12 38 年
,

全真道掌教宗师李志常奏请元 太宗

窝阔台扩建灵虚观
,

并改名 为重阳宫
,

获准
。

公元 1244 年
,

乃马真皇后颁 降玺书
,

增 以重

阳万寿宫额
。

这座道观于元代几经扩建
,

成为当时关中道教圣地
。

与山西永乐宫
、

北京白云

观合称全真道三大祖庭
。

重阳宫毁于明代
,

清代重修
,

规模缩小很多
。

上述情况可参看卿希

泰主编的 ( 中国道教》
,

第 4 卷 277 页 (重 阳万寿宫 》 条及衰明仁等主编的 (三秦历 史文化

辞典 )
,

9 13 页 (重 阳宫 ) 条
。

② 用八思 巴字写的这个碑额
,

显然拼的是汉语词
。

但是
,

其中
“

王
”

字的拼法与 当时

的汉文读音不大一样
。

我们知道
, “

王
”

字在 (蒙古字韵》 里是读冲 a0 的 (见照那斯图
、

杨

耐思 (蒙古字韵校本》
,

45 页字头 6 及 151 页上十七
a ,

民族出版社
,

19 87 年 )
。

在其它八

思 巴字文献中
, “

王
”

字也都拼为冲明 (见照那斯图 (八思 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n 文献汇集》
,

89一 93 页 (妥欢帖睦尔鼠年 ( 1336 ) 圣 旨》
、

1 1 8一 1 2 2 页 (答吉皇太后鸡年 ( 132 1 ) 鹅 旨》
、

123一 127 页 (安西王忙哥束[J鼠年 ( 1276 ) 令旨》
、

13 7一 1 4 1 页 (海山怀宁王蛇年 ( 1 30 5 ) 令

旨》
,

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
,

1 99 1 年 )
。

这个碑额把
“
王

”

字拼成 冈
,

在读

音上与回鹅式蒙古文的写法一致
。

我们在回 鹤式蒙古文文献中多次见到汉文的
“
王

”

字用蒙

古文拼成 on g (见道布 ( 回 鹤式蒙古文文献汇编 》
,

21 2一 26 8 页 (张氏先莹碑》
、

30 7一 31 8

页 (云南王藏经碑》
、

345 一 41 3 页 (西宁王神道碑》
,

民族出版社
,

198 3 年 )
。
习是国际音标

写法
,

n9 是拉丁转写法
,

都表示舌根弃音
。

③ 拓片上
,

这个词的上半部分有点残缺
,

但是基本笔划依稀可辫
,

最末一笔是往下拖

得较长的一竖
,

可判读为
一 n 。

对照这道令旨的汉文部分
,

在这个位里上的蒙古文应该相 当于

汉文的
“
只 必

”

二字
。 “
只必

”

是音译蒙古语人名 的用字
。

蒙古语里与
“

只 必
”

音近的词有

Jib
e
(
一

n) 和弘ib
。

前者的意思是
“

铁锈
” ,

后者的意思是
“

储石
” 。

褚石 的主要成分是三氧化二

铁
。

所以
,

Jibe (
一

n) 和 Ji ib 是音近义通的一对词
。

汉语
“

必
”

字古音
“
质

”

韵
,

收
一
t 尾

。

我

们知道
,

古人用汉字转写蒙古语时
,

有用收
一
t 尾的入声字表示蒙古语收

一
n 尾或收

一

1尾的音节

的情况
。

所以
, “

只 必
”

的
“

必
”

字可以用来表示蒙古语的 ib n 或 be n 音节
。

只 必帖木儿是

元朝 宗王
,

是太宗窝阔 台的孙子
,

阔端 太子 的儿子
。

因筑永 昌新城
,

人称 永昌王
。

公元

13 10 年卒
。

关于只 必帖木儿的情况
,

可参看 ( 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 (吉林教育出版社
,

1995 年 ) 有关条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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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拓片上
,

这个词的上半部分有点残缺
。

我们根据这道令旨的汉文译文判断
,

这个词

应该相当于
“
已前

”

(现代汉语的规范用字是
“
以前

”

)
。

在八思巴 字文献中
,

与汉语的
“
已

前的
”

对译的蒙古语词是
u ir dan

一 u
(见 (薛禅皇帝龙年 圣 旨》

,

载前 引 (八思巴 字和 蒙古语

文献 n 文献汇集》
,

21 一 27 页 )
。

在 (蒙古秘史》 中
,

ur id a n
一 u
旁译为

“

在前的
”

(见该 书第

67 节 )
,

其意义与现代汉语的
“
以前的

”

相 当
。

所以
,

我们认为只 必帖木儿大王令旨上的这

个词应该是
u ir d an

。

⑤ 这个蒙古语地名 加Yan bal ay as un
,

相当于令 旨汉文译文里的
“

真定府
” 。

在八思巴字

文献中
,

曾经出现过己盯an bal ay as un (见前 引 《八思巴 字和蒙古语文献 11 文献汇集》
,

38 一

42 页 )
。

在那里
,

汉文译文是
“

真定路
” 。 “

府
”
或

“

路
”

是表示行政区划级别的通名
。

在这

道令旨里 以及在八 思巴 字文献中
,

都只 写出这个地名 的专名部分 己
a y a n bal 盯as un

“

真定
” ,

没有写出通名部分
“

府
”

或
“

路
” 。

⑥ 这个词把两个音节连写在一起
,

相当于令旨汉文译文里的
“
洛州

” 。 “

州
”

字在 (蒙

古字韵》 里拼作 d么w (见前引 (蒙古字韵校本》
,

n s 页字头 4 及 155 页下十八 a)
,

在 ( 中

原音韵》 里拼作 itJ 翎 (见杨 耐思 《中原音韵音 系》
,

174 页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8 1

年 )
。

韵母都有 i作韵头 (介音 )
。

⑦ 这里 (ku i) qe gn ik
n 三个音节相 当于这道令 旨汉文译文里的

“

肥 乡县
”
三个字

。

拓

片上回鹤式蒙古文部分相当于
“

肥
”

字的那个音节 已经残缺
,

看 不清楚了
。

在 (蒙古字韵 》
里

, “

肥
”

字的八思巴字写法是 h 瞥 i (见前引 《蒙古字韵校本 》
,

51 页字头 4 及 151 页上二

十 a)
。

在 (中原音韵》 里
, “

肥
”

字的读音是 if (见前 引 《中原音韵音 系》
,

93 页 )
。

这里
,

我们用 回鹤式蒙古文把
“

肥
”

字构拟为 k ul
,

但是
,

实际上这个 k 应该读如清擦音 ho

qe gn 相当于这道令旨汉文译文里的
“

乡
”

字
。

在 ( 蒙古字韵》 里
, “

乡
”

字读 h 主明 (见

前引 (蒙古字韵校本》
,

44 页字头 2 及 151 页上十六 b)
。

在 (中原音韵》 里
, “

乡
”

字音

ix 叨 (见前 引 (中原音韵音系》
,

84 页 )
。

这里回鹤式蒙古文用 q 表示相当于清擦音 x 或 h 的

声母
。

用 e
表示相当于 ia 的韵腹

。

ik n
相当于这道令旨汉文译文里的

“

县
”

字
。

在 (蒙古字韵》 里
, “

县
”

字读 h u如 (见

前引 (蒙古字韵校本》
,

102 页字头 6 及 154 页下十一 b)
。

在 ( 中原音韵》 里
, “

县
”

字音

ix 。 (见前引 ( 中原音韵音 系》
,

133 页 )
。

这道令 旨的回鹤式蒙古文写法 ik n 可能有误
,

似

应写作 ik an 才是
。

⑧ 这里只见一个音节
一

9U
。

上面的那个音节已经残缺
。

我们根据令旨的汉文译文
,

把相

当于
“
马固

”
的

“
马

”

字的音节补了出来
。

⑨ 这里应该是音译汉文
“

真
”

字的一个音节
。

拓片上
,

这个音节的上半部分模糊不清
。

我们把这个音节跟这道令旨第 12 行末尾相 当于汉文
“

真
”

字的写法和第 13 行末尾相 当于汉

文
“

真
”

字的写法对照以后
,

发现这三处读
一 n 的字母写法各有不同

。

这里的
一
n 是往下施写

的一竖 ; 第 12 行末尾的
一
n 是先往下写然后 又往左上方一提

,

形成一个
“

左撒
”

(蒙古文谓

之
u ur y s

ilx
一 a 或 u ur ys i

一

b an
s eg OI) ; 第 13 行末尾那个

一
n 写成向右下方甩下去的

“

右撤
”

(蒙古

文谓之
o kr i己a 或 涨粗。 1)

。

L 这个音节相 当于汉文的
“

寿
”

字
。

在 ( 蒙古字韵》 里
, “

寿
”

字音 傲w (见前引 ( 蒙

古字韵校本》
,

1 16 页字头 8 及 155 页下十八 b)
。

在 ( 中原音韵》 里
, “

寿
”

字音 iJ 、 (见前

引 (中原音韵音 系》
,

177 页 )
。

韵母都有 i作韵头 (介音 )
。

在回鹤式蒙古文里 i 前面的
s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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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八思巴字写作 的
。

⑧ 这是相 当于汉文
“

宫观
”

的
“

宫
”

字的一个音节
。

在( 蒙古字韵》 里用八思巴 字拼
“

宫
”

为 g加习( 见前引( 蒙古字韵校本》
,

30 页字头 5 及 150 页上九 b)
。

这里用 。 表示加
,

二

者听起来相近
。

在 (中原音韵》 里
, “

宫
”

音 k明 (见前引 ( 中原音韵音系》
,

77 页 )
。

L 这里补了一个相当于汉文译文里
“

主
”

字的音节
。 “

主
”

字在 《蒙古字韵》 里作 击扣

(见前引 ( 蒙古字韵校本》
,

69 页字头 4 及 152 页上二十九
a
)

。

在 《中原音韵》 里读 ilt
u 。

韵

母都有一个前高元音作韵头 (介音 )
。

所以
,

我们把它构拟为 Jiuo

L 这里补 了一个相 当于汉文译文里
“

教
”

的音节
。 “

教
”

字在 ( 蒙古字韵》 里作 9 且
a w

(见前引 (蒙古字韵校本》
,

113 页字头 7 及 155 页下十七 a)
。

在 ( 中原音韵》 里
, “

教
”

字

读 k 主
a u

(见前引 ( 中原音韵音系》
,

142 页 )
。

声母是 g
,

韵母有 i 作韵头 (介音 )
,

韵尾收
-

u 。

所以
,

我们把它构拟为 g iuo

L 这是音译汉文
“

人
”

字的一个音节
。

形式上与 就n 的写法相同
。

我们知道
,

在回鹤式

蒙古文里
,

拼写外来词时
,

可以用字母 亏来表示舌叶浊擦音 乞 ( 国际音标为 〔3」)
。

例如公元

134 6 年的 (兴元 阁碑记》 中
, “

壬
”

字的声母就是用 回鹤式蒙古文的字母 亏来表示的
,

实际

读 乏 (见前引 《回鸽式蒙古文文献汇编》
,

3 19 一 340 页 )
。

在 《蒙古字韵》 里
, “

人
”

字的读

音就是 云n (见前引 (蒙古字韵校本》
,

85 页字 头 1 及 153 页下三 a)
。

在 《中原 音韵》 里
,

“

人
, ,

字读 3 io n (见前引 ( 中原音韵音系》
,

1 2 1 页 )
。

L 这个音节相当于汉文的
“
下

”

字
。

在注⑦中我们讨论
“

乡
”

字时曾经说过
,

回鹤式

蒙古文用 q 表示相当于清擦音
x 或 h 的声母

。

在这里
,

q 的音值是 [x]
。

查 《蒙古字韵 》
,

“
下

”

字拼作 h 色一 hi a
(见前 引 ( 蒙古 字韵校本》

,

137 页字 头 6 及 157 页下二十 九
a
)
。

查

《中原音韵》
, “
下

”

字读
x
且

a
(见前引 《中原音韵音系》

,

158 页 )
。

在八思 巴字 (普颜笃皇

帝虎年 ( 13 14) 圣 旨 ( 3) 》 里
, “
下

”

字写作 h 且
a
(见前引 《八思巴 字和蒙古语文献 n 文献

汇集》
,

4 8一52 页 )
。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音节的特殊写法
,

辅音 (声母 ) 和元音 (韵母 ) 是

分开写的
,

没有连在一起
。

L 这个音节是汉文
“

虚
”

字的音译
。

在这里 k 的 实际音值应 该是 【x]
。

查 ( 蒙古 字

韵》
, “

虚
”

字的读音是 h蜘 (见前引 (蒙古字韵校本》
,

72 页字头 1 及 152 页上三十 b)
。

在

( 中原音韵》 里
, “

虚
”

字的读音是 ix u
(见前引 《中原音韵音系》

,

108 页 )
。

L 这个音节是汉文
“

弘
”

字的音译
。

在这里 q 的实际音值是 「x 〕 或 【们
。

查 《蒙古字

韵》
, “
弘

”

字的读音是 Y u习 (见前引 ( 蒙古字韵校本》
,

30 页字头 2 及 150 页上九 b
,

此处

的
“ Y u n’

’

系 Y u 习之误—
笔者 )

。

在 ( 中原音韵》 里
, “

弘
”

字的读音是 x四 (见前引 《中
原音韵校本》

,

78 页 )
。

L 这个音节是汉文
“

教
”

字的音译
。

L 这里连写在一起的两个音节
,

相 当于汉文
“
踢 紫

”

二字
。

在汉文里
, “

踢 紫
”

是皇帝

给道士踢紫衣以 示尊宠的意思
。

查 (蒙古字韵 》
, “

赐
”

字的八思 巴 字写法是
。 hi (见前 引

《蒙古字韵校本》
,

56 页字头 7 及 152 页上二十二 b)
。

在 《中原音韵》 里
, “
赐

”

字的读音是

或 (见前引 ( 中原音韵音 系》
,

91 页 )
。 “

紫
”

字在 《蒙古字韵》 里
,

用八思巴 字拼为 dz hi

(见前引 (蒙古字韵校本》
,

56 页字头 4 及 152 页上二十二 b)
。

在 ( 中原音韵》 里
, “

紫
”

字

的读音是 stI (见前引 ( 中原音韵音系》
,

90 页 )
。

④ 这是音译汉文
“
大师

”

二 字的两个音节
,

是连在一起的
。

汉文
“
大

”

字在 ( 蒙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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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 里
,

用八思字拼作 atj (见前引 (蒙古字韵校本》
,

74 页字头 6 及 153 页上三十一 b)
。

t

在这里表示的是不送气清塞音
,

相 当于拉丁转写法的 d
。

只 必帖木儿大王令 旨碑的碑额
,

“
大

”

字用八思巴字也是拼作 atj
。

在 (中原音韵》 里
, “
大

”

字的读音是 iat (见前引 ( 中原

音韵音系》 1 15 页 )
。 t 在这里表示的也是不送气 清塞音

,

相当于拉丁转 写法 的 d
。

汉文
“
师

”

字在 (蒙古字韵》 里
,

八思巴字写法是 张 i (见前引 ( 蒙古字韵校本》
,

57 页字头 2 及

15 2 页上二十三 a)
。

在 (中原音韵》 里
, “

师
”

字的读音是 介 (见前引 ( 中原音韵音系》
,

88

页 )
。

我们知道
,

在回鹤式蒙古文里
,

与汉文审母 丁相当的字母是 亏。

但是
,

在元音 i 前面
,

亏

写作 so

⑧ 这是音译汉文
“

提点
”

二字并且连写在一起的两个音节
。

在八思巴 字文献中
, “

提

点
”
写作 t id em (见前引 (八思 巴字和 蒙古语文献 n 文献汇集》

,

21 一 27 页 《薛禅皇帝龙年

l( 28 0一 12 92 ) 圣 旨》 )
。 “
点

”

字在 ( 蒙古字韵》 里属草母
,

收
一

m 尾
,

读 d eln (见前 引 (蒙

古字韵校本》
,

124 页字头 1 及 156 页十二十二 b)
。 “

提点
”

是官职名称
,

元代为局
、

库等专

管机构的长官
,

或照管宫观道士的官员
。

⑥ su n
ij 烦

u
相当于令旨汉译文中的

“

孙志久
” ,

是人名
。

即清阳宫住持
,

通真大师
,

踢

紫提点
。

。 这个词的写法跟现代蒙古文规范写法略有不 同
。 “

印 (章 )
”

这个词
,

现在通行的蒙

古文写法是 t a r n a y
~ a 。

这道令 旨中的 al t a r n y a t al 这个短语
,

在八思 巴 字文献中曾经出现过

(见前 引 《八思 巴 字和蒙古语文献 n 文献汇集》
,

131 一 136 页 ( 小薛大王兔年 ( 130 3) 令

旨》
。

在那里
,

把 t a l l l y a

iat 转写为
t

`

~
at

`

an
。

经核对小 薛大王令 旨碑的拓片
,

发现转 写有

误
,

应该是 t
` a l 11( ; a t

`

ay

一
笔者 )

。
al t
am ya iat 这个短语

,

逐字直译是
“

大红印有的
” 。

al 在

(蒙古秘史》 中旁译
“

大红
”

(见该书 238 节 )
。

al t田卫 Ya t ia 在只 必帖木儿大王令 旨的汉文译

文里译成
“

金印
” ,

可能是为了强调这枚印章的质料和品级
。

函 这个词在 (蒙古秘史》 中旁译为
“

共
”

(见该书 124 节
、

150 节
、

198 节 )
。

在这道令

旨的汉文译文里译作
“

每
” ,

表示复数
。

回 鹅式蒙古文令 旨原文 11己in bd mL 这个短语
,

在汉

文里似应译为
“

使 臣等
” 。

⑥ 根据这道令旨的汉文译文
,

这里应该是相 当于
“

水土
”
的一个蒙古语词

。

参照 (忽

必烈汗鸡儿年回 鹤式蒙古文圣旨》 第 21 行 (见 (民族语文 》 199 3 年第 6 期
,

66 页 ) 及白话

译文第 18 行 ( 67 页 )
,

我们把它构拟为 us un
。

① 根据这道令旨的汉文译文
,

这里应该是相当于
“

头足
”

的一个蒙古语词
。

在八思巴

字文献中
,

相当于汉文
“
头足

”

的蒙古语词是 ad
u ’

us un (见前引 (八思 巴字和蒙古语文放

n 文献汇集》
,

38 一4 2 页 (普颜笃皇帝虎年 ( 13 14) 圣 旨》 )
。

在 (蒙古秘史》 27 2 节
,

ad u
’

u su n 旁译为
“

头 口 ” ,

即现代汉语的
“

牲口 ” 。

⑧ 根据这道令 旨的汉文译文
,

这里应该是相 当于
“

梯 己
”
的一个蒙古语词

。

在 (云南

王藏经碑》 上
, “

梯 己
”
一词的蒙古文写法是

e
m 乏此

,

是复数形式
。

在 《蒙古秘史》 中旁译

为
“

梯己
”
的蒙古语词是 em 动 (见该书 137 节 )

,

是单数形式
。

这里我们构拟为复数形式
。

函 这个 。 ker J il 的汉文译文是
“

牛儿年
” 。

我们认为这个
“

牛儿年
”

应 当是公元 127 7

年
。

理由如下
:
首先

,

在只必帖木儿大王令旨汉文译文的附记中
,

提到
“
至元丁亥

”
刊字

、

书丹
、

题额
、

立石
。

忽必烈汗在位时的
“

至元 丁亥
”

是公元 128 7 年
。

可见
,

这道令 旨的颁

发时间不 能晚于令旨碑刊字
、

书丹
、

题额
、

立石 的公元 1287 年
。

这是下限
。

其次
,

根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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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 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 》 的记述
,

只 必帖木儿于公元 12 72 年
“
筑新城成

,

踢名永昌府
”

(见该书 55 1 页 )
。

在此之前
,

这个地方称
“
西凉府

”

(见 (元史》 卷 60
, “

永昌路
”

条
,

中

华书局
,

19 76 年
,

1 450 页 )
。

所以
,

我们认为这道写于永昌府的令 旨
,

颁发时间是不能早于

公元 1272 年的
。

这是上限
。

最后
,

在公元 1 272 年与公元 1287 年之间
,

只有公元 1277 年岁

在丁丑
,

与
“

牛儿年
”

相合
。

④ 在早期的 回鹤式蒙古文 文献中
, “

冬
”

这个词常写作 曲d
,

而 不是现代 蒙古 文的

eb m
。

例如在 ( 阿八哈汗颁发的证明文件》 中
, “

冬
”

就是写作 曲试 (见前引 《回鹤式蒙古

文丈放汇编 )
,

2 4一 30 页 )
。

④在这里 sar
a
是表示时间的

“
月

” ,

最末一个元音字母是与前 面的辅音字母连写在一起

的
,

写法跟现代蒙古文正字法不一样
。

这个词后 面接的领格附加成分
一

in
,

写法也跟现代蒙

古文正字法不一样
,

只写了一个表示 i 的长牙加一个表示 n 的长尾巴
。

这是早期 回鹤式蒙古

文的特点 (见前引 (回鹤式蒙古文文献汇编 》
,

1 3一 18 页 (贵由汗玺丈 )
,

24 一 30 页 (阿八

哈汗颁发的证明文件》 )
。

⑧这个音节要跟上一行末尾的 s iin 连起来读
。 S
iin d e 的意思相当于汉文表示农历 上旬某

日的
“

初
”

字
。

在回鹅式蒙古文文献中
,

这个词见于 (阿普浑汗致尼古拉斯四世的信函 》 落

款 (见前引 (回鹤式蒙古文文献汇编 》
,

50 页 )
。

但是
,

写法稍有不同
,

在阿普浑汗的信函

中
,

写作
s in ed

e 。

在现代蒙古文中
,

这个词 的写法是
S ien do

④ 在 (蒙古字韵》 里
, “

永
”

字读
’

加习 (见前 引 (蒙古字韵校本》
,

31 页字头 8 及 150

页上 + a)
。

在 ( 中原音韵 ) 里
, “

永
”

字读 iu 习 (见前引 《中原音韵音系》
,

81 页 )
。

这里是

用 位n9 来对应的
。 “

府
”

字在这里看起来与 w’u 的写法一样
。

我们知道
,

在回鹤式蒙古文中
,

w f 共用 一个字母
。

所以
, “

永昌府
”
的回鹤式蒙古文写法应该读 d gn 己阴彭

u 。

只 必帖木儿大

王筑的永昌府新城位于今甘肃省的金昌市
。

(通信地址
: 100 08 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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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启事

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与新疆大学将于今年 9 月下旬在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联

合召开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第 7 届学术讨论会
。

此次会议将讨论跨世纪民族语文工作中的理论

和实际问题
,

交流民族语文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
,

改选学会领导班子
。

会议正式通知已于近

期发出
,

请会员及对此次会议有兴趣的学者准备 100 0 字左右的论文提要
,

于 6 月 中旬前寄

北京白石桥路 27 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秘书处
,

邮编 1000 81
。

与

会正式邀请将根据论文提要于 6 月下旬发出
。

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秘书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