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的回鹊式蒙古文

和八思巴字圣旨碑考释 (续二 )

道布 照那斯图

五 忽必烈汗龙儿年回鹊式蒙古文圣旨

这件用回鹊式蒙古文写成的护持文书
,

篇幅较长
,

共 49 行
,

比上面介绍过的忽必烈汗于

公元 1 2 6 1年颁给少林长老的圣旨还多 10 行
。

少林寺元代 《圣旨碑》 所刻三道回鹊式蒙古文圣

旨中
,

以这道圣旨的书法最好
,

不但书写流畅
,

运笔娴熟
,

笔势饱满
,

而且笔误最少
。

与上

面介绍过的圣旨相 比
,

在这道圣旨中有几个词的拼写法有些不同
,

从研究蒙古文字史的角度

看
,

是很值得注意的
。

这件护持文书的签署时间为
“ 龙儿年正月二十五 日

” 。

上文提到
,

忽必烈汗是公元 1 2 6 0

年即位的
。

他于公元1 2 6 9年 2 月下诏以八思巴
“
新制蒙古字

”
颁行天下 (见 《元史 》 卷四

·

本纪第四
·

世祖一及卷六
·

本纪第六
·

世祖三 )
,

并且下令
“
自今以往

,

凡有玺书颁降者
,

并用蒙古新字
” 。

由此可知
,

这件用回鹊式蒙古文写成的护持文书所署的
“ 龙儿年

”
既不可

能早于公元 1 2 6 0年
,

也不应晚于公元 1 2 6 9年
。

在此期间
, “ 龙儿年

” 只有一个
,

即公元 12 6 8年
。

拉丁字转写

这道圣旨的蒙古文原文使 用了标点
,

形状像汉文的
“

顿号
” ,

下面转写时用
“

逗号
”

代替
。

第 i 行
:

m o n g k e t n g r i 一 y i n k 位己u n d it r ,

第 2 行
: y e k e s u u j

a l i 一 y i n ib e g e n d u r ,

第 3 行
: q a $ a n j r l$ m a n u ,

第 4 行
:

b a l a $ a d u n s i l d e g e d位 n d a r u $ a s

第 5行
: 一

d a n o y a d
一
d a y o r己i q u n

第 6 行
: y a b u q u n 11己i n 一 e

第 7行
:
己e r i g u d位 n n o y a d

一
d a 己e r i g a r a n 一 a d o y i d

第 s 行
: 一

d a i r g e n 一 e d u $ u l$ a q u i

第 9行
:

j r l$

第 1 0行
:
己i n g g i s q a n 一 u ① b a q a y a n② 一 u b a j r l y

一 d u r d o y i d

第 1 1行
: e r k e g位d s i n g s i n g位d③ d a总m a d s u i t a m$ a 一

d a己a b u s i

第 1 2行
: a l ib a a lb a q u b己i r i 位l u 位j e n t n g r i

一 y i j
a l b a r i ju

,

第 2 3行
: b i d a n 一 a i r位g e r 6 9位n a t u y a i k e m e g d e g s e d ④ a

j u $ u i

第 2 4行
: e d住g e b e r b 6 g e s位 , u r i d a n 一 u ,

第 1 5行
:

j
r l y

一 u n y o s u y a r , e n e⑤ s u u i j
a n g l a u 一

i⑥ q a n a m b u u ⑦ 一
d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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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6行
:e l e q a r i y a t a n o l a n d o y i d

一
d a t i l i n g b o l ju

第 1 7行
:

总a g im u n i
一 y i n m 6r 一 i y e r t n g r i

一 y i ja l b a r i ju
,

第 1 8行
: b i d a n 一 a i r 位g e r 6 9位n a t u $ a i k e m e n e n e s u u i

第 1 9行
:

j
a n g l a u t i l i n g 一 e b a r i j

u y a b u y a i

第 2 0行
:

j
r l y 6 g b e i

, e d e n 位⑧ s位m e s 一
d it r g e y i d

一
d位r a n u 11己i n

第 2 1行
: b u u b a y u t u y a i

,
k e d k e d⑨ b e r b o l j

u k 位己位d e
J位 b u u

第 2 2行
: s a y u t u y a i , q 一 a n u L s a n g a m u b u u 己i d q u t u y a i , y a y u

第 2 3行
:

k e b u u t a l b i t u y a i
, s位m e s 一 d位r a r a n b u u J

a r y u l a t u y a i

第 2 4行
: u l a $

一 a 5 19位 s位 b u u b a r i t u $ a i , s u i t a m $ a d a亡a

第 2 5行
: b u s u d s位m e s 一 d u r q a r i y a t a n Y a j a r u s u n q u l u d@ b a y

第 2 6行
: t e g i r m e d g e i d i n k位位 q a l a y u n u s u n d e mL k e b i d

一
d e己e

第 2 7行
:

d a b u s 一 u n s i r g e k 6 n 6 r g e 一 d e己e a l ib a a l b a q u b己i r i

第 2 8行
: b u u 6 g t让g e i

, y a y u k e a n u b u ] i j u L t a t a
j u b u u a b t u $ a i。

第 2 9行
:

b a s a d o y i d
一
d a a l i b e r 位i l e sL a n u b 6 g e s位

,

第 3 0行
: b a $ i s b a b a$ 5 1

一 y i n 住g e b e r n o m
一 u n y o s u $ a r s u u i

第 3 1行
:

j
a n g l a u t i l i n g ju g i g e rL q a丫 a l j u 6 g t位g e i

,
t a b e r o l a n

第 3 2行
:

d o y i d s u u i j a n g l a u t i l i n g 一 it n it g e b e r n o m
一 u n ,

第 3 3行
: y o s u n b u s i 位l位 b o l丫a n j u g i g e r y a b u d q u n , b a s a

第 3 4行
: e g i l o a r a n d o y i d

一
1 b u u

J
a r y u l a t u y a i

,
d o y i d

第 3 5行
: 一 u n e g i l a r a n 一 l u $ 一 a 位g位 l e l d住k u n 住g e s a n u

第 3 6行
:

b 6 g e s位 t位s i g d e g s e d d o y i d
一 u n 6 t 6 g位 sL b a l a y a d

第 3 7行
: 一 u n n o y a d

一 l u $
一 a q a m t u j a

r$ u l a j
u q a $ a l t u $ a iL ,

第 3 8行
:

d o y i d
一 u n y o s u y a r u l位 y a b u q u n m a y u i u i l e s

第 3 9行
:
位1l e d k u n @ q u d a l q u l a y a i k i k位n d o y i d

一
1 b a l a y a d

第 4 0行
: 一 u n d a r u y a s 一

d a n o y a d
一
d a t a q a y u l j u 6 g t it g e i ,

第 4 1行
: b a s a s u u i ja n g l a u t i l i n g t 位s i g d e b e e l e

第 4 2行
:

k e m e j位
, y o s u 让 g e g u n u i l e s b u u 位i l e d t位g e i

第 4 3行
: 位i l e d b e s位, b a y i s b a b a y s i

一
d a

ji y
a t u y a i

, a n i

第 4 4行
:

b a y i l d u $ u l ju @ k e r b e r e r e g u位
一
l e g住 r 一位n @ b a丫i s b a

第通5行
: b a $ 5 1 m e d e t位g e i

,

第 4 6行
:

j
r l g m a n u l u u ji l q a b u r 一 u n t e r i g 位n s a r a

第 4 7行
: 一 y i n q o r i n t a b u n 一 a k 6 k e a $ u l a

一
d a

第 4 8行
:

b位k位i
一
d位r

第 4 9行
: b i己i b e i@

原有汉语白话译文

这道圣旨的汉语白话 译文共 33 行
。

最后两行文字之间留了一行空白
。

书 写 格 式 有
“
单

抬 ” 、 “
双抬

”
之分

。

下面转录时省去了
“ 抬头

” ,

一律顶格书写
。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
,

我

们加 了标点符号
。

。

3 3
·



第 1 行
:

长生天底气力里
,

第 2 行
:

大福荫护助里
,

第 8 行
:

皇帝圣旨
。

城子里
、

村子里达鲁花赤每根底
、

官人每根底
、

过往

第 4 行
:

使臣每根底
、

军官每根底
、

和尚每根底
、

民户

第 5 行
:

每根底宣谕底

第 6 行
:

圣旨
。

第 7 行
:

成吉思皇帝
、

第 8 行
:

合罕⑧ 皇帝圣旨里
:

和尚
、

也里可温
、

先生
、

答失蛮
,

除地税
、

商税外

第 9 行
:

不拣什么差发休着者
,

告

第 10 行
:

天
,

俺每根底祝寿者么道来
。

如今依着先前

第 n 行
:

圣旨体例 里
,

这肃长老但属河南府路底众多和尚每根底做

第 12 行
:

提领
,

依着

第 13 行
:

释迎牟尼佛道子里告

第 14 行
:

天
,

俺每根底与寺L 祝寿么道
,

这肃长老提领底L 把着行踏底

第 15 行
:

圣旨与来
。

这底每寺院里
、

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
。

不拣是谁

第 16 行
:

倚气力休住坐者
。

仓粮休顿放者
。

不拣什么休放者
。

寺院

第 17 行
:

里休断公事者
。

铺马
、

抵应休拿者
。

地税
、

商税外但属寺

第 18 行
:

院底田地
、

水土
、

竹苇
、

园林
、

碾磨
、

解典库
、

浴房
、

店
、

铺席每根

第 19 行
:

底@
,

盐
、

醋
、

釉酵每根底L ,

拣那什么差发
、

课程休与者
。

拣那什

第 20 行
:

么休 刁夺扯拽要者
。

又
,

和尚每不 拣有是何公事呵
,

第 21 行
:

拔合思巴八合失底言语里
,

经底体例里
,

肃长老提领依理

第 22 行
:

归断者
。

你每众多和尚每
,

这肃长老提领底言语里
,

经底

第 23 行
:

体例里休别了
,

依理行踏者
。

又
,

俗人和尚每根底休归断

第 24 行
:

者
。

和尚共俗人一处折证底言语有呵
,

委付来底和尚每

第 25 行
:

底头儿
、

城子里底官人每一处同共理问归断者
。

和尚体

第 26 行
:

例里不行底歹公事做底
,

说谎做贼底和尚每
,

城子达鲁

第 27 行
:

花赤
、

官人每根底分付与者
。

又
,

这肃长老提领特委付来

第 28 行
:

么道
,

没体例底公事休行者
。

行呵
,

第 29 行
:

拔合思把L 八合失根底说者
。

怎生问当道不是
,

第 30 行
:

拔合思把八合失识者
。

第 31 行
:

圣旨俺每底
。

第 3 2行
:

(空白 )

第 33 行
:

龙儿年正月二十五 日青山儿里有的时分写来
。

现代汉语译文

靠长生夭的力量
,

托大福荫的护助
,

皇帝圣旨
。

向各城和各村的达鲁花赤们
、

官 员们
、

过往使臣们
、

军官们
、

士兵们
、

和尚们
、

民户们宣谕的圣旨
。

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在圣旨里

说过
:

和尚们
、

基督教教士们
、

道士们
、

伊斯兰教教士们
,

除地税
、

商税外不承担任何差役

和赋税
,

祷告上天
,

保佑我们
。

如今依照先前圣旨的例规
,

让这肃长老做河南府属下众多和



尚的提领
,

依照释迎牟尼的佛法祷告上天
,

保佑我们
,

特颁发由这肃长老持有的圣旨
。

在他

们的寺院里
、

房舍里
,

使臣不得住宿
,

任何人不得强行居住
。

不得储存官粮
。

不 得 存 放 什

物
。

不得在寺院中审理案件
。

不得索取乘用的马匹和食品
。

除地税
、

商税 外
,

凡是属于寺院

的土地
、

水源
、

竹苇
、

园林
、

碾磨
、

解典库
、

澡塘
、

旅店
、

铺面以及盐场
、

酿造作坊
,

都不

出任何差役和赋税
。

不得抢夺任何东西
。

又
,

如果和尚当中有什么纠纷
,

要根据八思巴大师

的话和经典的例规
,

由肃长老提领按规矩决断
。

你们这些和 尚不要违背肃长老提领的话和经

典的例规
,

要守规矩
。

又
,

俗人不得审问和尚们
。

如果和尚们跟俗人有争
一

执
,

由受到委派的

和尚头儿们
、

城里的官员们共同审理
、

决断
。

把不守僧家规矩
,

有劣迹
,

说谎
,

行窃的和尚

们交给城里的达鲁花赤们
、

官员们处置
。

又
,

这肃长老不得以为已经委派为提领了
,

就可以

做非法的事
。

如果做了
,

就上报八思巴大师
。

让他对质
,

八思巴大师知道应该怎样治罪
。

圣

旨
。

龙儿年春季第一 月二十五 日写于青山
。

注 释

①碑文上
,

把领格后缀
一 u 与词干 q a n 的最后一笔连在一起写了

,

可以读成 qa n u
。

②这里把领格后缀
一 u 与词干 q a $ a n 连在一起 了

。 `

但是
, q a $ a n 的最后一个 辅音 字母

一 n笔划往下拖得较长
,

笔锋向左方收束
,

与
一 u 连在一起

,

好像一个
“
短牙

” ,

其实 只是
一 。

的收势
,

不是
“ 短牙 ” 。

③这个 词含有表示复数的后缀毛 d
。

复数后缀的最后一个辅音
一
d

,

通常采用
“
立式

”
写

法
,

这里采用 了
“ 卧式

” 写法
。

就在这一行里
,

它前面的 er k e g位d 和它后面的 d a 云m a d
,

所

含复数后缀的
一
d

,

也都是
“
立式

” 写法
。

④这个动词的兼役形后缀用的是复数形式
。

因为引述了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两道圣旨
,

所以 “
引语动词

”
也相应地用了复数形式

。

在八思巴字文献中
,

忽必烈汗牛儿年 (公元 1 2 77

年或 1 2 8 9年 ) 圣旨 ( 1 ) 中也有类似的用法 (见照那斯 图
: 《八思巴字和 蒙古语文献 n 文献

汇集 》 ,

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发行
, 1 9 9 1年 )

。

⑤这个词应该读
e n e 。

词首的 e 一

是用
“
字冠

” 加 “
短牙

”
表示的

。

但是
, “

短牙
”
写得

长了一些
,

而且笔势呈往上提写的样子
,

看起来像 i 一
。

⑥ s u iu 在这道圣旨的汉语白话译文中与
“
肃

” 字对应
。

在 《蒙古字韵 》 中
“
肃

”
字在鱼

韵
,

八思巴字拼作
s e u (见照那斯图

、

杨耐思编著 《蒙古字韵校本 》 ,

民族出版社 出版
, 1 9 87

年 )
。

《 中原音韵 》 未收
“
肃

”
字

,

但与
“
肃

” 字同声同韵的
“
宿

、

粟
”
二字

,

据杨耐思的

意见应该读 s iu
。

不过
“
这 ut 类的 u元音可能比较靠前

” (见杨耐思
: 《 中原音韵音系》 ,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 1 9 8 1年 )

。

在八思巴字拼写蒙古语的文献中
, e u 一般转写为 讥

“
肃长老

” 俗姓孙
,

法名净肃
,

号足庵
,

保定路永平县人
。

他继承福裕衣钵
,

为少林寺

长老
,

任河南府僧尼都提领 9 年
。

后主泰安灵岩寺
。

事迹见 《 中国佛学人名辞典》 (比丘明

复编
,

中华书局出版
, 1 9 8 8年 ) “ 净肃

” 条及 《肃公禅师道行之碑》 (载 《北京图书馆藏 中

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 (元一 ) 第四十八册
,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

河南郑州
, 1 9 9。年 )

。

s u iu j
a n g l au 后面的宾格后缀在碑文上写为

一 i ,

按正字法应该写为
一 y i

。

⑦这个词是汉语
“ 河南府

” 的音译
,

在这道圣旨原有的汉语白话译文中作
“

河南府路气

《元史 》 卷五十九
·

志第十一
·

地理二
“ 河南府路

”
条指出

“
元初为河南府

,

府治即周之王

城
” 。

可见
, “

河南府
“ 与 ”

河南府路
”
是同一个地方的不同说法

。

碑文 丘
,

把应该写在字



母 m右方的
“
辫子

” 安到 a字母的右方了
。

⑧这里把词干 d e
en 和领格后缀 谁 连在一起写了

,

而且在辅音字母 n 的左方 加 了一 个
“
点

” ,

区别于元音字母 e
。

⑨ ke d 这个词的辅音字母 d
,

通常写成
“
立式

” ,

在这里采用了
“
卧式

” 。

L q
一 a n u这 个带领格后缀的词在这里写得有点特殊

。

词首的辅音字母 q
一

采用了单写的形

式
。

把本来应该与 q 一

连写在一起的
一 a n 与 q 分开之后

,

与领格后缀
一 u
拼在一起

,

写成 a n u ,

另作一截
。

这种写法是罕见的
。

一般的写法是 q a n 一 u 。

@ 这是 q ul u s u n “ 竹苇 ”
这个词的复数形式

。

L碑文上写成 d i m 了
,

应为 d e m
。

L这个词在这道圣旨的原有汉语白话译文中译作
“ 刁夺

” 。
《蒙古秘史 》 第 76 节

, b lu i-

j
u 的旁译是

“
夺着

” 。

L这个词的词首字母
a 一 ,

碑文上误写成 圆唇元音字母 。
一

/ u 一

了
, “

字肚
”

应该是
“

短牙
” 。

L在这道圣旨中把出现在名词说 l e “ 和动词 iu l ed
一

里的复元音创
一

都写成 企 了
。

L在上面介绍过的忽必烈汗鸡儿年回鹊式蒙古文圣旨中
,

这个词 写作 j
u g iye

r 。

在八思

巴字文献中写作 i u ik y “ : 。

在 《蒙 占秘史 》 中也是写作 ju ik y “ r (见该书第 22 3节 )
。

但是在

这道圣旨中写作 j
u ig g e r ,

把
一 y 一

写成
一 g 一

了
。

。 碑文
.

七
,

这个词写成 19记
,

我们认为正确 的写法应该是 eg il
。

L碑文上
,

这个词写成 6 t ge 如
,

我们认为正确的写法应该是 6 t 6 g讹
。

L把应该加在辅音字母 1右方的往上翘的
“
辫子

” ,

提到辅音字母 Y的右方了
。

L这个词的开头应该写复元音创
一 ,

但是在碑文上只写了一个企
,

没有写
一 i 一

。

@ b a y il d u y lu j u一词在 《蒙古秘史 》 中旁译
“
对战

”
(见该书第 12 9节 ) 或

“
对阵

”
(见

该书第 14 3节 )
。

我们认为在这里可以做
“
对质

”
解

,

即 “
让诉讼关系人当面对证

” 的意思
。

L碑文上
,

er e g u住 l e g u r u n是分作三截写的
。

我们认为应该把这三截连在一起
,

读 作

er ge 位lu ge 伽戒 n
。

在上面介绍过的忽必烈汗鸡儿年回鹃式蒙古文圣旨中
,

说到少林长老等

五个和尚头儿不得做非法的事
,

如果 (有人 ) 做
,

就上报给忽必烈汗
,

然后紧接一句警告性

的话
: “

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办
” 。

其句型是
:

k er b er 〔动词词干〕
一 r 一位n (主语 ) (祈 使式

动词 )
。

在这道龙儿年的圣旨中
,

与此相当的警告 性的话 是
:

k er b er 〔er ge it 位le g如
一 r

j n ( b a y i s b a b a y s i ) ( m e d e t 位g e i )
,

句型相同
。

这 里的 e r e g位位l e g位r 一位n 与 前一道圣

旨的 k e m e r 一位n 地位相 当
。

er e g位位le
一

在 《蒙古秘史 》 中旁译
“ 罪 ” (见该书第 22 4节

,

er e , -

ilt e j位罪着
” )

。

这个动词的意思是
“ 治罪 ” 。 一 r 一位n是动词的一种连接形后缀 ( 尼古拉斯

·

波普称之为
“
预备副动词后缀

” ,

见所著 《蒙古书面语语 法》 第 98 页 C o n v er b u m P ar
“ p -

及 r a t i v u m
,

O t t o H a r : a s s o w i t z ,

W i e s b a d e n , 1 9 7 4 )
。

词干
e r e g u 位l e 一

与后缀
一 r 一位n 之

间 出现的
一 g U 一 ,

我们认为是衍文
。

在这道圣旨里
,

这个词的前边还有 k e r b er 两个词
。

它们

联成一句
,

意思是
“
要怎样治罪呵

” 。

在这道圣旨原有的汉语 白话译文中
,

与这句话相当的

是
“
怎生问当道不是

” 。 “ 怎生问 ” 用现代汉语说就是
“
怎样追究

” , “ 当道不是
” 用现代

汉语说就是
“
认为是过失

” ,

合起来意思是
“
怎样追究过失

” 。

大意与 “
要怎样治罪呵

”
是

一样的
。

L这个动词的过去时后缀
一 b ie

,

其中元音字母
一 e 一

被神得很长
,

看来是为了书法 匕美观

才这么写的
。

这样 b i创 b ie 一词的长度就与 b 位k沉
一
d加相称了

。



⑧ “ 合罕 ”
指窝阔台

。

蔡美彪在 《元代白话碑集录 》 第 25 页脚注 1中
,

照那斯图在 《汇

集 》 的引言中都对此有所说明
。

勿在这道圣旨原有的汉语白话 译文 中
“
俺每根底与寺祝寿么道

”
一句的

“ 与寺 ”
二字是

衍文
。

在蒙文圣旨中没有与
“ 与寺 ” 相当的词语

。

L “
底 ” 字之前脱漏了一个

“
根

”
字

。

对照蒙古文圣旨
,

此处为
“
与格 ”

后缀
一 e 。

按惯

例
,

在汉语 白话译文中
,

应该把
“ 与格 ” 后缀译为 “ 根底 ” 。

L这一行开头的
“ 底 ” 字应该紧接在上一行末尾的

“
根

” 字后面
,

读成
“
根底

” 。

这个
“ 根底 ”

与蒙古文圣旨第 2 6行的
一
d e己e

对当
。

在忽必烈汗鸡儿年回鹃式蒙古文圣旨的汉语白

话译文中
,

把
一 d e
能 译为

“

等内
” 。

L这里的
“
根底 ” ,

在上述忽必烈汗鸡儿年回鹊式蒙古文圣旨中也是与
一
d e己e

对当
。

但

是在汉语 白 i舌译文 中没有翻译出来
。

娜在这一行和下一行里
,

都把
“
八思巴

” 写成
“ 拔合思把

” 。

但是在这道圣旨的汉语白

话译文第 21 行里写
“

拔合思巴
” , “ 巴 ” 字不带

“
提手旁

” 。

实际上指的都是同一个人
。

六 爱育黎拔力八达八思巴字圣旨

爱育黎拔力八达即元仁宗普颜笃
,

这是他于鼠儿年 (壬子
,

公元 1 3 1 2年 ) 三月十三 日赐

予少林寺等五座禅寺的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
。

是他颁发的早期护救之一
。

两年以后
,

即公元

1 3 1 4年
,

把这道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与先帝蒙哥汗和忽必烈 汗赐予少林寺的三道回鹊式蒙古

文圣旨合刻于一石
。

立石者的动积大概是为了宣扬蒙元皇帝的宗教政策
,

并且以皇帝的权威

维护 自己已被确认的地位
、

权力和利益
。

这道圣旨共 32 行
。

附有汉语 白话译文
。

此碑在八思巴字母的刻写方面存在不少笔误
,

我

们在下面的注释中加以说明
。

拉丁字转写

第 ] 行
:

第 2 行
:

第 3 行
:

第 4 行
:

第 5 行
:

第 6 行
:

第 7 行
:

第 8 行
:

第 9 行
:

第 10 行
:

第 n 行
:

第 1忿行
:

第 13 行
:

第 14 行
:

第 15 行
:

m o月k
` a d亡习r i

一

y i n k ` u 亡
` u n

一

d u r

y e k e ① s u j a 三i
一 y i n

·

i h e · e n 一
d u r

G a · a n j a r l i e rn a n u

己
` e r i

· u d
一 u n n o y a d

一

d a

己
` e r i g h a r a n

一 a P a l a e a -

d
一 u n ② d a r u e a s 一

d a n o y a d

一
d a y o r 己

` i G u n y a b u G u n e l己
`

i n
一 e d u · u l G a G u e

i a r l j G

j l习9 15

s e亡
` e n

G a n 一 U

沪沪 . 、

b a ’
6 k

`
6 d e合

产 . 、

G a . a n 一 U

尸. 、

G a . a n
一 U

u g G a . a l l 一 u

b a ’
6 l i e亡t ` u G a · a n 一 u b a

b a j a r l j G
一

d 、 , r d o y i d 己r k ` e · u d s e n 总l h i -

习u d
’ a l j b a ’ a l b a G u b亡

`
i r i③

’
位 l u

’
位 je n d己习r主一 y i ja l -

b a r j j
u h i r u · e :

’
6 g u n

’ 。 t ` u G a y i g e · e k
`
d e g s e d

’ a -

{
u · u 亡 e d u · e b e r b 6

· e s u u r i d a n
一

u

i a r l i G
一 u n y o s u · a r ’ a l j b a ’ a l b a e u b己

`
i r i

’
位 l u ’ Qj

e n



尸 .、 尹户、

第 1 6行
:

第 17 行
:

第 1 8行
:

第 1 9行
:

第加行
:

第 1 2行
:

第 22行
:

第 3 2行
:

第 24行
:

第5 2行
:

第 26行
:

第 7 2行
:

第 28行
:

第 9 2行
:

第 3 0行
:

第 1 3行
:

第 3 2行
:

d亡习 ri一y i ja l ba ri ju hi u r· e r’
6gu n

’ a t
` ua ey i g e·

e n

Y o na m hU u④ 一
da buk

` u n z色 u习 云 la n d zu ti习 总 lew i lm 总 le n zk i h

z奚a刁⑤ z hi ba w
·

i习 z hi t
` e习 k

`
i习 z hik

`
i⑥ m o z hi s位m s e-

一 du r’ a o u n

一
da ba ri ju

d乞a 习⑦ la w ⑧ ti dem g em ⑨ zi h t
` e ri

·
u t` e n doy i d

-

y a bu ea y i

j
a ri lG

仑 l己
` i n

,

6 g b e 6 色d e n 一 u s位m e s 一 d u r g e y

b u b a ·
u t

` u G a y i u l a · a 总i
· u s u

i d
一
d u r ’ a n u

b u b a r i t ` u e

t s ` a 习 t ` a m G a b u ’ 6 g t

u s u n b a e ( e u l u d )L

` u g e色 s 位m e s 一 d e 己l e e a r i y a t
` a n

` e g i r m e d d e m k
` e b i d e a l a G u n

G a j a r

u s u n g 己jL

` u 习

d e fl

k ` u y a · u d k
` e d

一
i

’ a n u k
` e d

产自、

iu b u ’ a b t

j a r l i e t ` a n

l e d t ` u g e 色

u e a y i k
` u 己

` u b u

尸. 、

g e . e j u y o s u

,位e 1e d u · e s u

位g e ·

k
` e d b e r b o l j u b u l i j u t

` a t ` a -

k ` u r g e t ` u g e e 色d e b a s a d o y i d

u e
’
位色l e s b u ’

位仑-

, 位l u
· u ’ a y u e u n

j a r l i G m a n u G u l u e a n a j i l e a b u r 一 u n h e 己

b a n e u r b a n
一 a

t a j d u 一

d a b u g u 色
-

一
d u r b i己

` i b e亡

m u d

` u s z a r a 一

y i n h a r -

原有汉语白话译文

这道圣旨的汉语 白话译文共 29 行
。

最后两行文字之间留了一行空白
。

书 写 格 式 有
“
单

抬
” 、 “

双抬
” 之分

。

下面转录时省去了
“ 抬头

” ,

一律顶格书写
。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
,

我

们加了标点符号
。

第 1 行
:

长生天气力里
,

第 2 行
:

大福荫护 助里
,

第 3 行
:

皇帝圣旨
。

军官每根底
、

军人每根底
、

城子

第 4 行
:

里达鲁花赤
、

官人每根底
、

往来使臣

第 5 行
:

每根底宣谕的

第 6 行
:

圣旨
。

第 7 行
:

成吉思皇帝
、

第 8 行
:

月阔台皇帝
、

第 9 行
:

薛禅皇帝
、

第 10 行
:

完者笃皇帝
、

第 n 行
:

曲律皇帝圣旨里
:

和尚
、

也里可温
、

先生
,

第 12 行
:

不 拣什么差发休着
,

告

第 13 行
:

天祝寿者么道有来
。

如今依着在先

第 14 行
:

圣旨体例里
,

不拣什么差发休着
,

告

第 15 行
:

天祝寿者么道
,

河南府路L 里有的篙山祖

第 16 行
:

庭大少林禅寺
、

空相禅寺
、

宝应禅寺
、

第 17 行
:

天庆禅寺
、

维摩禅寺这寺院里住持
、

3 8



第 8 1行
:

第 9 1行
:

第 0 2行
:

第 2 1行
:

第 22行
:

第 3 2行
:

第 2 4行
:

第 5 2行
:

第 6 2行
:

第 7 2行
:

第 8 2行
:

第肠行
:

长老
、

提点
、

监寺为头 目和尚每根底

执把行的

圣旨与了也
。

这的每寺院里
、

房舍里使 臣

休安下者
。

铺马
、

抵应休拿者
。

商税
、

地

税休与者
。

但属寺家的田地
、

水土
、

园

林
、

竹苇
、

碾磨
、

店
、

铺席
、

浴堂
、

解典库不

拣什么他的
,

不以是谁休倚气力夺

要者
。

更这和尚每道有

圣旨么道
,

没体例的勾当休做者
。

做呵
,

他

每不怕那什么 ?

圣旨俺的
。

(空白 )

鼠儿年三月十三 日大都有时分写来
。

现代汉语译文

靠长生夭的力量
,

托大福荫的护助
,

皇帝圣 旨
。

向军官们
、

士兵们
、

各城达鲁花赤们
、

官员们
、

过往使臣们宣谕的圣旨
。

成吉思皇帝
、

窝阔台皇帝
、

薛禅皇帝
、

完者笃皇帝
、

曲律

皇帝圣旨里说过
:

和尚们
、

基督教教士们
、

道士们不承担任何差役和赋税
,

祷告上天保佑
。

如今依照先前圣旨的例规
,

不承担任何差役和赋税
,

祷告上夭保佑
,

特颁发由河南府路篙山

祖庭大少林禅寺
、

空相禅寺
、

宝应禅寺
、

天庆禅寺
、

维摩禅寺等寺院长老
、

提点
、

监寺为首

和尚们持有的圣旨
。

在他们的寺院里
、

房舍里
,

使臣不得住宿
。

不得索取乘用的马匹和食品
。

不得征收地税和商税
。

凡是属于寺院的土地
、

水源
、

园林
、

竹苇
、

旅店
、

铺面
、

澡塘
、

当铺

等
,

任何人不得抢占和夺取
。

他 们也不得因持有圣旨而做无理的事
,

如做
,

难道不怕吗 ? 圣

旨
。

鼠儿年春季末月十三 日写于大都
。

注

①把 y 己k e 的八思巴字母比 ( e) 误作丈 ( d) 这大概是由于这两个字母形体很相似
,

容易

相混所致
。

这类笔误在此碑中随处可见
。

因为众和丈分别是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
,

它们的出

现环境不同
,

容易识别
。

所以
,

我们对后面出现的这一笔误不再一一交代
。

②这一词的词首字母 p 为 b 之误
。

在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这一词的出现不计其数
,

其

首字母总以 b的形式出现
。

这个词正确的语音形式是 b al
a

aG d
一 u n

。

③ G u b己
`
ir i 的字母函 任

`
) 中间的竖笔没有拖展到底部

。

④在汉语白话译文中
, “
河南府

”
后还有一个 lu (路 ) 字

,

八思巴字蒙古 语原文的石刻

有遗漏
,

应为
“ 河南府 (路 ) ” 。

⑤在汉语白话译文 中
, “ 空相寺

”
还有下面的

“ 宝应寺
、

天庆寺
、

维摩寺
” 的 “ 寺 ”

前

均有 “
禅

”
字

,

而在八思巴字蒙古语原文石刻中都没有这个字
,

似属遗漏
,

应分别为
“
空相

(禅 ) 寺
、

宝应 (禅 ) 寺
、

天庆 (禅 ) 寺
、

维摩 (禅 ) 寺 ” 。

在少林寺的称呼方面
,

原文和

译文一致
,

都作
“ 少林禅寺

” 。

这也可以作为 丘述分析的一个理由
。

但在
“ 少林禅寺

”
前译

文还有一个
“
大

”
字

,

原文则没有
。



⑥ k
`

i为 jU之误
。

这个字译音汉字是
“ 维 ” ,

见 《 蒙古字韵校本》 第63 页末行
。

⑦相应汉字是
“
长

” , “
长

” 的韵尾应是曰 (功
,

但在其右侧下 部多 加一个竖笔上下

连接而误为另一个字母日 ( t总) 了
。

⑧译音汉字
“
老

”
的声母字母是剧 ( l)

,

但石刻中在其右上角多加一个横 笔而使 它走

样
,

不成字了
。

⑨ g仑m为 g又a m (监 ) 之误
,

见 《蒙古字韵校本 》 第 12 6页 4 行
。

L据原有白话汉语译文
,

这里应有
G ul u d “ 竹苇

”
一词

。

这个形式常见于其它八思巴字

文献
。

@ g旬 为 g又aj (解 ) 之误
,

见 《蒙古字韵校本 》 第 78 页 4 行
。

@ 河南府路
:

属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
,

其十二路之一
,

下设录事司
,

领洛阳
、

宜阳
、

永宁
、

登封
、

巩
、

孟津
、

新安
、

堰师八县和一州 (陕州
,

包括陕县
、

灵宝县
、

阅乡县
、

泥池

县 )
。

(见 《元史
·

地理二》 ,

中华书局版
,

第一四 O 三— 一四 O 四页 )
。

少林寺在登封县境内
。

空相寺在河南府路陕县境内
。

据 《河南通志》 记载
: “ 空相寺在州城 (陕县 ) 东一百里

七里社熊耳山即初祖达摩葬处
。 ” (见清孙颧

、

顾栋高等编撰的 《河南通志》 卷五十
·

寺观
,

载 《钦定四库全书
·

史部 》 )

宝应寺
:

在河南洛阳龙门
,

后魏龙门八寺之一 (详见清嘉庆 《洛阳县志》 卷二十二 )
。

韩儒林主编的 《元朝史 》 谈及元代 白云宗时提到宝应寺在洛 阳
: “ 白云宗是北宋末由洛阳宝

应寺僧孔清觉 (一 O 四三— 一一二一年 ) 在杭州白云庵发起的一个教团
,

提倡素食念佛
,

所以又称白云宗
。 ”

(见该书下册第 3 4 2页 )
。

现不存
。

洛阳当时属河南府路
。

又据明正德刻本

《河南汝州志》 和上述 《河南通志》 等历史文献记载
,

现临汝县境内也有一座宝应寺
,

建于

唐开元年间
。

临妆当时属南阳府
。

我们认为圣旨中提到的宝应寺
,

很可能是洛阳的那一座
。

夭庆寺
:

地址不详
。

维摩寺
:

据 《裕州志 》 记载
, “ 维摩寺在州 (裕州

,

今方城县 ) 西北五十里虎头崖
。 ”

(见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的《中国方志丛书
·

华北地方》 4 8 2 )但不知该寺建于何时
。

裕州不在河南府路范围之 内
,

圣旨提到的 维摩寺是否就是裕州的这座
,

还有待进一步考订
。

(全文完 )

( 上接第 1 0页 )

K a m u s D w i b a h a s a ,

J o y e e M
。

H a w k i n s ,
o x f o r d U n i v e r s i t y , 1 9 8 1

。

G r a m m a r a n d V o e a b u l a r y o f L a n g u a g e S P o k e n b y M o t u T r i b e ( N e w G u i n e a )
,

R e w
.

W
。

G
。

L a w e s , F
。

R
。

G
.

S
。

1 8 8 8
。

T h e R e v i s e d D i e t i o n a r y o f M o d e r n M a o r i
,

P
。

M
。

R y a n ,
1 9 8 5

。

A N e w F i j i a n D i e t i o n a r y
,

A
。

C a P e l l
,

1 9 8 4
。

I n t r o d u e t i o n t o t h e H a w a i i a n L a n g u a g e ,

J o d e l
, P u k u i , S t o k e s 。

T o n g a n D i e t i o n a r y
,

C
。

M a x w e l l C h u r e h w a r d , 1 9 5 9
。

D i e t i o n n a i r e
M

o d e r n e T a h i t e n 一
F r a n g a i s .

P a r M a i
一

A r i i C a d o u s t e a u e t J a e q u e s A n i
s s o n

d u P e r r o n ,
1 9 7 3

.

C o m P e n d i u m o f t h e W o r l d
` 5 L a n g u a g e s ,

G e o r g e L
.

C a m P b e l l
, 1 9 9 1

。



⑥ k
`
i为 jU之误

。

这个字译音汉字是
“ 维 ” ,

见 《 蒙古字韵校本》 第63 页末行
。

⑦相应汉字是
“
长

” , “
长

” 的韵尾应是曰 (功
,

但在其右侧下 部多 加一个竖笔上下

连接而误为另一个字母日 ( t总) 了
。

⑧译音汉字
“
老

”
的声母字母是剧 ( l)

,

但石刻中在其右上角多加一个横 笔而使 它走

样
,

不成字了
。

⑨ g仑m为 g又a m (监 ) 之误
,

见 《蒙古字韵校本 》 第 12 6页 4 行
。

L据原有白话汉语译文
,

这里应有
G ul u d “ 竹苇

”
一词

。

这个形式常见于其它八思巴字

文献
。

@ g旬 为 g又aj (解 ) 之误
,

见 《蒙古字韵校本 》 第 78 页 4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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