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蒙古四大汗国钱币上的蒙古文铭文解

陈乃雄

月望先生根据伦敦出版的 (大不列颠博

物馆藏东方钱 币目录 ) 第六卷 《大不列颠博

物馆藏蒙古钱币》 ( 下文中
“

见于第 x 号

钱
” ,

均出自此书 ) 编译的 (蒙古四大汗国

钱币》 终于问世 了
。

应作者的要求
,

将所涉

及的钱币上的回鹊式蒙古文铭文解释于下
:

(一 ) 伽 , . ,
户 , 、 任衬衬如知价斋 耐 (见于

第 4 8号钱 )

第一字伽 , 神是 伽衬 和 公的合体字
。
“ 洲

读作 kah h g an
,

(蒙古秘史》 中用汉字音译

转写为
“

中合罕
” 。 .

额尔登泰等著 《 (蒙古秘

史 ) 词汇选释 》 中解日
: “

汉籍一般译为
`

可汗
’

或
`

汗
’

意为
`

皇帝
’ 。 ”

(秘史》 把

称王称霸的人称为
“

中合罕
” `衬 q ha an 或

“

中罕
”

耐 q a n
或

“

中合
”

材 q a ; 但旁

译不加 区别
,

都译为
“

皇帝
” 。

其实这三种

称呼在 《秘史 ) 里是有一定区别的
: “

中合

罕
”

是指皇帝或国王而言 ; “

中罕
”

指封建

诸侯 ; “

中合
”

则仅是一个部族或部落的首

领
。 ” 肠衬 后面的 e 是 领属格 附加成分

,

专门用于 以舌尖鼻音结尾的词后面
,

表示
“

的
” 。

伽 , 夕就是
“

可汗的
” 、 “

皇帝的
” 。

第二 字 粉升 应读
a ar ha m 或

n

aer ab m
。

俄国蒙古学 家史密德 ( 1779 一 18 47 年 ) 把

它读作 da r u g ha (达鲁花赤 )
。

虽然 在第 75

号钱上
、 , 湃被写作勺解

,

词首字母读 d
,

但

据之也只能转 写成 d a r a b a m
,

与 d a
ur g h a 相

去甚远
。

所以史解向来为人们所怀疑
。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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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汉文圣旨
、

鼓旨
、

令旨等行文首句多用
“

长生天气力里
” 、 “

皇帝福荫里
”

等套语带

起的通例
,

我认为这个字很可能表示
“

福荫

里
”

的意思
,

与上字结合
,

就是
“

皇帝福荫

里
, ’

〔请参阅 (八 )〕
。

中间两字
:
协衬 衬 系人名愉衬和领属格

附加成分衬 的组合
。

份衬 读作
a bag ha

,

(中

国大百科全书》
“

伊利汗国汗系表
”

中译名

阿八 哈
,

系 旭 烈 兀 的 儿 子
,

拖 雷 之 孙

( 12 6 5一 12 8 2 年在位 )
。

袱 读作 y i n
,

是接

缀在以元音结尾 的词后面的领属格附加成

分
。

姗衬就是 衬
“

阿八哈的
” 。

末二字合成一 字
,

为 伽各价昧 耐
,

读作

de le d keg 说。 k se
n ,

是动词 喘
;
的使动态过去

时形动词 形 式
。 如丢,

的词根 今备; ,

本义
“

打
、

击
、

敲
” ,

用在钱币上就是
“

铸造
”

的

意思
。

这一组字合在一起表示
“

皇帝福荫里阿

八哈所铸
” 。

(二 ) 伽甲夕 粉洲 勺尸
,
年标沁。耘喃矿 e (见

于第 6 0 号钱 )

第一和第二字与 (一 )之第一和第二字相同
。

末二字合起来与 (一 ) 之末二字合起来

相同
。

所剩 中间二字竹祠试系人名
、 公 , 心和接缀

于以舌尖鼻音结尾的词后的领属格附加成分

的组合
,

读作
a r g h u n u o a r g h u n ,

(中国大百

科全书》
“

伊利汗 国汗系表
”

中译名阿鲁浑



(12 84一 1 2 1 9年在位 )
。

这一组字合在一起表示
“

皇帝福荫里阿

鲁浑所铸
” 。

(三 ) ” 祠 杯 (见于第 61 号钱 )

这枚钱上的蒙文字与 (二 ) (第 6 0号

钱 )一样
,

仅有的区别就是中间二字不用
、 切代 分

而用竹耐 衬户灼汀 扩实为 ” , 心 。的变体
,

读作

ar hg un
u n ,

意 义 相 同
,

也是
“

阿 鲁浑 的
” 。

其中的 汀
,

在现代蒙古书面语里以其专门

用于以除舌尖鼻音以外的辅音结尾的词后而

与同为领属格附加成分的 公 和衬 互相分

工
。

这一组字合在一起与 (二 ) 一样也表示
“

皇帝福荫里阿鲁浑所铸
。 ”

(四 )少 , 宁 如州鲜耐
, ,

祠 衬 端粉澜` 。

(见于第75号钱)

这枚钱上的蒙文字与 (三 ) (第 61 号

钱 ) 一样
,

仅有的区别就是第二字是如沁芬而

不是娜杆
。

按 如杯浮 应读 d a r a bam 或 t a r a -

场m
,

恐怕这也就是史密德之所以把它和

侧拼 都附会作
“

达鲁花赤
”

的原因所在
。

这一组字合在一起与 (三 ) 一样也表示
“

皇帝福荫里阿鲁浑所铸
。 ”

(五 )峋碑 、

声
加切讨杯如耘刃。殆耐 (见于第82 号钱)

这枚钱 上 的蒙文字与 (三 ) (第 61 号

钱 ) 一样
,

只是末字 喘的饰耐 这个字的

切分与布局略有不同而已
。

这一组字合在一起与 (三 ) 一样也表示
’

“

皇帝福荫里阿鲁浑所铸
” 。

(六 ) 伽 , 份 、

拼
、 , , 晓嗽。 。 年从斌啼了 (见于

第 85 号钱 )第一
、

二字参见前解
。

第 3字
、

~
试读作

o d n 己in do
r j i

,

(中国大

百科全书》
“

伊利汗国汗系表
”

中译名亦邻

真朵儿 只
,

也就是海合都 ( 一2 9 2一 12 9 5 年

在位 )
。

前者是后者的一种尊号
,

义为
“

宝

金刚
” ,

就像祈迎罗伐刺底 (转轮王 ) 是忽

必烈的一种尊号一样
。

第 4行 , 长的存 Z与前几枚钱上的 , 补帕升耐相

比
,

词干相同
,

过去时形动词语尾基本一致 (多

一短
“

牙 ,’ )
,

只是缺少一个使动态的附加成

分而已
。

这一组字合在一起表示
“

皇帝福荫里亦

邻真朵儿只铸
” 。

(七 ) 伽 , 夕 、
砂不 卜蔚 袱 、

劫
。知 〔二 / 〕

(见于第 8 8 号钱 )

第一
、

二
、

五
、

六字参见前解
。

第三 。 字 , , 妇衬 读作 b a t u 一 y i n
,

是

守啼 的领属格形式
。
白动 的 。 ,

写法有些特

别
,

一般情况下写作 弓
。 。 甲 曰

,

(中国大

百科全书 》
“

伊利汗国汗系表
”

中译名拜都

( 12 9 5 年在位 )
。

这一组字合在一起表示
“

皇帝福荫里拜

都所铸
” 。

(八 ) , 、 心 衬 … … 欣 , , “ 耘
、

,

幼从。。知 耘
,

(见于第 8 9 号钱 )

第一字 , 心;
衬读作 t下 i

一

iy n ,

也有读 et
-

gr i 一 y in 的
,

是 如试 的领属格形式
。
午气心 的

意义是天
。

《蒙古秘史》 里用汉字音译转写

为
“

腾格舌理
”

或
“

腾吉舌里
” ,

现代蒙古

语里 读
t e 习g e r 。

第二字 氏 , , ` 读作 k 。己。 n d o r ,

是 助汀

的与位格形式
。
叱b 讨 的意 义是气力

。

竹 衬
公, 叮试 合在一起就是元代汉文圣旨

、

鼓 旨
、

令

旨中常用的起首词
“

长生天气力 里
”

的意

思
。

与
“

长生天气力里
”

一样用作开篇套语

的还有
“

天地底气力里
” 、 “

天地气力里
” 、

“

皇帝福荫里
”

等
。

例如科学出版社 1 9 5 5 年

出版 的 `元代白话碑集录 ) 中所收
“

12 61

年忽必烈 皇帝圣旨
” 、 “

12 61 年鹿邑太清官

圣旨碑
”

开篇第一句就是
“

长生天气力里皇

帝圣旨
” 。 “ 12 4 3 年鄂 县草堂寺 阔端太子令

旨碑 ( l)
” 、 “

1 2 4 5 年鄂 县草堂寺阔端太子

令旨碑 ( 2)
”

分别 以
“

天地底气力里
”

和
“

天地气力里
”

带起
。 “

12必 年汲县北极观

鼓旨碑
” 、 “ 1 2 7 9 年莱州万寿宫圣旨碑

”

都

以
“

皇帝 福荫里
”

带 起
。 “

长生天气力里
”

还常与
“

大福荫护助 里
”

或
“

皇帝福荫里
”

重叠使用
,

以加强其庄重威严的敬肃气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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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
1 2 6 8 年周 至 重阳 万 寿 宫 圣 旨碑

” 、

“
12 6 7 年龙门禹王庙令旨碑

” 、 “

12 81 年忽必

烈皇帝圣 旨
” 、 “

12 8 8 年无锡免秀才杂泛差

役诏碑
”

等就是这样
。 “

长生天气力里
”

用

于元代圣 旨
、

璐旨
、

令旨的情况众所周知
,

已如上述
,

用于钱币上却属初见
。

既然
“

长

生天气力里
”

能用在钱币上
,

那么与
“

长生

天气力里
”

具有同等作用 的
“

皇帝 福荫里
”

自也有可能同样用在钱币上以替代
“

长生天

气力里
” 。

所以
,

释前七条中的 `吩夕 如神子或

` , , . 叭姆子为
“

皇帝福荫里
” ,

看来是有比较

充分的理由的
。

此钱末二字合成
伽条。。知喻 ,

,

是叼阮俐瑞价矿的另

一种写法
。

当时的回鹊式蒙古文中舌尖鼻音

的词末形式 并存着前撇和后捺两种不同写

法
。

最后剩 下 ` ` ” 分 二 字
,

读作 k h asa un
,

是 心淆份
,

的领属格形式
。

khasa
n ,

(中国大百

科全书》
“

伊利汗国汗系表
”

中译名合赞

( 1 2 9 5一 13 0 4 年在位 )
。

这一组字合在一起表示
“

长生天气力里

… …合赞所铸
” 。

第 95 号钱上的蒙古文与此完全一样
。

这枚钱和第 95 号钱左侧 还有自上而下

三个孤立的符号
“

可
、

飞
、

戊
” 。

史密德认为它们是藏文
:
第一字读 st hc a,

第二字读 k ar 或 gr a ,

第三字读 ar
,

合起来

读 T sc hak
r
ar dd hs

。

忽必烈曾从西藏高僧获

得过一个 叫做 T sc h ak ar w a
irt 的印度尊号

,

译成汉语就是转轮王
。

《辞海》 中解曰 : “

转

轮王
,

梵文 ca kr a 一 va irt 一 刘 an (祈迎罗伐

刺底遏罗阁 ) 的意译
。

印度古代神话中的国

王
。

亦称
`

转轮圣王
’ 。

此王即位时
,

自天

感得轮宝
,

转其轮宝
,

威伏四方
。

佛教也采

用其说
,

说世 界 到一 定时期
,

有金
、

银
、

铜
、

铁四轮王先后出现
,

金轮王统治四大部

州
,

银轮王统治三洲
,

铜轮王统治二洲
,

铁

轮王统治一洲
。

他们各御宝轮
,

转游治境
,

故 名
。 ”

史 密 德 猜
’

测 T s e h a k r a地 d s h 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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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sc ha kr aw ar it 的变体
。

虽然钱是合赞时代

的
,

但合赞时代的钱币上出现纪念忽必烈大

可汗的铭文并不离谱
。

问题出在这三个字的

形状与史密德所构拟的读音风马牛不相及
,

一个也对不上号
。

因此
,

有人对此作了重新

考释
,

认为这三个字并不像史氏所说
,

而是

八思巴文
:
第一个字 当读 m a ,

第二个字当

读 kha
,

第三个字当读 sa n ,

后两字合起来

就是
“

合赞
” ,

第一个字 ma 可能是合赞 自

取的伊斯兰教名 M ha m ud (马合谋 ) 的缩

写
。

这种解释比较合理
,

夹在前三个蒙古文

和后四个蒙古文之间的波斯文写的正是
“

合

赞
·

马合谋
” 。

司 字不论在藏文
,

还是在八

思巴文里都读 m a ; 乞 无论当作八思 巴字

店 的变形还是藏文字 乞 的变形甚或古代突

厥文△的变形
,

读音都是 k (八
、

藏 ) 或 q

(突 )
,

前者代表舌根送气清擦音
,

后者代表

小舌送气清擦音
。

可是把
“

戊
”

读作 san
,

缺少根据
。

因为 sa n 在藏文里的写法是

矶
,

在八思 巴文里的写法是 瓜
,

与
“

戊
”

毫不相干
。

月望先生来信中猜测
“

最下一个

可能是汉文戊
” 。

按
“

戊
” ,

广韵莫候切
,

(蒙古字韵 ) 里用八思巴文标音作 侧
,

与
“

母
、

牡
、

某
、

亩 ; 茂
、

贸
、

裹
、

惫
”

等同

音
,

读作 m u w
,

与前两字合起来正是合赞

的伊斯兰教名马合谋 (某 )
。

数种文字合铸

在一枚钱币上以象征民族团结
,

在元代并不

罕见
。

至治年间利用至元年所铸通宝在背面

加铸的
“

至治通宝
”

四字就是汇两个八思巴

字
、

一个西夏字
、

一个察合台字于一体取其

音值而成的
。

(九 ) 、 耘浦
}
如祝尸

,

(见于第 ” 8 号和 139

号钱 )

前一字读作 ulj it u ,

(中国大百科全书》
“

伊利汗国汗系表
”

中译名完者都 (合儿班

答
。

1 3 0 4一 1 3 1 6 年在位 )
。

后一字读作
s ul t an

,

(蒙古秘史 ) 中用

汉字音译转写为
“

莎勒坛
” 。

额尔登泰等著

( (蒙古秘史> 词汇选释 ) 中解曰
: “

苏丹
,



某些伊斯兰国家君主
,

旧时土耳其皇帝的称

号
。

元代译箕端
、

算滩—
国主也

,

王 也
。

按
:

元代伊斯兰国家的封建领主分四等
,

最

大的领主是箕端
,

其次是沙之沙
,

再其次是

可汗
,

最小的是王
。 ”

这一组字合在一起表示
“

完者都算端
” 。

( 卜) 分枯屁 , (见于第 173 号钱 )

此字读作 b su a记 n ,

(中国大百科全书 )
“

伊利汗国汗系表
”

中译名不赛因 ( 13 17 一

13 3 5 年在位 )
,

拉丁标音作 A b o oS id
。

as 记

是 s ia n
的复数形式

,

词根 50 1
,

(蒙古秘史 )

中用汉字音译转写成
“

撤亦
” ,

旁译
“

好
” ,

其复数形式
“

撤亦惕
” ,

旁译
“

好的每
” ,

现

代蒙古语中当
“

大臣
”

讲
。

看来元代在把此

人名译成汉字时
,

恢 复 了其本 来的词 干形

式
。

(+ 一 ) ` 卜衬 耐 (见于第 3 2 0
、

3 3 0
、

3 3 2 号钱 )

前一字读作
s ul im Q n ,

(中国大百科全

扮
“

伊利汗 国汗 系 表
”

中译 名速 来 蛮

( 13 3 9一 ? 年在位 )
。

后一字读作 k h an
,

《蒙古秘史》 中用汉

字音译转写为
“

中罕
” ,

旁译
“

皇帝
” ,

实指

封建诸侯
。

详见 (一 ) 中 众
衬 之释文

。

这一组字合在一起表示
“

速来蛮汗
” 。

(十二 )七祝, 愉汀 (见于 第 3 2 6号和 338

号钱 )

第一字读作
s ul tQ n ,

义 见 (九 ) 之释

文
。

后一字读作
a id l

,

(中国大百科全 书 )
“

察合台汗 国汗系表
”

中译名阿的勒
,

在位

年代不详
。

另在第 3 3 6 号钱上有伽
,

读作
a
do lo

。 d ol 这个名字不 见于诸汗世系表
。

(史集 》

和 《多桑蒙古史 ) 中虽提到过
“

阿答勒汗
”

其人
,

可是那是早先俺巴孩氏族人
,

泰亦赤

兀惕首领
,

显然与钱上的 do ol 无关
。

很可

能这个
a d a l 是

o d i l 的别体
,

指的即第 3 2 6

号和 3 3 8 号钱上的
,二订

。
i 和 a

的交替在四

大汗国钱 币铭文上时有所见
,

例如 (六 ) 中

的亦邻真朵儿只就是被写作
a r i n 亡i n d o r

J i
,

而没有被写作 ir i n 己i n d o r j i
。

这一组字合在一起表示
“

箕端阿的勒
” 。

(十三卜人
育 , 了 (见于第 34 9 号钱 )

此字读
n u 彭 wr an

,

( 中国大百科全书 )
“

伊 利 汗 国 汗 系 表
”

中 译 名 努 失 儿 完

( 1 3 4 4一 ? 年在位 )
。

(十四 ) 勺兮切。 (见于第 3 6 0 号钱 )

此字读 t u g h t u h u ,

(中国大百科全书 )
“

钦察汗 国 汗 系表
”

中译 名脱脱 ( 1 291 一

13 13 年在位 )
。

(十五 ) 洲添
甲

心耐 (见于第 3 84 号钱 )

前一字若非误 写
,

当读作 j
a m b an i

。

字

中阮、 很可能是公伽 ( bek i) 的不规范写法
。

所

指系 (中国大百科全书 )
“

钦察汗国汗系表
”

中所列忙哥帖木儿之曾孙
、

脱黑里勒察之

孙
、

月即 伯之 子札你别 ( 13 42 一 1 3 5 7 年在

位 )
。

朴对应于札你别中的
“

别
” 。

额尔登泰

等著 《 <蒙古秘史 > 词汇选释 ) 中
“

别乞
”

条的第一义曰
: “

官僚
。

布哈尔方言
。

意为

高级军官
。

唐代音译是
`

旬
’
; 元代音译

`

别
,

伯
,

卑
,

毕
’

; 近代音译
`

伯克
,

白

克
’ 。

按
:

《秘史) 的
`

别乞
’

是指氏族或部

族的长老
、

元老
。 ”

当然用在名字里 已失其

原义
,

只是作为人名读音的构成部分罢了
。

后一字读作 k h an
,

(蒙古秘史 ) 中用汉

字音译转写为
“

中罕
” 。

旁译
“

皇帝
” ,

实指

封建诸侯
。

详见 (一 ) 中 伽洲 之释文
。

这一组字合在一起表示
“

札你别汗
” 。

(十六 ) 勺 : 诚 (见于第 5 2 2 号钱 )

此字当系气 , 砂 之残
,

应读 t gu ht
a m i总

,

(中国大百科全书》
“

钦察汗国汗系表
’ ,

中译

名脱脱迷失 ( 1 380 一 1 395 年
,

为钦察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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