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教研究·

敦煌变文“若欲得来生：相周圆”辨



张 子 开

提　要：敦煌遗书伯二四一八 《父母恩重经讲经文》“若欲得来生：相周圆”句，前贤多有发明。
本文从文献学和佛学的角度重新作了探讨，认为 “：”乃校勘者所加，表示重文；“生相”指出生之后

肢体健全和相貌超群，与同卷后文 “十相”的含义迥异。
张子开，笔名，本名张勇，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暨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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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相

　　自王国维 《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

说》① 之后，敦煌变 文 的 研 究 已 有 八 十 馀 年 的 历

史，且取得了卓越的成就②。然变文毕竟为中古

时期的民间流行文本，俗讹字满纸，充斥着独特

的时代 文 化 背 景，校 勘 阐 释 工 作 不 可 能 一 蹴 而

就，在种种相异的学术观点之间作出抉择亦颇令

人犹豫。现将偶阅所得，草成 此 文，不 揣 粗 陋，
芹献大方焉。

Ｐ．２４１８ 《父母恩重经讲经文》有曰：
佛言：阿难，若行五逆之人，命终必堕

恶道。纵生人世，疾病贫穷，凡是所为，不

得称遂。此者皆因云云。若欲得来生：相周

圆，有财多福，有衣有食，须于今生，行其

孝养云云。
“若欲得来生：相周圆”句， 《敦煌变文集》

卷五迻录为 “若 欲 得 来 生 相 周 圆”③，显 然 并 未

注意到 “来生”后的 “：”符号。《敦煌变文集新

书》卷二校记：“‘来生’下有朱点 ‘：’，‘生’
字当重，《变文集》脱。”据之而补 “生”。《敦煌

变文校注》亦认为有脱文，故录文为 “若欲得来

生生相周圆”，校勘记云： “原录不重 ‘生’字。
潘校云： ‘“来 生”下 有 朱 点 “：”， “生”字 当

重。’兹据补。”④ 项 楚 师 《敦 煌 变 文 选 注 （增 订

本）》则对潘说提出异议，认为 “：”并非重复记

号：“本篇重复记号作 ‘—’，此处朱点似非重复

记号。疑此处脱去 ‘十’字，此句作 ‘若欲得来

生十相周圆’。按本篇 下 文 有 云 ‘既 今 成 长 为 人

子，凡事挣 摐 十 相 全’， ‘十 相 全’即 是 此 处 的

‘十相 周 圆’也，亦 称 ‘十 相 具 足’，谓 身 体 健

全，容貌端正，《水浒》四五回：‘假如譬喻说一

个财主 家，虽 然 十 相 俱 足，一 日 有 多 少 闲 事 恼

心，夜间又被钱物挂念，到三更二更才睡，总有

娇妻美妾同床共枕，那得情趣。’”故校录为 “若
欲得来生生 （十）相周圆”。⑤

诸位 学 者 相 左 的 意 见，何 去 何 从？ 揆 理 度

情，上述异说盖 源 于 两 点： “：”是 否 为 重 文 符

号；“生相”之含义若何。
原卷中 “来生”下之朱点 “：”， 《敦煌变文

集新书》、 《敦 煌 变 文 校 注》以 为 是 重 文 符 号，
《敦煌变文集》和 《敦煌变文选注 （增订本）》或

忽视之，或 予 以 否 认。按，通 观Ｐ．２４１８全 卷，
果然是以 “—”表示重文符号，原卷 “云云”一

般写作 “云—”，如 上 引 文 中 “此 者 皆 因 云 云”
即为 “此者皆因云—”⑥。然此种 “—”符号，与

卷中其它文字混而为一，乃钞写者所书。我们知

道，由敦煌遗书而观，唐五代手书文献一般要经

过抄写、校勘两个阶段；为了保证校勘质量，敦

煌文献中 的 钞 写 者、校 勘 者 并 非 同 一 人，如Ｓ．
４０８８ 《大乘无量寿经》题记： “唐文英写，智忻

勘。”Ｐ．２１１２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一

十九题记：“惠眼第一校，法济第二，道斌写。”
至少要经过一校，正规的则要三校，如Ｓ．２９５６
《妙法莲 华 经》卷 第 七，有 题 记 云： “上 元 三 年

（６７６）十二月十一日，弘文馆楷书王智苑写。用

纸一十 七 张。装 潢 手 解 善 集。初 校 清 禅 寺 僧 凝

成。再校弘福寺僧惠伦。三校弘福僧惠伦。详阅



太原寺大德神符，详阅太原寺大德嘉尚，详阅太

原寺寺主慧立，详阅太原寺上座道成。判官司农

寺上林 署 令 李 德、使 朝 散 大 夫 守 舍 奉 御 阎 玄 道

监。”这里，钞写者为弘文馆楷 书 王 智 苑，初 校

僧凝成，再 （二）校惠伦，三校惠伦，此外，还

要经过嘉尚、慧立、道成三人的详阅，并由政府

官员最后签名具结。校勘记多以朱笔书写，并于

卷末加 “勘”，如Ｓ．６９３５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卷第七十一 之 末 题 记： “怀 惠 勘，李 曙 写。”或

“勘了”之类，如Ｓ．６５９２、６７９５，Ｐ．２０８５，宇

０７３ （０２２７）、荒０５４ （３２８３）。如 此，我 们 就 不

能要求抄写者与校勘者使用同一种符号。具体到

Ｐ．２４１８ 《父 母 恩 重 经 讲 经 文》，原 卷 上 的 “：”
既为朱色，显然为校勘者所加的校勘符号。

以 “：”，或作竖排的两个 “、”或两个 “一”
表示重 文，这 种 情 况 至 少 在 商 周 时 代 即 已 出

现⑦，如记载西周时期玉器、毛皮与土地交换情

况的 《卫盉》⑧。后一直沿用下来⑨，四川大学博

物馆藏梁朝中大通 四 年 （５３２）之 释 迦 像 之 铭 文

即曰：“中大通四年八月一日，繁东乡齐建寺比

丘释 僧 显 发 心 敬 造 释 迦 石 像 一 躯。愿 生：世：
（生生世 世）因 真 出 家，离 一 切 苦，得 一 切 乐；
过去者升天，现在者安隐……”敦煌文献中亦颇

为多见⑩，如北０３２２ （昃０６７） 《佛 说 弥 勒 下 生

成佛经》（后秦龟兹国三藏鸠摩罗什译）：“时蠰

佉王共诸大臣，持此宝台奉上弥：勒：受已，施

诸婆：罗：门：受 已，即 便 毁 坏，各 共 分 之。”
明 “万历戊子 （万历十六年，１５８８）秋七月释真

可譔”《大悲菩萨赞》亦云：“种：手眼逆顺，见

前阿谁 不 能。”瑏瑡 显 然，作 为 校 勘 符 号，Ｐ．２４１８
《父母恩重经讲经文》“若欲得来生：相周圆”中

的 “：”应该表示重文。
“：”既为重文符号，所重自当为 “生”。“生

相”含义 为 何， 《敦 煌 变 文 校 注》无 释，书 末

“敦煌变文语词 索 引”未 见， 《敦 煌 文 献 语 言 词

典》瑏瑢、《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瑏瑣 和 《唐五代语言词

典》瑏瑤 等辞书亦未收录。按，此处之 “生相”，义

为长相，指 人 出 生 之 后 的 天 然 相 貌。一 如 等 撰

《三藏法数》“生相”条：“谓一念托胎，十月满

足，此身即生，是为生相。”该词实为 “初生相”
之略称。在印度传统文化中，小孩刚出生时，一

般要请相师观看其相貌，预言其人生。《增壹阿

含经》卷二十六 《等 见 品》： “时 波 斯 匿 王 得 此

女，极怀欢喜，即立此女为第一夫人。时此夫人

未经数日，而身怀妊。复经八 九 月，生 一 男 儿，
端正无双，世所殊特。时波斯匿王集诸相师，与

此太子立字。”瑏瑥 人们相信，人的一生在初生之时

即已由其相貌决定，伟人有伟人之相，小人有小

人之相，是即 “初生相”。中印度摩揭陀国之阿

阇世 （Ａｊāｔａ′Ｓａｔｒｕ），在尚处于母 胎 时，占 卜 师

预言其降生后将弑父，故其父王自楼上投弃之。
结果 仅 折 断 手 指，并 未 陨 命，人 称 婆 罗 留 支

（Ｂａｌａｒｕｃｉ）。其初生相就是断指， 《翻译名义集》
卷三： “阿 阇 世……或 呼 婆 罗 留 支，此 云 无 指。
妙乐云：初生相者云凶，王令升楼扑之不死，但

损一 指，故 为 名 也。”瑏瑦 长 大 之 后，果 然 弑 父 自

立。甚至有人在怀胎之时即邀相师占卜。《杂阿

含经》卷二十五第六四○经：“即此巴连弗邑国

中，当有大商主，名曰须陀那。中阴众生，来入

母胎。彼众生入母胎时，令母质直柔和，无诸邪

想，诸根寂静。时彼商主即问 相 师。相 师 答 曰：
‘胎中众生极为良善，故令母如是，乃至诸根寂

静。’至月 满 足，便 生 童 子，名 曰 修 罗 他。”瑏瑧 事

实上，为初生小孩相面的习俗，广泛地流传于西

亚地区。Ｍａｔｔｈｅｗ （《圣经·马太福音》）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Ｍｅｎ”节记载道，“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Ｋｉｎｇ　Ｈｅｒｏｄ，ａｆｔｅｒ　Ｊｅｓｕｓ　ｗａｓ　ｂｏｒｎ　ｉｎ　Ｂｅｔｈｌｅ－
ｈｅｍ　ｏｆ　Ｊｕｄｅａ，ｗｉｓｅ　ｍｅ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ｃａｍｅ　ｔｏ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ａｈｅａｄ　ｏｆ　ｔｈｅｍ，ｗ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ｒ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ｈａｄ　ｓｅｅｎ　ａｔ　ｉｔｓ　ｒｉｓｉｎｇ，ｕｎｔｉｌ　ｉｔ
ｓｔｏｐｐｅｄ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　ｗａ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ｓａ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ｒ　ｈａｄ　ｓｔｏｐｐｅｄ，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ｏｖｅｒｗｈｅｌｍｅｄ　ｗｉｔｈ　ｊｏｙ．Ｏｎ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ｔｈｅｙ　ｓａｗ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　ｗｉｔｈ　Ｍａｒｙ　ｈｉｓ　ｍｏｔｈ－
ｅｒ；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ｋｎｅｌｔ　ｄｏｗｎ　ａｎｄ　ｐａｉｄ　ｈｉｍ　ｈｏｍａｇｅ．
Ｔｈｅｎ，ｏｐ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　ｃｈｅｓｔｓ，ｔｈｅｙ　ｏｆ－
ｆｅｒｅｄ　ｈｉｍ　ｇｉｆｔｓ　ｏｆ　ｇｏｌｄ，ｆｒａｎｋｉｎｃｅｎｓｅ，ａｎｄ
ｍｙｒｒｈ．”瑏瑨 前 来 拜 见 圣 母 玛 丽 亚 所 生 小 孩 子 的

ｗｉｓｅ　ｍｅｎ，其实就是相师一类的术士。公元前六

到前五世纪，这种观念也逐渐浸润到新产生的佛

教之中。《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二十八 《入不思

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载，为报太子之问，具

足艳吉祥童女的母亲善现即以偈而 “自说童女从

初诞生、乃至成长所有吉祥功德之相”，其中的

初生相为：“曩于太子初生日，此女亦从莲华生，
诸根清净相圆明，肢节庄严皆具足。……我将采

女诣池边，散华布地而敷座。于彼清净 芳 池 内，
忽生千叶宝莲华，阎浮檀金以为台，瑠璃为茎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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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叶，妙香众宝为华蘂，普放一切大光明。众生

覩相尽 生 疑，中 夜 云 何 日 光 照？ 夜 分 既 尽 日 初

出，光明照此莲华开，莲华放光出妙音，示此童

女初生相。我时见此人间宝，从彼莲华 之 所 生，
往修净业悉无亏，今获圆明诸妙果：绀瑠璃发青

莲眼，面貌端严金色光。华鬘宝髻具庄严，吉祥

无垢莲 华 色。身 分 肢 节 皆 圆 满，相 好 光 明 无 比

伦。俨然端坐宝华中，犹如净妙真金像。遍身所

有诸毛孔，咸出一切栴檀香。口中常出 青 莲 香，
所有言音同梵响。或时微笑有宣说，犹如天乐妙

音声。此是女宝世间希，非诸下劣当斯偶。我观

世间无 有 人，堪 与 此 女 为 其 主。唯 仁 功 德 相 庄

严，愿赐弘悲哀纳受。此女非长亦非短，亦复不

麁亦 不 细。身 诸 部 分 悉 端 严，众 相 圆 备 无 讥

丑。”瑏瑩 善现称 “往修净业悉无亏，今获圆明诸妙

果”，表明其不厌其烦地描述的具足艳吉祥童女

的初生相，乃过去世修来的。至于转轮圣王或佛

之应化身，其 “初生相”乃具足了三十二种殊胜

容貌与微妙形相，即 “三十二相”。瑐瑠 《大方广佛

华严经》卷二十八 《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

品》：“王有夫人，名莲华吉祥藏，威德殊胜，颜

貌第一。所生太子名威德主，端正奇特，人所乐

见，具足圆满三十二相，所谓足下平满，犹如奁

底……如 是 众 相，庄 严 其 身。”瑐瑡 具 体 到 释 迦 牟

尼， “初 生 相”乃 南 传 佛 教 “四 大 事”之 第 一

“降诞”、“小乘八相”瑐瑢 之第三或 “大乘八相”瑐瑣 之

第四 “降生相”、“七相”之四 （《瑜伽论记》卷

九 《威力品》：“且依文势以辨七相。初，上生覩

史寿无中夭相。二，下生相。三，入住出胎无颠

倒相。四，初 生 相。五，成 道 相。六，转 法 轮

相。七，般涅槃相。”瑐瑤）、“十相”之第五 （《注

华严经题法界观门颂》：“大经五十九说妙觉果有

十种相，一住天相，二示没相，三入胎相，四住

胎相，五初生相，六在家相，七出家相，八成道

相，九转轮 相，十 入 涅 槃 相。”瑐瑥）。敦 煌 变 文 中

其它几个 “生相”的用例，皆为释迦太子的初生

相：《太子成道经》：“上从兜率降人间，托荫王

宫为生相。九龙齐温香和水，争浴莲花叶上身。”
“始从兜率降人间，托荫王宫为生相。九龙齐温

香和水，争浴莲花叶上身。”《八相押座文》：“始
从兜率降人间，先向王宫示生相。九龙齐嗢香和

水，争浴莲花叶上身。”《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

五：“若向这里拨得一线路，方知释迦老子在兜

率天，乘日轮香象降摩耶夫人胎，只是示现个生

底时节。以至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 ‘天上天下，
唯吾独尊’，也只是与一切人作个示现生相底样

子。”瑐瑦 大慧 所 言 “生 相”，亦 指 释 迦 之 初 生 相。
佛教传入中土之后，有关初生之长相与一生贵贱

相联系的观念亦广为民间接受。元关汉卿 《窦娥

冤》第四折：“小的见他生相是个恶的，一定拿

这药去 药 死 了 人。”这 里 判 断 犯 罪 与 否 的 标 准，
是长相的恶或善。《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四：“身
系本处游僧，自幼生相似女。”是谓该僧 人 自 出

生以来 即 面 貌 如 女 性。当 然，普 通 人 所 期 待 的

“生相”，不过是出生之后肢体没有缺陷 （即六根

〈眼 根、耳 根、鼻 根、舌 根、身 根、意 根〉具

足）、相貌端正以至于美好超群而已。
上引Ｐ．２４１８ 《父 母 恩 重 经 讲 经 文》之 语，

谓今生之 “孝养”（竭尽孝道以奉养父母）决定

了下世之幸福富贵，所说之 “生相周圆”，正是

这样 的 祈 福 之 语，犹 如 佛 典 中 常 见 的 “端 正”、
“大端正”（如西晋三藏竺法护译 《生经》第十二

篇 《舅甥经》： “女 即 怀 妊，十 月 生 男，男 大 端

正。使乳母 抱 行，周 遍 国 中。”瑐瑧），与 伟 人 初 生

所具 之 “三 十 二 相”自 不 相 侔 也。另 就 常 情 而

言，来生幸福与否，首要条件是身体健康，然后

才谈 得 上 衣 食 无 忧，所 以 变 文 的 叙 述 次 序 为：
“若欲得 来 生：相 周 圆，有 财 多 福，有 衣 有 食，
须于今生，行 其 孝 养 云 云。”最 后，Ｐ．２４１８紧

接着有云：“若徒 （图）感果周圆相，多福多财

多义让。举措长交 （教）遇吉祥，施为不遣逢灾

障。入为侯，出为将，土地保持人敬仰。别处门

中可惜心，快捷方式无过行孝养。若于父母解周

旋，土地神龙尽喜欢。灾障年年无一点，吉祥日

日有多般。行藏逐意皆能遂，出入随心 到 处 安。
设使命终皈大夜，三途还是不相忤。” “行孝养”
之报，不过是普通的福禄寿而已，与统治国家无

涉，更非出家成道瑐瑨 也。据此，而其 “生相”也

不会是诸佛或转轮圣王所擅吧。
汉文佛典中 “生相”一辞，本为梵语ｊāｔｉ之

意译，指 诸 法 四 相 （生、住、异、灭）四 相 之

一，即由于种种原因而暂时生于现在世。后亦指

俱舍七十五法之一、唯识百法之一。上述之 “初
生相”，即人类之生相也。依照佛教教 义，生 相

源于因缘和合，《净土或问》：“妙真如性，本自

无生。因缘和合，乃有生相。”瑐瑩 或认为皆一心所

生，《宏智禅师广录》卷五：“既心地上生相，尽

十方三 世，无 有 一 毫 自 外 而 来。”瑑瑠 《三 藏 法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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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相”条： “谓 以 根 对 尘，一 念 心 生，是 为 生

相。”现在世之生相，在经历住、异 和 灭 其 它 三

相之后，又会进入下一个轮回，如此循 环 不 断。
而诸法实相，本无生灭，《菩萨本生鬘论》卷十

三：“无我为本，生相皆尽。寂静听闻，慢等不

生。”瑑瑡 修行的目的，乃在于 离 此 四 相。 《景 德 传

灯录》卷五 《广州志道禅师》：“佛为一切迷人认

五蕴和合为自体相，分别一切法为外尘相，好生

恶死，念念迁流，不知梦幻虚假，枉受轮回，以

常乐涅槃翻为苦相，终日驰求。佛愍此故，乃示

涅槃真乐，剎那无有生相，剎那无有灭相，更无

生灭可灭，是则寂灭见前。当见前之时，亦无见

前之量，乃 谓 常 乐。”瑑瑢 如 此，又 岂 有 “初 生 相”
可求哉！

《敦煌变文选注 （增订本）》将Ｐ．２４１８ “若

欲得 来 生：相 周 圆”校 为 “若 欲 得 来 生 十 相 周

圆”，并谓 “十相周圆”与 下 文 “既 今 成 长 为 人

子，凡事挣摐十相全”之 “十相全”同义，并指

“身体健全，容貌 端 正”；于 “凡 事 挣 摐 十 相 全”
处又出 校 曰： “十 相 全：即 上 文 ‘十 相 周 圆’，
……”瑑瑣并未言及 “十相”此义的佛典依据。按，
“十相”之说，源于 《法华经·譬喻品》，佛告舍

利弗：“无智人中，莫说此经。”究竟什么人方可

听说此经呢？

若有利根，智慧明了，多闻强识，求佛

道者，如是之人，乃可为说。
若人曾见，亿百千佛，植诸善本，深心

坚固，如是之人，乃可为说。
若人精进，常修慈心，不惜身命，乃可

为说。
若人恭敬，无有异心，离诸凡愚，独处

山泽，如是之人，乃可为说。
又舍利弗！若见有人，舍恶知识，亲近

善友，如是之人，乃可为说。
若见佛子，持戒清洁，如浄明珠，求大

乘经，如是之人，乃可为说。
若人无瞋，质直柔软，常愍一切，恭敬

诸佛，如是之人，乃可为说。
复有佛子，于大众中，以清浄心，各种

因缘、譬喻言辞，说法无碍，如是之人，乃

可为说。
若有比丘，为一切智，四方求法，合掌

顶受，但乐受持大乘经典，乃至不受余经一

偈，如是之人，乃可为说。

如人至心，求佛舍利，如是求经，得已

顶受，其人不复志求余经，亦未曾念外道典

籍，如是之人，乃可为说。
佛复告 舍 利 弗 曰： “我 说 是 相，求 佛 道 者，

穷劫不尽。如是等人，则能信解，汝当为说，妙

法华经。”瑑瑤 隋智顗 《法华文句》（会本）卷十六，
将佛所说 “乃可为说”者概括为利根、植善、修

慈、恭敬、舍恶亲善、持戒如珠、质直敬佛、譬

喻说法、四方求法、顶受专修等 “十相”。显然，
所谓 “十相”，乃佛陀 认 为 可 以 为 之 讲 说 《法 华

经》的十种人，主要是就其智商等内在素质、对

佛教的恭敬态度等而言，本与人之相貌无涉。现

存汉文 佛 典 中，也 并 无 “十 相 周 圆”或 “十 相

全”之辞。倘指俗世帝王或佛所具有的种种绝世

之相，如上所言，一般用 “三十二相”，而 不 用

“十相”。然在中国民间佛教信仰中，却可用 “十
相”指佛所具有的 “三 十 二 相”。敦 煌 变 文 《太

子成道经》，摩耶夫人自述所梦：“贱妾彩云楼上

作一圣梦，梦见从天降下日轮，日轮之内，乃见

一孩儿，十相具足，甚是端严。兼 乘 六 牙 白 象，
从妾顶门而入，在右胁下安之。”《悉达太子修道

因缘》中亦有类似内容：“贱妾于高楼之上，忽

作一梦，从 天 降 下 日 轮，其 轮 之 中，乃 有 一 孩

儿，十相具足，甚是端严。兼乘六牙白象，从顶

门而入，在于右胁下安之。”此两处之 “十 相”，
并指释尊入胎时之形象。《维摩诘经讲经文 （一）》
有三次提及 “十相”：“庵园听众如云赴，浩浩圣

凡难止御。菩萨周围三万余，比丘围绕 千 千 数。
尽神通，皆众具，道貌锵锵无比喻。大 威仪

十相全，端 严 争 似 牟 尼 主。……几 劫 修 持 福 惠

彰，无边练行功勋普。降魔除党每勤勤，运智兴

慈长 楚 楚。大 威 仪 十 相 全，端 严 争 似 牟 尼

主。……比丘僧，罗汉数，雅淡风标人叹誉。公

子停车马上瞻，非离点羽空中觑。雪眉染染宴松

峦，云帔轻轻沾彩雾。大 威仪十相全，端严

争似牟尼主。”亦以 “十相”指称近于释迦之三

十二相。《建中靖国续灯录》卷五 《韶州乐昌县

宝林山海月禅师》甚至认为，“十相”就是成佛

之相：“问： ‘如何是佛？’师云： ‘十相具足。’
僧曰：‘莫只遮便是？’师云： ‘少一不可。’”显

然，在中国民间佛教观念中，“十相”就是 “三

十二相”， “十相”就 是 佛 或 转 轮 圣 王 所 具 有 的

“初生相”。然Ｐ．２１４８ “既今长成为人子，凡事

挣摐十相全”之 “十 相”，不 过 美 言 “人 子”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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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躯体和容貌并无大的缺陷罢了；如要下生仍

然具此 “十相”，今世 “相劝事须行孝顺，莫将

恩德看为闲”也。
总之，Ｐ．２４１８ 《父 母 恩 重 经 讲 经 文》 “若

欲得来生：相周圆”句中的 “：”实为校 勘 者 所

加的重文符号，《敦煌变文集新书》、《敦煌变文

校注》在校勘时严格依据原卷面貌，识 “：相”
为 “生相”可从；《敦煌变文选注 （增订本）》略

“：”不计、怀疑此处脱 “十”让人稍感突兀，但

出于对中 古 社 会 文 化 特 别 是 佛 教 文 化 的 深 刻 领

悟，认为 “：相全”与下文的 “十相周圆”并指

“身体健全，容貌端正”，这种解释却最为到位：
两类观点各作取舍，可能更契合原卷吧。

（责任编辑：又小易）

＊本文为 “２１１工 程”三 期 “中 外 文 学 与 俗 文 化”
“中国古 典 文 献 与 俗 文 化 研 究”方 向、日 本 国 立

金沢大学主持 之 日 本 文 部 省 合 作 课 题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中日两国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及 创 造 新 文 化 传 统 的 合 作 研

究”］成果。

①载 《东方杂志》，１９２０年４月。

②最重要的成 果 有：王 重 民、王 庆 菽、向 达、周 一

良、启功、曾毅公编：《敦 煌 变 文 集》，北 京：人

民文学出 版 社，１９５７年 版；潘 重 规： 《敦 煌 变 文

集 新 书》，台 北：中 国 文 化 大 学 中 文 研 究 所，
１９８４年版；项楚：《敦煌变文选注》，成都：巴蜀

书社，１９９０年 版；张 涌 泉、黄 征： 《敦 煌 变 文 校

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版；项楚：《敦煌

变文选注》（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

版。特别是后两者，不 但 是 目 前 变 文 研 究 的 集 大

成者，而且颇多创新之处。

③下册，第６７３页。

④第９６９页、９８０页注 ［二○］。

⑤⑥项 楚 《敦 煌 变 文 选 注》 （增 订 本），下 册，第

１４３５页、１４４３页 注 ［二 六］，第１４４３页 注 ［二

五］。

⑦裘锡圭 《〈论衡〉札记》，载氏著 《古代文史研究

新探》，南京：江 苏 古 籍 出 版 社，１９９２年 版，第

１０５－１４１页。

⑧ 《文物》，１９７６年第５期。

⑨ ［清］俞樾 《古书疑义举例》卷５：“重文作二画

而致误例”，见 俞 樾 等： 《古 书 疑 义 举 例 五 种》，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版，第１０５－１０６页。

⑩邓 文 宽 《敦 煌 吐 鲁 番 文 献 重 文 符 号 释 读 举 偶》，
载 《文献》，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瑏瑡山东灵岩岩寺 石 刻。现 存 该 寺。参 考 王 荣 玉 等 主

编 《灵 岩 寺》，北 京：文 物 出 版 社，１９９９年３月

第１版。

瑏瑢蒋礼鸿： 《敦 煌 文 献 语 言 词 典》，杭 州 大 学 出 版

社，１９９４年版。

瑏瑣蒋礼鸿：《敦 煌 变 文 字 义 通 释》 （增 补 定 本），上

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瑏瑤江蓝生、曹广顺：《唐五代语言词典》，上海 教 育

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瑏瑥 ［日］高 楠 顺 次 郎 等： 《大 正 新 修 大 藏 经》，东

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１９３４年 版，第２卷，第

６９０页ｂ栏。

瑏瑦 ［日］高 楠 顺 次 郎 等 《大 正 新 修 大 藏 经》，第５４
卷，第１０９４页ｃ栏。

瑏瑧 ［日］高 楠 顺 次 郎 等 《大 正 新 修 大 藏 经》，第２
卷，第１７８页ａ栏。

瑏瑨ＮＲＳＶ （新标准修订版）。

瑏瑩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１０卷，第７９１页ｂ－ｃ栏。

瑐瑠关于三十二相 的 顺 序，多 有 异 说。参 考： 《中 阿

含经》卷１１ “三 十 二 相 经”， 《大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经》卷３８，《菩萨善戒经》卷９，《过 去 现 在 因 果

经》卷１，《瑜伽师地论》卷４９，《大 智 度 论》卷

４。

瑐瑡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１０卷，第７８８页ｂ－ｃ栏。

瑐瑢 《四教义》卷７、《释迦谱》卷１至卷４。

瑐瑣如 《大乘起信论》。

瑐瑤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４２卷，第５１９页ｃ栏。

瑐瑥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４５卷，第６９４页ａ－ｂ栏。

瑐瑦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４７卷，第８３２页ｂ栏。

瑐瑧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３卷，第７８页ｃ栏。

瑐瑨依佛教教义，修 行 有 两 种：修 福，修 道。前 者 仅

仅是求在下世轮 回 时，能 够 生 活 得 更 好。参 考 张

子开 《敦煌 写 本 〈六 祖 坛 经〉语 辞 三 题》，载 国

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 敦 煌 吐 鲁 番 学 资 料 研 究 中 心

编 “国家图书馆善本特 藏 学 术 文 库”之 《敦 煌 学

国际研 讨 会 论 文 集》，北 京 图 书 馆 出 版 社，２００５
年，第２１１—２２０页。

瑐瑩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４７卷，第２９８页ｃ栏。

瑑瑠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４８卷，第６０页ｂ－ｃ栏。

瑑瑡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３卷，第３７２页ａ栏。

瑑瑢 《普慧大藏经》本。台 北：真 善 美 出 版 社，１９７３
年版。

瑑瑣下册，第１４６５页、１４６８页注 ［二○］。

瑑瑤后秦 龟 兹 国 三 藏 法 师 鸠 摩 罗 什 译 本。 《大 正 新 修

大藏经》第９卷，第１６页ａ－ｂ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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