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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012】《放光般若經》卷第二《摩訶般若波羅蜜學品》

第十、《摩訶般若波羅蜜本無晶》第十一校錄整理＊

周慧

江酉科技師僥大學

摘 要：日本書道博物館所藏中村不折舊藏敦煌酉域寫本文獻雖然

旱為學界所知，但相較於學界對各大博物館所藏敦煌西域等地的寫

本的充分硏究而言，對這批珍税寫本的研究還多屬｀｀挖寳式＂。自

2005 年《台東區立書道傅物館藏中村不折舊藏禹域墨書集成》（三

冊）印行以來，國際敦煌學界立即掀起硏究熱潮。本文以該書上冊

第十二篇《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為底本進行全文錄入，對其中的俗

字分別加以分析，同時參照《大正藏》編號 221 《放光般若經》卷第

二指出底本中存在的一些訛誤。

闢鍵詞：書道傅物館、中村不折、寫本

* 本文是 2021 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全項目《日本書道博物館藏敦煌

吐魯番寫本校錄整理與研究》（編號：21YJCZH246)，江西看社會科學｀｀十三五＂規

劃一般項目《日本藏敦煌西域寫本異體字典》（編號：17YY11) 階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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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著錄解題

編號： zo121

名稱：《放光般若經》卷第二《摩訶般若波羅蜜學品》第十、《摩

訶般若波羅蜜本無品》第十一

說明：近年來敦煌文物、文獻圖版資料陸續公佈，以往分佈在世

界各地的敦煌文獻大都已經面世。 2005 年，磯部彰編《台東區立書道

博物館藏中村不折舊藏禹域墨書集成》三冊終於由東京二玄社印刷出

版，這些敦煌、西域出土的原卷珍秘資料具有極高的學術研究價值。

然而，目前對這批資料的整體性研究還不夠，被研究到的殘卷不到

一半，而全文抄錄、校勘、註釋過的大概不到十分之一。有鑑於此，

我們認為首先應該由語言文字研究者來悉心校錄整理這批珍秘的文

獻資料，以體現這批文獻的價值，并能夠讓學術界充分地利用好這批

珍秘文獻，更好地推動學術發展。

寫經概況：從該寫卷紙張完整度看，第一張紙稍有破損，部

分字形重疊，但不妨礙識別；從內容上看，寫經的開頭殘缺了部分

內容，筆者在校錄過程中，以《大正藏》第 8 冊編號 221 《放光般

若經》卷二作為對校本，開頭殘缺內容據此補出一部份。該寫卷幅

七寸九分（約 26.3 釐米），長約十七尺五寸（約 58.3 釐米），十三紙，

絲欄付，寫經，隸書，跋文共七行。寫卷卷末有一卷軸。該寫卷為

吐魯番出士文獻。

寫經年代：｀｀延和八年己巳歲＂，即 609 年，延和 (602-613) 是高

1 編號中的｀｀Z" 為｀｀中村不折＂首字｀｀中＂的第一個拼音字母。｀＇012" 為全部文獻

的流水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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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君主麴伯雅的年圩，共 12 年。

供養人：白衣弟子廣昌公主。

寫卷定名考辨：本卷原定名為｀｀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現改名為

｀｀放光般若經卷第二摩訶般若波羅蜜學品第十、摩訶般若波羅蜜本

無品第十一＂，這是根據《大正藏》編號 221 《放光般若經》卷第

二進行的詳細定名，便於讀者查找。

校錄體例：缺字在｀｀［］＂內補出；錯字在｀｀〔〕＂內注明正確的字；

漏字或無法識別的字用｀｀口＂表空缺，并在｀＇（）＂內補出。

該寫卷中俗字的特點，既有時代的繼承性，又有其獨特性，在下

文的註釋中分別加以說明，此處概不贅言。

二、全文校錄

（是時須菩提白佛言： ｀＇世尊！菩薩摩訶薩欲具足檀波羅蜜，噹

學般若波羅蜜；欲具足尸、孱、惟逮、禪波羅蜜，當學般若波羅蜜；

菩薩摩訶薩欲知色、痛、想、行、識，當學般若波羅蜜；欲知六情

內外者，當學般若波羅蜜；欲知十八性，欲消滅娃、怒、癡，欲消

滅吾我想，蕾學般若波羅蜜；欲除狐疑，欲除犯戒望見，欲除三界

娃諍，欲捨六衰習，欲除四食，欲捨四淵流、四結、四顛倒，欲捨

十惡、知十善之行，蕾學般若波羅蜜；欲知四禪、三十七品、四等

心及佛十八法，當學般若波羅蜜；欲得學意三昧者，當學般若波）

羅蜜；欲知四禪 2 及四空定＼欲得 4 師子遊口（步）、師子奮 5 迅 6

2 禪，原卷作 還栩'\俗字。按，該字形是敦煌俗字中常見的｀｀方口變尖口＂類型。

3 定，原卷作｀｀區3" 。按，顏元孫《千祿字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1990 年，

第 56 頁）：｀｀芝、定：上通，下正。＂

4 得，原卷作｀，國i'' 。按，｀｀得＂本從亻聲，該字形將形符訛變成｀｀；｀＇＼ S.388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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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昧者，欲知 7 得諸叱 8 隣尼 9 三昧、首楞嚴 10 三昧、海寳 11 三昧、

月幢 12 三昧、諸法普至三昧、覯印三昧、真法性三昧、作元 13 口（垢）

幢三昧、金剛 14 三昧、諸法普 15 入門三昧、三昧王三昧、王印 16 三

昧、力凈三昧、月童〔幢〕三昧、諸法所入真辯 17 才 18 三昧、諸法

言所入照十方三昧、諸法尼隣尼門印三昧、不忘諸法三昧、諸法都

聚 19 印三昧、虛空所止 20 三昧、凈三昧、處 21 三昧、不口（是）神

名要錄》｀｀得、 ． ：右字形雖別，音義是同。古而典者居上，今而要者居下＂。中國

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英藏敦煌文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

冊第 174 頁。以下字形相同者不復出校。

5 奮，原卷作｀，國＂，俗字。

6 迅，原卷作｀｀III."]"' 俗字。
7,｀知＂字，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編纂《大正新亻奇大藏經》（柬京：大藏經刊

行社， 1924-1932 年；略作《大正藏》）無，原卷｀＇知＂字當是衍文。

8 F也，《大正藏》作｀｀陀＂。按，《集韻》：｀｀陀，本作地，或作哆。＂見《康熙字典》，

北京：中華書局， 2010 年，第 1348 頁。該寫卷中皆錄作｀｀隠＂。

9 尼，原卷作｀｀凡＂。按，顔元孫《千祿字書》（前揭，第 17 頁）： ｀庄、尼：上俗，下正。＂
以下很直錄作｀｀尼＂，不復出校。

10 嚴，原卷作｀｀匱3＂，俗字。

11 寶，《大正藏》作｀｀竇＂。按，顔元孫《千祿字書》（前揭，第 42 頁）： ｀｀寳、寶·

上通，下正。＂下文皆按照原文錄作｀｀寳＂，不復出校。

12 慬，原卷作 咽鶿，俗字。按，在敦煌寫卷中，俗書｀｀巾＂旁與｀｀，t" 旁常不分，

所以｀｀幢＂俗書寫作｀｀憧'\《龍龕手鏡·心部》：｀｀憧，昌容反，往來兒也。又俗宅江

反，憧幡，正作慬。＂北京：中華書局， 1985 年，第 54 頁。
13 元，《大正藏》作｀｀無＂。該寫卷｀｀無＂皆作簡體｀｀元＂。

14 剛，原卷作｀｀圏'\俗字。

15 普，《大正藏》作｀｀所'\

16 印，原卷作｀乜囹',俗字。以下字形相同者不復出校。

17 辯，原卷作｀E壓''俗字。

18 才，原卷作｀｀EEi", 俗字。

19 聚，原卷作｀口囹'\俗字。以下字形相同者不復出校。

20 止，原卷作'``=:]''。按，顔元孫《千祿字書》（前揭，第 36 頁）： ｀｀、止：上通，

下正。＂

21 處，原卷作 t蹈''。按， S.388 《正名要錄》： ｀｀處、 11111 : （上）正，（下）相承用。＂
（前揭《英藏敦煌文獻》第 2 冊第 170 頁）｀｀困＂字形是在｀＇·i" 字形基礎上增加了末

筆一｀｀、＇＼以下字形相同者不復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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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三昧、作上幢三昧，菩薩 22 欲得是諸三昧門及餘 23 三昧者，噹學

般若波羅蜜。＂

須菩提白佛言： ｀｀唯氕世尊！菩薩摩訶薩欲滿 25 一切 26 衆生

之所願 27 者，當學般若波羅蜜；菩薩欲具足 28 諸功 29 德，持是具

足之德不墮 30 罪處，亦 31 不生卑 32 賤 33 之家，亦不在羅漢、辟支 34

佛地住，亦不為菩薩頂諍，當學般若波羅蜜。＂

舍利弗語須菩提言： ｀｀云何為菩薩頂諍？ " 

須菩提赧 35 言： ｀｀菩薩摩訶薩不以酒怠拘舍羅行六波羅蜜，復 36

不以湣怠拘舍羅趣 37 空、元想、元願三昧，亦不 38 墮聲聞、辟支佛玭，

亦不順 39 菩薩道，是為菩薩頂諍。＂

舍利弗問須菩提： ｀｀何以故名為菩薩頂諍？ " 

22 薩，原卷作｀＇圈＂，俗字。以下字形相同者不復出校。

23 此列最後多出｀｀壹拾''二字，表示寫經書寫的列數。下文在｀｀二十'\ `｀叁拾'\ `｀肆

拾'\'在拾'\'犛拾'\ `｀柒拾'\ `｀捌拾'\ `｀玖拾'\ `｀壹佰'\ `｀貳佰'\ `｀叁佰伍＂列的

末尾皆有標示。

24 唯，原卷作 沒碧'\俗字。以下字形相同者不復出校。

25 滿，原卷作 噴酮'\俗字。

26 切，原卷作｀｀穩圍'\按，｀｀切＂本從刀七聲，在敦煌寫奉中筌符｀｀七＂常訛寫作｀｀十＂。

顔元孫《千祿字書》（前揭，第 61 頁）：节國、切：上通，下正。＂

27 願，原卷作｀｀匱訂',類化俗字。以下字形相同者不復出校。

28 足，原卷作｀乜叮。按， S.388 《正名要錄》： ｀｀足、 匽］ ：（上）正，（下）相承用。＂
（前揭《英藏敦煌文獻》第 2 冊第 172 頁）以下字形相同者不復出校。

29 功，原泰作｀｀匡机＂俗字。按，＇｀功＂本從力從工，工亦聲。敦煌寫泰中常常將｀｀力＂

訛寫作｀｀刀'\顔元孫《千祿字書》（前揭，第 13 頁）：項园、功：上俗，下正。"

30 墮，原卷作｀｀圏'\俗字。以下字形相同者不復出校。

31 亦，原卷作｀＇E2'＼俗字。以下字形相同者不復出校。

32 卑，原罨作｀｀圏'\俗字。

33 賤，原卷作｀＇唧＂，俗字。
34 支，原卷作｀＇図'\增筆俗字。以下字形相同者不復出校。

35 赧，原卷作｀E囷'\俗字。以下字形相同者不復出校。

36 復，原卷作｀＇鴟J"' 俗字。按，該字形亦是將左部件｀才＂訛寫作｀｀；｀＂。

37 趣，原卷作｀乜國＂，俗字。
38,｀亦不＂二字，《大正藏》無。

39 順，原卷作｀｀圈］＂，俗字。以下字形相同者不復出校。



华林4.1－2022.2.10.indd   330 22/2/16   10:46

330 周慧

須菩提赧言： ｀｀所謂法愛 40 是。＂

問言： ｀｀何等（為） 41 法愛？ " 

須菩提（赧） 42 言： ｀｀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入菸 43 五陰 44'

計校 45 五陰空、元想、元願，是為順法愛；入矜五陰，計校五陰空

寂汽元常、苦、空、非我，是為菩薩法愛。計校言：＇當滅 47 五陰。

是元為證、是非證，是成道、是不成道巴是着叭是斯汽是可

習叭是不可習，是菩薩行、是非菩薩行，是道、是非道，是菩

薩學、是非菩薦學，是六波羅蜜、是非六波羅蜜，是i區悉拘舍羅、

是非 i區怠拘舍羅，是菩薩得 52 順法愛。'"

須菩提語舍利弗言： ｀｀菩蔬行般若波羅蜜，入法中計校分 53 別，

是為菩薩得 54 順法愛。＂

40 愛，原卷作 节困'\俗字。以下字形相同者不復出校。

41,'為＂字，原卷無，《大正藏》有此字。

42,｀赧＂字，原卷無，《大正藏》有此字。

43 菸，原奉作｀冝3'' 。按，顔元孫《千祿字書》（前揭，第 18 頁）：｀｀於、菸：上通，
下正。＂以下字形相同者不復出校。

44 陰，原卷作 澶~",俗字。以下字形相同者不復出校。

45 校，原卷作｀扭U"。按，顔元孫《千祿字書》（前揭，第 54 頁）：｀｀技、校：上比

技，下校尉。＂在敦煌寫卷中，｀｀木＂旁和｀｀才＂旁互混情況普遍。以下字形相同者不

復出校。

46 寂，原卷作 "ID", 俗字。按，缺｀｀豕＂旁右邊跟｀｀人＂字形近的兩筆，表示家

中無人。具體參見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0 年，第 140 頁。

47 滅，原罨作｀＇囟'\俗字。按，敦煌寫罨中｀｀ f\ ｀｀ i" 常常互混。以下字形相

同者不復出校。

48,＇是不成道＂四字，《大正藏》無。

49 著，原卷作｀七配'\以下字形相同者不復出校。

50 新，《大正藏》作｀｀斷＂。該寫卷中｀｀斷＂皆作簡體｀｀斯＂。按，顔元孫《千

祿字書》（前揭，第 39 頁）：汀犀區、斷：上俗，中通，下正。＂
51 習，原卷作｀＇匱]"'俗字。按，｀｀習＂本從羽從白，該字形將下部件｀｀白＂訛變

為｀｀曰＂，敦煌寫卷中多作此形。這一訛變原因可歸結為｀｀隸變＂，｀｀習＂小篆作｀｀囂＂，

經過隸變后，下部件訛變成｀｀曰＂。

52,｀得＂字，《大正藏》無。

53 分，原卷作 t氐］＂，俗字。
54,｀得＂字，《大正藏》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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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弗語須 55 菩提言： ｀｀何等為菩薩順道？ " 

須菩提赧言： ｀＇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不以內空 56 觀外空，不以

外空觀內空；不持內外空覯空空，亦 57 不持空空觀內外空；亦不以

空空觀5 大空，亦不以大空觀」空空；亦不以大空觀亙最 60 第一空，

最第一空亦不觀卫大空；第一空亦不觀』有為空，有為空亦不觀第一

空；亦不持有為空觀4元為空，亦不持元為空覯有為空；亦不持元為

空觀元邊際空，亦不以元邊際空甑作空；作空亦不空〔歲〕性空，

性空亦不覯作空；作空亦不觀自空，自空亦不覯性空；自空亦不觀4

諸法空，不持諸法空觀自空；諸法空亦［不］概元空，元空亦不觀

諸法空；諸法空亦不覯有空，有空亦不覯元空；有空亦不觀4元有空，

元有空亦不覯有空。舍利弗！菩薩作是行般若波羅蜜，轉上便應菩

薩之道。＂

｀｀復次，舍利弗！菩薩作是學般若波羅蜜，不念 62 五陰，亦不

貢高，亦不念眼、耳、鼻 6\ 口庄身、意，不念色、聲、香、味、細、

滑法，亦不念六波羅蜜乃至佛十八法，亦 65 不念，亦不貢高，作是

學般若波羅蜜。亦不念道意妙元与 66 等者，亦不念，亦 67 不漬高。

所以者何？是意、非意，［意］性廣大而清淨故。＂

55,｀須＂字，其左部件｀＇多＂在該寫卷中有四種演變形式：｀＇鼴'\`＇嚀'、`'匾l" 和｀＇暉＂。

56 內空，內之六根無神我也。吉藏 (549-623) 所撰《仁王般若經疏》奉一說：｀｀內

空者，所謂內六入無神我。＂《大正藏》編號 1707, 第 33 冊第 326 頁上攔第 24 行。

57,｀亦＂字，《大正藏》無。

58 概，《大正藏》作｀｀見＂。

59 概，《大正藏》作｀｀見''。

60 最，原卷作｀乜目'\俗字。

61 輒，《大正藏》作｀｀見''。

62 念，原卷作｀｀琿::I"' 俗字。
63 鼻，原卷作｀｀圈'\俗字。按，顔元孫《千祿字書》（前揭，第 46 頁） ：｀｀U、鼻：上通，

下正。"

64 口，《大正藏》作｀｀舌＂。
65,＇亦''字，《大正藏》無。

66 与，《大正藏》作｀｀與＂，該寫卷中｀｀與＂皆作簡體｀｀与＂。
67,' 亦＂字，《大正藏》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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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弗問須菩提言： ｀｀云何意性廣大而清淨？ " 

須菩提赧言：｀｀菸娃、怒、癡，亦不合，亦不散；不与塵 68 垢 69 合，

亦不散；不与惡 70 行及六十二見合，亦不散；亦不与聲聞、辟支

佛意合，亦不散；是為菩薩意性廣大而清淨。＂

舍利弗復問言： ｀｀意為有耶？言是意、非意。＂

須菩提赧言：｀｀意元所念時，有意、元意寧可得、可見、可知不？ " 

舍利弗赧言： ｀｀唯，須菩提！不可得，不可見，不可知。＂

須菩提語舍利弗： ｀｀若意元念時，亦不見有意，亦不見元意；亦

不可得，亦不可見；是故則 71 為清淨。"

舍利弗問須菩提： ｀｀何等為元意意？ " 

赧言： ｀｀於諸法元作、元念，是為元意意。＂

舍利弗復問： ｀｀元為、元作亦是意耶？菸五陰，元為、元作亦復

是意耶 72? 乃至道元為、元作亦是意耶？ " 

須菩提栽言： ｀｀如是，如是！如所問。＂

是時，舍利弗讚嘆 73 須菩提言： ｀｀善哉，善哉！如須菩提為是

佛子，為從佛生，為從法化生，則為法施巴非為思欲施，隨其證

而為說法，實如佛所舉，樂空寂行第一。菩薩摩訶薩蕾作是學般若

波羅蜜，便為阿惟越致 75' 終不離般若波羅蜜。菩薩欲學知聲聞、

辟支佛地，當學般若波羅蜜，當受、當習、當持。欲學菩薩地，當

學般若波羅蜜，雷讀、當學、當持、噹習。何以故？ 《般若波羅蜜》

中廣說三乘 76 之教，菩薩摩訶薩、聲聞、辟支佛（亦） 77 雷從是中

68 塵，原卷作｀＇廎'\增筆俗字。

69 垢，《大正藏》作｀｀勞＂。

70 惡，原奉作｀乜蝨＂，俗字。

71 則，《大正藏》作｀｀即＂。

72,｀耶＂字，《大正藏》無。

73 嘆，《大正藏》作｀｀歎'\按，｀｀嘆＂同｀｀歎＂。

74 施，原卷作｀｀區:;J"' 俗字。按，該字形似｀｀拖＂字，而此處當是｀｀施＂字。敦煌

寫卷中｀｀施＂字常作此形，當據上下文加以判斷。

75 致，原奉作｀，國3＂，俗字。

76 乘，原卷作｀'e.J", 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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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學成。＂

《摩訶般若波羅蜜本元品》第十一（此《放光經》有廿卷 78 合

九十品）

是時須菩提白佛言： ｀｀世尊！如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我亦不覺有

菩薩，亦不見菩薩。噹為何等菩薩說般若波羅蜜？當教誰？不見諸

法終始，云何當為菩薩作字言菩薩也 79? 世尊！是字初不住、亦不

不住。所以者何？是字亦不見、亦不可得。世尊！我亦不見五陰終

始，云何當為菩薩作字？是故，世尊！是字不住，亦不不住。世尊！

我亦不見六情、六衰終始，當云何為菩薩作字？是字不住，亦不不

住。所以者何？是字亦不可見，亦 80 不可知。云何為菩蓖建字？是

字亦不可見，亦不可知，是字亦 81 不住，亦不不住。世尊！亦不見

十八性，亦不見十二因 82 緣終始。世尊！我亦不見十二因緣生滅根

本，亦不見娃、怒、癡終始，亦不見六十二見，亦不見六波羅蜜終

始，亦不見吾我人壽命終始 83, 亦不見（命） 84 衆生終始，亦不

見三十 85 七品，空、元想庄元願，四禪、四等、四元色 87 禪之終始，

佛志汽法志、僧志、戒 89 志、施志、天志、安般志、死 90 正志終始，

亦不可得見。我亦不見佛十八法終始。世尊！五陰如夢、如響叭如

77,｀亦＂字，原卷無，《大正藏》有此字。

78 奉，原卷作｀｀區國＂，俗字。

79 也，《大正藏》作｀｀耶''。
80,＇亦＂字，《大正藏》無。

81,＇亦＂字，《大正藏》無。

82 因，原卷作｀廿瓣',俗字。

83,｀亦不見吾我人壽命終始＂，《大正藏》作｀｀亦不見吾我，亦不見人，亦不見壽＂。

84 命，原卷無，《大正藏》有此字。

85 三十，原卷作｀'~"，該字形為｀｀三十＂的合文。

86 想，《大正藏》作｀＇相＂。

87 色，原卷作｀'rEJ", 《大正藏》作｀｀形＂。按，該字形是隸變所致。

88 志，原卷作｀＇臨'\俗字。

89 戒，原罨作｀E訂',俗字。

90 死，原卷作 它因＂，俗字。

91 響，原卷作 沮顫',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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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如影、如幻、如災、如化，終始不可得寂靜，不生不滅終始，

不着不斬終始。及如法性真際終始，皆不可見。世尊！我亦不見善

惡之法終始，我亦不見有為、元為、有漏、元漏之法 92 終始。世

尊！我亦不見蕾來＼過去、今現在之終始，我亦不見不當耒、不

過去、不現在法之終始。我亦不見世尊終始，我亦不見十方恒邊沙

國土，諸如米、元所着、等正覺，諸弟子及菩薩衆終始。世尊！諸

法之終始尚不可得、不可見，蕾教何等菩薩？蕾為誰說般若波羅蜜？

見字亦不住，亦不不住，是字不可得知，亦不可得，亦不可見，是

故字亦不住，亦不不住，何為菩薩作字？何以故？世尊！諸法之如

終始，不可見，故當云何為菩薦作字？何以故？諸字法皆不口（可）

見，亦不可得。世尊！菩薩者，合數建字法，亦元有与作字者。五陰、

十八性、十二衰、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亦元有与作字者。世尊！

譬 94 如如字，夢、響、光、彩、災、化名虛空。世尊！譬如言地、水、

火、風、空，亦元有与作字者；言戒、三昧、智慧、解脫見解、脫慧，

是字亦元有与作字者；言須尼洹、斯池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

佛，其字亦元有与作（字） 95 者。言菩薩、言道，言佛、佛法，其

字亦元有与作者。言善惡；言有常、元常，苦樂有我、元我；言寂

靜；元所有其字元有与作者。以是故，我狐 96 疑。所以者何？諸法

終始不可得見而為菩薩作字。世尊！是字亦不住於諸 97 法性。何以

故？是字元所有，不可得，是故字亦不住，亦不不住。若菩薩摩訶

薩聞作是說般若波蘸蜜，不恐叭不悔、不懈叭不怠、不恐、不怖，

92,｀法＂字，《大正藏》無。

93 來，《大正藏》作｀｀來'\該寫卷中｀｀來＂皆作簡體｀｀來＂。

94 譬，原卷作｀＇圄'\俗字。
95,｀字＂字，原卷無。

96 狐，原卷作｀擡図＂俗字。

97,＇諸＂字，《大正藏》無。

98 恐，原卷作 唔函',《大正藏》作｀｀惋＂。按，此處作｀｀惋＂更恰當。

99 懈，原卷作 噴醌＂，俗字，同｀｀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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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知是菩薩審 100 諦住阿惟越致地，住（菸） 101 元所住。＂

｀｀復次，世尊！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色、痛、想、行、識不蕾

菸中住，眼、耳、鼻、口 102、身、意不當菸中住，色、聲、香、味、

細、滑 103 法不當菸中住，六識不當菸中住，六戒 104 不當菸中住，

六痛 105 不噹於中住，地、水、火、風、空、識不當菸中住，十二

因緣不當菸中住。何以故？以色、痛、想、行、識空故。世尊！若

五陰空者為非五陰，（五陰） 106 亦不離空，空亦不離五陰，空則是

五陰，五陰則是空。是故，世尊！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不噹

菸五陰中住，乃至十二因緣亦不當泠中住。何以故？十二因緣空故。

十二因緣則是空，空則是十二因緣。

｀｀復此，世尊！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三十七品乃至佛十八

法不當菸中住。佛十八法亦不離空。空則十八法，十八法是 107 則空，

（是） 108 故不當菸中住。＂

｀｀復次，世尊！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六波羅蜜不當菸中

住。何以故？六波羅蜜不空，則非六波羅蜜。六波羅蜜不離空，

空亦不離六波羅蜜。是故，世尊！菩薦不當菸六波羅蜜中住。＂

｀｀復次，世尊！菩薩（摩訶薩） 109 行般若波羅蜜，文字數不噹

於中住。文字數若多、若少，不當菸中住。何以故？文字所〔數〕

空故。＂

｀｀復次，世尊！行般若波羅蜜菩薩，神通亦不噹菸中住。何以

故？神通則是空，空則是神通。＂

100 審，原碁作｀國打',俗字。

101,｀淤＂字，原卷無。

102 口，《大正藏》作｀｀舌＂。

103 滑，原卷作｀｀[iffi"' 俗字。

104 戒，《大正藏》作｀｀栽＂，此處疑《大正藏》誤。

105 痛，《大正藏》作｀＇覺＂。

106,｀五陰''二字，原卷無。

107,＇是＂字，《大正藏》無。

108,＇是＂字，原卷無。

109 原卷無｀｀摩訶薩＂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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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世尊！行般若波羅蜜菩薩，色、痛、想、行、識元

常，不當菸中住。何以故？元常空故。假令元常不空，則非元常，

空亦不離元常。元常則是空，空則是元常，是故菩薩不噹菸中住。

五陰苦、五陰元我亦不當菸中住，五陰空亦不當菸中住，五陰寂

靜亦不當於中住。＂

｀｀復次，世尊！行般若波羅蜜菩薩，如不雷於中住，法及法性不

當菸中住，真際不當菸中住。＂

｀｀復次，世尊！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諸三昧門、隠隣尼門不蕾於

中住。世尊！菩薩摩訶薩元有i區怠拘舍羅，作吾我想，着（菸） llO 五

陰，有仍 lll 五陰受般若波羅蜜，亦不順般若波羅蜜，不得具足般若

波羅蜜，便不能得出生薩云若。＂

｀｀復次，世尊！菩薩行般若波羆蜜，着於吾我想，住菸諸隠隣尼

三昧門，以想識求F也隣尼三昧門，又復有仍受般若波羅蜜，亦不應

不順般若波羅蜜，不得具足般若波羅蜜，不能得出生薩云若。何以

故？不受色、痛、想、行、識故。不受五陰，則非五陰。所以者何？

其性空故。諸陪隣尼三昧門不受，不受則非沌隣尼三昧門，其性空

故。乃至般若波羅蜜亦復不受，本性空故。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

蜜，當觀4性空之法。雖覯菸諸法，不當使有所着，是名為菩薩摩訶

薩元所受三昧。積聚廣大元限之用，諸羅漢、辟支佛所不能及。薩

云若亦不受，乃至內外空及有元空亦不受。何以故？不可以 112 想行

故。所以者何？想行有垢故。何等想？五陰想、三昧想是謂垢想。

當作是受，當作是念。不佘者，異道人先尼終不有信泠薩云若慧。

何等信？信於若 113 般若波羅蜜，不以想信解受持觀其所應，亦不以

想，亦不以元想。作者〔是〕不受想，先尼得解信要，便得度空性

之慧，不復受色、痛、想、行、識。所以者何？以見解空想之法。

110,｀淤＂字，原卷無。

111 仍，原卷作｀，盧',以下字形皆同。

112 可以，原卷二字顛倒，徑直改出。

113,'若＂字，《大正藏》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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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故？亦不於內見慧，亦不菸外見慧，亦不離內外事見慧。何以

故？亦不見法雷有可識知者，亦不於內五陰見慧，亦不於外五陰見

慧，亦不離五陰見慧。以是因緣，先尼得解。得解已 114' 便得信要

菸薩云若。是謂比諸法等信（以） 115 為證，而不見諸法。先尼作是

解脫以 116, 便於諸法元所受，不想不念故。是法亦元有得者，亦元

有受者，亦元有解者。是法亦非受，亦非持，亦不可獲 117, 亦元有念，

一切諸法皆元念故。世尊！菩薩摩訶薩所以菸般若波羅蜜通達米往

菸彼此岸者何？於諸法元所受。不受色、痛、想、行、識者，於諸

法元所受故。乃至三昧、隠隣尼門元所受，菸諸法亦元所受，不具

足三十七品，佛十力，（佛） 118 十八法不共，終不中道般泥 119 洹。

何以故？三十七品、非三十七品，乃至佛十八法、非十八法。是法、

非法，亦不非法，是為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不受吾陰。＂

｀｀復次，世尊！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當作是概： ｀言何許

是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為是誰？誰有是般若波羅蜜？＇菩薩行

般若波羅蜜，當復作是念言：＇不可得法，不可見法非為般若波羅

~'" 虫 o

於是舍利弗問尊者須菩提言：｀｀賢者！何等法不可得，不可見？ " 

須菩提赧言： ｀｀檀 120 波羅蜜不可得，不可見。孱、尸、惟逮 121 、

禪，般若波羅蜜 122, 亦不可得，亦不可見，以外空、內外外〔空〕

114 已，原卷字形作｀｀巳＂。按，敦煌寫卷中｀｀已'\ `｀巳'\ `｀己＂三字形互混，需據

上下文判斷。

115,｀以＂字，原卷無。

116 以，《大正藏》作｀｀已＂。按，敦煌寫卷中，｀｀以＂和｀｀已＂互混情況較多見。

117 獲，原卷作｀＇卹'\俗字。

118,｀佛''字，原卷無。

119 泥，原卷作｀｀躡I", 俗字。

120 檀，原卷作＇罩'\《大正藏》作｀｀般若'\以下相同字形不復出校。

121 逮，原卷作 博U"。按，顔元孫《千祿字書》（前揭，第 49 頁） ：｀｀逮、逯：上

及也，徒計反；俗音徒再反，非也。下人姓，音錄。"

122'嘉、尸、惟逮、禪，般若波羅蜜＂，《大正藏》作｀｀禪、惟逮、孱、尸，檀

波羅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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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元空故。五陰亦不可得見，三十七品，佛十八法，神通，亦不

有，亦不可得見。法性、法（性） 123 住、真際、佛薩云若，亦不有，

亦不可得見，以內外空，有元皆空故。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

波羅蜜，若作是觀，作是念，意不倦、不厭 124、不恐、不怖，當

知是菩薩終不離般若波羅蜜。＂

舍利弗問尊者須菩提： ｀｀何以當知菩薩不離般若波羅蜜？ " 

須菩提赧言： ｀｀如色之狀 125 貌 126 離色，如痛、想、行、識狀貌

（離） 127 痛、想、行、識；如檀波羅蜜狀貌離檀波羅蜜；如 128 般若

波羅蜜狀貌離般若波羅蜜，乃至佛十八法，乃至真際，亦復如是。"

舍利弗問須菩提言： ｀｀五陰狀貌何類 129? 六波羅蜜、佛十八法，

狀貌何類？法性及如、真際，其狀貌何類？ " 

須菩提赧言：｀｀五陰元所有之狀貌。（六波羅蜜，佛十八法，真際，

亦無所有之狀貌） 130 其類非物之類。舍利弗！是故當如五陰狀貌離

五陰，如六波羅蜜狀貌離六波羅蜜，乃至真際亦復如是。五陰離五

陰想，乃至真際亦離其想，相亦離其真際。＂

舍利弗問須菩提言： ｀｀菩薩摩訶薩於中便出生薩云若那？ " 

赧言： ｀｀如所問元有異。何以故？諸法元所出亦元所生。＂

舍利弗又問： ｀｀何以故諸法元所〔有〕生、元有出？ " 

須菩提赧言：｀｀五陰空，亦不見其出，亦不見其生。般若波羅蜜、

佛十八法、真際，亦不見丨其］出，亦不見其生。舍利弗！菩薩摩

訶薩作是學般若波羅蜜，以漸近薩云若。（以漸近薩云若） 131, 便得

123,｀性＂字，《大正藏》無。

124 厭，原罨作｀p因＂。按， S.388 《正名要錄》:`＇·、 ■ :（上）正，（下）通用＂。
前揭《英藏敦煌文獻》第 2 冊第 172 頁。

125 狀，原卷作 沮~",俗字。

126 貌，原卷作 溍蠻',俗字。

127,'離＂字，原奉為

128 如，《大正藏》作｀｀乃是＂。

129 類，原卷作｀｀圏＂，俗字。

130,｀六波羅蜜，佛十八法，真際，亦無所有之狀貌。＂此句原卷無。

131,，以漸近薩云若＂六字，原卷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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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意相凈。已得身意相凈，便元娃、怒、癡。意強梁，貪意不復生，

意終元六十二見事，終不菸女 132 人腹中生。常得化生，從一佛國至

－佛國，育養衆生，普凈佛國土，至成阿褥 133 多羆三耶三菩，終不

離諸佛世尊。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當作是學、噹作

是行。＂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放光卷第二》

（第二卷中《度五神通品》、《授決品》、《舌相光明品》、《應行

品》、《學品》、《本元品》、《合七品》）

延和八年己巳歲正月九日，白衣弟子廣昌公主元臺稽首，歸命

常住三寳。蓋聞精財靈府終獲如意之寳，寄飯神鉢必蒙天廚之味。

弟子仰感誠言，誓心你篤，故簡紙墨敬寫《八時般若經》一部，即

請僧轉讀校定已訖，庶誦習者獲元上之因，轉讀者證彼岸之杲。冀

以斯福，願七世先靈考妣往魄，普及法界，超癖元生，獲深法忍。

又願弟子捨身、受身護持正法，廣利衆生，高柄常樂。

132 女，《大正藏》作｀｀母＂。

133 褥，原卷作｀｀fl"' 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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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道博物館所藏《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局部，

《 台柬區立書道博物館藏中村不折舊藏禹域墨書集成》 上冊，第 59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