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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博物館藏 

《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講經文》（擬）探析 

張 家 豪
 

一、前言 

    撰寫博士論文「唐代佛傳文學研究」期間，鄭師阿財告知首都博物館藏編號

32.536 號卷背抄寫《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講經文》（擬）乃一佛傳資料，承蒙榮新

江先生提供圖版而得以目睹寫卷；此卷正、背書寫，正面書《大般涅槃經》卷二

十五，背面為佛傳故事，余欣、王素、榮新江〈首都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經

眼錄〉1（以下簡稱〈經眼錄〉）著錄此卷擬題為《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講經文》

（以下簡稱『講經文』）。    

    按：敦煌變文中演繹佛傳題材的作品，計有 36 件寫本，分別為《太子成道

經》、《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太子成道變文》、《八相變》等 16 種不同文

本，2在今得見總數近百種變文中約佔六分之一；3可見此一題材於當時頗受歡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1
 余欣、王素、榮新江〈首都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經眼錄〉，《首都博物館叢刊》第 18 期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頁 166-174。 
2
 《太子成道經》（P.2299、P.2924、P.2999、S.548、S.2352、S.2682、S.4626、BD.06780）；

《悉達太子修道因緣》（日本龍谷大學藏本、S.3711v）；《太子成道變文（一）》（P.3496、

BD.08579V）、《太子成道變文（二）》（S.4480）、《太子成道變文（三）》（S.4128）、

《太子成道變文（四）》（S.4633）、《太子成道變文（五）》（S.3096）；《八相變（一）》

（BD.03024、BD.08191、BD.04040）、《八相變（二）》（日本寧樂美術館藏本）；《太子

成道吟詞》（P.2440）；《破魔變文》（P.2187、P.3491）；《降魔變文》（P.4524、P.4615、

S.4398、S.5511、胡適藏本、羅振玉藏本）；《難陀出家緣起》（P.2324）；《祇園圖記》（P.2344、

P.3784）；《八相押座文》（P.2440）；《悉達太子押座文》（P.3645、S.5487、S.5892）。 
3
 1954 年周紹良《敦煌變文彙錄》收錄 38 篇變文；1957 年王重民等合編《敦煌變文集》根據

187 個寫本整理出 78 篇變文；1994 年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 12 月）新增八篇，達 86 篇變文；1997 年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增入俄藏《須大

拏太子好施因緣》、寧樂美術館藏《八相變》、《太子成道吟詞》及《妙法蓮華經講經文》

二種。據項楚、張涌泉執行中的『敦煌變文全集』計畫（2014 年中國國家社科基金重大專案）

所據寫本已近 300 件。張涌泉〈新見敦煌變文寫本敘錄〉（《文學遺產》2015 年第 5 期）其

中包括《孟姜女變文》、《舜子變》、《破魔變》、《降魔變文》、《維摩詰經講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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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故講唱者樂於將教主事蹟作為弘法佈道之用，乃有佛傳變文系列的形成。 

    首都博物館藏『講經文』亦以佛傳為題材；相較目前可見之佛傳變文資料，

〈經眼錄〉認為『講經文』內容與其「文字和行文風格均有顯著不同，可見前者

係變文系統，後者為講經文系統」，可能為首件太子成道題材之講經文，「若然，

則此寫本為寰宇孤本，其價值之高不言而喻」4。 

    然而講經文當有其特有之體制特徵，1934 年向達〈唐代俗講考〉最早使用

「講經文」名稱並說明其體裁「大都引據經文，偈語末總收以『□□□□唱將來』

之格式。敷衍全經者為多。」5之後，王重民認為講經文是由三個部分組成，一

是經文、二是講經、三是唱詞。6日本的福井文雅也認為講經文組成是在「『經‧

白‧唱』的標準模式下輪過一輪又一輪，在經典文本完成解說前，將不斷地循環

下去。」7平野顯照更明確的指出講經文的基本結構說：「講經文的文章結構，

開始是幾句經文，接著以散文（說白）形式來解釋經文，最後以韻文（詩歌）形

式來作一個終結，這種過程重複數次而完成一個佛典的講釋，這是講經文的基本

構成。」8金岡照光也認為「靈活配用『經』、『白』、『唱』這三種主要的構

成要素，開展並持續下去的即是講經文之基本形式。」9可見學界對講經文的體

制有其基本共識，即張鴻勳所指：講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韻文，散說前「必

定引出所要解釋部分的原經文一段或幾句。」10散韻交錯是講唱文學的共性，而

引據經文，逐句解說，是講經文之所以為講經文的充分必要特徵；然而檢閱首都

博物館藏『講經文』全文未見引據經典原文，與學界認知的講經文明顯有所差異，

其究竟為何？當有待進一步探究。有鑒於此，本文擬從外在體制及其內容依據，

試加辨析。 

                                                                                                                                                             

《搜神記》等原有篇目卷號的增補，及《佛說八相如來成道經講經文》、《妙法蓮華經講經

文》、《太子成道經押座文》、《妙法蓮華經押座文》、《盂蘭盆經押座文》等五種新發現

的變文寫本及疑似變文寫本。 
4
 余欣、王素、榮新江〈首都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經眼錄〉，頁 168。 

5
 向達〈唐代俗講考〉，《燕京學報》第 16 期，1934 年 12 月，後收入《敦煌變文論文錄》（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頁 52。 
6
 王重民〈敦煌變文研究〉，原載《中華文史論叢》，1981 年 5 月，後收入《敦煌變文論文錄》，

頁 290。 
7
 福井文雅〈講經儀式の組織內容〉，收入《講座敦煌 7  敦煌と中国仏教》（東京：大東出版

社，1984），頁 367。 
8
 平野顯照著、張桐生譯《唐代的文學與佛教》（臺北：業強出版社，1987），頁 214 

9
 金岡照光《講座敦煌 9  敦煌の文學文献》（東京：大東出版社，1990），頁 37。 

10
 張鴻勳《敦煌說唱文學概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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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賢研究述評 

最早披露此件寫本的是 2004 年余欣、王素、榮新江合撰之〈經眼錄〉，將

此件寫本擬題作『講經文』，蓋因寫本首句有：「適來都講所暢（唱）經云道：

《佛說如來八相成道經》者」，是知內容當係講述《佛說如來八相成道經》，且

符合通俗講經時都講唱釋經題之儀式，故認定此件為「講經文」；11爾後學者多

沿用此擬題。此外，〈經眼錄〉還對此寫卷進行文獻概述，提供此寫卷之相關資

料，說明寫卷外側包覆一立法院稿紙，稿紙內容為收藏者 1951 年 12 月 10 日之

題記，以此推測收藏者乃一舊官僚，又結合寫卷用印與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津藝

207《大般涅槃經》卷第 17 同樣鈐有「顧二郎印」，指出收藏者可能為曾任袁世

凱總統府顧問、內務部參事等職之顧鼇，考證甚詳。〈經眼錄〉敘錄此卷後，惜

未見有進一步之討論。 

2014 年張涌泉開始執行『敦煌變文全集』編纂計畫，乃廣收變文材料，於

2015 年特撰〈新見變文寫本敘錄〉12一文，敘錄新見變文寫卷，其中引用〈經眼

錄〉之介紹，說明『講經文』為新見之變文。同年，葉渡發表〈館藏敦煌寫卷三

事〉，13就首都博物館藏敦煌寫卷《佛說藥師經》（32.1324 號）後段署名「何

遂」之跋語，與『講經文』附帶的立法院稿紙字跡進行比較，認為在字形結構、

筆法、筆意特徵皆相符，同樣出自官員兼古物收藏家何遂（1888-1968）之手，

何遂於稿紙中提及「此卷為敦煌精品之一，亦古鑒齋主人以善價得自德化李木齋

氏身後所售出者」，可見「古鑒齋主人」是卷子的收藏者，葉氏指出「古鑒齋」

為李培基（1886-1969）齋號，故經由此文與〈經眼錄〉之考察可知此卷曾經由

顧鼇、李培基先後收藏。 

2016 年段真子〈首都博物館藏《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講經文》考〉14依據榮新

江提供之圖版進行斷句與錄文，首次完整呈現寫卷文本，並考察寫卷正、反兩面

                                                           
11 〈經眼錄〉指出：「都講，漢魏以來釋氏講經，以一人唱頌並設難發問，另一人講解經義並

答問，前者誦經議論，即都講，後者主講經文，稱為法師。俗講僧中唱頌經文者，亦稱都講 。」

「故由『適來都講所暢經』云云，可知此為講經文。」（余欣、王素、榮新江〈首都博物館

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經眼錄〉，頁 167）。 
12

 張涌泉〈新見敦煌變文寫本敘錄〉，《文學遺產》2015 年第 5 期，頁 147。 
13

 葉渡〈館藏敦煌寫卷三事〉，《首都博物館論叢》，2015 年，頁 192-200。 
14

 段真子〈首都博物館藏《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講經文》考〉，《唐研究》第 22 卷，2016 年，頁

109-130。 



《敦煌學》第三十三輯 

 

136 

抄寫情形，指出正面所抄《大般涅槃經》雖寫卷殘缺，所抄經文亦不完整，乃節

抄《大般涅槃經》卷 25 中五分之四的內容，但背面抄寫之『講經文』「首句所

在位置與文書紙張斷裂處，存在大約 17 行經文的距離，由此推斷，『講經文』

在書寫時，寫經紙張已然斷裂，『講經文』的開篇內容殘缺的可能性不大」，此

外『講經文』的結尾「遠不及紙張末端」，可知背面『講經文』雖僅書寫八相中

的四相，結尾「第五雪山脩道相」有目無文，但內容並未殘缺，抄寫時間當在正

面《大般涅槃經》抄寫之後，且抄寫時寫卷當已殘損；此件僅書寫四相之原因，

段氏推測或紙張不足而未繼續書寫，抑或講經時本只打算講四相內容，而後半則

留待下回講述。 

至於『講經文』所本為何？段氏推測其解釋經題部分有可能是參照唐．慧淨

（578-645）對《溫室經》的講解，再用《注金剛般若經》對「如來」之概念進

行補充；至於『講經文』所述成道故事內容，段氏以為當與其他太子成道題材變

文同本於《佛本行集經》，然未見進一步論述。15段氏雖提及『講經文』之素材

來源並非單一文本，惜未能對解釋經題外的內容來源進行論述。 

此外，段氏對寫卷附帶之稿紙內容中指『講經文』「闡大乘玄蘊」一事，有

所質疑。按：『講經文』有「謹案《方廣大莊嚴經》」一句，而《方廣大莊嚴經》

乃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613-687）奉詔譯，於永淳 2 年（683）譯出，《開元

釋教錄》卷 19、《閱藏知津》卷 9 皆將此經歸於大乘，『講經文』或欲闡大乘

玄蘊，應屬合理。又稿紙內容確實有誤判之處，在於稿紙作者認為『講經文』所

舉佛陀事蹟「實開王勃《釋迦成道記》之權輿，降及宋代道成法師註解王記，尤

多取材於此變文云」。按：此語過於誇飾『講經文』之價值，因王勃（650-676）

為初唐四傑之一，所撰之《釋迦如來成道記》時間當早於『講經文』中所提及之

《方廣大莊嚴經》譯出的年代，王勃不可能見此『講經文』。  

整體而言，有關首都博物館藏『講經文』之研究，自〈經眼錄〉披露、擬題、

考察寫卷流傳開始，至張涌泉再次介紹、葉渡考察所覆稿紙出自何遂之手，補充

了〈經眼錄〉之不足，又經段真子進行錄文與斷句，學者們已勾勒出此卷之基本

形貌與流傳情況；但由於其未見引據經文，故此寫本是否為「講經文」？甚至若

                                                           
15

 段真子〈首都博物館藏《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講經文》考〉，頁 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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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講經文，那麼其所據之經典為何？凡此疑問實有待進一步的探究。 

三、體制分析 

    講經文乃法師對俗眾弘法佈道時用於通俗講經之底稿或聽講紀錄，其體制一

般是先引經文，再據經文敷演講唱。今所知敦煌講經文寫本如︰《長興四年中興

殿應聖節講經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妙法蓮華經講經文》、《維

摩詰經講經文》、《父母恩重經講經文》等皆有相近之體制。朱師鳳玉〈敦煌《妙

法蓮華經講經文》（普門品）殘卷新論〉一文，曾對編號羽 153 號殘卷進行辨析，

因此卷《敦煌秘笈》16擬題作『佛說九色鹿王經變文』，朱師透過現存所有敦煌

講經文歸納其體制，證明羽 153 號殘卷實具有講經文之特徵，並詳審內容，因而

確定此殘卷當擬題作《妙法蓮華經講經文》，其所歸納出講經文判定方法為︰「主

要從催唱經題之有無；是否引據佛經經文，逐句闡釋演述；韻文說解是否採用佛

教轉讀之法等特徵來作為主要參考依據。」17可見講經文須具備「催唱經題」、

「引據經文」及「闡釋經文」之結構，而部分講經文於韻文處標以「吟」、「平」、

「側」、「斷」、「韻」等轉讀音曲之提示符號亦為其特徵之一。18
 

    謹依此判定方法檢視首都博物館藏『講經文』，可知起首確有唱出經題，然

通篇未見引據經文，亦無逐句闡釋演述，茲依其內容將全文結構分析如下︰ 

1 至 6 行 唱出經題 
適來都講所暢（唱）經云道《佛說如來八相成道經》

者……願眾流慈，許垂聽受。 

6 至 19 行 解釋經題 

且《佛說如來八相成道經》者，蓋是題目之義，佛

者，巨暗生死之中……上來所說經題，一門之義已

上釋，自下正釋經文。 

                                                           
16

 吉川忠夫編《敦煌秘笈影片冊二》（大阪：杏雨書屋，2010）。 
17

 朱鳳玉〈敦煌《妙法蓮華經講經文》（普門品）殘卷新論〉，《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 7 號，

2013 年 3 月，頁 57。 
18

 參王小盾〈佛教唄贊音樂與敦煌講唱辭中「平」、「側」、「斷」諸音曲符號〉，收入《佛

經文學研究論文續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頁 442-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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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至 380 行 闡釋經文 

將釋此經，略有八門料簡：第一上生兜率相，第二

降胎誕生相，第三皇宮納妃相……如此八段，文義

不同，未可齊舉，且今當第一上生兜率相，謹案《方

廣大莊嚴經》云：我本師釋迦牟尼……第五雪山修

道相。 

通俗講經有其固定之流程，敦煌 P.3849V.、S.4417 號寫卷載有當時俗講之儀式：

「夫為俗講，先作梵了，次念菩薩兩聲，說押坐了，索唱溫室經，法師唱釋經題

了，念佛一聲了，便說開經了，便說莊嚴了，念佛一聲，便一一說其經題名字了，

便說經本文了，便說十波羅蜜等了，便念念佛讚了，便發願了，便又念佛一會了，

便迴發願取散云云」19，可知俗講主要流程自「作梵及說押座文」始，接著「唱

釋經題」，再「說經本文」，最後「迴向取散」；『講經文』僅抄寫「八相」中

的前四相，尚未抄完，故無法判定是否有「迴向取散」部分。 

    押座文為開題前用以鎮攝四座之吟詞，與講經本文未必相關，一篇押座文可

用於不同變文中，如：《降魔押座文》用於 P.2187《破魔變文》，亦用於 S.3491

《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S.2440 號寫卷則匯抄多首押

座文以備講經前可隨時取用；而『講經文』結構中沒有說押座部分，或於講經時

挪用現成之押座文。20
 

    以上表列前兩部分 1 至 19 行符合俗講流程之「唱釋經題」，在現存敦煌寫

本中最完整且保有講經文標題的 P.3808《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可見相

似的記載云：「適來都講所唱經題，云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序品弟一者。仁

者，五常之首；王者，萬國之尊……此即略明題目」，與『講經文』皆表明由「都

講」唱出經題後，接著逐字解釋經題，目的當為使閱聽者明白所講述經目之主旨。

而『講經文』第 19 行云「自下正釋經文」可知下文即開始闡釋經文，進入俗講

流程中說經本文部分，故可由此進行分段。 

    第三部分 19 行至 380 行「闡釋經文」為講經之主體，在一般講經文中應由

反覆「引經」、「解經」，並以韻、散交錯行文之方式構成，而『講經文』卻未

                                                           
19

 川口久雄〈敦煌出土の『俗講儀式』と略出因縁諸本──我が國說話文學とのかかわり──〉，

《東洋研究》通號 68，1983 年 12 月，頁 2-3。 
20 詳參潘重規〈敦煌押座文後考〉，《華岡文科學報》第 14 期，1982 年 6 月，頁 7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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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有引據經句，首先但見概述八相云：「將釋此經，略有八門料簡」。「將釋此

經，略以○門料簡」21為佛教經疏中分門論述的方式，而律疏、論疏中亦多分門

料簡，顯見『講經文』的分門講述與經律論疏的註解方式其實是一致的。據此可

知其將欲講述的《佛說如來八相成道經》略分為八門，即 19 行至 23 行所述「第

一上生兜率相」、「第二降胎誕生相」、「第三皇宮納妃相」、「第四逾城出家

相」、「第五雪山脩道相」、「第六寶座降魔相」、「第七成登正覺相」、「第

八轉大法輪相」之八相，並云：「如是八段，文義不同，未可齊舉」，是後文當

據八段分段講述，今寫本雖僅抄寫前四相，然依此四相內容所顯示可知在各相之

段落中皆直述佛傳故事而無引據經文，講述者僅將所欲講述的內容濃縮為「八

門」，23 至 380 行乃為闡釋此「八門」而來。 

    由於《佛說如來八相成道經》經由講唱者濃縮為「八門」，未見各段所欲講

釋的經典原文，亦無「唱將來」、「唱將羅」等催唱經文的套語，也不見「吟」、

「平」、「側」、「斷」、「韻」等佛教轉讀之音曲標示，顯然與一般敦煌講經

文結構有所差異。 

    類似情形，在其他敦煌文獻也有所見，其中帶有部分講經文特徵的如：P.2187

《破魔變》首行標題「降魔變押座文」文中未引經文，卻於起首讚文末有「經題

名目唱將來」之催唱經題的套語，接著又載俗講中說莊嚴語云：「已（以）此開

讚大乘所生功德，謹奉莊嚴……」22，與《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以

此開讚大乘所生功德，謹奉上嚴尊號皇帝陛下……」23相似，然此寫卷未引據經

文而直接敷演佛陀降魔故事，且後題作「破魔變一卷」，故學者多將之歸為講述

佛教故事之變文類作品。又 BD.02496（北圖 8444 號，成字 96 號）《目連變文》

（擬），此殘卷計 65 行，首行「上來所說序分竟，自下第二正宗者」，顯然為

講經文中科分三段「序分」、「正宗」、「流通」之結構，然文中並未引經而敷

演目連故事，王重民在〈敦煌變文研究〉一文中認為此殘卷：「頗似講經文；但

                                                           
21 本文使用『CBETA 電子佛典集成』Version 2016，中華電子佛典協會。參見唐．窺基《阿彌陀

經通贊疏》卷 1：「贊曰：將釋此經，略以六門料簡」（CBETA,T37,no.1758,p.329,a25）。唐．栖

復 《 法 華 經 玄 贊 要 集 》 卷 1 ： 「 疏 之 序 分 ， 將 釋 此 經 ， 略 以 六 門 料 簡 」

（CBETA,X34,no.638,p.171,c3-4 // Z1:53,p.172,d12-13//R53,p.344,b12-13）。 
22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531。 
23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頁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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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面不唱經文，所以大家都把它分入變文類」24。然則首都博物館藏『講經文』，

亦未引經而敷演佛傳故事，擬題作講經文是否恰當？當須更深入探討與斟酌。 

    此外，S.6551《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二）》王慶菽據內文詮釋「佛說阿彌

陀經」而擬題，文中載「佛說阿彌陀經，將釋此經，且分三段，初乃序分，次則

正宗，後乃流通……佛說阿彌陀經，梵語母那，唐言名佛……上來所唱阿彌陀經，

唐言無量壽，即是無量壽佛國中行萬行，六波羅蜜……」25，乃根據鳩羅摩什

（334-413）譯《佛說阿彌陀經》敷演，然其未直接稱引經文；周紹良即認為其

與一般講經文體制不合，宜改為「說三歸五戒文」。26雖擬題有所歧異，然此寫

卷內容明確載其將釋《佛說阿彌陀經》，所釋經典確有其經；相較首都博物館藏

『講經文』所講述之《佛說如來八相成道經》諸經藏未收，經錄未錄，其講述者

為何？性質是否為講經文？也是值得進一步探究。 

四、內容探源 

    『講經文』起首：「適來都講所暢（唱）經云道：《佛說如來八相成道經》

者」知其將講說《佛說如來八相成道經》，〈經眼錄〉試圖將之與經題相似的

S.1032 寫卷尾題《佛說如來成道經》相較，認為「與《佛說如來成道經》相差甚

遠，故《佛說八相如來成道經》當非《佛說如來成道經》之略稱，而應別有所本。」

27段貞子亦根據李文潔、林世田〈《佛說如來成道經》與《降魔變文》關係之研

究〉28文中以 S.5649 寫卷為底本校錄之《佛說如來成道經》，與『講經文』兩相

比較，僅「胸前萬字，了了分明」一句相同，29認為無法說明兩者之關係。然而

『講經文』除了提及《佛說如來八相成道經》以外，尚提及唐．地婆訶羅所譯《方

廣大莊嚴經》，二者又有何關係？而今存敦煌寫本有《太子成道經》、《悉達太

子修道因緣》、《太子成道變文》、《八相變》等相同題材的變文，其與『講經

                                                           
24

 王重民〈敦煌變文研究〉，收入《敦煌變文論文錄》，頁 277。 
25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頁 679-705。 
26

 周紹良〈敦煌變文集中幾個卷子定名之商榷〉，收入《敦煌文學芻議及其它》（臺北：新文

豐出版公司，1992），頁 97-106。 
27

 余欣、王素、榮新江〈首都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經眼錄〉，頁 168。 
28

 李文潔、林世田〈《佛說如來八相成道經》與《降魔變文》關係之研究〉，《敦煌學輯刊》

2005 年第 4 期，頁 46-53。 
29

 段真子〈首都博物館藏《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講經文》考〉，頁 129。 



首都博物館藏《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講經文》（擬）探析 

 

141 

文』之關係又如何？也當展開比對，以期有助於『講經文』性質之認定。 

（一）『講經文』與《方廣大莊嚴經》之關係 

    『講經文』雖未引據經文，但於講釋「上生兜率相」時云：「且今當第一上

生兜率相，謹案《方廣大莊嚴經》云：我本師釋迦牟尼佛，於過去無量世時……」，

「謹案《方廣大莊嚴經》」之作用在於說明其所講釋「上生兜率相」乃有所憑據，

當依《方廣大莊嚴經》為本。30按：此經凡 12 卷 27 品，與西晉．竺法護（239-316）

所譯《普曜經》8 卷 30 品為同本異譯，而品有開合，可視為唐代漢譯佛傳經典

之代表。現存有關佛傳內容較完整之漢譯經典如：《修行本起經》、《中本起經》、

《太子瑞應本起經》、《佛所行讚》等皆為唐前所譯，長達 60 卷之《佛本行集

經》乃隋朝開皇 7 至 11 年（587-591）由闍那崛多（523-600）譯出。唐代所譯

佛傳經典較著名者即《方廣大莊嚴經》，此經《開元釋教錄》卷 9 云：「一名神

通遊戲，第四出，與竺法護《普曜經》等同本，見《大周錄》，永淳二年（683）

九月十五日於西太原寺歸寧院譯訖，沙門復禮筆受」31，垂拱元年（685）武則

天作序，在唐代當具一定知名度。 

    考《方廣大莊嚴經》於卷 1「兜率天宮品」至「法門品」確實載有「上生兜

率」諸事云：「爾時佛告諸比丘：『何等名為方廣神通遊戲大莊嚴經典？所謂顯

於菩薩住兜率宮，常為無量威德諸天之所供養，逮得灌頂，百千梵眾之所稱揚，

願力圓滿，能正了知諸佛法藏。慧眼清淨，其心普洽，慚愧知足，正念慧行，熾

然修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方便善巧勝波羅蜜，大慈大悲大

喜大捨。』」32其載菩薩處在兜率宮中，並通過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

智慧，方便善巧而達波羅蜜。而『講經文』「上生兜率相」韻文唱詞所載：「三

代僧祇願力堅，六波羅蜜行周圓，……當初不在諸餘國，示現權居兜率天。」雖

與之略有相似處，但顯然並未引據《方廣大莊嚴經》而逕自對經文進行詮解。 

    此外，『講經文』中「上生兜率相」之內容更多圍繞佛陀本生故事，此事於

                                                           
30

 敦煌寫本 S.3092「《歸願文》附《道明還魂記》」亦在抄寫《歸願文》後有「謹案《還魂記》」

一語，接著抄寫《還魂記》內容，「謹案」作用在說明所述內容有文獻為憑據，亦以《還魂

記》補充說明《歸願文》中地藏菩薩形象改變的原因。參鄭阿財《見證與宣傳：敦煌佛教靈

驗記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0），頁 205-240。 
31

 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 9，（CBETA,T55,no.2154,p.563,c12-13）。 
32

 唐．地婆訶羅《方廣大莊嚴經》卷 1，（CBETA,T3,no.187,p.540,a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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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廣大莊嚴經》卷 1 中較少相應之內容，至卷 2 降生品之詩偈中方提及「往昔

無量拘胝劫，能施所愛妻子等，由彼行檀獲勝報，故得諸天妙花香，自割身肉而

秤之，慈心救彼垂死鴿，復以行檀獲勝報，能令餓鬼得充足」33等事，雖敘述尸

毗王割肉貿鴿之事，卻未明確指出尸毗王之名；因而持與相同題材之變文進行比

對，當是必要的另向思考。 

 首都博物館藏『講經文』 《太子成道經》 

本

生 

我本師釋迦牟尼佛，於過去無量世

時，百千萬億不可計劫，多生波羅奈

國。廣發四弘誓願，直求無上菩提。

不惜身命，常以己身及一切財物，給

施眾生。 

 

慈力王時，見五夜叉，為談（啖）人

血肉，飢火所逼。其王哀愍，以身布

施，餧五夜叉。 

 

忍辱仙人之時，逢歌利王，割截身

體，節節支解，大仙忍受，不生嗔恨。 

 

尸毗王時，割股救其鳩鴿。 

月光王時，一一樹下，施頭千遍。 

 

寶燈王時，剜身千龕，然（燃）燈千

盞，供養十方諸佛。 

 

薩埵王子之時，捨身數度，濟其我

（餓）虎。 

我本師釋迦牟尼求菩提緣，於過去無

量世時，百千萬劫，多生波羅奈國。

廣發四弘誓願，為求無上菩提。不惜

身命，常以己身〔及〕一切萬物，給

施眾生。 

 

慈力王時，見五夜叉，為啖人血肉，

飢火所逼。其王哀�□（愍），以身

布施，餧五夜叉。 

 

歌利王〔時〕，割截身體，節節支解。 

 

 

尸毗王時，割股救其鳩鴿。 

月光王時，一一樹下，施頭千遍，求

其智慧。 

寶燈王〔時〕，剜身千龕，供養十方

諸佛，身上燃燈千盞。 

 

薩埵王子時，捨身千遍，悉濟其餓

虎。 

                                                           
33 唐．地婆訶羅《方廣大莊嚴經》卷 2，（CBETA,T3,no.187,p.548,a28-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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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達拏太子時，廣開大藏，布施一切

飢餓貧乏之人，令得飽滿。兼所有國

城、妻子、象馬、七珍等，施與一切

眾生。 

 

或時為其太子，於波羅奈國，五天之

境，捨身捨命，不作為難。非但一生

如是，百千萬億劫同然，精練身心，

發其大願。 

 

 

悉達太子之時，廣開大藏，布施一切

飢餓貧乏之人，令得飽滿。兼所有國

城、妻子、象馬、七珍等，施與一切

眾生。 

 

或時為王，或時〔為〕太子，〔於〕

波羅奈國，是五天之城，捨身捨命，

給施眾生，不作為難。非但一生如

是，百千萬億劫，精練身心，發其大

願。34 

由上表可知『講經文』與 P.2999《太子成道經》所述本生故事十分相近，僅少數

如：「財物」與「萬物」、「捨身數度，濟其餓虎」與「捨身千遍，悉濟其餓虎。」

等用語增減，或有因襲、或同源；而《太子成道經》有 8 件寫卷，流傳甚廣，又

此本生內容同見於日本龍谷大學藏《悉達太子修道因緣》中，而藏於北圖之《八

相變（一）》起首亦得見此本生諸事且用語近似，可知此段文字當廣泛用於佛傳

系列變文中，『講經文』「上生兜率相」之文字來源或許並非如文中所述「謹案

《方廣大莊嚴經》」，而與當時流行且廣泛運用於佛傳變文之本生素材較為相關。 

    『講經文』所述「第二降胎誕生相」之內容亦非源自《方廣大莊嚴經》，文

中提及「我佛既生兜率天，人稱號『護明』」、「乃喚金團天子，令往下方，選

吾堪託生之邦」等語，而「護明菩薩」、「金團天子」之名顯然自《佛本行集經》

而來；《佛本行集經》乃現今敦煌可見之佛傳經典資料最多者，亦有此經之略要

本出現，35足見當時的流行程度；同以佛傳為題材之 S.4480《太子成道變文》亦

載「如來當時到六欲界天上作護名菩薩，六年治化眾生，六年已必，便使金團天

                                                           
34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頁 434。 
35

 敦煌文獻中有不少《佛本行集經》相關資料如：P.2303V 擬名為《佛本行集經略抄》、P.2837

擬名為《佛本行集經》、P.3317《佛本行集經第三卷已下緣起簡子目號》等。荒見泰史統計今

敦煌可見八種佛傳經典寫本指出：「在敦煌資料裏記載最多的是《佛本行集經》……看來在 9

到 10 世紀的敦煌最普及的佛傳經典是《佛本行集經》。」參氏著《敦煌講唱文學寫本研究》

（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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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配下界」36等相關情節，也取材自《佛本行集經》，故『講經文』此相不採《方

廣大莊嚴經》之說，或以《佛本行集經》為本，亦可能與當時流行之相關變文素

材有關。 

    不過『講經文』所述「第三皇宮納妃相」載：「欲與太子納妃，方便戀絆，

遂召良工巧匠，造戲器并一指環，又於宮門結綵樓，縣（懸）掛珠寶，然後大擊

金鼓……直至七日，有一釋女來至……更邀索手中指環，太子遂即脫與……遂即

以成親事」，其以指環為信物進而成婚之事，情節與《佛本行集經》內容相差甚

遠，卻在《方廣大莊嚴經》卷 4 及唐．義淨（635-713）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

奈耶破僧事》（700-711）卷 3 中得以找到相似情節。《方廣大莊嚴經》經文云：

「乃遣金師多造無憂之器，復以七寶而為嚴飾，擊鼓宣令告迦毘羅城，自知女有

德貌堪為太子妃者，至第七日總集王宮。……爾時耶輸陀羅，侍從圍遶最後而至，

姿容端正色相無雙，諦觀菩薩目不暫捨，怡然微笑而作是言：『獨不垂賜無憂之

寶，將非我身不足採耶？』菩薩報言：『我今於汝誠無所嫌，汝自後來寶器盡耳。』

即脫指環而以與之，其環價直百千兩金。」37故知兩者同樣是擊鼓七日後於王宮

見耶輸陀羅，且皆有贈指環之事，可見『講經文』與《方廣大莊嚴經》仍有一定

程度之關聯。而《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雖云：「時彼太子，先以珍寶

施諸女盡，更無遺餘，獨有一金指環，見耶輸陀羅即舉其指，……即昇師子座上，

從太子指取其指環」38，但未載擊鼓七日後耶輸陀羅見太子事。 

    至於「第四逾城出家」相中由作瓶天子分別化作老人、病人、死人、僧人出

現於東門、南門、西門、北門，無論人物與次第皆可知其源於《佛本行集經》，

又穿插於東門遇老人與南門遇病人間的「淨飯王七夢」為現存佛傳系列變文所未

見，當為『講經文』所述太子成道情節中最為獨特處；此七夢乃太子出家前淨飯

王之夢兆，在佛傳經典中述及者僅有《方廣大莊嚴經》與《佛本行集經》。39今

                                                           
36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頁 486。 
37

 唐．地婆訶羅《方廣大莊嚴經》卷 4，（CBETA,T03,no.187,p.562,a7-21）。  
38

 唐．義淨《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 3，（CBETA,T24,no.1450,p.112,a5-08）。 
39

 唐．地婆訶羅《方廣大莊嚴經》卷 5：「時淨居天欲令菩薩速疾出家，重與父王作七種夢……

命諸大臣而告之曰：『我於夜中作如是夢，汝宜為我喚占夢人令解斯事。』 」

（CBETA,T03,no.187,p.571,a28-b12）。隋．闍那崛多《佛本行集經》卷 15：「爾時，作瓶天

子以神通力，欲令太子發出家心，即於其夜，與淨飯王七種夢相……自拔頭髮，宛轉于地。」

（CBETA,T03,no.190,p.721,a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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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兩經與『講經文』相較，《方廣大莊嚴經》第四夢云：「四者夢見有一寶輪，

從迦毘羅城北門而出。」《佛本行集經》云：「第四所謂夢見雜寶莊嚴一輪，從

迦毘羅城北門出。」『講經文』第 226 行至 235 行敘述七夢而漏抄第四夢，後又

於第 257 行夢醒後占夢時補上「所謂第四夢見雜寶莊嚴一輪，輪轉迦毘羅城出向

北門外者」，其使用「雜寶莊嚴」一詞當自《佛本行集經》而來；又述第七夢時

《方廣大莊嚴經》僅載：「七者夢見離城不遠，忽有六人，舉聲號哭。」而《佛

本行集經》云：「第七夢見，此迦毘羅城外不遠，有於六人，舉聲大哭，號咷流

淚，各以兩手，自拔頭髮，宛轉于地。」『講經文』云：「第七夢，見城外不遠，

有於六人，舉手自拔頭鬒，宛轉於地大哭。」其夢境中六人自拔頭髮並於地大哭

之事，顯然文字與《佛本行集經》更為接近。 

    從以上所論首都博物館藏『講經文』與其行文中唯一提及之經典《方廣大莊

嚴經》之關係，可知兩者於「皇宮納妃相」較為相關，其餘情節在「降胎誕生」

相中述及護明菩薩與金團天子，以及「逾城出家」有作瓶天子之出現，並比對淨

飯王七個夢兆，可能皆源於《佛本行集經》。此與現存一般講經文引用單一經典

之經句後，逐句說解敷演以成篇的樣態有顯著差異。『講經文』之經典來源顯非

單一，乃雜採諸說而改編成文，亦與同題材變文有近似的情節與用語，故有必要

進一步釐清其與相關題材變文之關係。 

（二）『講經文』與相關題材變文之比較 

     敦煌變文中與『講經文』相同題材者有《太子成道經》、《悉達太子修道

因緣》、《太子成道變文》、《八相變》等多種文本，從上文已知『講經文』於

「上生兜率相」敘述本生故事時與同題材變文用語相近，此外，同一相中闡釋兜

率天時，『講經文』之用語與 BD.03024（北圖 8437 號，雲字 24 號）《八相變

（一）》亦相近，此卷有「八相變」三字，當為原有之標題，相關寫卷尚有 BD.08191

（北圖 8438 號，乃字 91 號）、BD.04040（北圖 8671 號，麗字 40 號）寫卷，

比較兩者闡釋兜率天之散文如下： 

 首都博物館藏『講經文』 《八相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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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兜

率天

散文 

兜率陀者，是梵語，漢云是知足天。

兜名少欲，率名知足，此是欲界第

四天也。向說欲界，共有六天：第

一四天王眾天，第二忉利天，第三

須夜摩天，第四兜率陀天，第五樂

變化天，第六他化自在天。如是六

天之內，上則玄極太寂，下則鬧動

煩喧，唯斯兜率一天中間，不寂不

鬧，所以前佛後佛，總補在於此宮。

因茲我釋迦世，亦托生於彼處。當

爾之時有何言語 

未審兜率陀者，是梵語，秦言知足

天。兜名少欲，率是知足，此是欲

界第四天也。況說欲界，有其六

天：第一四天王天，第二忉利天，

第三須夜摩天，第四兜率陀天，第

五樂變化天，第六他化自在天。如

是六天之內，近上則玄極太寂，近

下則鬧動煩喧，中者兜率陀天，不

寂不鬧，所以前佛後佛，總補在依

此宮。今我如來世尊，亦當是處。

40 

從上述「釋兜率天散文」內容比對，可知『講經文』與《八相變（一）》關係密

切，兩者不僅於前述本生故事時文字相似，於解釋兜率天時之諸天次第、用字遣

詞亦幾近相同，而緊接「釋兜率天散文」之韻文唱詞亦近似： 

 首都博物館藏『講經文』 《八相變（一）》 

釋兜

率天

韻文 

三代僧祇願力堅， 

六波羅蜜行周旋。 

百千功德身將滿， 

八十隨行相欲全。 

已向此間來救度， 

具依何處待機緣。 

當初不在諸餘國， 

示現權居兜率天。 

三大僧祇願力堅， 

六波羅蜜行周旋。 

百千功德身將滿， 

八十隨行相欲全。 

未向此間來救度， 

且於何處大基緣。 

當時不在諸餘國， 

示現權居兜率天。41 

『講經文』將此韻文銜接於「釋兜率天散文」之後，而《八相變（一）》則將韻

文銜接於散文之前，兩文本僅散、韻位置互換而已；再比較兩文本韻文亦僅「三

代」與「三大」、「已向」與「未向」、「待機緣」與「大基緣」、「當初」與

                                                           
40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頁 507。 
41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頁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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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之差異，所運用者當為同一韻文唱詞，可知兩文本間或有因襲，或系出

同源之關係。又『講經文』分相時之用語云：「總是[第一]上生兜率相，自下第

二降胎誕生相」，亦頗似 BD. 03024《八相變（一）》寫卷，此卷於敘述欲界六

天後有類似標目之夾注云：「此是上生兜率相，以上總管，自下降[質相]」42，

分相設計亦近似。 

    第二相「降胎誕生」情節『講經文』與《八相變（一）》亦有相似處，此相

先敘太子誕生時瑞相多般，有外道以為其為鬼魅妖精，不得久留，因而開展出阿

斯陀仙人占相、泥神占驗諸情節，『講經文』云：「有臣外道出來：『此是鬼魅，

不得少留……』大王信任，便化作一老臣，越班咨說」，此處段真子指出：「『便

化作』上當有缺文」43，而藉《八相變（一）》所載可知此化作老臣者即為文殊

菩薩，變文云：「當時文殊菩薩密見諸臣不識是出世之仙，恐損傷太子，遂化作

一臣，數越起，超班僅對奏言」44，可見文殊菩薩幻化之大臣建議國王請阿斯陀

仙人占相。至於阿斯陀仙人占相情節中，『講經文』云：「於[是]仙人報淨飰大

王道：『太子胸前万字，了了分明，頂上圓光，暉暉現有』」等語，於 S.4128

《太子成道變文（三）》中亦有相同文句，可見『講經文』與相關題材變文間當

有所關聯。 

    爾後阿斯陀仙人恐國王未能盡信，又建議至城南「泥神」前再次占驗，比較

此一泥神占驗情節，『講經文』與《八相變（一）》及日本寧樂美術館藏《八相

變（二）》亦有相似處： 

 首都博物館藏『講經文』 《八相變（一）》 《八相變（二）》 

泥

神

占

驗 

移走太子馬前，一步一

禮祈罪 

 

咄咄泥龕土像身， 

空將謾語誑時人。 

從此大王禮太子， 

雖是泥神，一步一倒，

直至大王馬前，禮拜乞

罪。佛子 

咄咄泥堪土像身， 

空將昧語誑時人。 

從北大王懷抱子， 

 

 

 

嘀嘀泥堪土像身， 

多將謾語誑時人。 

從北大王懷抱子， 

                                                           
42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頁 507。 
43 段真子〈首都博物館藏《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講經文》考〉，頁 114。 
44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頁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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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牟尼大世尊。 

 

緣何不起出門迎， 

禮拜求哀乞罪輕。 

捨却從來邪見行， 

因茲不作鬼神形。 

泥神被喝當時驚， 

火急連忙出殿庭。 

一步一迴勤禮拜， 

大王一見便生疑。 

大王便問土神言， 

太子有福德仙。 

聖者尋常知善惡， 

今日因何禮拜看。 

泥神却報大王言， 

長大孩兒出世間。 

晈晈胸前有万字， 

紺髮渌文頂上旋。 

輪王不段因孩子， 

玉葉金枝世世傳。 

淨飰大王聞此語， 

不竝尋常偏愛憐。 

長大多應棄父母， 

誓拋生死厭無常。 

不樂宮榮遊觀去， 

必證菩提作法王。 

便是牟尼大世尊。 

又道： 

因何不起出門迎， 

禮拜求哀乞罪輕。 

捨卻多生邪見行， 

從茲免作鬼神形。45 

便是牟尼大世尊。 

 

緣何不起出門迎， 

禮拜求哀乞罪輕。 

捨却從前邪見行， 

因茲莫作鬼神形。 

泥神被喝當時驚， 

火急連忙出殿迎。 

一步一迴懃禮拜， 

大王亦見便生疑。 

大王見禮問神言， 

太子何有福德仙。 

聖者尋常極操惡， 

今日緣何禮拜看。 

泥神却答大王言， 

長大孩兒出世間。 

皎晈兇前有万字， 

紺髮螺蚊頂上旋。 

論王不斷因孩子， 

玉葉金枝世世傳。 

淨飰大王聞此語， 

不並尋常偏愛憐。46 

 

                                                           
45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頁 509。 
46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頁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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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講經文』與《八相變（一）》、《八相變（二）》運用了同一韻

文唱詞，僅部分詞語如：「咄咄」與「嘀嘀」、「禮太子」與「懷抱子」、「從

來」與「從前」、「一見」與「亦見」等稍有異文，其中又與《八相變（二）》

更為近似，尚可藉《八相變（二）》比對，得知段真子所指「『太子有福德仙』。

疑脫一字」47，當為「太子[何]有福德仙」。 

    藉由上述比對當可確知『講經文』雖存有講經時都講唱釋經題之段落，然闡

釋經文之主體部分不僅未引經句，行文時的散、韻文用語顯然更為接近相關題材

變文，尤近於《八相變（一）》，兩者在「釋兜率天」與「泥神占驗」情節皆有

諸多相似處。 

    另外，『講經文』將「皇宮納妃」做為八相之一而進行演繹，亦與同題材變

文相當。「八相」名義並無統一說法，漢傳佛教據《大乘起信論》（553）謂佛

陀「能現八種利益眾生」，即其生命最重要之八階段︰「能現八種利益眾生，所

謂從兜率天退，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轉法輪、入於涅槃。菩薩如是

發心之時……能隨願力現八種事，謂從兜率天宮來下，入胎、住胎、出胎、出家、

成佛、轉法輪，般涅槃。」48；隋．智顗（538-597）《四教義》中則指︰「所言

八相成道者，一從兜率天下、二託胎、三出生、四出家、五降魔、六成道、七轉

法輪、八入涅槃」49少了住胎一相而納入「降魔」，此說更為流行，智顗《維摩

經玄疏》指︰「所言八相成道者，一從兜率陀天下，二託胎，三出生，四出家，

五降魔，六成道，七轉法輪，八入涅槃也。」50吉藏（549-623）《無量壽經義疏》

亦指︰「於此世界示八相成道，故云成等正覺。八相文處可見，一處天宮，二入

胎，三現生，四出家，五降魔，六成道，七轉法輪，八入滅處。」51皆存降魔而

無住胎。總之，隋唐以來多將釋迦牟尼生平概括以「八相」稱之。52
 

    而『講經文』所說之八相與上述諸說不甚相符，乃將「納妃」一事納入八相，

而此實為敦煌文獻特有之說法，P.2049《維摩經疏》所載之八相云：「現色身故，

                                                           
47

 段真子〈首都博物館藏《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講經文》考〉，頁 115。 
48

 梁．真諦《大乘起信論》卷 1，（CBETA,T32,no.1666,p.581,a6-8）。 
49

 隋．智顗《四教義》卷 7，（CBETA,T46,no.1929,p.745,c5-7）。 
50

 隋．智顗《維摩經玄疏》卷 3，（CBETA,T38,no.1777,p.536,c18-20）。 
51

 隋．吉藏《無量壽經義疏》，（CBETA,T37,no.1746,p.118,c2-5）。 
52

 有關佛經八相成道之諸多異說，參見汪娟〈《降生禮文》與八相成道〉，收入氏著《唐宋古

逸佛教懺儀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8），頁 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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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身八相：一兜率天相、二降神母胎相、三納妃相、四出家相、五苦行相、六得

菩提相、七轉法輪相、八般涅槃相。」53有「納妃」一相。此外，P.2299 號《太

子成道經》寫卷於數段間標以「第二下降閻浮柘胎相」、「第三王宮誕質相」、

「第四納妃相」、「第五逾城出家相」等小標題，可知其依諸相敘事，亦存「納

妃」相；又今可見《太子成道經》、《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太子成道吟詞》

及 S.3096《太子成道變文》中皆有以指環為信物而結緣之納妃情節，可知此說於

當時被講唱文學之編寫者採納且頗為流行，亦可見『講經文』與相關題材變文之

關聯。  

    潘重規《敦煌變文新論》指出：「最早的變文，是引據經文，穿插故事，使

之通俗化，既說且唱，用以吸引聽眾。它的儀式是講前有押座文，次唱經題名目。

唱經題畢，用白話解釋題目，叫開題，開題後摘誦經文，以後一白一歌，又說又

唱，直至講完為止。進一步的開展，是不唱經文，可以隨意選擇經文中故事，經

短的便全講，經長的便摘取其中最熱鬧的一段講，在正講前也還要唱出經題，所

以這一種也仍是講經的一體，照例也題作變文」54；又其校錄《敦煌變文集新書》

時重新釐定卷次，卷 1 收押座文以示最早之變文為講經文，此些押座文乃用於講

經文開講前以鎮壓四座，導引正題者；卷 2 收講經文「蓋以唐代俗講的發展，最

早是引錄經文，講說全經的『講經文』」55；卷 3 收入《太子成道經》等 12 篇

演繹佛陀故事而不引錄經文之變文；卷 4 收《目連緣起》等 12 篇演述佛弟子故

事者。可知唐代變文有其發展脈絡，乃自依經釋義之講經文發展至完全脫離佛經

而演繹佛教故事者，爾後更有漸脫宗教色彩之講史類變文。  

    倘若將首都博物館藏帶有講經文唱釋經題特徵，又不引錄經文之『講經文』

置入此一變文發展理論中進行觀察，則當屬潘先生所言：「是不唱經文，可以隨

意選擇經文中故事」者，為變文發展之後期樣態，故雖『講經文』提及《方廣大

莊嚴經》譯出之永淳 2 年可定為創作年代之上限，但實際創作年代當較晚。 

    『講經文』在相同題材變文中，無論在散、韻文之用字遣詞及情節安排上皆

有諸多近似處，尤近於《八相變（一）》。講唱文學以口傳為主，講唱者須考量

                                                           
53

 《維摩經疏》卷 6，（CBETA,T85,no.2772,p.416,a14-17）。 
54

 潘重規〈敦煌變文新論〉，《幼獅月刊》第 49 卷第 1 期，1979 年，頁 18-41。 
55

 鄭阿財〈敦煌講經文是否為變文之平議〉，《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12 卷，2011 年，頁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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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聽者之興趣及需求，以吸引俗眾而達其娛樂目的，採現成且為當時世俗流行之

之素材，使閱聽者產生共鳴與親切感乃常見現象，因而題材及用語皆與世俗所好

息息相關，故推測『講經文』與《八相變（一）》兩者成立年代應相去不遠。 

    羅宗濤《敦煌講經變文研究》曾考證《八相變（一）》與《破魔變》之關係，

認為兩者文筆相似且「韻文（唱詞）前提示之語，二者皆好用『道何言語』」、

「二篇之聽眾俱有『府主』在座」二篇時代相去非遙。《破魔變》有「自從僕射

鎮一方，繼統旌幢左大梁」之語，可知乃敦煌歸義軍時期並在入後梁（907-922）

之作品；56又起首押座文後有說莊嚴語云「伏願我府主僕射，神資直氣……謹將

稱讚功德，奉用莊嚴我府主司徒，伏願洪河再復……謹奉莊嚴國母聖天公主，伏

願山南佳木，不變四時……」等語，據孫楷第考證此府主乃曹議金，國母聖天公

主則為議金妻李氏，57曹議金約貞明 6 年（920）後不久稱僕射，58故《破魔變》

當作於其稱僕射後而後唐未立之前（920-922），《八相變（一）》亦約略成立

於此時；『講經文』與《八相變（一）》之關係密切，其韻文唱詞「三代僧祇願

力堅，六波羅蜜行周旋。……當初不在諸餘國，示現權居兜率天。」亦見於《破

魔變》中，故推測皆為歸義軍時期作品。〈經眼錄〉指寫卷「字草，俗字多，典

型歸義軍時期書法風格。」59故其抄寫時代或與創作時代相近。 

五、結語 

    首都博物館藏『講經文』之性質，自其形式考察僅起首具講經文唱釋經題特

徵，除此之外全篇未引經文，所欲講述之《佛說如來八相成道經》歷代經藏未收，

故無法確知其是否為講經文。 

    本文將之與內容提及之《方廣大莊嚴經》比較，可知兩者雖於「皇宮納妃」

之指環成親情節有所關聯，而「降胎誕生」及「逾城出家」二相皆敷演自《佛本

行集經》，可見『講經文』的經典依據顯非單一，此與一般講經文引據單一經典

                                                           
56

 羅宗濤《敦煌講經變文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頁 1006-1007。 
57

 孫楷第〈讀變文二則──變文變字之解〉，收入《敦煌變文論文錄》，頁 244 。 
58

 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

107。 
59

 余欣、王素、榮新江〈首都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經眼錄〉，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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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逐句散、韻說解之樣態有顯著差異。又相較經典依據，『講經文』內容實與

相關題材變文之關係更為密切，「上生兜率」中所述本生故事為佛傳系列變文間

常用之素材；又於釋兜率天時與《八相變（一）》僅散、韻文位置不同，用字遣

詞相似；「降胎誕生」相中的泥神占驗韻文唱詞亦與《八相變（一）》、《八相

變（二）》相當，可見『講經文』內容近於題材相同的變文，尤與《八相變（一）》

相似，兩者或有因襲，或為同源之可能性極高。 

    『講經文』一方面保留講經文體制，顯其所述有其經典依據，具權威性；另

一方面講述的主要內容則是較易引起群眾興趣之佛傳故事，或為了悅俗以邀布施

而增強其娛樂性。若將之置於唐代變文發展脈絡中觀察，則其當為潘重規所謂「不

唱經文，可以隨意選擇經文中故事，……在正講前也還要唱出經題，所以這一種

也仍是講經的一體，照例也題作變文」者，並非變文發展初期引經釋義之樣態，

故依性質或許擬題作『佛說如來八相成道變』更為適切。而其創作時代當與《八

相變（一）》、《破魔變》相近，或為歸義軍時期作品，故採用當時受俗眾歡迎

之題材與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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