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州古突厥文占卜書 irq bitig 後記

哈密屯James Harnilton箸

吳其昱譯

嶧不列巔博物院British Museum藏寫本編號OL 8212 (161) , 皙編號Ch.

0033, 一九O七年塹里里 Aurel Stein 在前挖毌壬豊迥所發現，洞在敦煌縣東南十

八公里o此爲一小冊子，完全無缺，字爲古突厥文 runiforme字體，共有六十五 irq

或預兆。在楷成每一預兆之小故事前，有一行小蝨圏 ， 分成三單位 ， 每單位有一 、

二、三或因圓圈。此類小圓圈無疑相當於長方形骰子（1)'四面所刻之圓圈。此長方形

骰子須擲三次，以定預兆之排列方式：可能之排列當有43 即64種不同之方式。但此

書箕有六十五種預兆，或許預先將預兆第二十五代替預兆第二十四，因預兆第二十四

引起不甚嚴肅之印象，尤其固此處同一排列 3一1一3 之方式連續重復二次。此書所載

排列方式尙有其他缺昭：以3一4一1之排列出現三次，而1一2一4 及 3-1一1之排列，

則從未出視(2)

(1)稍確言之此骰子篤龍平行六面體，他長方形之四面有照數，會發琨於和Ii\］尼雅Niya及吐魯

壅附近之匾昌QcEo 及匣莖鏵地，參Dx-. A H. Francke, "Drei weitere Blatter des 

tibetischen Losbuches von Turfan", Sitzungsb. Preuss. Akad. Wissenschaften, Phil.

Hist Kl （以下省稱作SBAW), 1928, VIII,頁113-115; F.W. Thomas, Ancient 

Folk-Literature from North-eastern Tibet, Abh. D. Akad.. Wiss. zu Berlin, 

Jahrg. 1952, Nr. 3, Berlin 1957 ， 頁144;關於吐綠番附近所發現之此腫骰子，參A.

von Gabain, Das Leben im uigurischen Konigreich von Qoco, Wiesbaden 1973, 

頁99

(2)此最後之觀察取自一九六九年Louis B�zin敎授在高級研究［珥Eccle Prntique des 
Hautes Etudes講課時作者所錄之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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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Il1古夫阿文－占卜11;: irq bitig獅B

此書無害題。不過在緊接後記前之悛序中曾提及此書告泅，作 ｀＇ bu irq bitig" 

「此預兆（占 l丶）雷」，而irq意指預兆，占卜爲bu irq basinta「在此預兆之首」

一語（見預兆五十匕）所證貲。叭際irq之含義，似有伸縮性，自有關占 l、預兆之工

具及具體符號，以至占丨丶一般概念，幸運與椴會(3)，從語源學觀照着irq字形作第動

詞ir-/yir-~ir-/yir-結果態(resuita tif)形－q之派生詞。動詞意為「茯生裂痕，

凹線，截痕，裂益」(4)，其派生詞犀意當為裂彘丶裂痕。吾人已知古代阿爾泰族省察

烤炙羊肩胛骨時所生之裂痕而占卜(5)，一如上古壓人烤炙韋甲時之裂紋而占卜。箜墨

語irq之原意與逕語「兆」字完全相等。］英語 「兆」字亦為雹甲炙於火上所生之裂

紋，用以占卜者；又有徵象，幾微與預測等義。

雖然irq－字使人完全想起篋語之「兆」字，但是就予所知，噩文忠籍中從未發

現與叄墨文irq bitig型類似之占丨、書。相反，在吐蕃文中曾發現不少與此叄豊：文本

完全類似之習用官或具殘本，其結構如下：預兆前常以一系列之小圓圈開始。小圓圜

(3)參，例如， Sir Gerard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 

Turkish（以下省稱作 EDPT), Oxford 1972, 頁213, uk. 

(4)關於叄壓方言te'e'.)ute, baraba,銣等之ir- 「作凹庾，接頭，裂禕，裂痕」參W

Radloff, Versuch eines Worterbuches der Tiirk-Dialecte (以下省作 Wb), I, 

1365, 1368 (irin..:及 ii il-) ; Mart ti R珥nen, Versuch eines etymologischen 

vVorter buch如 Ti.irksprachen（以下省作 VEWT)，頁166 關於yir-「使生裂

統 」參VEWT ， 頁201; EDPT ， 頁955, yer-; Tarama Sozli.igti, Vl, 頁4608,

yirmek/y11mak 關於ir一 ，「作截痕上 」，參EDPT ， 即194, 艾頁197, irii, 「預

兆 」。關於yir-, 「使生裂痕 」 ，參I磕srari著Divan ii Lugat-i t-Ti.irk, 

Besim Atalay本（以下省作IC), ／U}III ， 頁58及注；EDPT, 頁955, yer-; Tamma 

Sozlii訌VI ， 頁4608；及Wb, III, 515, jir－又516, jirik, jiri1la-, jiril-及jirilti. 

(5)特別參Jean-Paul Roux, Faune et Flore Sacrees clans les Societes Altaiques, 

Paris 1966, 頁154及以後；Karl Wittfogel 及Feng Chiasheng馮家昇，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New York 1949, 直216及268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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塾息 學

分成三單位，每單位一至四照。最後以戡緣之或吉或凶之斷語作結(6) 0 可是就一般情

形諧，暨文占卜書顒然比罡堅文占卜書在發展上較爲進步，在編寫上亦較爲仔細，且

詩文相間，此類噩本占卜書一般名之曰mo「戡緣」「宿命」，其大部份一如irq bitig, 

出於挖且藏有寫本書之石瘟中，因此可以推斷塈文寫本時代：即當地爲監暨佔領之時

期， 七八七年至八四八年。 其他暨文占卜霫：一殘本發裏於控脛附近之 Mazar

Tagh , 另外五種則發視於靠近共箜重之過旦Qoco。予意止暨僅在八世紀末佔據此

區域不過數年之久(7)。固此據吾人所知之寫本，類似irq bitig之暨文占卜用書一般

不僅比箜壓文同類書（貲只一簡本）較全較佳，而且至少較古一世紀。又吾人儘有理

由相信此類壁文占卜書無疑當原出扭壁。包莖此類占 t· 書亦已爲人所知(8)。至於irq

bitig爲叄墨文此類占卜霫之僅見者，亦當親作大型暨本之後起簡本也。

(6)特別參Dr. A.. H 店ancke, ｀｀「ibetische Handschriftenfunde aus Turfan", 

SBA W, 1924, III ， 頁 7-12 及圖版I ;同人， ＂Drei weitere Blatter des tibetischen 

Losbuches von Turfan", SBA W, 1928, VIII-9,頁 110-118; F. W. Thomas, 

Ancient Folk-Literature from North-eastern Tibet,頁113-157及圓版VII; Ariane 

Macdonald, "Une Lecture des Pelliot Tibetain 1286, 1287, 1038, 1047, et 1290", 

Etudes Tibetaines dediees a M. Lalou, Paris 1971,頁 272-309.

(7)吾人知堊虹喹遙Qoco'七九0年尙屬於廛。是時止藎急攻北庭，節庶使奔西州。不久西

州亦常鷓唧輝。又知七九一年末里鄧讎於北庭。特別參Hilda Ecsedy, "Uigurs 

and Tibetans in Pei-t'ing (790-791 A. D.)", Acta Orient. Hung., XVII-I,頁

83-104 拙高昌發現囘鶻文害殘卷（參A. von Le Coq, "Ein Manic}]庫ches Buch

Fragment a.us Chotscho", FestschI"ift ftir V 、 Thomsen, Leipzig 1912,頁 147),

囘鶻可汗Boquq卽恨信可汗，七九五至八O五年在位，似於羊年(=803) fil親至憙壘並

與mozag或摩尼敎「大師」會唔。固此，I\O三年速遘已屬於昱團。其始屬匣壟，裳更早

於此時。叉關於此問題，參Abe Takeo阿部健夫，Nishi Uiguru Kokushi no Kenkyii 

西夕亻幻l, 國史O研究Kyoto 1955,頁192-210.

(S)�fJ於用骰子占I··之即差著作，參A. H. Francke, "Drei weitere Blatter•··... "， 頁114-

118; F. Y.l. Thomas, Ancient Folk-Literature from Northeastern Tibet,頁 113

及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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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I1古突廞文占卜霄irqbitig後，］E

此 irq bitig, Vilhelm Thomsen 首次刊於具論文中：「塹星旦 M.A. Stein 

博士之 Miran 及塾搵出突厥文'runic' 字燜寫本」 ， 第二種寫本， 見－九－二年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頁190-214。Thomsen本雖有缺昭，但仍

不失爲後來各本之基礎。蓋後來諸本如 H. N. Orkun 本，見Eski Ti.irk Yazitlari, 

II' 一九三八年伊斯坦堡印行，頁 69-93; 或 S. E. Malov 本，見 Pamjatniki

Drevnetjurkskoj Pis'mennosti，一九五一年墓搪丑印行，頁80-92。一般均大致上

襲用 Thomsen 之工作；或僅修改數處如 Sir Gerard Clauson "Notes on the'Irk 

Bitig'", 見 Ural-Altaische Jahrbi.icher, XXXIII冊，一九六－年，頁218-225 0 

同樣，本文亦只限於 irq bitig 後記部分之重新考釋，因後記在Thomsen 文中，殊

嫌混亂也。在討論此問題前，對前人寫本記述方面，亦有所訂補。在前舉 Thomsen

文，及 Aurel Stein 書 Serindia, II, 頁 921及924, 伊等各有當時所能作之相當完

全而詳細之寫本記述；但予近去 British Museum 檢視此書，所見略異，玆將所能

查考有關保藏悄況之若干新異之處加敍如下。 Thomsen 與斯坦因Stein 所說構成此

小冊之中折爲二之二十九紙，共寶爲互相分開之五十八葉。此五十八葉曾加裝釘，其

內邊用紙襯接三互相黏連，然後切齊，再一起釘成一小朋，用硬紙作封面封底。現寫

本切齊之葉高十三·二公分，寬八公分，裝釘瑚接所加部分未計在內。此書裝釘拆開

時，每葉在右之內遏中問，露出中文葉罔，前爲裝釘所掩，遂爲 Thomsen 及 Stein

所不及見，故均謂無頁碼。此中文葉碼由一連至二十六，每一葉硐統括四頁，即每一

數字統括瞟來一紙，自葉 (Folio) 六下 (=Thomsen 頁 3) 至葉五十六下（＝

Thomsen頁103) ，其用意，當是作爲漢族工人裝釘原書之標記。

如同 Thomsen 在其記述寫本時所指出（頁190-191) , irq bitig 後記，始於

五十六葉下，終於五十七葉上，爲硃節所記，硃色現已較淡。其後又有墨書筷文佛書

加於其上。近去British Museum 檢視此寫本，得覆核 Thomsen 所諮，覺此段大

體尙佳。此後記予以爲可解讀如下：（9)

(9)原文各行中，釋文第一行爲罡墨字母對限文字毌之譯音；第二行爲擬構之詔音。在前－項中

後部輔音或軟顎音符號用大寫字母評寫；前部輔昔或顎昔符號用小寫字毌評寫。其不分前後

二部之音，則用斜體小寫字母譯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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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 煌 互！

irq bitig 後記

原文（硃魯）

（行）

葉五十六下： （1) B R S : Y i L : k i

- 1 0 0 -

bars : yil 

虎 年

: ekki-

kg 一，

印一一

(2) n t i : Y : b i s : y

nti : ay : bes : y-

月 五

(3) i g r m i k a : T Y

egirmika : tay-

二十 大

(4) g i.i n T N : m N i S

gi.in-tan : 111an1s-

雲堂 寺

(5) T N T Q i : k i c g :

tantaqi : kicig 

在 小

(6) d i T R B U R U a :

cli(n)tar burua 

僧 預言

(7) G U R U s d - i c m

? uru蕊id(ip): ecim-

師 聽 吾人之兄

(8) z : i s i g : S 刀 UN:
． ．

z : 1s1g : saI)Un : 

我it
，、、、 將軍



葉五十七上 ： （9) i t a c U Q : U c u

i t  acuq ; i.icii-

（人名） 爲

(lO) n : b i t i d m :

n : bitidim 

我寫了

譯 文

;4 ·"．1古突」4署文占 l｀苫 irq bitig :ii.這3

(1)虎年 ， 二 月 ， 十五 ， （3一6) 小（曾在去璽筮 ， （6一7) 聽 「預言」 師 ， （ 7一

10） 爲吾人之 兄 長熱iVi將軍 It Acuq 寫記 。

考 證

(1一3） 虎年 二 月 十五之年 月 ， 初看似不能確定何 年 ， 因每十 二年帥有－虎年 。

但 爲縮小年代之可能範囤 ， 尙可利 用 其他因素考證 。 例如些噩敵視匣壁：故此寫本幾

不可能寫於監藍佔領期冏之挖虹 ， ＇當晚於八四八年 ， 帥些藎佔領此地區告終之年 。 另

一方面 · 此寫本紙藏於逵毌工憊迥 ， 其時代當不得晚於十世紀之末 ， 則此寫本之年

代 ， 顯然 ， 當在八因 八年及－000上下限之冏 。 最近 予在一文中(10) 曾指出另 一且辻[l

出罟壓文 runiforme 字體寫本 ， 與此占 曰彗 ， 就宇體及語言觀照言 ， 甚相近 ， 當寫

於九二六 年至十世紀末 。 其正面邁文文獻鏈九二五年末之事 ， 事賈上 ， 子相信 ， 如

Louis Bazin 敎授在其近作胭於罡莖古代曆法之論文中 所建議(11) ' 帥 吾 人幾有充分把

握可以確定此虎年 爲 930 ， 雖厐年有各種不同之可能 。 此虎年二月十五 日 ， 或九三O

年三 月 十七 日 具有很可注意之特徽 ， 帥同時爲筵 日 及春分節 。 此特別吉 E1 選作如 irq

bitig 之占 卜 雹之完成 日 ， 自 有共甚大之可能住也 。

(3-5) tay-glin-tan manistan: manistan －宇 ， 見於 他處突厥語」限尼敎文

00參拙作 "Un Manuscl'it chinois et turc I'uniforme de Touen-houang" ， 第一部份

Turcica, 第四冊 ， Paris 197<! （在印刷中） 。

(ll)參 Lcuis Bazin ,  Les Calendriers turcs anciens et medievaux , 頁 296 子所據爲1974

年 Lille 大學國博士論文複印）服務處之複印本 (offset) 。 此爲 L B3zin 孜投所撰於－九

七二年十二． 月 二 日 在巴黎大眼（司考試通過之國家 博士論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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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 煌 學

獻寫本中 （參 A. von Le Coq, Tti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 L Abh . 

Preuss. Akad. Wissenschaf ten, 1912，頁27 , 第36行） ， 代表 中世篋塹語1n'nyst'n

「寺院」 （參W. Henning, Ein manichaisches Bet-und Beichtbuch, APA W, 

1936, 頁128) , 至於 Tai-gun-tan, 瘟可能爲堊語岑璽堂 （中古漢語 ： ＊dai-詛uan

d師 ） 之香驛(l2) 。 吾人已知 ， 訖迅壬鹽迥所出適文寫本及後記中提及下一事箕 ： 至遲

自 六九四年 （箜藏搪里旦2577號） 至少至九五九年 （斯7788號） U3)間 ， 並且有－佛寺

名 大雲寺 。 在此期間岑璽似 同 時爲在塵建立之塵昰遶：流行之名 。 此事賀 自 有其意義 ，

亦可能爲偶然之巧合 。 在蒂國境內 各城市建立之塈星熬寺院名大雲光明寺 。 事賀上係

七六八年及七七一年所勅 建 （參Chavannes 及 Pell iot, Un 訌aite manicheen · · · ,  

JA, 1913, 頁 261-263) 。 他一方函 ， 不管 Chavannes 及 Pelliot 所說如何 ， 下說

不能全部拒絕不加考盛 ： 五八四年是叄所建之炁塑壅 ， 或六九O年代興之大雲經寺 ，

似與壁垕敎信仰有腸 。 但在並週大雪壅一例 中 ， 似應考感佛敎與摩尼敎揉合至某種狀

況之可能 ， 或至少二敎僧侶合居一寺院之可能 。

至於 tan 字之用法 ， 帥 t'ang 堂用稱 「大雲」 寺 ， 此處愿提醒下一事霖 ： 此同一

「堂」 字曾在巴黎圖書館藏訖且出 －漢文眼尼敎文獻殘本中用來稱呼楷成塵屋壅之五

殿 ； 又在七一九年官方文書中摩尼寺被稱爲 「法堂」 （參 Chavannes 及 Pelliot,

Traite, JA, 1913, 頁 105-110及153) 。 爲證箕吾人所認爲叄壓文譯昔之 tan 相當於

漢昔之堂 ， 首愿囘答Chavannes及Pelliot所提之反對意見 Un traite manicheen· · ·  

JA, 1913, 頁109 ; 但在此文中二人仍改用 原來意見 ， 帥叄壓文 caidan爲塵星墊徒持

齋之寓用建築之名 · 可指齋堂 ， 因 之 ， 亦即相當於齋講堂 ， 墜星壅五殿中第二殿之

儲子所用之中1!!.， （moyen 切韻時代） 及上世 (vieux 主要爲逕代） 碳語音系之擬昔爲 E G 

Pulley blank 赦投所擬構 ， 參其所撰 '`'r·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IX (1962-1963)
，

頁 58-114及206-265.

磾且於此類後記及其他提及大震寺之處 ， 參 Lionel Giles, Descl'ipti 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i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1957, 頁

296 , 引得中之岑邕壅 ； Catalogue des rnanusc1· i ts chi nois de Touen-houang, 1 ,  Paris 

1970, 真 34, 2046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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靼·I1古突庶文占 卜苫irq biti瓦坌墨

名 。 痕際上 ， 伊等稱 ： 「如無昀母間題 ， 則音譯甚爲正常 ( t'ang= `「dan ） ， 吾人

所期待之堂字昔譯爲 dang 或 d6 而非 dan. 又 M MUller 在共最後發表之論文中

(Uigurica, II, 頁93) ， 當有理由假設此叄壓文借字大概由噩語齋培 ( *cai-dan)

而來 ， 貊堵道敎用語也·…·,」 Chavannes 及 Pell iot 之反對意見 ； fang 應相當於

dang 或 d6 而非 dan o 答覆此意見亦頗簡單 ， 顒然噩語借字在壁匱以前當早已滲入

醞某語言中 ， 彼時邁語之 －n 相當於外國語之 －n ' 乃屬於比較正常之悄形 。 墮以

前 ， 皙譯昔中邁語 －n 等於外圜語之 －n ， 吾 人可舉甚多之例證 ： 感墨 ， 中匪漢昔 ：

*baam-yaI)尋aum-Sal)>Xumdan , 墊及其他主堊語指壅扈京城 ： 坌撼 ， 中阯

漢昔 ： *kiirn-jieIJ> 聖控語 Krnzyn ； 堃壓 ， 中世漢昔 ： ＊kou-tsaIJ> 逵塹 ， 古

醞語 ， 其他中世生堊語 koc師 ； 雙生 ， 中世漢昔 ： ＊liu-t扣n<lU-tUI)> 古突厥語

lUkCiin； 壟 ， 中世壟 ： *bhou-chiaJJ> 十世紀荳語 Phucana 及醞 ， 中世薁

昔 ： ＊jiu-chifiIJ> 十世紀工胜語 Sucana : 姑不提塾燼之外語形式 Thurwan （墾笠

語Srw'n) 鬪 。

(5-6) kicig di(n)tar : 形容詞 kicig 「小 ， 年靑 ， 不甚重要」 ， 此處應具噩

語第一人謙稱 「小」 之同樣價值 。 又其他竺壓文害中 kicig 有 「不甚重要 ， 睢遜 ， 可

鄙 ， fr；I「俗等等」 意義 ， 亦非罕見 。 參尤其下列諸 作 ： K, I, 頁227, 11及II， 頁29, 12 ;

EDPT , 頁697, kiciglik下 o 關於抄書者縑稱形容詞 ， 參拙作Le Conte bouddhique 

du Bon et du Mauvais Prince en version ouigonre, （囘鵙文大方便佛報恩經

惡友品故事） 一九七一年巴黎印行 。

din-tar 一字N字母之省去 ， 當是錯誤所致一一－借 自墓笠語 dynd'r/dynt'「 ， 其

侗阱於成腸及金城之音譯 ， 參 W. B. Henning,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 

Letters", BSOAS, XII, 1948 , 頁 608-610 ; 關於姑藏 ， 柳中 ， ｝i|湛 ， 盅昌之評昔 ， 參

James Hamilton, "Autour du Manuscrit Stael-Holstein", T'oung Pao, XLVI , 

1958, 頁 130, 142, 139 及 122 ; 關於塾徨之譯昔 ， 參 E . G. Pulleyblunk,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頁 230 關於堃莖 ＇ 亦可參拙作 ｀｀Le nom de lieu 

K . C 、n . clans les inscriptions turques runifomes", T'oung Pao, LX , 1974 （在印制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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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 煌 棨

原義為 「信持宗敎者」 。 此字或用於叄壓語或用於墓笠語，同爲摩尼敎徒，佛敎徒及

華督敎徒所用，但用途各異 。 摩尼敎徒指其所選之人 （僧侶） ，佛敎徒指一般僧侶，

基督敎徒則指其敎士(l5巨 職銜 dintar 摩尼敎獻文中特別常 見 。 Thomsen 在其刊本

中曾立即假定此銜屬於摩尼敎僧侶，但事典上，如說此銜嚴於佛敎僧徒，尤其在突厥

墓混合居住之處，亦無不可 。

(6一7) burua ruru: Burua 愿爲中世鎝搪語 n1wrw' , 「預言，預兆」 ，此

字確常 見於他處突厥文摩尼 敎文盡，尤其是作摩尼敎師僧之名 ( xosti ) 闆 。 又其語

purva 「 第一，前者，古」 Thomsen 在其刊 本中 （頁 214 ) 曾思及之 。 箕際上，十

匪紀旦色文寫作 PWRp
＇

閭，在古叄扈文 runiforme 應作 p_URBq_ , 其中第二音節

時參 E. Waldschmidt 及 W .. Lentz, Mani這ische Dogmatik aus chinesischen und 

iranischen Texten , SBA W, 1933 ， 頁594栗 特 及突厥語中 dynd'r /dynt'1 之例有下列三

羲 ： （一）在／腹尼敎文獻中， 義為被選者（純善人）i晉侶， 參-w . Henning, Ein manichaisc-hes 

Bet-und Bei chtbuch, AP AW , 1936 , 直50及 A.. von Le Coq, "Dr. Stein's Turkish 

Khuastuanif t from Tun-huang", JRAS, 1911, 頁311 ; 旦在佛放文獻中 ， 義爲一般侶

侶， 參 E. Benveniste, Vessantara 犀aka, Paris 1946, 真9, 行121 ，及 W . Bang 與

A von Gabain, Tiirkische Tuzfan-Texte V, SPAW , 1931, 頁334, 注 A . 23，行13 ;

個在基督敉文臥中 ，義馬放士 ， 參 F .W. K. Muller 及 W . Lentz , Soghdische 「.exte

II , SBA W ,  1934 ， 頁523 ， 行1 ， 又頁535 ， 行2， 又 F ,W K 鼴lier, Uigurica I, APAW, 

1908 , 真9.

個關於中世｀鉭韆i mwIW'「 （吉） 兆」 ， 參 W , Henning, Ein manichaisches Bet-und 

Beichtbuch, APAW , 1936 , 頁112 關於Munva~Burua 在古罡堅文獻中用 作人名或僧

侶瞑銜 ，參 \1/ . Bang, "Manichaeische Miniaturen", Le Muse::>兀 第 XXXVII 冊 ，

1924 ， 頁 114 在巴菜圖也館蔽1敦煌囘fJfi文寫本耒子U之」店尼敎殘本中 ， 子亦設視 Mwrw' 二

次 ， 用 作聆尼敖敎師 ( xcsti ) 之人名或形容語。又參 A. von Le Cog, "Dr. Stein's 

Imkish Khuastuanift from Tun-huang", JRAS, 1911, 頁 298, 行 3O7; taIJIi 

<linmurwa ilci.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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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l1古突蕨文占 」：苫irq biUg_:t,：g 

之 B 代替如BURUa 之U （叄旦i!3文 SvV� = runiforme SUB, 等等） 。

至於 ruru , 如 Thomsen 所提該當是梵語 guru 「所敬之人物 ， 精祠呣師」 。

雖不常見 於古罡壓文 ， 但 Peter Z ierne ·j'［\「士 · 扭並藏止亶噩地區所出古罡壓文寫本

專 家 ， 曾弔示匣昱文密宗 佛典寫本所引陞文中有 guru 二例 ， 其中 g- 寫作顎昔 （

patatal) k/g , 帥 namo radna gun1 (U7260 , 第－行） ； namo guru bav-a 

(U5382 , 第一行） 。 另 一方而 ， 吳具昱博 七 ， 巴貂回田館藏敦煌寫本專家 ， 亦擧示~·一

匣文中 guru 之例 ， 寫作 gurU 及 ghu·ru· 。 前者見 Paclma tha忙yig, 巴黎囧

書館藏西葳文 870 E菰木刻本第一葉上第二行 ， 後者即ghUrU 見同館藏西藏文 821 號

寫本第二葉上第－行 。 guru 一銜似指示下一事實 ， 與具說是關於麼尼敎肚圓 ， 不如

說是關於 佛敎肚圈也 。

(7一8) asid(ip): ecimiz: Thomsen （前引文 ， 頁 209 及 214 ) 此處諮 作
`` § d 5 i  C m z " ， 伊 估計可 能為 蕊icliscimiz 之誤 ， 然迄耒尋得 用 例 ， 遂假定

謂 ， 或可解作 「一同聽講之人」 。 至於本文作者 ， 筵細察寫本之後 ， 詔作 ｀｀ s d • i 

¢ m z ＂ ， 帥 Thomsen 所詔之第二 § 處予 只見一·照 ， 頗似字與字間分隔符躺二照

中之上－燕 ， 其下一照為黑色 禛宇筆制所拖遂不可見 。 因此 ， 此字應在小照處分爲二

字 ， 其第二字 i c m  z 自 是 ecimiz 「吾人之長兄」 ， 抄 書即爲此人 。 至少吾人知漢

文 中 兄字常指唔對或通信之對方 。 至於第一字 ｀＇ § d " 只能禎作 举id 「聽 ！ 」 （命

令式 ， 第二人稱單數 ， 因之爲甚親近之 口 氣） ， 予意 ， 此字之後誤迆 p , 如上－行

di(n)tar 亦誤迫 n , 似應詔 作 臨id(ip) 「 聽著」 ("en econtant") 。

(8-9) isig �a!Jun it acuq : 形容詞 isig 原義及 引伸義應指 「 熱 ， 熱悄 ， 深

悄 丶 熱烈」 (i8)紙在其（叫壅巴文 霫 中 ， 一如此處 ， 多見 於 銜前(19巨 吾 人不妨疑問是否應

該考您如下： 與其認爲眞名 ， 不如認 爲希亞號。 因此可解 作熱悄將軍 It Acuq 。 it/it

嶠刻於木椿之口文 PWR[3'=purvn, F .  W IC Muller 刊本 ， 2wei Pfahli nschrif ten 

aus den Turf anfunden ,  AP A vY , 1915, 頁 6 ， 行 2 在共國家文學博士論文中 Les

Calendders turcs anciens et meJie-..raux 第五章 ， 第三誦 （頁318-330) , Louis Bazin 

敎投行類示問隠中之刻文年月 當為九四八年十 月 (Octobre ) 二十 八 日 ， 此說殆成定論 。

個參 EDPT , 頂 246, isig 條 ； 頁 247, isiglik 條 ； 及頁 248, isin-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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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 煌 學

原義爲 「大」 ， 用作人名頗見他處古罡壓文獻中(20巨 acuq 動詞 ac- 「開」 之結果態

派生詞 ， 原 指 「 拥 ， 清除障礙 ， 釋放」 ； 引 伸義指 「坦白 ， 淌 ， 顒 明 ， 富於友誼」 。

（參EDPT, 頁 22) 。

U9特別參F. W ,  IL Muller, Zwei Pfahlinschriften. . . • · · ， 頁10, 行15 : el og齟 isig

adgil totuq oga, 「國家諮議」 ， 「熱心好都督兼諮議」 ；及 el qaya isig adgil totuq 

虹 tOl)a, 「國家往石」 「熱心好都督 沁 'IolJaJ 。又參上球作者 ， Ein Doppelblatt aus 

einem manichaischen H ymnenbuch (Mahrnamag), AP AW, 1912 ， 頁 12, 行 111 :

isig-tarxan sina-amra nigosakpat, 「熱11!1之 taI'xan, Sina amrya (節 ， 首席旁聽者

（淨信聽者） 」 ， 又參同一墓荳摩尼敎字體之匣盤－文祖 ， 第58行isik及66行之 isi「 °

閾 it/it 一字 ， 甚至在古代裳年早已存在 ， 且不分前後部昔 ， 雖 EDPT ，頁34 , 作相反之論

斷 。特別參Talas 刻文V ， 第 2及3 行 ｀` itb且" it B記 一名 （參H.N. Orkun, Eski 

Ti.irk Yaz1tlar1, II,頁137及注 ， 又頁141) 。 在匣鷦字體文獻中 ， 亦可見用作人名之 it

或it ： 參It Tarxan 及 It Saman , 見九四八年音昰木榷刻文第 15及 17行（參F . W.IL

Muller, Z wei Pfahlinschrif ten - . ...) ; It Arslan 雨次見於燉煌佛霽寫本之頁遙 （參

J .  Hamilton, Le Conte bouddhique du Bon et du Mauvais Prince en version 

ou i goure, Paris 1971,頁49及52) ; 叉 It Qiya 三次見於十世紀前後之兩種寫本 ， 本世

紀初爲堡豊駢烏魯木齊領事所莧集 （參L .. Ju . Tuguseva, "Three Letters of Uighur 

PI"inces from the Ms. Collection of the Leningrad Section of the Institue of 

Oriental Studies", Acta Orientalia Hungarica, XXIV-2,頁 173-181 ;又同人 ，

＂如lyki ujgurskix knjazej iz z·ukopisnogo sobranija LO. LV. A , N .  S. S . .  S.. .. R. ", 

Tjurkologiceskij Sbornik 1971,頁 244-260; Sir Gem這 Clauson, "Two U ygu1 

Administrative Orders", U1al-Altaische Jahrbticher`， 第45J拇 ， 1973,頁213-222) 。

Sir Gerard Clauson之解詔 （前舉文 ，頁218) 頗爲奇特 ： 伊將 It Qiya 詔作－字 Itki y a,

解爲一種小狗 （英文名 puppy) ， 以 Qiy a 愷作後加成分 (suffixe) -qiya 具有加靈或縮

小義 ， 而 Qiya/Qaya 此處顯為頭銜 （參el qaya, 見匾昌－木楷刻文二種 ， F U 
W ` K 

Millle1·, Zwei Pfahlinschriften- - · - - 丶 ，頁10 ' 行15及頁23 ， 行17 ;又參予 在下列研究論文

中之棟述 ， ｀＇Un Acte ouigour de vente de tenai n provenant de Yar-khoto", 

T urci ca, I, 1969, 頂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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