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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鶻文佛教譬喻故事研究 

──以吐魯番本回鶻文《折吒王的故事》為例 

 

楊富學 

甘肅省敦煌研究院研究員 

 

提要：在敦煌、吐魯番出土的回鶻文寫本中，屬於佛教譬喻故事的文獻有百餘件，分屬《十

業道譬喻鬘經》、《智證譬喻》、《觀音經相應譬喻譚》和《折吒王的故事》。其中大多都

是零篇斷簡，唯最後一種保存最好，而且篇幅較大，內容較為完整。 

回鶻文《折吒王的故事》早已得到刊佈。遺憾的是，由於刊佈者未能在大藏經中找到依

據，故譯釋中存在著不少問題，而且未就文獻本身的價值進行討論。通過研究可以看出，該

文獻的前半部其實是對漢文本《無明羅剎經》中穿插的一則譬喻佛教故事的編譯。這一故事

情節跌宕起伏，非常生動有趣。而原經講述佛教教理的內容卻被全部略去了。更有意思的是，

在漢文本相關故事之外，回鶻文本後半部多出了一些至今尚無法找到出處的內容，其中有梵

天神、因陀羅天神等印度教諸神。這一因素表明，回鶻文《折吒王的故事》的形成，除佛教

外，也有可能曾受到印度教或其他民間故事的影響。 

回鶻人通過對《折吒王的故事》的大幅度改編，使故事情節更顯曲折複雜，內容也更為

豐富，真實地再現了印度佛教譬喻故事對回鶻的深刻影響，同時說明，古代回鶻人在接受印

度佛教時，也往往主動地對其進行重新加工與改造，使之更為適合本民族的文化傳統，以便

大眾更好地理解、接受。 

關鍵詞：回鶻文寫本 《折吒王的故事》 佛教文學 譬喻故事 吐魯番 

  

一、回鶻文佛教譬喻故事概說 

譬喻故事是釋迦牟尼佛為了深入淺出地闡明佛教的奧蘊而給聽眾用作比方的故事，多為

優美動人、寓意深刻、詼諧風趣而富有教育意義的童話、笑話與寓言故事等，多見於《撰集

百緣經》、《賢愚經》、《雜寶藏經》、《大莊嚴論經》、《法句譬喻經》、《出曜經》、

《雜譬喻經》、《百喻經》之中。[註 1]所謂「譬喻」，梵文原作 avadana，音譯阿波陀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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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說法常用的形式之一。阿波陀那者，本來專指用來表現「英雄行為故事」的經典，後來

使用範圍被逐漸擴大了。[註 2]《阿毘達磨順正理論》卷四十四解釋說： 

 

言譬喻者，為令曉悟所說義宗，廣引多門比例開示，如長喻等契經所說。有說此是除

諸菩薩，說餘本行，能有所證，示所化。[註 3] 

 

《瑜伽師地論》卷二十五亦謂： 

 

云何譬喻？謂於是中，有譬喻說，由譬喻故，本義明淨，是名譬喻。[註 4] 

 

說明在漢譯佛典中，譬喻故事成為釋迦牟尼佛深入淺出、通俗易懂地講解、傳授佛教教義時

用作比方的「例證」。中土最早的佛教論著之一──《理惑論》對佛經中譬喻故事的特點作

了如下概括： 

 

佛經說不指其事，徒廣取譬喻。譬喻非道之要，合異為同，非事之妙。雖辭多語博，

猶玉屑一車，不以為寶矣。[註 5] 

 

真正的悟道不是靠譬喻，而是隱含在譬喻之後的體悟與境界。儘管譬喻只是一種手段，

一種媒介，「非道之要」，但佛陀善用之，可達弘法之宏旨。以此之故，佛典中瑰麗壯觀、

繁複多樣的譬喻，以其獨特的藝術風貌，成為聯繫世俗與神聖的橋樑。這些譬喻故事，早已

流行於印度民間，佛教形成後，它們又被佛陀借用，以服務於宣揚佛教的教義。後來又隨著

佛教的傳播而被譯成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廣為流傳，對許多國家和民族的民間文學乃至文

人創作都發生過明顯的影響，回鶻亦概莫能外。 

在現知的回鶻文寫本中，屬於佛教譬喻故事的文獻數量不少，歸納起來，主要有以下幾種。 



《普門學報》第 36 期 / 2006 年 11 月                                               第 3 頁，共 20 頁 

論文 / 回鶻文佛教譬喻故事研究──以吐魯番本回鶻文《折吒王的故事》為例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其一為大型佛教故事集《十業道譬喻鬘經》（Dawakarmapatha-vadanamala），其性質有

些類似古代印度的《五卷書》和阿拉伯的《天方夜譚》，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註 6]  

這裡所謂的十業道，指的殺生、偷盜、邪淫、妄語、離間語、麤惡語、綺語、貪、瞋、

邪見。《大寶積經》卷三十五謂： 

 

我觀世間一切眾生，由於十種不善業道而能建立安處邪道，多墮惡趣。何等為十？一

者奪命，二者不與取，三者邪淫，四者妄語，五者離間語，六者麤語，七者綺語，八

者貪著，九者瞋恚，十者邪見。[註 7] 

 

在講每種業道時都穿插一些故事用於打比方，使其理論能為信眾所理解和接受，而故事的內

容則通過老師和弟子之間的對話來展開。每道佔一章，共有正章十篇，此外另有一序章，講

說佛、法、僧三寶，以及施主的發願文。 

關於該文獻的回鶻文寫刻本數量眾多，現知者已達二百葉（件）以上。其中，二十世紀

初德國吐魯番考察隊在吐魯番山前坡地、葡萄溝廢寺遺址、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吐峪溝、

勝金口和木頭溝等地發現的計有百餘葉（件），現均藏柏林德國國家圖書館和印度藝術博物

館；[註 8]另有八十葉（件）係俄羅斯探險家於二十世紀在吐魯番所發現，現藏聖彼得堡東方

學研究所；[註 9]一九五九年，在哈密市天山鐵木爾圖的一個洞窟中，又發現了十六葉屬於該

文獻的殘卷，現均庋藏於烏魯木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註 10] 

   該文獻內容豐富，含有眾多的佛教譬喻故事，如〈師子月光王譬喻〉、〈干闍那舍利譬

喻〉、〈大元帥明王譬喻〉、〈Mahendrasena 譬喻〉、〈Priyankara 譬喻〉、〈Standha 王子

譬喻〉、〈Kalmasapada 譬喻〉、〈Sutasoma 譬喻〉和〈Dantipala 譬喻〉等，按照佛教的十

業道次第進行編排，旨在宣揚佛教的生死輪迴與因果報應學說。 

過去學界對其中的不少單個故事都作過研究，但長期無法找到其具體出處，如一九三七

年，邦格和熱合瑪提合刊了一件回鶻文文獻，知其內容是關於地獄的，[註 11]但不詳其源自何

典。後來，噶瑪麗有刊佈了回鶻文中與夜叉 Atavaka 有關的故事殘卷，同樣未明典出。[註 12]

直到二十世紀八○年代以後，隨著研究的逐步深入與文獻的積累，才使《十業道譬喻鬘經》

得以確認。 

值得注意的是，該佛教故事集既無梵文本存世，亦無漢譯本與藏譯本，回鶻文所依底本

為何，迄今無法得知。今所知者，唯有幾葉粟特文殘片。[註 13]邦格與熱合瑪提推測，回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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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本可能直接譯自焉耆文本。[註 14]吐魯番出土回鶻文《十業道譬喻鬘經》（Mainz 864a）寫

本中有跋文十二行，稱： 

 

精通毘婆沙論、咒法與詩文的僧伽奴（Samghadasa）將這部偉大的《十業道譬喻鬘經》

從龜茲語（ugu küsän tili）譯成焉耆語（toxrï tili），再由試尸羅仙那（Wilasena）大師

將其重新轉譯成突厥語。以弘揚「十善業」的利益和十惡行的罪過。[註15] 

 

該題跋表明，該文獻最初是由梵語譯入龜茲語的，繼而再由龜茲語譯入焉耆語，然後再由焉

耆語譯入回鶻語。 

其二為《天神譬喻》（Divyavadana）的一部分──《舍頭諫譬喻》（Wardulakarnavadana），

以其內容涉及對印度種姓制度的抨擊而引人注目。故事講一純潔少女鉢吉帝（Prakrti）在布

施佛弟子阿難時產生了愛意，受佛陀的指點而皈依佛門。此舉引起婆羅門與剎帝利階層的震

怒。佛陀遂講說鉢吉帝與阿難前世的因緣，藉以抨擊種姓制度。該文獻之回鶻文譯本於二十

世紀初出土於吐魯番勝金口，以婆羅迷文回鶻語書寫，現藏柏林，編號為 Mainz 616（T II S 
20）。遺憾的是，寫本僅存一葉，而且相當殘破（面積 11.2×12.1 釐米），只有六行文字，

[註 16]無以反映譯本的基本情況，在此略而不論。 

其三為《觀音經相應譬喻譚》。該文獻出土於敦煌莫高窟，現藏倫敦大英圖書館，編號為

Or.8212-75A，由Tükäl Tämür抄寫於沙州。由於該文獻與回鶻文《阿毘達磨俱舍論安慧實義疏》

訂在一起，故早年羽田亨誤將其當作《實義疏》的一部分。[註17]後來，特肯發現了羽田之誤，

但又錯將其歸入「本生故事」之列。[註18]直到二十世紀八○年代初，這些錯誤才由庄垣內正

弘予以糾正。[註19]該文獻共含有三個譬喻故事。第一個故事（五－七十五行）講一對夫妻在

去世後，其子為報父母之恩而廣行善事，佛依其現世所作功德，授其將來成Čaytasukï佛之記。

第二個故事（七十六－二三九行）講蘇達利舍那（Sudaršan）城受到敵人的大舉攻擊，寶日

佛（Ratna-surya）以法力拯救之，城中君臣遂皈依佛門。第三個故事（二四一－三四六行）

講佛在舍衛城時，波斯匿王君臣時善待沙門，佛以其供養之功，授其將來成空王（Wunyaraja）

佛之記。 

其四即為下文將著重論述的《折吒王的故事》。 

上述四種譬喻故事宣揚的都是佛教的基本理論和倫理規範，以講故事的形式頌揚誠實、

仁慈、善良、布施、犧牲、禁欲等高尚品格，同時鞭撻那些恩將仇報、不講信義、貪婪兇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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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惡人與小人。透過各種不同的「譬喻」故事，聽眾可對抽象的、枯燥的理論產生感性形象，

以便用情感去體會與領受。 

四種文獻中，前二者殘損嚴重，後二者保存比較完好，其中又以《折吒王的故事》最富

文學色彩，尤其是該文獻對佛經原典的修改、增補與刪減，其用詞與語法也很有特色，對研

究印度佛教故事對古代回鶻民間文學的影響及其基本特徵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故本文選取

這一文獻予以細緻轉寫、逐字對譯、疏證與翻譯，主旨在於以這一文獻為對象，闡釋回鶻對

佛教譬喻故事的受容與改造問題。 

二、《折吒王的故事》的基本內容 

《折吒王的故事》，在回鶻文寫本中原題作Čaštani Ilig Bäg，我國學術界過去常譯之為《恰

希塔那王的故事》。寫本殘卷係一九一三年由德國第三次吐魯番考察隊所發現，現藏柏林德國

國家圖書館（Staatsbibliothek Preussischer Kulkurbesitz），其原編號與收藏號如下： 
 

  T III 84-42, Mainz 670（一－七十二行）； 
  T III 84-45, Mainz 784（七十三－一二五行）； 
  T III 84-46, Mainz 775（一二六－一七五行）； 
  T II Y 60-t, Mainz 811（一七六－二二七行）； 
  T III 84-43, U 452（二二八－二九九行）； 
  T II Y 58, Mainz 98（三○○－三一二行）； 
  T II M 7, U 451（三一三－三一八行）。 

 
  筆者通過對殘卷的譯釋與考察，並以之與《無明羅剎經》之漢文底本進行對照，發現其

內容的前半部（一－二○三行）及結尾（三一三－三一八行）是對《無明羅剎經》所述佛教

故事的改編。這一部分有三葉用回鶻文標明頁碼，分別為iki yüz toquz älig ptr（第二四九頁）、

iki yüz iki altmiš ptr（第二五二頁）和iki yüz altmiš ptr（第二六○頁）。《無明羅剎經》之漢文

本內容不多，有兩卷本、三卷本和不分卷本三種，在譯入回鶻文時不會有多達數百葉的篇幅；

後半部內容（二○四－三一二行）尚待進一步甄別。其中一葉在書眉處用回鶻文註明為 
toquzunč ülüšälig，即第九品（或卷）第五十頁。這些因素表明這一殘卷原來的篇幅應是相當

大的，當係某部大型回鶻文佛教故事彙編之殘留部分，學者們近期的研究表明，該故事有可

能亦為前述大型佛教故事集──《十業道譬喻鬘經》中的一部分。但由於該故事已無法找到

梵文原本或龜茲語、焉耆語底本，故我們只能依據漢文本對其進行比較研究。 

按一般情況，《十業道譬喻鬘經》的性質與印度著名童話故事集《五卷書》及阿拉伯民

間故事集《一千零一夜》（又稱《天方夜譚》）近似。全書按照佛教的十業道（即殺生、偷

盜、邪淫、妄語、離間語、粗惡語、綺語、貪欲、瞋恚、邪見）次第編排情節，在講述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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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業道時都穿插著一些小故事，故事在老師和弟子之間的對話中展開，然觀回鶻文《折吒王

的故事》，似乎不屬於這種情況，故本文將其另列，作為單一文獻敘述。 

對該殘卷的研究最早是由德國學者繆勒和葛瑪麗聯合進行的，[註 20]以之為據，土耳其學

者又將這一故事轉譯為土耳其文。[註 21]我國學者維吾爾族學者斯拉菲爾[註 22]、哈薩克族學

者沃拉勒汗‧庫爾曼合林[註 23]等曾依繆勒和葛瑪麗刊本將其先後譯成現代維吾爾文和哈薩克

文，但均未附轉寫與疏證；加上他們未找到回鶻文譯本所依據的原典，故譯文也存在不少問

題。筆者此前亦曾對其內容作過譯釋，[註 24]但未及進行深入探討，故這裡再作進一步的研究，

旨在通過這一文獻探討古代回鶻人對印度佛教譬喻故事的融攝。 

我們這裡首先將回鶻文《折吒王的故事》譯出，並同時羅列《無明羅剎經》中的相關內

容（見下表），以便觀察二者之間的異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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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折吒王的故事》的文學特色與佛教思想 

通過上文對吐魯番本回鶻文《折吒王的故事》的全文翻譯及其與漢文本《無明羅剎經》

相關內容的比較，不難看出，回鶻文本很可能來自於《無明羅剎經》，但與漢文原文有較大

的出入，確切一點說，回鶻文本應是漢文本的編譯，因為，回鶻文的基本內容儘管與《無明

羅剎經》是相當接近的，但二者之間的差異也明顯存在，回鶻文編譯者並未拘泥於原來的經

文，而是根據情節發展的需要，對原典進行了全面的加工與修改，增補或縮減了不少內容。

尤當注意的是，在原典結束後，回鶻文本又多出了許多折吒王與諸夜叉作鬥爭的內容（二○

三－三一二行）。其中，既有梵天神、因陀羅天神和耶舍蜜多菩薩對折吒王神力及業績的評

價與讚美，又有水神婆樓那對折吒王的擔心，更有因陀羅之子勝勇（citrawiri）對折吒王的威

脅。此外，還有魔術師之王迦摩羅羯陀（kamarakta）、彌勒菩薩、賢劫王五百菩薩，以及娑

多山、雪山、般之個夜叉等眾多角色。經過折吒王的艱苦鬥爭，「城中的凶兆全部消失，再

也聽不到小鬼那邪惡而恐怖的聲音了，至此，災病危險全被折吒王清除」（三一三－三一八

行）。又回歸到《無明羅剎經》所述佛教譬喻故事原典之結果。 

還有一點不可忽略，即後半部出現有梵天神、因陀羅天神、水神婆樓那、迦摩羅羯陀、

因陀羅之子勝勇等印度教諸神。其中，前三者被佛教借用，在經典中多有出現，而迦摩羅羯

陀、勝勇在佛經中卻是很少見的。這一因素庶幾乎表明，回鶻文《折吒王的故事》的形成，

除佛教外，也有可能曾受到印度教或其他民間故事的影響。 

回鶻文《折吒王的故事》具有濃厚的文學特色。全文深入淺出，寓意深遠，語言優美，

充滿著神奇的描寫；回鶻人對佛經中的故事進行了大幅度的改編處理，使故事情節更顯曲折

複雜，內容也更為豐富，生動形象地塑造出折吒王這一豐富的傳說人物。 

對人物的塑造，通常是以形象、心理、語言、動作為基礎的。[註 25]由於回鶻文《折吒王

的故事》已不甚完整，對其具體的人物塑造手法，我們已無由作出全面的闡釋，但仍可從中

窺視其點點滴滴。 

  在形象描寫方面，文獻著力不多。在描寫折吒王時，文獻第十四－十六行是這樣描寫的：

「折吒王意志非常堅定，如英雄之王剎帝利一般。」剎帝利，回鶻文作kšatrik，借自梵語

ksatriya，為印度種姓之一，是雅利安人的軍事貴族，包括國王及其以下的各級官吏，掌握除

神權以外的國家所有權力，故而以其形象來塑造出折吒王勇敢與堅定。在描寫惡鬼羅剎時，

文獻這樣寫到：「他們露出猙獰的面孔，用兇惡而又粗野的聲音嚎叫著，手持三叉戟與旗纛，

身體黝黑，像山一樣高大壯實，肩上披著烈焰一樣的紅髮，身上盤繞毒蛇。」（七－十三行）

其兇惡可怖的形象讓人不寒而慄，但絲毫不能動搖折吒王的決心，從而通過反面形象進一步

襯托出折吒王的勇敢與無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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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理描寫方面，文獻有缺，唯第一一四－一一五行有「此時，折吒王自忖……」之內

容，遺憾的是，因為文獻殘損，心理活動內容已不得而知。 

故事描寫語言的地方甚多，茲不一一例舉。對讀者來說，站在旁觀者的立場上，對故事

中人物之思想、目的，尤其態度的理解，即使文中著墨再多，也仍然會給人以隔靴搔癢之感，

因此，在必要的情況下，讓人物自己說話，通過第一人稱之口來真實、鮮明地突顯人物的個

性，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折吒王的故事》，從回鶻語言的特點出發，刪除了佛經原典中的

一些對話，同時又增加不少語言描寫，有些地方對原文中的對話進行了修改與重新加工，特

別是將一些比較簡短的對話合併成比較長的句子，以適應古代回鶻語言的表述模式。 

對動作的描寫，可以說是回鶻文《折吒王的故事》最成功的地方。如第八十六－一○○

行：「折吒王如此這般說著，手中握著火焰般鋒利的寶劍，跳到小鬼附近，衝入魔群，揪住

垂腹羅剎的頭髮，就用劍取其頭顱。」其英武果敢的英雄形象躍然紙上。這裡再看第一三九

－一四九行對婦女鬼的描寫：「那婦女鬼極為兇惡，遠遠看到國王，便改變了自己的容貌，

喬裝打扮成折吒王最寵愛的王后，走到國王身後，向其撒起嬌來：『親愛的大王，你想丟棄

我，去哪裡？難道你另有所愛嗎？因為她而拋棄我嗎？馬上告訴我，親愛的大王，若你不告

訴我，我現在就不活了。』」佛經原典中雖然也有對這一婦女鬼的描寫，但遠不如回鶻文文

獻所描寫的那麼惟妙惟肖、活靈活現。 

總之，回鶻文《折吒王的故事》，儘管其原本只不過是《無明羅剎經》中穿插的一則譬

喻故事而已，旨在宣揚佛教義理，但在回鶻編譯者眼中，更受重視的似乎並不是教理，而是

其中所蘊涵的多姿多彩的文學特性，所以說，回鶻文《折吒王的故事》基本上可以歸入佛教

文學作品之列。 

《折吒王的故事》敘述的是一則優美動聽的佛教譬喻故事，已如前述，無庸贅言。那麼，

它所反映的佛教思想何在呢？這是前賢未予深究的問題。這裡試釋之。 

我們還是先從漢文本《無明羅剎經》談起。該經在敘述完折吒王戰勝羅剎，並消除了國

中的一切災難後，緊接著有這樣的話頭： 

 

復次以何義故者說此譬喻，不為綺語，不為非時，所以者何？為欲增廣佛甚深義故，

為欲顯示因緣理故，作是種種眾多方喻，言王城者，喻於三有，三有城中，有生老病

死、憂悲苦惱、愛別離苦、求不得苦、怨憎會苦。毀罵惡名，持戒破戒，如是種種，

無量諸苦，不可稱計……觀察一切世間苦源，發大弘誓，必拔其本。此苦源者，逼切

眾生，為大苦惱，眾患之首；九十六種愚癡所蔽，不識生老病死，過患之源。[註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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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語點明該故事本身就是「譬喻」，意在闡明這樣一個道理：宇宙萬物的存在都依賴於因緣

（條件）而存在，事物隨因緣和合而產生，又隨因緣的離散而消亡。 

佛陀成道，悟得有情之流轉生死，皆由無明為緣。《大莊嚴論經》： 

 

聞無明緣行，行緣識，識緣名色，名色緣六入，六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

取緣有，有緣生，生緣老病死憂悲苦惱。是名集諦。無明滅則行滅，行滅則識滅，識

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六入滅，六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

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老病死憂悲苦惱眾苦集聚滅。[註 27] 

 

造業受果，而流轉不息，其過程可分為十二個因果聯繫的環節，即無明（回鶻文biligsiz bilig
／梵文avidya）→行（回鶻文tavranmaq／梵文samskara）→識（回鶻文bilig köngül／梵文 
vijbana）→ 名色（回鶻文at öng／梵文 nama-rupa）→六入／六處（回鶻文altï qačï orunlar／
梵文sad-ayatana）→觸（回鶻文bürtmäk／梵文sparwa）→受（回鶻文täginmäk／梵文vedana）

→愛（回鶻文amranmaq／梵文trsna）→取（回鶻文tutyaq／梵文upadana）→有（回鶻文bolmaq
／梵文bhava）→生（回鶻文toγ maq／梵文jati）→老病死（回鶻文qarïmaq iglämäk ölmäk／梵

文 jara-vyadhi-marana）。無明即愚昧無知，由無知而引起各種意志行為，由意志行為而引起

個人精神統一體的識；由識引起構成身體的精神（名）和肉體（色）；有了名色，就有了眼、

耳、鼻、舌、身、意六種感覺（六處）；因而就能與外界事物接觸（觸）；從而引起苦樂感受

（受）；由受誘發出渴愛和貪愛（愛）；隨之產生對外界事物的追求（取），進而引出生存的意

志和生存的環境（有）；由於有了生存意志和生存環境，因而就有生（生）；有生就有死（老

死）。就是說，無明是一切因果的總根源，這一「苦源」使眾生陷於「大苦惱」之中，是「眾

患之首」。人們因為受無明「所蔽」，故而「不識生老病死」。要消滅諸苦，就必須首先滅除無

明，只有「拔其本」，才能最終滅除痛苦。這就是所謂的十二因緣。 

十二因緣思想在回鶻中很流行而且頗有影響，如著名的回鶻文《彌勒會見記》中就有〈十

二因緣詩〉，以韻文形式論述了十二因緣之間的關係。茲譯錄如下： 

 

若無「生」緣，定無「老死」；若無「有」緣，便沒有「生」；若無「取」緣，便沒

有「有」；若無「愛」緣，便沒有「取」；若無「受」緣，便沒有「愛」；若無「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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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便沒有「受」；若無「六處」緣，便沒有「觸」；若無「名色」緣，便沒有「六

處」；若無「識」緣，便沒有「名色」；若無「行」緣，便沒有「識」；若無「無明」

緣，便沒有「行」。 

若「無明」緣滅，「行」緣便滅；若「行」緣滅，「識」緣便滅；若「識」緣滅，「名

色」緣便滅；若「名色」緣滅，「六處」緣便滅；若「六處」緣滅，「觸」緣便滅，

便止；若「觸」緣滅，「受」緣便滅；若「受」緣滅，「愛」緣便滅，便止；若「愛」

緣滅止，「取」緣便滅止；若「取」緣滅止，「有」緣便滅止；若「有」緣滅止，「生」

緣便滅止；若「生」緣滅止，「老死」緣便滅止。[註 28] 

 

該詩文字洗練，韻律雋永，內容緊湊，語言優美，含義深刻，富有哲理，闡明了佛教十二因

緣思想。 

在回鶻文《折吒王的故事》中，一切罪惡與災難皆因無明羅剎而引起，最終都一一被象

徵著正義與善良的折吒王所征服，降伏於威力無邊的佛法。 

在《無明羅剎經》中，其內容的主旨在於闡釋十二因緣義理，折吒王勇鬥妖魔的故事只

是其中穿插的一個情節而已。其梗概大致如下： 

折吒王精勤修施於鬱禪耶城，後來這裡疾疫大行，民眾大量死亡；折吒王施咒藥禳災，

結果疾疫更加劇烈；尋其原因，發現是大嘴妖魔等羅剎在作孽；折吒王欲殺之，該羅剎稱他

是受垂腹羅剎指使，只有降伏垂腹羅剎，城中疾疫才可消除；折吒王遂欲殺垂腹羅剎，然該

羅剎又稱他是受烏如和火髮二羅剎（漢文底本僅為一個羅剎，即大鼓羅剎）統領的；但當折

吒王抓獲二羅剎時，他們又稱指使者是摩訶舍涅（回鶻文本存其活動，但殘其名）；摩訶舍

涅又受婦女鬼統領；而統領婦女鬼的又是三垂髮；三垂髮又受制於四牙羅剎（回鶻文本缺）；

四牙羅剎受制於六羅剎（雲盧、山岳、甕腹、金剛主、見毒、擲羂。回鶻文本缺）；六羅剎

又受制於牛耳、手戟二羅剎（回鶻文本缺）；牛耳、手戟再受制於速疾金翅鳥（回鶻文本缺）；

速疾金翅鳥又受制於三男子（極惡、火髮、栴檀）羅剎；而三男子又歸大力鬼（回鶻文本存

部分內容，但缺其名）所轄。在整個故事中，以大力鬼威力最大，「一切世間大力兇猛」，

都無法與之匹敵，唯一懼怕的就是折吒王。故而，當折吒王抓到這個大力鬼時，他便自然被

降伏了，一切災難也都隨之消除。這裡的大力鬼羅剎，就是「無明」的總代表和諸業的總根

源。 

這裡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其中的三男子羅剎，在回鶻文本中缺極惡和栴檀，而火髮呢，

在回鶻文本中雖有，但其位置被前提了許多，取代了漢文本中大鼓羅剎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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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觀上文，筆者發現這麼這個有趣的現象，即全文之羅剎有十二種，除最為「自在」的

大力鬼外，其餘均受外在羅剎的制約，形成了以下制約關係：大力鬼羅剎→三男子羅剎→疾

速金翅鳥→六羅剎→二羅剎→四牙羅剎→ 三垂髮→婦女鬼→摩訶舍涅→大鼓羅剎→垂腹羅

剎→羅剎（回鶻文作大嘴羅剎）。那麼，這種制約關係的譬喻意義何在呢？前人未見述論。

竊以為，此十二種羅剎是否就代表著佛教所謂的十二因緣歟？亦未可知。如果這一推測成立，

那麼，二羅剎就應代表「名色」；三男子羅剎代表「老［病］死」；六羅剎呢？顯然就對應

於「六處」了。質言之，這是一個尚待繼續探討的引人興趣的問題。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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