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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簡 介

枟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枠 是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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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歷史語言研究方面的進步。
本書適合於從事中國西北邊疆地區民族語言、 歷史、 考古、 地理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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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中華書局， １９５８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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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藏族史劄記枠， 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編： 枟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科學討論會論文匯

編枠， 北京： 中央民族學院， １９６２ 年。
枟略談西藏民歌中的諧係民歌枠， 枟民間文學枠 １９６２ 年第 ２ 期。

１９６３ 年
枟藏文大藏經 （西蕃字藏） 述略枠， 藏族研究班專題講座講稿， 北京： 中央民族學

院， １９６３ 年。

１９６５ 年
枟薩迦世系、 帕竹世系枠， 王森： 枟關於西藏佛教的十篇資料枠 附録， 北京： 中國社

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 １９６５ 年。

１９７８ 年
枟西夏黑水橋碑考補枠， 枟中央民族學院學報枠 １９７８ 年第 １ 期。
枟薩迦班智達公哥監藏致蕃人書枠， 韓儒林主編： 枟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枠 第

３ 輯， 南京： 南京大學歷史系元史組， １９７８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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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期。
枟喇嘛教對藏族文化的影響枠， 枟青海民族學院學報枠 １９７９ 年第 ３、 ４ 期。
枟藏文枠， 枟民族語文枠 １９７９ 年第 １ 期。
枟藏戲和藏戲故事———西藏文化巡禮之一枠， 枟西藏文藝枠 １９７９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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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枠 １９７９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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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 枙敦煌古藏文歷史文書枛 序言枠， 王堯、 陳踐： 枟敦煌古藏文歷史文書枠， 西寧：

青海民族學院， １９７９ 年。

１９８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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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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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期。
枟 枙薩迦格言枛 評價———西藏文化巡禮之四枠， 枟西藏文藝枠 １９８０ 年第 ３ 期。
枟對音譯轉寫地名的一點補充意見枠， 枟民族語文枠 １９８０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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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南宋少帝趙顯遺事考辨枠， 枟西藏研究枠 １９８１ 年第 １ 期。
枟山東長清大靈岩寺 枙大元國師法旨碑枛 考釋枠， 枟文物枠 １９８１ 年第 １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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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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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１ 年第 ３ 期。

１９８２ 年
枟吐蕃文獻學概述枠， 王堯： 枟吐蕃金石録枠，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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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２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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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敦煌藏文寫卷 Ｐ畅Ｔ畅９８６ 號 枙尚書枛 譯文证補枠 （與陳踐合撰）， 中央民族學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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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 年
枟敦煌古藏文 枙禮儀問答枛 寫卷譯解枠 （與陳踐合撰）， 枟西北史地枠 １９８３ 年第

２ 期。
枟敦煌吐蕃文書 Ｐ畅Ｔ畅１２９１ 號 枙戰國策枛 藏文譯文证補枠 （與陳踐合撰）， 枟青海民

族學院學報枠 １９８３ 年第 ３ 期。
枟敦煌古藏文 枙羅摩衍那枛 譯本介紹枠 （與陳踐合撰）， 枟西藏研究枠 １９８３ 年第

１ 期。
枟敦煌本藏醫學殘卷介紹 （下）枠 （與陳踐合撰）， 枟中華醫史雜誌枠 １９８３ 年第 ２ 期。
枟遼刻 枙契丹藏枛 發微枠， 枟中國歷史文物枠 １９８３ 年第 １ 期。
枟再論民族民間文學與宗教的關係枠 （與馬學良合撰）， 枟西藏文學枠 １９８３ 年第

２ 期。

１９８４ 年
枟吐蕃文獻叙録枠， 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編： 枟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枠， 北京： 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
枟敦煌藏文寫卷 Ｐ畅Ｔ畅１０８３、 １０８５ 號研究———吐蕃占有敦煌時期的民族關係探索枠

（與陳踐合撰）， 枟歷史研究枠 １９８４ 年第 ５ 期。
枟嘉木樣協巴枠， 王思治主編： 枟清代人物傳稿枠 上編第 １ 卷， 北京： 中華書局，

１９８４ 年。
枟敦煌藏文寫本手卷研究近況綜述枠， 朱東潤、 李俊民、 羅竹風主編： 枟中華文史論

叢枠 第 ３０ 輯，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

１９８５ 年
枟吐蕃時期的占卜研究———敦煌藏文 Ｐ畅Ｔ畅１０４７、 １０５５ 號譯釋枠 （與陳踐合撰）， 枟世

界宗教研究枠 １９８５ 年第 ３ 期。
枟吐蕃的鳥卜研究———Ｐ畅Ｔ畅１０４５ 號卷子譯解枠 （與陳踐合撰）， 中央民族學院藏族

研究所編： 枟藏學研究文集枠 第 ３ 集， 北京： 民族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
枟唐撥川郡王事迹考———吐蕃大相禄東贊嫡孫仕唐故實枠， 朱東潤、 李俊民、 羅竹

風主編： 枟中華文史論叢枠 第 ３５ 輯，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
枟西藏佛教及教派簡介枠， 中央民族學院藏族研究所編： 枟藏學研究文集枠 第 ３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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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民族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
枟藏語西部方言———巴爾提 （Ｂａｌｔｉ） 話簡介枠， 枟西藏民族學院學報枠 １９８５ 年第

３ 期。
枟 枙苯教史枛 （嘉言寶藏） 選譯 （一）枠 （噶爾美著， 與陳觀勝合譯）， 王堯主編：

枟國外藏研究譯文集枠 第 １ 輯， 拉薩： 西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
枟介紹 枙藏漢對照拉薩口語辭典枛 及其主編于道泉教授枠， 枟辭書研究枠 １９８５ 年第

３ 期。
枟回顧與前瞻———記中央民族學院的敦煌吐魯番學研究枠 （與陳踐合撰）， 中央民族

學院藏族研究所編： 枟藏學研究文集枠 第 ３ 集， 北京： 民族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

１９８６ 年
枟吐蕃兵制考略———軍事部落聯盟剖析枠 （與陳踐合撰）， 枟中國史研究枠 １９８６ 年第

１ 期。
枟從一張借契看宗教的社會作用———Ｐ畅Ｔ畅１２９７ （１） 號敦煌吐蕃文書譯解枠 （與陳

踐合撰）， 枟世界宗教研究枠 １９８６ 年第 ４ 期。
枟敦煌本 枙瑜伽師地論· 菩薩地枛 藏漢對照詞彚考詮校録枠 （與陳踐合撰）， 枟青海

民族學院學報枠 １９８６ 年第 ２ 期。
枟敦煌吐蕃寫卷 枙醫馬經枛、 枙馴馬經枛 殘卷譯釋枠 （與陳踐合撰）， 枟西藏研究枠

１９８６ 年第 ４ 期。
枟新疆吐蕃簡牘考述及釋例枠， 王堯、 陳踐： 枟吐蕃簡牘綜録枠，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
枟藏族的古歌與神話枠， 枟青海社會科學枠 １９８６ 年第 ５ 期。
枟藏文大藏經———麗江—理塘版 枙甘珠爾枛 經述略枠， 枟中央民族學院學報枠 １９８６

年第 ３ 期。
枟 枙紅樓夢枛 第 ６３ 回中的 “土番” 正解枠， 中國曹雪芹研究會編： 枟曹學論叢枠， 石

家莊： 群衆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

１９８７ 年
枟有關吐蕃法制的三件敦煌文書譯釋枠 （與陳踐合撰）， 枟中國史研究枠 １９８７ 年第

４ 期。
枟Ｐ畅Ｔ畅１１８８ 號 枙登里回鶻可汗告牒枛 譯釋枠， 枟西藏民族學院學報枠 １９８７ 年第

２ 期。
枟歸義軍曹氏與于闐之關係補证———Ｐ畅Ｔ畅１２８４ 號吐蕃文書譯釋枠 （與陳踐合撰），

枟西北史地枠 １９８７ 年第 ２ 期。
枟三探吐蕃卜辭———倫敦印度事務部圖書館所藏藏文占卜文書譯釋枠 （與陳踐合

撰）， 枟青海社會科學枠 １９８７ 年第 ３ 期。
枟吐蕃飲饌與服飾枠， 馬雍主編： 枟中亞學刊枠 第 ２ 輯， 北京： 中華書局， １９８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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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 枙苯教史枛 （嘉言寶藏） 選譯 （二）枠 （噶爾美著， 與陳觀勝合譯）， 王堯主編：
枟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枠 第 ２ 輯， 拉薩： 西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

枟 枙西藏的鬼怪和神靈枛 再版導言枠 （博· 克瓦爾内著， 王堯譯）， 王堯主編： 枟國
外藏學研究譯文集枠 第 ３ 輯， 拉薩： 西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

１９８８ 年
枟蕃占期間的敦煌佛教事業探微———Ｐ畅Ｔ畅９９９、 １００１ 號藏文寫卷譯釋枠 （與陳踐合

撰）， 枟世界宗教研究枠 １９８８ 年第 ２ 期。
枟試論藏族的史學和藏文史籍枠 （與沈衛榮合撰）， 枟史學史研究枠 １９８８ 年第 ２、

３ 期。
枟摩挲遺文憶前賢———記顧頡剛先生序 枙五鳳苑藏漢字典枛枠， 藏族史論文集編輯組

編： 枟藏族史論文集枠，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
枟張建木先生所譯 枙印度佛教史枛 讀後贅語枠， 多羅那它： 枟印度佛教史枠 附録，

張建木譯，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
枟西藏問題與中國邊疆史地研究枠， 枟中國邊疆史地研究枠 １９８８ 年第 ４ 期。

１９８９ 年
枟吐蕃的王權與官制考略枠， 藏學研究文選編輯組編： 枟藏學研究文選———祝賀王森

先生從事藏學研究工作 ５０ 週年枠， 拉薩： 西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
枟吐蕃職官考信録枠 （與陳踐合撰）， 枟中國藏學枠 １９８９ 年第 １ 期。
枟敦煌吐蕃官號 “節兒” 考枠， 枟民族語文枠 １９８９ 年第 ４ 期。
枟藏漢佛典對勘釋讀之一——— 枙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枛枠， 枟西藏研究枠 １９８９ 年第

３ 期。
枟藏漢佛典對勘釋讀之二——— 枙金剛經枛枠， 枟西藏研究枠 １９８９ 年第 ４ 期。
枟藏曆圖略説枠，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 枟中國古代天文文物論集枠，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
枟陳寅恪先生對我國藏學研究的貢獻枠， 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秘書組編：

枟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枠， 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
枟藏學研究在臺灣枠， 枟西藏研究枠 １９８９ 年第 ２ 期。
枟考釋蕃文開盛業， 征研元史見和光———序 枙仁慶扎西藏學研究文集枛枠， 仁慶扎

西： 枟仁慶扎西藏學研究文集枠，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
枟 枙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枛 評介枠， 枟書品枠 １９８９ 年第 １ 期。

１９９０ 年
枟馬球 （ｐｏｌｏ） 新証枠， 枟法言枠 （香港） １９９０ 年第 ８ 期。
枟 枙涼州廣善寺碑枛 藏漢文釋讀枠 （與陳踐合撰）， 枟西北民族研究枠 １９９０ 年第 １ 期。
枟藏漢佛典對勘釋讀之三——— 枙大乘無量壽宗要經枛枠， 枟西藏研究枠 １９９０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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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期。
枟藏漢佛典對勘釋讀之四——— 枙佛説阿彌陀經枛枠， 枟西藏研究枠 １９９０ 年第 ４ 期。
枟奈巴教法史———古譚花鬘枠 （奈巴班智達著， 與陳踐合譯）， 枟中國藏學枠 １９９０ 年

第 １ 期。
枟中國的藏學枠， 湯一介主編： 枟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 １９８８ 年枠， 北京： 三聯書

店， １９９０ 年。
枟悵望雪山悲遺志， 俯首幽燕哭斯人———悼念郎卡孜· 羅桑多吉枠 （與徐盛合撰），

枟中央民族學院學報枠 １９９０ 年第 ３ 期。

１９９１ 年
枟敦煌 Ｐ畅Ｔ畅３５１ 號吐蕃文書及景教文獻叙録枠， 漢學研究中心編： 枟第二届敦煌學國

際研討會論文集枠， 臺北： 漢學研究中心， １９９１ 年。
枟青海吐蕃簡牘考釋枠 （與陳踐合撰）， 枟西藏研究枠 １９９１ 年第 ３ 期。
枟宗喀巴思想的歷史淵源枠 （與褚俊杰合撰）， 枟中國藏學枠 １９９１ 年第 ３ 期。
枟書卷縱横崇明德， 山河帶礪燦晚霞———評王森先生 枙西藏佛教發展史略枛枠， 枟中

國藏學枠 １９９１ 年第 ２ 期。
枟匈牙利藏學泰斗 Ｇ畅烏瑞教授逝世枠， 枟中國藏學枠 １９９１ 年第 ４ 期。

１９９２ 年
枟 枙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枛 導言枠， 王堯、 陳踐： 枟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枠， 北京：

民族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枟藏傳佛教譯經史料鈎沉枠， 枟中國藏學枠 １９９２ 年第 ３ 期。
枟薩迦班智達貢噶堅參及其哲理詩 枙薩迦格言枛枠， 王堯： 枟西藏文史考信集枠， 高

雄： 佛光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枟緣起不能破———宗喀巴對中觀緣起學説的肯定枠 （與褚俊杰合撰）， 中華佛學研究

所編： 枟中華佛學學報枠 第 ５ 期， 臺北： 中華佛學研究所， １９９２ 年。
枟漢經融藏典， 教理叩禪關———頌太虚大師創辦漢藏理教院的偉大貢獻枠， 王堯：

枟藏學零墨枠， 高雄： 佛光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枟 枙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枛 再版前言枠， 王堯、 陳踐： 枟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枠， 北

京： 民族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枟 枙國外敦煌吐蕃文書研究選譯枛 前言枠，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編： 枟國外敦煌吐蕃

文書研究選譯枠， 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枟 枙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枛 中譯本跋尾枠， 〔法〕 石泰安： 枟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枠，

耿昇譯，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１９９３ 年
枟 枙賢愚因緣經枛 藏文本及其譯者小考枠， 王宗維、 周偉洲編： 枟馬長壽紀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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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紀念馬長壽教授誕辰 ８５ 週年逝世 ２０ 週年枠， 西安： 西北大學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
枟山東長清大靈岩寺 枙大元國師法旨碑枛 考釋補証枠， 中央民族學院藏學研究所編：

枟藏學研究枠 第 ７ 集， 北京： 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
枟摩訶葛剌 （Ｍɑｈāｋāｌɑ） 崇拜在北京枠， 蔡美彪主編： 枟慶祝王鍾翰先生 ８０ 壽辰學

術論文集枠， 沈陽： 遼寧大學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
枟少數民族與道教———讀史劄記枠， 戴慶厦、 羅美珍、 楊應新編： 枟民族語文論文

集———慶祝馬學良先生 ８０ 壽辰文集枠， 北京： 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
枟臺灣近期藏學論著述評枠， 枟中國西藏枠 １９９３ 年第 ２ 期。
枟 枙西藏的神靈和鬼怪枛 中譯本序言枠， 〔奥地利〕 勒内· 德· 内貝斯基· 沃杰科維

茨： 枟西藏的神靈和鬼怪枠， 謝繼勝譯， 拉薩： 西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

１９９４ 年
枟從兩件敦煌吐蕃文書來談洪辯的事迹———Ｐ畅Ｔ畅９９９、 １２０１ 號卷子譯解枠， 復旦大學

中文系編： 枟選堂文史論苑———饒宗頤先生任復旦大學顧問教授紀念文集枠， 上海： 上
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

枟清廷治藏盛事有見証──介紹臺北 “故宫博物院” 所藏幾件藏傳佛教文物枠， 枟中
國西藏枠 １９９４ 年第 ６ 期。

枟 枙喇嘛王國的覆滅枛 中譯本序言枠， 〔美〕 梅· 戈爾斯坦： 枟喇嘛王國的覆滅枠， 杜
永彬譯， 北京： 時事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

１９９５ 年
枟元廷所傳西藏秘法考叙枠， 王元化主編： 枟學術集林枠 第 ３ 卷， 上海： 上海遠東出

版社， １９９５ 年。
枟從 “河圖洛書”、 “陰陽五行”、 “八卦” 在西藏看古代哲學思想的交流枠， 饒宗頤

主編： 枟華學枠 第 １ 輯， 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
枟 枙金瓶梅枛 與明代道教活動枠， 陳鼓應主編： 枟道家文化研究枠 第 ７ 輯， 上海： 上

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
枟 枙宗喀巴評傳枛 序言及後記枠， 王堯、 褚俊杰： 枟宗喀巴評傳枠， 南京： 南京大學

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

１９９６ 年
枟從 “血親復仇” 到 “賠償命價” 看藏族的傳統思想與社會變遷枠， 王元化主編：

枟學術集林枠 第 ８ 卷， 上海： 上海遠東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枟藏族四大詩人 （米拉日巴、 薩迦班智達、 宗喀巴、 倉央嘉措） 合論枠 （與褚俊杰

合撰）， 饒宗頤主編： 枟華學枠 第 ２ 輯， 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枟作爲哲學家的宗喀巴和宗喀巴的中觀哲學枠 （與褚俊杰合撰）， 陳慶英主編： 枟藏

族歷史宗教研究枠 第 １ 輯， 北京： 中國藏學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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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宗喀巴的密宗思想——— “雙運論” 與 “次第論”枠 （與褚俊杰合撰）， 中央民族大
學藏學研究所編： 枟藏學研究枠 第 ８ 集，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枟藏語 ｚｌａ ｂａ 一詞音義考枠， 枟民族語文枠 １９９６ 年第 ５ 期。
枟梟 （ ｓｈｏ）、 博 （ ｓｂａｇ） 考源———西藏民間娱樂文化探討枠， 枟中國藏學枠 １９９６ 年

第 ２ 期。
枟十一世班禪大師應化現身追記枠， 枟炎黄春秋枠 １９９６ 年第 ６ 期。
枟 枙風馬考枛 代序枠， 謝繼勝： 枟風馬考———西藏民間宗教、 儀軌與神話枠， 臺北：

唐山書局， １９９６ 年。

１９９７ 年
枟 枙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枛 編輯緣起及後記枠 （與陳楠合撰）， 王堯主編： 枟佛教與

中國傳統文化枠，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
枟 枙題萬松圖枛 的故事枠， 枟佛教文化枠 １９９７ 年第 ５ 期。

１９９８ 年
枟敦煌吐蕃文書 Ｐ畅Ｔ畅１２９７ 號再釋———兼談敦煌地區佛教寺院在緩和社會矛盾中的

作用枠， 枟中國藏學枠 １９９８ 年第 １ 期。
枟藏語的文化語言學釋例枠， 枟中央民族大學學報枠 １９９８ 年第 ３ 期。
枟 枙西藏歷史文化辭典枛 前言枠， 王堯、 陳慶英主編： 枟西藏曆史文化辭典枠， 拉薩：

西藏人民出版社；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
枟 枙寧瑪派次第禪枛 序言枠， 摧魔洲尊者： 枟寧瑪派次第禪枠， 敦珠寧波車科判、 談

錫永導論、 許錫恩翻譯， 香港： 密乘佛學會， １９９８ 年。
枟 枙藏史叢考枛 序言枠， 陳楠： 枟藏史叢考枠， 北京： 民族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

１９９９ 年
枟賨人初考———藏族與道教的關係一探枠， 王堯主編： 枟賢者新宴———藏學研究叢

刊枠 第 １ 輯， 北京： 北京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枟我與西藏學枠， 張世林編： 枟學林春秋枠 第 ２ 編， 北京： 朝華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枟 枙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録枛 序言枠， 王堯主編： 枟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

録枠， 北京： 民族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枟 枙賢者新宴枛 創刊序言枠， 王堯主編： 枟賢者新宴———藏學研究叢刊枠 第 １ 輯， 北

京： 北京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枟 枙敦煌漢文吐蕃史料輯校枛 序言枠， 楊富學、 李吉和： 枟敦煌漢文吐蕃史料輯校枠

第 １ 輯， 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枟 枙八思巴生平與 枟彰所知論枠 對勘研究枛 序言枠， 王啓龍： 枟八思巴生平與 枙彰所

知論枛 對勘研究枠，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枟瀟灑無塵， 耿介絶俗， 崎嶇歷盡， 書生面目———爲費孝通老師 ９０ 大壽獻詞枠，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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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華編： 枟薪火相傳———記費孝通教授枠， 北京： 群言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０ 年
枟吐蕃時期藏譯漢籍名著及故事枠， 王堯： 枟水晶寶鬘———藏學文史論集枠， 臺北：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年。
枟藏傳佛教經典叢談枠， 王堯： 枟水晶寶鬘———藏學文史論集枠， 臺北： 佛光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年。
枟詩人、 聖者米拉日巴的自然雅趣與性瑜伽觀枠， 王堯： 枟水晶寶鬘———藏學文史論

集枠， 臺北：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年。
枟明初與藏事有關的詔文及河西碑刻考异枠， 王堯： 枟水晶寶鬘———藏學文史論集枠，

臺北：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年。
枟 枙金瓶梅枛 與明代藏傳佛教枠， 王堯： 枟水晶寶鬘———藏學文史論集枠， 臺北： 佛

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年。
枟臺北故宫博物院藏一件駐藏大臣奏摺介紹———嘉慶治藏政策平議枠， 王堯： 枟水晶

寶鬘———藏學文史論集枠， 臺北：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年。
枟古藏文概述及圖例枠， 王堯： 枟水晶寶鬘———藏學文史論集枠， 臺北： 佛光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年。
枟千江映月， 同是一月——— 枙解深密經疏枛 遺事掇瑣枠， 韓金科主編： 枟摧９８ 法門寺

唐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枠， 西安： 陝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枟近十年中國藏學研究概述 （１９８６—１９９６）枠， 王堯： 枟水晶寶鬘———藏學文史論

集枠， 臺北：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年。
枟 枙更敦群培評傳枛 序言枠， 杜永彬： 枟二十世紀西藏奇僧———人文主義先驅更敦群

培大師評傳枠， 北京： 中國藏學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枟藏學研究與外宣工作之淺見枠， 枟中央民族大學學報枠 ２０００ 年第 ６ 期。

２００１ 年
枟雲南麗江吐蕃古碑釋讀劄記枠， 榮新江主編： 枟唐研究枠 第 ７ 卷， 北京： 北京大學

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
枟 枙大寶積經枛 漢藏文對勘校讀本述略前記枠， 胡軍、 孫尚揚主編： 枟詮釋與建

構———湯一介先生 ７５ 週年華誕暨從教 ５０ 週年紀念文集枠，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

枟藏譯本 枙大唐西域記枛 的翻譯、 譯者和大乘上座部等幾個問題述記枠， 樂黛雲主
編： 枟季羡林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紀念季羡林教授 ９０ 壽辰枠，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
社， ２００１ 年。

枟特立異行， 追求真理———記我所知道的先師于道泉先生枠， 王堯編著： 枟平凡而偉
大的學者———于道泉枠， 石家莊： 河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

枟于道泉先生年譜簡編枠， 王堯編著： 枟平凡而偉大的學者———于道泉枠， 石家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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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
枟兩位學術大師： 周叔迦與于道泉枠， 湛如主編： 枟華林枠 第 １ 卷， 北京： 中華書

局， ２００１ 年。
枟 枙早期漢藏藝術枛 中漢譯本序言枠， 〔法〕 噶爾美· 海瑟： 枟早期漢藏藝術枠， 熊文

彬譯， 石家莊： 河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枟吐蕃古史探微———神話、 傳説、 故事與寓言枠 （與褚俊杰合撰）， 陳高華、 余太山

主編： 枟中亞學刊枠 第 ６ 輯， 烏魯木齊： 新疆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
枟從敦煌文獻看吐蕃文化枠， 黄征主編： 枟南京栖霞山石窟藝術與敦煌學枠， 杭州：

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
枟 枙藏學文庫枛 總序枠， 王堯主編： 枟藏學文庫枠， 西寧： 青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
枟 枙雪域舊旅叢書枛 總序枠， 王啓龍主編： 枟雪域舊旅叢書枠，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

社；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枟唐帝國統治下的西域與吐蕃王國枠 （與穆舜英合撰）， 〔俄〕 Ｂ畅Ａ畅李特文斯基主

編： 枟中亞文明史枠 第 ３ 卷， 馬小鶴譯， 北京：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２００３ 年。
枟 枙中國藏學史枛 序言枠， 王堯、 王啓龍、 鄧小咏： 枟中國藏學史： １９４９ 年前枠， 北

京： 民族出版社、 清華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枟 枙吐蕃文獻選讀枛 序言枠， 陳踐、 王堯： 枟吐蕃文獻選讀枠，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枟記與王重民先生交往二三事枠， 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編： 枟文津流觴枠 第 １１ 期，

２００３ 年。
枟高山仰止———長憶李方桂先生枠， 李方桂： 枟李方桂先生口述史枠 附録， 王啓龍、

鄧小咏譯，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枟青海玉樹地區貝考石窟摩崖吐蕃碑文釋讀枠， 榮新江主編： 枟唐研究枠 第 １０ 卷，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
枟 枙拉薩尼寺梵唄枛 序言枠， 黄勇： 枟拉薩尼寺梵唄———阿尼倉空宗教儀軌供品研

究枠， 北京： 中國藏學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枟青海都蘭新出吐蕃文匯釋枠，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枟都蘭吐蕃墓枠 附録， 北京： 科學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
枟 枙藏族與長江文化枛 序言枠， 王堯、 黄維忠： 枟藏族與長江文化枠， 武漢： 湖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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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枟蹉跎歲月裏的輔仁枠， 李麗主編： 枟王輔仁與藏學研究枠，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學出

版社，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枟吐蕃 “鉢闡布” 考論枠， 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編： 枟藏學學刊枠 第 ３ 輯， 成

都： 四川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枟西藏地名釋例枠， 唐曉峰主編： 枟九州枠 第 ４ 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２００７ 年。
枟藏漢文化的雙向交流枠， 陸挺、 徐宏主編： 枟人文通識演講録· 歷史卷枠， 北京：

文化藝術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枟藏族爲中華文明做出了重大貢獻枠 （楊君采訪）， 枟中國宗教枠 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２ 期。
枟 枙古代西藏碑文研究枛 漢譯本序言枠， 丁邦新主編： 枟李方桂全集枠 第 ９ 卷， 王啓

龍譯，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枟 枙圖説西藏古今枛 序言枠， 廖東凡、 張曉明、 周愛明、 陳宗烈： 枟圖説西藏古今枠，

北京： 華文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枟我陪耀邦書記進藏側記枠， 胡耀邦史料信息網，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８ 年
枟文化的認同和融合———漢藏文獻互譯淺見枠， 北京： 國際藏學討論會， ２００８ 年。
枟 枙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枛 三版前言枠， 王堯、 陳踐： 枟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枠，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枟儒雅博學， 熱愛祖國———長憶柳陞祺先生枠， 郝時遠、 格勒主編： 枟紀念柳陞祺先

生百年誕辰暨藏族歷史文化論集枠， 北京： 中國藏學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枟藏傳佛教與靈童轉世枠， 枟中國文化枠 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
枟長安佛教與西藏佛教枠， 西安： 長安佛教論壇， ２００９ 年。

　 （二） 專著、 合著
枟西藏民間故事枠， 北京： 通俗讀物出版社， １９５５ 年。
枟説不完的故事枠， 北京： 通俗讀物出版社， １９５６ 年； 西寧： 青海民族出版社，

１９６２ 年、 １９８０ 年。
枟文成公主的故事枠， 北京： 通俗讀物出版社， １９５６ 年； 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

１９５８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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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珍珠枠 （與開斗山合著）， 北京： 通俗文藝出版社， １９５７ 年。
枟蒙藏民間故事枠 （與李翼合著）， 香港： 今代圖書公司， １９５７ 年。
枟西藏薩迦格言選枠， 西寧： 青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８ 年； 西寧： 青海民族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
枟藏劇故事集枠， 北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 １９６３ 年； 拉薩： 西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 英文本，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
枟藏族民間故事選枠 （與佟錦華合著）， 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
枟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枠 （與陳踐合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 增訂本，

北京： 民族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枟吐蕃金石録枠，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２ 年。
枟吐蕃文獻選讀枠 （與陳踐合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 成都： 四川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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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ｎｔｓ ＣＴＲＣ唱Ｕｃｈｅｎ，ＣＴＲＣ唱Ｂｅｔｓｕ ａｎｄ ＣＴＲＣ唱Ｔｓｕｍａｃｈｕ，ａｎｄ ｗｏｕｌ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ｔｈａｎｋ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Ｔｉｂｅｔｏｌｏｇｙ Ｒｅ唱
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ｋｉｎｄｌ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ｆｏｎｔ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ｔｏ ｍｅ畅

Ｈａｔｔｏｒｉ，loc畅cit畅，ｐ畅１３畅
Ｆｏｒ ｐｅｒｔｉｎｅｎ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 ｍｉｓｔａｋ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ｎｊｕｒ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ｆ畅Ｈｅｌｍｕｔ Ｅｉｍｅｒ，“ 册ｂｅｒｌｅｇｕｎｇｅｎ ｚｕｒ

册ｂｅｒｌｉｅｆｅｒｕｎｇ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ｓ ｔｉｂｅｔｉｓｃｈｅｎ Ｂｕｄｄｈａｃａｒｉｔａ，” ｉｎ： Essays and Studies on Buddhist Sanskrit Literature Dedicated to
Claus Vogel by Colleagues，Students and Friends畅Ｅｄ畅Ｄｒａｇｏｍｉｒ Ｄｉｍｉｔｒｏｖ，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ａｈｎ，ａｎｄ Ｒｏｌａｎｄ Ｓｔｅｉｎｅｒ，Ｍａｒｂｕｒｇ：Ｉｎｄｉｃａ ｅｔ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 Ｖｅｒｌａｇ ２００８，ｐｐ畅６５唱７７，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Ｋｕｒｔｉｓ Ｒ畅Ｓｃｈａｅｆｆｅｒ，Dreaming the Great Brahmin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ｐｐ畅１０７唱１０８畅



吐谷渾的藏文拼寫、 藏文名稱及其阿爾泰語源
卓鴻澤

一、 Ｔｈｏ ｇｏｎ
今藏英國印度事務部圖書館 （ Ｉｎｄｉａ Ｏｆｆｉｃ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 舊屬印度事務部圖書館 （ Ｉｎｄｉａ

Ｏｆｆｉｃ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藏品之古藏文寫卷） ＩＴＪ １３６８ 爲吐谷渾史事紀年， 中有 ［ ｔｈ］ｏ ｇｏｎ ｋｈａ ｇａｎ，
ｍａ ｇａ ｔｈｏ ｇｏｎ ｋｈａ ｇａｎ 等專名①， 似相當於 “吐渾可汗”、 “莫何吐渾可汗”。 枟舊唐書·
高宗本紀枠 上元二年 （６７５）：

［正月］ 辛未， 吐蕃遣其大臣論吐渾彌來請和， 不許。
枟新唐書· 吐蕃傳上枠：

上元二年， 遣大臣論吐渾彌來請和， 且求與吐谷渾脩好， 帝不聽。
按： 吐渾彌當爲涼州界吐渾部落中党項羌人， 降於吐蕃， 封官爲 “論” （藏文

ｂｌｏｎ）， 爲吐蕃辦理吐谷渾事務， “彌” 似爲党項羌語倡ｍ睜或倡 ｍｅｒ②。 “吐渾” 即東晉時
鮮卑 （倡 搽ｅｒｐｉ，倡 搽ｅｒβｉ） 語 “吐谷渾” 在唐代的新譯。 但後世的古典藏文著述有時據漢文
“吐谷渾” 譯寫爲 Ｔｈｕ ｌｕ ｈｕｎ， 法國伯希和 （Ｐａｕｌ Ｐｅｌｌｉｏｔ） 以其晚出， 未加珍視， 而將
“吐谷渾” 的原型擬爲 倡 Ｔｕ摧ｕγ唱γｕｎ （Ｔｕｙｕγ唱γｕｎ） ～倡 Ｔｕ摧ｕγｕｎ （Ｔｕｙｕγｕｎ）③。

誠然， 儘管中土傳讀並非一致無訛， 但具有西域背景的慧琳 （７３７—８２０） 在 枟一切
經音義枠 中亦注 “谷” 字 “音欲”④， 有此權威音注執爲成見， 鮮不以藏文 ｌｕ 爲 ｙｕ 之
形訛。 所以晚近辭書與研究論著， 凡涉及藏文 Ｔｈｕ ｌｕ ｈｕｎ 之處， 大抵訂爲 Ｔｈｕ ｙｕ ｈｕｎ。
此一字之異， 似於唐代羌、 渾歷史無關宏旨， 可置勿論， 而實與金、 元之際河西地區史
學之傳播不無關係， 請試論之。

①

②

③

④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Ｔｈｏｍａｓ，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唱
ｃｉｅｔｙ， １９５１， Ｖｏｌ畅２， ｐｐ畅８唱１６畅Ｌｕｃｉｅ ｎｏ Ｐｅｔｅｃｈ， “ Ｎｕｇａｅ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ｅ” ，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３１， （１９５６） ， ｐｐ畅２９１唱
２９４畅Ｇéｚａ Ｕｒａｙ， “ Ｔｈｅ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摧Ａ唱碧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ｅｎ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ｅｉ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Ｔｕｎ唱
ｈｕａｎｇ， ｖｏｌ畅６９， ｆｏｌ畅８４” ， ｉｎ Ｌｏｕｉｓ Ｌｉｇｅｔｉ ｅｄ畅， Proceedings of the Csoma de K迸r迸s Memorial Symposium held at Mátrafüred，
Hungary， 24唱30 September 1976， Ｂｕｄａｐｅｓｔ： Ａｋａｄéｍｉａｉ Ｋｉａｄó， １９７８， ｐｐ畅５４１唱５７８畅

參看 枟舊唐書· 党項羌傳枠 ： “有羌酋拓拔赤辭者， 初臣屬吐谷渾， 甚爲渾主伏允所暱， 與之結婚。 及貞
觀初， 諸羌歸附， 而赤辭不至。 李靖之擊吐谷渾， 赤辭屯狼道坡以抗官軍。” 枟舊唐書 · 杜佑傳 枠 載佑上疏有 “党
項與西戎 （按： 謂吐蕃） 潛通， 屢有降人指陳事跡” 之語。 又突厥頡利可汗母家有家臣名吐渾邪， 參注 ２１。

Ｐａｕｌ Ｐｅｌｌｉｏｔ， “ Ｎｏｔｅｓ ｓｕｒ ｌｅｓ Ｔ摧ｏｕ唱ｙｕ唱ｈｏｕｅｎ ｅｔ ｌｅｓ Ｓｏｕ唱ｐｉ ” ， T摧oung pao ２０ （ １９２１ ） ： ３２３唱３１畅卜 弼 德 （ Ｐｅｔｅｒ
Ａ畅Ｂｏｏｄｂｅｒｇ） 頗曾注意 Ｔｈｕ ｌｕ ｈｕｎ 的讀法， 但他將 “吐谷渾” 追溯至詞根 倡Ｔｏ摧ｏｌ （舉蒙古語 ｔｏγｏｌ唱“ ｐａｓ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 ，
謂吐谷渾從遼東跋涉山川、 度隴而至青海， 因此得名， 則純屬無根之談， 所擬形式亦違反蒙古語的演變規律， 見
Ｂｏｏｄｂｅｒｇ， “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Ｔ摧ｏ唱ｐａ Ｗｅｉ” ，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１ ／２ （１９３６） ， ｐ畅１８２畅

枟大正藏枠 第 ５４ 册， 編號 ２１２８， 卷 ７７， ８０８ｃ 頁。



二、 Ｔｈｕ ｌｕ ｈｕｎ， Ｔｈｕ ｌｕ ｈūｎ
元封擦里巴萬戶 （Ｍｔｓｈａｌ ｐａ ｋｈｒｉ ｄｐｏｎ） 司徒公哥朵兒只 （Ｓｉ ｔｕ Ｋｕｎ ｄｇａ摧ｒｄｏ ｒｊｅ ／Ｄｇｅ

ｂａ摧ｉ ｂｌｏ ｇｒｏｓ， １３０９唱１３６４） 所作史書 枟紅册枠 （Ｄｅｂ ｔｈｅｒ ｄｍａｒ ｐｏ， 摧Ｔｓｈａｌ ｐａ摧ｉ ｄｅｂ ｔｈｅｒ） 引
枟唐書· 吐蕃傳枠 （ ｔｈａｎｇ ｓｈｕ ｔｈｕ ｈａｎ ｚｈｅｓ ｐａ ｒｇｙａ摧ｉ ｄｅｂ ｇｔｅｒ ｌａｓ） 叙侵占吐谷渾一事作 ｔｈｕ
ｌｕ ｈｕｎ ｂｃｏｍ ｎａｓ ｚｕｎｇ ｃｅ摧ｕｒ ｓｌｅｂ⑤， 並於 “唐蕃史事” 篇末云：

ｒｇｙａ ｂｏｄ ｋｙｉ ｌｏ ｒｇｙｕｓ摧ｄｉ ｔｈａ摧ｉ ｄｚｕｎｇ ｇｉ ｄｕｓ ｋｙｉ ｙｉｇ ｔｓｈａｎｇ ｐａ ｂａ ｓｕ ｋｈｙｉ ｚｈｅｓ ｐａｓ ｂｒｔｓａｍｓ／
ｐｈｙｉｓ ｈａｎ ｇｓｗｉ摧ｕ ｔｓｈａｓ ｂｓｄｕｓ ｔｅ ｓｄｅｂｓ／ｒｇｙａ摧ｉ ｌｏ ｔｓā ｂａ／ｈｕ ｇｙａｎｇ ｊｕｓ ｓｈｉｎｇ ｍｏ ｂｙａ ｌｏ ｌａ ｓｈｉｎｇ
ｋｕｎ ｔｕ ｂｓｇｙｕｒ／ｂｌａ ｍａ ｒｉｎ ｃｈｅｎ ｇｒａｇｓ ｇｕ ｓｈｒｉｓ ｓｈｉｎｇ ｍｏ ｇｌａｎｇ ｌａ ｂｏｄ ｙｉｇ ｔｕ ｓｐａｒ ｄｕ ｂｔａｂ
ｂｏ／／摧ｄｉ摧ｉ ｌｏ摧ｉ ｄｂａｎｇ ｔｈａｎｇ ｎｏｒ ｂａ 摧ｇａ摧ｒｅ ｓｎａｎｇ／ｔｈｕ ｌｕ ｈｕｎ ｈｏｒ ｓｅｒ ｙｉｎ／摧ｕ ｔｈｅｎ ｏ ｔｈｏｎ ｙｉｎ／ｂｏｄ
ｋｙｉ ｒｇｙａｌ ｒａｂｓ ｄａｎｇ ｐｈａ ｃｈｅｒ ｍｔｈｕｎ ｐａ ｌａ摧ｄｉ ｚｈｉｂ ｐａｒ ｓｎａｎｇ ｂａ ｃｈｅ ｌｏｎｇ ｚｈｉｇ摧ｄｉｒ ｂｒｉｓ ｔｅ ｒｇｙａ ｂｏｄ
ｇｎｙｉｓ ｙａｎｇ ｙａｎｇ摧ｋｈｒｕｇｓ ｐａ ｄａｎｇ／ｒｅｓ 摧ｇａ摧ｍｔｈｕｎ ｚｈｉｎｇ ｓｋｙｅｓ ｄａｎｇ ｄｕｓ ｋｙｉ ｍｃｈｏｄ ｐａ ｂｓｋｕｒ ｒｅｓ
ｂｙａｓ ｐａ ｌａ ｓｏｇｓ ｚｈｉｂ ｐａｒ ｔｈａｎｇ ｚｈｕ ｔｈｕ ｈｙｅｎ摧ｃｈａｎｇ ｎｙｉｄ ｄｕ ｌｔａ摧ｏ／／⑥

此唐蕃歷史是 ［唐］ 太宗時檔案官名爲 Ｂａ ｓｕ ｋｈｙｉ 者撰寫， 後由 Ｈａｎ
ｇｓｗｉ摧ｕ ｔｓｈａ 編輯， 漢地譯師 Ｈｕ ｇｙａｎｇ ｊｕ 在 “木陰雞” （１２８５） 年譯於臨洮 （Ｓ唱
ｈｉｎｇ ｋｕｎ）， 喇嘛輦真吃剌思國師在 “木陰牛” （１３２５） 年以蕃字付梓。 此中五
行歲紀容有差謬。 Ｔｈｕ ｌｕ ｈｕｎ 即 Ｈｏｒ ｓｅｒ， 摧Ｕ ｔｈｅｎ 即 Ｏ ｔｈｏｎ。 吐蕃王統世系與此
相合者似瑣碎， 此處祇能大略書之。 唐蕃屢屢衝突， 時或和好， 其往來賜贈之
細節， 應看 枟唐書· 吐蕃傳枠 （Ｔｈａｎｇ ｚｈｕ ｔｈｕ ｈｙｅｎ摧ｃｈａｎｇ）⑦。
按 Ｂａ ｓｕ ｋｈｙｉ 三字， ｂａ 涉前一字 ｐａ 而衍⑧， Ｓｕ ｋｈｙｉ 是 “宋祁” 的音譯， 河西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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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東嘎· 洛桑赤列 （ Ｄｕｎｇ ｄｋａｒ Ｂｌｏ ｂｚａｎｇ摧ｐｈｒｉｎ ｌａｓ） 校注 Deb ther dmar po， 北京： 民族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 １７
頁。 Ｇ· ｙａｓ ｒｕ Ｓｔａｇ ｔｓｈａｎｇ ｐａ Ｄｐａｌ摧ｂｙｏｒ ｂｚａｎｇ ｐｏ （１５ 世紀 ） ， Rgya bod kyi yig tshang mkhas pa dga摧byed chen mo摧dzam
gling gsal ba摧i me long （ 枟漢蕃册府智者大歡筵瞻部洲明鑑枠 ， 簡稱 枟漢蕃册府枠 ） 亦引 枟唐書· 吐蕃傳枠 （ ｔｈａｎｇ ｓｈｕ
ｔｈｕ ｈｗａｎ ｚｈｅｓ ｐａ／ｒｇｙａ摧ｉ ｄｅｂ ｔｈｅｒ ｌａｓ） 叙同一事件作 thu lu hun ｂｃｏｍ ｓｔｅ ｂｚｕｎｇ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１０６， １０７
頁） 。 Ｓａ ｓｋｙａ Ｂｓｏｄ ｎａｍｓ ｒｇｙａｌ ｍｔｓｈａｎ （１３１２唱１３７５） ， Rgyal rabs gsal ba摧i me long （ 枟王統明鑑枠 ）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 ２２９ 頁引 “漢地大史書 枟唐書· 吐蕃傳枠 ” （ ｒｇｙａ摧ｉ ｄｅｂ ｔｈｅｒ ｃｈｅｎ ｐｏ ｚｈｕ ｔｈｕ ｈａｎ ｃｈａｎ ｂｙａ ｂａ） 作 thu lu hūn
ｇｙｉ ｙｕｌ摧ｊｏｍｓ ［…］ 畅按 ｚｈｕ ｔｈｕ ｈａｎ ｃｈａｎ 前脫一 ｔｈａｎｇ 字， 亦爲 “唐書吐蕃傳” 五字之譯音， 清雍正、 乾隆時蒙古族
藏文學者工布查布 （Ｇｏｍｂｏ ａｂ） 亦引之： ｒｇｙａ ｎａｇ ｇｉ ｄｅｂ ｔｈｅｒ ｚｈｕ ｔｈｕ ｈａｎ ｃｈａｎ ｂｙａｒ／ｂｃｏｍ ｌｄａｎ摧ｄａｓ ｍｙａ ｎｇａｎ ｌａｓ摧ｄａｓ ｎａｓ
ｌｏ ｓｔｏｎｇ ｄａｎｇ ｌｎｇａ ｂｒｇｙａ ｒｅ ｄｒｕｇ （ ｒｅ ｄｇｕ ｙｉｎ摧ｄｒａ） 摧ｄａｓ ｐａ ｎａ ｔｈａｎｇ ｇｉ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ｂｙｕｎｇ ｚｈｅｓ ｂｓｈａｄ／“漢地史籍 枟唐書· 吐蕃
傳枠 中注釋云： 當佛滅度後千五百六十六 （似當爲六十九） 年而唐朝皇帝出。” 工布查布所引乃是藏譯本 枟唐書 ·
吐蕃傳枠 中所附注釋。 近有將 ｚｈｕ ｔｈｕ ｈａｎ ｃｈａｎ 還譯爲 “ 枟如圖含簽 枠 ” 者， 誤， 見漢藏文合璧本 Ｍｇｏｎ ｐｏ ｓｋｙａｂｓ，
Rgya nag chos摧byung （Ｂｌｏ ｂｚａｎｇ ｂｓｔａｎ摧ｄｚｉｎ ｇｙｉｓ ｂｓｇｙｕｒ） ， 北京： 中國藏學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 ３０， ２０３ 頁。 參看曾比較
托忒文 （Ｋａｌｍｙｋ） 譯本的庫茲涅左夫 （ Ｂ畅Ｉ畅Ｋｕｚｎｅｔｓｏｖ） 所刊校的藏文拉丁字母轉寫本 Rgyal rabs gsal ba摧i me long，
Ｓｃｒｉｐｔａ Ｔｉｂｅｔａｎａ Ｉ， Ｌｅｉｄｅｎ： Ｅ畅Ｊ畅Ｂｒｉｌｌ， １９６６， ｐ畅１８６畅

Deb ther dmar po， ２４ 頁。 參看 枟王統明鑑枠 ， ２３２ 頁： ｒｇｙａ ｂｏｄ ｌｏ ｒｇｙｕｓ ｄｅｂ ｔｈｅｒ摧ｄｉ／ｒｇｙａ ｎａｇ ｔｈａ摧ｉ ｄｚｕｎｇ ｒｇｙａｌ
ｐｏ摧ｉ ｄｕｓ ｋｙｉ ｙｉｇ ｍｋｈａｎ ｓｕ ｋｈｙｉ ｈａｎ ｇｙｉｓ ｂｓｇｒｉｇｓ ｐａ ｌａｓ ｒｉｍ ｐａ ｂｚｈｉｎ ｄｕ ｂｃｏｓ ｔｅ／ｄｕｓ ｐｈｙｉｓ ｒｇｙａ摧ｉ ｌｏ ｔｓｔｓｈａ ｂａ 摧ｕ ｋｙａｎｇ ｄｚｕｓ／ｓ唱
ｈｉｎｇ ｋｈｕｎ ｓｄｅ ｃｈｅｎ ｄｕ ｂｏｄ ｓｋａｄ ｄｕ ｂｓｇｙｕｒ ｂａ ｌａ／ｌｏ ｇｒａｎｇｓ ｍｉ ｍｔｈｕｎ ｐａ 摧ｇａ摧ｒｅ ｄａｎｇ ｄｅ ｄｕｓ ｋｙｉ ｍｉ摧ｉ ｍｉｎｇ ｒｎａｍｓ ｌａ摧ｄｒａ ｍｉｎ
ｒｅ摧ｄｕｇ ｎａ摧ａｎｇ ｂｌａ ｍａ ｇｕ ｓｈｒīｒｉｎ ｃｈｅｎ ｇｒａｇｓ ｒｇｙａ ｙｕｌ ｎａ ｂｚｈｕｇｓ ｄｕｓ／ｒｇｙａ ｂｏｄ ｋｙｉ摧ｂｒｅｌ ｔｓｈｕｌ摧ｄｉ ｒｎａｍｓ ｇｔａｎ ｔｓｈｉｇｓ ｓｕ ｂｚｈｅｄ ｎａｓ／
ｓｈｉｎｇ ｍｏ ｂｙａ摧ｉ ｌｏ ｌａ ｓｈｉｎｇ ｋｕｎ ｓｄｅ ｃｈｅｎ ｄｕ ｐａｒ ｄｕ ｂｔａｂ ｓｔｅ ｋｕｎ ｌａ ｒｇｙａｓ ｐａｒ ｍｄｚａｄ ｐａ ｙｉｎ ｎｏ／／

參看 枟漢蕃册府枠 ， １１４ 頁： ｚｈｉｂ ｐａｒ／ｒｇｙａ摧ｉ ｙｉｇ ｔｓｈａｎｇ ｔｈａｎｇ ｚｈｕ ｈｕ ｔｈｅｎ／ｍｔｓｈａｎ ｎｙｉｄ ｌａ ｓｏｇｓ ｐａｒ ｌｔａ摧ｏ／／
枟王統明鑑枠 無 ｂａ 字 （因 ｙｉｇ ｔｓｈａｎｇ ｐａ 一詞在該書中由 ｙｉｇ ｍｋｈａｎ 所代替， 遂不衍 ｂａ 字 ） ， 但刊落 ｈａｎ

ｇｓｗｉ摧ｕ ｔｓｈａ 一人 （ 枟漢蕃册府枠 作 ｈａｎ ｓｅ摧ｕ ｔｓｈａ） ， 而以 ｈａｎ 上屬 ｓｕ ｋｈｙｉ， 乃成 ｓｕ ｋｈｙｉ ｈａｎ， 見注 ６。



方音脫落 唱η收聲， 故譯 “宋” 爲 ｓｕ； 而 Ｈａｎ ｇｓｗｉ摧ｕ ｔｓｈａ 爲 “范秀才” （范鎮）。 唐太宗
負盛名， 異族作者喜言某人爲唐太宗時人， 其誤不足辨。 至於 Ｈｕ ｇｙａｎｇ ｊｕ⑨， 則 ｇｙａｎｇ
ｊｕ 爲漢文 “講主” 之音譯 （佛門中有譯主、 講主、 律主乃至韵主）， 如依當日稱謂習
慣， Ｈｕ （福？） 必爲此僧法號之下字。 是書謂吐谷渾即 Ｈｏｒ ｓｅｒ皕瑏瑠， 未見諸現存漢文史籍。
藏文 Ｈｏｒ 指回鶻皕瑏瑡， ｓｅｒ 是黃色的意思， Ｈｏｒ ｓｅｒ 或係 Ｓａｒ甭γＵｙγｕｒ （黃回鶻， 黃頭回紇，
枟元史· 雪不台傳枠、 枙速不台傳枛 作 “馺 ［撒］ 里畏兀”）。 契丹、 西夏時期， 黃頭回紇
居於青海以北， 吐蕃、 西夏之間的地區。 摧Ｕ ｔｈｅｎ 爲漢文 “于闐” 音譯， Ｏ ｔｈｏｎ 即 枟元
史· 世祖本紀枠 之斡端， 譯自蒙古語。

Ｈｕ ｇｙａｎｇ ｊｕ 身爲講主和尚， 躬預講肆， 兼任譯事， 在甘肅臨洮譯 枟吐蕃傳枠 爲藏
文， 很可能是西夏人。 “蕃” 讀若 “藩”， 不讀 “播”， 所以寫作 ｈａｎ／ｈｗａｎ 或 ｈｙｅｎ， 後
者是 ｈｗｅｎ 的誤寫， 鐫板墨印質量不佳時， 藏文附加字符 ｗａ ｚｕｒ 與 ｙａ ｂｔａｇｓ 極易混淆。
講主將 枟吐蕃傳枠 中的 “吐谷渾” 讀爲 Ｔｈｕ ｌｕ ｈｕｎ， 若謂 ｌｕ 爲 ｙｕ 之誤， 未免武斷太
甚， 倒是 ｌｕ 與摧ｕ 形近， 這方是伯希和依違於 倡 Ｔｕ摧ｕγｕｎ 與 倡 Ｔｕｙｕγｕｎ 之間的隱衷， 復求
照應 “谷” （倡 ｋｕｋ， 比較突厥語 “暾欲谷” Ｔｏｎｙｕｑｕｑ） 字音 “欲” （倡 ｉｕｋ） 的漢文舊注，
遂又添上一個

倡 Ｔｕ摧ｕγ唱γｕｎ （Ｔｕｙｕγ唱γｕｎ）， 可謂彌縫周至， 蔑以加矣！ 但是， 在藏文中，
兩字之間點開的 ｔｈｕ摧ｕ 應是 倡 ｔｕγｕ 的對音， 既然是譯自漢文， 怎會產生這種形式呢？ 慮
及此一矛盾， 我們承認藏文各本均作 Ｔｈｕ ｌｕ ｈｕｎ 之事實， 承認其自足的史料價值， 承認
其拼寫反映當時當地的一種讀音， 尋出這種讀音背後可能存在的理由：

（１） 吐谷渾原從鮮卑遷出， 有 “阿柴虜” 之稱， “虜” 即 “匈奴” 一名中 “奴” 之異

·９１·吐谷渾的藏文拼寫、 藏文名稱及其阿爾泰語源

⑨

皕瑏瑠
皕瑏瑡

枟漢蕃册府枠 作 Ｂａ ｈｕ ｇｙａｎｇ ｊｕ （Ｂａ 涉前 ｂａ 字而衍）， 枟王統明鑑枠 作 摧Ｕ ｋｙａｎｇ ｄｚｕ， 藏文 摧Ｕ 即 Ｈｕ 之異寫。
Ｄａｎ Ｍａｒｔｉｎ， Ｙａｅｌ Ｂｅｎｔｏｒ， Tibetan Histories： A Bibliography of Tibetan唱language Historical Works，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ｅｒｉｎｄｉａ， １９９７，
ｐ畅５１ 在著録 “Rgya nag po摧i yig tshang （ ＝Rgya摧i deb ther rnying pa）” 一書 （按： 恐怕是漢文舊史， 並不存在這樣一部藏
文著作， 參看本文注 ３９） 條目下未能裁定 Ｂａ唱ｈｕ唱ｇｙａｎｇ唱ｊｕ （ 摧Ｕ唱ｇｙａｎｇ唱ｄｚｕ， Ｂａ摧ｕ唱ｇｙａｎｇ唱ｊｕ） 一名的正確形式。

枟王統明鑑枠 ２２９ 頁逕作 ｈｏｒ ｓｅｒ ｔｈｕ ｌｕ ｈｕｎ。
藏人曾以蒙古源出回鶻， 故藏文亦稱蒙古爲 Ｈｏｒ， 例如苯教史籍 （ Ｋｈｙｕｎｇ ｐｏ Ｂｌｏ ｇｒｏｓ ｒｇｙａｌ ｍｔｓｈａｎ， Rgya

rabs bon gyi摧byung gnas） 謂成吉思汗 （ Ｊｉｎｇ ｇｉｒ ＜波斯文 ｊａｈ备ｎｇ备ｒ “世界征服者 ” ） 係回鶻 “驢耳 ” 王的妃子 （ Ｙｕ ｇｕｒ
ｇｙｉ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ｂｏｎｇ ｒｎａ ｂｙａ ｂａ摧ｉ ｂｔｓｕｎ ｍｏ） 所生 （Ｋｈｅｄｕｐ Ｇｙａｔｓｏ， Three Sources for a History of Bon， Ｄｏｌａｎｊｉ：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Ｂｏｎｐｏ
Ｍｏｎａｓｔｉｃ Ｃｅｎｔｅｒ， １９７４， ｆｏｌ畅８９畅Ｃｆ畅Ｈｏｏｎｇ Ｔｅｉｋ Ｔｏｈ， “ Ｓｏｍ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Ｍａｌａ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ｏｖｅｌ
Journey to the West” ， being Sino唱Platonic Papers １３７，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２００４， ｐｐ畅３７唱３８畅按該處
藏文英譯有誤， 借此更正， 並誌作文求速失照之過） 。 在藏史 枟紅册 枠 中， “驢耳 ” 王成了唐朝武后的兒子， 枟紅
册枠 之文可能得自蘸八剌 （參看本文注 ４０） ， 已摻合回回藝人講說的故事， 故事不止一種版本， 十六世紀初波斯文
著作即以 “驢耳 ” 王爲漢朝呂后所生 （ Ｈｏｏｎｇ Ｔｅｉｋ Ｔｏｈ， ｏｐ． ｃｉｔ．）。 鄂爾多斯 （ Ｏｒｄｏｓ） 蒙古薩囊徹辰 （ Ｓａγａｎｇ
Ｓｅｃ̌ｅｎ） 枟蒙古源流枠 （ Erdeni唱yin tobči） 叙女真人朱哥 （ üｇｅ） 以數萬車載寶貨歸大都， 漢兵伏車中以入， 遂取其城，
全是希臘 “木馬屠城計” 的翻版 （參看拙文 枟 “演揲兒” 爲回鶻語考辨枠 ， 枟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枠 第一輯， ２５２
頁） ， 而 枟紅册枠 ３２ 頁則將大都的失陷歸咎於 ｓｏｇ ｐｏ摧ｉ ｍｉ ｄｐｏｎ “色目人官吏 ” 之叛變。 希臘故事是隨回回人而東
來， 逐漸形成各種版本的 “歷史” 叙述。 按藏文 ｓｏｇ ｐｏ 原指粟特人， 而藏文佛教史籍每將 ｓｏｇ ｐｏ 用作突厥人 （古藏
文 ｄｒｕ ｇｕ， 于闐文 ｔｔｒūｋ唱） 之稱 （蓋突厥內部多有粟特等中亞雜胡， 參看本文 “附論” ） 。 估計在黑韓王朝以後， ｓｏｇ
ｐｏ 一度泛指中亞回回與色目人， 至明朝中晚期由於一種 “大蒙古 ” 歷史思維的投射， 反將隋唐時代的突厥一律
“蒙古化” ， 於是藏文 ｓｏｇ ｐｏ 又成了蒙古的代稱。 工布查布在其藏文著作中將突厥 “葉護” 附會爲蒙古語 ｙｅｋｅ “大”
之對譯 （ ｙｅ ｈｕ ｎｉ ｙｅ ｈｅ ｚｈｅｓ ｂｙａ ｂａ ｃｈｅｎ ｐｏ摧ｉ ｓｋａｄ ｄｏｄ ｙｉｎ 摧ｄｒａ摧ｏ） ， 也是同一種思維的反映， 見 Ｍｇｏｎ ｐｏ ｓｋｙａｂｓ， Rgya
nag chos摧byung， 北京： 中國藏學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 ２７０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