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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入藏三种蒙古文古籍介绍

萨仁高娃 李金花

2020 年，我馆入藏 6 种 6 函册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中，有 2 种 2 函册为蒙古文，1 种 1

函为藏、蒙古文合璧文献，此 3 件均为通过民间征集、购买、入藏。其具体情况介绍如下（图

1）。

图 1三件藏品整体情况

一、蒙古文布里亚特版《譬喻之海》一函

汉文称《贤愚经》或《贤愚因缘经》，为佛教故事集，讲述佛本生故事。全书共分十三

卷、六十九品，即讲述了六十九个故事。蒙古文《     》，直译为

《譬喻之海》，据《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有清抄本和刻本，刻本分别为清康熙五十三年

（1714）刻本、清雍正六年（1728）刻本。

本次购藏为布里亚特刻本，封面题“       ”（譬

喻之海经），正文首题“    ”（贤愚经）。梵夹装，开本 44.59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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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框 407 厘米，四周双边。首尾完整，凡 488 叶，五十二品。封面内正文第一页及第二叶

正面两侧均有佛像（图 2），经文呈 21 行，行字不等，其余叶，正面 30 行，背面 31 行，行

字不等。每叶正面左侧刊题名及页码。末叶有尾记，说明此本由“阿古寺”第七世住持苏玛

迪巴匝日主持雕造（图 3）。经文后半部分有烧焦痕迹，但未伤及内容，可谓“奇书秘笈在

处有神物护持”
7
。

图 2蒙古文布里亚特版《譬喻之海》首

图 3蒙古文布里亚特版《譬喻之海》尾

布里亚特版是指分布于贝加尔布里亚特蒙古地区雕印的刻本。据相关资料记载，布里亚

特地区 12 寺院刊有蒙古文经典，其中即有阿古寺院，曾刊印 22 种书籍
8
。由此断定，我馆

所入藏《譬喻之海》为布里亚特版无疑，而其具体刊刻年代，需查阅阿古寺史，知其第七世

住持为何时代人物，方可确定，需进一步研究。但，据佛教在布里亚特地区的流传与发展，

布里亚特地区寺院的兴建，翻译、刊印佛经情况看，应不早于 19 世纪。

7 见顾广圻校《元朝秘史》前傅增湘先生跋。
8 乌·托亚著《蒙古古代书籍史》（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1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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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亚特版《譬喻之海》，《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未收，为国内孤本，极为珍贵。

二、蒙古文清末抄本《阎罗法王经 恩德古日勒（音译）汗传》一册

此清末抄本一册，后期用麻布制作成封皮，并用线缝合成线装样（图 4），开本 25.513

厘米。每半叶 10 行，行字不等。由二种内容组成：据封面题，第一种为《  》

（阎罗法王经），110 叶；第二种为《      》（恩德古日勒（音

译）汗传），意为过失汗传，20 叶。

《阎罗法王经》，首叶残，至 110 叶，经文结束，继续抄《恩德古日勒（音译）汗传》，

题“     ”（恩德古日勒汗故事），亦为佛教故事。（图 5）

此本末叶记录抄写年“阳水虎年”（图 6），结合此本蒙古文书写体等特征，此抄写年应

不晚于 1902 年。《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未收录此二种文献，本次购藏为国内外孤本，十分

珍贵。

三、藏蒙古文合璧清刻本《莲花生大师祈愿文》一函

此为藏、蒙古文合璧刻本，梵夹装，开本 32.510.5 厘米，版框 8.810.5 厘米，左右

单边。凡 89 叶，中间 69-73 叶缺，据经尾断句，应缺第 90 叶。每面 3 个双行，每双行上为

藏文，下为蒙古文。第一叶中间刻有莲花生大师像，每面左侧为藏蒙古文页码，右侧为汉文

页码（图 7）。据字体及标示页码等特征，应为清早期北京版。

图 4封面 图 5两种内容衔接叶 图 6书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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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经首

图 8 经尾

经文讲述：于阳火马年，应五位格隆之求，莲花生大师讲解密咒中守誓之喇嘛启请文。

蒙古文古籍中不乏有关莲花生大师著作，但据题名，与此本相似者却无。故可称作孤本，作

为蒙、藏文合璧刻本，尤为珍贵（图 8）。

本年购藏三种蒙古文古籍，打破蒙古文古籍多年不入账局面，丰富了馆藏，突显了我馆

馆藏建设的全面与多样性。2019 年 7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蒙古文古

籍阅览室考察时做出重要论述，指出 “要加强对蒙古文古籍的搜集、整理、保护，挖掘弘

扬蕴含其中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内涵，激励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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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党中央对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少数民族古籍工作者给予了巨大的鼓舞和

鞭策。我们将继续发掘民间流散珍贵古籍，将其入藏我馆，使其保存环境得到改善，使其得

到规范化管理，使其寿命得到延续，使其为学界广泛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