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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开蒙要训》 

 刘婷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开蒙要训》是中国古代蒙童读物之一，据 P.2721 号《杂抄》“经史何人修撰制注”

云：“《开蒙要训》，马仁寿撰之。”马仁寿，其生平未见史志记载，事迹不详。《开蒙要训》

成书年代约在魏晋六朝之际，该书于唐五代时期在我国西北地区广为流传，但后世不传，敦

煌文献存有写卷若干。 

 

图 1 BD14667《开蒙要训》全图 

 

《开蒙要训》汇集 1400 个常用汉字，

以四言韵语的形式加以编排，四字一句，

分三百五十句，两句一韵，共一百七十五

韵，内容极为丰富，既涵盖了自然知识和

社会知识，又有做人、治家和治国的观念，

是一部包含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百科全

书。 

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开蒙要训》共

有六号，分别为 BD05203、BD10199、

BD12355、BD14667、BD15434、BD16361。

BD14667 为唐乾宁五年（898）写本，首

脱尾缺，有折叠栏，正面抄写《开蒙要训》

52 行，抄写规整，卷面多油污，末 5 行及

卷中个别行上下部有缺损（图 1）。首题

“开蒙要训一卷”，首题下有“乾宁五

年”字样，起“乾坤覆载”（图 2），至“樽

壶櫆钵”。背面抄写《三月十八日郑从嗣

上常侍状》《乾宁五年永安寺条记》等其他

6 种文献（图 3）。 

图 2 BD14667《开蒙要训》首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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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BD14667 背 

BD05203 为吐蕃统治时期写本，首脱尾残，正面抄写《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二五九，

卷背抄写《开蒙要训》两行，第一行“开蒙要训一卷乹坤覆载”，第二行“月光明四时来往

八节相迎春花开”。 

BD10199 为归义军时期写本，残片，首残尾残，通卷上下残，存文字 4 行， “□□粟

穬稻（？）/□杵臼舂捣□/□箕蒿稍穰□/□□涧（？）溪（？）”。张新朋以 P.2487 号写

本为参照，认为 BD10199 与 BD12355 皆为《开蒙要训》，两卷可缀合，且两卷与 S.6128 为

同一写卷撕裂而成。 
BD12355 为归义军时期写本，残片，首尾上下皆残，存 3 行文字，第一行为“□粳粮

糯□”，第二行为“□碾磨□”，第三行为“□ 秕䴰”。据张新朋研究，内容为《开蒙

要训》①。 

BD15434 为归义军时期写本，残片，正面为《程富住阿耶身亡社司转帖（拟）》，背面

抄写《开蒙要训》8 行，起“夏叶舒荣”，至“酣畅饮酒”。背面另一文献为《社司转帖》。 

BD16361 为归义军时期写本，残片，首断尾残，存 2 行字，录文“□跃谄佞潜藏奸/勤

赏恪◇功勋”。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此残片系从 BD09251 号背面揭下

的古代裱补纸。BD09251 为《燕子赋》。张新朋根据写卷文字并参考 P.2487 号内容，认为

BD16361 应为《开蒙要训》，且“恪”字下之字为“赉”，“赏”“恪”两个字的前后位置

也是错误的。 

                                                        
① 张新朋：《敦煌蒙书残片考》，《文献》2013 年第 5 期，第 73—8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