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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入藏蒙古文古籍概要

 李金花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2024年 4月，古籍馆通过民间征集，购藏了 5种蒙古文古籍，其中三种为托忒蒙古文，

从内容和文种上皆可补我馆收藏空白，意义重大。下面逐部介绍如下。

一、米拉日巴传

清布里亚特刻本，一函，梵夹装，228叶，开本 9.0×52.5cm, 版框 6.5×46.0cm,每面 40

行，行字不等；四周双栏，其中有 139叶和 182叶重复，第 82叶为原版缺失，后人用油性

笔补抄。用花布包纸板做以经书上下夹板，上夹板背面为后人写藏文内容，主要介绍米拉日

巴身世。

封面长方形框中为蒙古文题名《          

      》，其下有后人用毛笔附藏文题名“རྣལ་འབྱལར་དལང་བཆལགབྣལ་་ལལལངལལྣ་ལ

ྱསལཔལརངལ་ྱལ་ལད་ལརདལ་ངསལསརལང་མ་ལཔལྣངལལབ་ལ མྟསལའལ་ལ་ྱཆསལསབུུ”。正文首叶、第二叶及尾叶均为朱印并两侧有佛像，

版框左侧刻蒙古文《 》（传）和叶码。

图 1 《米拉日巴传》封面及背面

米拉日巴（1040—1123），西藏著名高僧，噶举派开山祖师玛尔巴弟子中的实修派，是

公认的西藏“瑜伽自在成就师”。

《米拉日巴传》是 1448年由其弟子桑杰坚赞著，以米拉日巴师徒之间的问答形式记述

了藏传佛教塔波噶举派祖师米拉日巴从人到佛的故事。历史上米拉日巴的传记百千版本，也

有其它形式，比如唐卡造像，寺庙壁画等记录和反映了他的生平。米拉日巴传及道歌随现在

出版技术及传播手段更是在全世界范围盛传。《米拉日巴传》不但在藏族内部广为流传，影

响深远，也受到其他民族学者的喜爱，早在 1618年就被译成蒙古文，新中国成立前便有了

汉文。同时，在国际上也被各国研究藏族历史、文化、宗教的人们所瞩目，早已有了英、法、

日、意、韩等文字的译本，成为闻名海内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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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文《米拉日巴传》译自藏文本，于 1618年，锡埒图·固什·绰尔济应绰克图台吉

及其母亲之委托翻译，是该传最早的其他民族文字译本，从而使该传记在蒙古地区得到广泛

流传。清乾隆时期在北京得到刊刻，我馆有收藏。

本次入藏的版本为清代布里亚特刻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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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独特的刻印风格。据相关资料记载，19世纪在布里亚特地区 12寺院刊有

蒙古文经典。此次入藏的《米拉日巴传》具备了布里亚特版独特的刻印风格，极其珍贵。其

跋文中提到的此《传》“由锡埒图·固什·绰尔济翻译并于戊午年（1618）在呼和浩特翻译”，

与清乾隆北京版跋文基本一致，连书写者名称均同。我们看馆藏清乾隆北京刻本首二叶，两

侧亦有佛像，神貌与该布里亚特版完全同，故此布里亚特版应参考了北京版，并将其末尾跋

一同抄录刊刻，但并非覆刻，因不仅行款不同，所用蒙古文字体亦不同，正如该藏品所附手

写说明中提到的：北京版《米拉日巴传》系清乾隆时期喀喇沁额驸罗桑东如布捐资制版刊印。

布里亚特版是根据该版重新刊印。

据《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该传记有刻本、竹笔抄本、毛笔抄本。而目前所知《米拉

日巴传》刻本仅为《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所载清乾隆北京刻本，不见此布里亚特版。故此

布里亚特刻本为国内仅见，极为珍贵，此版弥补了我馆收藏空白，堪称与北京刻本珠联璧合。

图 2、图 3 《米拉日巴传》跋文

图 4 《米拉日巴传》卷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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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圣主成吉思汗慧钥箴言

图 5 《智慧钥匙》封面

《圣主成吉思汗慧钥箴言》，通称《智慧的钥匙》，是蒙古族著名的训谕诗，从 13世纪

时期在成吉思汗箴言基础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掺入大量的藏文《萨

迦格言》及印度《育民甘露》等格言诗，包括治国安邦,提倡和谐，政教并行、道德文明、

注重知识等方面内容，形成了内容丰富，含义深刻的格言诗集，极具教育、哲理、道德与文

学性。

该训谕诗从最初的口耳相传逐渐成为书面文学作品，在蒙古地区广泛流传，产生了诸多

版本。早在 1836年，俄罗斯学者鲍培在其编纂的《蒙古文学精粹》中收入《智慧的钥匙》

和《成吉思汗箴言》。1896年另一位俄罗斯学者波斯德涅夫在其编纂的《蒙古文学精粹》中

亦编入《智慧的钥匙》的部分诗例。据蒙古国学者策·达木丁苏荣编《蒙古古代文学一百篇》，

蒙古国乌兰巴托收藏两种刻本和五种手抄本；据《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蒙古族卷》，

国内收藏有 30多种本，其中有两件托忒蒙古文手抄本，其余均为回鹘式蒙古文，年代基本

为清末到民国年间。有毛笔抄本，竹笔抄本，仅有 1部为石印本，且全为线装。

图 6 《智慧钥匙》的开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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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智慧钥匙》结尾部分

本次入藏者，梵夹装，毛笔抄本，共 12叶，开本 10.5×35cm,每面 25行，四周又单线

画框。封面题《         》，封面背为正文首页，其两

侧均画有立方形框，或其抄录底本有佛像等装饰画。每叶正面左侧写藏文数字和蒙古文页码。

全书包括封面的多处用纸条粘贴，应是民间常翻阅诵读的体现。末尾跋《   

                  

》（愿被愚昧黑暗障碍斑驳不清的智慧，被此书金钥匙解开，犹如空中金色光芒般广博

敏捷绽放），显然为“智慧钥匙”这一名的解释，也是诵读该书所达到的目的。根据其蒙古

文书写的特征，可断定其抄写年代应为民国时期，对“h”加点特征也透露了其底本或为布

里亚特地区流传本。《智慧的钥匙》，我馆仅存一部上世纪九十年代复制自内蒙古自治区图书

馆的线装复印件，无原件收藏。经对二者比对，抄写的内容和字体均有差别，尤其此本末尾

对“智慧的钥匙”一名的解释，其他本所不见，极为珍贵。此次入藏《智慧的钥匙》弥补了

我馆无此文献原件的空白。

三、三件托忒蒙古文古籍

托忒蒙古文是新疆卫拉特蒙古族所使用的文字，1648 年由卫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第

达·那木海扎木苏在回鹘式蒙古文基础上结合卫拉特方言所创制。至今已有 370多年的历史，

使用的时间和留下的古籍数量仅次于回鹘式蒙古文。迄今为止，居住在新疆伊犁河流域的厄

鲁特蒙古人是世界上收藏托忒文古籍最多的群体，也是唯一活生态使用托忒文的地域。

本次购藏三件托忒文古籍《皈依经》、《圣善行誓愿王传》、《乌善达拉王传》，均为佛教

经典，清代竹笔抄本，译自藏文。其叶数和尺寸依次分别为 6 叶，8.5×22cm；13 叶，9.0

×22cm；13叶，10.5×34.5 cm。三件封面题均与其他托忒蒙古文古籍相同，均将纸张竖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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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将题名竖向书写，正文内容为佛教信徒必诵经文和改编成蒙古族特点的通俗佛教故事，

均收录在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中。这些佛经故事经过蒙古族高僧的反复翻译、民间

传抄以及口耳相传等方式流传的过程中，产生很多不同版本。在《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中

《皈依经》的版本有 22种，其中 3部为托忒蒙古文版，2部收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

古籍整理办公室蒙古文室，1部为缩微胶卷，收藏在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其原件收藏于德国

马尔堡大学图书馆。《圣善行誓愿王传》的版本有 21种，仅一件托忒蒙古文版，收藏在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蒙古文室；《乌善达拉王传》版本有 11种，其中有 3件托

忒蒙古文版本，1件为私人收藏，在新疆；其余 2件均为缩微胶卷，原件分别收藏在德国哥

廷根大学图书馆和德国马尔堡图书馆，1988年由内蒙古大学复制。

馆藏蒙古文古籍中无此三种内容的文献，且托忒蒙古文仅见于《西域同文志》《满蒙汉

一学三贯》等极少数多文种合璧文献中，无单文种的单行本。本次购藏则填补馆藏无托忒蒙

古文古籍单行本的空白。

图 8 《皈依经》

图 9 圣善行誓愿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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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乌善达拉王传

综观以上入藏，布里亚特刻本在国内流传甚少，我馆藏仅见近年入藏的蒙古文《贤愚经》

（故事之海），通过此次入藏，成为二部，且与原藏北京版脉络相承，文物、文献价值极高。

《智慧的钥匙》，在原藏复制件基础上，入藏一部梵夹形式的原件，对于馆藏史，亦有重要

意义。三部托忒蒙古文古籍，内容和文种上均补我馆收藏空白，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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