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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華嚴經》作為一部大部頭的佛教經典集成，在吐蕃時代已經被完整翻譯為

藏文，且經卷的開合與漢譯華嚴有一些不一致之處，最突出的表現是藏譯華嚴

中稱之為「華嚴品」和「普賢品」的兩品在漢譯中闕。此外，藏譯中還保存了

《華嚴經》的部分異譯，這在藏譯佛經的歷史上也是不多見的。《華嚴經》中

的部分品類以單經的形式在歷史上亦曾流行，這不僅由早期漢譯佛典證實，亦

由藏文經錄和梵文引文證實。《華嚴經》的「賢首品」在《大乘集菩薩學論》

中亦有近乎完整的引用。本文擬討論如下幾個議題：一是從梵文的視角檢視

「華嚴」譯名的由來，《華嚴經》梵本的傳世情況；二是探討藏譯《華嚴經》

的經題、經卷的開合，以及「華嚴異譯」、「華嚴別譯」的情況；三是探討《華

嚴經》在印藏漢佛教文化圈中的交涉，以及藏族人對漢譯《華嚴經》傳譯和傳

承情況的認識。 
通過對《華嚴經》相關梵藏文獻的探討，不僅可以豐富我們對《華嚴經》

的認識，而且有助于從整體上推進《華嚴經》的相關文獻研究。 
 

 

關鍵字：《華嚴經》、梵文、藏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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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梵文文獻視角下的《華嚴經》 

（一）經題  

我們現在所熟知的梵文佛典的標題多是得自藏譯佛典之便。藏譯佛典一般

在經文之初都會以藏文字母轉寫的方式給出經文的印度語標題（rgya gar skad 
du），然後再給出藏譯標題（bod skad du），根據藏譯，《華嚴經》的梵文經

題全稱為《大方廣佛華嚴經》（Buddhāvataṃsaka-nāma-mahāvaipulyasūtra），

簡稱 Buddhāvataṃsaka，後者亦收錄在吐蕃時候編輯的梵藏辭書《翻譯名義大

集》（Mahāvyutpatti）中。1 《華嚴經》的梵文標題亦可從梵文文獻得以證實，

俄羅斯聖彼德堡收藏有十三世達賴喇嘛贈送的《華嚴經 · 普賢行品》

（Samantabhadracaryānirdeśa）殘片，跋文說該經是「十萬頌大方廣佛華嚴經」

（Buddhāvataṃsake mahāvaipulyasūtre śatasahasrike granthe）中的一品。2 最
近，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和奧地利科學院聯合出版了西藏自治區梵文文本系列叢

書的第七冊，這是二十部短小梵文經典的集成，其中一部題名為《顯無邊佛土

功德經》（Anantabuddhakṣetraguṇodbhāvana-nāma-mahāyānasūtra），該經相當

於《華嚴經·壽量品》，跋文說該經出自「方廣藏佛華嚴」（Buddhāvataṃsakād 
vaipulyapiṭakāt），3 這證實了上述《華嚴經》的梵文標題。 

《大方廣佛華嚴經》經題中的「大方廣」（mahāvaipulya）一詞可以視作佛

陀言教的一種形式，許多大乘經典均冠有此標題，亦稱方等、廣破，此不贅

述。難解的是「華嚴」（avataṃsaka）一詞。Avataṃsaka 亦寫作 avataṃsa, vataṃsa, 

vataṃsaka，  一般指耳環、耳飾，Monier-Williams 的《梵英詞典》收錄有

avataṃsa、vataṃsa，釋義為 “a garland, ring-shaped ornament, ear ornament, 
ear-ring, crest”。4 Edgerton 的《佛教混合梵語詞典》收錄了 avataṃsaka，給出

                                            
1 榊亮三郎，《梵藏漢和四譯對校翻譯名義大集》， S 1329。需要提請

注意的是，在漢傳佛教的歷史上，往往將《華嚴經》的梵文標題指稱

為（ Buddha） gaṇḍ av yūha，但從梵藏文獻來看， gaṇḍav yūha只是《華

嚴經 ·入法界品》的標題，並不能用來指稱整部《華嚴經》。漢傳佛

教的這一說法應該來自法藏（ 643–7 12），他在《華嚴經探玄記》中

說：「華嚴之稱，梵語名為健拏驃訶。健拏名雜華，驃訶名嚴飾。」

（ T35 ,  no .  1 733 ,  p .  121a10 –11），澄觀（ 737–838）也繼承了這種說

法：「依今梵本。云摩訶毘佛略勃陀健拏驃訶修多羅，此云《大方廣

佛雜華嚴飾經》，今略雜飾字耳。」（《大方廣華嚴經疏》， T35 ,  no .  
1735 ,  p .  52 4b20 –22）。  

2 轉引自 Ōtake ,  S usu mu. ,  “ On  the  Or ig i n  and  Ear l y  D eve lop me nt  o f  the  
Buddh āva ta ṃ sak a - sū t ra , ”  p .  8 9 .  

3 V in i t a  Ts eng  (ed .  a nd  t r . ) ,  A  U nique  C o l l ec t ion  o f  T wen ty  Sū t ras  in  a  

Sanskr i t  Ma nuscr ip t  f rom th e  P o ta la ,  p .  58 2 .  
4 Monie r - Wi l l i a ms ,  S i r  Moni e r . ,  A Sa nskr i t -Eng l i sh  Dic t iona r y ,  p .  9 8 ,  

9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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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釋義是「集合」（a large number, collection）。5 就佛教文獻而言，avataṃsaka
除了上述釋義，也有別的用例，以下分別敘述。 

1.（花做的）耳飾。  

此種用例在梵文佛典中較為多見，例如，avataṃsaka 在《方廣大莊嚴經》

中出現四次，均指用花做的耳飾，6 該詞還出現在《撰集百緣經》第 61 緣、7 
《三摩地王經》、8 《律本事》、9 《律經·布薩事》等經論中。10 

2.  蓮花的臺 /藏? 

Avataṃsaka 在《華嚴經·入法界品》中出現一次，描述的是從海中出現的蓮

花，其中說到蓮花的各部分時用到了該詞： 

梵文：Tasya mama kulaputra evaṃ yoniśaś cintāmanasikāraprayuktasya 
mahā- sāgarasya-adhastān mahāpadmaṃ prādurabhūt | 
aparājita-maṇi-ratnendra- nīla-maṇi-vajra-daṇḍaṃ 
mahāvaiḍūrya-maṇi-ratna-avataṃsakaṃ jāmbū- 
nada-suvarṇa-vimala-vipula-patraṃ kālānusāri-candana-kalikā-vyūham 
aśmagarbha-ratna-kesaropetaṃ sāgara-vipula-vistīrṇa-pramāṇaṃ.11 
 
藏譯：De ltar kho bo tshul bzhin du bsam pa yid la byed pa la brtson par 
gnas pa'i tshe | rgya mtsho chen po'i 'og gi gzhi las pad mo chen po nor bu 
rin po che indranīla thub pa med cing rdo rje lta bur sra ba'i chu ba can | nor 
bu rin po che vaiḍūrya dam pa'i rgyan dang ldan pa | 'dzam bu chu klung gi 
gser ltar dri ma med pa'i lo ma rgya chen po can || dus dang mthun pa'i tsan 
dan gyi snying po'i rgyan gyis brgyan pa | rin po che aśmagarbha'i ze ba can 
| rgya mtsho tsam du yangs shing rgya che ba.12 

 

                                            
5 B HS D 71 .  Edg er ton的釋義很可能是受了藏譯 pha l  p o  che的影響。  
6 藏譯見 D 9 5 ,  8 7b1 ,  176a4 ,  7 :  me  to g  rna  rgyan ;  1 04b2 ,  10 8b6 :  me  to g  g i  

rna  rgyan。地婆訶羅漢譯《方廣大莊嚴經》有兩處分別譯作「莊耳花」

（ T3,  no .  1 87 ,  p .  567 a22）和「耳璫」（ T 3,  no .  1 87 ,  p .  599 a16）。  
7 漢譯未予譯出，藏譯為 rna  ba ' i  gong  rgy an  (D  34 3 ,  1 69a2)。  
8 那連提耶舍譯《月燈三昧經》譯作「耳璫」（ T15 ,  no .  639 ,  p .  60 4 a 3），

藏譯為 rna  ba ' i  rgy an  (D 12 7 ,  131a 5)。  
9 D  1 ,  Ga ,  1 46a6 :  me  tog  g i  t hu m bu ' i  rna  r gyan .  
10 D  411 7 ,  441 – 2 :  me  t og  rna  rgyan .  
11 Va i dya ,  P .  L .  ( ed . ) ,  Gaṇḍ avyūh asū t ra ,  p .  52 .  
12 D  44 ,  G a ,  329b 5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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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華嚴》：作是念已，即見海底水輪之際，妙寶蓮華自然湧出。伊

那尼羅寶為莖，閻浮檀金為葉，沈水香寶為臺，碼碯寶為鬚，彌覆大海。13 
《八十華嚴》：善男子！我作是念時，此海之下，有大蓮華忽然出現，

以無能勝因陀羅尼羅寶為莖，吠瑠璃寶為藏，閻浮檀金為葉，沈水為臺，

碼碯為鬚，芬敷布濩，彌覆大海。14 
《四十華嚴》：善男子！我作如是思惟之時，從大海中有大蓮華，眾寶

莊嚴，欻然出現，以無能勝帝青頗胝迦金剛摩尼王寶為莖，毘瑠璃摩尼

王寶為臺，無垢清淨閻浮檀金為葉，隨時芬馥白栴檀香沈水妙寶而為其

藏，黃色映徹碼碯寶王以為其鬚，百萬摩尼寶莊嚴網羅布其上；凡所莊

校，周圓無際，光榮四照，彌覆大海。15 

這裏講到了蓮花的莖、藏、葉、臺、須（或莖、臺、葉、藏、須）等，對

avataṃsaka 一詞，漢譯或譯作「臺」，或譯作「藏」，藏譯譯作 rgyan。這究竟

指的是蓮花的哪一部分並不清楚。16 同樣的敘述在其他經典中也有發現，例

如，《十地經》在講到十地菩薩生起最後三昧時，會有此種蓮花出現，但是彼

處並未出現 avataṃsaka 一詞： 

Mahāvaiḍūrya-maṇi-ratna-daṇḍam atulya-candana-rāja-karṇikaṃ 
mahāśmagarbha-kesaraṃ jāmbūnada-suvarṇāvabhāsa-patram.17  

這裏分別指稱了蓮花的莖、臺、須、葉。以《八十華嚴》為據，「臺」對

應其中的「沈水為臺」，因此，avataṃsaka 當對應其中的「藏」。關於此點，

以下還會涉及。 
3．《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中的 AVATAṂSAKA。  

《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在每品結束之際有時候說其出自「菩薩藏華嚴大

方廣經」（Bodhisattvapiṭakāvataṃsakān mahāyānavaipulyasūtrād），18 藏譯也保

存了這樣的說法（Byang chub sems dpa'i sde snod phal po che theg pa chen po rgya 

                                            
13 T9 ,  n o .  2 78 ,  p .  691 a 6 –9.  
14 T1 0 ,  no .  279 ,  p .  33 5 b21 –2 4.  
15 T1 0 ,  no .  293 ,  p .  68 1 b6 –13.  
16 漢譯中「臺」「藏」的互換或許說明當時的譯師將 ava taṃ saka和 vyūha
作為同義詞使用，而 vyūh a除了「排列、配置」的含義外，也有「聚

集、集合」的含義，這或許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解釋藏族譯師為何把

ava taṃs aka譯作 pha l  po  che。關于藏譯《華嚴經》的經題，參見下文

論述。  
17 Va i dya ,  P .  L .  ( ed . ) ,  Daśab hū mika sū t r am ,  p .  55 .18 –20 .  
18 Ga ṇapa t i  Śās t r i ,  T .  ( ed . ) ,  Ma ñjuśr ī mūlak a lpa ,  p .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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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 ba'i mdo las）， 19  但是這個信息沒有反映在天息災的漢譯中。此處的

avataṃsaka 似乎是經典的類名，但是含義並不清楚。 
4．《法華經》中的 AVATAṂSAKA。  

Avataṃsaka 在《法華經》中出現一例： 
梵文20 藏譯21 

uccān mahantān ratanāmayāṃś ca 

chatrāṇa koṭīnayutān anantān | 

dhārentime paṇḍita bodhisattvāḥ 

avataṃsakān yāvat brahmalokāt || 

gdugs rnams bye ba khra khrig mtha' yas pa || 

rin chen dag las bgyis pa mtho zhing che || 

phal chen tshangs pa'i 'jig rten par thug pa || 

byang chub sems dpa' mkhas pa 'di dag 'dzin || 

竺法護漢譯22 鳩摩羅什漢譯23 

廣大周匝，七寶嚴飾，聰明智慧， 
諸菩薩執，身形高長，上至梵天。 

其大菩薩眾，執七寶幡蓋， 
高妙萬億種，次第至梵天。 

這裏講的是莊嚴佛土的寶傘蓋層層疊疊，直抵梵世，藏譯「集會」（phal 
chen）也是對 avataṃsaka 的通常翻譯，但該詞的漢譯在竺法護與鳩摩羅什的譯

本中也沒有反映出來。該句頌文之前有長行表達了類似含義，梵文為

ratnamayīṃ chatrāvalīṃ yāvad brahmalokād，鳩摩羅什譯作「（執持）幡蓋，次第

而上，至於梵天」，藏譯為 rin po che'i gdugs kyi phreng ba tshangs pa'i 'jig rten la 
thug pa，聯系梵藏文，估計 avataṃsaka 對應此處的 valī，因此，其可能有「鬘」

的含義。 
5．裝飾、集、聚。  

《大乘集菩薩學論》引用了《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的大量段落，這些段

落部分對應於《華嚴經·賢首品》，其中連續四次提到 avataṃsaka，24 藏譯《大

乘集菩薩學論》和《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譯作「集、聚」（phal cher, phal chen），
藏譯《華嚴經·賢首品》在對應的地方一律譯作「裝飾」（rgyan），漢譯《六十

華嚴》譯作「莊嚴」，25 《八十華嚴》譯作「集、聚」。26 
 

                                            
19 D  543 ,  1 38b5 .  
20 Va i dya ,  P .  L .  ( ed . ) ,  Saddh arm apu ṇ ḍar īka sū t ra ,  p .  198 .  
21 D  113 ,  1 24b2 .  
22 T9 ,  n o .  2 63 ,  p .  116 a 17 –19.  
23 T9 ,  n o .  2 62 ,  p .  44c 1 1 .  
24 Be nda l l ,  Cec i l .  ( ed . ) ,  Çiks hāsa mucc a ya ,  p .  32 7 .6 –13 .  
25 T9 ,  n o .  2 78 ,  p .  435 a 5 –18.  
26 T1 0 ,  no .  279 ,  p .  74 a 27–b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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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佛的神變。  

當 avataṃsaka 和 Buddha 相聯系時，指的是佛的神變。例如，在《撰集百

緣經》的第 15 緣（漢譯為第 16 緣）中，佛示現了稱之為「佛華嚴遊戲」

（Buddhāvataṃsakavikrīḍita, Sangs rgyas phal po che'i rnam par rol pa）的神變，

漢譯《撰集百緣經》並未給出神變的名稱，而是說明了神變的內容：  

於其臍中，出七寶蓮華，各有化佛結跏趺坐，放大光明，上至阿迦膩吒

天，下至阿鼻地獄。27 

在《天業譬喻》（Divyāvadāna）中，Buddhāvataṃsaka 出現兩次，也指的是

佛的神變。28 
7．三昧之名。  

藏譯《宣說出生佛力神變經》（Buddhabalādhānaprātihāryavikurvāṇanirdeśa- 

sūtra）中提到了名為「佛華嚴」的三昧（Sangs rgyas phal po che zhes bya ba'i ting 
nge 'dzin），29 同樣的表述在《華嚴經》中有兩見： 

品名 竺法護 佛馱跋陀羅 實叉難陀 藏譯 

「賢首品」  華嚴三昧30 佛華嚴三昧31 sangs rgyas tshogs kyi 
ting 'dzin32 

「離世間品」 佛藏三昧33 
三昧名佛華

嚴34 
廣大三昧名

佛華莊嚴35 

sangs rgyas phal po che 
zhes bya ba'i ting nge 
'dzin36 

從譯名來看，竺法護將 avataṃsaka 譯為「藏」，與前述《八十華嚴》講到

蓮花時一致，藏譯《華嚴經·賢首品》中的 Sangs rgyas tshogs kyi thing 'dzin 在
《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的對應部分則譯作 Sangs rgyas phal chen ting 'dzin，因

此，雖然缺乏梵文原詞，但是這些譯名應該都是對 Buddhāvataṃsaka 的翻譯。 
因此，avataṃsaka 最初可能指某種耳飾，此種耳飾或許與蓮花有某種類比

性，佛教文獻用它來比擬裝飾的重重疊疊，並且用其指稱某種最高的三昧、神

                                            
27 T4 ,  n o .  2 00 ,  p .  211 a 12 –14 .  
28 見第 12個故事（ Prā t ihā ryasū t ra）和第 27個故事（ Kunā l a），Cowel l ,  E .B .  

and  Ne i l ,  R .A.  ( eds . ) ,  The  Divy āvadā na ,  p .  162 .26 ;  p .  401 .14。  
29 D  186 ,  1 44a4 –5 .  
30 T9 ,  n o .  2 78 ,  p .  434 c 11 .  
31 T1 0 ,  no .  279 ,  p .  74 a 4 .  
32 D  44 ,  K a ,  224a 1 .  
33 《度世品經》， T1 0 ,  no .  2 92 ,  p .  618 a5 – 6。  

34 T9 ,  n o .  2 78 ,  p .  631 c 19 .  
35 T1 0 ,  no .  279 ,  p .  27 9 b16 –1 7.  
36 D  44 ,  G a ,  144b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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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即遍滿三界、重重無盡的佛的化現。《華嚴經》對此場景有具體描寫，例

如，《華嚴經·賢首品》說： 

有勝三昧能出現，眷屬莊嚴皆自在，一切十方諸國土，佛子眾會無倫

匹。有妙蓮華光莊嚴，量等三千大千界，其身端坐悉充滿，是此三昧

神通力。復有十剎微塵數，妙好蓮華所圍遶，諸佛子眾於中坐，住此

三昧威神力。37 

《華嚴經·十地品》講到菩薩得最後三昧時說： 

獲得無數諸三昧，亦善了知其作業，最後三昧名受職，住廣大境恒不

動。菩薩得此三昧時，大寶蓮華忽然現，身量稱彼於中坐，佛子圍遶

同觀察。38 

《華嚴經·十定品》中普賢菩薩講到三昧時說： 

菩薩摩訶薩以三千大千世界為一蓮華，現身遍此蓮華之上結跏趺坐，身

中復現三千大千世界，其中有百億四天下，一一四天下現百億身，一一

身入百億百億三千大千世界，於彼世界一一四天下現百億百億菩薩修

行，一一菩薩修行生百億百億決定解，一一決定解令百億百億根性圓滿，

一一根性成百億百億菩薩法不退業。然所現身非一非多，入定、出定無

所錯亂。39 

《華嚴經·如來出現品》中說： 

佛有三昧名不動，化眾生訖入此定，一念身放無量光，光出蓮華華有佛。

佛身無數等法界，有福眾生所能見，如是無數一一身，壽命莊嚴皆具足。40 

（二）《華嚴經》的梵文本  

作為佛典集成的一大部類，《華嚴經》的梵文原本現已不存，以前我們所

能看到的相對完整的單經只有《十地經》和《入法界品》，這兩部單經之所以

留存很大程度是因為它們在後期佛教儀式，尤其是尼泊爾佛教儀式中的重要作

用，例如，《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中說要在曼荼羅四方讀誦大乘經典，在南

                                            
37 T1 0 ,  no .  279 ,  p .  77 c 1 –6.  
38 T1 0 ,  no .  279 ,  p .  21 0 a28 –b1 .  
39 T1 0 ,  no .  279 ,  p .  21 3 b19 –2 7.  
40 T1 0 ,  no .  279 ,  p .  27 7 a10 –13 .  

回目錄頁



 
44 2013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方讀《佛母般若波羅蜜經》，西方讀《聖月光三摩地經》，北方讀《聖華嚴經》，

東方讀《聖金光明經》，41 參校梵本，此處的《聖華嚴經》指的就是《華嚴經·
入法界品》（Gaṇḍavūyaha）。再如，同經還說「《佛母般若經》、《聖月燈經

三摩地經》、《十地經》、《金光明經》、《孔雀王經》、《寶幢陀羅尼經》，

如是等經早辰讀誦，至於午時隨讀多少，即時迴向收經案上，以淨衣蓋覆作禮

經卷。」42 在儀式目的的驅動下，上述兩部經典在尼泊爾有大量抄本存世，學

者們也做了諸多校勘工作，但是還有很多問題等待發掘，例如，尼泊爾保存的

《十地經》的其中某一部貝葉抄本的年代不會晚於 7 世紀，其不僅是尼泊爾現

存最古老的梵文寫本，而且代表了另一個傳本系統，但還沒有得到充分研究。43 
據信，上述兩部單經的梵文本在西藏亦有保存。總體而言，西藏所藏的梵文寫

本年代多為 11–14 世紀，比絕大多數尼泊爾的寫本年代要早得多，在版本校勘

上的價值不言而喻。 
此外，近年發現，西藏還保存有《華嚴經·壽量品》的梵文原本，寫本已經

校勘出版。44 西藏保存的梵文寫本仍然是尚待開發的寶藏，相信其中還有很

多值得我們關注的東西。 
如前所述，《大乘集菩薩學論》曾引用過一部題名為《大方廣總持寶光明

經》的佛經，該經的梵文原本已經不存，但有藏漢譯本存世，漢譯本為趙宋時

期的法天所譯，通過對該經的初步分析，我們發現《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大

致可以分為五個部分，其中第二部分對應於《華嚴經·十住品》，第四部分對應

於《華嚴經·賢首品》。45 借助《大乘集菩薩學論》的引文，我們可以重構梵

文《華嚴經·賢首品》的絕大部分內容。 
隨著對中亞發現的梵文寫本的比定，校勘，一些屬於《華嚴經》的殘片也

被陸續發現，46 它們的年代估計為 6 世紀或稍後，雖然這些殘片大部分屬於

                                            
41 T2 0 ,  no .  119 1 ,  p .  8 5 4b4 –6 .  
42 T2 0 ,  no .  119 1 ,  p .  8 7 1b3 –7 .  
43  Ma t suda ,  Kazun o bu . ,  Tw o Sa nskr i t  Man uscr ip t s  o f  t he  

Daśab hū mikasū t r a  Pr eserved  a t  t he  Na t io n a l  Arch ives ,  K a thm an du ,  pp .  
x i–xx i ,  In t rodu c to ry  Rem arks .  

44 V in i t a  Tseng  (e d .  a n d  t r . ) ,  A  Unique  Col l ec t ion  o f  Twe n ty  Sū t ras  in  a  

Sanskr i t  Ma nuscr ip t  f rom th e  P o ta la .  
45 元代編定的《至元錄》注意到了《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和《華嚴經》

的關系，說該經與《華嚴經第十六 ·十住品》同本異譯（參見黃明信，

《 漢 藏 大 藏 經 目 錄 異 同 研 究 :<至 元 法 寶 勘 同 總 錄 > 及 其 藏 譯 本 箋

證》，頁 129），這種說法并不十分全面。明代僧人智旭（ 1599 –1655）
也注意到了《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和《華嚴經》的關系，并且他的

考察更為細致和準確，他在《閱藏知津》中對此有專門說明，參見

CB ET A,  J 78 ,  no .  B27 1 ,  p .  79 9a22 –b10。  
46  Kara sh i ma ,  S e i sh i  and  Wi l l e ,  Kl aus  ( ed i to r s - in -ch ie f ) ,  Buddhi s t  

Man uscr ip t s  f r om  Cen t ra l  As ia :  The  Br i t i sh  L ibrar y  Sanskr i t  

Frag ment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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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入法界品》，但是相較於尼泊爾藏品，年代亦相對早。而且，目前至

少發現了部分《華嚴經·離世間品》的梵文殘葉。47 這些殘片的校勘研究對我

們認識《華嚴經》的構成流布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 
從漢傳佛教譯經史來看，我們知道，《華嚴經》的各個部分很早就以單經

的形式流傳，48 雖然後來有了晉譯《六十華嚴》和唐譯《八十華嚴》，但是，

這兩個譯本並非絕對意義上的「全本」，且不說佛教傳統說龍樹在龍宮所見《華

嚴經》上中下三本中僅有下本流傳，也不說流傳的下本十萬偈僅有三萬六千或

四萬譯為漢言，單就漢譯所見「華嚴別譯」而言，有幾部單經也應該納入「華

嚴」部類，漢文經錄的記載、印度論書的引用，以及經文內在的證據都促使我

們得出這樣的結論，茲舉三例為例。一是《信力入印法門經》，隋法經目錄視

其為《華嚴經》別品，49 龍樹所造《大乘寶要義論》引用該經五次，有三次冠

名為《華嚴經》（Sangs rgyas phal po che’i mdo），50 經文中數次出現「佛子」 
的稱呼，而「佛子」 的稱呼似乎與《華嚴經》有特殊的聯系。51 另一部單經

是《度諸佛境界智光嚴經》，該經漢譯有三譯，闍那崛多譯直接題名為《佛華

嚴入如來德智不思議境界經》，指明了該經和《華嚴經》的關系，52 經文中亦

出現了「佛子」的稱呼，53 與此相關的段落在《大乘寶要義論》和《究竟一乘

寶性論》中也有引用。54 三是前面業已提及的《宣說出生佛力神變經》，該經

沒有漢譯，但有吉爾吉特的梵文殘葉存世，55 亦有藏譯，其中不僅提到了名

為「佛華嚴」的三昧，而且在短小的篇幅中竟然出現了六次「佛子」的稱呼。56 

                                            
47 H or i ,  Sh in ’ i c h i r . . ,  “Sanskr i t  F ra gm ent s  o f  the  Budd hāva ta ṃ saka  f r om  

Cen t ra l  As ia . ”  
48  關 於 此 點 ， 可 以 參 看 Nat t i e r ,  J a n . ,  “The  Pro to - His to ry  o f  the  

Buddh āva ta ṁ sak a :  T he  Pusa  benye  j in g  菩薩本業經  and  the  Doush a  

j ing  兜沙經 ”，以及同一作者的 “ Ind ian  A nteceden t s  o f  H uayan  Thoug h t :  
New  Lig h t  f ro m Chin ese  So urces ”。  

49 T5 5 ,  no .  214 6 ,  p .  1 1 9c15 .  
50 此據藏譯， D 3 934 ,  198a 7 ;  21 3a6 ;  214b 6 (mdo  'd i  n y id )。  
51 通過檢索漢文大藏經發現，「佛子」這一稱呼在《八十華嚴》中出現

了 1 ,726次，遠遠超過其他部類，關於此問題的初步研究，參見 Ski l l ing ,  
Pe te r  an d  Sae r j i ,  “ ‘O ,  S on  o f  the  C onqu er or ’ :  A  no te  on  j i nap u t ra  a s  a  
t e rm of  addre ss  in  th e  Bud dhāv a ta ṃ saka  a nd  in  Ma hāyā na  sū t r a s ”。   

52  Ō ta ke ,  S usu mu . ,  “ On  the  Or ig in  a nd  Ear ly  De ve lop ment  o f  the  
Buddh āva ta ṃ sak a - sū t ra . ”  

53 D  185 ,  1 41a3 ;  4 .  
54 D  393 4 ,  212b 4 -213 a 6 ;  D  402 5 ,  75a7 .  
55 關于梵文殘葉的研究，參考 Schope n ,  Gre gory . ,  “Th e  F ive  Lea v es  o f  the  

Buddh aba la dhā naprā t ihāryav ikur vā ṇa n i rd eśa - sū t ra  f ound  a t  G i lg i t ”。  
56 D  18 6 ,  146 b2 ;  147a 1 ;  14 7a2 – 3 ;147a 6 ;  1 4 7b6 ;  151a 6 .  關於此經應該歸

屬於「華嚴」部類的另一個證據是在德格版《甘珠爾》中它排在《度

諸佛境界智光嚴經》和《宣說佛法不可思議經》之間，上面我們說了

《度諸佛境界智光嚴經》屬於「華嚴」，《宣說佛法不可思議經》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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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印度論書在引用《華嚴經》時，多數情況下並未使用《華嚴經》這一

稱呼，而是直接引述其中單品的經名，唯一的例外是《大乘寶要義論》。如上

所述，《大乘寶要義論》引用《信力入印法門經》五次，三次冠名為《華嚴經》，

兩次冠名為《信力入印法門經》（Dad pa'i stobs bskyed pa la 'jug pa'i phyag rgya'i 

mdo），雖然我們知道一部佛經有不同的標題並不鮮見，但此處用《華嚴經》

這一類名來指代目前並沒有歸入藏漢《華嚴經》譯本的佛經還是讓我們難以解

釋其中的關節，問題的復雜性在於同書還三次引用了一部題名為《出生信力經》

（Dad pa'i stobs bskyed pa'i mdo）的經典，從經題上看，應該和《信力入印法

門經》是同一部佛經，漢譯《大乘寶要義論》也是如此處理，直接翻譯為《信

力入印法門經》，但相關引文並不能在現存的《信力入印法門經》藏漢譯本中

找到，更進一步，初步檢索發現，現存的藏漢佛典中均無法找到相關引文的表

述，一個可能性是《出生信力經》指向的是歷史上散佚的一部佛經，與《華嚴

經》或《信力入印法門經》沒有任何關系，但從引文內容主題而言，其與《信

力入印法門經》似乎又很契合，甚至其中的關鍵角色也是文殊。看來，這其中

牽涉的問題還需進一步研究。 
通過檢索重要的印度論書如《大乘集菩薩學論》、《究竟一乘寶性論》、

《大乘經莊嚴論》、《攝大乘論釋》、《廣釋菩提心論》、《入菩提行論》及

釋、《中觀心論釋》等等，我們發現，《華嚴經》的單經（品）在這些論書中

得到頻繁引用，計有「淨行品」、「十地品」、「十迴向品」、「如來出現品」、

「離世間品」、「入法界品」等，這說明《華嚴經》在印度亦非常流行，也得

到印度論師的很大重視。57 

二、藏文文獻視角下的《華嚴經》 

（一）經題  

藏文一般將《華嚴經》稱為 Sangs rgyas phal po che，這一譯名對應於

Buddhāvataṃsaka，並且由《翻譯名義大集》得以證實。  這裏 phal po che 用於

翻譯梵文的 avataṃsaka，phal po che 也可以寫作 phal mo che, phal cher，在藏文

中一般的意思是大部分，多數，有時候可以與藏文中表示「眾多」的 tshogs 互
換，但現存的梵文辭書並沒有給出 avataṃsaka的此一含義，藏文的翻譯在這裏

應該取的是其引申含義，即諸佛的集會、聚集。根據《翻譯名義大集》，

avataṃsaka 也可以譯作 me tog rna rgyan phal mo che，  前部分 me tog rna rgyan

                                                                                                                                
是《華嚴經 ·佛不思議法品》的同本異譯。  

57 關於《華嚴經》在印度論書中的流行情況，參見 Ski l l ing ,  Pe te r  a nd 
Sae r j i ,  “ The  Ci rcu la t i on  o f  t he  Budd hāva ta ṃ saka  i n  In d 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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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是 avataṃsaka 最常見的翻譯，比照漢譯《華嚴經》的古代經題《大方廣佛

雜華嚴飾經》，me tog rna rgyan phal mo che 似乎與「雜華嚴飾」比較對應，即

phal mo che 對應於「雜」，me tog 對應於「華」，rgyan 或 rna rgyan 對應於「嚴

飾」。或許藏文的 me tog rna rgyan phal mo che 是 avataṃsaka 最完整的翻譯，

後來則根據不同的語境翻譯為 me tog rna rgyan 或 phal mo che。 
藏文文獻中也記載了《華嚴經》的另外一些藏文經題。布頓（1290–1364）

在其《佛教史大寶藏論》中說：「（《華嚴經》亦）稱作《方廣藏》、《耳飾》、

《蓮花飾》、《方廣經》」。  《木斯唐甘珠爾目錄》中說：「（《華嚴經》）亦

稱作《大方廣•聖華嚴》，亦稱作《Smad gang 'chad 經藏》」。  《德格甘珠爾

目錄》說：「《大方廣佛華嚴經》舊譯為 Sangs rgyas rma ga chad，也有《耳飾》

的譯法」。  其中「方廣」在前面已經解釋過，「耳飾」是對 avataṃsaka 的常

見翻譯，梵文辭書《無死藏》（Amarakośa）認為 avataṃsa, uttaṃsa, karṇapūra
和 śekhara 是同義詞，  藏譯中保存有一部介紹梵文一詞多義現象的論書，稱

之為《一詞多義辭書•寶鬘》（Skad dod gcig gis don du mar 'jug pa'i mngon brjod 
nor bu'i phreng ba），其中講到 karṇapūra 的同義詞是青蓮花、耳飾、集、妙

飾，  而且藏文《甘珠爾》中確實保存了一部與《華嚴經》有關的題名為《耳

飾》（Mdo sde snyan gyi gong rgyan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的佛經，

證明了這一用法的古老（下詳）。聯系上面的解釋，「蓮花飾」的說法也較容

易理解，估計是從「青蓮花」或「雜華嚴飾」演變而來，難解的是 rma ga chad
一詞，藏文對此詞有各種不同的拼寫，除了上面提到的 smad gang 'chad, rma 
ga chad, 還有 smag chad, smad chad,  rmag chad,  rmad ga cad,  rmad gcad,  
rmad gced  等等。拼法的不同造成了解釋的困難，有人推測該詞正確的形式

是 rmad gcad，rmad 釋為「希有，不可思議」，gcad 釋為「斷除」，即斷除煩

惱得解脫，連起來則釋為「不可思議解脫」，這樣一來，就與《大智度論》中

述及的《華嚴經》的經題《不可思議解脫經》一致，  這種解釋較為牽強，且

缺乏藏文的文獻證據。五世達賴喇嘛在其《深廣正法之得法錄•恒河水流第四

函》（Zab pa dang rgya che'i ba'i dam pa'i chos kyi thob yig gaṅga'i chu rgyun las 
glegs bam bzhi pa）中記載了對于該詞的四種說法，一是衛巴洛色認可的 rma ga 
chad，認為該詞是「正確、純正」（yang dag pa）的古代拼寫；二是曲吉札巴認

可的 smag chad，即「無有無明之蒙昧」；三是白瑪桑波認可的 smad chad，即

「無有低劣」之義；四是巴沃認可的 smag chad 是 phal po che 的古代拼寫。五

世達賴喇嘛認為前兩種說法可靠，對后面兩種說法他則表示懷疑。  如果我們

認為 rma ga chad 是正確的拼寫，那么 rma ga chad 看起來不像藏文固有的詞

匯，或許這是一個借自中期印度語（？）的借詞，或者是譯自勃律語（Bru sha，
吉爾吉特？），因為德格《甘珠爾》「古怛特羅部」收錄的吐蕃時期從勃律語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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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的續部典籍中已經出現該詞。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認可 smag chad 的拼

法，或許該翻譯指向的梵文源頭語是 avataṃsaka 的某種訛誤形式，可能就是

avatamaska，ava-可以被視作名詞的否定前綴，  tamaska 意為「黑暗」。藏譯

《華嚴經》第十一品的品名為「如來華嚴品」（De bzhin gshegs pa rmad ga cad），
該品在漢譯中闕，五世達賴喇嘛認為整部《華嚴經》的得名即源于此品，是以

單品之名指稱全經。  如果我們認可 smad ga chad 的拼法，還有一種可能的解

釋就是 smad 對應梵文 avataṃsaka 的前綴 ava-，ga chad 在藏文中有「沮喪、灰

心」之義，而 Monier-Williams 的《梵英詞典》給出√taṃs 的一個義項是“‘to afflict’ 
or ‘to be distressed’”，  與藏譯的 ga chad 意義相近。需要說明的是，藏譯在各

品分品處用的《華嚴經》的題名是 Sangs rgyas phal po che，而分卷時用的題名

則多用 Sangs rgyas rmad gcad，藏譯《華嚴經》經題各種譯名之間的關系與流

變還需進一步討論。 

（二）藏譯《華嚴經》  

藏譯《華嚴經》翻譯於吐蕃時期，譯者是 Jinamitra, Surendrabodhi 和  
Ye shes sde，一些記載說譯本曾經Vairocanarakṣita校訂。這幾位翻譯家都是吐

蕃譯經史上的重要人物，前兩位為印度人，Ye shes sde 據信是吐蕃時期翻譯佛

經最多的人物，除了《華嚴經》，藏譯「寶積部」中的部分經文亦為他們三人

合作完成。 
藏譯《華嚴經》共分四十五品，39,030 頌，卷數各個《甘珠爾》版本之間

有些出入，大致是 130 卷或 115 卷，58 四函。根據漢文記載，龍樹所傳《華嚴

經》為下本十萬頌三十八品，中土所傳《六十華嚴》為前分，36,000 頌，59 《八

十華嚴》則有 45,000 頌，60 藏文文獻說《華嚴經》原本有十萬頌一千品，後因

種種變故，僅剩三十八品。61 雖然藏譯《華嚴經》在品目的分類上與漢譯不一

致，但基本內容一致，只是相較於漢譯，藏譯多了兩品，一是第十一品「如來

華嚴品」，一是第三十二品「普賢宣說品」（Kun tu bzang pos bstan pa'i le'u）。 
絕大多數的藏文《甘珠爾》都將《華嚴經》作為一個單獨的部類，排在「般

                                            
58 這是因為藏文的分卷是為了經文不致散佚而對佛經的機械劃分，大致

以 32個音節為一頌，每 300頌為一卷，有時候也以每 350或 4 00頌為一

卷。  
59 參見法藏《華嚴經探玄記》， T35 ,  no .  1733 ,  p .  12 2b18 –25。  
60 參見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T35 ,  no .  173 5 ,  p .  524a9 –1 2。  
61 參見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頁 84  [T āranā tha ,  Rgy a  gar  c ho s  

'byung ,  p .  8 4 ]。這里的一千品可能是一百品的誤寫，德格版《甘珠爾

目錄》寫作十萬頌一百品（ D 4568 ,  11 9a7）。假設一品為一千頌，剩

下三十八品約為 38 ,0 00頌，與藏譯較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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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部類之後，彰顯了該經的重要地位。與「律部」、「般若部」、「寶積部」

不同的是，前者是不同譯經團體的作品的合集，且每一部類之下都有若干相對

獨立的單經，有各自的經題和跋文，而藏譯《華嚴經》為同一個譯經小組完成，

全經只有一個統一的經題和跋文。但這並不能說明《華嚴經》在藏地自始至終

都被作為一個統一的單元處理，相反，早期的經錄已經注意到了《華嚴經》單

經的存在。 
傳統認為吐蕃時期編撰了三部佛經目錄，這三部目錄以佛經保存地為名，

分別是《旁塘目錄》（Dkar chag 'phang thang ma）、《丹噶目錄》（Dkar chag Lhan 

kar ma）和《欽浦目錄》（Dkar chag mchims phu ma），其中《欽浦目錄》早佚，

《丹噶目錄》保存在《丹珠爾》中，《旁塘目錄》則於近年才發現。我們先來

看《旁塘目錄》。62 
《旁塘目錄》在講完「般若部類」後，於第二節列出了「華嚴部類」：63 

藏文 梵文 漢譯 卷數 

'Phags pa shin tu rgyas pa'i mdo sangs 

rgyas phal po che 

Ārya-Buddhāvataṃsaka-nāma- 

mahāvaipūlya-sūtra 

《華嚴經》  115

卷 

'Phags pa 'jig rten las 'das pa'i le'u Ārya-Lokottara-parivarta 《離世間品》  9 卷 

'Phags pa byang chub sems dpa'i sa 

bcu 

Ārya-Bodhisatva-daśabhūmikā 《菩薩十地品》  7 卷 

'Phags pa dkon mchog ta la la Ārya-Ratnolkā 《寶光明經》  4 卷 

De bzhin gshegs pa skye ba 'byung ba 

bstan pa 

Ārya-Tathāgatotpattisambhava

-nirdeśa 

《如來出現品》  5 卷 

 
 
 
 
 
 
 
 
 
 

                                            
62 關於《旁塘目錄》和《丹噶目錄》孰先孰後的問題，藏族學者中有不

同的看法，學術界也還未達成一致意見。  
63 《旁塘目錄》，頁 5：’Phags  pa  sh i n  du  rgya s  pa  che n  po  sangs  rg yas  pha l  

po  che ’ i  m do  sd er  g to gs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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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噶目錄》也將「華嚴部類」置於第二節，緊接著「般若部類」：64 
藏文 梵文 漢譯 卷數 

'Phags pa shin tu rgyas pa chen po'i 

sde sangs rgyas phal po che 

Ārya-Buddhāvataṃsaka-nāma- 

mahāvaipūlya-sūtra 

《華嚴經》  130

卷65 

De bzhin gshegs pa phal po che'i le'u *Tathāgatāvataṃsaka-parivarta 「如來華嚴品」  14 卷 

Byang chub sems dpa' rdo rje rgyal 

mtshan gyis yongs su bsngo ba'i le'u 

*Bodhisatva- 

Vajradhvajapariṇāma-parivarta 

「十迴向品」  13 卷 

'Phags pa byang chub sems dpa'i sa 

bcu bstan pa 

Ārya-Bodhisatva-daśabhūmikā

-nirdeśa 

「十地品」  8 卷 

'Phags pa kun du bzang po'i spyod pa 

bstan pa 

Ārya-Samantabhadracaryā- 

nirdeśa 

「普賢行品」  13 卷 

'Phags pa de bzhin gshegs pa skye ba 

'byung ba bstan pa 

Ārya-Tathāgatotpattisambhava

-nirdeśa 

「如來出現品」 5 卷 

'Phags pa 'jig rten las 'das pa'i le'u Ārya-Lokottara-parivarta 「離世間品」 11 卷 

'Phags pa sdong po bkod pa'i mdo Ārya-Gaṇḍavyūha-sūtra 「入法界品」 30 卷 

對照兩部目錄，最大的一個特色是它們在列出《華嚴經》的總名後，又列

出了其他一些單經（？），但是二者的關系並不是十分清楚，從卷數來看，《華

嚴經》應該指的是該經的全本翻譯，也就是我們今日所見的《華嚴經》。其他

的單經則相對復雜一些，例如，《旁塘目錄》登載的《寶光明經》就是我們前

面提到的《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傳統的藏族經錄學家對其歸屬似乎顯得猶

豫不決，各種《甘珠爾》抄本刻本將其或置於「經部」，或置於「續部」，或

置於「陀羅尼集部」，甚至在上述幾個部類中均予以收錄，但沒有一部《甘珠

爾》將其置於「華嚴」部類中，但該經確實和《華嚴經》有很大的關系，而且

部分文句對應於「十住品」和「賢首品」。證明該經屬於「華嚴」部類還有一

個證據，現存 Them spangs ma 一系《甘珠爾》收錄的《寶光明經》在譯跋中明

確說明該經出自《大方廣佛華嚴經》，66 這也印證了《旁塘目錄》的記載。 

                                            
64 The g  p a  c hen  po’ i  m do  sd e  sh i n  tu  rgy as  p a’ i  phy ogs  su  g togs  p a，參見

Adelhe i d  Her rma nn -P fand t  (20 08) ,  Die  lHa n  kar  ma ,  p p .  12 –1 7 .  
65 此據保存在德格《丹珠爾》中的《丹噶目錄》的說法，德格《甘珠爾

目錄》則認為《丹噶目錄》記載為 127卷，而 130卷是布頓的說法（ D  
4568 ,  12 0a3–4），藏族學者多認同后一種說法。  

66 Sh in  tu  rgy as  pa  che n  p o’ i  mdo  ’ph ags  pa  sangs  rgya s  pha l  po  c he  las  |  

dkon  mcho g  ta  la  l a  zhes  by a  ba’ i  g zun gs  ky i  cho s  ky i  rn a m gra ngs  

rdzogs  s o .  參考 Skor upsk i ,  Tade usz . ,  A C ata logue  o f  t he  S t og  Pa lace  

Kan jur ,  no .  12 7 ,  p .  10 8 .  關于《甘珠爾》的歷史，參見 Har r i so n ,  Pa u l . ,  
“A Br ie f  Hi s to ry  o f  the  T ibe tan  b Ka’  ’ gyur ,”  pp .  7 0 –94 .  S k i l l i ng ,  
Pe te r . , “ Fro m bKa’  b s t an  bc os  to  b Ka’  ’ gyur  a nd  bsTa n  ’g y ur ,”  p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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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目前我們無法在《甘珠爾》中找到上面記錄的這些單經，而且我們可

以看到，假設《丹噶目錄》中《華嚴經》130 卷下面列出的七部單經是《華嚴

經》的全部組成，那么這七部分總共為 94 卷，距《丹噶目錄》所載的 130 卷尚

差 36 卷，但是這種對《華嚴經》的記述為後代藏族學者繼承，例如，布頓的《佛

教史大寶藏論》在《華嚴經》條目下完全照錄了《丹噶目錄》的記載，唯一不

同的是他將「普賢行品」記為十六卷。67 五世達賴喇嘛認為「如來華嚴品」細

分為第一至二十九品，「十迴向品」為第三十品，「十地品」為第三十一品，

「普賢行品」細分為第三十二至四十二品，「如來出現品」為第四十三品，「離

世間品」為第四十四品，「入法界品」為第四十五品。68 德格《甘珠爾目錄》

也基本沿用了這一說法。69 「普賢行品」組成了藏譯《華嚴經》第三十二至四

十二品應該問題不大，今德格《甘珠爾》這幾品的卷數加起來是十五卷，與《丹

噶目錄》的十四卷或布頓的十六卷比較接近。問題在于「如來華嚴品」的構成，

從卷數來看，若按五世達賴喇嘛等人的說法，「如來華嚴品」14 卷組成了《華

嚴經》前二十九品，而今德格版《華嚴經》前二十九品共 30 卷，超出一倍多，

無法自圓其說。也有藏族學者注意到了這一問題，在白嘎桑布的《經藏總論》

中，他將《華嚴經》分成了八個部分，第一部分「如來華嚴品」包括第一至十

一品，第二部分「菩薩藏品」包括第十二至二十七品，第三部分「十迴向品」

為第二十八至三十品，其余則與五世達賴喇嘛所述一致。70 「如來華嚴品」包

括第一至十一品應該比較合理，德格版的這十一品剛好是 14 卷，而且藏譯《華

嚴經》第十一品的品名也正好是「如來華嚴品」。前十一品与后面部分的分立

从從漢譯《華嚴經》的同本異譯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71 但另外劃分出來的「菩

薩藏品」的說法則不見于他處，《翻譯名義大集》在「華嚴」詞條后緊隨著就

是「菩薩藏」，未知是否與此處有聯系。 
從印度論書對上面列舉的大多數品目的引用，以及這些品目在早期漢譯本

中的同本異譯情況的觀察，72 我們有理由相信，《華嚴經》的這些品目很早就

                                                                                                                                
87–11 1。  

67 西岡祖秀 ,  <「プトゥン仏教史」目錄部索引 I> ,  §  127。  
68 N gag  dban g  b l o  bza ng  rg ya  mtsh o ,  “ 'K ho r  lo  mtha '  ma ' i  s ny ing  po  phu l  

du  by ung  ba  s angs  rg yas  ph a l  po  che ' i  mt s han  g y i  rna m grangs  s ton  pa ' i  
sde  sn od  s k or ,”  p .  24 8 .  

69 D  456 8 ,  119b 1–12 0 a3 .  
70 Pad  d kar  bzan g  po ,  “ thog  mar  s angs  rgy a s  ph a l  po  che ' i  mdo  b shad  pa ,”  

pp .  6 –23 .   
71 漢代支婁迦讖的譯本《佛說兜沙經》相當於《華嚴經》「如來名號品」

（藏譯第十二品）和「光明覺品」（藏譯第十四品）。  
72 例如，「十地品」、「如來出現品」以及「離世間品」有西晉竺法護

的同本異譯，分別是《漸備一切智德經》、《佛說如來興顯經》和《度

世品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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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以單經的形式流行，並且不斷被印度論師作為權威而加以引述。  
漢文大藏經收錄佛經的原則之一是盡量將歷朝歷代翻譯的經本都搜羅完

全，因此，佛經同本異譯的現象層出不窮。藏文《甘珠爾》則與此不類，藏譯

佛經歷經校訂後，絕大多數情況下只保留有一個譯本，但這並不表示歷史上這

些佛經沒有同本異譯的現象。不僅部分內容相同的佛經因為翻譯底本不同或經

題的不一致而被收錄入《甘珠爾》，而且隨著敦煌藏經洞文獻的發現，以及各

種《甘珠爾》抄本寫本的發現，一些歷史上有過同本異譯的經論亦得以重現於

世。具體到《華嚴經》而言，也存在這種情況。 
《甘珠爾》中保存有《華嚴經·壽量品》的兩部同本異譯，一是《詮說諸如

來佛土功德法門》（D 104: 'Phags pa de bzhin gshegs pa rnams kyi sangs rgyas kyi 
zhing gi yon tan brjod pa'i chos kyi rnam grangs），一是《不可思議王經》（D 268: 
'Phags pa bsam gyis mi khyab pa'i rgyal po）；《華嚴經·佛不思議法品》的同本

異譯為《宣說佛法不可思議經》（D 187: 'Phags pa sangs rgyas kyi chos bsam 
gyis mi khyab pa）  

英藏敦煌藏文文獻中保存有數件《十地經》寫本，均不全，73 編號為 82
的寫本保存有 66 葉，其餘的均只有數葉殘葉。編號為 82 的寫本首尾俱缺，但

初步檢索發現其與藏譯《華嚴經·十地品》的翻譯並不一致，當是另外一個獨立

譯本。Them spangs ma 一系的《甘珠爾》亦收錄有一部《十地經》的完整單獨

譯本，74 經過比較，發現其與編號為 82 的敦煌寫本文句一致，當為同一個譯

本，可惜的是，Them spangs ma 一系《甘珠爾》亦沒有譯跋。漢文材料中保存

有一位于闐僧人尸羅達摩的行跡，他曾將《十地經》和《迴向輪經》譯梵為漢，

藏文材料則說他曾將《迴向輪經》譯漢為藏，75 因此，敦煌保存的藏譯《十地

經》有可能是尸羅達摩的譯作，甚至很可能是由漢文轉譯而來，當然，這一問

題的解決，還需要我們仔細對讀尸羅達摩漢譯的《十地經》和藏譯《十地經》。

另外，編號為 132 的敦煌寫本僅保留了《十地經》的譯跋，其中說該經出自《華

嚴經》，76 並且說譯者是 Surendrabodhi 和 Ye shes sde，雖然現存《華嚴經·十
地品》並沒有單獨的譯跋，聯系到 Surendrabodhi 和 Ye shes sde 也參與了整部

《華嚴經》的翻譯，此處的敦煌寫本或許反映的就是《華嚴經·十地品》的譯本，

                                            
73 La  Va l l é e  Po uss in ,  Lo u i s  de ,  Cata lo gu e  o f  t he  T i be tan  Ma nuscr ip t s  

f rom  Tu n‑huang  in  th e  Ind i a  Of f i ce  L ib rar y ,  nos .  8 2 –86 ,  88 ,  p .  34 ;  no .  
132 ,  p .  51 .   

74 該經在 Stog  Pa lace、 Ulan  B a to r、 She l  dka r《甘珠爾》中均有收錄。  
75 關於尸羅達摩及其譯經的研究，參見薩爾吉， <<甘珠爾 >中保存的于

闐僧人尸羅達摩譯經 >。  
76 Bya ng  cub  se ms  d pa ' i  sde  snod  |  sa ngs  rg yas  p ha l  po  c he  t heg  pa  ch en  

po ' i  mdo  l a  r i ms  ky i s  |  t ha ms  ca d  mkhye n  pa ' i  ye  shes  ky i  ' byu ng  gn as  

shes  by a  ba  sa  bcu  pa  bs tan  pa ' i  l e ' u  rd zog s  s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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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我們可以說吐蕃時期在敦煌至少有《十地經》的兩個不同的藏譯流傳。  
如前所述，Them spangs ma 一系的部分《甘珠爾》還保存有一部題名為《耳

飾》（Mdo sde snyan gyi gong rgyan）的佛經，77 譯者是 Ce Btsan skyes，據藏文

史籍《青史》（Deb ther sngon po）所載，此人來自勃律（Bru zha）地區，德格

《甘珠爾》「古怛特羅部」中收錄有他從勃律語翻譯的佛經。初步比較發現《耳

飾》對應于藏譯《華嚴經》的第九至十品，《耳飾》本身也提到了這兩品的品

名。78 需要注意的是，《耳飾》是《華嚴經》這兩品的另一個翻譯，二者的關

系還需進一步探討。 
綜上所述，雖然目前我們所見的藏譯《華嚴經》是一部首尾相貫的完整經

典，但這只是藏譯《華嚴經》的主流，其間的支流和暗流還需要我們關注和研

究。 

三、《華嚴經》與印藏漢佛教的交涉 

《華嚴經》中的一些單經在印度本土非常流行，這除了我們上面提到的印

度論書對它們的頻繁引用外，部分單經還有印度論師的注疏存世。其中最重要

的當屬《十地經》的注疏，漢譯中保存有龍樹造《十住毗婆沙論》（T26, no. 
1521），世親造《十地經論》（T26, no. 1522），藏譯中保存有世親造《十地經

論》（D 3993, 'Phags pa sa bcu pa'i rnam par bshad pa），日成（Nyi ma grub）
對世親注疏的疏釋（D 3998, Sa bcu'i rnam par bshad pa'i rnam par bshad pa），

以及釋迦慧對《十地經》序分的注疏（D 3999, 'Phags pa sa bcu'i mdo sde'i gleng 

gzhi bshad pa）。此外，藏譯中還保存有一部羅睺羅跋陀羅（Rāhulabhadra）造

《菩薩行境清淨經義略攝》（D 3965, Byang chub sems dpa'i spyod yul yongs su 

dag pa'i mdo'i don mdor bsdus pa）的論書，全書為頌文，篇幅非常短小，從內

容判斷，應該是對《華嚴經·淨行品》的概述。 
《華嚴經》與密教亦有一定的關涉，這方面日本學者早有論述。79 漢譯中

保存有不空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四十二字觀門》（T19, no. 1019），以

及失譯的《大方廣佛花嚴經入法界品頓證毗盧遮那法身字輪瑜伽儀軌》、《華

嚴經心陀羅尼》（T19, no. 1021），後一部陀羅尼在《甘珠爾》「怛特羅部」中

                                            
77 Sk orupsk i ,  T adeusz ,  A C ata log ue  o f  t he  S t og  Pa l ace  Kan ju r ,  n o .  248 ,  p .  

140 .  
78 第九品：' J ig  r t en  gy i  khams  ky i  r igs  r na m par  gzh ag  p a ' i  sgra  m a  lus  pa ;  
第十品： Rna m p ar  s nang  mdz ad  k y i  l e 'u。其中第九品的品名與現存藏

譯《華嚴經》稍有不同，這兩品大致相當於漢譯《八十華嚴》的「華

藏世界品」和「毘盧遮那品」。  
79 參見 Mar t in ,  Da n . ,  “ I l lus ion  We b:  L oca t i ng  the  Guhya garb ha  Tan t ra  i n  

Budd h i s t  I n t e l l ec tua l  Hi s to ry ,”  p .  19 0 .  M ar t in在這篇文章中討論了寧

瑪派舊譯續部典籍中的「幻網」和《華嚴經 ·入法界品》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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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保存（D 585, Sdong po bkod pa'i snying po），「怛特羅部」還保存有《執

持華嚴陀羅尼》（D 584, 'Phal po che gzung bar 'gyur ba'i gzungs），兩部陀羅尼

都提到書寫念誦其中的真言即相當於書寫念誦《華嚴經》，功德不可思量。一

些怛特羅論書對《華嚴經》亦有引用，此不詳述。 
《華嚴經》作為一部整經在藏地似乎並不是十分流行，倒是其中的某些單

經在藏文論書中頻繁得到引用。《華嚴經》在漢地的流行正值唐代，聯系到當

時漢藏文化交流頻繁的大背景，中原地區的「華嚴」熱潮理論上應該在藏地有

所反映，但是這方面的資料非常缺乏。德格《甘珠爾》保存有《華嚴經》的一

篇譯跋，是一個叫做 Bkra shis dbang phyug 的僧人應德格土司 Bstan pa tshe 
ring (1678–1738) 於 1722 年所寫，其中透露出藏族人對《華嚴經》流傳情況的

一些認識，茲翻譯如下，並以此作為該篇文章的結尾：80 

如來三轉法輪中，末轉真實了義法輪之精髓（即為此）無與倫比之《華

嚴經》。（彼經）有《大方廣藏經》、《耳飾》、《蓮花飾》等諸多異

名。「如來華嚴品」、「十迴向品」、「十地品」、「普賢行品」、「如

來出現品」、「離世間品」、「入法界品」這（根本）七品再各自予以

細分（而有）四十五品，39, 030 頌。布頓仁波切等認為有 130 卷零 30
頌，蔡巴《甘珠爾目錄》為 115卷，《丹噶目錄》為 127卷，今日諸傳
本中的卷數也不盡一致。該（經）首先是由龍樹傳給班智達佛馱跋陀羅

（Byang chub bzang po, 359–429）和實叉難陀（Dga' ba, 652–710），此
二人將其譯為漢文。據說 Surendrabodhi 和 Vairocanarakṣita 曾對漢譯做
過校訂。 
    經教傳承（有二），從漢譯而來的是：佛陀→文殊→龍樹→上述兩
位班智達，然後由 Thu thu zhun（祖杜順, 558–640）和尚等次第傳承。
衛地人士桑傑奔（Dbus pa Sangs rgyas 'bum）從 Gying ju和尚處聽聞，
從此傳給卻登（Mchog ldan）譯師，並延續至今。81 從天竺而來的是：

                                            
80  D  4 4 ,  Ng a ,  36 2a6 –b5 .  跋 文 大 致 內 容 的 英 譯 可 參 閱 Mar t in ,  Dan . ,  

“ I l l u s ion  Web:  Lo ca t ing  the  G uhyag arbha  Tan t r a  i n  Budd h i s t  
In t e l l ec tua l  Hi s to ry , ”  p .  203 ,  n .  41。  

81 五世達賴喇嘛在其《深廣正法之得法錄 ·恒河水流第四函》給出了一

個更詳細的名錄：Th u  thu  zh un（祖杜順）→ Gyi m b t su n  j a（智儼尊者）

→ Ten z h i  d u  go  zh i（大賢首國師） →Ts hing  l an g  g o  zh i（清涼國師）

→ Gyi  hu ng（圭峰） → Ha' i  h r ī  t ha ' i →G yi  ju  son  c hen  gy in → Sing  ga  
sang → Gying  ju → Db u s  pa  San g  rgyas  ' b um → Lo t sā  ba  Mc hog  ld an  l egs  
pa ' i  b lo  g ros  b l a  m a  bsod  na ms  se ng  ge  …參見 Ngag  dban g  b lo  bzang  
rgya  mtsh o ,  “ ' Khor  l o  mtha '  ma ' i  s ny ing  po  phu l  du  b yung  b a  san gs  
rgyas  pha l  po  che ' i  m t shan  g y i  rn am  gran g s  s ton  pa ' i  sde  sno d  s kor .”  p .  
2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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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樹→提婆→文殊稱（'Jam dpal grags）等次第傳承。巴日（Ba ri）譯師
從金剛座（Rdo rje gdan pa）處聽聞，從此傳給欽·尊珠森格（Mchims 
brtson seng）、至尊大薩迦巴（Rje btsun sa skya pa chen po）。82 

上述譯跋不見載於其他譯師班智達的翻譯史和（《甘珠爾》）傳本。  

縮略語 
BHSD − F. Edgerton: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2 vols., New Haven 1953. Vol. II: Dictionary. 
D − Derge blockprint version of Tibetan canon. Hakuju Ui, Munetada Suzuki, 

Yenshō Kanakura, and Tōkan Tada, A Complete 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s (Bkaḥ-ḥgyur and Bstan-ḥgyur), Sendai: Tō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1934. 

 

 

 

 

 

 

 

 

                                            
82 據五世達賴喇嘛，這兩個傳承到了一個叫做 Mk han  che n  she s  r ab  rdo  

r j e的人那里開始合流，在他之后的受法者接受了《華嚴經》漢地和印

度合二為一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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