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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

出，版说明

Ⅸ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整理我国少数民族古籍的指示精神，由青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工作办公室规划整理，青海人民出

版社，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的。 ．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

和互相交住中，创造并保留了大量的精神财富，它包括历史，

语言、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天文、历算、地理、军事．

医药、美术、‘生产技术等。这些精神财富有的用文字记载了下

来，有的则以口头方式在民间流传。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从

未被系统的整理过，加之“文化大革命"中的破环和“左舻的

思想干扰，损失严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下达文

件，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

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一从而把整理古籍，

包括少数民族古籍列入了国家议事日程。为了贯彻落实党和政

府上述精神，抢救青海各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使广大人民了

解和研究青海，更好地为青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我们采取边搜集，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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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出版的方式，有计划地把青海各少数民族古籍，以《青海少

数民族古籍丛书》的形式，陆续奉献给读者。

少数民族古籍时代的跨度比较大，为了使多数人能够看

懂，我们在不影响原貌的前提下，对这类古籍一般都作了标

点，分段，注释、繁体字改简化字、翻译(少数民族文字译为

汉文)等档理工作，对明显的错误，进行了校正和说!!fi。本丛

书一律采用横排，以辑录、汇编或单行本的形式出版。由于作

者受所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反映到书的内容上难免精华和糟

粕并存。这就要求广大读者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来阅读。

((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以出版青海省各少数民族古籍

为主，同时也承担一些根据青海省同兄弟省、市，区协作规划

所应整理出版的少数民族古籍。

青海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刚刚起步，在青海历史上

属开创仕的工作。由于我们的经验和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

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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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宁寺简志

(讲修佛法源地郭隆弥勒洲大寺志

——召唤贤明意根之使者)

桑木吉珠门巴·洛桑坚巴措成 著
毛 继 祖 一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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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 言

c《讲修佛法源地郭隆弥勒洲大寺志——召唤贤明意根之使

者》，是几种《佑宁寺志》之一。本志的作者是佑宁寺的桑木

吉珠门巴·洛桑坚巴措成活佛。。
‘

、

本志仅就在安木多下部地区佛法弘扬建立讲修寺院的最初
‘

众议，于众生福地胜利建成郭隆弥勒洲大寺的史实，作了比较

详细的叙述。作者所述史实，与((安多政教史))中的有关记述

基本一致，是比较可信的。 ，

、

， 本志中有两段关于霍尔人即今日之土族的记述，尤为可

贵，有参考价值。一说是。 “大地梵天姜格尔汗(即成吉思

汗)的大臣格勒特带领部属来到这里，现在的霍尔人多为他们

的后裔’’。一说是： “从前霍尔王的后裔额尔丹王，带领他

的许多家人来到这里，相传后来融合于郭隆地区，居住在威远

堡"， “后来，生下了却吉扎巴宦爵尔，后代繁衍黟。这两种

说法是否是一种说法的变异，还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说法呢?试将

两种说法逐点加以比较。前一种说法是为说明格勒特立为地方

神时引出的，见于木刻本；后一种说法是明确写明“关于霍尔人

-的历史"而专写的，见于本志最后一页，系手抄本。前一种说法

“大地梵天姜格尔汗"是指成吉思汗，后一种说法是“霍尔

王"，是否是同一个人呢?前一种说法是“大臣格勒特"，格

勒特的含义“在藏语中为‘奥丹’”，意为“具光∥，后一种说

法是。后裔额尔丹王一，额尔丹的含义在藏语中为“仁宝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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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宝贝"。一臣一王，一具光一宝贝，差别甚大。前一种

说法是“现在的霍尔人多为他们的后裔黟’后一种说法是“融

合于郭隆地区秒， “后代繁衍”。一说是多为他们的后裔，

一说是融合于郭隆地区，二者是有些差别的。但是，两种说法

有些共同点，一是说明了今日的土族与蒙古族有亲密的渊缘关

系，二是说明了蒙占族到来之前当地已居住着土著民族。两段

记载的真伪及有关史实，有待专家学者们探讨。

本志的原文是青海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提供的。原

文是藏文木刻本，共9页，最后一页为手抄本。译文的最后一

段，是手抄本的译文。最后一页，是否原著的原文，尚难断

定，有待专家学者们查证。

本书汉文译稿由孙滔同志审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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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无喇嘛文殊菩萨佛，‘

具有一切稀奇之神力，

显圣在善导星群之中，

宛如明月永居圣洁城。

请赐给众生最高宏福，

用智慧和悲悯之壮臂，．

掌起佛法之圣洁宝幢，

拯救弱小众生于苦热。

尊敬的藏地大成先哲，

特别是万千藏地学者，

以纯洁的格言和传记，

作为二位圣佛(1)的趾环，

而为菩提觉者的顶饰。

·洛桑佛(2)的良规为神道，

光芒闪烁的佛星之中，

唯有二位佛王如日月，

．。照耀着我的虔诚心海。

以力大无敌力士之技，

向本境引来佛法宝车，

想此嘉色巴保的恩惠，

手如莲瓣在心口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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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王福德之团在滚动，

普贤行为之光在闪耀，

二位圣佛如一对日月，

降临本地为善道导师，

对于智者是调御丈夫，

施与世间佛法之威德。

奉上纯净语言的供施，

良缘心气怎能不聚合，

不顾劳苦挤压汗水淋，

用尽无比的智慧才能，÷

从吐宝兽(3)一样的喉里，

呕吐洁净真言的珠宝，’

陈诉出祈求者的心愿。

上述颂词是什么意思呢?先师英格宁保(4)说。 “所信奉

的正法教义有二，即经证之本性，持此而讲修。’’按照此说，

世尊教义包含在经证二者之中，以讲修而持行。因此，记述谦

恭于讲修的僧众寺院的源流是有重要意义的。

， 关于两次如何去圣地西藏拜请佛经和修建僧院的历史，前

几辈正人君子已经反复叙明，不需再说。这里仅就安木多下部

地区佛法宏扬建立讲修寺院的最初众议，于众生福地胜利建成

郭隆弥勒洲大寺(5)的史实，作一叙述。

这里主要说明：大寺初建的情况，’诸辈堪布奉行佛事的情

况，身口心之所依加持者如何坐床的历史，附述寺院基地施主

的情况。

首先，本寺是以雪乡藏地的殊胜观音菩萨自己的法规和教

诫建成的。为此，殊胜观音菩萨护佑该地，显现了几次王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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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意想不到的化相，为所教化的众生安排了正道。如同二位佛

王(6)佛教之宝不断讲述《噶当书》(7)比丘七持之说， 历辈达

赖喇嘛以三密广乐从事弘扬佛法的伟大事业，按照他们的传略

中的记述，为了众生的安康，建立讲修寺院。第一世达赖根敦

珠建立了扎什伦布寺(8)。第二世达赖根敦嘉措建立了群科杰

寺(9)。第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建立了理塘大能仁慈洲寺(10)。第

五世达赖先后建立了十三处寺院(11)。第七世达赖格桑嘉措建

立了噶塔日寺院(12)。其中，第四世达赖云丹嘉措(13)建立了

郭隆弥勒洲大寺。

第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去蒙古途中，在叫做折合加的地方驻

锡之时，忽然，空中祥云聚集，雷声悦耳，霖雨丝丝，显现出

一些奇兆和幻相。当时，看到现在的郭隆寺院的基地上，直直

升起一道五色彩虹，于是作了“此地将来有一个正人君子弘扬

佛法黟的预言。
。

．

此后，第四世达赖云丹嘉措转生蒙古地方，前往西藏时，

此处的一些僧俗人众祈求在此地建立寺院。达赖喇嘛前世有预

言，并允诺在此地亲手建立寺院。但是，由于时机未到，没有

开建。过了不久，又作丁“可以建寺黟的允诺，起程去卫地。

此后，当地居民中的乡绅扎德噶尔瓦朗索·西饶扎和朗加

嘎居·索南坚参两人首先倡议，会同阿加噶尔瓦、郝布本，华

仁嘎尔瓦、焦察噶尔瓦．达若布本、色察布本等人议定，按照

达赖喇嘛过去的允诺建立寺院。力此，扎德、朗加、郝布本、

达若布本带着随从，于藏历木虎年(14)前去西藏迎请。

第四世达赖喇嘛住在哲蚌寺更尕院。众人拜见后陈述来由

说： “如同《天王喇嘛叔侄传》(15)中所说的～祥，心中怀着

佛法，从遥远的地方，历经艰苦而来随喜。”达赖喇嘛听后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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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高兴，接受了请求。

但是，那时正是西藏地方摄政藏巴和噶玛却扎嘉措两人开

． 始摧毁格鲁巴的时期。为了加强自己的教派，法王达赖、班禅

需稳坐西藏，因而不能实现亲自莅临的心愿，说道。 “由于现

在的局势是这样，我很难亲自前往，只好派一位正人君子

去。" 、

，

朗加嘎居哇以前在西藏时， 同嘉色活佛(16)一起朝转一座

佛塔时，风从东方吹来一面经幡，落在朗加嘎居哇的肩上。嘉

色活佛预言说： “在你的家乡，有我喜欢的一位扛旗人。"他

心中回忆着这段往事，怀着这次嘉色活佛能否前往的希望，前

往哲蚌寺向嘉色活佛陈诉因缘，在丹巴桥头，碰见嘉色活佛正

要去拉萨，拜见后陈诉了因缘。嘉色听后非常喜欢。．
’。

达若布本想拜请僧华活佛，从洛贡巴去拉萨拜请。在拉萨

的神变寺庙(17)，拜会了第四世班禅遍知洛桑却吉坚参和第四

世达赖云丹嘉措以及嘉色活佛，僧华活佛、安木多下部地区的

布本等。达赖喇嘛询问大家。 “建寺地点选在安木多和青城

(18)哪一处为好?"并做了嘉色活佛和僧华活佛两位中派谁去

为好的纸阄，去安木多的纸阄落在嘉色活佛身上。嘉色活佛请

求免行，但未获准。佛王达赖和班禅向他讲述了第三世达赖

见到雨兆．弘扬佛法的伟大意义，无论如何要他必须前往。然

后下了教令，决定他去。嘉色活佛请问道。 “我去时，此地拜

请哪位地方神和寺院护法神为好?∥僧华活佛说。 “以前此地

为护北方神赤矛多闻子。”达赖、班禅说； “地方神当然是

他，护法神请吉祥神为好。力达赖并作了祈愿，给了吉详护法神

的画像，当着全寺师徒僧众作了委托。布本等人迎请嘉包活佛

来到安木多地方。当时，由于不合达若布本的心意，他摇着手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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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合情理法则。一

那时，青海的长官火落赤(19)得知此事，因要占据他的领

地，阻碍建立寺院。因此，为防不测，来到青海湖畔时，伪称

是一个矗达合然木巴’’(20)，秘密潜行。
． 此后，首先来到西纳昂贷地方，受到盛宴迎接．隆重供

’奉。其后，依次来到华林的嘎尔哇和高木德地方，众人和加

尔哇喇嘛固日等人，按照乡俗以隆重丰富的盛宴和供奉迎接。

后来，嘉色活佛同随从众人去察看了寺院的地址，完全符合((噶

当括》中的预言和前世达赖的预言。并且嘉色活佛以前朝拜拉姆

拉措湖时，也曾看到过如此福德圆满地的幻影。其《噶当书》

中的预言，在《弟子问道语录》(21)二十三章中说： “沟形状

如佛幢，中间有门路，就像把佛幢撑起来，顶端状如珠宝闪

烁，是出现各种吉祥的征兆，前山状如大象背上备着鞍子，上

如螺口向上的海螺，这是妙音传向十方的征兆，川谷有河水，

这是佛法永存的征兆，佛幢上部建立寺院，法王持着佛幢。黟

这是关于地理及佛和众生两方的教诫。这是地珲之灵性显于它

物器官之相。所谓“沟形状如佛幢，，，是说佛幢之性胜乐等显于

弯曲的三囊状地形之威严，而本处之地形正好如此。所谓靠门

，路炒是说众生能入，而本处是从前霍尔I(Z2)时代建过大门的

地方，现在还保存有遗迹，也可以认为中问有适宜众生入而居

住的许多岩洞。所谓“川谷有河水矽，即宗曲大河(23)。这

些，记明了地形，象征着法王达磨格德持着佛幢，象征着历辈

堪布将有法，佛幢、名号印信之源。对于这几种龙脉根源，是

从意向分别筒述的。有人说： “这些在((法轮王的授记》中已

有述说。打这也无妨，因为亲写著作和亲自宣讲也多有主次。

一些正人君子说。 “《大方广菩萨藏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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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记述。"本地具备《瑜伽师地论》和《经庄严论》等经

中所说的瑜伽行者龙脉及后继者们所说的圣地功德。相传古时

候，噶玛·若刃多杰(24)曾长期住过。贝域嘎尔保地方(25)留

有印度八十位大成就者修炼的仙洞，其中的窝哇巴和夏尼达巴

的仙洞而今还称为窝哇和夏尼达洞。本地的山岩上，大都留有佛

像和文字，石而上有成就者的手印足迹，均可见到。这里仅仅
’

记述了有代表性的几点，要详细知道，请看《圣地说》o

在这样圆满吉祥的圣地上，于汉族皇帝天启纪年前十八 ，’

年，即藏历第十胜生木龙年三月(26)吉日，嘉色活佛和松巴大 ：

师等亲自选定寺院地址做了吉祥长净仪式，从折合毛甲吉拉神
1

山下，请得吉祥护法依怙神像，并觅得噶玛·若贝多杰的足

迹。从前，在此处建有一处萨迦寺院，曾拜请北方护法神赤矛

多闻子为护法神，现在还在这里视事。于是，就按照僧华活佛

的教谕，请立为地方神和护法神。

此前，济仲巴活佛丹巴嘉措来到此地，安下秘密主金刚手

佛像，以镇精灵鬼魔。特别是如同罗刹女阴部一样的石岩下，一

个黑泉中住有一条残暴的魔龙，他亲自向泉中降下霹雳火，将

魔龙驱除出沟岔，古迹而今尚存。 ．

．

从前，大地梵天江格尔汗(27)的大臣格勒特(28)带领部属
’

来到这里，现在的霍尔(29)多为他们的后裔。格勒特遭受修仙 ．

隐士的恶咒而死，化为大力精灵，居于郭隆的石岩上。他向嘉
’

色活佛显现了蒙族形象服饰的原形，被尊为圣贤，立为地方 ．

神。蒙语“格勒特’’的含义，在藏语中为“奥丹”，意为“具

光，，，因而他的名字被加在嘉色活佛的名号上，称为奥丹嘉措

——意为“具光大海"或为“光海”。，

黑色大龙王和黑衣魔二魔，已潜逃到他方。据说现在虽然．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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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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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法，但二魔仍然还危害着这处寺院。嘉色活佛和济仲巴大师

持咒时，除凭借咒力法性外，当日还亲自充当巫觋做法事，因而

身体疲劳。这样．以前的精灵心里惧怕，化为母鸡潜逃了。
。

上述说法，见于《五世达赖传》。 ．

这样长净镇地之后，佛殿奠了基。嘉色活佛的卧室，一百

多名僧人的僧舍，都分别建立。’赛察布本作为施主，建成大经

堂及库房，灶房。牛布本巴被委派为掌堂师，郝嘎居饶朗哇被

委派为经头。松巴大师，拉巴·却吉扎西坚参、土观本然木巴

昂却布本·西然扎等开示善道者教友们，举行经典辩论，并精

诚地举行法性讲听和佛法三事的实践活动。这是安木多下部地

区，格登巴法性讲修寺院的最初发展。

． 当时，正值十月，雷声鸣，花雨下，草木萌芽，出现了许

多吉兆。嘉色活佛语典中，对寺院的堪布将传于事部三怙主转生

的七位活佛以及一些别的佛的化身作了预言。对每一处僧舍小

宅给予一斗银钱的酬报，预示着僧众的发展，同时还作了预

言。蛇年(30)神变祈祷，嘉色活佛亲自祝愿，仪式大都按照法

轮王的礼仪进行。 、

’‘

后来，由于僧众增多，过了不久，由祁家老官作为施主，

扩建了原先的大经堂。一些人说： “为了僧众发展，松巴大师

布施马牛，招收僧人秒。这个口头传说不正确，《丹玛大成就

、者传》中有明确记载。

关于霍尔人的历史，从前霍尔王的后裔额尔丹王带领他的

许多家人来到这里，相传后来融合于郭隆地区哥居住在威远

堡，建立了一座神殿，皇帝赐下了纸碑，后称为钦旨，不清楚

是何时代。后来，生下了却吉扎巴宦爵尔，后代繁衍。这些内

容是由该村的一位八十九岁的老人讲的，汉文书中有记载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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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

①二位圣佛 指达赖和班禅。下同。
。

②洛桑佛 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全名罗桑扎巴(公元1357—

1419)。因生于湟水河畔，后人常称“宗喀巴"大师。

③吐宝首 为神话传说中能吐珠宝的一种神鼬。

④英格宁保意译为世亲，阐扬阿毗达磨经论的古印度佛学家。五

世纪中，生于北印度一婆罗门族家中，为无著之弟，著有《俱舍论本注》

和《八品论》等，著述颇多。 ，

．

⑤郭隆弥勒洲大寺 “郭隆"是藏语，其意是“寺沟帮，佑宁寺是

汉文名称。 ． ．

⑥二位佛王指达赖和班禅。 ， ’

⑦《噶当书》 是噶当派著名典籍((祖师问道录》和《弟子问道

录》的总名。 、

⑧扎什伦布寺后藏最大的格鲁派寺院，在日喀则郊区，第一世达

赖喇嘛根敦珠(公元1391一1474年)于公元1447年(明正统十二年丁卯)

创建，自班禅洛桑却坚以后，即为历代班禅额尔德尼驻锡之所。

⑨群科杰寺在今西藏桑日县境内，为第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
‘

(公元1476--1542年)于公元1509年(明正德四年己巳)创建。

@理塘大能仁慈洲寺通常称为理塘寺，为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

措(公元1543～1588)于公元1580年(明万历八年庚辰)倡建。．

⑩第五世达赖先后建立了十三处寺院第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

(公元1617—1682年)，于公元1647年‘清顺治四年丁亥)在察叶尔建

立了噶丹桑俄阳泽寺，于公元1648年(清顺洽五年戊子)建立了布达拉

白宫，曲水噶丹却科阳泽寺、堆桑热林寺，于公元1649年(清顺治六年 l|

已丑)建立了拉孜奥门林寺和洛扎顿尼林寺’于公元1651年(清顺治八年

辛卯>建立了亚东推散木达吉林寺和桑俄绛曲林寺、萨嘎培吉林寺，于 。

公元1653年(清顺治十年癸巳)建立了格丹雪珠林寺}于公元1669年
。

、(清康熙八年己西)建立了伦噶丹却林寺，于公元1679年(清康熙十八

年已未)建立了或普波若梧且寺，于公元1680年(清康熙十九年庚申)

建立了香门达畦钠加寺。

⑥噶塔日寺即惠远庙．第七世达赖喇嘛(公元1708—1757年)于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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