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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筹划和编辑， {刘立千藏学著译文集〉终于同广

大读者见面了。这套文集不仅仅是刘立千先生个人藏学研究成果

的结晶，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我国老一辈藏学家对藏学事业所做出

的重要贡献，反映了我国藏学事业从举步维艰发展到今天的"显

学"这样一段历程。时下，藏学研究-片生机勃勃，已是今非昔

比，回首往事，不胜感慨……

刘立千先生 1910 年生于四川省德阳县。 1932 年离开西南重

镇成都到当时被称之为打箭炉的康定教书，其间拜师求学，研习

藏文和藏传佛教宁玛派、格鲁派、噶举派和萨迦派等教法。 1936

年出任根桑泽臣活佛随行助手和翻译，开始涉足藏学领域，并初

次发表译作〈大圆胜慧}o 1944 年春，经著名社会学家、民俗学

家李安宅教授推荐，出任成都华西协和大学边疆研究所副研究

员，正式从事藏学研究 。 由于先生汉藏文功底极好，加之当时的

华西协和大学又云集了一大批如韩儒林这样第一流的学者并有着

丰富的藏书，因此不到两年时间就推出了力作〈印藏佛教史〉。

此书在成都一经问世，就受到学术界一致好评，曾连续出了三

版，事隔 32 年后的 1978 年，此书由台湾妙吉祥出版社再版时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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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销售一空，其学术价值，可见一斑。先生深知，藏学的故乡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藏学典籍乃藏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

泉，为了给不识藏文但有志于藏学研究的后来者铺路搭桥，从

1946 年开始便致力于西藏文史和佛学典籍的翻译和介绍。 1949

年成都解放后，先生随十八军进藏，到达拉萨后，在西藏军区编

委会从事编译。 1956 年北京成立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翻译局，

先生奉调来京，先后在翻译局和民族出版社担任藏文室领导职

务。那年年仅 17 岁的我随著名藏族学者格桑悦希教授一同调来

北京，有幸同先生共事，成为先生等一批著名藏、汉族专家学者

的学生。然而好景不长，一次又一次的运动，特别是在那史无前

例的浩劫中，先生也未能逃脱厄运，在经受一番对"反动学术权

威"的批斗之后， 1969 年年底我们先后进了"五七干校"这时

的他已届花甲，且患有严重的冠心病，然而他怀着对党的无比信

赖竟奇迹般地度过了那一段艰苦岁月。 1979 年的春风吹绿了祖

国大江南北，也给先生带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此时先生虽已年

逾古稀，但壮心不已.笔耕不止，经过 10 年的艰苦努力，又将

过去数十年陆续出版过的 300 余万字的译著重译并加以整理注

释。正是这样执著的追求、坚强的毅力、献身的精神，使我们在

先生九十高龄时得以编辑出版这套文集，奉献给广大读者。

这套文集包括先生的重要藏学研究论文集〈刘立千藏学著译

文集·杂集}，著作〈藏传佛教各派教义及密宗漫谈〉和〈印藏佛

教史)，重要译著〈西藏王统记〉、 {西藏王臣记〉、 〈米拉日巴

传〉、〈卫藏道场胜迹志〉、〈金刚瑜伽前行和正行〉、〈大圆满禅定

休息〉、〈大圆满虚幻休息〉、〈大圆满隆钦宁提本觉道次第〉、〈土

观宗教源流〉以及〈格萨尔王传·天界篇〉等。这些著作虽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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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全部著作和译著中的一部分，但基本上涵盖了他在藏族历

史、藏族文学、藏传佛教教义和哲学等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其中〈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卫藏道场胜迹志〉、〈米拉

日巴传〉、〈土观宗教源流〉等时至今日仍是藏学研究者和藏学爱

好者研究或了解藏学登堂入室的必备钥匙。

我十分钦佩先生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更由衷地敬仰先生忠

厚无私的高尚品格。为了弘扬和传播藏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为

了促进藏学研究事业的不断发展，为了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

流和团结，先生慷慨将其全部著作和译著的版权无偿捐赠我社。

我们深知继续为藏学事业做出贡献是先生最大的心愿，而实现先

生这一心愿正是我们编辑出版这套全集的初衷。

最后，我要代表民族出版社向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向原四川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兼藏文大藏经

对勘局局长扎西泽仁同志和对勘局办公室主任布楚活佛深表谢

意。是他们在刘先生离休迁居成都后，为我社代劳给先生以无微

不至的关怀和帮助。离开了他们的关怀和帮助，先生于辈辈之年

是很难在短期内完成这套全集的重译和注释的。

戴~Q
2000 年 1 月 30 日

藏历铁龙新年前夕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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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微谈一点本书的特点:

一、钦则本人不畏风尘，走遍卫藏各地，巡游所有名胜古

迹，写下这本方志。他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因此所记地名、方位

比较翔实可靠，颇有参考价值。

二、巡游路线记载得有条不紊，脉络分明。巡游的地方是卫

藏地区。卫藏，元、明时称作乌斯藏。古代把此两地划为四个大

区，号为卫藏四茹。巡游路线便以四茹为纲。本书第一段到第五

段，叙述从伍茹的北部热振起经彭域回到中心拉萨。再循拉萨河

上行到伍茹的东部墨竹工卡、工布。回转再走伍茹南部甘丹至玛

拉拉举山脉(郭噶拉)之间地。第六段到第十四段，从甘丹翻山

到桑耶进入约茹。桑耶是伍茹和约茹的分界处。从桑耶循雅鲁藏

布江往东走，到桑日、达布为约茹东部。又回走乃东、昌诸、琼

结的约茹中心。再循雅鲁藏布江往西走，从札囊到贡噶为约茹的

西部。从琼结往南走，措美、洛扎、渲、曲松等地为约茹南部。

第十五段到十七段，从洛扎过普玛江塘进入叶茹南部地区，经江

孜、康玛到叶茹中心日喀则。第十八段至二十一段，从日喀则西

行到萨迦为茹拉范围。萨迦是叶茹和茹拉的分界处。从萨迦走彭

错岭、拉孜为茹拉东部。走串仁为茹拉北部。走定日、聂拉木为

茹拉南部。走吉隆宗为茹拉西部。第二十一段又从萨迦到夏格丁

再进入叶茹。走日喀则的藏布江北岸的香、鸟郁等一带叶茹北部

地区，直到与伍茹交界的尼木。第二十二段，走日喀则的藏布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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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l立千..学著译文集

东岸的白朗、仁布等一带叶茹东部地区，直到与约茹交界的羊

卓雍湖。第二十三段到二十四段，从约茹西部的羊卓雍湖又回到

曲水、堆隆等一带的伍茹西部地区。从叶茹回到伍茹的另二条路

线在第二十一段后部分谈到:从鸟郁的北部进入伍茹西部的尼

木，北部的当雄、羊八井而入堆隆地区。过去书上虽然记载有四

茹的四至，但是四茹的范围仍然不具体。通过本书的叙述，四茹

的概念就非常明确了。

三、本书对宗教派别不抱成见，不似其他的胜地志书，只推

重自宗一派，他派胜地就略而不谈。本书是把藏地各派的神山道

场均一视同仁加以介绍，这样所谈的境域就全面得多。

再次谈谈本书译洼的经过。原来先有个旧译稿是 1945 年我

和谢健君共同搞的，事隔三十多年，已经把它忘了。不料在

1981 年冬，北京社科院民研所又将我的原稿寄来成都，看后感

到那时的东西十分粗糙，而国内关于藏人在地理方面的著述，汉

文翻译出来的又不多，这书仍有重新修改整理的必要。当时手边

正搞土观宗派史，尚无暇及此。 1982 年冬，宗派史脱稿后，我

即着手整理此书，历时五月把它初步校审完毕并做了注释。因为

原来的注释太简单了， 自己也感到不满意，遂未同意出版。 1985

年，对注释又做了大量的补充，现在算是全部脱稿了，准备付之

乎民。

这里附带说明一下，此书有两种版本，拉萨木刻版和德格木

刻版。开始我是根据拉萨木刻版做的审定。木刻版是借书，还了

原主，后来又根据拉萨抄本审定。原木刻版全书共 40 页，翻译

的只是有关圣地游记部分的 28 页。其余 12 页宗教的祈祷文，则

略而未译。译文段落也是按原文有字头处分的段，另加号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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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查对。本书第二段的丁吉林和功德林的先后次序，原文是功德

林在前，丁吉林在后。但按历史事件出现的先后来看，则丁吉林

应在功德林之前。因为他是最早一位出任摄政的，由于被革除，

所以原文把他排在功德林之后了。为了使注释前注文与后注文能

互相衔接照应，故在译文土又把丁吉林提在前面了。注释部分，

开始加在每章段之后，现改为在整个译文之后。

关于注释地名方面，西藏地名大多是寺庙神山的名字。由于

宗教信仰，虽经历长时却少有变化。我根据四川省测绘局的〈西

藏自治区地形图〉、西藏军区的〈地名资料简编〉等新材料来查

对，大体上仍然能查对得出来。

在历史人物简介和年代方面，藏文资料主要是参考了〈巴

协〉、{青史〉、〈吐蕃王朝世系明鉴〉、〈敦煌本古藏文历史上〈智

者喜楚〉、〈汉藏册府〉、〈土观宗派源流〉等书，其他还参考了一

些汉文资料，这里就不再详谈了。同时也参考了意大利藏学家费

拉丽对本书的译注。

这本译注稿，系在北京社科院民研所的鼓励和支持下完成

的，第二稿完成后得到西藏人民出版社大力支持并同意出版，因

此在这里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水平有限，知道的东西不多，手边掌握的资料也太少，

在注释方面，不免有挂一漏万之处，甚或有严重错误，敬请读者

指正。

刘立千

1986. 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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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嗡莎地僧词(1)。

名号光辉，世出世中居上首(2)

大悲浓荫，解除众生烦热恼(3)

如白伞盖，随欲能满一切愿(的，

叩请三宝，赐予吉祥幸福花(5) 。

1 

号称为藏土三区内气'~'葛町严可电町) (6)之一的卫藏圣

法地区，乃持莲花手(7)圣观世音菩萨广行净化之土，为

吉祥雪山环绕之区，是雪域境中的惟一庄严。现将此区

内天然生成的圣迹(的，简略地提名介绍如下:

首先，西藏卫部分为伍茹(气可可)和约茹(叫回·亏)
两部分(9)。伍茹北部有号称为佛的阿兰若降热振寺(气·

守·)(11)，是仲敦巴·杰卫炯乃(~哥刮号司'叮§叮叮员·叹铲.

可司~，)(12)的大驻锡地。在神树茂密的欢喜园内有很多殿

堂，殿内主要的神像名觉阿降巴多吉(13)。这像是由金

刚持佛父母大智慧明点(14)所塑造的。凡对此像祈祷叩

求，无论何事皆能如愿成就，如如意宝珠(15)。此外还
有赛林巴阴雨式到R叮)(16) 、觉阿尊者(哥哥晏') (17) 和仲

敦巴等的灵骨宝塔，可以朝拜瞻仰。还有偏头的觉阿像

等极为希有的圣迹佛宝。若是向喇章(18)请求，也可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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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 。 在寺庙的附近还有仲敦巴的灵树、长形甘露泉等不

少的古迹。

这寺的上边有一岩石如象。狮子岩山脚下即羊棍寺

(叫R气可可) (19)。寺内吉仁布齐(晏乓可肖'æ') (20) 曾在此撰

写〈菩提道次第广论)，并留下法台等很多极为珍贵的

遗物。

热振寺的岔道上有一地名帕邦塘(句句".勾可) (21) . 

是秘密智慧空行母(22) 的宫殿。有预言说，若人向左绕

行宫殿并随诵胜乐金刚(23)密咒，此人后世即可往生邬
坚佛国(24) 云。

这里有寺名龚拉康栋(同志町穹F"可气可)(25)，据说
是本布米旺(气肖可苟'商·气勾可)(26)在地脉要穴上建立起来

的寺庙。
由此庙到赛林郭仓寺内副只，~"苟气回民·)(27)，寺内

有达隆巴·桑结亚郡(智叮也".t.l'~，，~'号W叫式号可)(28)的住

房和坐静室。

吉祥达隆塘寺(智叮电可写可) (29) 内的佛教圣迹遗物

多至不可胜汁。其中最主要的是在达隆塘巴大师(智叮

也咛甸叮叮) (30)的茅篷内有曾经开口显过圣的神像。大殿

上层有仲敦巴大师像，像上的头发还在生长。如是等等

非常神奇之物难以细数。

(二)

从达隆翻过恰拉山口 (æ叮叮) (31).就到了伍茹的彭



卫A.ì草场展迹志 3 

域(a.同可也町) (32)。这地方是噶当教派的大发源地。此

地有不可胜计的内邬素巴(驾守弓々叮)(33)、博多瓦(肖号

可)(34) 、普穹瓦(电弓叮叮)(35)等诸噶当派大善知识的驻

锡地，可惜大半都在深山之中，难于寻觅，而且一般都

只有→点遗迹而己。此中最有名的是格西夏惹瓦(自C:::'fj'

乓叮) (36) 的驻锡地夏蚌巴(句::I\:a.电剖·町') (37)。内有很多有

加被力的大宝塔。还有朗日塘巳(蜀C:::'究可c:::'~'}(38) 多吉

僧恪(奇主'~C:::'斗)的驻锡地。在朗塘寺(到c:::'~c:::')(39) 内

有开过金口的度母像(40)等极为灵异的圣迹。

这里还有褒勤·绒敦大师(也可副高可走R哥哥'æ司'苟') (41) 

的驻锡地名吉祥那烂陀寺(气向何'毛，~雪)(42)。寺内有绒

敦大师的灵骨塔。类此极为珍贵的宝藏，还有如大殿

堂、十八家寺主私店和大师的居处寝室等，连绒敦大师

的说法台现在还保留着。

从吉祥那烂陀翻过果拉山口(哥·町)(43)，就到了拉

萨(穹町)(44)。此地楚朗祖拉康(a.号叫·雪可叫运叮伺叫

FR·)(45)，内中供有:觉阿如意宝像(46)，自然生成五位

一体的大悲观音像(47) 弥勒法轮像(48)，持缮度母

像(49)和放光四神像(50)等。所有上中下三层楼阁连同周

围的转经走廊内的神像宝塔种种圣迹遗物，均有目录记

载，详见第五辈达赖便可戈可肖'æ') (51)所作的志书。
举堆巴(毒气·暂气可)热木齐(可高'æ') (52) 内有觉阿不

动金刚像(53) 。

观世音菩萨的宫殿布达拉宫内巧·叮)(54) 内有号称

为南瞻部洲惟一庄严的五辈达赖灵骨宝塔，从上中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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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楼中均能瞻仰。 特别是灵塔瓶部门旁边陈列有最为希

罕的本师释迦牟尼投生为自象时的牙齿(55) 。 此外还有

从七辈达艘格桑嘉措(均可同萄R号啕葛') (56)起，到八辈降

白嘉措((.2，æ: ðl气啊号回瑟) (57) 、丸辈隆多嘉措(也R亏巾

~'硝') (58)、十辈楚逞嘉措 (ψ·自制号明磊)(59)、十一辈

克珠嘉措(肉同时号可~'剖葛') (60)五位达赖的舍利金塔。

在供觉阿洛格肖热(岗'斗司气，)(61)的殿堂内还有癫病

头巾的吉准扎巴(主'~否可到叫树'同)(62)泥像，克什米尔班
钦(内'æ'tq;'æ可)(63) 的陶土像，采虹的汤东杰布(写Z:::'

哥r:::::'~叮苟') (64)像和邬坚大师(回'~可戈可肖'æ') (65)到贡塘山

口(电可写R啕'F') (66) 留下的足迹印等等甚多恃别珍贵的
内部佛宝(67) 。

在布达拉山下有法王松赞干布(到r:::::'同哥哥·司町苟')居
住过的岩洞(68)。其他还有时轮金刚、集密金刚等本
尊(69)的宫殿坛城构想模型堂(7'时，这类的殿堂多至难以
细数，但是这些平常对一般人是不开放的。

在金刚手菩萨的(71)灵山夹波日山上(穹叫时可-

E斗) (72). 有成就大德汤东杰布监制的珊珊的无量寿

佛(73) 自螺的大悲观音和松耳石的度母等甚多极为神

异的佛像。

在扎拉鲁浦(到叮穹~'电叮)内 (74)有松赞干布寝居的
岩洞，后来圣者吉贡巴(善·哥町叮)(75)就在此修大悲观音

法，获得成就。此岩窟内也供奉有无数的神像经塔等圣

宝。
在布达拉山后有传说是文殊菩萨(76) 的灵山，名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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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瓦日土丘(苟町同.~斗)(77)，可是小丘顶上有一神堂又是

格萨尔王庙(奇制乓穹阿') (78) 。

此外，在丁吉林第穆(町智可~~'~可气·到·)(79)，功德

林达察(也可勾气到Z:::'可归时)(80) 、策门林诺门汗(葛·军司-

~z:::寄自啊') (81)、锡德林热振(句句·驾'到Z:::'气·芋')(叫举

麦巴(喜气到气'1:，1')新旧木鹿寺内可笔'叫帆号z:::')(83)等庙

中亦有无量数的佛像宝塔等圣迹遗物。

拉萨的四方有松赞干布时代雕刻的三部估主(84) 的

石像。在拉萨的坷对面山上有噶钦·耶协嘉措(叫8司'Ù)'

再则'~'刮嚣)(85) 的驻锡地，名治策却林(到可运·剖磊吁

~C::') (86) 。

(三)

拉萨附近的大寺院哲蚌寺(~目前司RW)(87)，内分四

大扎仓及正殿。其中供奉有不少的佛像经塔，最主要者

传说是用热洛大译师(气两8可吁)(88)的灵骨造成的大威

德像(89) 十分珍贵!

寺中的噶丹颇章(气叫町官司·固·写实')(佣)内供奉有觉阿

吉的本尊度母，是开口显过圣的像，诸如是等内部佛宝

极为殊胜。

哲蚌寺内还有降央却吉(~眨町气5C::~'葛町慧')<91)的寝

居处。此外fp经院内藏有宗喀巴大师及历辈达赖等的全

部著作的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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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拉萨的北面有色拉寺内'R)(92)，分两大扎仓及正

殿。其中有无量数的佛像、经塔等圣迹文物，最主要的

是吉巴扎仓 (S町叮叮摇咛) (93) 内供的成道祖师达洽

阴气气呵皂气')用过的金刚概(94)。还有曾经开过金口的极

密马头明王忿怒像(95) 。

关于色拉、哲蚌、甘丹(气可可守可)三寺连同札什

伦布寺内叮有~'~可吁)(96)，这四大僧学院和上下密宗院

等大道场内的所有圣迹遗物均详见普布觉·降巴大师

(电气可善可'~剖刷'町') (97)所作的记录。

色拉寺附近河谷下面有法王松赞干布的修道处，名

帕邦喀(叮苟tF)(98)，内有修道的岩洞和甚多有大感应

力的佛像法宝。传说此处是二十四场境(99)之一的德威

哥扎(气守吁(!')第二(则。此外还有哲蚌寺的根培日楚
(气叶《局伺斗目咛)(101)，色拉竹康孜(慧可内旨意') (102) 、普

布觉(电乓'可警叮) (103) 、喀多日楚(剖严气哥'戈'因气) (104) 、

曲桑日楚(号't::!写可专自气')005)、新旧扎日日楚(到叫'乓

叫帆号"') (106)等甚多山居小庙。

(五)

从拉萨沿藏河(可~r:::'肖)(107)北岸逆流而行，便到扎

耶巴(到叮凶气'~r)(108) 。耶巴的达瓦浦(蜀't::!'电叮) (109) 岩



6 刘立千..学著译文集

(四)

拉萨的北面有色拉寺内'R)(92)，分两大扎仓及正

殿。其中有无量数的佛像、经塔等圣迹文物，最主要的

是吉巴扎仓 (S町叮叮摇咛) (93) 内供的成道祖师达洽

阴气气呵皂气')用过的金刚概(94)。还有曾经开过金口的极

密马头明王忿怒像(95) 。

关于色拉、哲蚌、甘丹(气可可守可)三寺连同札什

伦布寺内叮有~'~可吁)(96)，这四大僧学院和上下密宗院

等大道场内的所有圣迹遗物均详见普布觉·降巴大师

(电气可善可'~剖刷'町') (97)所作的记录。

色拉寺附近河谷下面有法王松赞干布的修道处，名

帕邦喀(叮苟tF)(98)，内有修道的岩洞和甚多有大感应

力的佛像法宝。传说此处是二十四场境(99)之一的德威

哥扎(气守吁(!')第二(则。此外还有哲蚌寺的根培日楚
(气叶《局伺斗目咛)(101)，色拉竹康孜(慧可内旨意') (102) 、普

布觉(电乓'可警叮) (103) 、喀多日楚(剖严气哥'戈'因气) (104) 、

曲桑日楚(号't::!写可专自气')005)、新旧扎日日楚(到叫'乓

叫帆号"') (106)等甚多山居小庙。

(五)

从拉萨沿藏河(可~r:::'肖)(107)北岸逆流而行，便到扎

耶巴(到叮凶气'~r)(108) 。耶巴的达瓦浦(蜀't::!'电叮) (109) 岩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