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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藏交融—永宣時期明廷佛教信仰的文物特色

專　輯

北
宋
和
西
藏
未
曾
直
接
往
來
，
所

以
宋
人
對
十
一
世
紀
初
逐
漸
復
興
的
藏

傳
佛
教
文
化
幾
無
所
知
。
至
十
二
、
十
三

世
紀
期
間
，
西
夏
人
基
於
佛
教
信
仰
，

同
時
引
入
漢
傳
佛
教
︵
以
禪
宗
與
華
嚴

宗
為
主
︶
與
藏
傳
佛
教
︵
以
噶
舉
派
與
薩

漢
藏
交
融

永
宣
時
期
明
廷
佛
教
信
仰
的
文
物
特
色

劉
國
威

迦
派
為
主
︶
，
使
得
漢
藏
佛
教
自
唐
代
敦

煌
後
有
再
度
互
動
的
機
會
，
但
其
影
響
仍

僅
限
西
夏
統
領
的
西
北
地
區
。
當
西
夏
於

一
二
二
七
年
為
成
吉
思
汗
所
滅
，
其
文
化

雖
漸
淹
沒
流
失
，
卻
間
接
影
響
蒙
人
接
受

藏
傳
佛
教
為
其
主
要
信
仰
；
透
過
蒙
元
王

朝
，
漢
藏
佛
教
在
漢
文
化
地
區
方
出
現
真

正
往
來
。
在
當
時
西
藏
教
派
已
漸
成
形
的

情
形
下
，
蒙
古
人
扶
植
薩
迦
派
成
為
西
藏

的
掌
政
教
派
，
於
大
都
設
立
總
制
院
，
委

由
薩
迦
派
僧
人
所
任
帝
師
管
理
西
藏
行
政

暨
漢
藏
佛
教
事
務
。
當
時
，
西
藏
受
元
朝

一
般
人
較
為
認
識
蒙
元
與
滿
清
時
期
的
帝
王
皆
信
仰
藏
傳
佛
教
，
因
此
留
下
不
少
與
藏
傳
佛
教
相

關
的
內
廷
文
物
。
而
明
王
朝
對
佛
教
的
態
度
則
較
不
一
致
，
有
接
納
者
，
也
有
排
斥
者
，
明
初
永

樂
與
宣
德
兩
位
皇
帝
則
可
說
是
虔
信
藏
傳
密
教
的
代
表
性
人
物
。
過
去
對
此
時
期
曾
有
過
的
漢
藏

文
化
密
集
交
流
較
為
忽
視
，
也
曾
認
為
多
是
出
於
懷
柔
遠
人
的
政
治
目
的
，
近
年
研
究
較
理
解
到

此
時
期
帝
王
內
心
的
宗
教
信
仰
及
其
相
關
作
為
，
本
文
即
以
此
角
度
略
探
永
宣
時
期
的
漢
藏
佛
教

文
物
特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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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的
封
授
及
政
治
、
經
濟
、
軍
事
等
方
面
的

管
理
，
來
自
蒙
古
的
影
響
亦
旁
及
宗
教
文

化
層
面
，
如
：
藏
人
雖
自
吐
蕃
時
期
即
自

漢
地
習
得
如
何
造
紙
，
然
尚
無
力
刊
印
典

籍
，
由
於
蒙
古
貴
族
對
藏
傳
佛
教
的
佈

施
，
藏
文
佛
典—

即
西
藏
後
世
所
稱
的

﹁
蒙
古
版
﹂
︵hor par m

a

︶—

的
刊
刻
流

通
，
使
得
獲
促
進
。
彼
時
藏
區
一
些
重
要

佛
寺
亦
邀
請
不
少
漢
地
工
匠
參
與
修
建
，

如
薩
迦
寺
、
夏
魯
寺
等
，
其
建
築
、
雕
刻

因
而
融
匯
了
漢
地
藝
術
風
格
。

藏
傳
佛
教
於
內
地
的
傳
播
，
在
元
明

清
三
代
一
直
遭
到
儒
士
階
層
的
反
對
；
依

儒
家
價
值
觀
所
撰
之
正
史
對
藏
傳
佛
教
自

然
不
會
有
正
面
評
述
。
漢
傳
佛
教
僧
人
對

藏
傳
佛
教
的
態
度
也
不
盡
一
致
，
有
傾
心

隨
學
者
，
有
平
等
對
待
者
，
也
有
藐
視
攻

擊
者
。
各
朝
帝
王
的
態
度
也
各
不
相
同
，

元
清
兩
朝
幾
乎
所
有
帝
王
均
虔
信
藏
傳
佛

教
，
而
明
代
帝
王
則
表
現
出
不
一
致
的
態

度
，
有
虔
信
者
︵
永
樂
、
宣
德
、
成
化
、

正
德
︶
、
也
有
排
斥
者
︵
正
統
、
弘
治
、

嘉
靖
︶
，
其
中
永
樂
與
宣
德
二
帝
即
是
虔

信
代
表
，
使
漢
藏
佛
教
文
化
於
十
五
世
紀

初
產
生
新
一
波
的
文
化
交
流
。
︵
註
一
︶

朱
元
璋
建
立
明
王
朝
後
，
對
儒
釋
道

三
家
基
本
上
採
取
調
和
策
略
。
以
儒
教
為

國
教
，
使
其
成
為
國
家
組
織
與
意
識
形
態

的
核
心
，
並
以
科
舉
制
度
保
證
其
地
位
，

復
將
佛
道
置
於
輔
佐
地
位
，
支
持
佛
教
發

展
。
舉
例
而
言
：
如
朱
元
璋
曾
組
織
刊
刻

大
藏
經
︵
︽
洪
武
北
藏
︾
︶
，
詔
天
下

沙
門
廣
泛
宣
講
︽
般
若
心
經
︾
、
︽
金
剛

經
︾
、
︽
楞
伽
經
︾
三
部
大
乘
經
典
，
命

季
潭
宗
泐
、
太
璞
如
玘
︵
註
二
︶

、
竺
隱
弘

道
等
高
僧
註
解
闡
述
三
經
︵
後
收
入
︽
永

樂
北
藏
︾
︶
，
又
詔
宗
泐
率
三
十
餘
僧
人

遠
赴
西
域
，
搜
求
佛
經
，
以
補
聖
典
遺

佚
。

另
一
方
面
，
他
又
對
宗
教
加
以
嚴

密
控
管
，
欲
將
佛
道
二
教
納
入
王
權
統

治
，
因
此
對
佛
教
採
取
一
系
列
管
理
措

施
。
如
設
置
佛
教
管
理
部
門
：
洪
武
初

年
︵
一
三
六
八
︶
設
善
世
院
，
後
又
設
立

僧
錄
司
，
各
級
地
方
政
府
也
分
別
設
立
下

級
佛
教
事
務
管
理
部
門
；
將
天
下
︵
漢

傳
︶
寺
院
分
為
禪
、
講
、
教
三
類
，
僧

人
也
依
是
分
之
，
規
定
﹁
禪
者
禪
，
講

者
講
，
瑜
伽
者
瑜
伽
﹂
︵
︹
明
︺
大
聞
幻
輪

︽
釋
鑒
稽
古
略
續
集
︾
卷
二
，
︽
大
正
藏
︾
第
四
九

明
初
內
府
藏
傳
佛
教
造
像

洪
武
時
期
，
規
定
西
藏
各
派
三
年
一

貢
，
西
藏
貢
品
多
是
地
方
特
產
或
是
藏
區

馬
匹
等
；
洪
武
六
年
，
藏
區
帕
竹
王
朝
領

袖
章
陽
沙
加
監
藏
︵
元
末
取
代
薩
迦
王
朝
的
帕

竹
噶
舉
所
建
王
朝
第
二
任
第
司
︵sd

e
 srid

︶
領
袖
︶

﹁
遣
酋
長
鎖
南
藏
卜
以
佛
象
、
佛
書
、

舍
利
來
貢
﹂
︵
︽
明
實
錄‧

太
祖
實
錄
︾
，
卷

七
八
︶

這
是
藏
區
向
明
廷
進
貢
佛
像
的
最

早
紀
錄
，
而
明
廷
的
回
禮
多
是
官
印
、

詔
書
、
絲
織
品
、
茶
葉
，
加
上
黃
金
、
白

銀
、
鈔
幣
等
，
尚
未
見
回
贈
漢
地
佛
教
文

物
的
記
載
。
到
永
樂
時
期
，
藏
區
各
派
領

袖
已
不
再
沿
襲
洪
武
時
期
所
定
三
年
一
貢

的
傳
統
︵
註
四
︶

，
不
僅
頻
繁
，
且
人
數
眾

多
︵
有
的
是
單
一
教
派
，
有
的
是
數
派
聯

合
︶
，
此
時
明
廷
的
回
贈
開
始
包
含
佛
教

文
物
，
如
佛
經
、
佛
像
、
唐
卡
、
法
器
、

乃
至
瓷
器
等
。
為
因
應
當
時
大
量
的
佛
像

賜
贈
，
成
祖
仿
效
元
朝
在
內
廷
成
立
專
門

的
造
像
機
構
。

漢
文
史
料
對
永
宣
時
期
的
藏
地
佛

像
貢
賜
有
相
當
多
的
記
載
，
舉
例
而
言
，

明
廷
與
大
寶
法
王
間
有
三
次
佛
像
貢
賜
：

永
樂
四
年
一
次
佛
像
進
貢
，
永
樂
六
年

gshegs pa, 

一
三
八
四

∼

一
四
一
五
︶
至
南

京
靈
谷
寺
為
其
父
母
舉
行
超
薦
法
會
，
其

目
的
非
僅
為
﹁
化
愚
俗
，
弭
邊
患
﹂
︵
卷

三
三
一
，
︿
西
域
三
﹀
︶

而
有
其
歷
史
背
景
與

信
仰
動
機
。
他
一
改
其
父
所
立
制
度
，
也

不
採
用
元
代
﹁
帝
師
﹂
體
制
，
在
短
短
約

十
年
︵
一
四○

五

∼

一
四
一
五
︶
間
，
先

後
敕
封
帕
竹
噶
舉
領
袖
為
闡
化
王
︵
一
四

○

五
︶
、
貢
覺
地
區
灌
頂
國
師
為
護
教
王

︵
一
四○

六
︶
、
靈
藏
地
區
灌
頂
國
師
為

贊
善
王
︵
一
四○

六
︶
、
第
五
世
噶
瑪
巴

為
大
寶
法
王
︵
一
四○

七
︶
、
直
貢
噶

舉
派
領
袖
為
闡
教
王
︵
一
四
一
三
︶
、

薩
迦
派
領
袖
昆
澤
思
巴
︵K

un dga’ bkra 

shis,

一
三
四
九

∼

一
四
二
五
︶
為
大
乘

法
王
︵
一
四
一
三
年
成
祖
邀
訪
南
京
，

一
四
一
五
受
封
︶
，
薩
迦
派
達
倉
地
區
領

袖
為
輔
教
王
︵
一
四
一
五
︶
，
以
及
﹁
授

西
天
佛
子
者
二
，
灌
頂
大
國
師
者
九
，
灌

頂
國
師
者
十
有
八
﹂
。
至
於
其
他
禪
師
、

法
師
，
則
﹁
不
可
悉
數
﹂
︵
卷
三
三
一
，
︿
西

域
三
﹀
︶

，
形
成
明
代
專
對
藏
僧
所
冊
封

自
法
王
、
教
王
、
西
天
佛
子
、
灌
頂
大
國

師
、
灌
頂
國
師
、
禪
師
等
品
級
明
晰
的
制

度
。

冊
︶

亦
即
禪
寺
住
禪
僧
，
講
寺
住
講
僧
，

教
寺
住
教
僧
︵
瑜
伽
僧
︶
，
不
得
混
濫
；

同
時
建
立
嚴
密
僧
籍
、
度
牒
以
及
考
核
制

度
，
並
限
制
佛
教
信
徒
人
數
，
規
範
佛
教

信
仰
行
為
，
嚴
格
區
分
僧
俗
界
限
，
如

︽
明
史
︾
所
記
：
﹁
︵
洪
武
︶
二
十
四
年

︵
一
三
九
一
︶
，
清
理
釋
、
道
二
教
，
限

僧
三
年
一
度
給
牒
。
凡
各
府
州
縣
寺
觀
，

但
存
寬
大
者
一
所
，
並
居
之
。
凡
僧
道
，

府
不
得
過
四
十
人
，
州
三
十
人
，
縣
二
十

人
。
民
年
非
四
十
以
上
、
女
年
非
五
十

以
上
者
，
不
得
出
家
。
洪
武
二
十
八
年

︵
一
三
九
五
︶
，
令
天
下
僧
道
赴
京
考
試

給
牒
，
不
通
經
者
黜
之
。
﹂

這
些
嚴
謹
規
範
與
限
制
，
一
般
認

為
是
明
清
時
期
佛
教
漸
衰
的
主
因
之
一
。

然
而
，
這
些
措
施
主
要
在
限
制
漢
傳
佛

教
，
明
太
祖
對
藏
傳
佛
教
完
全
是
另
一
態

度
與
手
段
。
朱
元
璋
以
﹁
來
者
輒
授
官
﹂

等
策
略
招
徠
藏
族
僧
俗
首
領
，
︽
明
史
︾

記
載
：
﹁
洪
武
初
，
太
祖
懲
唐
世
吐
蕃
之

亂
，
思
制
御
之
。
唯
因
其
俗
尚
，
用
僧
徒

化
導
為
善
，
乃
遣
使
招
諭
。
﹂
︵
卷
三
三

○

，
︿
西
域
二‧

西
番
諸
衛
﹀
︶

雖
然
招
攬
，

但
明
太
祖
對
藏
僧
所
賜
封
號
，
最
高
僅
為

﹁
大
國
師
﹂
或
﹁
灌
頂
國
師
﹂
，
人
數
也

不
過
四
五
人
而
已
。

明
成
祖
朱
棣
即
位
後
，
他
對
各
教

派
藏
僧
的
敕
封
就
不
僅
僅
是
懷
柔
遠
人
，

而
含
有
更
深
層
的
內
在
信
仰
。
︽
明
史
︾

也
指
出
永
樂
帝
對
藏
傳
佛
教
是
﹁
兼
崇

其
教
﹂
的
。
過
去
學
者
曾
認
為
明
成
祖
推

崇
藏
傳
佛
教
主
要
基
於
政
治
考
量
，
近

年
研
究
已
證
明
永
樂
皇
帝
朱
棣
對
藏
傳
佛

教
的
接
觸
與
認
識
實
淵
源
自
其
早
年
身

為
燕
王
時
長
駐
北
京
，
深
受
其
所
處
元

大
都
環
境
及
周
遭
所
統
領
原
蒙
古
族
軍

臣
影
響
，
對
藏
傳
佛
教
早
非
陌
生
。
︵
註

三
︶

他
對
藏
區
當
時
政
教
合
一
特
色
的
各

教
派
狀
況
，
以
及
藏
民
﹁
惟
僧
言
是
聽
﹂

的
傳
統
，
有
較
其
先
輩
更
全
面
的
認
識
。

元
末
，
噶
瑪
噶
舉
派
領
袖
第
三
世
與
第
四

世
噶
瑪
巴
曾
先
後
受
元
順
帝
邀
請
入
京

弘
法
，
與
元
皇
室
結
下
因
緣
。
藉
此
我

們
即
可
理
解
，
為
何
成
祖
即
位
後
，
不

請
其
他
漢
傳
僧
人
，
卻
派
遣
漢
僧
智
光

︵
一
三
四
八

∼

一
四
三
五
，
印
僧
薩
哈
拶

釋
哩Sahajaśrī

弟
子
，
通
梵
藏
文
︶
與
宦

官
侯
顯
︵
出
身
河
西
地
區
的
藏
人
︶
遠

赴
藏
地
邀
請
第
五
世
噶
瑪
巴
︵de bz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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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與
十
一
年
兩
次
佛
像
回
賜
。
︽
明
史
︾

雖
載
明
廷
對
薩
迦
派
大
乘
法
王
的
賞
賜

是
﹁
禮
亞
於
大
寶
法
王
﹂
，
但
其
實
雙

方
的
互
相
貢
賜
更
多
：
大
乘
法
王
曾
兩

次
進
京
進
貢
，
永
樂
帝
則
四
次
回
贈
佛

像
。
成
祖
曾
兩
次
邀
請
格
魯
派
初
祖
宗
喀

巴
︵
一
三
五
七

∼

一
四
一
九
︶
進
京
，

宗
喀
巴
以
年
邁
婉
拒
，
改
派
其
弟
子
釋

迦
也
失
︵Shākya ye shes, 

一
三
五
四

∼

一
四
三
九
︶
為
代
表
，
師
徒
三
次
進
貢
，

永
樂
帝
則
兩
次
回
贈
佛
像
。
其
餘
各
派
進

貢
與
回
贈
佛
教
文
物
的
記
載
更
是
不
勝
枚

舉
，
如
此
往
來
貢
賜
的
傳
統
至
宣
德
時
期

更
為
興
盛
。
現
今
在
藏
區
古
寺
、
或
各
地

博
物
館
典
藏
、
或
私
人
蒐
藏
中
，
確
定
為

明
內
府
所
造
藏
傳
銅
佛
像
約
三
百
餘
尊
，

僅
見
﹁
大
明
永
樂
年
施
﹂
或
﹁
大
明
宣
德

年
施
﹂
兩
類
款
識
︵
以
布
達
拉
宮
現
存
所

藏
為
例
，
永
樂
時
期
銅
佛
三
十
九
尊
，
宣

德
時
期
銅
佛
三
尊
︶
，
應
與
永
宣
時
期
漢

藏
間
密
切
往
來
賜
贈
有
關
。

西
藏
唐
卡
本
以
布
畫
為
主
，
風
格

原
本
較
受
喀
什
米
爾
與
尼
泊
爾
的
印
度

佛
教
美
學
影
響
；
永
宣
時
期
對
西
藏
的
賜

贈
亦
包
含
許
多
內
廷
所
造
畫
像
，
這
也

對
藏
傳
繪
畫
帶
來
新
一
波
影
響
。
以
現

存
可
見
的
有
限
畫
像
為
例
，
有
些
是
以
漢

地
刺
繡
工
藝
所
造
藏
式
本
尊
圖
像
，
如
大

昭
寺
所
藏
具
﹁
大
明
永
樂
年
施
﹂
題
款
的

﹁
大
威
德
金
剛
﹂
與
﹁
勝
樂
金
剛
﹂
繡
製

唐
卡
，
或
是
二○

一
四
年
佳
士
得
拍
賣
的

永
樂
年
題
款
﹁
紅
色
閻
摩
敵
﹂
等
。
繡
製

唐
卡
雖
已
見
於
元
代
，
但
那
時
主
要
仍
為

印
藏
風
格
，
明
代
始
見
融
合
漢
風
。
另
一

類
則
是
直
接
以
漢
地
技
巧
繪
製
的
圖
像
，

以
祖
師
人
物
為
主
，
如
原
藏
噶
瑪
噶
舉
派

祖
普
寺
，
長
達
十
五
公
尺
的
明
︿
大
寶
法

王
建
普
度
大
齋
長
卷
﹀
。
此
幅
由
四
十
九

組
畫
面
組
成
的
長
卷
描
繪
的
是
第
五
世
噶

瑪
巴
在
南
京
靈
谷
寺
為
明
太
祖
及
皇
后
建

普
度
大
齋
的
場
景
，
這
是
永
樂
帝
賞
賜
大

寶
法
王
的
回
贈
之
一
︵
現
藏
拉
薩
西
藏
博

物
館
︶
。
西
藏
乃
寧
寺
藏
釋
迎
立
像
絹
畫

一
軸
，
像
左
側
漢
文
金
字
書
︽
大
明
皇
帝

御
制
栴
檀
佛
像
贊
︾
，
右
側
金
字
書
該
贊

文
藏
譯
，
末
行
年
月
記
為
﹁
永
樂
十
年
四

月
十
七
日
﹂
；
西
藏
的
釋
尊
造
像
一
般

為
坐
像
，
立
像
為
漢
地
傳
統
。
色
拉
寺

所
藏
宣
宗
勅
贈
釋
迦
也
失
︵
宣
德
九
年 

︵
一
四
三
四
︶
受
封
為
大
慈
法
王
︶
的
緙

絲
唐
卡
﹁
大
慈
法
王
像
﹂
，
也
同
具
明
顯

漢
式
人
物
風
格
。
西
藏
唐
卡
兩
大
畫
派
的

創
始
人
曼
拉
敦
珠
︵sm

an bla don grub

︶

與
欽
哲
旺
秋
︵m

khyen brtse dbang 

phyug

︶
均
活
躍
於
十
五
世
紀
後
半
期
，

其
共
通
特
色
是
在
唐
卡
所
繪
主
尊
背
景
中

融
合
不
同
程
度
的
漢
地
風
格
與
技
巧
。
曼

拉
敦
珠
的
傳
記
更
記
載
他
自
認
其
前
世
曾

為
漢
地
畫
師
，
因
而
喜
好
並
擅
長
漢
地
畫

風
，
這
都
顯
示
明
代
漢
藏
交
流
對
藏
區
藝

術
的
影
響
。

永
宣
時
期
內
廷
佛
典

永
樂
帝
在
內
府
成
立
﹁
漢
經
廠
﹂

與
﹁
番
經
廠
﹂
，
專
門
進
行
漢
藏
文
佛
經

的
抄
寫
與
勘
刻
。
第
一
部
雕
版
印
刷
的
藏

文
︽
甘
珠
爾
︾
即
由
成
祖
下
令
勘
刻
於

南
京
，
現
稱
﹁
永
樂
版
﹂
︵
成
於
一
四
一

○

年
︶
，
成
祖
親
作
︽
藏
經
贊
︾
刊
以

篇
首
：
﹁
聯
撫
臨
大
統
，
仰
承
鴻
基
。
念

皇
考
皇
妣
生
育
之
恩
，
垂
緒
之
德
，
劬
勞

莫
報
，
乃
遣
使
往
西
土
取
藏
經
之
文
，
刊

梓
印
施
以
資
為
薦
揚
之
典
。
﹂
永
樂
年
間

也
先
後
兩
次
編
纂
漢
文
大
藏
經
︽
永
樂
南

藏
︾
︵
一
四
一
二

∼

一
四
一
七
︶
與
︽
永

樂
北
藏
︾
︵
一
四
二
一

∼

一
四
四○

︶
，

其
中
均
收
有
︽
番
字
藥
師
琉
璃
光
七
佛
本

願
功
德
經
︾
，
此
經
全
為
藏
文
，
這
也
是

藏
文
佛
典
在
內
地
刻
印
流
通
的
旁
證
。

觀
音
菩
薩
的
心
咒
﹁
唵
嘛
呢
叭

哞
吽
﹂
︵oṃ

 m
aṇipadm

e hūṁ

︶
自

古
至
今
一
直
是
藏
人
持
誦
的
最
流
行
咒

語
，
此
﹁
六
字
大
明
﹂
咒
︵ṣaḍakṣarī 

m
ahāvidyā

︶
源
自
︽
大
乘
莊
嚴
寶
王
經
︾

︵K
āraṇḍavyūha-sūtra

︶
，
其
漢
譯
本

早
於
北
宋
太
平
興
國
八
年
︵
九
八
三
︶
即

由
印
僧
天
息
災
譯
出
，
經
中
將
之
音
譯
為

﹁
唵
麼
抳
鉢
訥
銘
︵
二
合
︶
吽
﹂
。
此
經

咒
在
北
宋
以
來
的
漢
傳
佛
教
領
域
幾
無
影

響
；
元
代
因
蒙
人
信
仰
藏
傳
佛
教
，
雖
已

流
傳
，
尚
未
在
內
地
佛
教
通
行
。
直
到
明

成
祖
邀
請
第
五
世
噶
嗎
巴
至
南
京
弘
法
，

因
噶
嗎
巴
的
提
倡
，
方
漸
流
行
。
歷
代
噶

瑪
巴
皆
極
推
崇
此
六
字
真
言
，
第
二
世

噶
瑪
巴
︵K

arm
a Pakshi, 

一
二○

四

∼

一
二
八
三
︶
甚
且
被
稱
為
﹁
瑪
尼
巴
﹂

︵
即
持
誦
六
字
真
言
者
︶
；
第
五
世
噶
瑪

巴
弘
揚
此
咒
，
自
在
情
理
之
中
。
在
永
樂

皇
帝
的
刻
意
推
行
下
，
此
咒
以
﹁
唵
嘛
呢

叭
哞
︵
或
是

字
︶
吽
﹂
的
音
譯
形
式
大

弘
於
明
代
。
永
樂
時
期
內
府
刊
寫
的
多
部

佛
經
均
收
錄
此
咒
：
如
永
樂
親
序
的
︽
大

明
仁
孝
皇
后
夢
感
佛
說
第
一
希
有
大
功
德

經
︾
、
永
樂
十
五
年
成
祖
御
撰
而
由
內
府

刊
印
的
︽
諸
佛
世
尊
如
來
菩
薩
尊
者
神
僧

名
經
︾
與
︽
諸
佛
世
尊
如
來
菩
薩
尊
者
名

稱
歌
曲
︾
，
以
及
院
藏
永
樂
年
間
的
︽
大

乘
經
咒
︾
寫
本
等
。
北
京
大
鐘
寺
古
鐘
博

物
館
所
典
藏
﹁
永
樂
大
鐘
﹂
，
鐘
面
鑄
寫

許
多
梵
漢
佛
教
經
咒
，
其
中
亦
含
︽
諸
佛

世
尊
如
來
菩
薩
尊
者
神
僧
名
經
︾
和
蘭
札

體
梵
文
﹁
六
字
大
明
﹂
咒
。

明
人
徐
學
聚
︽
國
朝
典
匯
︾
載
：

﹁
遣
使
往
天
竺
，
迎
真
僧
來
京
，
號
大
寶

法
王
，
居
靈
谷
寺
，
頗
著
靈
異
，
謂
之
神

通
，
教
人
念
唵
嘛
呢
叭
哞
吽
。
於
是
信

者
，
晝
夜
念
之
。
﹂
明
代
官
方
史
料
自
永

樂
起
常
將
西
藏
與
印
度
混
用
，
將
烏
斯

藏
稱
為
﹁
天
竺
﹂
、
﹁
西
天
﹂
、
或
﹁
小

西
天
﹂
。
這
並
非
出
自
無
知
的
混
淆
；
永

樂
時
期
對
世
界
地
理
已
有
相
當
清
楚
的
認

知
，
如
此
刻
意
混
稱
是
來
自
當
時
藏
傳
佛

教
的
信
仰
背
景
，
因
佛
法
在
印
度
已
滅
，

西
藏
取
代
印
度
成
為
佛
法
的
﹁
西
天
﹂
所

在
。
明
代
文
人
不
知
其
內
意
，
以
致
常
沿

襲
誤
用
，
如
明
人
田
藝
蘅
的
︽
留
青
日
札

摘
抄
︾
中
有
：
﹁
烏
斯
藏
大
乘
法
王
，
居

西
天
日
落
佛
國
。
﹂
慎
懋
賞
所
著
︽
四
夷

廣
記
︾
中
將
永
樂
迎
大
寶
法
王
之
事
誤
列

於
榜
葛
剌
︵
今
孟
加
拉
︶
段
落
，
以
致
季

羨
林
先
生
據
此
認
為
六
字
真
言
可
能
源
於

孟
加
拉
。
︵
見
︽
季
羨
林
文
集
︾
第
十
四
冊
︶

明
宣
德
六
年
刻
印
的
︽
諸
佛
菩
薩

妙
相
名
號
經
咒
︾
彙
集
部
分
大
乘
經
典
和

諸
佛
菩
薩
的
畫
像
，
其
中
部
分
咒
語
是
漢

文
、
蘭
札
體
梵
文
、
藏
文
、
蒙
文
四
體
合

壁
，
此
部
著
作
也
與
噶
瑪
巴
有
關
。
︵
二○

一
一
年
中
國
藏
學
出
版
社
曾
翻
印
︶

該
書
第
二
卷

漢
文
跋
云
：
﹁
聖
皇
恩
重
，
父
母
情
深
，

欲
報
之
德
，
昊
天
周
極
，
謹
發
誠
心
，
繪

畫
西
來
大
寶
法
王
所
傳
諸
佛
世
尊
妙
相
番

相
，
並
書
寫
諸
品
經
咒
，
刊
板
印
施
，
流

傳
持
誦
，
︙
宣
德
六
年
歲
次
辛
亥
春
三
月

吉
日
謹
施
。
﹂
大
寶
法
王
即
指
第
五
世
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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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瑪
巴
，
該
書
也
收
有
大
寶
法
王
畫
像
，
畫

像
下
四
體
文
題
記
中
有
﹁
心
咒
﹂
六
字
真

言
︵
圖
一
︶
，
這
也
印
證
前
引
文
獻
記
載

噶
瑪
巴
教
人
念
誦
六
字
真
言
的
記
述
。

青
海
省
樂
都
縣
境
內
的
瞿
曇
寺
，

是
明
代
湟
水
流
域
規
模
最
大
的
藏
傳
佛
教

寺
院
。
該
寺
自
創
建
起
，
一
直
得
到
明
初

數
代
皇
帝
的
重
視
，
地
位
凸
顯
，
要
謂
之

皇
家
寺
院
亦
不
為
過
。
瞿
曇
寺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三
座
殿
堂
瞿
曇
寺
殿
︵
建
於
洪
武

二
十
五
年
，
一
三
九
二
︶
、
寶
光
殿
︵
建

於
永
樂
十
六
年
，
一
四
一
八
︶
、
和
隆
國

殿
︵
建
於
宣
德
二
年
，
一
四
二
七
︶
，

是
在
太
祖
、
成
祖
、
宣
宗
的
支
持
下
完
成

的
。
近
年
在
維
修
瞿
曇
寺
時
發
現
了
明
版

藏
文
︽
大
乘
莊
嚴
寶
王
經
︾
，
前
有
明
宣

宗
所
作
漢
文
︿
御
制
大
乘
莊
嚴
寶
王
經

序
﹀
。
從
序
文
可
知
，
宣
宗
因
平
日
閱
讀

此
經
，
認
為
其
具
許
多
功
德
，
命
人
譯
為

藏
文
；
宣
宗
不
明
此
經
早
有
漢
譯
，
才
有

命
人
翻
譯
之
舉
。
瞿
曇
寺
所
藏
此
藏
文
本

︽
大
乘
莊
嚴
寶
王
經
︾
跋
文
注
明
該
經
由

班
丹
札
釋
︵dpal ldan bkra shis

︶
校
勘
，

可
見
他
並
未
自
漢
重
譯
，
而
是
根
據
藏
譯

本
和
漢
譯
本
間
進
行
對
勘
修
訂
。

這
位
班
丹
札
釋
出
身
岷
州
，
兼
習

薩
迦
派
和
噶
舉
派
，
﹁
芳
譽
四
馳
，
達

于
朝
野
﹂
，
成
祖
獲
徵
至
南
京
，
﹁
館
留

京
寺
，
對
揚
稱
旨
﹂
，
﹁
授
以
僧
錄
闡

教
﹂
，
可
說
是
宣
宗
時
內
廷
最
得
皇
帝

崇
信
的
藏
僧
，
宣
宗
不
僅
加
封
﹁
淨
覺
慈

濟
大
國
師
﹂
，
後
更
賜
號
﹁
西
天
佛
子
大

國
師
﹂
。
︵
︿
西
天
佛
子
大
國
師
班
丹
札
釋
壽
像

記
﹀
，
載
︽
北
京
圖
書
館
藏
中
國
歷
代
石
刻
拓
本
彙

編
︾
第
五
一
冊
︶
藏
文
史
籍
︽
安
多
政
教
史
︾

︵m
do sm

ad chos ‘byung

︶
記
載
：
﹁
宣

德
元
年
，
火
馬
年
，
封
淨
覺
慈
濟
大
國
師

稱
號
，
賜
象
鈕
金
印
重
二
百
兩
，
令
居
大

崇
國
寺
。
奉
皇
帝
令
，
造
︽
喜
金
剛
甘
露

海
︾
、
大
輪
、
金
剛
怖
畏
、
普
明
、
無
量

壽
九
佛
之
壇
場
儀
軌
、
︽
多
聞
天
修
習
儀

軌
︾
、
︽
中
陰
引
介
︾
等
，
並
將
它
們
和

︽
喜
金
剛
本
續
后
分
注
疏
︾
一
起
譯
為
漢

文
。
﹂
︵
註
五
︶

沈
衛
榮
教
授
從
多
項
證
據

推
測
班
丹
札
釋
所
造
這
部
︽
喜
金
剛
甘
露

海
︾
的
漢
譯
本
很
可
能
就
是
本
院
所
藏
明

英
宗
正
統
四
年
︵
一
四
三
九
︶
泥
金
寫
本

的
︽
吉
祥
喜
金
剛
集
輪
甘
露
泉
︾
。
︵
註

六
︶
個
人
認
為
，
院
藏
另
一
孤
本—

宣
德
三

年
︵
一
四
二
八
︶
的
︽
真
禪
內
印
頓
證
虛

凝
法
界
金
剛
智
經
︾
亦
與
其
有
關
。
該
經

內
容
雖
是
大
理
阿
吒
力
教
，
但
其
內
許
多

元
素
又
明
顯
源
自
藏
傳
佛
教
。
由
於
明
廷

內
最
受
崇
奉
，
且
能
向
宣
宗
傳
授
密
法
灌

頂
的
就
是
班
丹
札
釋
，
此
經
卷
首
的
藏
傳

上
師
像
很
可
能
就
是
其
畫
像
。
明
景
泰
年

間
，
班
丹
札
釋
受
封
為
大
智
法
王
；
︽
秘

殿
珠
林
︾
記
載
，
本
院
院
藏
康
熙
八
年

︵
一
六
六
九
︶
完
成
的
︽
龍
藏
經
︾
，
其

製
作
因
緣
是
清
宮
原
藏
﹁
明
景
泰
年
造
鑲

嵌
珠
寶
磁
青
箋
泥
金
書
西
域
字
龍
藏
經
一

部
﹂
，
年
久
破
損
，
所
以
孝
莊
太
皇
太
后

下
令
重
造
，
這
部
景
泰
年
間
所
造
︽
龍
藏

經
︾
看
來
也
應
與
大
智
法
王
班
丹
札
釋
有

關
。

此
次
舊
金
山
借
展
的
兩
部
佛
經

北
京
故
宮
羅
文
華
研
究
員
曾
對
明
代

泥
金
寫
經
中
釋
迦
牟
尼
佛
像
身
著
袈
裟
上

的
花
朵
紋
飾
如
何
自
藏
區
傳
至
漢
地
做
了

非
常
詳
盡
的
分
析
：
十
四
世
紀
以
前
，
藏

區
釋
迦
牟
尼
佛
像
袈
裟
上
開
始
出
現
花
朵

紋
，
但
僅
是
局
部
裝
飾
，
或
僅
見
於
內
袈

裟
；
到
十
四
世
紀
下
半
葉
，
即
洪
武
年
間

起
，
漢
地
刊
印
的
佛
經
插
圖
中
已
出
現
同

樣
裝
飾
圖
案
；
到
永
樂
時
期
，
此
類
於
佛

袈
裟
上
的
花
朵
紋
飾
已
在
漢
藏
兩
地
蔚
為

風
氣
。
︵
註
七
︶

羅
文
華
先
生
對
該
特
徵
的

觀
察
是
非
常
準
確
的
，
基
本
上
本
院
所
藏

明
內
府
刊
寫
佛
經
大
都
具
此
特
點
。

此
次
赴
舊
金
山
所
展
的
兩
部
佛

經—

永
樂
十
七
年
︵
一
四
一
九
︶
︽
妙

法
蓮
華
經
︾
泥
金
寫
本
與
宣
德
七
年

︵
一
四
三
二
︶
的
︽
普
門
品
︾
和
︽
般
若

心
經
︾
合
抄
泥
金
寫
本
，
其
開
首
佛
說
法

圖
的
佛
陀
造
像
雖
未
全
符
合
此
特
點
，
但

有
其
他
部
分
可
印
證
這
兩
部
漢
譯
佛
典
寫

本
中
的
西
藏
元
素
。
︵
圖
二
︶

︽
妙
法
蓮
華
經
︾
七
卷
七
冊
，
經

摺
裝
，
再
盛
一
木
匣
。
卷
首
佛
說
法
圖
中

佛
陀
袈
裟
未
具
花
朵
紋
飾
，
較
似
元
﹁
磧

砂
藏
﹂
佛
說
法
圖
的
漢
藏
混
合
風
格
，
但

圖
中
諸
尊
臉
孔
及
外
露
身
軀
均
以
泥
金
塗

飾
，
髮
以
靛
藍
表
示
，
較
少
見
於
其
他
佛

經
寫
本
。
卷
一
尾
題
有
朱
書
藏
文rkṣaḥ

一

字
；
卷
二
至
卷
七
正
文
卷
端
均
題
有
朱
書

圖1　 宣德6年　《諸佛菩薩妙相名號經咒》　噶瑪巴大寶法王及其六字真言心咒　
引自2011年中國藏學出版社翻印本

圖2　《妙法蓮華經》卷1　卷首佛說法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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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藏
文oṃ

、āḥ

、hūṃ

三
字
︵
圖
三
︶
、
尾

題
下
則
亦
有
朱
書
藏
文rkṣaḥ

。
︵
圖
四
︶

卷
七
末
尾
有
漢
式
韋
馱
將
軍
與
藏
式
八
吉

祥
圖
飾
︵
圖
五
︶
，
此
八
吉
祥
圖
與
院
藏

永
樂
十
六
年
︵
一
四
一
八
︶
四
卷
本
︽
楞

伽
阿
跋
多
羅
寶
經
︾
末
頁
八
吉
祥
圖
飾
的

畫
法
與
排
列
明
顯
不
同
，
較
似
元
代
漢
地

流
傳
的
八
吉
祥
圖
飾
。

唵
、
阿
、
吽
三
字
表
加
持
義
，
在
許

多
經
典
內
曾
出
現
，
西
藏
唐
卡
背
面
也
常

書
寫
此
三
字
以
表
開
光
加
持
。
經
書
上
寫

rkṣaḥ

則
較
少
見
，
此
字
亦
源
自
梵
文
，

指
北
斗
七
星
或
二
十
八
宿
，
代
表
獲
星
曜

庇
佑
。
唐
宋
時
期
來
自
印
度
密
教
信
仰
的

影
響
，
認
為
九
曜
能
致
禍
患
，
持
誦
熾
盛

光
佛
咒
能
攘
除
相
關
的
災
星
惡
曜
，
所
以

熾
盛
光
佛
的
信
仰
甚
為
流
行
。
本
院
典
藏

另
一
部
明
代
的
︽
佛
說
金
輪
佛
頂
大
威
德

熾
盛
光
如
來
陀
羅
尼
經
︾
泥
金
寫
本
，

內
含
一
蘭
札
體
梵
字
書
寫
製
作
的
熾
盛
光

佛
咒
輪
，
未
曾
見
於
其
餘
明
版
，
明
顯
源

自
藏
傳
佛
教
傳
統
。
此
外
，
院
藏
永
樂
時

期
的
︽
大
乘
經
咒
︾
泥
金
寫
本
卷
四
亦
收

此
﹁
大
威
德
熾
盛
光
如
來
消
災
吉
祥
陀
羅

尼
﹂
，
顯
示
熾
盛
光
佛
信
仰
在
明
代
仍
受

重
視
。rkṣaḥ

另
一
可
能
是
試
圖
拼
寫
梵
文

rakṣa

一
詞
，
義
為
﹁
護
佑
﹂
。

宣
德
七
年
︵
一
四
三
二
︶
的
︽
普

門
品
︾
和
︽
般
若
心
經
︾
合
抄
本
，
其
卷

首
佛
說
法
圖
釋
尊
像
袈
裟
具
花
朵
紋
飾
特

點
，
卷
內
以
泥
金
繪
製
四
十
二
幅
插
畫
，

主
要
描
繪
觀
音
菩
薩
以
種
種
應
化
身
示
現

眾
生
遠
離
各
種
災
難
，
主
要
是
漢
地
風

格
，
但
亦
見
部
分
漢
藏
混
合
特
點
，
如
其

中
的
﹁
饒
益
生
男
生
女
觀
音
﹂
像
，
具
部

分
永
宣
時
期
內
府
藏
式
銅
菩
薩
像
樣
貌—

髮
梢
在
兩
耳
際
和
頸
後
扣
成
一
道
弧
形
，

圖3　《妙法蓮華經》卷2　 首頁朱書藏文唵、阿、吽三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妙法蓮華經》卷2　尾朱書藏文rkṣa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韋馱天與八吉祥　《妙法蓮華經》卷7　拖尾畫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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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耳
際
各
分
出
一
條
髮
辮
垂
搭
於
肩
，
兩
耳

邊
各
有
一
U
形
翻
卷
繒
帶
︵
圖
六
︶
；

﹁
毘
沙
門
天
身
﹂
像
手
持
之
佛
塔
，
為
藏

式
覆
砵
佛
塔
。
︵
圖
七
︶

明
僧
明
河
所
撰
︽
補
續
高
僧
傳
︾

中
，
記
述
一
位
歷
洪
武
至
宣
德
朝
的
著
名

高
僧
慧
進
︵
一
三
五
五

∼

一
四
三
六
︶
；

早
年
他
受
永
樂
之
命
於
南
京
靈
谷
寺
編
纂

︽
大
明
三
藏
法
數
︾
，
後
於
北
京
負
責
刊

印
︽
永
樂
北
藏
︾
。
永
樂
皇
帝
曾
應
其
所

請
，
﹁
親
製
經
序
十
三
篇
、
佛
菩
薩
贊
䟦

十
二
篇
﹂
。
永
樂
後
亦
敕
贈
慧
進
﹁
梵
相

釋
迦
、
刻
絲
觀
音
、
水
晶
數
珠
、
七
佛
之

偈
﹂
，
並
陞
其
為
左
闡
教
；
至
宣
宗
時
，

﹁
待
以
國
老
﹂
，
令
其
負
責
﹁
對
寫
金
字

︽
華
嚴
︾
、
︽
般
若
︾
、
︽
寶
積
︾
、

︽
涅
槃
︾
四
大
部
經
﹂
。
據
此
紀
錄
，
院

藏
宣
德
元
年
的
︽
金
剛
經
︾
泥
金
寫
本
、

宣
德
五
年
的
︽
大
寶
積
經
︾
與
︽
大
涅
槃

經
︾
泥
金
寫
本
可
能
都
與
此
位
華
嚴
宗
高

僧
有
關
。

﹁
噶
瑪
漢
碗
﹂
與
﹁
噶
瑪
漢
鈴
﹂

永
宣
時
期
漢
藏
藝
術
的
交
流
不
僅

僅
現
於
造
像
、
繪
畫
、
經
籍
，
文
物
工

藝
亦
可
見
其
例
。
藏
文
典
籍
中
對
明
代
皇

帝
頒
賜
噶
瑪
巴
的
部
分
獨
特
文
物
有
其

專
屬
名
稱
，
其
最
著
名
者
就
是
﹁
噶
瑪

漢
碗
﹂
︵K

arm
a gan dkar

︶
。
宣
德
九

年
︵
一
四
三
四
︶
成
書
的
︽
漢
藏
史
集
︾

︵rgya bod yig tshang

︶
，
作
者
達
倉
巴

覺
桑
波
︵stag tshang dpal 'byor bzang 

po

︶
曾
以
頌
文
描
述
：
﹁
後
由
朝
廷
頒
賜

碗
有
二
，
化
身
國
王
大
明
皇
帝
贈
，
名
為

﹁
星
﹂
︵skar

︶
碗
予
德
新
謝
巴
︵
第
五

世
噶
瑪
巴
︶
，
及
眾
生
怙
主
大
乘
法
王
。

碗
有
大
小
、
大
碗
屬
大
乘
︵
法
王
︶
，
青

花
上
有
﹁
白
晝
吉
祥
﹂
辭
，
具
六
圖
飾
及

八
吉
祥
等
，
甚
為
稀
奇
圖
案
顯
為
佳
，
具

此
二
特
點
流
行
於
當
今
。
﹂
︵D

pal 'byor 

bzang po.

︽
漢
藏
史
集
︾
︵rg

ya
 b

o
d

 yig
 

tsh
a

n
g

, 

藏
文
版
︶
，
頁
二
五
三
︶

如
其
所
述
，
上
有
藏
文
吉
祥
祈
願
文

︵bkra shis tshigs bcad

︶
﹁
晝
也
吉
祥

夜
吉
祥
，
一
切
時
中
願
吉
祥
，
晝
夜
恆
常

吉
祥
者
，
惟
願
三
寶
降
吉
祥
﹂
︵n

yin
 m

o
 

b
d

e
 le

g
s m

tsh
a

n
 b

d
e

 le
g

s/ n
yi m

a
’

i g
o

n
g

 

la
 b

d
e

 le
g

s sh
in

g
/ n

yin
 m

tsh
a

n
 rta

g
 tu

 b
d

e
 

圖7 　毘沙門天身像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le
a

g
s p

a
/ d

ko
n

 m
c

h
o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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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
m

 kyis d
e

n
g

 ‘
d

ir 

stso
l

︶
的
明
青
花
瓷
器
確
實
不
少
。
在
藏

區
，
上
有
﹁
宣
德
年
製
﹂
註
記
的
青
花
瓷

碗
︵dkar yol sngo khra

︶
在
薩
迦
寺
與
羅

布
林
卡
等
古
寺
典
藏
中
仍
可
見
，
藏
人
傳

統
上
對
類
似
風
格
的
明
清
時
期
舊
碗
通
稱

為
﹁
噶
瑪
漢
碗
﹂
，
意
指
透
過
噶
瑪
巴
自

漢
地
傳
入
的
碗
式
。

﹁
噶
瑪
漢
鈴
﹂
︵K

arm
a gan dril

︶

則
是
指
明
代
皇
帝
賜
贈
噶
瑪
巴
而
傳
入

藏
區
的
鈴
杵
法
器
，
也
稱
﹁
漢
式
鈴
﹂

︵rgya nag dril bu

︶
。
十
八
世
紀
寧
瑪

派
著
名
行
者
吉
美
林
巴
︵'jigs m

ed gling 

pa,

一
七
二
九
／
三○

∼

一
七
九
八
︶
所

著
︽
鑒
寶
之
語
︾
︵rin po che brtag pa‘i 

gtam

︶
中
記
載
：
﹁
漢
大
明
皇
帝
時
期
製

作
的
鈴
有
三
種
，
︵
上
品
︶
鑄
造
乾
淨
、

光
滑
、
鮮
亮
，
器
口
向
下
厚
實
，
黑
色
，

畫
紋
極
為
填
密
，
聲
音
悅
耳
，
大
小
比
藏

區
的
舊
鈴
略
大
一
些
，
分
有
鈴
端
金
剛

︵
柄
︶
鍍
金
、
鈴
身
銅
鍍
金
、
以
及
銅
不

鍍
金
等
多
種
樣
式
。
大
明
漢
式
銅
鈴
普
通

款
則
鑄
造
不
甚
純
淨
，
形
狀
端
直
，
音
清

亮
。
所
有
鈴
皆
有
函
套
，
上
用
印
度
蘭
札

圖6 　饒益生男生女觀音像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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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註
釋

1.  

當
然
這
在
儒
士
眼
中
是
不
可
取
而
試
圖
掩
蓋

的
，
如
明
內
閣
大
臣
梁
儲
︵
一
四
五
一

∼

一
五
二
七
︶
對
明
帝
尊
崇
藏
傳
佛
教
即
試
圖
提

出
解
釋
：
﹁
西
番
之
教
，
邪
妄
不
經
。
我
祖
宗

朝
雖
嘗
遣
使
，
蓋
因
天
下
初
定
，
藉
以
化
導
愚

頑
，
鎮
撫
荒
服
，
非
信
其
教
而
崇
奉
之
也
。
﹂

︵
︽
明
史
︾
，
卷
三
三
一
，
︽
西
域
三‧

烏
斯

藏
大
寶
法
王
︾
︶
。

2.  

如
玘
︵
一
三
二○

∼

一
三
八
五
︶
是
天
台
宗
僧

人
，
他
於
洪
武
十
七
年
︵
一
三
八
四
︶
以
泥
金

抄
寫
的
︽
法
華
經
︾
是
本
院
院
藏
的
明
初
重
要

寫
經
之
一
。

3.  

近
年
相
關
論
述
不
少
，
具
代
表
性
者
可
參
考

To
h

, H
o

o
n

g
-te

h

︵
卓
鴻
澤
︶Tib

e
ta

n
 

B
u

d
d

h
ism

 in
 M

in
g

 C
h

in
a

. P
h

.D
. 

d
isse

rta
tio

n
. H

a
rva

rd
 U

n
ive

rsity, 2004.

4.  

永
樂
十
八
年
後
甚
至
是
一
年
一
貢
。
明
代
中
期

以
後
因
為
對
藏
僧
來
朝
的
賞
賜
負
擔
越
顯
沈

重
，
所
以
多
次
重
申
要
維
持
弘
武
朝
的
三
年
一

貢
制
度
，
甚
至
是
﹁
國
師
以
下
不
許
入
貢
﹂
。

5.  

貢
卻
丹
巴
饒
吉
︵b

ra
g

 d
g

o
n

 zh
a

b
s d

ru
n

g
 

d
ko

n
 m

c
h

o
g

 b
sta

n
 p

a
 ra

b
 rg

ya
s

︶

著
，
︽
安
多
政
教
史
︾
︵yu

l m
d

o
 sm

a
d

 kyi 
ljo

n
g

s su
 th

u
b

 b
sta

n
 rin

 p
o

 c
h

e
 ji ltr d

a
r 

b
a

'i tsh
u

l g
sa

l b
a

r b
rjo

d
 p

a
 d

e
b

 th
e

r 
rg

ya
 m

tsh
o

︶
，
蘭
州
：
甘
肅
民
族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二
，
頁
六
八
一
。

6.  

沈
衛
榮
、
安
海
燕
，
︿
明
代
漢
譯
藏
傳
密
教
文

獻
和
西
域
僧
團—

兼
談
漢
藏
佛
教
史
研
究
的
語

文
學
方
法
﹀
，
收
於
︽
清
華
大
學
學
報
︾
第
二

期
，
二○

一
一
，
頁
八
一—

九
三
。

7.  

羅
文
華
，
︿
明
人
書
內
府
金
藏
經
考—

兼
論

十
四
、
十
五
世
紀
漢
藏
繪
畫
風
格
的
要
素
﹀
，

︽
藏
學
學
刊
︾
第
一
輯
，
成
都
：
四
川
大
學
中

國
藏
學
研
究
所
，
頁
一
九
三—

二○

八
。

8.  'Jig
s m

e
d

 g
lin

g
 p

a
 m

kh
ye

n
 b

rtse
 'o

d
 

ze
r. "rin

 p
o

 c
h

e
 b

rta
g

 p
a

'i g
ta

m
 tsin

ta
 

m
a

 N
i'i m

d
zo

d
 kh

a
n

g
" In

 g
ta

m
 g

y
i 

tsh
o

g
s th

e
g

 p
a

'i rg
ya

 m
tsh

o

，
拉
薩
：

西
藏
藏
文
古
籍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一
，
頁

一
二
三—

一
六
七
。

9.  

蔡
玫
芬
，
︽
皇
權
與
佛
法—

藏
傳
佛
教
法
器

特
展
圖
錄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一
九
九
九
，
頁
七
六
。
此
副
鈴
杵
在
本
院
五
月

開
始
的
﹁
唵
嘛
呢
叭
咪
吽—

院
藏
藏
傳
佛
教
文

物
特
展
﹂
中
展
出
，
亦
可
參
見
其
圖
錄
。

10.  Sn
g

a
g

s 'c
h

a
n

g
 h
ūṃ

 ka
 ra

 d
za

 y
a

. 
b

rta
g

 th
a

b
s p

a
d

m
a

 d
ka

r p
o

'i c
h

u
n

 p
o

. 
D

o
la

n
ji: Ta

sh
i d

o
rji, 1979.

體
梵
字
書
五
方
佛
種
子
字
。
﹂
︵
註
八
︶

北
京
故
宮
、
拉
薩
西
藏
博
物
館
，
以

及
布
達
拉
宮
各
藏
有
一
副
帶
有
﹁
大
明
永

樂
年
施
﹂
款
的
銅
鈴
杵
，
其
共
同
特
徵
都

符
合
吉
美
林
巴
的
描
述
：
具
函
套
、
鈴
柄

鍍
金
、
鈴
面
覆
蓮
瓣
紋
上
分
別
有
八
個
蘭

札
體
梵
文
種
子
字
。
︵
圖
八
︶
此
外
，
鈴

身
側
面
的
獸
面
︵kīrtim

ukha

︶
與
瓔
珞

紋
是
另
一
特
徵
。
帶
宣
德
款
識
的
銅
鈴
杵

亦
存
三
副
，
分
存
西
藏
博
物
館
、
北
京
故

宮
、
中
國
歷
史
博
物
館
，
造
型
裝
飾
均
與

永
樂
鈴
杵
相
仿
；
北
京
故
宮
所
存
︿
宣
德

鈴
杵
﹀
，
則
是
由
六
世
班
禪
再
度
貢
奉
予

清
廷
。
︵
圖
九
︶

銅
鈴
上
八
梵
文
種
子
字
依
序
為

tāṃ
, baṃ

, laṃ
, m

aṃ
, cuṃ

, bhruṃ
, 

paṃ
, m

aṃ

，
分
別
是
八
位
女
性
本
尊
的

代
表
種
字
：
度
母
︵T

ārā

，
東
︶
、
持

世
菩
薩
︵V

asudhara

，
東
南
︶
、
白
衣

佛
母
︵Pāṇḍaravāsinī

，
南
︶
、
準
提

菩
薩
︵C

undā
，
西
南
︶
，
以
及
瑪
麻

吉
佛
母
︵M

am
ākī

，
西
︶
、
毘
俱
胝

菩
薩
︵B

hṛkuṭī

，
西
北
︶
、
佛
眼
佛
母

︵L
ocanī

，
北
︶
、
鬘
母
︵M

ālā
，
東

北
︶
。
這
八
位
本
尊
源
自
︽
喜
金
剛
本

續
︾
︵H

evajra-tantra

︶
的
釋
續
︽
和
合

續
︾
︵Saṃ

puṭa-tantra

︶
。
史
載
薩
迦
派

大
乘
法
王
於
永
樂
十
一
年
︵
一
四
一
三
︶

二
月
在
南
京
晉
見
永
樂
，
曾
傳
授
永
樂

皇
帝
喜
金
剛
與
大
黑
天
︵M

ahākāla

︶

的

灌

頂

；

成

祖

後

於

永

樂

十

三

年

︵
一
四
一
五
︶
四
月
十
七
日
為
內
地
雕
印

的
︽
喜
金
剛
本
續
︾
親
自
作
序
。
依
此
淵

源
看
來
，
此
類
鈴
杵
在
永
樂
時
期
的
製
作

背
景
可
能
與
薩
迦
派
有
關
。

本
院
典
藏
一
副
清
代
自
藏
區
貢
奉

的
鈴
杵
，
其
盛
裝
皮
盒
內
有
墨
書
四
體

文
字
，
其
漢
字
為
：
﹁
布
達
拉
廟
內
密

藏
供
奉
，
尊
聖
喇
嘛
根
敦
札
木
素
、
達

賴
喇
嘛
索
諾
木
札
木
素
、
及
五
輩
達
賴

喇
嘛
等
手
內
常
執
，
噶
爾
瑪
時
成
造
之

大
利
益
鈴
杵
。
﹂
︵
註
九
︶

該
紀
錄
意
謂

此
鈴
杵
曾
先
後
由
二
世
︵
一
四
七
五

∼

一
五
四
二
︶
、
三
世
︵
一
五
四
三

∼

一
五
八
八
︶
、
五
世
︵
一
六
一
七
∼

一
六
八
二
︶
達
賴
喇
嘛
持
用
，
故
約
為

十
五
世
紀
左
右
文
物
，
然
漢
文
題
記
未
將

藏
文
末
尾
準
確
譯
出
，
藏
文
為karm

a gan 

dril ra log byin rlabs can po ta la’i nang 

rten gras

，
應
譯
為
﹁
乃
具
加
持
之
再
造

噶
瑪
漢
鈴
，
屬
布
達
拉
宮
之
內
供
。
﹂
此

鈴
確
與
永
宣
時
期
銅
鈴
有
些
許
差
異
：
鈴

柄
未
鍍
金
，
柄
尾
亦
未
有
寶
瓶
雕
飾
；
鈴

面
非
獸
面
瓔
珞
，
而
是
蓮
花
瓔
珞
。
此

外
，
鈴
面
八
種
子
字
為
藏
文
，
非
蘭
札
體

梵
文
。
藏
區
後
來
仿
造
此
類
﹁
噶
瑪
漢

鈴
﹂
重
新
製
作
，
但
將
蘭
札
體
梵
字
改

為
藏
文
字
母
，
此
為
重
要
判
定
分
別
。

十
七
世
紀
一
位
名
為sngags 'chang hūṃ

 

ka ra dza ya

所
作
鑑
別
西
藏
文
物
的
典
籍

︽
辨
別
方
法—

白
蓮
花
束
︾
︵brtag thabs 

padm
a dkar po'i chun po

︶
記
載
金
剛
鈴

杵
可
分
蒙
式
、
藏
式
、
漢
式
三
類
，
其
中

說
到
漢
式
又
名
為
﹁
噶
瑪
漢
鈴
﹂
，
分
為

﹁
特
等
鈴
﹂
︵khyad dril

︶
與
﹁
一
般

鈴
﹂
︵phal dril

︶
兩
類
；
又
可
分
為
二

種
：
﹁
色
拉
漢
鈴
﹂
︵se ra gan dril

︶
，

較
﹁
噶
瑪
漢
鈴
﹂
小
；
﹁
噶
丹
漢
鈴
﹂

︵dga’ ldan gan dril

︶
，
其
鈴
端
較
緊
。

︵
註
十
︶

因
此
，
永
宣
時
期
內
府
所
造
鈴

杵
透
過
賜
贈
而
影
響
藏
區
，
形
成
一
專
屬

﹁
漢
式
﹂
類
別
，
院
藏
此
副
鈴
杵
當
為
格

魯
派
依
此
風
格
再
造
之
法
器
。

結
論

筆
者
透
過
此
次
借
展
舊
金
山
亞
洲

藝
術
博
物
館
的
兩
部
永
樂
與
宣
德
時
期
泥

金
寫
本
漢
傳
佛
典
，
簡
要
論
述
了
明
初
這

兩
位
皇
帝
在
位
期
間
的
漢
藏
佛
教
文
化
交

融
特
色
。
過
去
多
研
究
蒙
元
或
滿
清
皇
帝

的
藏
傳
佛
教
信
仰
，
對
明
代
漢
人
王
朝
內

廷
中
漢
藏
密
切
交
流
的
豐
富
內
涵
較
少
探

討
。
近
年
此
領
域
的
研
究
有
相
當
進
展
，

有
不
少
新
近
發
現
及
優
異
論
文
發
表
，
透

過
本
院
豐
富
的
明
廷
典
藏
，
相
信
可
從
文

物
層
面
提
供
一
些
不
同
視
角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圖
書
文
獻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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