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物志 2023年9月6日 星期三 编辑张海 版式吕燕 校对汪智博 15

散乱的金箔、青绿色
的纸本……正在展出

的“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
中华文明”展览上，出土于成都
市群众路唐墓、现藏于成都文
物考古研究院的纸本真言，用
文字和形式，印证了佛教文化
在唐代的传播与变化。

历经1000多年保存下来
珍贵的纸本真言在诉说哪些历史？

131件（套）古籍珍品亮相天津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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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仅存13例
纸本由两种文字组成

参与群众路唐墓发掘的成都文物考古

研究院研究馆员王瑾介绍，纸本真言并不像

青铜器或是明代官窑瓷器那般名贵，但是因

为其很难保存，所以从历史价值来说，是一

件非常珍贵的文物。包括这一件纸本真言

在内，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也仅有13例出土。

“在另外12例纸本真言中，有与这张

纸本相似的曼陀罗图像。例如陕西西安

市三桥镇出土的绢质经咒，就能为纸本

的复原提供很好的参考。”王瑾告诉记

者，观众目前所看到的纸本，其实是一整

张纸本最左边的部分，大约占整个纸本

的三分之一。完整的纸本上，应当有一

个内圆外方、对称的曼陀罗图像。

而散乱的金箔，原本应叠于纸本的手

绘方框之上，形成一个正方形或是略微长

方形的金色方框。这种图案，是非常典型

的、具有密教色彩的图像。至于纸本究竟

是被谁裁剪成这样，是否在墓主人请纸本

真言的时候，已经是被裁剪好的模样，人

们已无从得知。

这一例纸本真言上的内容由两种文

字组成。首先是由楷体汉字书写的真言

名称，然后是以悉昙体梵文书写的真言内

容。其内容是21种真言组成的集合体，

例如《十字佛顶真言》《一字顶轮王真言》

《佛眼真言》等。“这种口诵真言的修行方

式，也是当时的密教特别流行的修行方

式。”王瑾介绍。

墓主人为30余岁女性
真言藏于空心铜臂钏中

王瑾说，虽然纸本真言并不像青铜器

那般名贵，但是因为其材质的原因，尤其

是在地下水位很高的成都平原，经历一千

多年还能保存下来，实属难得。而这一例

纸本真言能够保存如此久，一是因为纸本

所出土的唐墓为成都平原常见的唐代中

晚期梯形砖室墓，并没有遭受盗扰；第二

个原因就是其出土的时候，被放置在空心

铜臂钏中，铜臂钏对纸本起到了一定的保

护作用。

在发掘这座唐墓的时候，成都文物考

古研究院曾对墓主人进行了人骨鉴定，结

果显示其为一名30余岁的平民女性。臂

钏，就是在唐代颇为盛行的一种装饰品。

《说文解字》中记载：“钏，臂环也。”臂钏又

称“玉臂支”、臂环，就是戴在手臂上的装

饰品。纸本真言出土的时候，被从右往左

折叠起来，放置在铜臂钏的空心槽中。虽

然这种方式对纸本上的金箔造成了一定

的损坏，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纸本本

身才没有遭到更大的破坏。

具有明显成都特色
体现了密教世俗化的趋势

群众路唐墓中出土的纸本真言，并不

是四川首次发现藏于饰品中的纸本真言，

铜臂钏也不是唯一出土的装置真言的饰

物。1944年4月，四川大学考古学家冯汉

骥曾经在川大校园的一座唐墓中，发掘出

一个空心环状银镯。银镯中藏有纸本的

《陀罗尼经咒》，同时，纸本中还写有“成都

府成都县□龙池坊□□□近卞□□印卖

咒本□□□……”等字。1999年，在西安

三桥征集而来的空心环状铜臂钏中，也叠

装了绢质《大随求陀罗尼经咒》。

王瑾说，密教盛行于当时的西安、洛

阳地区，后传入成都平原。“唐代早期和中

期时，密教的纸本真言形式是非常多样

的。但是我们在成都发掘的，形式却相对

固定化。”

早期的臂钏并不是空心的形式。通

过分析装置器的制作工艺及形制特征，

结合以往的发现，考古工作者发现这种

空心环状装置器具有明显的成都特色，

其出现年代应相对较晚，是佩戴陀罗尼

经咒这种祈祷方式自京畿地区传入成都

地区后，后者进行的改良。“这是因为密

教传入成都平原以后，有了一定的发展，

在结合当地特有的形式印刷真言后，又

反向传入了西安地区，对密教信仰的载

体产生了一定影响。”

这种影响同样体现在纸本真言的内

容中。“早期的纸本中，会出现个性化、定

制化的内容，比如说某某的纸本真言，又

或是为某某定制这种类似的内容。但是

经过发展以后，已经不太出现这些个性化

的内容。”王瑾认为，产生这种变化的原

因，是宗教在中国的世俗化发展趋势：“刚

传入中国的佛教，流行于官贵阶级之中；

到了唐代中晚期，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

佛教便走上了世俗化、平民化的道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可欣

《说文解字注》：
段玉裁穷尽一生
研究的作品

《说文解字》不仅是研究文言文

的好工具，还是一本研究汉字演变、

历史文化的辅助书籍。它是中国第

一部系统地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

别声读的字典。从明末清初开始，

由于顾炎武、戴震等人的提倡，学者

们认识到研究文字训诂之学对于治

学的关系，“以识字为读经之始，以

穷经为识义理之途”，因而他们争相

研究《说文解字》。其中有个人，用

尽了一生来研究这本书，并写出了

一本《说文解字注》——他就是段玉

裁。从当代的研究来看，段玉裁的

《说文解字注》是公认的解析《说文

解字》的典范之作。

段玉裁，清代著名文字训诂学

家、经学家，字若膺，号懋堂，晚年又

号砚北居士、长塘湖居士、侨吴老

人。他是江苏金坛人，还是清代著名

学者、诗人龚自珍的外公。段玉裁曾

先后任贵州玉屏、四川巫山等县的知

县，后因病而归，居住在苏州枫桥。

他研究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探究精

微的道理，他的研究，在中国音韵学、

文字学、训诂学等诸多方面都作出了

杰出贡献。他还精于校勘，对诸家小

学的是非都能鉴别选择，是徽派朴学

学派中杰出的学者。

段玉裁几乎耗尽一生作《说文

解字注》。这部书的特点是除校勘

了《说文解字》中的不足之处，还对

《说文解字》本身进行了一些发展性

注解，对《说文解字》作者许慎的不

足也给予了批评。段玉裁在注释过

程中运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他

注意到了词义的历史性和发展演变

规律，并重视同源词的探讨和同义

词的辨析。同时，《说文解字注》大

多是把《说文解字》内的体例加以阐

发，把原书简单不详细的阐述加以

疏通，理出清晰的脉络，这不仅有利

于后人学习、研究，还更系统地把原

书中所描述的人文地理加以辨识。

在《说文解字注》中，他在考求字义

时，注重形、音、义互相合理的解释，

他还在许慎分析的基础上加以扩

展，旁征博引。所以，《说文解字注》

在语言学、文字学、词汇学、词义学

等方面的成就是卓著的。对于《说

文解字》，后来的人们大多引用段玉

裁的《说文解字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吴德玉李雨心

唐七佛所说神咒经第二、宋版妙法莲

华经、元刊资治通鉴、明万历本草纲目

……“缥缃琳琅——天津博物馆藏古籍珍

品展”8月31日在天津博物馆启幕，131件

（套）古籍珍品在展览中亮相。

古籍是中华民族历史记忆和思想智慧

的重要载体，兼具版本文献价值、学术研究

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本次展览是天津博

物馆建馆105年以来首个古籍专题展览，展

览从馆藏5.3万册古籍中遴选131件（套）

珍品，其中，78件（套）古籍系首次对外展出。

展览分为“载籍荟萃”“斯文在兹”“薪

火相传”三部分，从时代上看，展品囊括了

唐、宋、元、明、清各个时代的珍贵典籍；从

古籍分类上看，经史子集每一大类，都挑

选出其代表性著作的古代版本；从装帧形

式上看，展品有卷子装、经折装、包背装和

线装；从印刷工艺上看，展出了采用雕版

印刷、活字印刷、套版印刷和石印等多种

工艺印制的古籍。

展览将于11月30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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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中国”特展现场

展览中展出的部分展品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