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 1期

No.1, 2007
浙　江　社　会　科　学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2007年 1月

Jan., 2007

杭州慧因寺的元代白话碑

◆　陈高华

　　内容提要　《慧因寺志 》中有一件元代白话碑 ,它是元仁宗根据瀋王(高丽忠宣王)王璋的

请求颁发的诏书 ,旨在保护慧因寺的利益 。这件碑文有助于元代硬译公牍文体的研究 ,亦是有

关元代杭州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 。

关键词　慧因寺　白话碑　王璋

作者陈高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　100732)

(一)

杭州西湖南山过去有一座慧因寺 ,始建于吴

越国时 。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高丽僧义天来

中国 ,曾到慧因寺求法 ,义天是高丽王子王煦出家

后的名字。他回国后曾为慧因寺捐资建阁 ,施舍

经典 ,因而民间将慧因寺称为高丽寺 。元末此寺

毁于兵火 ,明中期重建 。太平军攻占杭州时 ,此寺

再次被毁 ,荡然无存。
①

明朝崇祯元年(1628年),李翥应寺僧之请 ,

纂辑慧因寺各种资料 ,成 《玉岑山慧因高丽华严

教寺志 》一书 , 简称 《慧因寺志 》。清光绪七年

(1881年)杭州丁丙刊行此书 ,后收入 《武林掌故

丛编》。 《慧因寺志》卷 7《碑记 》中收录了一件元

代圣旨碑文 ,现转引如下 ,并加标点:

　　长生天气力里 , 大福阴护助里 ,皇帝圣

旨:

管军人官人每根底 ,军人每根底 ,城子里

达鲁花赤每根底 ,来往使臣每根底 ,众百姓每

根底 ,宣谕的圣旨。成吉思皇帝 、月忽仄皇

帝 、薛禅皇帝 、完哲都皇帝 、曲律皇帝的圣旨

里 ,和尚 、也里可温 、先生每 ,他的差发科敛休

要者 ,告天祝寿者 ,么道来 。如今也依著先的

圣旨体例里 ,不拣什么差发科敛休要者 ,告天

祝寿者 ,么道。

杭州有的益知礼普花的祖上高丽大觉国

师盖来的高丽慧因寺 ,有的佛智灵源寂照大

师教无言宗主做住持 。那寺里贤首宗为显

(头?)。藏经的勾当 , 在意整治 , 开华严经

讲 ,每年修忏做好事 ,么道 。佛智灵源寂照大

师教无言宗主他每根底执把行的圣旨与了

也。这寺里使臣每休安下者 ,铺马祗应休与

者 ,仓粮 、商税休要者 。慧因寺管的下院普门

法兴寺 、本宗崇先寺里的和尚每依著他的言

语里行者 。玉岑山地土园林物业不拣是谁休

倚气力侵占者。但属他的田地水土园林碾磨

店铺人口头匹解典库不拣什么事产 ,没体例

的人每休夺要骚扰者。佛志 (智)灵源寂照

大师教无言宗主根底有了圣旨么道 ,没体例

的勾当休做者 ,做呵 ,他每不怕那什么!

圣旨俺的。马儿年四月初十日大都有时

分写来。

这是一篇用硬译公牍文体写成的元朝皇帝诏

书。所谓硬译公牍文体 ,是元代特有的一种文化

现象 ,专门用来翻译蒙古文字。即是将蒙文译成

汉文时 “死死遵循蒙古语词法和句法 ,用汉语作

的记录文字 。”其 “语汇采自元代汉语口语 ,而语

法却是蒙古式的。”
②
传世的硬译公牍文体作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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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相当可观 ,主要是圣旨 、令旨和各种官方文书 ,

涉及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 ,对于元代历史(特别

是宗教史)和语言学史研究来说 ,具有极其重要

的价值 。用硬译公牍文体写成的圣旨 、令旨 ,有不

少镌刻在石碑上 ,俗称元代白话碑 。冯承钧先生

作 《元代白话碑 》(上海商务印书馆 , 1931年)是

我国这个领城研究的开创者 。蔡美彪先生的 《元

代白话碑集录 》(科学出版社 , 1955年)无论在资

料辑录和史实考订方面 ,都有很重要的成就 ,为进

一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此类白话碑

文大多译自八思巴蒙古字 ,两者之间有密切的关

系 。照那斯图先生致力于八思巴字文献的研究 ,

有关论著辑成《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一书(分

“研究文集” 、“文献汇集”两册 ,日本东京外国语

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 1990年版),其中论述

内容大多与白话碑文有关 。蔡美彪先生和照那斯

图先生近年仍有不少与白话碑有关的论文问世 。

已故亦邻真先生的论文 《元代硬译公牍文体 》对

这种奇特的文体作了开创性的研究 ,对于解读白

话碑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
③
国外学术界的研究 ,

首推美国学者鲍培(N.Poppe)教授的 《八思巴字

蒙古语碑铭 》。
④
不久以前 ,日本青年学者船田善

之指出:“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蒙元

时代的命令发布文(即蒙古皇帝 、王族 、高官 、帝

师等统治者所发布的圣旨 、令旨 、懿旨 、法旨 、钧旨

等),这使得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⑤

这可以说是中日两国元史学界近年的共同趋势 。

白话碑文是蒙元时代命令发布文的重要组成部

分 ,因此也日益受到关注。

元朝行用多种文字 ,官方文书常用八思巴字

和汉字分别书写同时发布 ,元代镌刻护持圣旨的

碑文通常是内容相同的两种文字 ,即八思巴字和

汉字。
⑥
慧因寺的圣旨碑文 ,原来也应用两种文字

刻在碑上 ,但原碑已毁坏 ,八思巴字碑文亦已湮

灭 ,只有汉字碑文则因 《慧因寺志 》著录 ,得以保

存下来 。就目前所知 ,此篇圣旨未曾被白话碑文

和硬译文体公牍研究者使用过 ,值得专门作一介

绍 。
⑦

(二)

上述圣旨中开头的 “长生天气力里 ,大福阴

护助里 ”中的 “里 ”,是蒙语介词 ,有 “在……中” 、

“按(以)……”' 、“从……”的意思 。 “长生天气

力里 ,大福阴护助里 ”,就是依靠长生天的力量 ,

托大福阴的护助 ,汉语就是上天保佑之意。用汉

语文言体来译开头几句话 ,便是 “上天眷命皇帝

圣旨 ”。
⑧

圣旨第一段中 “根底 ”也是蒙语介词的硬译 ,

有 “在 ”、“向 ”、 “从 ”、 “同 ”、 “把 ”等多种意思。

“管军人官人每根底 ,军人每根底 , ……宣谕的圣

旨”,就是向管军军官 、军人 、城中达鲁花赤 、来往

使臣 、百姓们宣布的圣旨 。 “达鲁花赤 ”是元朝特

有的官名 , “元路州县各立长官 , 曰达鲁花赤 ,掌

印信 ,以总一府一县之冶 。 ……达鲁花赤犹华言

荷包上压口捺子 ,亦由古言总辖之比。”
⑨
“月忽

仄”是蒙古第二代大汗窝阔台的异译 , “薛禅皇

帝”是元世祖忽必烈的蒙语庙号。 “完哲都皇帝 ”

是元成宗铁穆耳的蒙语庙号。 《元史 》中作 “完泽

笃”。 “曲律皇帝”是元武宗海山的蒙语庙号。
⑩
元

朝用硬译公牍文体写成的颁发给佛道寺观的圣旨

通常都不署皇帝的名字 ,但其中 “总要按世系引

述先世帝王的圣旨(所谓 在̀先圣旨体例 ' )作为

当今君主颁发同类圣旨的依据 。”因而根据圣旨

中列举的先世皇帝便可推知颁诏者何人 。
 11
此圣

旨列举的前世皇帝由成吉思汗到武宗 ,可知这件

圣旨必然作于武宗的继承者仁宗时。 “和尚 ”即

佛教的僧人。 “也里可温 ”是元代基督教教士的

称呼 。 “先生”即道士。 “么道 ”是一种特殊的助

动词 ,放在引语或某种内容的表述之后 ,意思是

“说” 、“想 ”、“叫作 ”、“以为 ”。 “么道”后加 “来 ”

表示过去时。 “差发科敛 ”指各种赋税差役。

圣旨的第二段中 , “益智礼普化 ”是高丽国王

王璋的蒙古名字 。
 12
“大觉国师 ”是上述高丽僧人

义天死后的封赠 。 “教无言 ”是僧人无言明教的

简称 ,他是当时慧因寺的主持。 “贤首宗 ”是佛教

中的一个宗派 ,即华严宗 。 “铺马祗应 ”指驿站所

需马匹 、饮食。 “仓粮 ”指税粮 ,即以粮食交纳的

一种税收 ,在北方按户征收 ,在南方按土地征收。

“没体例”中的 “体例 ”有法令 、道理的意思。 “呵”

在硬译公牍文体中是语气助词 ,通常在假设句的

前一分句末尾充当假设标记 ,相当于 “如果 ”、“的

话”。 “做呵 ,他每不怕那什么 ”是硬译公牍文体

圣旨中常见的结束语 ,意思是:如果做 ,他们难道

不怕吗! 有时也写作:“做呵 ,他每不怕那”。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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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硬译公牍文体中 , “俺”是第一人称复数代

词 , “俺 ”就是我们 。汉语人称代词领格(我的 、你

的 、我们的等)充当定语时 ,位于名词中心语前 ,

表示领属意义。但元代蒙古语则相反 ,人称代词

领格位于名词中心语之后 。上述圣旨最后出现

“圣旨俺的” ,意思就是我们的圣旨 。从现存文献

来看 ,用硬译公牍文体写成的圣旨 ,结尾或是 “圣

旨 ”,或是 “圣旨俺的 ”,而以后者居多 。元代皇

帝 、诸王和官员的蒙古语第一人称常用复数 , “圣

旨 ”和 “圣旨俺的 ”两者意义实际并无区别 。蒙古

习俗以十二生肖纪年 ,元朝皇帝的八思巴蒙古字

圣旨习惯使用生肖纪年 ,不用年号。 “马儿年 ”是

延祐五年(戊午 , 1318年)。 “有 ”是蒙语实义动

词的对译 ,可以表示存在。 “大都有时分”即在大

都时。

综上所述 ,这篇元代白话圣旨碑用现代汉语

表述 ,有如下文:

　　靠长生天的气力 ,托大福阴的护助 ,皇帝

圣旨:

向管军官们 、军人们 、城中达鲁花赤们 、

来往使臣们 、众百姓们宣谕的圣旨:

成吉思皇帝(太祖)、月忽仄皇帝(太宗

窝阔台)、薛禅皇帝(世祖忽必烈)、完哲都皇

帝(成宗铁穆耳)、曲律皇帝(武宗海山)的圣

旨里说过:和尚 、也里可温 、先生(道士)们 ,

不用承担赋税差役 ,他们的职责是向上天祈

告保佑皇帝长寿。现在按照原来的圣旨办 ,

他们不用交纳各种赋税 ,不需承当差役 ,专心

祈告上天 ,保佑皇帝长寿。

杭州的高丽慧因寺是益智礼普化祖先高

丽大觉国师盖造的。现在的住持是佛智灵源

寂照大师教无言宗主 。这是贤首宗为主的佛

寺 。要认真整顿寺中藏经之事 ,开办华严经

讲座 ,每年举行法事做好事 。向佛智灵源寂

照大师教无言宗主他们颁发了执把的圣旨 。

来往的使臣们不许住在这寺里 ,此寺不用交

纳驿站所需马匹和饮食 ,官府不要向它征收

税粮和商税 。慧因寺所属下院普门法寺和贤

首宗崇先寺的和尚们都要听从教无言宗主的

话去做 。玉岑山的土地园林物业不许任何人

仗势侵占。属于慧因寺的田地水土园林碾磨

店铺人口头匹解典库任何财产 ,无理之人们

不许抢夺捣乱。佛志(智)灵源寂照大师教

无言宗主有了执把的圣旨 ,不要做无理之事。

如做无理之事 ,难道不怕吗?

圣旨　马儿年四月初十日写于大都

(三)

元朝统冶者崇信佛 、道二教。元朝历代皇帝

颁布了大量保护佛教寺院和道教宫观利益的诏

书 ,即所谓护持诏书 。寺院 、道观得到护持诏书 ,

便镌刻在石碑上 ,一则用以扩大影响 ,抬高寺观的

地位 ,二则以志长远 。护持诏书一般用八思巴字

和汉字两种文字写成。八思巴字表达的是蒙语

(少数写汉语),汉字用的是硬译公牍文体。通常

所说元代白话碑 ,主要便是此类用硬译公牍文体

写成的佛寺道观护持诏书。其数量之多 ,亦可谓

元代宗教史的一大特色。本文讨论的圣旨 ,实际

上就是元仁宗颁发给慧因寺的一道护持诏书 。
 14

得到护持诏书 ,不仅是一种荣誉 ,而且可以享

受种种特权 ,有实际的利益 ,因而很自然地成为

佛 、道两教上层人物追逐的目标。得到护持诏书

的寺观 ,或是皇家创建的 “官寺”(元朝每一位皇

帝都要建造佛寺),朝廷特意加以扶植 ,或因规模

宏大 、历史悠久 ,受到朝廷的重视。此外也有一些

寺观是由其主持者钻营得来的 。慧因寺获得护持

诏书 ,情况比较特殊 ,与高丽忠宣王王璋有关 。

忠宣王王璋是高丽王朝第 25代国王忠烈王

昛之子。他的母亲是元世祖忽必烈之女齐国大长

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 。元成宗元贞二年 (1296

年),王璋娶晋王甘麻剌之女宝塔实怜为妻 。甘

麻剌是世祖忽必烈太子真金的长子 ,成宗铁穆耳

之兄 。王璋的婚姻是表兄妹结亲。元成宗大德二

年(1298年)王昛将王位让给王璋 ,自为太上王。

但到同年八月 ,元朝征召王璋入朝 ,命王昛复位。

王璋到大都 , “宿卫凡十年 ,武宗 、仁宗龙潜 ,与王

同卧起 ,昼夜不相离 。”
 15
武宗海山 、仁宗爱育黎拔

力八达是同母的亲兄弟 ,他们的父亲答剌麻八剌 ,

是真金的次子 ,铁穆耳之兄。也就是说 ,王璋与海

山 、爱育黎拔力八达是表兄弟 。大德十一年(1307

年),元成宗死 ,无子 ,皇族内部为争夺皇位展开

激烈的斗争。王璋支持爱育黎拔力八达发动宫廷

政变 ,迎接镇守北方的海山回大都 ,登上帝位。海

山以爱育黎拔力八达为太子 , 封王璋为沈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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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改封沈王)。至大元年 (1308年)七月 ,高丽

忠烈王病死 ,王璋回国继位 。但没有多久 ,王璋又

前往大都 ,并在至大三年(1310年)将王位传给儿

子王焘(高丽忠肃王),自己一直在大都居住 。在

武宗(1308-1311年)和仁宗(1312-1320年)当

政时期 ,王璋一直得到优遇 。延祐六年(1319年)

南游江浙求法。延祐七年(1320年)仁宗死 ,其子

英宗硕德八剌嗣位 ,朝廷政局发生重大变化 ,王璋

在这一年四月 “复请于帝 ,降香江南 ,盖知时事将

变 ,冀以避难也。”但是 ,他并没有因此躲过灾难 。

六月 ,王璋在江南金山寺被强迫回到大都 。同年

十二月流放到 “吐蕃撒思吉之地 ”。 “撒思吉”即

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发源地萨思迦(今称萨迦)。

英宗死 ,泰定帝嗣位(1323年),召还王璋。泰定

二年五月 ,在大都去世 。
 16

王璋多次到大都 ,特别是大德二年(1298年)

入朝以后 ,直到被流放(1320年),中间只曾短期

归国 ,前后在大都生活长达 20年之久 。在此期

间 ,王璋除了参加政治活动之外 ,主要做两件事 ,

一是与元朝的文人学者交往 。 “构万卷堂于燕

邸 ,招致大儒阎复 、姚燧 、赵孟頫 、虞集等与之从

游 ,以考究自娱。”“每引儒士商确前古兴亡 ,君臣

得失 ,叠叠不倦。”
 17
另一件事是积极参与各种佛

事活动 。王璋是虔诚的佛教徒 , “酷嗜浮屠法”。
 18

他在高丽国内举行多种佛事 ,在大都 , 他的府邸

内 , “诸僧列坐 ,梵呗之声洋洋满庭。”接待客人的

庭院 “静深 ,窗户无尘。王亲肃客户外 ,入就席 ,

言论恂雅 ,礼意欢浃。一僧隅坐转法华 ,每举一佛

名 ,一菩萨号 ,王必以手加额而致敬焉 。”
 19
他与中

国佛教各宗派广结善缘 ,可考的便有藏传佛教 、白

莲宗 、禅宗 、华严宗等 。
 20

印造施舍佛经 ,历来被认为佛教徒的功德 。

元代印造 《大藏经 》成为风气。
 21
仁宗皇庆元年

(1312年),王璋发愿 “舍净财印造三藏圣教一切

法宝 ,计圆五十藏 ,布施四方梵刹 ,以广流通。”
 22

为此 ,他派遣洪瀹等人南下杭州 ,利用杭州 《普宁

藏 》经板印造。洪瀹等人在印经之余 ,慕名造访

高丽慧因寺:“督临之暇 , 挟二三友散策湖滨 ,因

投本寺(慧因寺 ———引者)。唯见凝尘满座 ,风景

萧然 ,兴感形怀 ,大觉国师受经之地 ,坠弛若此!”

感叹之余 ,便访求 “能任起废之责者。”根据寺僧

的建议 ,邀请僧人慧福出任主持 ,对慧因寺加以整

修。不久 , “复市负郭良田归于常住 ,永充饭僧之

供。”延祐元年(甲寅 , 1314年),慧福 “被命入都 ,

即以上事启达王(高丽沈王 ———引者)听 。钧旨

剃僧十员 ,发帑口济。”在王璋大力支持下 ,慧因

寺得以复兴。王璋也就成为慧因寺的大功德

主。
 23

延祐二年(1315年),王璋出面疏请僧人无言

明教 “主持杭州路高丽惠因华严教寺 ,开堂说法 ,

领众焚修 ,敬延圣寿万年者。”
 24
无言明教是华严

宗(贤首宗)的僧人 。延祐四年 (1317年),先后

任江浙 、湖广行省丞相的别不华 ,先以钞 “千定施

杭十大寺 ,使咸以子母相生 ,岁取其十一 ,给其费 ,

以月第之 ,各阅经一藏。延祐四年 ,又自武昌寓

(寄?)二百定以归兴元 、惠(慧)因二寺 ,通前为十

二藏 ,月阅之 ,岁周而更始焉。”名僧释大訢为之

作《吴国公杭州高丽惠因寺岁阅藏经记 》。
 25
同年 ,

又有吉剌实思 “以中统钞三百定 ,规置田土 ,舍入

天竺 、高丽 、净慈三寺各一百定 ,岁以一月为约 ,命

僧翻阅三乘妙典一大藏 。”
 26
天竺即上天竺教寺 ,

净慈即净慈禅寺 ,都是杭州的规模宏大的名寺。

由此可见 ,慧因寺在王璋的支持下 ,已从衰败中解

脱出来 ,重新侪身 “大寺 ”之列。也正是这一年 ,

元仁宗向慧因寺颁发了上述护持圣旨。圣旨中特

别提到 “杭州有的益智礼普化的祖上高丽大觉国

师盖来的高丽慧因寺 ”,足以表明它是应益智礼

普化(王璋)的请求颁发的。事实上 ,高丽慧因寺

早就存在 ,并非大觉国师义天盖造 ,圣旨所说与事

实不符 ,这很可能是王璋为了引起仁宗的重视而

故意编造的 ,但由此亦可见慧因寺与王璋之间关

系的特殊了。

延祐六年(已未 , 1319年),王璋 “请于帝 ,降

御香 ,南游江浙 ,至宝陀山而还 。权汉功 、李齐贤

等从之。”
 27
王璋这次南游 ,旨在求法 ,但留下的记

载很少 ,令人遗憾。可以肯定的是 ,他曾到天目山

谒见高僧中峰明本 。
 28
杭州是江南最重要的城市 ,

揆诸情理 ,王璋一定要到杭州 。他的侍从 、高丽著

名文学家李齐贤有 《高亭山 (伯颜丞相驻军之

地)》、《宿临安海会寺 》、《冷泉亭》等诗篇 ,都与杭

州有关。
 29
李齐贤还说过:“延祐己未 ,予从于忠宣

王降香江南之宝陀窟 ,王召古杭吴寿山 ,令写陋

容 ,而北村汤先生为之赞。”
 30
按 ,李齐贤画像流传

至今 ,为元 —高丽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但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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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吴寿山 ,而是在元代被誉为 “精于写神 ,国朝

第一手 ”的杭州画家陈鉴如。
 31
由李齐贤的这些诗

文可以确知 ,王璋曾到杭州 ,而且游历名胜 ,有很

多的活动。其中必然也到过他所加意扶植的慧因

寺 。可惜的是 ,有关的记载没有保存下来 。

慧因寺的元代白话碑 ,记录了高丽忠宣王王

璋与慧因寺的一段因缘 ,对于研究元代杭州的中

外文化交流 ,无疑是很有价值的 ,应该得到重视 。

注释:
①关于慧因寺的历史 ,鲍志成先生的 《高丽寺和高丽

王子》(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8年第 2版)有详细的考证 ,

很有价值。

②亦邻真:《元代硬译公牍文体 》, 《元史论丛》第 1

辑 , 中华书局 1982年版。

③最近 , 祖生利的论文《元典章· 刑部直译体文字中

的特殊语法现象》(《蒙古史研究》第 7辑 , 内蒙古大学出

版社 2003年版)继续了这方面的研究。

④此书由郝苏民教授译成中文 , 并加补注 , 书名 《八

思巴字蒙古语碑铭译补》,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86年版 。

⑤船田善之:《蒙元时代公文制度初探》 , 《蒙古史研

究》第 7辑(2003年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⑥少数护持圣旨是用回鹘式蒙古文书写的。可参看

道布 、照那斯图:《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的回鹘式蒙古文

圣旨碑考释》 , 《道布文集 》,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年版 ,

第 199 ～ 237页。

⑦《高丽寺与高丽王子》第七章第八节 “元世祖颁谕

赐金”对本文讨论的圣旨作了简要的介绍 , 以为是元世祖

所颁 , 这是不准确的。

⑧《元代白话碑集录》第 22页注。

⑨叶子奇:《草木子》卷 3下《杂制篇》,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⑩元代白话碑中 , 元朝诸帝名字以窝阔台的异译最

多 , 有 “月古歹(解)”、“月古台”、“月哥台” 、“月阔台”等 ,

见《元代白话碑集录 》。 “月忽仄 ”仅见于此碑。 “仄 ”与

“台”、“歹”读音相去甚远 , 不知是否有误。

 11照那斯图:《南华寺藏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的

复原与考释》, 《中国语言学报》第 1期 , 1982年 12月。

 12郑麟趾:《高丽史》卷 33《忠宣王一 》。

 13《元代白话碑集录》第 22页注。照那斯图:《再论

八思巴字蒙古语中的 uluu》, 《西北民族研究》 1988年第 1

期。

 14八思巴字护持诏书也有一些传世 , 见照那斯图:

《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 东京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

所 1990年版。

 15《高丽史》卷 33《忠宣王一》。

 16 17 27《高丽史》卷 34《忠宣王二》。

 18李齐贤:《忠宪王世家》, 《益斋集》卷 9上 , 《粤雅堂

丛书》本。

 19程巨夫:《大庆寿寺大藏经碑》, 《雪楼集》卷 18。

 20北村高:《高丽王王璋の崇佛》, 《小笠原宣秀博士

追悼论文集》, 龙谷大学东洋史学研究会发行 , 1985年 ,第

117 ～ 140页。按 , 此文没有涉及本文讨论的白话圣旨碑

文。

 21我在《元代南方佛教略论》(《中国社科院学术咨询

委员会集刊》第 2辑 , 2005年)中对此有所论述 ,请参看。

 22普宁藏《解节经》王璋序 ,转引自《高丽王王璋の崇

佛》。

 23《高丽国相元公置田碑》 、《大功德主渖王请疏》 ,见

李翥《慧因寺志》卷 7《碑记》。

 24《太尉沈王疏》 , 《慧因寺志》卷 7《碑记》。

 25《蒲室集》卷 9。

 26《舍田看阅大藏经志》 , 《慧因寺志》卷 7《碑记》。

 28祖顺:《中峰和尚行录 》, 《天月中峰和尚广录》卷

30, 《碛砂藏》本。

 29《益斋集》卷 1。高亭山在杭州城郊 , 冷泉亭在西湖

灵隐寺。

 30《益斋集》卷 4。

 31夏文彦:《图绘宝鉴》卷 5《元朝 》。有关考证见拙

作《元代画家史料汇编》 ,杭州出版社 2004年版 , 第 768 ～

7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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