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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古代吐鲁番是多元文化汇聚的地区。 通过对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婆”（粟特语词，意思是长子），“天”（佛
教天神以及佛教化的其他天神），“圣道”（对僧人的敬称），“丘承、左神”（阴间神将副职），“墓伯、土伯、土公”（墓
地之神），“赤娥”（红色大蚁）意义的考证，可以揭示这一地区文化的多元性。 同时，应倡议沿着陈寅恪、罗常培等

前辈学者的足迹，将语言与文化互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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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
伯、兄、长子。 ７３ＴＡＭ５１７：０４ ／ ３（ ａ）高昌元礼等

传供食帐（四）（１—２６６）：“次传 婆演，麴郎

校尉传。” ７２ＴＡＭ１５０：４６ 唐翟建折等杂器物

帐（３—２８）①：“康婆德打 一，曹不之拟打 一。”
７２ＴＡＭ１５１：６４ 高昌供用杈、 等物条记（２—１１１）：
“康奴得鹿修，李 南刘都寺杈，车婆这杈。”
８６ＴＡＭ３８９：２１ － ２ａ 唐西州某乡车牛并夫簿 （柳

８７）②：“羊伯善车牛付苻鼠堆，赵婆演？ 子车牛。”
６０ＴＡＭ３２９：２３ ／ １，２３ ／ ２ 高昌虎牙元治等传供食帐

（一）（１—４６１）：“次虎牙元治传， 婆演大官别

迴尽。”③

根据王素先生的统计④，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人

名中涉及“婆”的还有：高婆（５ ／ ２７７ 等，在吐鲁番出

土文书中共出现了 １５ 次）⑤、康婆（３ ／ ３１９）、康婆解

盆（７ ／ ７４１）、康婆居落（３ ／ ２７）、康婆颉骑知（３ ／ １１９）、
龙阿婆奴 （ ３ ／ １６２）、王婆 （ ５ ／ ３０１）、王阿婆奴 （ ２ ／

３３１）、苏婆（５ ／ ２８８ 等，共出现 ６ 次）、张婆（５ ／ ２７７
等，共出现 １１ 次）、张阿婆奴（５ ／ １３７）张阿婆相（３ ／
２１６）、孙婆 （ ５ ／ ２９７ 等，共出现 ３ 次）、范婆伦 （ ３ ／
３５）、范婆奴（１０ ／ ８３）、弥举阿婆（６ ／ １６１）、住儿阿婆

（６ ／ １６１）、射勿牛婆（５ ／ ３２６）、安阿婆（８ ／ ４１７）、婆护

（９ ／ １３）、婆头 （ ３ ／ １００）、婆延潘 （ ３ ／ ３７），婆子 （ ７ ／
４２９）、婆致（５ ／ １５３）、婆德（６ ／ ５５）、婆演（２ ／ ２８６）、婆
祝（５ ／ ２０６）、婆颉毗（２ ／ ２８６）、婆彭（２ ／ ２８６）、杨婆（５ ／
２７７ 等，共出现 １４ 次）；欢阿婆（６ ／ １６２）、成阿婆奴

（５ ／ ５）、丰仁阿婆（６ ／ １６２）、曹婆（９ ／ １３）、田婆泰（３ ／
２４５）、田婆落居（５ ／ ７）、晖阿婆（６ ／ １６１）、匡阿婆憙

（５ ／ ４５）、举阿婆（６ ／ １６２）。
以上人名中的“婆”究竟是何义？ 如果用常见

的意义相比附，根本对不上号。 我们认为，这个

“婆”其实是粟特文 ｐｒｔｍ 或 Ｐəｒｔａｍ⁃的音译，其意义

是“伯”、“长”、“长子”之义。 请试论之。
首先，从古人名与字之关系求之。 考洛阳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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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贞观二十一年 (647年 )《 大唐故洛阳康大农墓

铭》:“ 君讳婆 ,字 季大。博陵人也 ,本 康国王之苗裔

也。
”⑥“

婆
”
与

“
大

”
,名 与字对应非常明显。而北朝

隋唐的萨保 中也有名
“
翟婆

”
者

°
∶又考敦煌文书

P3813《 文明判集》第 114-126行载有
“
长安县人

史婆陀
”
,而 下文又载此人

“
有亲弟颉利

”
。则

“
史婆

陀
”
为史家长子明矣。

其次 ,从胡人的姓名文化可以考知。敦煌写本

P.5034《 沙洲都督府图经》载有石城镇将
“
康拂耽

延
”
及其弟地舍拔之事 ,日 本学者羽 田亨将

“
拂耽

延
”
与持摩尼经人唐的波斯人拂多延 (FLlrs-todan即

知教义耆 )比 附 (《 羽 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上 卷 ,

1957年 ,第 硐 l-402页 )。 当代粟特语学者已经指

出羽 田亨 的错 误 ,并 指 出
“
拂耽延

”
应 被还 原 为

Portam-yah(荣新江先生标为 prtmy’ n),意 思是第一

件礼物。作为地拨之兄 ,“ 拂耽延
”
取名宇有

“
头胎

仔
”
之意 ,是 更合乎逻辑 的

⑧
。现在我们正可 以将

“
拂耽延

”
(Pθ rtam~yan)与 “

婆延
”
相比较。则

“
婆

”

之
“
长

”
、
“
伯

”
义明矣。

再次 ,从 胡人与汉人的姓名还可以找到旁证。

无论是胡人 ,还是汉人 ,都 有一个习惯 :在 自己的名

字中标明 自己的出身排行c汉语 的
“
伯仲叔季

”
就

是∵个典型。《仪礼 ·士冠礼》:“ 曰 :伯 某甫 ,仲 、

叔 、季 ,唯 其所当。
”
郑玄注 :“ ∫白、仲、叔 、季 ,长 幼之

称。
”
班固《白虎通 ·姓名》:“ 以时长幼 ,号 曰伯仲叔

季也。伯者 ,子 最长 ,迫 近父也 ,仲者 ,中 也 ,叔者 ,少

也。季者 ,幼 也。
”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无论是胡人还

是汉人 ,其姓名都体现了这一点。标明长子身份的

有史阿伯仁 (6/243)、 汜阿伯 (3/48)、 汜阿老丿L(3/

107)、韩伯 (2/11)、 韩伯轮 (10/183)、 杨大(5刀 88)、

汜父师 (6/25)、 李老 (5/289)、 范老子 (10/65,14

次 )、 赵伯 (6/425)、 赵伯怀(5〃 4)、 成大(5” 82)曹

大(5”77等 ,共 出现 13次 )、 田阿伯儿(3刀 18)、 田

阿父 师 (4/21)、 员延伯 (4补 /50)、 孙 阿父 师 (5/

74)、孙阿父师子 (6/3⒎ 、6/384)孙 父师子 (6/54)、

孟大(5” 89等 ,共 出现 3次 )、 孟老 (5//~s08)。 翟伯

丿1(4/173)何 父师 (7/173)、 龙伯晕 (4/54)、 龙大洛

(7/396)、 高元定 (10/242)、 高一 (5” 88)、 王伯伦

(10/97)、 王老 (5” 77等 ,共 出现 16次 )、 夏伯住

(6/497)、贾大(5刀 01)、 贾阿先(6〃 9)、 张头子(3/

150)、 张延大 (7/382)、 张伯 (6/121)、孙大(5尼 80)、

孙阿父师(5刀 4)、 孙阿父师子(6刀 71、 6/384)、 康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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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 (5/207)、 庆伯 (3〃 6)。 而体现排行老二以及更

后面的名字有这样一些 :赵二(5”77等 ,共 出现 15

次 )、 赵 三 (5/288等 ,共 出现 8次 ),史 尾 鼠 (5/

⒛6)、 范小奴 (9/101)、 宋尾奴 (3” 8)、 浑小弟 (8/

57)、 孟八郎(5/30s)高 五 (8/503)、 高仲琮 (2刀 31)、

高四(5” 77)、 郭二(5刀 77)三 奴(5刀 79)、 三胜 (8/

74)、 王六 (5” 77)、 王二(5” 77)、 王五才(4尥 58)、

王仲佰 (3/35)、 张二(5刀77等 ,15次 )、 张五(5刀 88

等 ,8次 、张小奴 (3/~37、 8” 57)⑨ 。

值得注意的是 ,“ 婆
”
这一词语不只是用于昭武

九姓胡人名字中 ,也 用于一些汉人姓名中 ,从
“
孙

婆
”“

张婆
”
这些名字可以看 出 ,当 地汉人胡化的现

象也是存在的。所以 ,通 过西域地区胡人和汉人姓

名的研究 ,非 常有助于考察高 昌地 区的文化交流。

前辈学者陈寅恪、罗常培先生曾大力倡导这一方面

的研究
⑩

,然 而 ,直 到今天 ,我 们在这一方面的工作

还做得不够
①
。

【天】

天神。主要是佛教天神以及佛教化的其他天神

(包括祆教等 )。 ⒆TKM33:l/7(a),1/10(a)高 昌众

保等传供粮食帐(二 )(1-239):“ 三斗供祀诸天。
”

69TKM33:1/3(a),1/6(a)高 昌众保等传供粮食帐

(三 )(1_⒛ 0):“ □传 ,面 六斗供祀天。
”64TAM29:

轺 之六唐咸亨三年 (公元 672年 )新 妇为阿公录在

生功德疏 (3-339):“ 作更于绢 V生 画两捕 ,释迦牟

尼变 ,并 侍者、诸天 ,每 年赵法师请百僧七 日没供。
”

又 :1965年 吐鲁番安乐城废佛塔中出土《金光明经》

卷二题记(载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博物馆》,文 物出

版社 1991年 版 ,图 84):“ 庚午岁八月十三 日,于 高

昌城东胡天南山太后祠下 ,为 索将军佛子妻息合家 ,

写此《金光明》一部 ,断 手讫竟。
”
67TAM88∶ 25高 昌

高乾秀等按亩人供帐(二 0(l-200)∶ “
九月七 日 ,

二|  丨供作希瑾信 ,十 二 月 十五 日,一 九 付 阿

|  l祀 胡天。
”73TAM524:34(A)高 昌章和五年

(535年 )取牛羊供祀帐 (1-132):“ 章和五年乙卯

岁正月□ 日,取严天奴羊— 口,供 始耕 ;次 三月十一

日,取 胡未豹羊一 口,供祀风伯。次取麴孟顺羊一

口,供祀树石。次三月廿四日,康 祈羊一 口,供 祀丁

谷天。次五月廿八 日,取 白姚 (溷 :浑 堂)羊 一 口,供

祀清山神。次六月十六 日,取屠儿胡羊一口,供祀丁

谷天。次取孟阿石一口,供 祀大坞阿摩 ,次七月十四

日,取康酉儿牛一头 ,供谷里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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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关 于吐鲁番 出土文书中的
“
天

”
的真实含

义 ,一直是国内外学界争论的热门话题。不少学者

认为是祆教 之天神
①
,又 有学者认 为是大 自然 之

天
⑩
。我们有不同意见 ,我 们通过对吐鲁番出土文

献中的
“
天

”
进行 了穷尽式考察 ,发 现只有一个意

义 :佛 教的天神 以及佛教化的其他天神 (包 括祆教

天神 )⑩ ,今 试论之。

首先 ,佛 教本来就有天神。近人丁福保《佛学

大辞典》(上海书店 1991年 ,第 463页 )“ 天
”
字条 :

“
又不拘其住处 ,指 一切之鬼神 ,名 为天。如鬼子母

神谓之鬼母天。
”
叉

“
天神

”
条 :“ 梵语 曰泥缚多 De¨

vata,为 梵天 、帝释等一切天众之总称。《无量寿经

下》曰 :‘ 如是众恶 ,天 神记识 c” 吐鲁番 出土文书

64TAM29:“ 之六唐咸亨三年(公元 672年 )新 妇为

阿公录在生功德疏 (3—339):“ 作更于绢 V生 画两

捕 ,释迦牟尼变 ,并侍者、诸天 ,每 年赵法师请百僧七

日设供。
”
请看下文紧接着便言 :“ 于后更向堀门里

北畔新塔厅上佛堂中东壁上 ,泥 素弥勒上生变 ,并菩

萨、侍者、天神等 一捕 ,亦 请记录 c”
°
此件文书中的

“
诸天

”
与

“
天神

”
i琶 相呼应 ,无 疑说的是佛教诸位天

神。叉请 比较 近 人在 硕尔楚 克 (Shodchouq)发 现

的、用焉耆语 (吐 火罗语甲种方言)写成的有关焉耆

(A胛i)国 王 Illdra巧 una偕 同王后 suryap1abha延请众

神之词。所请者为弥勒暨诸天神 ,比 如梵天、帝释 、

诸乾闼婆军主、鸠檠茶、龙 、夜叉等。言愿焉耆诸王

自去世至 Candra巧 una以 下皆得善生
°
。焉耆与龟兹

等国也有弥勒信仰 ,而 且对高昌的佛教影响甚大 ,沮

渠蒙逊的弟弟就喜弥勒 ,并 以译经名于当时 ,在 哈那

和卓有碑证明沮渠氏奉弥勒。以上文献正可旁证
“
诸天

”
为佛教诸天神无疑。

其次 ,吐 鲁番出土文书的
“
丁谷天

”
只能是丁谷

寺的天神1丁谷寺是非常有名的佛教寺院 ,广 泛见

于吐鲁番文书 ,如 81SAT:2吐 峪沟出土《西州乘牛

帖》、69TAM117:57/6《 高昌午岁张阿欢上丁谷寺举

价粟条记》、72TAM151:102、 103《 高昌作头张庆祜

等偷丁谷寺物凭钱帐》等。丁谷寺就是吐峪沟 ,这

一点已经被中外学者所论证 D。
吐峪沟至今还有高

昌国时期石窟中的数幅禅观壁画,而 敦煌石室所出

P2009《 西州图经》亦称
“
丁谷窟有寺一所 ,并 有禅

院一所
”
。事实上 ,早 在高昌国时期 ,丁 谷窟就成为

了重要的禅修基地。特别是弥勒、弥陀、十方净土信

仰并存 ,而且 ,在 丁谷寺等地还有小乘佛教信仰 ,饶

宗颐先生认为
“
丁谷天

”
即在丁谷之祆教祠

D,张
广

达先生认为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丁谷天
“
是当时吐

鲁番地区重要的祭祀胡天的地点之一
”

,“ 似乎应在

丁谷寺附近
”
,恐 均误。

“
丁谷天

”
只能理解为是佛

教寺院丁谷寺的天神。

但是 ,必 须指出 ,包 括丁谷寺在内的高昌佛寺 ,

确实也可能供奉着祆教等各类天神
°
。或者说 ,高

昌的佛教神祗中也包括了祆教等各类天神c这一方

面是因为高昌佛教的世俗化特质所决定 ,另 一方面

是因为祆教来到此地 ,必须依附佛教以生存与发展。

所以祆教天神必须依附于佛教。高昌国佛教深受中

国北方汉传佛教的影响 ,杂 糅了许多民间信仰。它

对佛教以外的某些偶像和神祗并不排斥c对祆教天

神也不例外 ,高 昌佛教 体现 了高度的世俗化
②
,所

以 ,在 丁谷寺这样的佛教寺院里供奉有祆教天神毫

不奇怪。在当时的高昌地区 ,也 如同中国广大地域

一样 ,一切天神 ,都 是护卫佛法 ,祆 教天神更是如此 ,

这有明文记载。考董迫《广川画跋》卷四
“
书常彦辅

祆神像
”
条 :“ 祆祠 ,世 所以奉胡神 出c其相希异 ,即

经所摩醯苜罗 ,有 大神威 ,普 救一切苦 ,能摄伏四方 ,

以卫佛法c当 隋之初其法始至中夏。
”
张广达认为

胡天信仰与佛教信仰同时存在于高昌
D,我

们则认

为更多的是祆教的佛化
②
∶另外 ,学 者们还注意到 :

粟特祆教美术盛行于佛教重镇于阗地区 ,并 以木板

画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些图像的特征 ,既 可以看作是

祆教的 ,也 可以看作是佛教的。其中 ,阿胡拉 ·马兹

达 (Ohrmazd)和 佛教图谱中的帝释天 (Indn)相 似 ,

风神(Weshparkar)和 大天 (M汕adeva)或 湿婆 (Siva)

的特征相对应 ,四 臂的娜娜女神 (Nana)也可以找到

印度的类似图像。在佛教眼中 ,这 些祆教形象无异

于佛像
助c荣新江指出 :“ 任何一个宗教图像刚刚到

达一个新的地区 ,总 是会被误渎的 ,就像佛教在汉代

进人中国后 ,浮屠的形象是借助黄老的形象而传播

的 ,敦煌白画祆教图本发现在佛教石窟当中 ,似乎也

透露出这幅画后来已被看作是佛教图像G可 以说 ,

在粟特祆教美术东渐过程中 ,一 些祆教图像的宗教

功能逐渐转换 ,从祆神变成 了佛像 ,或 者说是被看称

佛像了 c”
D

【圣道】

对 僧 人 的敬 称。64TAM15∶ 23唐 贞观 十 四年

(640年 )张 某 夏 田契 (2-25)∶ “
渠破 水过 ,仰 耕 田

人承了c要迳丑岁壹年用种。风L~壹 车。治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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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道张□ 成之后 ,各 不得返 L~ |私 要 ,々 行二

□。
”
请比较 oR8212乃48Ast,vi2.010dv北 凉用水

文书(沙 89):“ □逞(?)白 道人昙□丨  |近 日水

值多溢□□|  |纳二亩。
”

又比较
“
圣僧

”
。佛教

称已成正果的高僧。66TAM44:30/3唐 残发愿文

(3-72):“ 谨于今时|  |无 □上福田,人理圣僧

文现|  丨为法界众生预仫□。
”
唐白居易《游悟真

寺》诗 :“ 经成好圣僧 ,弟子名扬难。
”

【丘承Ⅱ墓伯Ⅱ土伯H土公H左神】
“
丘承

”
就是丘丞 ,墓 丞 ,墓 丞相 ,阴 间神将副

职 ;“ 墓伯
”
就是墓地之神。土神就是土地之神c土

公也是土地神。左神就是
“
佐神

”
,也是神将副职 c

73TAM506:05/2(a)唐 大历四年(公元 769年 )张 无

价买阴宅地契(4— 395):“ 丘承墓伯 ,封步累畔。道

路将军 ,整 齐阡陌。
”60TAM332:6/2-2(A),6/2-

1(A)唐祭祀土伯神文残片(3-156)∶ “
今书名字 ,

付土伯神 ,往愿 良时好日,告 誓诸神。
”
又 :“ 方土伯

之神 ,其□。
”
60TAM332:6/1— —1(A),6/1-2(A),

6/1-3(A)唐写本《五土解》(3-152):“ 谨启西方

白帝土公驾白车 ,乘 白龙 ,白 公曹。
”73TAM518:2/2

(B)唐醮辞(3-467):“ □神 ,愿 为禁摄 ,莫使犯人 c

生死路别 ,不 得相囚。今书名字 ,付上左神 ,速摄囚。

主人再拜 ,酌 酒行觞 ,敢告上方 ,照垂神。
”

“
丘

”
即

“
墓

”
。《方言》卷十三 :“ 冢 ,自 关而东

谓之丘 ,小 者谓之墁 ,大 者谓之丘。
”
《周礼 ·春官 ·

冢人》:“ 以爵等为丘封之度 ,与 其树数。
”
郑玄注 :

“
王公曰丘 ,诸 臣曰封。

”
《吕氏春秋 ·孟冬》:“ 饬伤

纪 ,辨衣裳 ,审棺椁之厚薄 ,营 丘垄之小大高卑薄厚

之度。
”
高诱注 :“ 丘 ,坟 。

”“
丞

”
与

“
承

”
通。《集韵 ·

蒸韵》:“ 承 ,承 阳,县 名。在长沙 ,或作丞。
”
考《礼记

·文王世子》:“ 虞、夏、商、周有师、保 ,有 疑、丞 ,设

四辅及三公。
”
孔颖达疏 :“ 《尚书大传》云 ,古 者天子

必有四邻 ,前 曰疑 ,后 曰丞 ,左 曰辅 ,右 曰弼。
”
又考

《广韵 ·蒸韵》:“ 丞 ,佐也。
”
请比较日本中村不折藏

汉代永和六年瓮中有今隶文字如右 :“ 坟墓东□□

□□□□□□□□□□□墓伯、墓丞相墓□渚□

□□□□所□者市曹主人□□□今 日吉日解五□

□□杀及与中央□□□□天帝使者告□□□□墓

门亭长主□□□□到悉召作行差□□□。
”
又有永

寿二年二月瓮上文字 :“ 天帝使者告丘丞墓伯地下

二千石今成氏之家死者字桃推死日时重复年命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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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人相拘籍到复其年命削重复之文解拘伍之籍死

生异簿千秋万岁不得复相求索急急如律令。
”
又有

熹平四年瓮文(文 字带率易的八分书 ,稍 带隶体 ):

“
熹平四年十二月□ (甲 )□ (午 )□ (朔 )三 日丙申

天帝 日LL移 封镇定邑里死人□□ 台冢墓移丘丞墓

伯地下二千石□上墓下 中央大□墓左墓右云门蔡

酒蒿里父老令胥文台家子孙□ (后 )世无□ 复有死

耆上天仓仓地下芒芒死人归阴生人归阳。
”
又同书

载太康三年瓮 (洛 阳出土)文 :“ 死者得行莹将军□

鬼各守丘丞墓伯藉鬼多归地下。
”⑤

又请 比较湖北鄂

州郭家细湾六朝墓 出土元嘉十六年买地券 :“ 中央

墓主 ,丘丞墓伯 ,冢 中二干石。
”⑩

墓伯即墓地 之神,可 能 即土伯。《楚辞 ·招

魂》:“ 魂兮归来 ,君 无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约 ,其角

餮鹭些。
”
王逸注 :“ 土伯 ,后 土之侯伯也。约 ,屈 岜。

觜觜 ,犹 狺 ,角 利貌也。言地有土伯 ,执卫门户 ,其 身

九屈 ,有 角鹭鬻 ,主触害人也。
”
又 :“ 幽都 ,地下后土

所治也。地下幽冥 ,故 称幽都。
”
胡文英 曰 :“ 土伯 ,

守幽都者 ,犹 云鬼伯也。
”
周拱辰言 :“ 土伯 ,土 神也。

其神牛身 ,土 属牛也。犹东方木神为勾芒 ,其 神龙

身 ,西 方金神为蓐收 ,其 神虎身是也。
”1978年 ,湖

北随县发掘的曾侯乙墓 ,根据发掘报告 ,言其主棺的

棺画 ,有
“
持双戈同秘或双戈戟的神兽像 ,当 是用来

表示守卫的武士。
”

(《 文物》1979年 第 7期 )。 汤炳

正先生将所绘神兽像与《楚辞 ·招魂》之
“
土伯

”
进

行比较研究 ,汰 为实即同一事。并指出 :“ 土伯 ,地

府守门神 ,曾 侯乙墓主棺棺画有众多守墓神兽持戈

戟图像 ,可 参。
”°

土公就是土神。汉王符《潜夫论 ·巫列》:“ 土

公、飞尸、咎魅 、北君、衔聚 、当路 ,直 符七神 ,及 民间

缮治 ,微蔑小禁 ,本 非天王所当惮也。
”
《太平御览》

卷三七引三国吴裴玄《新言》:“ 俗间有土公之神,云

土不可动。
”

通过对吐鲁番出土的祭神文书的词语进行考

证 ,我 们发现高昌地区的文化与中国内地关系非常

密切。

【赤娥】

赤蛾 ,传 说中的赤色大蚁。ωTAM332:9/1-1

唐祭五方神文残片一(3-154):“ |  |西方白帝 ,

白{ J兽 白虎□神威振怒 ,赤 娥若鸟 ,玄 蚤无所

犯。
’’



《山海经·海内北经》：“大 其状如螽，朱蛾其

状如蛾。”晋郭璞注引《楚辞》作“玄蜂如壶，赤蛾如

象。”考《楚辞·招魂》：“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

千里些。 旋入雷渊， 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脱，其

外旷宇些。”“赤螘若象，玄 若壶些。”又宋梅尧臣

《赤蚁辞送杨叔武广南诏安》诗：“南方赤蚁大若象，
潜荒穴洞人莫逢。”均其证。

注释：
①“（３⁃２８）”表明此件文书图片载于唐长孺主编图录本《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第 ２８ 页。 下面依次类

推，不再出注。
②为了便于读者查阅文书图片，我们标明了出处。 “柳 ８７”表明该文书图片见于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

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８７ 页。
③“演”可能与“延”同，都是粟特文 ｙ’ｎ 的音译，意思是“礼物”，兼有“荣典”、“庇护”义。 在穆格山文书中，以 ｙ’ｎ 和 ｐｒｎ 为后

缀的人名，是最通行的粟特男名。 参考里夫什茨《穆格山出土法律文书》，莫斯科，１９６２ 年，第 ４７ 页，转引自蔡鸿生《唐代九

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 １９９８ 年，第 ３９⁃４０ 页。
④王素《吐鲁番出土文书人名地名索引》，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
⑤“５ ／ ２７７”表示此件文书出现在唐长孺主编录文本《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５ 册第 ２７７ 页。 下依次类推。
⑥《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图板 １２６；录文参考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上海古籍

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第 ９６ 页。
⑦罗丰《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第 ２５４ 页。
⑧韦伯《粟特人名考》，《印度日耳曼研究》 （Ｗｅｂｅｒ，Ｚｕｒ Ｓｏｇｄｉｓｃｈｅｎ Ｐｅｒｓｏｎｅｎｎａｍｅｇｅｂｕｎｇ ，《 ＩｎｄｏＧｅｒｍａｎｉｓｃｈｅ Ｒ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ｕｎ》第 ７７

卷第 ２⁃３ 期，１９７２ 年，第 １９９⁃２０１ 页；池田温《八世纪中也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中
华书局 １９９３ 年，第 １５６⁃１７１ 页；蒲立本《内蒙古的粟特聚落》，《通报》第 ４１ 卷（Ｅ Ｇ Ｐｕｌｌｅｙｂｌａｎｋ， Ａ Ｓｏｇｄｉａｎ Ｃｏｌｏｎｙ ｉｎ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Ｔ’ｏｕｎｇ Ｐａｏ》，Ｖｏｌ．４１，１９５２ 年，第 ３３３ 页；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 １９９８ 年，第 ４０ 页；荣新江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０１ 年，第 ２９ 页。
⑨从以上名字还可以看出，在“伯”、“老”“父”等表示长子的词语的前面往往有表示尊称的前缀“阿”，而不表示“长子”的排行

名称中往往没有“阿”。 恰好，“婆”前面经常出现“阿”，亦可证“婆”有“长子”义。 关于“阿”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表示“尊
敬”意义，可以参考拙著《吐鲁番出土文书词语考释》“阿”字条，巴蜀书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１ 页。

陈寅恪《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序》指出：“吾国史乘，不止胡姓须考，胡名亦急待研讨是也。 凡入居中国之胡人及汉人之染胡

化者，兼有本来之胡名及雅译之汉名。 如北朝之宇文泰，《周书》 《北史》俱称其字谓黑獭，而《梁书·兰钦王僧辩侯景诸

传》，均目为黑泰，可知‘泰’即胡语‘獭’之对音，亦即黑獭之雅译汉名，并非其字也。 由此推之，胡化汉人高欢，史称其字为

贺六浑，其实‘欢’乃胡语‘浑’之对音，亦及‘贺六浑’之雅译汉名，而‘贺六浑’则本其胡名，并非其字也。”（《陈寅恪集·金

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０１ 年，第 ２７４ 页）罗常培先生更从六个方面论述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这六

个方面就是：第一，从词语的语源和演变推溯过去文化的遗迹：第二，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第三，从借字看文化的

接触；第四，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第五，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第六，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罗常培

《语言与文化》，北京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２ 页）。
吐鲁番出土文书的胡人姓名中还有“破”。 我们认为其意义可能通“婆”，都是“长兄”、“长子”义。 ７３ＴＡＭ５１４：２ ／ １⁃２ ／ ４ 高昌

内藏奏得称价钱帐（一）（１⁃４５０）：“次廿二日，曹破延买囱沙五十斤，同四十一斤。”６７ＴＡＭ７８：１７（ｂ），１８（ｂ），１９（ｂ），２８（ｂ）唐
贞观某年孙承等户家口籍（２⁃４９）：“破延老，丁男 老妻 寡妻 宋资台、索居胜。”吐鲁番出土文书还有 曹破延（３ ／ １２０），何破延

（３ ／ ３１９⁃３２１）史乌破延（６ ／ ４７９）、康乌破延（７ ／ ３８９）。 “婆”在上古属于并母、歌部，读为 ｂｕａ，在《广韵》中属于薄坡切，并母戈

韵合口一等平声果摄，读为 ｂｕ ，而“破”上古属于滂母歌部，ｐ’ｕａ，《广韵》属于普过切，滂过合一去果（拟音参考郭锡良《汉
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第 ２５⁃２６ 页），所以相通。

可以参考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历史研究》１９８６ 年第 ３ 期；张广达《吐鲁番出土汉语文书中所见伊朗地区宗教的踪迹》，
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第 １⁃１７ 页。 饶宗颐《穆护歌考—兼论火祆教入华之早期史料及其对

文学、音乐、绘画之影响》，原载《大公报在港复刊卅年纪念文集》下，香港，１９７８ 年，收入《选堂集林·史林》中册，香港中华

书局 １９８２ 年，第 ４７２⁃５０９ 页。
林悟殊认为是对天体的自然崇拜，参考氏著《论高昌俗事天神》，《历史研究》１９８７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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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启涛　 吐鲁番出土文书释词



姜伯勤先生认为，高昌“胡天”有二义：一指祆教，一指祆祠（参考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１７６ 页）我们认为，“胡天”只有一义，即“胡天神”。
请比较 Ｓ．３６７《沙洲伊州地志》伊州条记：“火祆庙中有素书（画）形象无数。 有祆主翟槃陀者。”
（法）谢阁兰、伯希和等著《中国西部考古记·吐火罗语考》（冯承钧译），中华书局 ２００４ 年，第 ９２ 页。
详见张广达《吐鲁番出土汉语文书中所见伊朗语地区宗教的踪迹》，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第 １⁃１７ 页。
饶宗颐《穆护歌考》，《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第 ４０４⁃４４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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