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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摩尼教“地獄”考 

日本奈良大和文華舘所藏一幅可能出自寧波的元代絹畫，一直被認

為是佛教的六道輪迴圖。近年來日本學者泉武夫、吉田豊、美國學者古

樂慈（Zsuzsanna Gulácsi）和奧地利學者埃伯特（Jorinder Ebert）通過

研究，認為它是一幅摩尼教作品。根據畫上題記，可稱為《冥王聖圖》。

（圖版1）這幅絹畫共分5層。畫面頂端的第1層描繪了天堂裡的宮殿，

展現了光明童女及其隨從的整個行程。第2層描繪了兩個摩尼教選民在

一尊摩尼教神像前宣講佈道的場景，此神像很可能就是摩尼。畫面左邊

有一位聽者及其僕從，正在專心聽講。第3層由4幅小圖組成，描繪了士、

農、工、商的生活。第4層描繪了摩尼教概念中的審判。在一個高臺上

的亭子裡，一位審判者坐在桌子後面，身旁立著幾位侍從。亭子前有兩

對鬼怪抓著他們的俘虜前來聽判，其命運或好或壞。光明童女及兩位侍

者從畫面的左上方駕雲而來，她代表聽判人來干預審判。畫卷 下方的

第5層描繪了4幅恐怖的地獄場景，從左至右分別為：一個被吊在紅色架

子上的人被箭射穿，肢解人體，一個人被火輪碾過， 後是幾個惡鬼正

在等待下一個折磨對象〔1〕。 

                                      
〔1〕Zsuzsanna Gulácsi, “A Visual Sermon on Mani’s Teaching of Salvation: A Contextualized Reading 

of a Chinese Manichaean Silk Painting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Yamato Bunkakan in Nara, Japan,” 《內陸ァ

ジァ言語の研究》，XXIII (2008)，頁 1–16。(Studies on the Inner Asian Languages. XXIII, 〔2008〕, pp.1–16)

感謝古樂慈將此文抽印本送給我。Zsuzsanna Gulácsi, “A Manichaean Portrait the Buddha Jesus（Yishu Fo 

Zheng）: Identifying a 13th–century Chinese Painting from the Collection of Seiun–ji Zen Temple, near Kofy, 

Japan,” Artibus Asiae, (2009) 69/1.感謝古樂慈將此文之中譯本送給我。王媛媛譯：《一幅宋代摩尼教〈夷

數佛幀〉》，載《藝術史研究》，第 10 輯，頁 139–189。感謝王媛媛將此文的英文本發給我。Ebert, 

Jorinde, “A New Detected Manichaean Painting of the Yamato Bunkakan in Japan”, paper for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anichaean Studies, Dublin, Ireland, Sept, 11, 2009. 吉田豊：《寧波のマニ教

畫ぃゎゅ‘六道図’の解釋をめぐって》，載《大和文華》2009 年第 119 號，頁 3–15 (Yutaka YOSHIDA, 

“A Manichaean painting from Ningbo — On the religious affiliation of the so–called Rokudōzu of the 

Museum Yamato Bunkakan”, Yamato Bunka, Issue 119, 2009, pp.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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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一個疑問是：如果摩尼教根本沒有地獄的觀念，那麼西方與

日本學者將此畫定為摩尼教作品的觀點就需要受到更慎重的審視。 

無巧不成書。幾乎在西方與日本學者研究《冥王聖圖》的同時，福

建省霞浦縣謝道璉法師傳用的清抄本《奏申牒疏科冊》（以下簡稱《科

冊》）開始引起學術界之重視〔1〕。《科冊》中有相當明顯的摩尼教因素，

同時多處講到地獄，極富研究價值。《科冊》中大部分文書是用於超度

亡靈的，地獄觀念是其不可分割的部分，僅舉數例，以見一斑。第13

節《三寶榜》（頁13–14）是在齋戒壇場前告貼的文書，告諭神祇：“恭

聞摩尼光佛肇創三寶之道場，菩薩如來大開萬法之慈域。……仰瞻色相，

丐現今夜之毫光，普化明寰，廣資冥府。……摩尼如來正教主行加持度

亡法事厶給榜”。第14節《奏教主》（頁15-16）是儀式中給帝尊的文書，

以出自摩尼教的三個神取代道教的三清：“錄詞百拜上奏（簽三）神通

救性電光王佛金蓮下、太上教主摩尼光佛青蓮下、廣惠莊嚴夷數和佛金

蓮下。……乞頒明勑，行下陰府諸司，赦釋亡魂，脫離刑曹之所，乘毫

光徑赴法壇，領善功直登淨邦”。第15節《昊天》（頁16–17）也是“奏”：

“錄詞百拜上奏（黃簽）昊天至尊玉皇上帝玉陛下。恭惟好生德大，度

死功深，位統十天，為天帝之至尊；恩超八地，濟地獄之苦魂”。第20

節《地府》是儀式中給一般神祇的“申”：“右謹具狀上申（簽）地府靈

尊平等大帝御前、北陰鄷都元天大帝御前，恭惟大德巍巍，威風凜凜，

掌生死權位，尊居於地府；定善惡業職，專掌於鄷都。今修資度之良緣，

特備虔誠之素懇，願蒙昭鑒，祈賜恩光，赦除幽獄之罪，遣赴光明之會”。

此申的“平等大帝”即從摩尼教的“平等王”演變而來，見第5章。此

外，還有給地藏、目連、東嶽、十王等神祇的“申”，其主旨都是：亡

靈被囚禁在地獄中，亡靈的眷屬只有通過宗教儀式，向神祇祈禱，才

能使亡靈脫離地獄，超升明界。地獄觀念顯然屬於其核心教義。 

霞浦文書數量相當大，陳培生法師提供的請神科儀本合抄包括《借

                                      
〔1〕筆者致函福建省文物局局長鄭國珍先生、霞浦縣副縣長、摩尼教論證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黃敏

皓女士、霞浦縣博物館館長吳春明先生，得到他們和霞浦縣柏洋鄉謝道璉法師的大力支持，得以研究

謝道璉傳用《奏申牒疏科冊》（以下簡稱《科冊》）的照片。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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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杖文》《借珠文》《付錫杖偈》《破獄好了送錫杖偈》等文均言破地獄

事。〔1〕霞浦文書《摩尼光佛》的請福科儀（頁13–14）寫道：“十天王

者，梵名阿薩漫沙也。是故道教稱為昊天玉皇大帝，住在第七天中，處

在大殿，管於十天善惡之事。此天内有十二面寳鏡，上面觀於涅槃，下

面照於阴司地府，十面鑒於十天諸魔背叛等事。”〔2〕 

在《冥王聖圖》與霞浦文書中，地獄觀念都與民間宗教無甚區別。

僅僅根據這些圖像、文字存在地獄觀念，很難論證它們與摩尼教有關。

但是，如果摩尼教中本來完全沒有地獄一說，則可以作為一個有力的反

證，使我們質疑這些文字、圖像是否包含明教内核。那麼，摩尼教教義

中到底有沒有地獄說的淵源？抑或地獄說純粹是摩尼教在浙江、福建接

受佛教、道教、民間宗教影響的產物？本文的主要目的即在探索《冥王

聖圖》與《科冊》中“地獄”觀念的摩尼教淵源。 

我們將根據摩尼教教義的邏輯來探討這個問題，首先探討在摩尼教

創世紀中，有無地獄？其次，探索在摩尼教輪迴說中，惡人死後是否要

下地獄？第三，探討在摩尼教末世論中，有沒有關於地獄的結局？由於

我們使用的資料年代跨度非常大，其間教義本身因時因地發生若干變

化，在所難免。摩尼教的基本教義有其內在的一致性與延續性，而具體

文書則會受到周圍宗教文化環境的影響，尤其是瑣羅亞斯德教與佛教的

影響，這是需要我們隨時注意的。 

2.1 摩尼教創世紀中的地獄 

2.1.1 回鶻文文書 T II D 173b 

許地山、林悟殊先生早就概述過摩尼教的創世神話：摩尼把明暗二

宗作為世界本原，把光明和黑暗說成是兩個相鄰的王國，光明王國佔據

                                      
〔1〕陈进国、林鋆：《明教的新发现——福建霞浦县摩尼教史迹辨析》，載《不止於藝》，北京

大学出版社，2010 年，頁 351。地藏菩薩左持明珠，右持錫杖，拯救衆生，故有“明珠照亮天堂路，

錫杖振開地獄門”。 

〔2〕元文琪：《福建霞浦摩尼教科儀典籍重大發現論證》，載《世界宗教研究》2011 年第 5 期，

頁 178。 



 

 38

霞
浦
文
書
研
究 

著整個的上方與北、東、西三方，黑暗王國佔有下方——南方。黑暗侵

入光明， 高神大明尊相繼召喚出母親女神（漢文摩尼經稱善母），母

親女神召喚出初人（先意），派初人前去驅逐黑暗。初人初戰失利，昏

倒在戰場上。大明尊又召喚出造像佛、淨風等去救援初人。“淨風首先

走到黑暗地獄邊緣，大聲疾呼初人，初人應聲回答”。這一呼一應，產

生了呼神和應神。“淨風聽到初人應聲後，就深入地獄，伸出右手抓住

初人，把初人舉出地獄，救回到光明王國裡〔1〕”。這裡的“地獄”應該

就是指黑暗王國。 

回鶻文文書 T II D 173b 則說：“當呼（神）（xroštag）（和）應神

（padwaxtag t〔ä〕ngri）離開了霍爾莫茲德神（xumuẓta t〔ä〕ngri，即

初人），從地獄（t〔a〕mudan）飛升到天霄的時候，淨風神和母親女神

很快來到那裡。他們使霍爾莫茲德神離開地獄（t〔a〕mudan）和飛升，

他們把他送到眾神之國〔2〕。”回鶻文文獻受佛教影響較深，但是將黑暗

王國視為地獄的思想可以在早期中古波斯文文獻中得到印證。 

2.1.2 中古波斯文文書 M99 I 和 M7980-7984 

胡特爾（M. Hutter）將中古波斯文文書 M98 I 和99 I 以及 M7980—

7984視為摩尼親撰並呈獻給薩珊波斯國王沙卜爾（Sābuhr，242—272年

在位）的《沙卜拉干》（Šābuhragān）之一部分，儘管這個論斷尚待探討，

這些文書很可能紀錄了摩尼在世時認可的教義，其中多處提及地獄。中

古 波斯 文文書 詳細 地記載 了創 世神話 ：各 類雌魔 “一 開始在 地獄

（ dwšwx ） 裡 就 懷 孕 了 ， 被 拴 鎖 在 十 一 層 天 上 ， 看 到 了 明 界 之 神

（rwšnšhryzd，即第三使）的光輝和美麗，對其產生欲求，喪心病狂，

（她們）都使自己的身孕流產了”。這些流產物掉在地上變成了動物。

然後明界之神命令新世界締造之神（即造像佛）：“去建造一個新世界，

                                      
〔1〕林悟殊：《摩尼教及其東漸》，素馨出版社，1997 年，頁 13–15。 

〔2〕Le Coq, A. von., Tü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 I, Berlin, 1912, p.13.  Klimkeit, H.-J.  

Gnosis on the Silk Road: Gnostic Texts from Central Asia, (San Francisco):HarperSanFrancisco, 1993,（簡稱

GSR） p.341. Clauson, Gerard,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Oxford, 

Claredon Press, 1972, p.503.  Lieu, Samuel N. C., Manichaeism in Central Asia and China, Leiden：Brill，

1998, p.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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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天地宇宙，（超越）五個地獄（pnz dwšwx），直抵南方，（但是）更

多地向這邊延伸，在黑暗地獄（tm dwšwx）之上，（這樣）它從東方伸

展到西方，與天堂相對應”。“就象貪魔從一開始就在她自己的居處——

黑暗地獄（tm dwšwx）裡把淫蕩和交媾教給”各類魔，她繼續把淫蕩與

交媾教給從天上掉到地下的雌雄諸魔。雌雄魔王吞吃了諸魔的後代，造

立了人身。人類的後代“將敬拜貪魔與貪欲，將實現眾魔的意願，將（

後）走向地獄（dwšwx）〔1〕”。pnz dwšwx（五個地獄），也即黑暗王國，

因為那裡是一個充滿煙火、悶氣、颶風、污泥、毒水等5種黑暗元素的

地方，居住著五類魔。這個中古波斯文稱之為 tm dwšwx（黑暗地獄）、

回鶻文稱之為 tamu（地獄）的地方就是貪魔原來的居處，初人戰敗昏

倒的地方，也就是惡人的 後歸宿。 

2.1.3 帕提亞文《惠明經》（Sermon of the Light-Nous） 

殘卷第 13 節 

貪魔造立人身以囚禁明性，眾神自當奮起反擊，拯救明性。《摩尼

教殘經一》記載：“又復淨風造二明舩，於生死海運渡善子，達於本界，

令光明性究竟安樂。怨魔貪主見此事已，生嗔姤心，即造二形雄雌等相，

以放（仿）日月二大明舩，惑亂明性，令昇暗舩，送入地獄，輪迴五趣，

俻受諸苦，卒難解脫〔2〕”。與漢文對應的帕提亞文原本殘片中“地獄”

一詞作 dwjx〔3〕。在佛教中，“五趣”指眾生由善惡業所感而應趣往之處

所，即地獄趣、畜生趣、餓鬼趣、人趣和天趣。加上阿修羅，總稱六道。 

                                      
〔1〕Hutter, M. Manis kosmogonische Šābuhragān–Texte, Wiesbaden, 1992, 文書行數：93, 101, 113, 

291, 326, 329, 895, 1118;  Boyce, M. A Reader in Manichaean Middle Persian and Parthian: Texts with 

Notes, Leiden: E. J. Brill, 1975, §y 段落 5, 16, 17, 39, 47; GSR, p.227 將 hells誤排為 halls; pp.228–229, 232, 

234. Durkin-Meisterernst, Desmond, Dictionary of Manichaean Middle Persian and Parthian, Turnhout: 

Brepols, 2004, p.147. Clackson, Sarah, Erica Hunter, and Samuel N.C. Lieu, Dictionary of Manichaean texts. 

v.1, Texts from the Roman Empire : texts in Syriac, Greek, Coptic, and Latin / compiled by Sarah Clackson, 

Erica Hunter, and Samuel N.C. Lieu ; in association with Mark Vermes, 1998, pp.210, 230. 

〔2〕林悟殊：《摩尼教及其東漸》，素馨出版社，1997 年，頁 269–270。 

〔3〕Sundermann, W. Der Sermon vom Licht–Nous, Eine Lehrschrift des östlichen Manichäismus, 

Edition der parthischen und soghdischen Version, Berlin, 1992, pp.64–65, 87. Durkin-Meisterernst, 

Desmond, Dictionary of Manichaean Middle Persian and Parthian, Turnhout: Brepols, 2004, p.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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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摩尼教輪迴說中的地獄 

摩尼教徒嚮往天道，希望自己的靈魂能重返明界，不願重新轉世為

人，而更恐懼墮入地獄。顯示其對地獄之恐懼的資料主要有5類：帕提

亞文組詩、粟特文寓言、回鶻文懺悔詞、摩尼大頌和一般詩歌，我們將

分別分析這5種資料。 

2.2.1 帕提亞文組詩《胡亞達曼》（Huyadagmān） 

與《安格羅斯南》（Angad Rōšnān） 

這兩首組詩據考證是西元3世紀的作品，可能是摩尼弟子末冒（Mār 

Ammō）所譯寫。它們都現存8個篇章的或多或少的詩句，以明性為第

一人稱，自敘離開了本鄉——明界，在人世間忍受痛苦，恐懼墮落地獄，

渴望得到拯救，在第6篇章裡，拯救者才終於出現，使明性重返明界〔1〕。 

《胡亞達曼》篇章 IVa 第7—10行，明性悲歎：“誰將使我免於被地

獄（nrh）山高海深的艱難苦楚所吞噬?”篇章 IVb 第2—3頌，明性悲歎：

“誰將拯救我，使我解脫所有這一切，那樣我就不會被那些地獄深淵

（nrh jfr’n）的艱難苦楚所吞噬?”篇章 V 第6頌，明性在描述人生的痛

苦之後呼籲：“誰將使我解脫這一切，這一切傷害，讓我遠離地獄（dwjx）

的所有苦難?”第10和12頌確定邪教徒無論如何免不了在地獄中受苦受

難：“（他們）所有的偶像、祭壇和圖像都不可能從那個地獄（nrh）中

把他們救出來。”第19頌，明性悲歎誰能拯救其免墮地獄：“誰將帶我遠

離［它，那樣］我就可以不再陷（？）［於］其間；我就不會跌倒，墮

落每一個痛苦的地獄（hrw txl dwjx）。”篇章 Va 第2和11頌，確定邪教徒

無望逃脫地獄的懲罰：“他們哀號，苦求真實的審判之神（d’dbr r’štygr，

即平等王）……他沒有答應給他們幫助。……他們永遠忍饑挨餓，在那

個地獄（nrh）裡……（那）吃人的深淵，那裡希望［是不為人所知的］”。 

篇章 VIb 第22行，拯救者對明性說：“我將把你從地獄看守們的

（nrhp’n’n）手中解脫出來，［他們］對精神與靈魂［毫無］憐憫”。篇

                                      
〔1〕Boyce, M., The Manichaean Hymn-cycles in Parthian, London, 1954, pp.43. GSR 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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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VII 第21行，拯救者對明性說：“你不會墮落地獄（dwjx），也不會墮

落……；對……來說將沒有歡樂……” 

《安格羅斯南》篇章 VII 第5行，拯救者對得到拯救後的明性說：“你

起先在地獄（nrh）中忍受了所有危厄，你是為了這一刻（的歡樂）而

經歷的〔1〕。” 

阿斯穆森（Jes P. Asmussen）〔 2〕、西姆斯–威廉姆斯（N.Sims–

Williams）考訂帕提亞文 nrh 為梵文借詞。梵文原文 नरक，轉寫 naraka，

漢文音譯“那落迦”“捺落迦”，意譯“地獄”，英文譯為 hell。在 nrh 中，

梵文的母音間的 k 脫落了。帕提亞文的這個形式可能代表西北梵文俗語

(NWPkt.）的*naraha-。另一種可能，h 是在帕提亞文中加上去的，因為

在帕提亞文中，名詞以 a 結尾是很難被接受的 〔 3 〕。格施威徹（ I. 

Gershevitch）在《摩尼字母巴克特利亞語殘片》一文中告訴我們，恆寧

（W. B. Henning）曾經根據瑪麗·博伊斯（Mary Boyce）的轉寫，對一

份巴克特利亞語殘片進行了初步釋讀，其中的 nrh 即翻譯為“地獄

（hells）”〔4〕。帕提亞文 nrh 這個借詞是否經過巴克特利亞文的中介，尚

待探討。 

敦煌發現的漢文摩尼教經《下部贊》的詩篇許多地方基本思想也與

這兩首組詩類似。比如，《胡亞達曼》篇章 V 第10和12頌、篇章 Va 第2

和11頌都確定邪教徒將墮落地獄，《下部贊》《歎无上明尊偈文》也說：

“苦哉世間諸外道，不能分別明宗祖，輪迴地獄受諸殃，良為不尋真正

路！”（第226頌）〔5〕 

                                      
〔1〕Boyce, M. The Manichaean Hymn-cycles in Parthian, London, 1954, pp.82–91, 100–101, 106–107, 

154–155, 170–171. Durkin-Meisterernst, Desmond, Dictionary of Manichaean Middle Persian and Parthian, 

Turnhout: Brepols, 2004 pp.145, 244. 

〔2〕Asmussen, Jes P. Xuāstvānīft: Studies in Manichaeism, Copenhagen, 1965, p.136. 

〔3〕Sims-Williams, N. “Indian elements in Parthian and Sogdian”, Sprachen des Buddhismus in 

Zentralasien, Veröffentlichungen der Societas Uralo-Altaic, Bd. 16, Wiesbaden, 1983, pp.133–134, 140. 

〔4〕Gershevitch, I, “The Bactrian Fragment in Manichean Script”, in From Hecataeus to al-Ḫuwârizmî : 

Bactrian, Pahlavi, Sogdian, Persian, Sanskrit, Syriac, Arabic, Chinese, Greek, and Latin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edited by J. Harmatta, Budapest : Akadémiai Kiadó, 1984, p.274. 

〔5〕林悟殊：《摩尼教及其東漸》，素馨出版社，1997 年，頁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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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粟特文寓言 

《珍珠鑽孔師傅》寓言的解釋部分講到：“那人是一個正義的電那

勿（δynδ’ryy，即選民），他使許多人免入地獄（tm’），把他們引上通往

天堂之路。”文書 T i α 寫道：“如果收穫與利潤開始給予你，那麼加倍

你的努力，但是不要太貪婪（？），那樣你就不會把你的靈魂引向地獄

（tmw），將不會對你自己造成巨大的…毫無憐憫的（？）傷害。——

阿格斯羅（’γsrw）王（？？）再次問水妖：……什麼比太陽更明亮，什

麼比地獄（tm’）更黑暗〔1〕？”意為“地獄”的粟特文 tm-的詞源是阿

維斯陀文 tǝmah〔2〕，這說明早在摩尼教傳入粟特人當中之前，他們已經

有了這一語彙；後來摩尼教文獻被譯寫為粟特文時，就用源自 tǝmah 的

tm-來翻譯摩尼教的“地獄”。往後佛教、景教文獻被翻譯成粟特文時，

“地獄”一語也用這個借詞。摩尼教、佛教文獻被翻譯成回鶻文時，“地

獄”一語就用源自粟特文 tm-的借詞 tamu。 

在瑣羅亞斯德生活的時代很久以前，印度—伊朗人就相信有些人死

後會在天上享受歡樂的生活，而許多人死後會在地獄裡過一種毫無樂趣

的生活。瑣羅亞斯德將這種信念發展成純粹根據道德標準決定的兩種命

運：所有瑣羅亞斯德教徒之靈魂都會飛升到天上的眾神之國中去，而所

有邪教徒之靈魂都會下地獄。對瑣羅亞斯德來說，人死後的命運極其重

要，因為那能夠糾正塵世生活的種種不公〔3〕。對摩尼教來說更是如此，

在塵世經常受到迫害的教徒更渴望死後直升天堂，並看到敵人在地獄中

受苦。 

後來漢文佛典被翻譯成粟特文時，也採用摩尼教粟特文詞彙 tm-來

翻譯漢文的“地獄”。例如，漢文《佛說善惡因果經》寫道：“若有眾生

                                      
〔1〕Henning, W. B. “Sogdian Tale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XI, 

pp.469–470, 480–482. 

〔2〕Sogdian Dictionary: Sogdian-Persian-English, by B. Gharib, Tehran: Farhangan Publications, 1995, 

p.387. 

〔3〕Boyce, M. Zoroastrianism: Its Antiquity and Constant Vigour. Costa Mesa, Cali.: Mazda Publishers, 

1992, pp.58–59, 74–75, 106.  參閱元文琪：《二元神論：古波斯神話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7 年，頁 10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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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寺之時，唯從眾僧乞索借貸；或求僧長短專欲破壞；或噉僧食都無愧

心，餅果菜茹懷挾歸家；如是之人死墮鐵丸地獄，鑊湯爐炭刀山劍樹靡

所不經。是即名為 下惡人”。粟特文譯本將“地獄”翻譯為 tmyh，將

“鑊湯爐炭”翻譯為 pwγš’ ’t tn’wr。此經講述了其他各種犯罪者所墮落

的各種地獄，“地獄”一詞均譯為 tm-，只有一處譯為 z’yh tmy〔1〕。《下

部贊》《此偈為亡者受供結願用之》講到：“某乙明性，去離肉身，業行

不圓，恐沉苦海，唯願二大光明、五分法身、清淨師僧，大慈悲力，

救拔彼性，令離輪迴剛強之躰，及諸地獄鑊湯爐炭”。（第406—408

頌）〔2〕這首偈中的“諸地獄鑊湯爐炭”與《佛說善惡因果經》中的“地

獄”“鑊湯爐炭”意思相同。 

敘利亞文景教文獻被翻譯成粟特文時，也採用摩尼教粟特文詞彙

tm-來翻譯“地獄”。吐魯番出土小末巴柏所撰詩體佈道文《論 後的時

刻》（A metrical homily “On the final evil hour” by Mār Bābay the Less）

粟特文譯本寫道：“當你毫不留意時，死亡將站在你的（床）頭。去想

一想地獄（tmw）吧，噢，行將就木之際，看！它已經在那裡為你準備

好了，雖然你並不想要它！感受與看看那為你準備好的一片黑暗，如果

你希望，那麼通過奉獻之道，逃避它吧〔3〕”。粟特文 tm-（地獄）一詞不

僅見於佛教、景教文獻，而且成為回鶻文 tamu（地獄）一詞的詞源〔4〕。 

2.3 回鶻文《懺悔詞》（Xuāstvānīft） 

Xuāstvānīft 是供摩尼教“聽者”（Auditor 或 Hearer，俗家信徒）使

用的古突厥語（回鶻語）懺悔文。回鶻文《懺悔詞》分為15節，分述摩

尼教俗家信徒所需要懺悔的15個方面。第7節 A 寫道：“第七，如果有人

                                      
〔1〕MacKenzie, D. N. The “Sūtra of the Cause and Effects of Actions” in Sogdian, London, 1970, 

pp.12–13, 22–23, 40,67, 72. z’yh 意為“土地（earth, land）”。 

〔2〕林悟殊：《摩尼教及其東漸》，素馨出版社，1997 年，頁 315。 

〔3〕Sims–Williams, N. The Christian Sogdian Manuscript C2. Berlin, 1985, pp.92, 277. 

〔4〕Clauson, Gerard,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Oxford, Claredon 

Press, 1972, p.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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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誰會走上通往二毒路之端和地獄之門（tamu qap〔ï〕γïŋa）的道路？

（回答是：）首先是信奉偽教與偽法者，其次，是崇拜魔王，並奉之為

神的人。”第8節 A 寫道：“第八，自從我們認清真正明尊和清淨之法以

後，我們懂得了‘二宗’和‘三際’的教法：我們懂得了明宗即明尊之

境，以及暗宗即地獄之境（tamu yirin）〔1〕。” 

“暗宗即地獄之境”的說法與上引回鶻文文書 T II D 173b、中古波

斯文文書 M99I 和 M7980—7984的說法一致。成書於西元8、9世紀的回

鶻文哈密本《彌勒會見記》第20至第25品詳細描述了各個地獄的景象。

第24品寫道：“他們在先前人世中對其犯下的罪行沒有懺悔，未起悔過

之心。……他們不能從痛苦中解脫，要重新進入地獄。一些人進入八大

火獄：等活（sančip，梵文 Saṃjīva）、黑繩（qadasudur，梵文 Kālasūtra）、

眾合（sangat，梵文 Saṃghāta）、號叫（rurap，梵文 Raurava）、大號叫

（maxarurap，梵文 Mahāraurava）、炎熱（tapan，梵文 Tapana）、大熱

（pratapan，梵文 Pratāpana）、阿鼻（awiš，梵文 Avīci）地獄。”第25品

3b 講到：生活在“等活”地獄中的靈魂，“當地獄之門［ta(munïng qapïγï)］

打開時，他們蜂擁著走出〔2〕”。八大地獄的具體名稱均根據梵文音譯，

唯有 tamu（地獄）仍然沿用摩尼教回鶻文 tamu。《彌勒會見記》中的

tamunïng qapïγï（地獄之門）也與《懺悔詞》中的 tamu qap(ï)γïŋa 用詞

相同；awiš tamuda（阿鼻地獄）也見於回鶻文《摩尼大頌》。 

2.3.1 回鶻文《摩尼大頌》 

回鶻文《摩尼大頌》大約撰寫于10世紀初，歌頌摩尼：“你阻斷了

通向地獄之路（tamu yolın）。……你讓人們知道阿鼻地獄（awiš tamu）

中的苦難；你讓他們往生福德五重天。……你拯救了無數生靈，你使他

們免於墮落黑暗地獄（tünerig tamu-tın）”。在摩尼的教導下，眾生聰明

                                      
〔1〕Asmussen, Jes P. Xuāstvānīft: Studies in Manichaeism, Copenhagen, 1965, pp.173–174, 196.感謝芮

傳明教授通過電子郵件把刊登在《史林》2009 年第 6 期上的《摩尼教突厥語〈懺悔詞〉新譯和簡釋》

的電子版發給我，本文的漢譯即參考了芮教授譯本頁 58。參考 GSR, p.302. 

〔2〕耿世民：《回鶻文哈密本〈彌勒會見記〉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472–474、

478–480、484–486、488、499。漢文佛經中關於八大火獄的記載，參閱芮傳明：《摩尼教“平等王”

與“輪回”考》，載《史林》，2003 年第 6 期，頁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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煥發，猶如日神，“他們的慈悲之心與日俱增，嚴守戒律，不犯罪過。

他們避免了烈火熊熊的地獄（yalınayu turur tamu-tın）”。awiš（阿鼻）出

自梵文 Avīci，但是葛瑪麗（Annemarie von Gabain）認為，可能經過甲

種吐火羅文 aviś 的中介〔1〕。 

《摩尼教殘經一》也表達了類似的思想：“命終已後，其彼故人及

以兵眾、无明暗力，墮於地獄，无有出期。當即惠明引己明軍、清淨眷

屬，直至明界，究竟无畏，常受快樂〔2〕。”  

2.3.2 一般回鶻文詩歌 

回鶻文文書 T II D 178在描寫了靈魂受到審判之神的審判之後，罰

入地獄的情況：“當披頭散髮、狡詐老邁的雌魔來到時，當她抓住這不

潔的靈魂，她將把它拉進黑暗的地獄，……繞著它的頭旋轉，她敲打

它，……地獄裡的眾魔抓住它（靈魂），……眾瘋魔前來，……他們用

棍棒敲打它，要鞭打它，……它祈求死亡，但是求死不得〔3〕。” 

回鶻文文書 T II D169是關於不信神之人死後靈魂的遭際的詩歌：

“…… 後，他們也將死亡；他們將全部墮入黑暗地獄。然後成千上萬

的妖魔將前來，……眾霧魔將籠罩他們，……他們（眾靈魂）將被囚

禁，……她（暗魔）坐在他的胸膛上，讓他做夢，……誤入歧途的眾靈

魂出現了，……他（正在死去者）離開其軀體……，……他的財物被扣

留，……披頭散髮、狡詐老邁的雌魔前來，……她就像夾帶著冰雹的烏

雲……，她兩乳的黑乳頭就像橛子，……烏雲滾滾從她鼻子裡冒出來，…

黑煙從她的嗓子裡噴出，……她的雙乳全是毒蛇——成千上萬的毒蛇，

就像她的四肢，它們全都纏繞扭曲，就像她的手指，它們全是毒蛇〔4〕”。

這裡描寫的顯然類似佛教中的地獄，而非象徵輪迴中的人世。 

但是，摩尼教與佛教的地獄觀有一個重要區別：佛教的地獄乃六道

                                      
〔1〕Clark, L. V. “The Manichaean Turkic Pothi-Book”,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AoF) 9 (1982), 

pp.159, 168–170, 172, 180, 182–183, 186, 195, 211, 216–218. 

〔2〕林悟殊：《摩尼教及其東漸》，素馨出版社，1997 年，頁 273。 

〔3〕Le Coq, A. von. Tü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 II, Berlin, 1919, p.12. GSR, pp.292–293. 

〔4〕Le Coq, A. von. Tü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 II, Berlin, 1919, p.10f.  GSR, pp.293. 



 

 46

霞
浦
文
書
研
究 

輪迴之一道，並無終止之日。同時，靈魂墮落地獄仍有離開地獄，輪迴

到其他道去的希望。摩尼教的教義則與此不同，地獄即黑暗王國在宇宙

末日歸於滅絕，眾魔與罪人的靈魂在大火中焚燒千年， 後一起墮落永

恆的牢獄，萬劫不復。這種教義在奈迪木（al-Nadīm）的《書目》（al-Fihrist）

中反映在惡人死後命運的描述中：“他繼續在這個世界上輪迴，直到懲

罰的時候，他被投入地獄（جھنم，jahannamu，複數-ātun）〔1〕”。 

2.4 末世論中的地獄： 
中古波斯文《沙卜拉干》 

《沙卜拉干》有些殘片上標有中古波斯文 dw bwn wzrg ‘y š’ bwhrg’n，

意為“（獻）給沙卜爾的二宗經”，漢譯時便簡略為《二宗經》〔2〕。 

現存《沙卜拉干》主要講述末世論。世界末日之際，智慧世界之神

（xrdyšhr）降臨，進行 後審判，將義人與惡人分開，場景十分類似基

督教耶穌降臨進行末日審判〔3〕。“然後他（即智慧世界之神）指定天使

們去處理那些作惡者，他們將抓住他們，把他們投入地獄（dwšwx）”。

隨著給予生命之神（zyndkr）的降臨，世界變得十分美好。然後智慧世

界之神飛升而去，死者復活，義人升天。“動物和樹木和有翼之鳥和水

生物和地上的爬蟲將從世界上消失，墮入地獄（dwšwx）”。之後，支撐

世界諸神卸任而去，天地隨之崩塌。“……王座（？）和氣候帶、山嶺

和峽谷和人工運河……和地獄（dwšwx），以及貪魔（”z）和淫欲、阿赫

裡曼（’hrmyn，即魔王）和雄魔（dyw’n）及［雌魔（drwxš’n）］、［忿

怒之魔］、巨魔（mzn’n）和大魔（’sryšt’r’n）……（當他們都）聚集在

                                      
〔1〕The Fihrist of an-Nadīm: a tenth-century survey of Muslim culture, Bayard Dodge, editor and 

translato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v.2, p.796.  Dictionary of Manichaean texts. v. II, 

Texts from Iraq and Iran : texts in Syriac, Arabic, Persian and Zoroastrian Middle Persian, edited by 

François de Blois and Nicholas Sims-Williams ; compiled by François de Blois, Erica C.D. Hunter, Dieter 

Taillieu, Turnhout : Brepols ; NSW, Australia : Ancient History Documentary Research Centre, Macquarie 

University, 2006, p.37. 

〔2〕林悟殊：《摩尼教及其東漸》，素馨出版社，1997 年，頁 211–214。 

〔3〕參閱芮傳明：《摩尼教“平等王”與“輪回”考》，載《史林》2003 年第 6 期，頁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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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擠壓進去時，他們將全部崩潰。那三道壕溝裡的毒黑與圍繞宇宙

的大火（swcyšn）將噴湧在他們身上。現在四面圍繞和保護宇宙的熊熊

大火（swcyšn ‘y xyšmyn）將燒遍北面和東面、南面和西面、（燒遍宇宙

的）高低長寬。天地宇宙在大火（swcyšn）中被焚毀，就像蠟在火（’dwr）

中被燒掉一樣。……［一千］四百六十八年他們將飽受險難、苦楚和危

厄”。在大火中受苦的作惡者將對信教者哀求，而信教者告訴他們，如

果一個人好自為之，“他就不會與阿赫裡曼和眾魔一起被囚禁在永恆的

牢獄（bn ‘y j’yd’n）裡了。……靈魂與貪魔和淫欲一起投胎在一個身軀

裡，負載著貪魔與淫欲，不擺脫它們，變得放縱與貪婪，蓄養阿赫裡曼

的創造物，每一個這樣的靈魂都將與阿赫裡曼［和］眾魔一起被囚禁在

永恆的牢獄（bn ‘y j’yd’n）中〔1〕”。 

《下部贊》中有些詩句與《沙卜拉干》的內容吻合。《讚夷數文》

說：“又是第八光明相，作導引者倚託者。一切諸佛本相貌，一切諸智

心中王。”（第16頌）指出邪教徒的命運：“一切地獄之門戶，一切輪迴

之道路，徒搖常住涅槃王，竟被焚燒囚永獄。”（第26頌）讚美夷數是“无

上明尊力中力，无上甘露智中王，普施眾生如意寶，接引離斯毒火海。

懇切悲嗥誠心啟：救苦平斷无顏面！乞以廣敷慈悲翅，令離能踃諸魔鳥”。

（第47—48頌）“懇切悲嗥誠心啟：慈父法王性命主！能救我性離災殃，

能令淨躰常歡喜”。（第79頌）《歎無常文》指出異教徒的命運是：“還被

魔王所綰攝，不遇善緣漸加濁；或入地獄或焚燒，或共諸魔囚永獄。”

（第100頌）《歎五明文》說：“其有地獄輪迴者，其有劫火及長禁，良

由不識五明身，遂即離於安樂國。”（第247頌）〔2〕 

“一切諸智心中王”“智中王”對應 xrdyšhr（智慧世界之神），“性

命主”對應 zyndkr（給予生命之神），都是指夷數（耶穌），“救苦平斷

無顏面”即指其所進行的審判。“地獄”對應 dwšwx。“焚燒”“劫火”

對應 swcyšn，指世界末日長達1468年的大火。“永獄”“長禁”對應 bn ‘y- 

                                      
〔1〕MacKenzie, D. N. “Mani’s ‘Šābhragā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42 no.3 (1979), pp.508–511, 514–521; v.43, no.2 (1980), pp.302, 304, 306, 309. 
〔2〕林悟殊：《摩尼教及其東漸》，素馨出版社，1997 年，頁 288、290、292、294、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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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d’n（永恆的牢獄）。 

2.5 結論 

摩尼教有自己獨特的地獄觀，原來的教義宣稱：佔據下方–南方的

黑暗王國就是地獄，初人出戰貪魔失利就昏倒在那裡，由淨風等救出。

貪魔造立人身，囚禁明性，淨風建造二明船，運渡善子，貪魔則造暗船，

將明性送入地獄。選民死後上升天堂，一般聽者死後進入輪迴，惡人則

墮落地獄。摩尼教在傳入佛教地區以後，受其影響，帕提亞文 nrh 就出

自梵文 naraka，在回鶻文文獻中出現了“阿鼻地獄”等詞彙，元代《冥

王聖圖》中的地獄圖景與佛畫幾無區別。其地獄觀已經具備了融入中國

民間地獄觀的基礎。 

東漢以降，中國人逐漸把東嶽泰山視為鬼魂的歸宿之地，把泰山神

視為統攝鬼魂的冥間之神。道教產生後，把東嶽大帝納入了道教神祇系

列。魏晉南北朝道教文獻中已有酆都北陰大帝治羅酆山之說，唐宋以後

民間以四川酆都山為陰王冥府所在地。地藏菩薩也傳為酆都大帝。根據

佛教的說法，地藏菩薩要在釋迦佛滅度後、彌勒佛降誕前的無佛之世留

住世間，度脫沉淪於地獄、餓鬼、畜生諸道中的眾生，發誓“地獄未空，

誓不成佛”。晚唐以後，地藏信仰上升發展，地藏統領閻羅、太山、平

等王等冥府十王。民間宗教的東嶽、道教的酆都和佛教的地藏成為中國

傳統信仰的三大地獄主宰。在福建霞浦文書中，不僅同時出現“明珠照

亮天堂路，錫杖振開地獄門”的地藏，以及目連、東嶽、十王，而且將

明教的平等大帝（源自摩尼教的平等王）與北陰鄷都元天大帝並列，呈

現出摩尼教與佛教、道教、民間宗教之地獄觀融為一體的奇觀。 

 

（原作《摩尼教“地獄”考——福建霞浦文書〈奏申牒疏科冊〉研

究之一》，載《當代海外中國研究》第1輯，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頁307–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