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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父母恩重經》 經幢
——陵縣開元二十五年經幢考

孫齊

山東大學

摘 要： 僅有拓本存世的開元二十五年山東陵縣經幢，是目前所知唯

一一件刻有 《 父母恩重經 》 的經幢。其上一同刊刻有多種唐代公文書，

並附刻 《 心經 》 和 《 父母恩重經 》。其 《 父母恩重經 》 文本是獨特的

“ 閃子本 ”，反映了該經早期版本的演變。該幢的樹立以及選擇刊刻 《 父

母恩重經 》，當與其上所刻開元二十五年褒揚割股奉親的奏敕有關，是

出於彰顯孝行的目的。此幢開啟了唐宋山東西部地區刊刻《父母恩重經》

風氣的先聲，體現了儒家孝道的在地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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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鄭雅如 《 親恩難報 —— 唐代士人的孝道實踐及其體制化 》，臺北：臺灣
大學出版中心，2014 年，第 329 頁。

2  岡部和雄撰、方廣錩譯 《〈 父母恩重經 〉 中的儒教·佛教·道教 》，《 世界宗教研
究 》1992 年第 2 期，第 20-25 頁。

3  如 S.4476 《 佛說父母恩重經 》 署乾符二年 (875)，上博 56 號 《 佛說父母恩重
經 》 署中和二載 (882)。參見曹淩 《 中國佛教疑偽經綜錄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第 358-373 頁。

4  分別為房山石經 4 洞 134 號 《 父母恩重經 》 殘石二方 ( 《 房山石經 》 第 2 冊，
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 年，第 513 頁 )；8 洞 819 號大曆四年 (769) 刻 《 佛說父母
恩重經 》( 《 房山石經 》 第 3 冊，第 340 頁 ) ； 8 洞 728 號大和五年 (831) 刻 《 佛說
父母恩重經 》( 《 房山石經 》 第 3 冊，第 389 頁 )；8 洞 737 號大和七年 (833) 刻 《 父
母恩重經 》( 《 房山石經 》 第 3 冊，第 396頁 ) 及 9 洞 180 號無年月 《 父母恩重經 》( 《 房
山石經 》 第 3 冊，第 555 頁 )。新井慧譽對於房山石經中的 《 父母恩重經 》 有一系
列研究，以上 6 方石刻分別對應其所謂房 40A、B，房 4，房 5，房 7，房 90。

《 父母恩重經 》 是最流行、傳播最廣泛的佛教 “ 偽經 ” 之一，
堪稱 “ 佛教中國化 ” 最鮮明的代表。該經作為宣揚孝道的本土撰
作經典，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其對父母恩情和苦難的極盡刻畫，淋
漓盡致地展現了子女對於父母的悔恨及報恩的情緒。這種感情人
人皆有，但傳統儒家經典卻沒有提供相應的表達和解決方式 1。
佛教傳入後，《 父母恩重經 》 彌合了輪回業報觀念理念與傳統儒家
倫理觀之間的裂縫，為普通民眾提供了新的報恩途徑 2。所以從
七世紀成書以來，此經在整個東亞地區盛行至今，有著複雜的版
本流傳、衍生過程。

《 父母恩重經 》 的早期版本，主要有寫本和石刻本兩類。寫
本現存有 100 多種，主要保存在敦煌文書、黑水城文書、日本韓
國古寫經中，其中帶有明確紀年的在九世紀後半期以後 3。石刻
本時代更早一些。最早的是四川安嶽臥佛院 59 號窟摩崖刻經 2 處，
為開元二十三年 (735) 刻；其次為房山石經中的 6 件經版 ( 含殘石 )，
時代最早者為大曆四年 (769)4。此外還有一批唐宋時代的 《 父母
恩重經 》 刻經碑，集中分佈在山東西部地區，據筆者統計有 1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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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多，紀年最早者為元和六年 (811)5。
就石刻本而言，房山石經和安嶽臥佛院刻經都是出於保存經

本或供養經寶的目的，由信眾出資鑿刻，安置於寺院或石窟之中。
而山東地區的刻經碑則多是子女為亡父母而建，立於墓地，出於
非常實際的目的，即依經所述，由造經功德救度父母，同時展示
孝行。由此而言，山東地區的 《 父母恩重經 》 刻經碑，可以說是
處於日常生活實踐中的經典脈絡。

在上述石刻之外，《 父母恩重經 》 還有經幢形製，則罕為人知。
此即山東陵縣 ( 今德州市陵城區 ) 開元二十五年 (737) 經幢。這件
經幢不僅是目前所知唯一一件 《 父母恩重經 》 經幢，也是山東地
區民間刊刻 《 父母恩重經 》 最早的實例，對於理解 《 父母恩重經 》

的接受和傳播，具有重要價值。

一、陵縣經幢的復原

這件經幢在晚清時始見著錄。法偉堂 (1843-1907)《 山左訪碑
錄 》 卷一 《 濟南府 》 著錄陵縣有 “ 唐 《 父母恩重經 》 幢 ”， 稱 “ 正書。
《 經 》 一卷，又 《 心經 》 一卷。又武德元年 (618) 及開元二十五年
敕及奏表 ”6。葉昌熾 (1849-1917)《 幢目 》 著錄作 “《 多心經 》《 父
母恩重經 》 幢 ”，稱 “ 前有武德元年五月廿三日賜東鄉同安敕、
開元廿五年十一月申割股奏 ”7。繆荃孫 (1844-1919)《 藝風堂金石
文字目 》 卷五則著錄作 “ 臨清郡君夏侯婆表謝並經幢 ”，稱 “ 八

5  參見孫齊 《 正統與異端之間：中古魯西南 “ 亞文化 ” 三題 》，第十三屆中國中
古史青年學者聯誼會會議論文，2022 年。

6  法偉堂 《 山左訪碑錄 》 卷一，《 石刻史料新編 》 第 2 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79 年，第 12 冊，第 9064 頁上欄。

7  葉昌熾 《 幢目 》，《 國立北平圖書館月刊 》 第 3 卷第 3 號，1929 年，第 3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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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刻，先 《 經 》 後表，行書。開元廿五年十一月廿四日。在山東
陵縣 ”8。其後則無聞，今已亡佚 9。

在錄文方面，管見所及，衹有陸心源 (1834-1894)《 唐文續拾 》

對此幢武德元年公文部分作了錄文，分見於卷一唐高祖李淵 《 賜
東鄉同安敕 》《 又勅 》《 批答東鄉同安妻夏侯氏謝賜葬表 》、東鄉
同安 《 辭疾表 》《 謝賜表 》 及卷七夏侯氏 《 謝禮葬東鄉將軍表 》，
割裂為 6 則錄文，出處記為 “ 石刻 ”10。至於經幢整體，以及所刻
公文的具體面目如何，此前無從得知。

所幸繆荃孫所藏拓本今存北京大學圖書館，共計 8 張 ( 面 )11。
現存拓片每面高約 80 釐米，寬約 20 釐米，文字尚清晰可讀。如
清代金石學家的描述，此件經幢刊有 4 種不同性質的文本。其中
3 面刻 《 心經 》 及 《 父母恩重經 》 經文，另 5 面則為武德元年唐
高祖敕並相關奏表及開元二十五年關於割股療親的奏表。由於拓
片本身並沒有標明順序，除了其中 3 面刻經部分可以比較容易連
續起來外，另外 5 面公文書部分，因為殘斷過甚，很難通過文義
確定前後順序。因此，筆者轉而依靠拓片所見石花和裂紋的連續
關係，判定 8 面拓片的編連順序如下：

8   繆荃孫 《 繆荃孫全集·金石 》，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 年，第 1 冊，第 148 頁。
9  1917 年，日本學者松本文三郎曾在中國遊歷，後據見聞撰為 《 支那仏教

遺物 》 一書，其中也提到這件開元廿五年石幢，但似據葉氏 《 語石 》 石經部分
轉述，非曾見實物。見松本文三郎 《 支那仏教遺物 》，東京：大鐙閣，1919 年，
第 241 頁。

10  陸心源 《 唐文續拾 》，收入董誥等編 《 全唐文 》，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第 11182、11185、11256 頁。韓理洲據 《 唐文續拾 》 轉錄李淵文三首。見韓理州 《 唐
高祖文集輯校編年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 年，第 41-42、322、323 頁。

11  參見孫貫文編著 《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歷代石刻拓本草目 》，太原：三晉出版社，
2020 年，第 8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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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①②③④面為武德年間唐高祖李淵與東鄉同安及其妻
夏侯氏的多件敕書表奏往來。第⑤面為開元二十五年關於割股療
親的奏表。第⑥⑦⑧面則連續刊刻 《 心經 》 和 《 父母恩重經 》 經
文 ( 全部錄文見本文附錄 )。

從經文殘斷情況來看，這件經幢拓片僅是原石殘存的下半部
分，至少同等篇幅的上半截石塊已斷裂不存，缺失了很多關鍵性
的信息。目前造幢題記，僅第⑤面最後一行殘存 “……眷屬，法界
蒼生，同沾斯福 ” 等字，以及第⑧面最後一行殘存 “ 惠光、凈凝、
禪光……王記 ” 等人題名，具體的建幢日期和造立人信息不得而
知。不過，既然此題記刻在開元廿五年奏表之後，建幢年月當
距此不遠，或即因此奏表而發起。因此，將此幢定為開元廿五年
十一月廿四日之後不久建立，當無大誤。

二、經幢附刻的唐代公文書

陵縣經幢有一個特殊之處，即其中五面刻有兩組唐代公文。
雖然在經幢上多有刻公文書的例子，但一般是在宋代以後附刻敕

⑧ ⑦ ⑥ ⑤ ④ ③ ②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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牒 12，唐代的例子很不多見。而且陵縣經幢所刻公文不見於其他
材料，不僅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對於我們理解陵縣經幢的興建
也有關鍵的意義。

( 一 ) 與東鄉同安有關的公文

經幢第①至④面為唐高祖李淵與德州遊擊將軍東鄉同安及其
妻夏侯氏的多次敕書表奏往來。東鄉同安其人，史籍不載 13。公
文中稱其為 “ 德州遊擊將軍 ”，可能即是德州人。經幢所在之陵縣，
唐代為安德縣，為德州州治。此地在隋開皇三年 (583) 至大業三年
(607) 間稱德州，此後罷州為平原郡，武德四年平定竇建德之後復
置德州 14。這束公文末署 “ 武德元年五月廿一日  內侍王波利宣 ”15，
李淵於此年五月二十日稱帝，次日即讓內侍王波利向東鄉同安宣佈
口敕 16，並攜帶 “ 敕書及賜物等 ”，令其 “□薄統兵馬山東、河南、
河北討逐逆賊 ”，並提到 “ 随 ( 隋 ) 帝在日早與朕論及卿 ”，可見
東鄉同安在隋代即以軍功才能聞名。

前已言及，學界對於此幢的關注，主要依據陸心源 《 唐文續
拾 》 的錄文。陸氏將這部分內容割裂為 6 則，分散在不同卷中，

12  如濟南長清四禪寺宋熙寧二年 (1069) 經幢。參見呂承佳 《 山東地區的經幢 》，
《 文物建築 》 第 11 輯，2018 年，第 79-80 頁。

13  東鄉為複姓，山東高密有此姓。南朝梁賈執 《 姓氏英賢譜 》 提到 “ 漢有並州
護軍東鄉子琴，高密人”，《 廣韻 》 引稱 “ 今高密有東鄉姓 ”。參見陳鵬 《 賈執 〈 姓
氏英賢譜 〉 輯考 》，《 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 》2018 年第 1 期，第 116 頁。

14  李吉甫 《 元和郡縣圖志 》 卷十七 《 河北道二·德州 》，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第 494 頁。

15  據明 《 石墨鐫華 》 卷二題跋所記，昭陵有 《 唐左監將軍王君碑 》，據考即唐
初宦官王濤 ( 字波利 ) 之碑。此碑今佚，《 石墨鐫華 》 記碑文殘有 “ 武德九年授內
侍 ” 等字。與陵縣經幢所記矛盾。因而黃樓懷疑 《 唐文續拾 》 錄文為 “ 九年 ” 之誤。
見黃樓 《 陪葬昭陵的兩位宦官將軍考略 —— 兼論初唐宦官的來源及其影響 》，《 出
土文獻研究 》 第 20 輯，2021 年，第 569-572 頁。今審拓片，所刻為 “ 元年 ” 無疑，
或許明人所見殘碑釋讀有誤。

16  參見中村裕一 《 隋唐王言の研究 》，東京：汲古書院，2003 年，第 274-2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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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依照經幢原本順序排列。韓理州先生對其中 4 則之間的關係
作了梳理，認為其內容是說東鄉同安曾率兵出討山東、河南、河北，
“ 因赴射跳坑，馬倒損腳 ”，但朝廷仍令其出征。東鄉同安命其子
詣闕陳奏 《 辭疾表 》，李淵不許，發 《 賜東鄉同安敕 》。同安遵命，
李淵又下 《 又敕 》，並遣內侍賜物，同安再上 《 謝賜表 》17。黃慶
豐亦同意這一順序，並指出此後東鄉同安亡故，其妻夏侯氏上 《 謝
禮葬東鄉將軍表 》，李淵則回以 《 批答東鄉同安妻夏侯氏謝賜葬
表 》18。

以上梳理於情理非常順暢。但從我們對經幢的復原看，陸心
源的錄文並不完整，至少缺失了李淵 “ 敕賜夏侯婆臨清郡君，將
軍公表謝 ” 等情節。另外，經幢中這束公文的刊刻順序比較混亂，
並不是按照時間順序排列。由於缺失內容太多，其中緣由已經不
好推測。

( 二 ) 關於割股奉親的奏敕

經幢第⑤面所刻為開元二十五年關於割股療親的奏狀及敕旨：

……□股肉療母疾得愈，其瘡周圓玖寸，深欲至骨。

/……□今一十餘年，諸藥不救。詢諸方驗，要人肉食之

可差。其人忻然割股，密令 /……情深。謹以狀陳，伏

希申奏者。臣准狀差官檢得狀與縣申同。/……天恩，以

書國史。勑旨 ：依奏。開元廿五年十一月廿四□日 /

這件奏敕未見它載。其大概內容是說，某地有人母親患瘡，

17  韓理州 《 唐高祖文集輯校編年 》，第 41-42 頁。
18  黃慶豐 《〈 全唐文 〉 公文研究 》，南京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7 年，第 36-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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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餘年不能痊癒，根據醫方知此病需食人肉纔能痊癒，故此人割
剜股肉，救治其母。當地縣官以此狀申於上司 ( 應為州府長官 )，
希望能將這件孝行奏聞皇帝。上司差使官吏去地方查驗其事無誤，
故請皇帝加以褒揚，並載入“ 國史 ”19。唐玄宗批復同意。

割股奉親的風氣，確實在開元年間開始盛行。《 新唐書·孝友
傳 》 稱：

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

民間以父母疾，多刲股肉而進。又有京兆張阿九、趙言，

奉天趙正言、滑清泌，羽林飛騎啖榮祿，鄭縣吳孝友，

華陰尹義華，潞州張光玼，解縣南鍛，河東李忠孝、韓

放，鄢陵任客奴，絳縣張子英，平原楊仙朝，樂工段日

昇，河東將陳涉，襄陽馮子，城固雍孫八，虞鄉張抱玉、

骨英秀，榆次馮秀誠，封丘楊嵩珪、劉皓，清池朱庭玉、

弟庭金，繁昌朱 ，歙縣黃芮，左千牛薛鋒及河陽劉士約，

或給帛，或旌表門閭，皆名在國史。20 

陳藏器事，《 冊府元龜 》 卷一四〇 《 帝王部·旌表四 》 注稱 “ 開
元末 ”，北宋龔穎 《 運曆圖 》 及錢易 《 南部新書 》 等則作 “ 開元
二十七年 ”21。史料所見割股奉親的案例在武則天時期就已經出現，

19  關於唐代旌表孝義的程式等問題，可參樓勁 《 證聖元年敕與南北朝至唐代的
旌表孝義之制 —— 兼論 S.1344 號敦煌殘卷的定名問題 》，《 浙江學刊 》2014 年第 1
期，第 11-29 頁。

20  歐陽修等編 《 新唐書 》 卷一九五 《 孝友傳 》，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第
5577 頁。

21  王欽若等編 《 册府元龜 》 卷一四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 年，第 1562 頁；
智園 《 涅盤經疏三德指歸 》 卷一二引 《 運曆 》，《 卍續藏經 》 編號 662，第 37 冊，
第 662 頁中欄第 12 行至 14 行；錢易 《 南部新書 》，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第
1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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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開元年間纔有了將之定為孝行尤異並大加褒獎的政策 22。此
後割股奉親蔚然成風，不僅成為官方旌表孝行的標準，更與孝
順父母直接聯繫在一起。以至於敦煌本 《 妙法蓮花經講經文 》

稱：“ 如人父母疾重，雖申藥餌，不如割股供養等。我等生身父母，
恩德殊難莽魯。雖然藥餌醫治，孝順不如割股。”23 

那麽，陵縣經幢這件開元二十五年奏敕中佚名的主人公，既
然載入了國史，會不會湊巧就在 《 新唐書·孝友傳 》 所列 29人之中？
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孝友傳 》 所列的頭二人京兆張阿九、趙言，
據 《 冊府元龜 》，褒賞事在開元二十五年五月己亥 24。下一人奉
天趙正言，則是天寶四載二月事 25。時代均不相符。《 孝友傳 》

所列，並非唐代褒賞割股的全部事例。敦煌 P.3680V 《 孝子傳 》

所載開元廿三年河陽王武子事蹟 26，也是 “ 仍編國史 ”，但不見
於 《 孝友傳 》。令狐楚關於太原府王士昊、馮秀誠割股奉母的奏
狀，也衹有後者見載 《 孝友傳 》27。所以，我們推測經幢所刻開元
二十五年十一月的這一敕旨，應當是德州當地發生的事蹟，此件經
幢的建立很可能與這道敕旨有關。該幢之所以附刻 《 父母恩重經 》，
也與這道敕旨所展示的孝行具有同樣的意義。

22  參于賡哲 《 割股奉親緣起的社會背景考察 —— 以唐代為中心 》，《 史學月刊 》
2006 年第 2 期，第 87-95 頁。

23  黃征、張湧泉校注 《 敦煌變文校注 》，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第 723 頁。
24  王欽若等編 《 冊府元龜 》 卷一三九 《 帝王部·旌表三 》，第 1550 頁。
25  王欽若等編 《 冊府元龜 》 卷一三九 《 帝王部·旌表三 》，第 1550 頁。
26  P.3680V 《 孝子傳 》，《 法藏西域敦煌文獻 》 第 2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第 302 頁。
27  令狐楚：《 奏百姓王士昊割股狀 》，董浩等編 《 全唐文 》 卷五四二，北京：中

華書局，1983 年，第 5504-55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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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幢的刻經部分

八世紀前後，建立經幢作為一種新型佛教興福方式蔚然興起，
逐漸成為最流行的佛教石刻形式 28。經幢的普及化，與唐高宗朝
《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 的譯出和流行有密切聯繫，尊勝陀羅尼經
幢是唐代最常見的經幢形式。玄宗朝之後也開始出現 《 心經 》《 金
剛經 》 經幢，此外合刻多種佛經的經幢也有很多例子 29。《 心經 》

由於篇幅短小，所以常與其他經典合刻。陵縣經幢即是將 《 心經 》

與 《 父母恩重經 》 合刻 30。
陵縣經幢先刻 《 心經 》，尾題 “《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 一卷 ”，

所刻即最通行的玄奘譯本，此不贅述。而其所刻 《 父母恩重經 》

版本卻有其特點。據孫修身等學者的研究，《 父母恩重經 》 的最早
版本中包含丁蘭等孝子故事，智昇 《 開元釋教錄 》 因此將其列入
“ 疑惑再譯錄 ”，稱 “ 經引丁蘭、董黯、郭巨等，故知人造 ”。學
界將這一版本稱為 “ 丁蘭本 ” ( 或 “ 全本 ”)。之後可能是為了回應
智昇的指責，故對孝子故事進行削刪，由此出現了 “ 刪略本 ” ( 或
“ 古本 ”)31。目前所知的房山石經經版和安嶽臥佛院所刻，基本都
屬於刪略本。丁蘭本石刻非常罕見，衹有開元二十三年安嶽臥佛
院摩崖刻經及房山石經 4 洞 134 號殘石 B，被學者認為是介於丁

28  參見葉昌熾撰，柯昌泗評 《 語石·語石異同評 》，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
第 268 頁；嚴娟英 《 盛唐玄宗朝佛教藝術的轉變 》，《 鏡花水月：中國古代美術考
古與佛教藝術的探討 》，臺北：石頭出版公司，2016 年，第 127-206 頁；劉淑芬 《 中
國佛教政策與社邑的轉型 》，《 唐研究 》 第 13 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
第 233-291 頁。

29  參見劉淑芬 《 滅罪與度亡：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之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8 年，第 66-85 頁。

30  類似的，房山石經 8 洞 819 號及 9 洞 180 號兩方 《 父母恩重經 》 經版，也都
是與 《 心經 》 等經典合刻一面。

31  參孫修身 《〈 佛說報父母恩重經 〉 版本研究 》，收於敦煌研究院編 《 段文傑敦
煌研究五十年紀念文集 》，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96 年，第 239-2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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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本和刪略本之間的版本 32。為瞭解陵縣經幢 《 父母恩重經 》 文
本的性質，我們將相關版本中的關鍵文句對照如下：

丁蘭本 刪略本
安嶽

臥佛院
房山

殘石 B
陵縣經幢

但父母至於行來，
東西鄰里，井灶
碓磨，不時還家。
我兒家中啼哭憶
母，母即心驚，
兩乳汁出，即知
家中我兒憶我，
即得還家。

但父母至
於行來，
東西鄰
里，井灶
碓磨，不
時還家。
我兒家
中啼哭憶
我，即來
還家。

但父母至
於行來，
東西鄰里，
井灶碓磨，
時不還家，
母即心驚，
兩乳汁出，
即知我兒
憶我，即
來還家。

( 闕 ) ……西鄰里，
井灶碓磨，
不時還家。
若兒家中啼
哭憶母，母
即心□驚，□兩
乳汁出，即
知家中我兒
憶我，急□
還家……

昔丁蘭木母，川
靈感應；孝順董
黯，生義之報德；
郭巨至孝，天賜
黃金。迦夷國王，
入山射獵，挽弓
射鹿，誤傷閃胸。
二父母仰天悲㘁，
由是至孝，諸天
下藥塗創，閃子

無 無 ( 前闕 )

國王入
山射獵，
挽弓射
( 中闕 )

更□父
母開 ( 後
闕 )

汝初小時，
非吾不長，
但吾生汝，
不如本無。
佛告阿難：
我昔為迦夷
國王，入山
( 後闕 )

32  孫修身前揭文及新井慧譽 《 房山石経の 〈 父母恩重経 〉 の 〈 丁蘭本 〉 新資料 ( 房
40B) について 》，《 二松學舍大學東洋學研究所集刊 》 第 33 號，2003 年，第 95-
10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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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活，父母眼開，
明睹日月。不慈
不孝，天不感應。
人之孝順，百行
為本，外書內經，
明文成記。

在這些版本中，相對於最早的丁蘭本，刪略本主要刪除了
兩處情節：一是丁蘭等人的孝子故事，二是關於母親憶兒 “ 兩乳
汁出 ” 的描寫。這兩處情節在後來演化出的更多版本中，都未再
出現。而安嶽臥佛院摩崖、房山石經殘石 B 以及陵縣經幢三種
石刻，都或多或少保存了一些這些後來完全刪去的部分，可以被
認為是處於丁蘭本和刪略本的過渡版本。其中安嶽臥佛院本最
接近刪略本的狀態，僅保存了一點母親 “ 兩乳汁出 ” 的情節。房
山殘石本和陵縣經幢本不僅保存了這一情節，且未完全刪除孝
子故事，而是保留了其中迦夷國王誤傷閃子的部分。房山殘石
本文字殘存太少，我們可根據陵縣經幢的行字數，參照丁蘭本，
將此數行復原為：

……佛告阿難 ：我昔為迦夷國王，入山 / 射獵，挽

弓射鹿，悟傷閃胸，閃之父母，仰天悲歎，由閃之孝，

諸天下藥，塗其瘡上，閃子還活，父母眼開，明睹日月。

佛告阿難 ：若善男子、善女人，能為父母受持讀誦 《 父

母恩重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 一句一偈，一徑耳目者，

/ 所有五逆重罪，悉得消滅，永盡無餘，常得見佛聞法，

速得解脫。阿難從座而起，偏袒右肩，長跪合掌，前白

佛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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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這一版本刪去了丁蘭、董黯、郭巨的事蹟和後面
關於 “ 外書內經 ” 記載孝行的說法，而直接以 “ 佛告阿難 ” 的形
式，保留下源出佛經的閃子 ( 睒子，Syama) 故事 33。如此處理之
後，僅存的閃子故事雖是佛教內容，但於前後文義頗顯突兀，後
來的刪略本將之刪去也是很自然的。

總之，陵縣經幢所刻 《 父母恩重經 》 是處在最早的丁蘭本
和後來流行的刪略本之間的過渡版本，其時代要比開元二十三年
安嶽臥佛院本更為原始，可能是開元十八年 《 開元釋教錄 》 將此
經判為偽經之後最早的改寫版本。與此接近的還有房山石經 4 洞
134 號殘石 B。我們可以借用新井慧譽的提法，將這一特殊版本
稱為 “ 閃子本 ”34。

結語

以上，我們借助拓片復原了開元二十五年陵縣經幢的內容，
並對其中的一些問題作了初步探討。這件經幢的獨特性有如下幾點：
( 一 ) 這是目前所知唯一一件刻有 《 父母恩重經 》 的經幢；( 二 ) 其
上刊刻有多種唐代奏敕等公文；( 三 ) 其上所刻 《 父母恩重經 》 是
獨特的 “ 閃子本 ”。我們推測，該幢的樹立以及選擇刊刻 《 父母
恩重經 》，應當與其上所刻開元二十五年褒揚割股奉親的奏敕有
關，是出於彰揚孝行的目的。

以修建經幢來展示孝行，在中晚唐以後已成為民間固定的風
俗，不過一般刊刻的是 《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如宋至和三年 《 呂
氏墓幢 》 所言：“ 世傳西方之教，有可以除苦於泉下，薦福於來世

33  見於 ( 三國·吳 ) 康僧會譯 《 六度集經 》 和聖堅譯 《 佛說睒子經 》 等佛經。
34  新井慧譽 《 房山石経の 〈 父母恩重経 〉 の 〈 丁蘭本 〉 新資料 ( 房 40B) について 》，

第 95-10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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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吳格、陳紅彥主編 《 金石學稿鈔本集成 ( 三編 )》 第 20 冊，上海：上海書畫
出版社，2019 年，第 29 頁。

36  董誥等編 《 全唐文 》 卷九八九，第 10237 頁；吴鋼主編 《 全唐文補遺 》 第七
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 年，第 40 頁。

37  岡部和雄 《〈 父母恩重經 〉 中的儒教·佛教·道教 》，第 21 頁。
38  徐復觀 《 中國孝道思想的形成、演變及其在歷史中的諸問題 》，《 中國思想

史論集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年，第 131 頁。

之說。就其中則所謂 《 尊勝經 》 者，其說報效尤著。故自有唐，
士大夫家既葬，往往勒其文於幢石，植之墓側。逮今數百年間，
風俗相尚，固未始易也。”35 不過在唐宋山東地區，最流行的卻不
是 《 尊勝陀羅尼經 》 經幢，而是刻立 《 父母恩重經 》 碑。陵縣經
幢可以說是這一地方風氣最早的實例。

我們還可以看到，強調孝行並渴求報恩，已經成為八世紀山
東西部地區佛教造像的共同主題。金鄉唐長安二年 (702) 李弼徽
造像碑稱 “ 孝心而至，純德冥符，追惟顧復之恩，願假菩提之力。
謹為亡考見存母鐫碑像一龕 ”；微山唐開元十四年譚同慶造像碑稱
“ 里門遒豪，鄉閭領袖，戀劬勞之厚報，思罔極而深恩，悲父早遷，
哀號發願，遂投三寶，便乞十方，敬造浮圖八棱九級、彌陀像一
鋪 ”36。對於 “ 報父母之深恩 ” 來說，《 父母恩重經 》 顯然要比其
他經典更加對口而有效。正如岡部和雄所言：“ 體現在 《 父母恩重
經 》 中的，決不是統治階級、貴族、士大夫的生活。……經中詳
細描寫了那些每天緊張勞動、好不容易纔得以維持生活之人的生
活感情 ”，沒有其他經書更能 “ 觸動處於社會底層的人們心中的心
弦 ”37。也正是在這一時期，通過刊刻 《 父母恩重經 》 來展示孝行，
開始成為魯西地區長盛不衰的地方傳統，一直延續了四百多年。

徐復觀先生說：“ 以儒家為正統的中國文化，其最高的理念是
仁，而最有社會生活實踐意義的卻是孝。”38 但是，儒家禮制講究
的是節制。無論是日常生活，還是送終悼亡，儒家禮制都反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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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感情表達。但是禮制所推崇的情感內斂，會壓抑人的自然感
情。從中古時期開始，隨著儒家倫理向基層社會的滲透，孝行的
表達也逐漸開始走向極端化，“ 過禮 ” 成為孝行的標誌 39。這毋寧
說是庶民階層對儒家禮制的改造。尤其是在佛教傳入之後，業報
輪回和天堂地獄觀念，極大拓展了普通民眾理解世界苦難的視域。
相應的，孝行的表達與實踐也被提升到新的極限。越是山高海深
的恩情，越需要粉身碎骨的酬報。這種程度的還報關係，是儒家
禮制的空白，卻成為佛教觀念的擅場。就此而言，割股奉親和 《 父
母恩重經 》 是一致的：它們一則以自殘、自虐的行為來實踐孝道，
一則以贖罪、懺悔的表達來抒發孝思，其實都是一種空前 “ 過禮 ”

的孝道實踐，雖然具有佛教的內涵和影響，但實質上仍是對本土
孝道倫理的鞏固。從這一意義上說，陵縣經幢所反映的，正是佛
教影響下庶民階層的孝道在地實踐。

  

附錄：陵縣經幢復原錄文

第 1 面
                                                                                   

□ 寶 帶 二 襲 攝 左 金 吾 衞 大 將 軍 者 澤 自         天 來 恩 從 地 出 /
                                                                                   

然 臣 生 居 山 東 □ □ □ □ □ □ □ □ 射 曾 不 習 文 烏 鳥 銜 恩 犬 馬 /
                                                                                       

光 曲照        聖渥□ □ □ □ □ □ □ □ □ □□ □ □ 陛 下 迴 賜 有 功 之 /

惶 誠 恐 死 罪 死 罪 □ … … … … … … 東 鄉 同 安 上 表 /

39  參見南愷時著、戴衛紅譯 《 中古中國的孝子和社會秩序 》，北京：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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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假 卿 号 以 示 寵 光 以 卿 □ □ □ 軍 轉 □ □ 賜 卿 以 美 人 以 卿 □ /

第 2 面

□ 斷 表    敕 賜 夏 侯 婆 臨 清 郡 君 將 軍 公 表 謝    勑 曰 主 貴 /

所 謝 知    敕 賜 將 軍 公 葬 訖 夏 侯 婆 表 謝 妾 夏 侯 言 伏 奉 今 /

□□夫懷慕□及亂綵者妾奉    命取今 十月十一日禮葬訖禮 光逾舊 /

□□□□之仁妾之塵微何幸今日未亡妾夏侯謹奉表陳謝以聞死罪謹言 /

□□賞未稱朕懷然生乃有功殁無□贈情既念往將以飾終所謝知    勑 /

□ □ □ □ 主 爵    將 軍 東 鄉 同 安 妻 夏 侯 氏 可 臨 清 郡 君 勑 旨 依 奏 /

第 3 面

月七 日    勑 令 臣 薄 統 兵 馬 山 東 河 南 河 北 討 逐 逆 賊 者 臣 智 昏 菽 /

□ 日 因 赴 射 跳 坑 馬 倒 損 腳 今 見 抱 疾 死 生 莫 分 臣 雖 塵 微 不 敢 恡 /

聖 恩 察 臣 愚 懇 謹 使 男 道 奉 表 詣    闕 以 聞 臣 同 安 誠 惶 誠 恐 頓 首 /

日 德 州 遊 擊 將 軍 臣 東 鄉 同 安 上 表        随 帝 在 日 早 與 朕 論 及 卿 /

□ 故 特 命 卿 勿 以 為 辭 稱 疾 不 往 與 朕 臥 將 其 亦 可 焉 至 廿 五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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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面

比 行 □ 亂 □ □ □ □ 淪 䧟 者 多 莫 不 同 惡 相 趨 望 風 翻 叛 士 庶 /

將 軍 以 □ 立 身 以 忠 奉 國 招 集 黎 庶 召 募 驍 雄 運 彼 謨 謀 奮 茲 /

地夷險不擾始終若一朕攬茂勣嘉尙良深    軍人受命出征恭 行天罰 /

兵馬者    恩勅今已發遣訖并有    勑書及賜物等所薄軍人好加慰撫 /

白          東鄉將軍□□      武 德元年五月廿三日 /

□取                  武德元年五月廿一日    內侍王波利宣 /

第 5 面

□ 股 肉 療 母 疾 得 愈 其 瘡 周 圓 玖 寸 深 欲 至 骨 /

□今一十餘年諸藥不救詢諸方驗要人肉食之可差其人忻然割股密令 /

情 深 謹以 狀 陳伏 希申奏 者臣准 狀 差官檢 得 狀 與 縣申同 /

天 恩 以 書 國 史    勑 旨 依 奏    開 元 廿 五 年 十 一月廿 四 日 /

眷屬法界蒼生同霑斯福 /
 

第 6 面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
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不生不滅不
垢不淨不增不減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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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
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
無得已無所得故菩 /
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
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
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 /
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
揭帝揭帝 般羅揭諦 般羅僧揭諦 菩提莎婆呵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卷 /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菩薩摩訶薩及聲聞眷屬俱
亦與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諸天人民及龍鬼神皆來集會一心
聽佛說法 /
瞻仰尊顏目不暫捨佛言人生在世父母為親非父不生非母不育是以寄託
母胎懷身十月歲滿月充母子俱顯出墮草上父母養育臥則蘭車父母懷抱
和和弄聲含笑未語飢時須食非 /

 

第 7 面

母不哺渴時須飲非母不乳母中飢時吞苦吐甘推乾就濕非義不親非母不養
慈母養兒去離蘭車十指甲中食子不凈各有八斛四升計論母恩昊天罔極嗚
呼父母云何可報阿難白佛言世尊父母云何可 /
報其恩唯願說之佛告阿難汝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父母之恩昊
天罔極云何可報若有孝順慈子能為父母作福造經或以七月十五日能造佛
槃名盂蘭盆獻佛得果能報父母之恩若 /
復有人書寫此經流布世人受持讀誦當知此人報父母恩父母云何可報但父
母至於行來東西鄰里井竈碓磨不時還家若兒家中啼哭憶母母即心驚兩乳
汁出即知家中我兒憶我急□還家兒遙見 /
我來或在蘭車搖頭弄腦或復曳腹隨行嗚呼向母母為其子曲身下就長舒兩
手拂拭塵土嗚和其口開懷出乳與之母見兒歡兒見母喜二情恩悲親愛慈重
莫復過是二歲三歲弄意始行於其食時非母 /
不知父母行來值他座席或得餅肉不噉輟味懷挾來歸向其與子十來九得恒
常歡喜一過不得憍啼佯哭憍子不孝人必五謫孝子不憍必有慈順遂至長大
朋友交遊梳頭摩髮欲得好衣覆蓋身體弊衣破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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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自著新好綿帛先與其子至於行來官私急疾傾心南北逐子東西橫上其
頭既索妻婦得他子女父母轉疏私房屋室共相語樂父母年高氣力衰老終朝
至暮不來借問或復父孤母寡獨守空房 /

 

第 8 面

猶如客人寄止他舍常無恩愛復無濡被寒苦辛厄難遭之甚年老色衰多饒
蟣虱夙夜不臥長吟嘆息何罪宿愆生此惡子或時喚呼瞋目驚怒婦兒罵詈
低頭含笑妻復不孝子復五摘夫 /
妻和合同作五逆彼時喚呼急疾取使十喚九違盡不從順罵詈瞋恚不如
早死強在地上父母聞之悲哭懊惱流淚雙下啼哭目腫汝初小時非吾不長
但吾生汝不如本無    佛告阿難我昔為迦夷國王入山 /
射獵挽弓射鹿悟傷閃胸閃之父母仰天悲歎由閃之孝諸天下藥塗其瘡上
閃子還活父母眼開明睹日月   佛告阿難若善男子善女人能為父母受持
讀誦父母恩重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一句一偈一逕耳目者所 /
有五逆重罪悉得消滅永盡無餘常得見佛聞法速得解脫阿難從座而起
偏袒右肩長跪合掌前白佛言世尊此經當何名云何奉持   佛告阿難此經
名父母恩重經若有眾生能為父母作福造經燒香 /
請佛禮拜供養三寶或飲食眾僧當知是人能報父母其恩帝釋梵王諸天
人民一切眾生聞經歡喜發菩薩心㘁哭動地淚下如雨五體投地信受頂
禮佛足歡喜奉行    父母恩重□□□□□□經一卷 /

  惠 光       凈 凝       禪 光 
王 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