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宗教与西部边疆研究·

跨区域流播, 多民族交流与地方性变体
———历史文本视野下的萨迦派护法神 “宝帐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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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本文在大量文献解读的基础上,结合民间口头资料,对萨迦派宝帐护法神的历史渊源、
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同时也对该护法神在不同时间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神格、造像形态、社会功能及

其修供仪轨作了分析和研究,以期能够从传承、文本、仪式、神格等多角度、多层次完整地呈现宝帐

怙主的信仰流变图景。透过宝帐怙主信仰的流变过程,也可以窥见印、藏、汉、蒙多文化交流、文化

共享的历史事实。
当增吉,民族学博士,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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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护法神是藏传佛教庞大、复杂的神明体系中

数目最为繁多的神明,不管是作为共同尊奉的佛

教总护法,还是作为保障一方的地方神明,透过

护法神这一神圣符号在不同国度、不同地方、民

族的差异化的表述和叙事,我们可以捕捉到这些

共享的神灵背后蕴含的深厚的历史、社会、文化

信息,以及同一个神灵在跨区域流播过程中呈现

出的一些地方性变体。关于藏区护法神的由来,
佛经已经有了记载,《西藏王统记》中叙述了护

法神之始源于观世音菩萨在无量光佛前的一次发

愿起誓:我将度脱三界六道一切有情,登于安

乐。特与雪域藏土一切有情,务将度其登于安乐

之道。我为度诸难化众生,直至尚未悉趋解脱道

前,纵极劳顿,亦不于刹那顷生恬静想。若或生

之,我当头裂如阿扎迦苞,碎为十片。我身亦当

如莲瓣,碎为千片。①目睹在六道苦海中的世人

周而复始、无穷无尽的轮回后,菩萨度尽众生的

决心在刹那动摇之际,身裂千片。虽然无量光佛

化现,用神力将碎片重新聚合为十一面千手千眼

观世音,但为救度浊世众生的观世音心愿未了,
于是自心间放出蓝色的 “”字,显现六臂大黑

天怙主 ( )来满足有情众生之愿,随之

又出现诸佛加持的夜叉 ( )、阎罗 ( )、
罗刹 ( )、魔鬼 ( )、妖女 ( )等来助

怙主共同护法。②可见在佛教经典中,大黑天是

最初的护法神,是观世音菩萨悲心的忿像化身。
但从诸多史料记载来看,普遍认为护法神是在莲

花生大师降服藏地的妖魔鬼怪立誓护卫佛法后出

现的,在这些被驯服的佛教的守卫者和护持者

中,大多数为藏族本土的原始神灵。
所谓护法神是指负责护卫佛法免受妖魔袭

扰,维护佛教教义的完善的神灵,一般现怒相,
手持兵器、脚踩佛法之敌。③虽然护法神的外相

多恐怖威猛,但佛教徒认为,护法神正是要靠这

些恐怖之相来协助修行之人降伏战胜内外修持障

碍,特别是内在的心魔,因为降伏内心的障碍远

比外在的障碍更为重要。“降服”和 “驯化”是

护法神一个显著的目的,尤其是来自印度的这些

外来的、“陌生的”护法神被迎请到西藏,通常

呈现的是一个驯服当地的过程。这些护法神具有

印度密教的显著特征,源自毗卢匝那佛 (亦称大

日如来, )传授而来的密宗,吸收印

度南部民间信仰中的 “诸天鬼神”作为佛教的保

护神,且非常重视对护法神的供修传承、真言密

咒、供修仪轨、修习次第等。佛教传入西藏后,
印度的密宗也逐渐 “在地化”,在完整地保留了

印度密宗四部 (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

部)修习形态的基础上,藏传佛教提倡在修习上

要显密双修,先显后密,具有浓郁的西藏本土

特色。



藏传佛教中的护法神种类繁多,既有显宗

也有密宗的神灵。藏传佛教的护法神在藏语中

称为 ,通常分为出世间护法

( )和世间护法 ( )两

种。出世间护法指具有超大神力,且出离了六道

轮回的高级神灵,比如大黑天 ( )、吉祥天

母 ( )等,多源于外来的印度婆罗门教

和印度教,也有些护法神是自愿发心护持佛法;
而世间护法神则是指仍和有情众生居住在今世间

的神灵,如阿尼玛卿山神 ( )、乃琼护法
( )等,大部分的神灵需要通过神巫之口

传达其意志。④世间护法神多为藏族本土的 “地
方神灵”,也有来自汉地、蒙古等民间信仰的神

灵,总的来说这种世间和出世间的区别,也从另

一个角度显示出了二者的不同宗教等级。显然,
世间护法神由于至今仍受业力约束,在藏传佛教

中地位较低。藏传佛教各教派既有共同尊崇的护

法神,也有依据自己教派的发展历史及不同的因

缘关系而各自倚重的护法神,如格鲁派较倚重阎

罗法王 ( 文殊菩萨的化身),噶举派

尊崇黑袍护法 ( ),而萨迦派最为仰仗

供拜的 “内属神”则是本文所要讲述的宝帐怙主
( )。

宝帐怙主属于出世间护法神,有说是大日如

来佛 ( )的化身,也有说是金刚大黑天

( )的化身,其实两种说法并无大的

出入,因为大日如来是密教最根本也至高无上的

本尊,密宗所有佛和菩萨皆自大日如来所出。作

为最早护法神的大黑天也是大日如来佛的化身,
宝帐怙主在文献中多认为是大黑天的化身而记作
“大黑金刚宝帐护法”( )。大

黑天护法亦称玛哈嘎拉 (
 

Mahakala),原为

印度婆罗门教神明,后被收摄为密教神明,藏文

经典中多记载大黑天是印度那烂陀寺最大的护法

神王,在早期汉文经典中大黑天则写作摩诃迦

罗、摩诃哥剌、麻曷葛拉、马哈剌、麻哈噶喇

等,既有药神、食厨神之灵,同时还有战神之威

力,财神之福祉。大约于7世纪传入中国,在唐

代的 《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疏》中对其已有

详尽介绍,⑤汉地江南地区则多将其视为财神供

奉。作为萨迦派最重要的护法神,经过八思巴和

胆巴国师的传播,大黑天护法神也备受元、明、
清三朝推崇。⑥在藏传佛教中,大黑天是众护法

之首,各教派均有大黑天供修法会,其造像就有

75种之多,属于第十等级的出世间神灵,既是

护法神也是本尊神。大黑天不仅是藏传佛教萨迦

派所依止的最重要护法神,同时也被格鲁派、宁

玛派、噶举派所推崇,本文所要讲述的宝帐怙主

则是大黑天最主要的化身之一。萨迦派尤其注重

对宝帐怙主的供奉,认为宝帐怙主是该派的特别

保护神,其化身造像就有38种,数量超过了大

黑天的其他化身相,足见其重要性。目前,学界

对于大黑天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富足,但对于藏

传佛教中大黑天化身的明细化研究还有待深耕,
故本文将以藏传佛教中大黑天的主要化身宝帐护

法神为研究对象,从历史、文本、民间传说等角

度对其进行多维度的阐释和分析。

一、护法神宝帐怙主的由来及法脉传承

(一)宝帐怙主的来源

关于萨迦派护法神的由来,在 《萨迦世系

史》中载:相传阿底峡尊者来西藏时,看到萨迦

本波日山前有两头野牛正在吃草,便预言此地未

来有两尊玛哈嘎拉神建功立业,这便是萨迦派两

位护法神的授记。阿底峡尊者同时预言,萨迦译

师贡噶宁波⑦、索南孜摩、扎巴坚赞是密宗事部

三怙主 ( )⑧之化身。⑨虽然这段在诸

多史料中出现的传说指出了萨迦派大黑天护法是

在阿底峡时代传入藏地,但并没有对护法神的法

门传承和造像形态进行明确描述。萨迦派僧人萨

迦·洛珠嘉措在 《福地萨迦》( )一书

中对阿底峡尊者授记中的两位玛哈嘎拉进行了解

说:两位萨迦派护法分别是宝帐怙主和具德怙

主,并称宝帐怙主为大玛哈嘎拉,具德怙主即四

面玛哈嘎拉或婆罗门护法为小玛哈嘎拉。⑩

何谓宝帐怙主? 这是一个需要指正说明的关

键问题,因为目前有许多学者将宝帐怙主错误地

指认为是蒙藏游牧地区帐篷的守护者,一些国外

的学者也直接将其译为 “Lord
 

of
 

the
 

Tent”,加

之宝帐怙主经过萨迦派的大力推广,在蒙古草原

地区也是广泛流行,因此很多人就认为宝帐护法

是专门保护帐篷的神灵。实际上宝帐怙主的本意

并非如此,宝帐怙主,藏文写作 “ ”
 

,其

中 “ ”
 

的字面意思确实为幕帐、帐篷,但宝帐

怙主中的 “宝帐”指的是萨迦派秘法经典 《金刚

幕续》的守护者,故被称为宝帐怙主或金刚幕

怙主,简称幕护者。宝帐怙主也是印度金刚座、
那烂陀寺护法之主尊,同时也是吉祥喜金刚之事

业尊。因此,坊间书籍中将宝帐怙主理解为 “帐
篷护法”

 

是讹误。
萨迦派大德蒋贡阿米阿旺贡噶索南 (

)在解释宝帐怙主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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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祖大金刚持 ( )在讲授金

刚宝帐续经时,大黑天幻化为其护法神,其身语

意均出自金刚,是佛祖的化身。随后对经典当

中宝帐怙主的出生、相貌、体态、性情、持物等

描述经文进行了详细的解释:“生于吽字”,道出

其种子和出生之情况;“一头两臂,黑肤力威,
弯刀持颅盖,人头作项链,威严呲厉牙,身矮形

庄严,鲜血口中流”,描述了护法神的身形、手

持、姿态等;“妒师乱三宝,危害众生者”,说明

了调教降服之对象;“断肢食鲜肉者,饮血大黑

天,或坐头顶上,霎时碎万段”,道出其降伏法;
“鲜花香燃料”指出其供养;“酒豆五肉五甘露,
齐全食子供黑天”,说明其朵玛之物。

宝帐怙主的传承俱全 “身语意”之所依,其
“身”所依为孕育自佛祖手臂中的色巴如意宝

( );“语”所依是写在黑色丝绸上并闪

耀发光的蓝琉璃根本要义真言 ( );
“意”所依是用铁刀做的九头金刚杵 ( );
功德事业所依为集中了修行和降服甚深秘诀的心

形漆盒噶乌 ( )。

宝帐怙主在西藏的传播则是大译师仁钦桑波

( )的功德。据说,仁钦桑波在

印度追随大班智达觉沃夏日达 ( )
学习佛法,依师尊在菩提迦叶的禅房修法时,曾

亲眼目睹怙主化现。第一次怙主现身后,大神随

即昏迷,醒来后再次看见怙主,而这次的怙主法

体被喜金刚和胜乐法轮等环绕,似乎要隐入大译

师的身体内,大译师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喜乐安

定,并维持此禅定状态三日之久。醒来后,怙主

再现并开口讲到:给我一个召唤的口诀,为了保

护佛法,我们将一起去西藏。此时的怙主昂首扩

胸,边走边吟唱,仁钦桑波据此创作了怙主的

大、小唱诵乐,大的唱诵乐 “若琅玛”( )
的传承现已断失。自此以后,宝帐怙主经常显现

真身,与译师形影不离。大译师在禅修期间梦

见一个黑色的女子深感不解,在上师的开示下持

续诵念祈请真言,于是怙主在一日内从西藏飞回

并告知大译师:“无碍,此为佛法在西藏昌盛的

预兆。”遂与仁钦桑波一起前往西藏。

大译师仁钦桑波在印度的时期,正是佛教金

刚乘发展的后期阶段,此时密教的修行法已经成

熟,如喜金刚、自然乘、时轮乘修法等,而男女

双修是最为显著的特点,宝帐怙主也有与自己对

应的女伴神,常以双身显现,这些都说明宝帐怙

主很有可能就是在这段时期出现的。值得一提的

是,虽然大黑天在西藏也有不同的造像,如宁玛

派尊崇的四臂双身大黑天、格鲁派崇信的六臂大

黑天、噶举派推崇的二臂大黑天,但最初大黑天

到西藏的形象是宝帐怙主的形貌,在蒙元宫廷及

后来的明清皇家供奉的大黑天也多为宝帐怙主。
在藏文经典中,仁钦桑波将自己在上路弘法中取

得的卓越成就都归功于宝帐怙主护法神,说大译

师因为有了宝帐护法神的护佑,那些肆无忌惮的

藏区本土神鬼和苯波师开始逐渐衰弱并被降服,
佛法才得以在西藏顺利发扬光大。可见,宝帐

护法神对大译师仁钦桑波在西藏的威望和权威,
以及规范西藏地方社会秩序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

用。同时也说明宝帐怙主在西藏最初是作为整个

佛教的保护神灵而供奉的,并非是某教派所专有

的护法神,相较于大黑天的其他化身造像,宝帐

怙主是大黑天最常见、最普遍的化身,流传较为

广泛。
(二)色巴如意宝———宝帐怙主显灵圣物

佛教经典中记载的这个自佛陀手臂中孕育的

“色巴如意宝”,藏文写作 “ ”或

“ ”,是大译师仁青桑波迎请到藏地的能自由

飞翔的宝帐护法神,也称为 “
”。在许多相关汉文著述中,依照字面

意思直接把 “色巴如意宝”翻译为 “黑面具”,
虽然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实物只有这副黑色的面

具,实际上在藏文原文中的意思并非直指面具,
而是在讲大黑天幻化的宝帐怙主法相,是指怙主

显现的法体,所以一些文献中亦将该面具称为
“羌古”( )。对此蒋贡阿米阿旺贡噶有详细

的解释:所谓 “色”( )是因为怙主被迎请入

藏后曾在阿里地区长期停留,当时象雄语将坚固

的物体以 “色”( )字命名,虽然 “色”( )
字本身有犀牛或皮革之意,但并不意味着护法神

法体的材质是犀牛皮,而是一种坚硬的类似像纸

浆一样的材料,故曰 “色”。 “巴”( )字意

为面具,据传最初的宝帐怙主法体是从佛陀的手

臂中冒出来的,佛陀亲自在印度菩提迦叶的禅房

内对其进行开光圣化,并赐予其真言。初现的怙

主服饰为如今跳宝帐怙主 “羌姆”( 寺院法

舞)时所戴的面具和所穿的法衣,故取名为 “色
巴”。作为一件充满神性的宗教器物,佛教徒相

信怙主 “羌姆”的面具和法衣不只是外现简单的

物品,而是护法神附体的神灵本尊,“羌姆”仪

式本身也是一种密宗的修供。这种对面具与法衣

等圣物的信仰至今在藏区很多地方都能见到,比

如,在萨迦寺以及后藏、四川等地的萨迦派寺院

还有在长木头上高挂护法神的面具和法衣进行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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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的仪式和习俗。

图1 萨迦寺 冬季大黑天法会

关于 “色巴如意宝”的由来另有一种说法,
认 为 宝 帐 怙 主 是 由 印 度 班 智 达 岱 协 德 波

( )和陀增珠杰 ( )两

人手工塑造而成。传说佛陀涅槃后,一位印度的

法王给书信友人———匈奴国王寄送了画有脚踏心
脏图案的无缝隙绸缎,匈奴王误解为这是挑衅,
盛怒之下领象兵攻打印度。当敌人的队伍快到菩

提迦叶时,所有班智达闻风逃窜,忽见宝帐怙主
肩挂甘哲木杖逃往深林,于是责问:“怙主您是
金刚持授命,僧众时刻供奉的保护佛法、惩戒毁

坏佛法者的护法神,怎么可以这样仓惶逃命呢?”
怙主答曰:“该王集聚阎王九十万福祉,现在还
不是我能惩戒的时候。时机成熟时,我自然会为

你们报仇。”不久后,匈奴王因为好奇将菩提迦
叶神庙内的佛祖像钻孔捣毁,他的福祉随着佛像
掉落的的尘土瞬间灰飞烟灭,于是宝帐护法亲自

结束了匈奴王的性命,并将其尸体扔在众班智达
面前说:“扒了他的皮做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像,
此像与我无分别。”授命的班智达岱协德波和陀
增珠杰等一起制作了护法神像。这一神像以邪恶
的匈奴王的人皮作 “色”,做了宝帐怙主的面具

和上身,又以其骨肉制作手臂,以头骨作为配
饰。神像制作完成之时天空突然喜降蓝色的花朵
并没入神像体内,也有说是护法神显现而飞隐入

神像体内,于是黑色的神像散发出像火一样的光
芒。因为神像的材质为 “色”(人皮),故称 “色
巴”( );又因神像法体为黑色,故称 “那
波”( ),为了保护佛法在西藏的昌盛而自行
飞翔,故称 “会飞”( )。这则传说虽然听

着恐怖,但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宝帐护法神鲜活
的人格特性,当遇到比他更强悍的对手,会像人

一样仓皇逃跑,但到时机成熟时,就会凶狠地报
仇雪恨。

据说宝帐怙主的这个 “色巴”威力非凡,有

次萨迦本钦项仁 ( )自作主张为面具

换了一个银质的脖套,“色巴”立马显现怨怒之

色,本钦的脖子顷刻间肿胀起来几近丧命,迅速

拆除脖套后,方才起死回生,于是本钦专门献礼

感恩怙主。怙主的 “色巴”会根据不同身份的人

和不同层次的供养变换不同的颜色,展示不同的

神力。这个带有神圣灵力的黑 “色巴”作为萨迦

寺的重要镇寺圣物,被萨钦供奉在萨迦北寺果荣

寝宫内 ( )的护法殿内 ( )。
在藏族民间有 “噶厦政府有权,萨迦有护法。不

怕萨迦的人,就怕萨迦的护法”的说法,足见宝

帐护法神的无边神威。可惜的是,该圣物在 “文
革”时遗失。

怙主的皮面具后来逐渐以泥面具取代了,很

多寺院的 “羌姆”仪式中也都有宝帐怙主的法

舞,在笔者的老家热贡隆务寺每年农历正月大法

会上的 “羌姆”中,宝帐怙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角色。在寺院这个神圣的场域中,舞者在头戴面

具,身着舞服的那一刻,已不再是他自己,而是

被护法神附身的载体,观众看到的就是护法神

本尊。
(三)法脉传承———宝帐怙主与萨迦派

萨迦派经典 《吉祥喜金刚续》( )
部的 《空行金刚宝帐续第十五品》(

)中专门对宝帐怙主在西

藏的法门传承有清晰的记载。据载,宝帐怙主的法

源最早可以推至莲花生大师时期,大师曾在桑耶寺

为赞普赤松德赞、大臣占噶巴桑 ( )、
堪布菩提萨埵 ( )、汉地大乘和尚摩诃

衍那 ( )等进行宝帐怙主十三尊

曼陀罗的灌顶仪式,并将其诸多修持密咒伏藏隐

匿于寺院的柱子底下和岗萨普波切 ( )
等地,这 些 伏 藏 多 为 宝 帐 怙 主 布 扎 兄 妹
( )供修法,布扎兄妹被莲花生大师任命

为桑耶寺的门卫。到佛教后宏期,大译师仁钦

桑波、阿底峡尊者、卓弥译师 ( )、
巴 日 瓦 译 师 ( )、吉 觉 译 师

( )、桂译师 ( )、
玛尔巴 ( )、吉姜译师 ( )、
班智达纳吉仁波切 ( )和班智达嘉

伯杨 ( )等迎请的诸善知识都曾承

袭宝帐怙主的法门。其中,大译师仁钦桑波、玛尔

巴译师 ( )一脉是广为人知且被认可的。
宝帐怙主在西藏的法门传承还有一脉是源自

卓弥译师的弟子吉姜译师。此脉最早源于印度婆

罗门秋塞 ( ),后传给弟子班智达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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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巴杂尓 ( ),再传给德绰那波若

增 ( ),后吉姜译师将此脉传承带

至西藏上部传给麦译师 ( )、智格端巴
( )、杰 麦 觉 丹 ( )、杰 仁 波 切
( )、登端罗智扎 ( ),这一法

脉传承也称为 “堆派”( )。在弘法过程中

由吉姜译师传给麦译师,再由麦译师传给萨钦贡

噶宁波,这一法门也被称为吉姜流派 ( ),
萨迦派至今保留有该派完整的一卷关于护法十七

神的灌顶、历史、续释、修法仪轨、教言等内容

的经卷。虽然对于此脉的正统性被个别大僧大

德质疑,但萨迦派一直认同并传承延续着这一

流派。
综上所述,宝帐怙主于佛教在西藏传播初期

就已经随着莲花生大师入藏,是作为佛教的共同

护法者从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耶来到西藏的,而

真正被明确记载并广泛传播是在仁钦桑波时期,
在随后的传承过程中,被萨迦派特别尊崇供奉,
成为了该派的最重要的护法神。宝帐怙主在萨迦

派的法脉传承主要分为4支:第一支是喇嘛巴日

瓦译师 ( )一脉,由印度大成

就者多吉丹巴 ( )传授;第二支是卓弥译

师一脉,由喇嘛项贡巴瓦 ( )传承,
源自道果祖师毗瓦巴 ( );
第三支是喇嘛麦译师一脉,源自印度大成就者婆

罗门秋塞传出;第四支是喀且班智达释迦室利

( )的传承。前三支均由萨钦传

承,第四支是有由释迦室利传给萨迦班智达。在

这四大传承中,以麦译师的传承最为齐全,其灌

顶仪轨最为完备,教导口诀也最为精深。
据 《萨迦世系史》载,萨迦派的宝帐怙主法脉

始于萨钦贡噶宁波时代,巴日瓦译师受萨钦母亲之

托,为萨钦传授文殊菩萨及萨迦不共金刚等教法,
并代替尚年幼的贡噶宁波任萨迦寺住持8年。在此

期间,萨钦贡噶宁波则依止著名的巴日瓦译师广学

显密教法,巴日瓦译师向其传授了金刚怙主如意宝

( )
的修行法门。巴日瓦译师圆寂后,萨钦先后依止

卓弥 译 师、麦 译 师、昆 · 吉 秋 瓦 扎 拉 拔

( )听闻了百种传承修法等修法

类、具德喜金刚三续部类、胜乐会众和弟子类、
大小护法类等诸法。作为上师的得意门生,麦译

师在传授教法的同时还赐给萨钦宝帐怙主的事业

祈请文、黑哈达、九股金刚杵以及会飞的怙主身

所依的色巴如意宝和血写的根本咒语等。据说麦

译师亲自对依止的宝帐怙主神像说道:“我已经

年老了,无需你的帮助了,从今日起,你就随萨

迦昆氏这个人去吧!”,随后将这尊怙主像交给

了萨钦贡噶宁波。据说宝帐怙主的色巴如意宝是

4个人才能抱得动的巨像,而萨钦却一人把这尊

巨像扛回了萨迦。从此,萨迦历代父子、师徒都

把宝帐怙主当做本派最主要的护法来供奉,并以

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承了其教言,他们坚信该派能

够得以发展至今都是因为有宝帐怙主的护佑。除

宝帐怙主外,被供奉于萨迦寺幻化大雄宝殿

( )的秘密护法殿内 ( )
的还有婆罗门护法 ( ),以及

宝帐护法八神:独髻母、吉祥天母、布查那保
( )、巴扎那波 ( )、布查妹妹、夜

叉和 夜 叉 女 ( )、妹 森 姆 查 米 玛

( ),这八尊即为萨迦派宝帐怙主的八

大眷属 ( )。另外该护法殿内还有萨

迦法王制服并用铁链紧锁的西藏著名的萨迦巴嫫
(萨迦魔女 )色吉 ( )、香雄多杰普尺

( )和南喀卓玛 ( )三尊。
在宝帐怙主的八大眷属中,藏传佛教最重要的女护

法神吉祥天母被认为是宝帐怙主的姐姐或者说是伴

神,萨迦寺吉祥天母护法殿萨林寺 ( )
相传就是姐姐吉祥天母来看望弟弟怙主后住下来

而形成神殿。

在萨迦寺内供奉有四尊传世的大黑天圣像,
其中三尊均为宝帐怙主像。第一尊为炭木宝帐怙

主像,据说该像是印度大成就者婆罗门秋塞圆寂

后法体火化时,在未燃尽的炭木中出现的,由大

译师仁钦桑波带到西藏,后传至萨钦贡噶宁波,
供在萨迦北寺的旧乌孜殿内。第二尊为名为 “如
意满愿宝”宝帐怙主石像,该石像雕刻精细,怙

主的伴神也清晰可辨,据传是天然形成像,由巴

日译师传给萨钦,供在萨迦寺的细脱拉章扎巴洛

珠的禅房内。第三尊是血画的怙主像,是用印度

大成就者婆罗门秋塞的鼻血绘成,故加持力极

强,后传至八思巴手中,供在萨迦北寺新乌孜殿

顶层坛城殿内。第四尊为尸面宝帐怙主漆面上身

像,也就是 “色巴如意宝”,由麦译师传给

萨钦。

(四)宝帐怙主的相关经典

宝帐怙主经部源自印度,由麦译师从印藏三

位上师处受取,其中最主要的是受之于扎顶巴元

丹慈城 ( ),再传给了大译师仁

钦桑波。此传承法又分为教言传承和法藏传承

( )。关于教言传承的历史有大金

刚持、金刚大黑天等多种名目,大乐方便之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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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的佛祖 ( )将此传授予空行

母金刚宝帐、大威天 ( )、独髻圣母埃

噶扎直 ( )等多种名目的智慧空行者。
以上二者是自性无异双运为一体,在多种旧传文

中有的按序述之,而大多数则认为是金刚持。此

二说只是分类不同而已,实则无矛盾。

萨迦派宝帐怙主的主要经典 《空行金刚宝帐续

十五品》是由萨迦达钦·洛追坚参 ( )
根据四大班智达传出的善本整理而成,内容主

要包括内外、隐秘和不共三法旨。据传洛追坚参

在带着整理成册的经卷从江孜 ( )前

往萨迦的途中遭遇盗匪,被偷的经卷在盗贼手里

自燃并发出吓人的声响,上下窜动,盗匪见状吓

跑。故此,《空行金刚宝帐续》也被世人称作
《燃火护法经函》( )。

《空行金刚宝帐续》有四种释论,分别为:
1.因 陀 罗 菩 提 ( )著,释 迦 宗 哲
( )译的 《金刚帐释难·口传教授》
( );2.拉柔吉

罗哲 ( )著,桂译师 ( )
译 的 《金 刚 帐 难 义 释 · 增 盛 真 实 性》
( );3.那波

巴 ( )所著,释迦益西 ( )翻

译的 《金刚帐合解》(
);4.那 波 巴 著,释 迦 益 西

( )译的 《金刚帐第一品合解》(
)。另,可考

的文献经典还有印度伽耶陀罗 ( )
所著 的 《圣 荼 吉 尼 金 刚 篓 大 本 续 王 偈 颂》
( ),由释迦

益西翻译;拉伊都须 ( )著,玛尔

巴译师 ( )翻译的 《摄吉祥荼吉

尼金刚篓曼陀罗随顺成就法》(
)。

此外还有刹帝利·白玛巴咂 ( )
从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 ( )的柱间发掘

的伏藏史;却吉旺秀 ( )在萨迦和雅隆

撰写的佛典通史和相关教言,后由雅隆巴·桑格

坚参 ( )对此进行厘定撰成的广

史等历史类经典。但这些经典的根本续均出自于
《空行金刚宝帐续》。

二、宝帐怙主的造像

(一)宝帐怙主的造像种类

宝帐怙主的造像表现形式有绘画和雕塑两

种,从目前可见的物例来看,绘画主要是唐卡、

壁画,雕塑主要有木雕、石雕、泥塑、鎏金铜像

等。根据Emi
 

Matsushita
 

的研究,可见的最早

的大黑天实物为在印度东部发现的帕拉和塞纳王

朝时期 (the
 

hegemony
 

of
 

the
 

Pala
 

and
 

Sena
 

dynasties,公元9-12世纪)的黑色石雕像。

尽管大黑天早期最为流行的是木雕像,但由于木

质不易保存且容易受损腐烂的特点,如今我们很

难看到木雕像实物。在随后的印度文本中出现的

大黑天形象基本上被理解成为是 “纳伽斯王”(a
 

king
 

of
 

Nagas,即蛇王,也可以理解为藏文化中

的 “鲁” )。蛇是典型的愤怒神的配饰,比如

蛇的花环或腰带、臂环。在印度发现的9世纪的

一面四臂三眼大黑天塑像中,大黑天大腹便便,
头发为火红色,背部有火焰环绕。他的王冠有宝

珠和三角形的花朵组成,冠顶中间则是一条蛇。
这种王冠在很多四臂大黑天的塑像中都有体现,
从某一程度显示出了大黑天与蛇王之间的紧密

关系。
宝帐怙主的具体形象在很多文献中的记载并

不详细,本文以藏文 《先哲遗书———觉囊·多罗

那他文集》中的 《本尊大海修法·大宝生处天成

法》( )、《藏
传佛教护法神》(

)、《藏传佛教神明大全》、怙主酬忏

经文 ( )和奥地利学者Rene
 

de
 

Nebesky-Wojkowitz
 

的 《西藏的神灵和鬼怪》的

汉译版为文本依据对其形象进行粗浅的勾勒。
据久美却吉多杰统计,宝帐怙主的幻化造像

共有30余种,分别为:由大译师仁钦桑波传入

的双身宝帐护法 ( )、群主狮座护法
( );由婆罗门秋塞传给大智戴

谢果恰 ( ),仁钦桑波由此听受后传入

藏区的宝帐护法八众 ( )、宝帐女护

法·龙树派 ( )、役使黑阎摩敌
( )、黑氅铜刀护法 ( )、
裸身铜刀护法 ( );由莲花生大师

授予昆·鲁伊旺布松瓦 ( )发展而来

的宝帐护法橛足鹏翅 ( );由德

洛巴 ( )和玛尔巴译师传授给鄂·却格多

杰 ( )而传入的宝帐护法独尊·鄂派
( ),《金刚帐》所出的二臂大黑金刚
( );由龙树大师授予

达玛巴拉 ( ),仁钦桑波听受而传之

的双身夜叉 ( );由龙树大师传至帕·当巴

桑杰 ( ),再授予贡噶扎 ( )的

吽果拉护法 ( );由白玛巴咂 (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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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迦纳桑德 ( ),后洛追桑布 ( )听

受并传授的尸林主和尸林母 ( );还

有 宝 帐 护 法 金 刚 ( )、持 梃 护 法
( )、梃库护法 ( )、独雄

持刀护法 ( )、四合护法 ( )、
扎拉护法 ( );《护法真现续》中所

出的四臂智慧护法 (
);经贤德甘日巴 ( )和努桑杰益西

( )传下来的骑虎怙主 ( );
由班智达贤德甘日巴传给萨钦,再由此传入的具

善护法三尊 ( );婆罗门秋塞传

于阿底峡,再传至仲敦巴而来的护法光华大天·
阿底峡派 ( )、南西持刀护

法 ( )、铜刀护法十七众·阿底峡

派 ( );由 喀 且 班 钦
( )传给绰普贤百华译师 ( )
传入的持刀护法·喀且班钦派 ( );
由德洛巴传于加纳达瓦 ( ),再由桑杰弘
( )传 入 的 持 刀 护 法 九 众 · 加 纳 派
( );婆罗门秋塞传给聂译师
( )的双身智亥护法·聂派 (

)、持刀双修护法 ( )、徒

步智亥护法 ( )、智亥中性护法
( );自达那桑支达 ( )传给努

贤百华 ( )的夺命智亥护法·塔波

派 ( );龙树大师传给阿底峡,再

由仲敦巴传入的智亥骑狮护法 ( );
 

传自塔波大师的智亥牛面护法 ( );
由达那桑支达和景噶绕 ( )传入的密修罗

刹面护法 ( )、二臂红梃护法

( )、扎拉护法 ( ),
《护法真现续》所出四臂智慧护法 (

)。

(二)宝帐怙主的造像

从现有的图像资料来看,在元、明、清宫

廷中和民间流传的大黑天像基本大多为宝帐怙

主像。宝帐怙主的具体形象为:“怙主居住在

墓地,以矮胖之身立于尸体之上,全身为黑

色,一面双臂,右手挥舞弯刀,左手执盛满血

的头盖骨碗于胸前。双手的臂弯执幻化宝杖
( );生有三只慧眼,獠牙外龇,黄发

卷曲;五顶骷髅头骨为冠,五十颗滴血人头为

璎珞,以六种骨头、蛇为配饰,虎皮为裙,披

各色丝质法衣。”

“在宝帐兄妹护法的右边是一只黑色鸟,他的

左边是一只黑色的狗,后边是一匹黑色的狼,前面

是一个黑色的人。他的伴神有蓝色的女神独髻母

( ),她站在主神的右侧,生有一面二手,双

手置胸前,捧着装满甘露的容器。她上身穿白丝制

成的衣服,下身是虎皮围裙。头发挽成单个的发

辫,向左梳理。女神呈怒相。另一位伴神是吉祥天

女欲界自在女神 ( )。”

“女神全身蓝黑色,以驴为坐骑,一面四臂,左手

执剑和满血的头盖骨碗,右手执长矛和三叉戟。头

戴五个骷髅头骨冠,佩戴五十颗滴血人头做的花

环,六种骨头做配饰。上身着象皮,下身穿牛皮

裙,披着丝质法衣,以鲁神为腰带。女神口咬僵

尸,龇牙咧嘴;左耳挂毒蛇,右耳戴狮子,全身以

鲜血、油脂、灰尘包裹,身形消瘦,肚脐中射出日

月,玛姆 ( )、空行母 ( )和夏萨本德

( )。”

透过以上的形象描述,我们可以总结出宝帐

怙主的几个典型形象特征:
1.黑色的一头两臂三眼忿怒相,脚踏尸体。
2.配饰延续大黑天的形象,也是五骷髅冠、

骷髅花环和以蛇为腰带、手镯、脚环等。
3.其标志性的持物为宝杖木梃、金刚钺刀

和盛血的头盖骨碗。
4.四周有大鹏鸟、黑狗、黑狼、黑人等

使者。
5.有伴神,一般为吉祥天母和独髻母,另

外金刚持以及大黑天的其他化身如骑虎大黑天,
则随教派之别而不同。

关于宝帐怙主的这种形象的最早记载跟大译

师仁钦桑波有关。相传仁钦桑波在印度菩提迦叶
( )禅房修法时,“看到了大黑天化现,他

身形矮胖,呈站立姿势,拿着一把弯刀在心口,
双手握着宝杖 (gandi, )……” 美国学者

Emi
 

Matsushita对此专门进行考证道:“没有任

何迹象表明,在大译师 (仁钦桑波)去印度之

时,印度本土 (大黑天)有如此的形象。”意

大利著名学者图齐在谈到大黑天时说:“他是

山神,是存留下来的土著神,由于其原始信仰

不能被禁止,而被佛教所吸纳。”另,从西藏

现存最早的12世纪的宝帐怙主唐卡 (图2)来

看,怙主身躯矮胖,手臂粗壮,佩戴的是缀有

红珊瑚的双串金项链而非骷髅头项链,虽为怒

相但并不是不敢让人直视的恐怖相貌,反而面

部表情有种慈爱悲悯的感觉,仿似一位可爱憨

厚的老人,很有人性化和藏族形貌特征,与13
世纪尼泊尔印度风格的宝帐怙主的盛怒像有着

很大的区别。可见,虽然大黑天的法门传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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