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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犊娶亲”故事的佛教源流及其演变
王晶波 韩红

内容提要 “牛犊娶亲”是我国常见的民间故事类型，广泛流传于多地

区多民族之中。学者认为这是我国独有的一个故事类型，可能来源于

宋李宸妃的“狸猫换太子”传说。本文依据敦煌存唐写本《佛说孝顺

子修行成佛经》、韩国存明刻本《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第七地》，以

及明清民国间的《金牛太子宝卷》等文献材料，对这类故事的源流进

行了探讨，认为“牛犊娶亲”故事源自隋唐时期的佛本生故事经典

《银蹄金角犊子经》，是印度佛本生故事在中国民间长期流传和演化

的结果。

关键词 牛犊;佛本生故事;民间故事;宝卷;讲唱

　　一、多地区多民族的“牛犊娶亲”故事

　　中国民间故事中，有一类流传极广的“牛犊娶亲”故事，主要讲述一个多妻家庭由妻妾纷争

而起的对“庶子”的迫害，及庶子托身牛犊的奇异经历和命运变换。故事有汉、满、回、蒙、朝

鲜、达斡尔等民族的多种文本，绝大多数见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各省区分卷本，也有少量

载于一些民间故事的选本。笔者目前所见文本有近三十个。这些故事名称不一，叫法各异，但绝

大多数故事的题目中往往都有一个“牛”字：有称《牛犊子娶媳妇》[1]、《小牛招亲》[2]的，有

称《金牛犊》（汉族、朝鲜族）[3]、《金牛娃》[4]、《花牛娃》（回族）[5]、《小花牛犊》

[6]、《小白牛》（满族）[7]的，也有称《金角银蹄牛犊》[8]、《金角银蹄》[9]，或者直接称

《牛儿》[10]、《牛孩儿》[11]，以及《牛犊儿子》[12]、《牛身儿子的故事》（蒙古族）[13]、

《小牛的故事》[14]，等等，总之，都是有关“牛孩子”的故事。

　　故事流传的区域，东起朝鲜半岛，西到新疆，北起吉林、内蒙古，南到江苏，分布遍及中国

和朝鲜半岛，以东北地区居多，西北、华北、华东次之。

　　以上中韩各地各民族众多的“牛犊娶亲”故事，主要人物与内容情节大同小异。其主要故事

情节如下：

　　（1）一个男人有三个（或两个）妻子。当他外出时，其小妻生了一个儿子。（2）两个长妻

用猫崽（或狗、猪崽）调换出婴儿，裹在草（或其他东西）里喂食母牛（或害死婴儿埋之，葬处

长出花草，母牛吃下），谎称生了怪物。（3）小妻被罚拉磨受苦。（4）母牛产下小牛犊，得男

主人喜爱。（5）两个长妻装病要吃牛犊心肝，屠夫（或男主人）放走小牛，以他牛或狗的心肝

代替。（6）小牛逃亡路上被女子抛彩球招亲。（7）小牛脱去牛皮变成英俊青年。（8）小牛携

妻回家讲明真相，两个长妻自杀（或受罚）而死。

　　由于地区、民族和讲述者的不同，诸多“牛犊娶亲”故事的人物情节也有诸多差异，但这些

故事均围绕着长妻谋害婴儿、婴儿托身为牛犊、牛犊与女子成亲、返家说明真相这四个核心情节

来展开，只是某些具体情节方面有所不同。

　　中外学者对这类故事进行了多层面的研究。类型学方面，如德国学者艾伯华在《中国民间故

事类型》中将其归入“动物或精灵跟男人或女人结婚”的大类，以“变形男孩”为之命名[15]，

并概括出九个情节单元；刘锡诚《民间文学的整体研究》中所列的全国范围内常见的六十个故事

类型里，“牛犊娶亲”位列第四十八[16]。有关故事渊源的讨论，较早如林兰1931年编辑华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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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故事集《云中的母亲》，收入了《小花牛》故事，并加按语说：“此篇童话很明显的与《狸猫

换太子》同出一源。胡适之先生谓《狸猫换太子》是由《宋史》中“李宸妃”故事渐渐的演变而

成的；我疑心在李宸妃前，即有类似《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而附益于李宸妃的故事上，我们从此

篇包含着许多原人的思想可以证明出来。”[17]其后学者对故事来源的探讨，基本都局限于《狸

猫换太子》，如艾伯华、江帆等；江帆将这类故事又划分为“单纯的牛犊娶亲型”与“复合混杂

型”，对其社会文化内涵进行解析，并进一步确认了李宸妃故事的影响，认为“牛犊娶亲”故事

的前半部情节结构由这一历史传奇脱胎而来，又汲取了其它故事母题合成了新的统一体，指出这

类故事很可能是我国独有的类型[18]。

　　以上学者对“牛犊娶亲”故事的研究已将有关认识推进到较为深入的程度。但这样一类广泛

流传的多地区多民族多语言的故事，真的仅仅起源于一则宋代宫廷的秘闻传说吗？考虑到其中有

的故事流传于新疆北疆地区的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以蒙古语讲述[19]，也有的在达斡尔民

族间流传[20]，他们似乎不大可能接触到中原的宫廷传说，这也提示我们，这类故事的源头，应

该远比宋代宫廷秘闻影响更大、流传更广、时间更久。探寻故事源头，了解其源流演变的过程及

特点，对于全面认识“牛犊娶亲”故事，以及这类故事背后所蕴涵的社会文化内涵，是极有必要

的。

　　为使我们寻找“牛犊娶亲”故事源头及其流变的过程更加清晰，本文采用回溯的办法，逆历

史时间而行，由今而古，对故事进行由流溯源的探寻。

　　二、明清民国时期的《金牛太子宝卷》

　　由“牛犊娶亲”故事往前回溯，笔者首先找到的是《金牛太子宝卷》、《金牛宝卷》。可以

确切地说，明清至民国时期的《金牛太子宝卷》及其宣讲活动，是“牛犊娶亲”故事的直接来源

和主要传播方式。

　　《金牛太子宝卷》，也称《金牛宝卷》或《金牛卷》，所存文本多为清代及民国时期的铅

印、石印及抄写本。傅惜华[21]、胡士莹[22]、李世瑜[23]、车锡伦[24]诸先生的宝卷目录中均有

收录，以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收录数量最多，有14种。笔者调查又发现了数种，目前所知近

二十种。

　　这些不同的《金牛太子宝卷》，根据故事的背景、人物、情节、性质，可以划分为两个系

统。

　　（一）紧扣宣教目的，以波利国（或称玻璃国）金牛太子出生及成长过程中的种种磨难和孝

行为主线，劝世人奉佛行孝，保留有少量佛本生故事的痕迹。这一系统的宝卷，从开头始，依次

有颂佛、劝众生、开始偈、金牛太子故事主体，最后有收结偈、颂佛。前后呼应，首尾完整，故

事表现出明显的佛教宣传目的和超脱性。

　　除去首尾的仪式性及劝佛内容部分，故事主体部分的情节如下：

　　（1）亳州吴员外之女金花一心向佛，在往灵山途中为老石精劫去，天兵及波利国王救回，

波利王纳金花为第三妃，称普满夫人（娘娘）。（2）王梦不祥，离宫避灾。金花生太子，二位

王后以猫子换太子，多般害之不死，喂母牛吞食。（3）普满夫人被打入冷宫推磨。（4）母牛生

金角银蹄小牛犊，王爱之。（5）二后诈病欲食牛心肝，陈屠户以犬（或亲子）心肝替之。（6）

金牛出城，至高丽国被公主招为婿，与公主被逐出。（7）金牛得太白金星（或观音）赠仙丹

（或仙果），脱去牛皮变现人身。（8）太子做金轮国国王。（9）太子带兵归国救母，见父说明

因由，救出母亲，饶恕二后，将王位让给陈屠户。（10）与父母岳父母超升净土。

　　大多印本、抄本的《金牛太子宝卷》都属这一系统，因此可知这是《金牛太子宝卷》的正宗

和主流。有一卷及二卷本之分。

　　（二）以中国古代宫廷为背景，讲述宫廷诸妃争宠及金牛太子出生和成长中的磨难、孝行等

奇异经历。以明朝嘉靖（《河阳宝卷》）或宋朝神宗时期作为故事背景。

　　此一系统的宝卷前有简短的宣卷缘起、颂佛劝善，主体是金牛太子故事，后有简短的祝福劝

善结语。

　　主体部分的故事情节如下（以《河阳宝卷》为例）：

　　（1）明朝嘉靖皇帝因梦不吉，离宫避灾；三宫生太子，遭正宫与二宫用狸猫掉换。（2）两

宫用多种方法害太子不死，最后喂牛吞下。（3）三宫被刺瞎，入冷宫舂米。（4）母牛生金角银

蹄小牛犊，王爱之。小牛冷宫探母，舔母目明。（5）两宫诈病要吃金牛心肝，陈屠户以狗心肝

替之，背牛出城。（6）金牛至高丽国被公主招为婿，与公主被逐出国。（7）得观音赠桃梨，金



牛脱皮变现人身。（8）太子携妻归国，讲明真相，救出母亲，杀掉两宫及国舅、稳婆、医生，

封陈屠户为县官。（9）太子继位，接来高丽国王、王后同住，共享天伦之乐。

　　与前一系统相比，第二系统的文本数量不多，应是在主流《金牛太子宝卷》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支流。故事虽然还保留有佛教劝善色彩，但更注重现实生活追求与奇异趣味，应是在民间讲唱

过程中，与宋代李宸妃的故事传说附会结合在一起，以宫廷斗争为背景而进行改编的结果，因此

这一系统的宝卷还有另一个名称叫作《狸猫换太子》。其实在清代流传极广的“狸猫换太子”故

事讲的是宋真宗朝李宸妃生子被调换，后经包拯勘断平反的故事，与此并不相同，只因故事都有

宫廷斗争和狸猫调换新生太子的情节，所以被混称[25]。

　　第二系统《金牛太子宝卷》中世俗趣味与民间价值观念的最明显体现，主要集中在故事结局

部分的伸冤报恩上，如最后国王审问稳婆、国舅、医生以及正宫二宫后，用剐、斩、绞及剥皮、

凌迟、熬油点灯等残忍手段杀死诸人；而其报恩，也符合专制皇权的特点及民众的心理期待：

“有恩不报非君子，我把江山与你平半分。陈大听说称不敢，怎能受得这般恩？太子见他不肯

受，陪到大厅把酒饮。太子亲敬三杯酒，谢谢陈大一片心。送他黄金一百两，又增三百两雪花

银。封他一个县官做，立刻上任管万民。陈大接位上了任，荣华富贵过光阴。”[26]充分满足了

民众“有冤伸冤，有恩报恩”的价值期待。这种结局安排，完全不同于前一系统的超脱与宽恕，

而充满人间世俗趣味，是明清时期民间社会价值与追求的反映。

　　以上两个系统的《金牛太子宝卷》，虽然故事主旨、发生背景有一定差异，但故事主体部分

的情节结构还是相当接近，即两后谋害太子、太子托身为牛犊、牛犊与公主成亲、回国救母报恩

的核心情节都是一样的。

　　显而易见，《金牛太子宝卷》的这四个核心情节，与“牛犊娶亲”的情节几乎全同，所不同

的，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由皇宫下移到了民间，人物的社会身份、称呼、活动自然也随之改变，

此外，除去一些细节，二者的故事结构与思维模式完全一致，矛盾冲突的起因、过程及结果也都

一致。只不过民间的“牛犊娶亲”故事中，对待作恶的长妻的态度，往往采取了一种折衷的办

法，既不像第一系统《金牛太子宝卷》中的完全宽恕，也不像第二系统故事中的残忍处死，而是

让她们自感罪恶从而自杀，这与普通民众在对待家庭内部矛盾时所持的一般态度相符合。

　　《金牛太子宝卷》采用的语言形式与“牛犊娶亲”有一定差异。宝卷一般都采用韵散相间的

语言形式，散文说白用来叙述故事提示情节，韵文吟唱用来展现场景、描述人物内心活动或者重

复故事情节，韵文主要是诗偈，有五言、七言及十言（三、三、四结构）几种形式。韵散结合使

用，加上听众的唱和赞叹，使宝卷的宣讲更加生动有效。因而自明清至民国前期，宝卷在民间有

极大的影响，《金牛太子宝卷》所讲述的金牛太子故事，也在民间广泛流传。新中国成立后，宝

卷传播中断，《金牛太子宝卷》也渐渐不为人所知，但“金牛太子”的故事要素沉淀下来，在民

间各地仍有流传，但脱离了原来的宣卷场景，其语言就变成了纯粹的散文化的叙述性口语了。从

“牛犊娶亲”故事的采集来看，故事主要在民间以口传的形式流传，许多讲述者文化水平不高，

所述故事详略不一，细节各异，且有张冠李戴的情况[27]，说明这类故事大都不是通过阅读而是

通过民间讲述而传播的。其语言也随讲述者的不同而带有各地方言的某些特点。

　　至于为何在“牛犊娶亲”故事中完全看不到佛教文化的影响，这主要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力

破除封建迷信、反对宗教信仰的政策有关，经过数十年的禁锢，宣扬宗教、劝善化俗的宝卷及各

种民间演义、故事的宣讲都消声匿迹，就是少量还在流传的故事，也被自觉不自觉地加以过滤，

其中的佛教内容就是要过滤的一个主要目标，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故事中没有佛教因素是很自然

的事。另外，宗教故事世俗化也是一个趋势，人们在传讲这类故事时，也往往按自己的理解将之

放在熟悉的环境背景下，把圣贤的故事安置在普通人物身上，久而久之，宗教的色彩便渐渐消褪

殆尽。

　　三、元明時期：韩国存明刻本《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第七地》

　　由《金牛太子宝卷》再往前溯，可以找到的另一个文本是保存在韩国的元明时期的《释迦如

来十地修行记》中的《第七地》，也称《金牛太子》或《金犊太子传》。

　　笔者见到的是高丽大学收藏的明正统戊辰年（1448）刊行的汉文本《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

的照片[28]，卷末提到该书编撰的时间为元泰定五年（1328），而由卷首序言看，该刻本是在泰

定五年编成本的基础上，经一位“少室山人”“芟削繁词，从（重）新校正”，由“伊府承奉普

秀”于“大明正统戊辰端阳”，即明正统十三年（1448）刊印普施。也就是说，高丽大学所藏的

这个本子，是在1328年元泰定五年编成本的基础上，重新校订刊行的，不是原书的直接翻刻本。



有关该书的文本形态，日本学者牧野和夫、齐藤隆信的文章中有详细介绍[29]，可以参看。此

外，韩国所藏《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第七地》还有顺治十七年（1660）忠洪道忠州月岳山德周

寺所刊行的汉文本[30]。在韩文本中的《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中，《第七地》多被加上简单的

标题，称为《金牛太子》或《金犊太子》[31]。

　　《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是一本专门记述如来佛的十个最重要本生故事的集子，其中的故事

分别来自不同佛经的记载，编辑成书的时间在十四世纪。其中的《第七地》记载的是如来佛托生

于波利国王宫中为太子的奇异经历。此节的文本全文，可参见方广锠先生《关于<佛说孝顺子修

行成佛经>的若干资料》一文的引用（他题作《金犊太子传》）[32]。

　　主要故事情节如下：

　　（1）如来昔日在波利国中为太子。（2）波利国王有三位夫人殊胜、净德、普满。国王梦

凶，去清凉山避祸，普满生太子。（3）殊胜、净德合谋以猫子换出太子，多般害之不死，投之

牛圈，母牛吞下。（4）普满被罚在磨房推磨。（5）母牛产金角银蹄小牛犊。王爱之。牛犊夜至

磨房认母。（6）殊胜、净德诈病要吃金牛心肝。屠户以家犬心肝替之，放牛逃生。（7）金牛东

至高丽国，被公主抛绣球招为婿，二人被逐。（8）金牛得天帝释赠仙果，脱皮变现人身，为金

轮国王迎去嗣继王位。（9）带兵回本国，见父说明真相，救出母亲，宽恕两位夫人等，封屠户

为大臣。（10）携母归金轮国奉养。太子、普满坐化。

　　以上故事情节，与《金牛太子宝卷》第一系统金牛太子的故事惊人地相似。所不同的，是

《宝牛宝卷》的开头有颂佛、劝众生、开始偈，故事之后有收结偈、颂佛等首尾部分，而且金牛

故事的开头还讲到太子母亲金花入宫为妃的过程以及母子屡遭磨难的缘由。《释迦如来十地修行

记·第七地》中没有宝卷首尾有关宣卷的仪式部分，也没有交代普满母子受苦之缘由，而是用了一

句“如來昔日在波利国中为太子”点明时间地点和佛本生故事的性质。

　　从故事流传时间看，《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的底本编成于1328年，明本刻于1448年，说

明其中所载《第七地》的故事在元泰定五年（1328）之前已经成型并流传，编入《释迦如来十地

修行记》后，在元明时期的中国和朝鲜都有流传。而《金牛太子宝卷》主要流传于明清及民国时

期，时间上正好与《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第七地》相衔接。

　　从故事文本形式看，《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第七地》在散文叙述中亦有诗偈韵文，韵散相

间，显示出讲唱作品的特点[33]。散文叙事故事交代情节，诗偈重复故事情节、描述内心活动。

散文叙事中四言句式运用较多，韵文诗偈则全用七言，用“有偈”“有诗为证”“作诗一首曰”

等引出。与之相较，《金牛太子宝卷》中散文较少，诗偈占大半，且诗偈有五言、七言和三三四

的十言句式，句式更加丰富，更加充分体现出民间讲唱的特点。

　　语言上，《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第七地》的语言较为简略，尤其是散文叙述部分，可看出概

括和省略的痕迹，开头部分如“忽一日，波利国王梦见金殿崩摧，龙旗悬倒。遂召大臣名范察问

曰：‘朕昨夜三更，忽得一梦，如此如此，是何祥瑞？’范察奏言：‘御梦大凶，国有不安之

兆。’”文中用“如此如此”代替他对自己梦境的描述，简略代过；范察的回答也十分简略，不

像宝卷那样将梦兆及其所代表吉凶再完全重述一遍。讲金牛太子回国救母：“行了多时，迄至波

利国。参见父王已竟。父子恩情，告诉无穷。‘儿子今朝，故来投爷救母。圣上洪慈，愿垂赦

宥。’”在《金牛太子宝卷》中，这一部分用散文介绍见父过程，还用大量十言的句式，通过太

子的口，将整个狸猫换太子、托身为牛犊、逃生、招亲、变现人身及为王等过程，重新细细叙说

一遍。对照之下，前者的简略显而易见。联系《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序言中“芟削繁词，从

（重）新校正”的记载，可知其书（当然也包括《第七地》）在明代重新校订刊印时曾被删繁就

简，就可理解它们语言叙事简略的原因了。

　　以上几个方面都表明了《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第七地》与《金牛太子宝卷》的一致性，可以

确定，《金牛太子宝卷》与《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第七地》的关系非常紧密，其关系不外乎以下

两种可能：（1）《金牛太子宝卷》直接由《第七地》发展而来；（2）《金牛太子宝卷》与《第

七地》来自共同的祖本。

　　四、唐代写本《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

　　《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第七地》流传于元明时期，我们继续追溯它的来源，可找到敦煌文献

中保存的唐代写本《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

　　《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一卷，首残尾全，由分别收藏于中俄两国的三个卷号的残本缀合

而成，即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藏的Дx.02142、Дx.03815号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的



BD04264号[34]。俄藏的两个卷号存18行，内容顺序在前，国图本存133行，内容顺序在后，两

处藏本中间有残缺，不能直接缀合。卷末有尾题作“《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一卷》”。该经抄

写于晚唐早期，约在八世纪下半叶左右[35]。

　　《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所载故事内容，概括起来大致如下：

　　（前缺）栴陀罗颇黎国王在外的时候，第三夫人生了太子，另两位夫人设计用猫子调换太

子，将太子喂食母牛，并谎报国王。三夫人被打入磨坊做苦工。母牛生下银蹄金角牛犊，国王十

分喜欢。两位夫人假装生病，要吃牛犊心肝治病，国王无奈，令屠户杀牛犊。牛犊求屠户放过，

屠户用天帝释变的死黑狗的心肝替之。牛犊出城行至舍婆提国，逢王女招亲，选中牛犊，王怒欲

杀女，天帝释变作大臣劝解，遂逐牛犊公主出城。至金城，牛犊脱去牛皮，变回人身，称作金城

国天子。太子公主潜回栴陀罗颇黎国探母。又集金城、舍婆提两国兵马赴栴陀罗颇黎国，对国王

讲明真相，救出母亲，国王欲杀两位夫人，太子阻之。国王让位出家，太子报恩，封屠户为国

相。太子及母亲肉身成佛。两位夫人不悔改，被天帝释惩罚而死。

　　最末还有关于如来佛讲经之效果及故事人物来历的简单交代。

　　从故事内容情节人物看，这部《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与《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第七地》

几乎相同，后者无疑是由前者发展演化而来。

　　那么《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又是一部什么样的佛经呢？

　　据方广锠先生考察[36]，该经原名《银蹄金角犊子经》，别名《孝顺子应变破恶业修行

经》。最早著录在隋彦琮编写的《众经目录》卷四中，称“《银蹄金角犊子经》，一卷”，被判

为疑伪经[37]。唐代的几部经录也有著录，如明佺等编《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十五录作“《银

蹄金角犊子经》，一卷”[38]，智昇《开元释教录》卷十八除录其本名外，还著录了它的别名

《孝顺子应变破恶业修行经》”[39]。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二十八亦著录，内容同《开

元释教录》[40]。以上著录均遵从隋彦琮的判断，归入疑伪经之属。此后的一千多年中，《银蹄

金角犊子经》一直被当作疑伪经对待，历代大藏经均未收录，世间亦无传本。敦煌石窟保存下来

的这件《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的晚唐写本，可谓名副其实的孤本。方广锠先生举出13个例证

加以详考，认为该经非伪经，而是印度佛教初期密教所撰写的佛本生故事，属于翻译典籍[41]。

其结论得到学界认同。

　　此外，韩、日、中等国学者朴炳东、牧野和夫、齐藤隆信及方广锠等先生还根据韩国所存

《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之第七地《金犊太子传》，考察了这部佛本生故事典籍在朝鲜流传的情

况[42]。李小荣先生则讨论了《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与“狸猫换太子”故事的关系[43]。方

先生还推测《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自八世纪失传，仅存于朝鲜半岛，至清代回流影响到“狸

猫换太子”故事。经以上诸位学者的研究考察，有关《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的来历、性质以

及流传影响等有关问题基本上都得到了澄清，使这部久佚的典籍得以“验明正身”，重新为世人

所认知。

　　据上可知，敦煌本《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在隋朝最早被称为《银蹄金角犊子经》，直到

一百多年后唐代智昇《开元释教录》时才著录《孝顺子应变破恶业修行经》这一别名，而敦煌本

《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之名有可能是《孝顺子应变破恶业修行经》的省称[44]。可见在隋唐

时代，此经流传更广的名称应该是《银蹄金角犊子经》。从这一点看，后来朝鲜流传的文本称

《金牛太子经》、《金犊太子传》，国内宝卷称《金牛宝卷》《金牛太子宝卷》，更后来的民间

故事称“金牛犊”“金牛娃”“牛犊儿子”“小花牛”，特别是“金角银蹄牛犊”，等等，这些

称呼，都与其源头《银蹄金角犊子经》之名，特别是“犊子”一名的影响不无关系。

　　与元明时代的《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第七地》相比，敦煌本《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的最

大不同，是文本语言与结构形式的不同。它采用是较为口语化的散文，没有诗偈。如：

　　犊子语屠儿曰：“我非是犊子。我是栴陀罗颇黎国王太子。我父索其三妻，我母处在小限。

两夫人意欲煞我。我不得违二母之意，变作犊子。卿莫煞我。我□之日，必作国王。我作国王之

时，使卿金千斤，分国半治，封邑万户与卿。屠儿！愿莫煞我。”尔时屠儿闻犊子作如是言，大

忙迫。白言：“丈夫立身以来，煞害众生恒河沙数。小来未见有是银蹄金角犊子语我此言。”

[45]

　　文本结构上，该经采用了佛经常见的“三分”结构，虽然敦煌本《孝顺子》的卷首已经残去

不存，但从残存的大部分看，其后面的两个部分仍在，故学者推断其原本应该是标准的“三分俱

足”的结构[46]，即前有交代该经讲述的时间地点的部分、中间为孝顺子故事主体内容、后面有

讲经效果及人物来历的揭示。而《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第七地》如前所述，虽然点明了佛本生故

事的性质，但只保留了故事的主体，且语言已是民间讲唱的韵散结合的形式。从文本结构这一点



来看，敦煌本《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的三分结构，与《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第七地》不类，

但与《金牛太子宝卷》的结构却有一些相似。

　　还有一个不同，就是在《孝顺子》中，牛犊被招亲的国家是“舍婆提国”，而从《第七地》

开始，牛犊招亲的国家都变成了“高丽国”。其余大体相同。

　　五、从印度佛本生故事到中国民间故事的演变

　　以上，我们沿牛犊娶亲故事、《金牛太子宝卷》、《第七地》、《孝顺子》、《银蹄金角犊

子经》的顺序一路回溯，将这个民间广泛流传故事的来源一直追到了隋唐时期，历经一千三、四

百年的时间。为能更清楚地看清将其流传演变过程，我们再从故事的源流简要梳理一遍。

　　牛犊娶亲故事最早源自印度的一个佛本生传说。这个故事，最迟在公元七世纪初年就已经被

译为汉文，开始了在中国的流传，当时被称作《银蹄金角犊子经》。隋仁寿二年（602）编成的

《仁寿录》卷四中，就已经著录了这部佛经。其后的二百年中，695年的《大周录》，730年的

《开元录》，800年的《贞元录》，都著录了《银蹄金角犊子经》或它的别名《孝顺子应变破恶

业修行经》。说明在隋唐时期，这部经书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流传。但以上经录在著录这部典籍的

时候，都无一例外地将它归在了“疑伪”之类中，就是说，隋唐佛教界都不承认这部经书是真正

的佛经，而将其看作中国人假托佛的名义撰述的经书。因此，受这种认识的影响，历代大藏经都

未收录《银蹄金角犊子经》，后世的经录中也再未见著录，故学者认为它已在中国失传。敦煌发

现的《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也仅一件孤本，说明受“疑伪经”身份的影响，它的流传的确不

广。

　　九世纪之后，《银蹄金角犊子经》再未被著录过，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失传。这个佛本生

故事在民间仍以不同的形式传播，比如壁画。五代王仁裕在他的笔记《玉堂闲话》中最早记载了

麦积山窟崖的情况，提到：“其上有散花楼、七佛阁、金蹄银角犊儿。由西阁悬梯而上，其间千

房万屋，缘空蹑虚，登之者不敢回顾。”[47]其中“金蹄银角犊儿”一名，应当就是“银蹄金角

犊儿”的误写；它能够与“散花楼”、“七佛阁”并列，也应当与二者一样，是麦积山上的代表

性佛窟建筑或内容。“散花楼”、“七佛阁”今日尚存，而“银蹄金角犊儿”则不存[48]，从名

称内容推测，极可能是指绘制有《银蹄金角犊子经》故事壁画、展现释迦如来神迹的一个窟室，

故被时人以“银蹄金角犊儿”代称。这说明在五代时期，《银蹄金角犊子经》也还通过佛本生故

事画的形式在民间流传[49]。

　　两宋时期，虽然没有发现《银蹄金角犊子经》流传的直接证据，但我们从现存的明刻本《释

迦如来十地修行记·第七地》的文字，也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笔者注意到，文中写到波利

国王的第一夫人殊胜表示要用四季花果迎接国王归来，在偈中称国王为“官家”。我们知道，称

呼皇帝为“官家”，宋代比较普遍，元明时代的通俗小说中也有，如《水浒传》就将宋徽宗称作

“官家”，后世这样的叫法就少了。这个词出现在元明时代的讲唱文本中，表明它所用的底本有

可能出自宋代。这就意味着，收入《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中的“第七地”所依据改编的底本，

可能宋代就可能已形成。因此，或可推测《银蹄金角犊子经》在宋代可能已经被改编为民间通俗

讲唱文本，并在社会上流传了。

　　元代泰定五年（1328），《银蹄金角犊子经》的民间讲唱文本经过改造，编入《释迦如来十

地修行记》，作为其中的“第七地”。编入时保留了故事文本韵散相间的讲唱体式，但依照全书

体例，只收录了主体故事部分，将原来经文中交代如来讲经的时间地点、讲经效果及人物来历的

开头、结尾部分删去，而归纳为“如来昔日在波利国中为太子”一句，对整个故事性质加以点

明。

　　明代正统戊辰年（1448），“少室山人”对《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进行了重新校勘，删削

繁词，由明伊王府的普秀负责刊刻印行，普施于信徒大众。韩国高丽大学所收藏的正是这个刻

本。

　　根据韩国及日本、中国学者的考察，《金犊太子》可能在十三世纪已经传入朝鲜半岛，并被

译为朝鲜文字，在朝鲜半岛广为传播。

　　明清民国时期，随着宝卷的流行，《银蹄金角犊子经》的民间讲唱文本以及《释迦如来十地

修行记·第七地》的故事又被改造为宝卷，称《金牛宝卷》或《金牛太子宝卷》，通过宣卷活动而

广泛传播。

　　就文本结构而言，《金牛太子宝卷》的首尾部分还存有关于故事缘起和结局的交代，与《佛

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更接近，而与《第七地》不相类似；就内容而言，《金牛太子宝卷》中还



包含有一些《第七地》中所没有的故事情节，所以笔者推测《金牛太子宝卷》可能是由《银蹄金

角犊子经》的民间讲唱文本发展而来，而不是受《第七地》影响而产生。

　　新中国成立迄今，受《金牛太子宝卷》的影响，牛犊娶亲故事在多民族多地区广泛传播。受

朝鲜流传的《金犊太子传》的影响，朝鲜半岛及中国朝鲜族地区流传大体相同的“金牛犊”的故

事。这时的牛犊娶亲故事已完全褪去了原有的佛教色彩。

　　总之，《银蹄金角犊子经》虽然在八世纪之后没有经文文本传世，但它的故事并未失传，只

不过不再沿用佛经的名义和佛经的传播形式，而采用了唐宋以来民众喜闻乐见的讲唱形式，改编

为讲唱文本，在宋元明清和民国时期的民间广泛传播，并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进程，远播到朝鲜

半岛。

　　还要说明的是，民间流传的宋李宸妃“狸猫换太子”故事不是牛犊娶亲故事的源头。相反，

它是在《银蹄金角犊子经》故事影响的基础上，结合宫廷传说而进行加工的结果，它与牛犊娶亲

故事同源，但不是故事主流内容影响的结果，而是同源故事发展出的一个支流[50]。

　　从《银蹄金角犊子经》、《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到牛犊娶亲故事，来自印度的佛本生故

事在中国历经一千四百年的传播，从讲述如来佛的神异经历、孝行善举，宣扬因果、奉佛劝世，

发展到讲述普通家庭纷争、同情庶子遭遇、注重民间趣味而尽去宗教劝化功能，其中旨趣变化与

社会文化背景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可以说，从这部佛经译成汉文在中国开始传播，直到民国时期

的一千三百多年中，虽然文本形式、语言特点有所变化，但其故事的核心内涵并未有多大改变，

佛本生故事的痕迹一直有所保留；到牛犊娶亲故事，由于社会文化的急速发展变化，这个流传千

年的佛本生故事才最终演变成反映家庭纷争同情庶子遭遇的神异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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