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論梵漢合壁造新藹

梁曉虹

日本愛知縣立大學好餾語學部中輯學科

碩士研究生畢業後，我曾和用在做碩士論文時所攬藥的桔輯，寫了《擒梵漢合壁建

新調〉一文， 1 提出漢語系儕典中有一顆「梵漢合壤j而成的新誨，升於音譯詞典意譚詞

之間，並種構祠的角度作了一些歸納。以後的幾年，研究的著鞏點的拉機教語調方醋，

對「覺漢合璧J 的說法是認定的，故在博士論文〈佛教詞語的構豔與溝語調蠶的發驗中， 2

分析鶴教說話的構造時曾聽 f合舉詞j 一章，後在:{佛鐘翻譯對現代漢語暖收外來詣的敢

過》一文中也提到這個問題。 3 總的說來，我把「梵漢合體J看成囑「半音半意調J ' r梵j

即為梵語音譯部分。委

對日本以後含有機會接觸一些學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發現也有類的的說法散見其

中，並受到一些敢發，故有成再論。

日本佛教學者類似的說浩大致有以下三種:

一、 f梵漢會接語j 。如諸轎《大攪和辭典》在「鐵梅J擁下，就指出造是 f梵漢合處

語J 0 另外 p 宮坡有勝〈佛教吉普入內》在某些有闋的接話下t位明確接出了這個概念。 5

二、「雙舉j與 fí并舉J額。這一類的說法，右。如「華梵雙舉j 、「覺漢雙學卡?梵漢儕

舉J 、「梵漢兼舉J 嚀。￡

王、「聽覺重標j 與「梵廣種標J 0 此說在讀藤韓伯《佛教故事名吉辭典〉中作為條自出

琨， 7 可見作者的鞏棍。「唐J措漢語。措漢語與梵語，或梵語與漢語叢疊間成一誦。如

1 (福建師範大學學報) 1986年第是銜。

2 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的做年。

3 戀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續) : <語文建設} 1992年第3期。

4 翻譯佛典的原文，立fðF全部潔白梵文，有的譯自印度北部的位。留文和一種健陀蓋章詣，有的譯自印度南部

的巴利文，還有的譯自古代商城某些語言言。在此，我們沒稱其為「梵J '以梵吉普作代表。

5 宮板有勝: <傍教書吾入門} (錢康華書房，略和62年一 (1987)) 。

6 如~舟的《佛教大辭典》、中村元等所綿的〈佛教辭典》及鑽藤險仙的《佛教放學名言辭典》等。

7 須碧藍隆1ilJ : (f弗教放學名言辭典) (新人物往來役，紹和57年 (19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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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揮定J 之 f禪J '來自梵語 "Dhyãnà'之音譯 f禪哥們之略; í定J 為 "Dhyãna刊的意擇，故

「禪定j 可謂 f凳麗葉標J 0 海如「金色夜叉J ' í金色」為漢語， r夜叉J 為梵文Y站si' 的音

譯多此即為 f唐梵重標J '或名之「攀梵變舉J 0 

建樣的說法在漢語蟬典中也早有。《釋民要動〉卷中〈議具) í金字H東下臼: r梵云轉多

蟬，蛇云應器，令略云鋒也。又呼懿孟，即華覺兼名也。 J(金光明文句言。: í懺悔之

，乃變舉之音，梵語懺摩，華古悔過。 j近人丁褔保《佛學大辭典》中也多用 f梵漢雙

舉j 一名。

以上議些名稱，揮苔則詞，斬首期又有別。樹如， r揮定j 為 f梵唐重標j就不合麓，

盟「定J 並本就是“Dhyãnà'的意諱。研 f金色夜叉J輯 f唐楚重標J -m不妥。

以上諸種說法，說認為「凳漢合成揖J (或「梵漢合壁詞J) 比較好，因其能比較準確地

反映國翻譯悔經孺出琨的這種語音，現象。

我認為: í梵漢合壁鵲j又可分廣義與蓋起義爾顫。所謂 f梵漢合聲事剖，搞所有自覺諧

音譯成分與漢語問有成合合璧間成的軒說。如:魔王、躍于、麗女、聽說、魔兵、聽

草、死魔、鄧魔、欲躍、蘊魔、業麗、降魔。「麗j是梵文 "Mãra" (r魔羅J )的音譯略

稱，立「魔J 是專為此音布新權的宰。 B 又如:梵夫、梵三五、梵膏、覺宮、梵界、梵番。

「梵j 為梵文“Brahmã" (r梵摩J 、「梵覽摩J 或 f婆揮黨摩j 等)的音譯節略。又如:菩聽

行、菩薩娃、菩薩乘、菩聽壇、菩韓戒、觀音菩韓、地藏菩薩、大乘菩薩、上首菩薩。

「菩薩j 乃梵文“Bodlùsattv在宮'(1菩提韓唾J )的音譯節略。

類似以上「梵漢合壁詞J '大的有以下特色:

一、數量多。我們只要多績一點佛鏈，很快就會發現挖一特色。在體教辭典中-m可

以看出，它們往往成系列，其能麓，控令人嘆驚。倒如以門和與漢語各種類名新組成的變

音節「梵漢合聲音別多了福探《轉學大辭典》就收有七十多僚，龍中村元的《佛教諾大辭典》

收了有一在懿釀。

二、音節長短不一，但以變音節者為多。如以上之例，有變音節、三音節、四音

疇。還有更長青前者，如:悶賴耶外還(流派各) , í陶賴耶J 為"Alayà' 之音譯;摩訶壘

球沙花(植物名) , r摩都裝珠涉J 乃“Mahãmãr草üsakà' 之音譯;般若按蘿蜜多咒(真吉

名) , r般若按羅蜜多j 樣?吋酪.pãrarr說ta"之音譯;蘇悉地揖驛供養法(緝名) , r蘇惑地

將羅J ep “Susiddl識ara" 之音譯。

還有更長音節的，不贊舉。看得出，這一部分基本是專用術語，不常見。常見的是

拉 雪發燒紅: <說 f激J) , <普通話> (香港) 1991年第2期。



48 中國語文通訊

那些音謀部分已皇軍音都簡化者，聞為它們鐘磨了漢語的習慣，所以有較強的構觀能

力。吟Il "p吋宜在pãramitã" (般若攘，離蜜，多)常體化為“Pnyñã" (般若) ，問「散著j 在拂典中

的意義又非常重要，所以在佛典中，可按其後加上各種類者多構成以下王音節詢:般若

、散著器、般若船、般若智、般若會、般若躍、般若經、觀者輯、般若頭、數若論、

般若持、散著聲、般若心、般若藏、般若度、般若梅、般若學、散著章。問膏、五音篩

者就不用贅響了。

在當略音譯處分的音節，以導就漢語能幫續多構造新誨的選程中，昏然又拉i音譯簡

化為單音節者最2毒活潑，因為漢語單音節譯家具有強構詢能力。如果再加一漢語盟有成

分會就能構盧新的變宵節誦。造樣的詞，有時實在讓人難以感覺得出它們有 f外來j 的成

分在內，是「外束語J 0 如:禪定、禪恩、禪奎、彈塵、禪堂、禪師。 f揮j 是梵譜

ζ'nh持ntt' 的音譯脅略，是真正的外來者， {.E!攝聽音籬纜f七處理後，卻使人不覺得陌生。

還有一種能文字至u音節都全部漠化者，豆豆使人覺得親切，樂意接受 3 久而久之，我

們甚至難知其觀。如由 í~配、門曾j 、「接到、「魔J 等音譯成份與漢語間有成分合喜愛而成

的系列雙音節誨， 10 我們更難意識到其中有 f凳J 的成分。

豆、輝、建流餐。[梵漢合聲調j 大多數是應翻譯機典之肅而產生的， {.E!-!ß有不少是在

以後佛教發展、語言發展的攝程中出現的。如:唐代慧能鸝立了中盟禪定，接受文人士

大夫的歡迪。文人士大夫以說揮、參禪為風尚，緝常寫詩作文表達禪趣、禪理;一學樺

f韓、禪師也多與他們密切交往、吟詩、酬唱，表達人生的理想、境界。這樣，在漠語調

釀中，自然又增添了一批以 f揮J 為修飾語的新諦，如揮林、禪菇、擇字、揮輯、揮宮

嚀。我倒只要…讀唐詩，自有很潔的印象。

燒種現象至今扔存在。在北京大街上，鐘常有新廣骨、簫商品名出現。攬著「魔芳

熱」的建漸消退，我們又見到「魔棒j 、 f魔對J ' r魔棍j等新品者。雖未見過那些東西，

但我們彈能感覺得出它們的共性。擅自然是悶 f魔j 宇研決定的。

雖然我們耳以認為，顯如 f魔方卜 f魔金扣的新名詞已不算是「梵漢合舉j前成的了多

因為 f魔J 早已成海漢語的基本語素，病以 f魔方J一頓的新調兵館是一般意義上的合成

誨。但我們若能漢語史的角度看，部位可視此乃佛教文化源遠、謊長、傳教詞語意義引婷

的結果。如我們現今霞，用的「劫數目蘿卜 f劫難臨頭j 、「十年浩劫j 、「劫後餘~J 、?在

劫難逃j 、「萬勢不被J 中的「劫J np源於佛教。楚語"K沿抖，音譯作?劫故J (或f啦?說鎮J 、

「矯蠟披J 等) ，簡成「鏡J 0 佛經中融「兢J l 本是一餌無法計算的長久、建大的時聞單

位。《釋氏迦譜》曰: í劫是相名?此云跨世。若依曹梵名白 f葫說J '此土譚之各大時

9 梁曉虹: <佛童裝融擇對現代漢語吸收外來祠的敢過.) , <.吉普文建設)1992年第3期。

的梁曉虹:<.佛教與漢字> '尋安街九星星等(主續) : <.中劉漢字文化大觀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5年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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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此一大持其年無數。 j 由此引伸， r葫j 在轉經中又是一個世界變動周期的概念。即

在一站時間內，世界能取成到毀滅，要經歷成、住、壞、空間爾時期。在壤輯之末，會

出現火、撓、水三種 f甜災j 摺審議世界，於是天地只剩下劫灰，世界於是毀擻， r空劫j

過後，世界再鞏新翻燼。由此) r葫j 車走又有了災難、毀誠的意義。隨受佛教悶果報應思

想、的影響，我們又相信遇到的 iii難乃命中控定的，不可攏蹺，龍就是「葫數j 。這可以看

出佛教文化對漢民攘的影響力和鶴教諮詢在漢語中的滲透作用。

史有為將佛教者作 f中閣的第二傳鏡文化J )並認為在清朝末年以前要沒有任何一種

外來文化可以與佛教文化相匹敵，沒有任何一種外來文化橡佛教文化那樣揮入到社會生

活的各個領域，使我們的探聽意識當即文化的核心發生章大的變化。與此棺伴纜的是大

蠱的新詞新語，其中的音譯外來揖數以千計，數黨驚人，連連超過鴉片戰爭以前所有時

代外來詞的總和 o l! r梵漢合聲音這j 正是其中的一部分。聞從漢語調麗史發展的角度看乎

這種進新詞的方法，實是闊翻了 f半音半意j 詞的先導，具有特殊的影響及意義。 12

本文的狹義 f梵漢合壁鵲J是考察個別詞麗的。間為在嘴典中，有些「梵漢合聲認J 的

意義與其情嫂，不能簡單地用前所介紹的幾種說法來加以概括，應該個朗進行考察，從

荷找出其特碟牲。我們看以下倒子:

樺)Ê 一散都將此詢者作是向護權舍的 f梵漢合聲調J '如中村元的《儕教諾大辭

典〉、須藤陸的的《佛教故事名官辭典》等，就認為「禪j 為梵文“Dhy組a" (禪毒品的音譯會

略，議H定J 乃“Dhyana" 之意諱，故須藤接他選為此造了 f梵廚靈標j 的摘譯。 13

!l:仁說不確。 f定J 不是“Dhyanà' 的意誨，而是“Samadlù" (f乏味j或-舉站J )的意

擇。「三味J指心注一境，精力集中不分散的一種精神狀態，具有「攝心往緣，目之為止j

的特點，所以中國古代瓏將它譯作「止J 0 掰 f禪那j則指安住一心 9 靜心思考，使身心得

到平和或體情特定義理的行為過程。所以其意譯作「靜慮j 、作「思椎f虧。據說，當年釋

觀牟尼瞥姐就是在菩提樹下靜至是苦思冥想然後成道的。這種苦思冥想，作為一種{實行方

法，就叫作 f禪J 0 

所以， r禪j 和 f定j 的處則在於:前者具有「恩權j 的特點，後者則體現?靜心j 的特

纜。印度古代哲學和拂教都常把 f禪j 幸nf定j結合在一起。佛教的「揮定j表示通過思椎修

習活動師連到心地純潔清淨，即建至1佛教研連求的積神境界。如吳汝鉤攝著的《佛教大

11 史有為: <臭文化的佼者一一外來獨} (反響﹒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年) ，豆豆 168-沌。

但《佛經翻讓對現代漢語吸校外來詣的敢過》。

13 <佛教放寒名言辭典H機定j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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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典〉研輯: r通過樺的棲習，而便心貞定下來。 J 14 中闋的禪宗以?禪j命名，又撞一步

擴大了「禪定j 的觀念，童在 í~虜，削、「見性J '不再跟於靜盤棋L' 、專詮觀境的?在式。

從臥上來看， í揮定J作為 f梵漢合護諦卜其「凳J與 f漢J 之間是近聾的觀標。 15 能

聽義上說，辛苦伴同義的接合亦不妨。但從語攤上考察，卻不能將「定j 器作是“Dhyar可'的

意諱。實際上，翻譯蟬典中， í禪定j 的另一形式「禪三味J-t且有出現。如《正法念處鐘:>卷

六一: í若有f實行者，得樺三味樂，皆由一心念，穆行之所得付了攝保《佛學大辭典》釋

曰: r擇那與三昧，擇那譯思嚨，三味譯定，何體異名tt! 0 J 甚罐，只是「禪三味J外來氣

息很攘，所以不說衍。

蟻梅 關於此諧的語瓣， r究漢合壁j 是搜尋可問題的。續藤陸能認為，.ùt梵漢合成

諦，融為榜諾。 16 租一般的說浩都是將 f悔j 看作為“Ksama" (犧摩)的意擇，故是覺

音遍意的同義權合諾。 17

實際上多 f懺悔j並不就是如此簡單的重舍，即二者盤不問義， í梅j 非“恥azIIC之意

譚。接唐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傅》巷十五「十五體意成規」條研考: í辛辛作車里囑，對不向者

而除悔之，梵云阿金字應金字喇廠提會彈。何懿癮者，罪過嗈;轉曙底提會那，即對{聽說

血，說巴之拜，黨令清淨。自須各依烏合，則譯誠可期;若總指談憊，非律所許。舊z又

懺悔，非關說擇。何者?懺摩乃是菌音，告當忍章。悔乃東夏之字，追梅為色。?每之與

忍過不相干。若的依梵本，諸除罪時，應云至JL'說擇。以期諱蔡，翻懺學為追悔 9 位i竿

由來。西國之人，fl豈有觸誤及身錯相輔者，無聞大小拿大者垂爭相舟，小者合掌虔恭，

或nr攏身，或時執蹲 3 口云懺摩，意是講課，顯勿聽罪。律中說他致謝，即說懺靡之

藉。必若自己揀囂，乃云提會那矣。想懷後滯多用敢先燼。雖可習俗久戚，而事須依

本。 J

根據這一段話，我們大致苟明了「懺悔j 的自來。“K.~ama"有向人選歉、請人，聽器、

乞求怨怪揮之囂，所以乃[忍J 也。有點相當 f對不起j 、「請原諒 J 0 梅「犧悔j 中之

f悔卜本應是 f三在心說罪J 0 要除去自己所施的譯過多就要先舟，人發露自己的過錯。此義

的梵語為“Apa的desana" (阿懿底提舍那)。其中 f間轉鹿J是 f罪J ' í提舍那j是「說J卜，故

可譯成 f說擇J 0 1昀甘如此，義;掙爭認為「觀懺摩為埠f梅每， fl似試罕由來j心，雨遺

為人所黎 O

14 吳放鈞:(儉教大辭典;) (北京:商務印三餐館， 1995年)。

15 參看樂燒紅心論焚漢合瑩透新認》。

的兒《憐教故事名言辭典;) I懺悔J條。

17 如《彿激故事務宮辭典}、《佛教諾大辭典》縛。這是 f懺悔J最常冕的解釋。

1日〈佛是表大辭典H纖悔j條古代有當事純奈耶十五注》臼: r渣。纖維吾手、此方.ìn讓當乞容恕，容忍致謝義t益。老

鐵法筒人 2 欲乞歎辛苦善言，皆云鐵態。無間大小，成問此議。若?蜂擁者，*云阿鈴底提合潔，

押在ttides益的。阿排成是夢里，提會那是說，應言說努。云懺悔這Es 總是來誨，不當謗恕，復赤誠善事，成無

樹致。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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懺悔多本表示對人坦露自己的過錯，求以容忍寬恕。 f犧摩J 與「閱金字底提舍那J之議

全但括在肉。取「犧摩j 之 f犧J '舍之以「阿轉鹿提舍哥拉J 之意譯「悔J (悔罪) ，如此成

誨，多麼簡潔明了，避合漢語!佛教制度規定:出家人每半丹舉行一故諦戒，給犯戒者

以說過悔改的機會。以後又產生了鐵梅文、犧犧一類的文體， r犧梅j遊鹿為專以脫罪折

頡為目的的佛教儀式。聞此，佛典中 f懺悔j 比比皆是。

f懺悔J 一詞早就跨出了轉向:伊斯蘭教用此謂對譯阿拉伯文"Ta呻品" (甜甜，基

督教用它來對譯英語的“Confe咽。ro 脫罪析福是一種聲鍾的宗教議式 2 於是「犧梅j 也

說大大發揮了作用。而在現代漢語裳， r鐵梅j擺腫了宗教;意義的東縛，用得更為廣泛。

可以辛苦出， r懺悔j在發展過程中，還漸舖向認錯a悔罪，而「犧摩j 之義有研失落。所以我

們往往不知其源，甚至誤把「梅jJ獵者作是 f懺摩j 的意誨。

第tl土 f譯自 J 是梵語“K.setra" (r科多羅j 或作 f差多羅J) 之音譯官略，其本義 f土上

「土由 j 或 f關土卜故「剩土j是梵漢合壁的閱讀複諦。唐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一曰:

f潮，梵云差多籬，此譯云主田，經中或吉擂，或富士者，何其義也。或作剩二乞者，存

三音也。即剩于智利名守由主，亦是也。 H剩常利j是古印度問種性中第二綴，是擔任闢

圭和文武官職、掌攝政治和軍事實權的古印度國家的世俗統治者，將它譯成「守盟主J ' 

是與其本義有鶴的。

f剎土j 除表示一般意義上的鸝土外，在佛典中還可指「鶴土J '那一佛所教化的範

鸝 s 亦即一輛「五千大千世界J 0 大乘佛教宜稱鶴有無數，故「佛土J 、「和土j 亦有無蠶。

如《中陰嘉軒卷下: r爾時妙覺如來雪將欲移到諸佛斜土。 j 又: r被有系tl士各自清明 p 佛

名明丹。 J {無鐘書學齡卷上: r授是敢自在王佛，即為廣說二百一十館諸梅和土夫人之聲

器，聽土之矗妙。 J {法華文句記》卷二曰: r剃者， ------1比云間，那一f揮所主土也。 j

「草草 j 在漢語中多指塔、指寺，其鵲義引伸線絮，史有海認為該是"Laksatã" 的音譯

「拉湖底J (又作 f賴瑟抵J )之會。從本義「柱J '從福可指立投寺廟中的 f攝零j 及建

投儕塚(塔)頂部的相輸。自塔頂之「和j 擴而指全身的塔，出寺院中之攝柱攏誦措

整個寺廟。 19

宮援有勝認為從「剎j 表拉到「草草j 可指寺龍之說不罐罐。孺另一說，從梵語Y泌ti" 、

巴罪!J語“Lat船"之音譯者略，表標臟、旗綴，能商到寺院前立科竿作為寺院的標幟，轉兩

可指寺院，其音又不能完全對應。他認為， r對j表寺院，是從 f剩土j來的。 f剩j 有關土

之意要搖籃府首J捕 f單地J 賀龍甜可指寺廟。 20 我想，如果也說成立的話 5 那是由「剎士j 在

鵲典中多表 r-Ji弗士j 掰來的，否真Uf聖地j 無來自。

的兒史有為: <星星文化的佼者一一一外來誨) ，豆豆 191 • 

20 JM佛教語入內) ，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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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鸝 《法還真鑑〉卷一《方便晶.> : ，幸?人對塔麟，寶犧及畫像，J，V.馨香轎葦，敬心間

供養， .......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悔，皆己感佛攏。 J了指保《儕學大辭典》

「塔廟j饒下曰: ，梵語塔，一轉獻。梵漢雙舉目塔觀。 j種現代人的觀點來辛苦， ，塔廟J 聞

義， ，覺漢雙舉H是有點難理解的。關對，:J;菩j 宇之草草，不卦時贊說。 21 我們要說的是 f塔

攜J為何同意的理據。

古印度最初的 f塔J (f塔婆J 或「擎堵波J) ，驚險就最埋葬躍靜的墳塚，故可譯成

「墳j等。據說，釋過牟尼佛扭捏槃火化後的 f錦會新的，被八關聞主分縛，並各自建「塔J

供贅，這就是最早的「佛t訕。告此， ，塔j也就成了機教的「專制j一一除了埋葬高檔的舍

利、骨灰之外，還珍藏傳經及各種法物，所訟t且稱 f寶塔j 。而古代印度的寺廟建築特

色，銘、定是聽中有塔?聞監塔位層按佛寺梅中心，是整座寺院的全體。商當時的佛廟，

也立豈非橡後來中劉專門供奉佛像的嚴堂，只是附屬對釋逝牟尼墳說(或其他高檔墳院，

即所歸 f塔院J) 的稱贊。這樣的寺院建黨就叫 f塔廟卜室主於“平}II 。龍種形式的「塔廟j與

依L1J鷗擎的 f文提窟J (石窟寺)一起構成印度寺院連黨的兩大特色。這說是 f塔肅j 為 f梵

漢雙學」的出來。

童車-*，童車J 是梵文“Pàtra" 的音譯「金字多羅j 之音路， r金字j 是新遍字。《釋民要覽》卷

中 f種具H康曰: r蚱，覺云轉多鑼 p 此云應器，今略云蟀啦。又略轉罩，即華梵兼名

也。 H訴J 為此丘六物之一"----iI要飯舟的器盟。荷「孟J 為中闢古平玄之名。《說文):暉，

飯器。 j大篠本《說文》在 f盟j 部復加了一鶴「益J 芋，自: ，益器，孟厲。提單，友聲。

或從金健本，北來切。 J如此，取梵背 f金字J '合2英語本有之名「輩J '合醬醋有「韓孟J 0 

孟繭盆 「韋爾盆會j是根攘萬苦笠法讓所揮也蘭盆齡的內容聞輿組的為追薦祖先

瑚舉行的民問節目。南朝樂武帝審員衍於大詢問年(538)帶頭設「孟之蘭盆齋J '發廢至唐代臻

於頂盛 3 至宋代咒發展為「中元館J ' ，鬼節J '至今攤主車流長。 22 日本的「孟蘭議節J 期

更是男女老少出動，載歌戰舞，熱鬧得很，成為與新年相並列的大節日。

關按 f孟囑盆J '有兩種說法: (一)海梵文“Ullamb制正的音譯，意為「救倒懸J ; 
(二刊或幫」為梵語音譯， r鑫j 為黨擇。《釋氏藥費3養下「雜記j條曰: r孟囑盆， . ~ . .. . .梵

諸軍窩，此云教飼懸也。盆期此芳器也。成盤且還喜梵華舉也。......羈淨云: r孟觀者，

西域之諦，此云教倒憊。即會i處兔苦，謂之倒懸~o 盆乃東夏之音，此如數苦之器。所

以佛大眾之恩光，教倒戀之輩穿急。 j此從義以制名也。古師云:誰或是緝。但擇時隨俗

轎麓，益之興奮章，皆器故也 o J 唐宗密的<.孟蘭盆，體就》亦持此說: r孟蘭是西域之誨，此

云鶴戀。盆乃東夏之音，的為救器。著嘴方樁，應臼數倒懸盆。斯也毒草者之親 3 魂沈闡

21 梁瞬童工: <:說 f塔J) , <:普通話> (香港) 1992年第 1期(注:周「千島小蓋章J 筆名)。

22 梁曉直I<從民肉模俗清佛教對中鷗文化的影響》中的「孟蘭鑫會」條，(寧波締院舉報抖的l竿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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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雖飢且竭，名{臥倒憊。纜鑒于之威靂，無以握其設裁。嘴令盆擺百昧，式賞三尊，

棉大員長之恩光，數個懸之窘急。 J 如此說， r孟轎盆J 也是 f梵灑合聲j 的諦。

那麼，其理據為何呢?我認為，有兩說可參考。其一，據宋先照也聽龜縮兢兢一記:>

卷上評曰: r控藤法師〔玄廳內續音義》云: r梵語為藍單單，成翻個憊。今諱烏童安部孟聽

也，婆學郎今之益也。是則三字立全是梵宮，但音之訛轉耳。疏主立據經文安著盆中之

語會故作華吉解釋。《音義》則梵苦得賞。贏家則一往符經 3 疑故稱存，體人去瑕。 J 如

此， r盆j實是音兼黨擇的成分，它是、做la" (婆擎)的會音，又根據了懿文的內容。採用

f盆卜近音含意，故「孟蘭鑫JPJ署作是 f梵黨合盤諦J 0 其二，中村元、當搜尋穹勝認Z寄:

“Ullambanà'來自梵語“Avalambanà' 。泊中村元認為前者君主後者之轉說，譯為 f倒醫護J

(按:(觀譯名義集》卷問世說: r孟輛，西域之語轉。 J) 宮坡有勝器為前者來自復者，謂

“Avalambanà'又來自伊鷗語“臼vazl" ，其義為「死露J 0 r孟蘭翁j 之緣麓，就是自連海教

度死去的在地獄受苦(如處倒憊)的母親，其法是用 f盆j 員于百味飲食，在七月十五日(11曾

想安居終了之日) ，供養十方僧眾。如此小孟蘭鑫j是「梵漢合聲J 諦。

權海鐘驢 「槽j是梵文“Danà'的音譯 f欖部J (也作 f陀那J) 的會路。海「樓那j又

是 r~它那轉底J (Danapati其脅，意為施吏，指向寺院施捨財物、飲食的世俗倍攏。《釋民

要覽〉春上釋曰: r梵語陀那金字扇，麗富攤主。今稱槽那者，即訛陀為槽，告辭底，留那

故也。 J 如此， r樓施j 與「體韓j 都是 f梵灑合聲j 諦，一是動詞 s 一為名誨。

權施據《南海脊歸內法傳》卷一: r~它那是施，轉底是主。 J龍 f陀哥軒說略成「權j

即施捨之義，再報以一間義的 f爐J '就成為梵漢同義複合諦。如《經律真相》卷十九:

r(長者)便與五百爾金。覺者得盒，廣設禮施。佛2蓮說法 dlP得道跡。此期海寄歸內法

傳》卷問: r所受禮施，成隨喜捨 o J 
撞撞 《南海脊歸內法傳》卷一曰: r每f!l食了，品、續續一輛跎那伽他，報主義主恩。 j

義淨釋臼: r梵云陀那金客廳，跎那是施，轉底是車。問云檀趣者，本非正擇。略去那字，

取上陀音轉名為樓，更加驢字。意道自行權搶，自可艙渡食窮。動釋雖然，耨乖正本。 j

f畫畫j並非正諱，卻體現了攘攘僧人對 f權捨j 的理解。所以漢譯佛典中鑽多見。如《諸經

要集》發二哥 I {I賢廳經〉云: r督構在世時，會衛歸中須連長者，倍敬{瓣，為續續錯。彼

纜所諦，一切棋錯。 j 又卷九哥1<大黨籍D云: r或作陀丘，所得種種質生之具，皆是信心

槽韓研施。 J J記類俱j甚夥舍不銘、贅響。它既比音譯「館那韓底J '或其略稱的「體那j 常

見，也沈 f陀那韓底J 的意譯「雄主j話語音。其主要理由，除了 f梵漢合舉j雙音以外吾還間

為， r攪j 宇顯得典雅，宗教策，息頗濃，而「錯j 字又表撞了得播報的心單頁。所以，用「欖

蘊j來稱呼那些有善心的施主柄，非常合墟。

23 分別昆《佛教諾大辭典》、《佛教語入門H遠萬寶盆H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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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眾 {曾為梵文“Samaghà' 的音譯 f僧翻j 之者稱。 11!曾做j 意譯為 f會J 、 f累計「和

合眾J 導，指{曾厲，一般講四人斟上。 1l'曾告別攝入漢語發 s 題漸亦可指單樹的出家人。

尤其是簡化為門曾j後，原來的 r~J 、 f和合眾j 之義基本消失，從關成為可數的單稱名

詞。〈釋氏寮覽》卷土: r <:僧史略》云: UL四人以上名槽，今一人亦稱權者多蓋從眾名

之也。亦如萬有三千五盲人為軍，一人亦稱軍攏。J1H僧J 既能用以稱舉個僧人，門曾伽J

的外來氣息又太瓏，於是漢語幌典中說出現了 1{I韓眾J '以表僧人集體多數。《占寮善惡

業報;還》卷土: 1供養一切實碧空檔憊。此法苑球和卷五十五日: 1故知佛法鞠遜，非凡所

髓。僧克拉高建 9 亦非黃海之禱。夫出家者，內辭親愛，外捨管樂，哀求無上菩攏，顯出

生死苦海。所以棄朝泉之膜，接插臨之衣。行謹以報昭患，立鑄以黛玉有實此其之大意

1:È. 0 J 遍是對 I{'曾舉j 的解釋。明顯， 1 {I曾想J 通行監 rf曾告別。

偈頌 「偈j 君主「覺語j “Gathã"之音譯「偈陀J (也ffl偈他j 、「伽陀抖的實路。漢譯

為「續J 0 凳漢合聲成「備頌J 0 “Gath言，為佛經的體裁之一，由國定宇數的問句組成，種

顯不一。主要有爾種: (一)通喝 p 圈定副主十二音篩講展; (二)男IJ鴿，共自旬，每f笛一

句凹菁、車;膏、六吉、七苦等不定。作為機典中用贊歌頌儕捏功館、寬擴拂理的常用

的、與散文相對的獨立的韻文，它灑於古印度利用詩歌表示讚嘆的形式。樂釋蠶較〈高

檔傅》拳之《搗摩鑼什傳〉記擺什曾對其辛苦于憎歡道: r天空翻俗，甚重重文制。其官商體

議，以如弦起義。凡觀閻王 r盔、有讀禱。兒，轉之髓，以歌嘆為貴。題中揭頭，皆其式

也 o J 佛典三藏中有大暈的侮頌。梵文偈頌的體制很嚴響，音節格律都有規定，就像中

國的律詩一樣。特另司是宣揚佛聽的獨績， æ\須使用名相事數等專有名詞，更得宇觀句

酌，需要很高的文字技巧。這些偈續在調譯佛典詩?一般借用中國詩的影式。新以，佛

典中的偈績，對中輯詩歌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豈能禪 也作「崖擇J 0 1禪草創作為僧人修行的11法之一，靜學尉健是最基本的，故在

「禪J 前續加 11設J '成 I~揮J 0 <:諸鐘聲集〉卷十七吾 I 千反吳儀》云: r出家人研作業物

者，一者至最擇，二者請經法，豆，者勸{t員長事。若具足之業者，是磨出家人法。若不行

者，徒生提死，唯有受揮之閣。 j研以佛家童讀楚禪髒行。中國臨禪宗初觀建磨東來，

學禪盛行。放中村元等騙的《告說佛教辭典》認為 f禪宗j一名，是 11是禪宗j 的省略 o 24 但

相對古代印度?翰榔j行者所衍施的種種奇真的聖法來說，禪宗僧人多螺用「結蝴跌至長扒

在禪宗， r學禪H毒安樂法門，乃一切佛，教研歸舟，進而擺{品行、住、學、臥都可「坐

禪J ' 1盤樺j 的意義也更擴大了。

以上，我們具體分析了十f9H梵漢合聲調J '旨在說明:漢語中有建類詞存在。都可

24 <:是于波佛教辭典) (東京:岩波彎路， 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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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梵漢合聲J '孺其成詣，又各有其特色。有古印度覽語，也有佛教文化的影響;又

問佛教與中國文化的融合，漢化程度頗探。所以?能個朋詞語的角度對它們進抒考察，

對儕教文化，對漢語調聽史，尤其是對話苦與文化的關餘，都是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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