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說f嵐j與說「塔j

徐持儀

上海師範大學

暈、謝黨j

獲語中的「嵐j有「山簡霧氣j和 f大聽J 二義，有關成詞的語源學觀拜也有不少蝶討。

曾鼠先生 <r嵐品U小考〉據總琳音帶韓若這[嵐」來日北狹突厥語， I 何亞南先生〈釋 f嵐J)

和陳秀輯先生(i:ß考「巖風J)財認為 f嵐j來自梵語。 2 本文觀就此繭的始見年代科語盟軍

再作進一步的探補，冀理清其源撓，並求正於方裳。

一、 f風J的始見年代

風要〈說均未4女。 3 據宋本《支聯所釋為: í力含切。大風也。又背嵐IlJ名。 j考

宋本《主簫》收蜂起詞在ÚJ部「缺J和 f蟬j之餌，(原本玉篇殘卷〉養二十二山部f峨j 和「轉j

之闊未牧錄i梢，而在「勵和「緩j之間糾紛(勵，釋為喂，下圭皮。《瑋筆字:說i:ß 0 J 

4 然宋本篇H蟬j 干uí復j之體所收即是「點心釋為「盔，下圭皮。姓。J<<玉篇〉卷三十

二llJ部殘卷現存日本神當文庫， ~青光緒七年至十年 (1881-1884) 舉庶昌出使日本持據久禪

宮家所藏學本影寫寫入枯草皇叢譯詩中，中華書局 1985 年版懦、本玉懿嚷著急》捧i也影印。與

神宮文庫本相較會久讓當家所巖摹本多有說誤。考《廣韻﹒齊齡:暉，攏。 tlH黨諦。 J

G生輯} : í豆豆， <:千家姓》云: W欒都旗。.uH玉篇》研釋 f下圭反j當為釋「是i 的皮切， í嵐j

似~í.和能誤諧。考日釋空海據原本《玉給新編是叢隸萬象名船「峽兩「蟬J之飽和配，

f峰j 幸自「樣」有「盟U ，可請原本《玉篇》並未收「嵐卜此為宋代所增。

i 曾良 <r草草風j小考) , <:4t閣語文)1998 年第 3 期。

2 何亞爾〈釋「風J)、總秀劇〈也考「威風J) , {中國論文泊的9年第 4 期。

3 <:直覺文新爾吉)ì : f鼠，山名。以山，最菜街聲。此漢語大字豆粉云， ì簣，人多以為「單是 1 f!P現j的俗字。

4 <涼亭玉篇殘毛主> '中蔡海路 1985 年版，資 435 。 上海古繪出版社出版的〈織修間里蓋全議》據中國科學院

竄餐館藏自本略和八年求蘇東方文化學院獵東方文化叢審本影印的《玉篇》卷二十二三山吾吾錢發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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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亞南先生〈釋「嵐J>一文認為「嵐j 的本義是「山中蒸騰的霧氣J ' I嵐」宇至遲在晉代

已產生。 5 如《全晉文)卷六十八載夏侯湛《山路口令) : I道透過兮嵐氣清。」然李善注《文

鬱〉所載謝靈運《晚出西射量。「夕釀嵐氣陰」引《埠蒼?有:睹，山風也。 J考《埠齡是魏張

揖所撰的一部辭書，而辭書收錄的詞往往滯後於其產生的年代，因而可以推測「嵐」宇可

能早於魏時已出現。今檢《玄應音說〉卷二釋《大般涅槃在ID第四十卷婆嵐之嵐云: I力含

皮。案諸字部無如此宇，唯應噱緝毒》云『嵐風寒折骨』作此宇。 JG 考應噱為漢末魏初詩

人，據玄應所引其詩， I嵐」宇至遲在漢魏就已產生。

二、「嵐」的語源

考應噱「嵐風寒折骨J 詩句的下句為「面目盡生瘡J '詩句的語意似與嵐山的寒風有

關。嵐山 n 又名青嵐山。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山西二﹒太原府》說: I宵嵐山，州北百

里，高二千餘丈，長百餘里，與雪山相接。 H苛嵐州，後魏未為嵐少|‘|地。情屬樓煩郡，

唐屬嵐州。 j據《舊唐書》卷四十載，貞觀「七年又置當山、嵐山、歸德、注:莫四縣，八年

又廢當山、嵐山、歸德、汶溪四縣。 J又據李吉甫(元和郡縣志》載， I後魏於今理置嵐

州，因州西苛嵐山以為名也。」後魏和唐建置嵐州、嵐山縣的命名當與青嵐山有關。據

《廣音員) : I嵐，州、|名，近太原，因宵嵐山為名。」又據也慧琳音譯診三釋「嵐」宇云:

下音嵐。旋藍者，大猛風也。元魏孝昌帝時俗用因循，書出此字，亦是北狄突厥語

也。以北地山川多風，本因嵐州宵嵐鎮，後周改為嵐州，因慈(茲)有此肯嵐字流行於人

間。苛音可。一切宇書先無此二字，披覽史書於《後魏書》中見其意，所以知之，故疏出

示其原也，今之時行流此也。(卷三十五釋《一宇頂輪王弄墨》第一卷旋嵐)7

上音藍。此嵐宇諸宇書並無，本北地山名，即嵐州出木處是也，亦北蕃語也，後魏

孝昌於此地置苛嵐鎮城。苛音可。城西有山，多猛風，因名此山為嵐山，書出此嵐字。

後周因苛嵐鎮城，遂改置為嵐州，在太原西北。《韻詮》云 嵐，山風也。(卷三十八釋

《金剛光爛止風雨施羅尼拉D嵐颺)

下藍。《古今正宇》云:嵐，山風也。此宇因北狄語呼猛風為可嵐，遂書出此嵐字，

5 何亞南〈釋「嵐J> ' <<中國語文) 1999 年第 4期。

6 玄應《縣里音動又名《一切經音動，簡稱《玄應音動。今傳本主要為積砂藏、趙城金藏、麗藏本等釋藏

本和莊析、錢站等校刻本，各本及慧琳所轉錄部分皆略有不同，大致分為積砂藏和麗藏本兩個系列。本

文據麗藏本，積砂藏、金藏、永樂南藏、廣島大學藏石山寺本和山田孝雄彙編本則為「嵐山寒折骨卜唐

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六、宋李防等編《太平御動卷三十四、明張縛編〈漢魏六朝百三家如卷三

十三《魏應臻集》所載亦同。

7 慧琳所撰《一切經音動，簡稱也慧琳音義)，本文所據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影印獅谷白蓮社藏版《正

績一切經音義》本，以頻伽精舍本和日本大正新修《大藏船第 54 冊《一切經音義》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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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豎攏到1 c 旋嵐者，大風也。(務七十九釋。星律異相》第三十八學關嵐)

, í~仁互支語言于謹鹿為寄錢卜黨接手言聽j主教突嚴詣的鵲典皆未見音風為可

竄，唯今漿古語稱罵為 qura ' 8 或可聯嘗嘗一諱。漢語中有些東母字在上古不是一種幫

單的作，冊是在箭頭還帶有一個聽話成分?如藍布.ram '泰文為 gram2 , " 慧琳軒說

~t狄甜可鼠也可能是其時北狄語嵐可.ram 的記音字。慧琳所引〈韻論》夫在府時武玄之所

攘，由《韻說》的體文可知武玄之是據1It調控胸時的詞義釋為「山屈lj ，膩山地處太原，其

得名或與拉地LlJ )11多嵐有關。

出蠶豆轉瞬釋可知 f嵐j 表 f風J 3 可記音為「旋藍j 、 等。早提慧

琳?玄藤摸撰纜鐘音義對此詩己有解釋。如:

或作醒時筆巨婆風，或作草率竄婆多或去吹藍婆 p 或作體藍， 多皆是梵吉之楚夏

、此課云倒是風也。(卷一釋伏方還幫儕華嚴盤學第六眷封建鐵)10

成作Ißtt嵐婆，或吉轉藍婆 3 成作吠藍藍，或盲隨藍，皆是梵之楚豆豆耳，此云迫猛撞L

也。(卷十七釋《舍利佛阿圓tt曇論》錦六卷旋嵐)

著警絡中或作團設嵐婆，或作轉讓室，亦作插麓，又作麗葉，皆梵之駕車耳，此云迅猛

痕。(這套立十二釋《論伽轉地論》第三十七卷吠藍婆麗)

業藩籬論中或作留在藍婆實 多又作草率嵐婆 3 或作總藍婆多皆梵音之楚夏

，成立之結猛嵐t色。{卷二十四釋《悶閣ttt童磨棋舍吉齡第二十三番吹蠟婆)

據玄應所釋?國tt嵐、圓tt藍藥、華學嵐婆、國住嵐婆、映藍草草、草率聲樂、臨藍、藍藍、草率

藍、脆楓等皆是梵語的記音字 3 捕他麵風。這些不同的記音字在佛離中帶有用倒。如:

嚼著關藍風一起時，諸樹名大樹而不能自製。所以者何?其身不嚨他真陀羅王琴

。臀若如臨藍風起峙，以是故苦等等詞不能自襲。(東漢文數湖鐵譯《佛說他真陀，羅所問

如奈之緣弄墨》卷土) II 

f可謂眾生不可，腎、議?或云說燒護?本講失靂，隨崑吹通話聽籠，下有地題。(東漢失

擇《分肘功德論〉卷一)

時脅利f弗多便以神力，作旋嵐風，吹鼓搗根，但i著於地，在卒為繳鷹。(元魏慧覺等譯

《賢服摺診器十)

知曉嵐大風，闊譯界內樹木諸Lll無能當者。(劉宋求那跋陀擺攤伏方廣寶鐘起砂春一)

8 Jl:t派鄭張為芳先生莫屬舍。又檢叢生童聲是毛北立了民族的歷史接觸與阿爾泰結論苦于共閉住約形盾。一番始錄的突

激、蒙古、議通吉斯諸語言雨夜總核心論戰，蒙古語稱f雨j 為 ql棚，游 f紙j 設立皆無奇「可嵐j 的。(中國

社會科學自版社恕。1 年版) , J{ 166 斗斜賞。

9 參接替檢察《漢語歷史音韻學;> ，上海教寫出獄社 2000 年版 2 頁 281 0 

10 機妙、藏本為: r力合反。或作目建華夏草草，或作單路風，或云吠籃，或作總數 2

總z.;;迅猛風也。 J

11 本文所引佛經採用中華電子佛典協紛蔥贈的大正藏電子佛典，謹此致謝。

會皆是梵之楚夏萃，J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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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草草草風者，JIt云麗風，即是蘇迷盧山悶旋嵐攝風也。(玄裝譯編輯吾吾車站論〉卷十五)

有放小風多有龐大風，有崑濕要鈍，有吠藍藝美麗。(同上卷二十七)

持日丹輸風名轉藍婆。 (JI普遍倫集撰《輪創論音D卷二卡八)

中狂風卒起，從四方來。有巨護士風、無塵土風、崑?擺渡臘、韓崑婆風、薄

巍、厚憊，乃至聽輸蘊鼠。(劉宋求那跋跎難譯〈離時含吾路卷十七)

會如昆藍風雪普震於大捕。(廣幸言文難陀譯tk方廳傍華嚴乎要〉卷十三)

i也好?佛經呼1盤有寫作「惟嵐」的，如:

天下有「麓，其名字陸觀。椎巖一起多LlJ山和搏。斯風J有滅，說故小蝠，何等先數。

((佛說棟大f魯大勵〉卷一)

又共生賽事如來研行不可思議，常右脅島廿日師于王實若罩著葉無有動亂今旋藍揖憊

不動衣服。(灸譯《大方便f弗報恩語言學七) 12 

主黨釋希麟所撰機一切憊，音部(幫手再練麟音器)也都為此詞游、於梵語。如《希麟音

護法草委一體主大船堅趣六披器蜜三的學第五軒麓勵之嵐云: r~ij簡陪夜。梵話也，卸去忠民

起時大猛風也。 j

2 、「嵐J的對奮

有關JIt詞的對音，舉辦界tM下有探音，卜的此詣的梵文為 Vairambhaka， Vairambha ' 

m利文件 Veramba， Verambha 0 饑泰松先生 <r瞬嵐」的流變及其和盟問題〉…文說: r藍

12 j儲泰松 (11B1t;嵐J 的流變反其特總問題〉代漢語史學教》第二三輯， 2002 年)一文認為後漢織出琨f續直在{益是) J ' 
「旋藍{廠) J 至自發代續出壤。據其所作調查，佛典中「直是緩」綴少見，手氏發現21伊û '而且正自劉宋以後根JiH旋

風J 0 發際仁佛經取 f旋藍J 一詞綜上哥 11吃多u外，尚敬如下2倒:

對自須豬似，旋藍猛風不能令動墮落滋斂。(;:1掛義無識譯狀;般?讓槃盼卷十-)

假使劫燒旋重支援風，不能得脫i比死援縛。(完魏有迦夜共曇際喜事科守法藏函緣傅》卷三)

經疏中也有如下 2 例:

復有一劫，旋懿風從他方來吹此天雨水，波蕩?夏仁無色弊。(階若干織撰佇立王般若繽紛診君拉)

旋籃，幼初賽等大風~~也安亦日機嵐，梵音輕重之星空幕。有本云嘉定鼠，歸是者、此方之風名也。車走嵐即旋風

也。(拉著元康撰《星發論疏》卷←守

據元欒撰《肇論疏》研單擎‘;裂為漢語的成名，直走嵐語口綻，軍在處。又據慧草綠釋不安蓋章(-"P豆豆輪.:E給》第一草委 f旋

之風云: fF吉普錢。直在藍才智多大獵鼠也。 H違琳所見此經「接嵐」官話也作「旋重~J '故慈琳解釋「護主J 發

「嵐J c 

13 詳參應琳 <í風認字纜j 考) , <民族語文》仿佛年第 2 萬Il;黃子可福﹒崔虎城行李纜J音譯源考) , <民族語文主

1982 年第 2 期;俞敏 <1i漢語 f嵐Hi變質有過像 f字續j 的青) , <民族諸如 1982 年第 5 期，為三位河 <1風臼

手吾土予台漢語潑輔吉普聾f擎的荐者訟，史諾言學論動第八輯;金永哲〈觀於「風日李總」手指複輔音一一與肉

玉洶!可志商榷卜《延遲大學學報} 1984 年第 4 期;那台婉<~始澳台語複轉發聲買主約演務系賞心，

文字學術論文集一一慶祝主力先生學術活動五十周年}，知識出版社的89年版; <漢語和俯泰吉普里的叫‘

q 交替現動， <民族語文:> 1986第峙。張玉來〈漢鐵語系嘛!竿的讀音一樣論上前漢語爛的構攤、

<LlJ濤之大學學綠豆 1989 年第 1 期， 1比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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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卜嵐{酌，與梵文的 rambha 、巴利文的 rambha 、 ramba相對，妻子會整齊;但梵文

的 Vai(巴利文作 Ve) 輯對資卻比較混罷，大體上可分錢三類: 1) 映、鵬、草率， (廣韻》均

屬並給多印度西北方當 V It主農 b ，所以前對f輯、轉Jl ; 2) 隨、麓， <:廣韻〉均屬牙草綠 3

讀完，與V不合;怠慢， <:廣轍》屬賣會問:輿V亦不合。 J 14 輯齡「臨J和「麓心會轍先生

〈古漢語?風l禮賀莉攝像「學酷的音〉一文已指出?能是f購j的錯芋， r議討可能是神j字。

的考「旋J*如你古可通「避J *fiwen '如鋪子﹒庚樂章學:快尋常之瓏，巨魚無所握其

體，摺觀輔為之三制。 J醫德曉縛如:嗨，音旋。間也。 JX:tUl銀發﹒董仲舒暢:視

皆叮使還至謂有效者也。 j顏歸古注: r蟬，讀自艇。麓，連也。 j雄、還是間觀其形繭，

雄、fiwoi '聽 *hw悅，接 *sfiwen '擺呵悅E至今樂、還…為蹺母，一為匣母 2 或許是清濁

交替芝鸚。

至於「惟J ' <:廣韻均每韻喻妞聞等多懿毒草松先生認海可能是 f維j的假寫， ~監聽喻三 3

可以對Vo 聽罷尚芳先生又遲至一步認定: í住j吉有徵部舌背心*tjul幸自輯部喉音呵吶?<*Gwi?

曉東嘿，前者即「聽聽，劇，後者l!P í繪卜應是嫩鳴f鷺j 的初文。〈視力轉為 f禮，諸也。

從口盈毒草j則既把會意字誤為形聲字，又弄攬了不同的諦聲系鴻章實際上上吉云母鵲「惟

錐體j等宇皆當血 f唯J得聲。 r樹種j不但在《梵漢對青請》對梵文 vi 、呦，聽見寬對建蒙古

字韻〉、〈中單音韻》建議 vi[u司，讀向 f擴j 謂跟一般的脂支口字讀 uel 有男IJ 0 EÉJl足可知

f惟J亦可對Vo 16 

閱、餘論

綜上研述， r巖j有二義，一為中土本賽義，才智「山間霧氣J ;一為外來義事部音譚梵

文Vairambhaka時有的「大和義。「勵的這一外來義建反映了漢語與一略方盲及馬鑼親

聽語在諾源上的關髒。如《說文﹒觀音ß) : r脆，八風。…...能血凡覽。 j 上古音「凡」讀

軸blom' r麗J 讀**plum' 讓〈護林顛事》載「嵐日字里聽J '而輯錯盟有認為p血m' 亦校也細

讀痺，與漢甜視Jf泣著?問源闢係。又如「風J在《吉寄給中銀稜部字押韻，譜聾系列有皈臀

14 儲泰松<í自此嵐j 的流變及其糊糊問題卜〈漢語史學盼第二輯， 2002 年。

15 俞敏〈古漢語「風j確實有過像「字纜J 白宮會卜《民族絡文.> 1982 你第3期。

16 鄭張為芳位‘三位青系綱要》一番指出有一部分諧驚綴云母或兇系合口相同的字 p 比如「榮營穎役尹勻捐鸝j

縛，韻屬部歸入嗡間，而13.反切上字也表明灣母是喻悶。但發聲表明它們上古跟云母是一類，原應屬喻

主才是。絃類字只我還經三四等韻 íU鐘真實、文清苦、祭{山、宵j拉拉出現，迪機額都是前元音韻，官們貨

i擊應是與云母三等相對的云母蓋章紛回等韻，間為中三位獲紐四等韻本E e 、 I 豆豆賽吾土發生了 i介背書在它的影響

下郎、長的事是前化宮女入喻囚 ji 、 jwí 了。所以凡合於中游畫畫鐘各鐵條件的喻間合口字，繪畫擊間於E俞正的，

上訪本都應劃韶喻戶‘云母(上古 í ' e 元灣各部E愈合三三都無字，正好互續)。你直典輩學始注G於 f鶯JA自「于

水j與{羊水J爾反切，雖然舟字有云、以之別，除了川、水j形近帶來的韻母混寞的卡，聲母的云以紹說劍的

於其本屬音俞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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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梵、帆J '也有收邊音的「葳」等，漢代有的方吉也有收-1)韻尾。據《釋名》卷一載:

「風，充豫司冀橫口合屑吉之。風，氾也。其氣博氾而動物也。青徐吉風，撤口開屑推氣

吉之。風，放也。氣放散也。 j 由劉熙所說可知，其時竟豫司冀讀**phoms>*phiBm '青

徐讀 **pa l) '>*pwi呵。 17 用公瞬先生在探討原始漢台語複輔音聾母的演替系列時曾指

出「風」宇是一個謎， 18 尉遲治平先生由「風」與「鳳」等關聯，提出了夷語走廊的說法，

認為「鳳」是東夷綜合圖騰， I風J 不僅是漢台語比較中的一個謎，也是整個東亞語吉的一

個謎。" 因而有關「嵐j 的詞義和語源的探討或多或少也為破解這些「謎」題提供了彌足

珍貴的線索。

貳、說「塔」

「塔」是佛教東傳在漢語中出現的一個新詞。《說文新附"> : I塔，西域浮屠也。」鄭珍

《說文新附考〉曰: I塔宇初亦止借翰，齊、梁間乃有塔字，葛洪始收之。」王力先生《漢語

調彙史》指出: I塔字最初見於晉﹒葛洪的《字如〉。這個名詞的產生大約在魏晉時代。」並

舉總書﹒西域悍的例。 20 <{漢語大字典》引玄應所釋為據，首見書證為《南史﹒夷貓勵

和總書﹒釋老志} 0 <{漢語大詞卸的首見書證為南朝宋謝靈運《山居悔。。姚永銘先生〈一

切經音義與詞語探源〉一文據慧琳轉錄《玄應音義}卷五所釋西晉竺法護譯C菩薩行五十緣

身經~H佛塔」條，認為雖然玄應所見經文狀革作翰，但足以證明其時已有「塔」這個詞。 21

上述有關「塔」的始見年代之說皆偏晚，實際上我們根據玄應所釋 9 已足可考知「塔」

宇早於晉代已出現。如《玄應音義}卷十九收釋有《撰集百緣于野第七卷中「培根」這一詞

條， 22 {.撰集百緣齡為三國吳支謙所譯，又稱《百緣船。檢此經中「塔」宇已數見，如:

17 參龔群虎《漠泰關係詞的時間層J欠_>，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2 年，頁 122 。

的那公碗〈原始漠台語複輔音聲母的演替系列> ' (語育文字學術論文集 慶祝玉力先生學術活動五十周

年> '知識出版社 1989 年版; <漢語和個泰語里的 -m， -1]交替現象> ' (民族語文> 1986 年第4期。

19 尉遲治平 <1風」之謎和夷語走廊> ' {語盲研究> 1995 年第 2 期。

20 王力:(漢語言司彙史>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3 年) ，頁 18 0

21 姚永銘心一切經音義與詞語探源> ' {中國語文〉第 2 期 (2001 年) 0 {玄應音義》卷五釋《菩薩行五十緣身

豆豆》佛塔之塔原文為: 1他宣反。或云塔婆，或作偷婆，此云方墳，亦吉廟，一義也必經文戶人革作翰，企

市皮，藥也，亦防汗也。輸非此義。」檢電子版大正藏《菩薩行五十緣身素ID作「塔J '如: 1菩薩世世持雜

香塗佛身，持善意施佛及土塔。用是故，諸天人作香風之香，持供養佛。」又: 1菩薩世世作佛塔，持雜

香塗之，用是故，佛所行處，珍寶香華，為散佛上。」又﹒「菩薩世世，持幢轎華蓋，雜種五色，持用上

佛塔，用是故，自然生雜色幢I橋蓋，隨佛而行。」

22 {玄應音勢是玄應所撰《眾經音韌的簡稱，又名《一切經音動。今傳本主要為積砂藏、趙城金藏、麗藏

本等釋藏本和莊析、錢站等校刻本，各本及慧琳所轉錄部分皆略有不同，大致分為積砂藏和麗藏本兩個

系列。本文除有注明外，皆據麗藏本，並參以上海影印宋板藏經會 1935 年據西安問元、臥龍兩寺藏宋

積砂藏影印本和《中華大藏東臨所據趟城廣勝寺金藏影印本、永樂南藏、宛委別藏、海山仙館叢書本、敦

煌殘卷和臼本石山寺藏本、大治本及《慧琳音義》所轉錄部分校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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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令造塔孺供養是之。(第三譽 'T生抖的b)23

繞在應場提翱 3 將諸比說，漸次游行，草草桓河側，覓一故塔，戰落崩壤，無人{t多

治。(第三疇) T4,p213b) 

社尊即以變月:\_'興頭婆娑羅三笠，於其宮內多議立塔寺。懋續轎噩，香花燈明，自主

時供養。(第六禱 'T生，p230a)

時彼悔人，問王繫珠，著塔根頭，密在心壤，即使籲取，匿喘不出。時至聞記 9 塔

根失誅，生大轎車。(第八咎， T4,p243c} 

據此可證r~苔J至擺在三鷗詩就已嘉生。又據我體檢欖經所載，實際上「塔J在東漢時

已出現。如:

錦吉:復豎起三千天下令寶塔。(東漢支農過議擇總行股若語學鑿，三三， T8抖的a)

令人人作七寶塔宮是童醫人攝影轉換贅。(桶上， T8，p433以

悉組是-1二寶塔，皆是位樂供養。(詞上， T8，p433以

天f~f字金盡頭鳥飛來捧轉去，並娶一慮，供養起塔。(東漢堂大力共賺孟詳譯{~實行本

組鐘》卷下 3 呵，p的加州

f塔J是種外來謂多鄭珍《說文親臨考》研載 f華告J是其早期的記吉普骰錯字， r黯」指鼓

。如{y往南子﹒兵時;} : I若館之與華章。」高誘往: r黯多鼓轉聲。 j又立自〈漢書，司馬相如

傳上手: r金鼓疊起，鐸縛闢翰，細心駭草鞋。 J顏師古注: r闢鞋，鼓音也。Jr塔j的梵語原

文為 stupa' 譯作 f窒堵波、蓋率翰婆J等;回科器為 thu柄，譯作 r~菩婆h 接 rstupaJ 的音館

續略為 ltup呵，又可譯作「兜婆、能婆j等。 25 如玄應數釋比誨云:

給中或作兜婆多或云塔薯，或吝重主斗攘，皆訛也。正吝言表堵搜雪此云擷警戒方

墳多皆義譯也。(卷十釋《地持論〉鱉七巷倫婆) 26 

或苦翰婆，謊言5塔婆，或吉數斗波，正寄望著睹援。(毛主十三釋〈快殼裡槃齡下卷兜

婆}

蘇沒反，下。吾吾古度。 比去廟，或云喂，義翻也。或試大蝶，或畜車相，轎車2石等高

以為相也。舊經論中或作難偷婆?或作童安斗說，或作兜披學 27 或云翰婆，亦作塔婆雪

的本文引炳佛經據日本大正…切絡刊行會編《大lE新修大藏表聲(1924你刊行，新文體出版去司 1996 年重

印) ，括弧內吉毒所引佛經在《大正船中的卷徽、資和欄數。

話錄許正暖和: <最早的佛經總文中的宋漢口語成分> (議討論玄學為齡第 1尋輯，北京，商務印餐館， 1987 年)

，總行般若勵和《修行本趟車路確為東漢時期的傍級經文。

25 參季羨林等‘《大漪商竣記較快:) (北京:你要裝警筒， 2000 年) , ]'{ 1的。央有為司與文化的使著一一外來

調〉認為 f撥撥?也在翻譯過程中可能受到「塔婆J的影響，而使 1波J (清藥學母)改為 f婆J (漪變錄) ，因而又有

蘇偷婆、蘇論婆、草草偷婆、黨支持←婆、擻抖草草(訛為抖擻婆卜至終都婆、 Z字塔婆是事影式，也可能與 ft當婆j紹

似，有中頭言甚至宮的干擾。(長發:台林教育出版社， 1991 柄， ]'{ 192-193 。

26 括弧內為卷教、彿緝名和辦條 'r文筒。

27 波，讀砂藏作[婆J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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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訛略也。(學二十二釋《瓏伽師地論》第四十一卷室主堵波)

蘇沒皮，下都古皮。此云廟，或云墳，或當竟至相?謂累石等高以為相也。當吉數斗

渡，或云翰婆，又盲塔藥，皆方夏輕重耳。(卷二十五釋想可薩拉達鸝)1攘正理論》第二卷宰堵

波}

玄應認為譯告梵文的「草草堵按j是 f正言J '其餘的皆為 f說略J 0 28 rt菩j是?塔婆J 之

音稱多意譯則為高顯處、功德聲頁、方墳、圖寧、大家、家、墳陵、塔廟、廟、歸菜、大

嚎、質量捕、靈廟等。如玄應音器、毒害六釋佛法麗華齡第一番塔廟曰: r~路或義譯為

期，古文!詣。《白虎通〉曰:瘤者，兒啦。先祖尊兒也。今取其義矣。 J

玄應所說「塔j 的義擇?廟j 又稱為 f寺J ' r寺J是梵諾vihara 的意搏，指槽眾供佛和思

居f實行的處所，漢語音譯為自陸明羅，略稱為罰性呵，又意譯為僧墳、;事會等。巴科語為

arama' 漢譯為輯舍。覽譜和巴干lJ語samgha1每髒碧佛權的人， ~p佛教錯，漢語音譯為僧

攏，略稱槽雪又稱憎恨。 samgha--arama名則是借眾聲居修行的清靜處所 p 漢語音譯

制轉告u籃里警戒{欄目籃，略稱做華夏，文章譯為單閣、僧閱、槽院，千躺椅為寺院。《玄應者

毒品接六釋〈妙法建華語§第五巷中「塔寺J之寺臼「梵盲目立。可羅，此云游行處，謂僧所辦躍

處也。今以寺代之。 j 又卷十六釋〈善見律〉第…卷中「大寺j 曰: r梵吉鼻訶蘿空 i比云游，

諸f曾游厲處也。舊來以寺代之。寺者，司也多企舍也，有法度也。 j又卷二十四釋《肉體能

達攝俱舍論〉第十五卷中「麗質詢驛J 臼: í悲喜鼻詢盤，此云游，謂僧游履嘩啦。此土以寺

代之。 j又據鑄琳音齡卷二釋伏般若波，囉實$齡第一百三是中「制多J稱其咕譯或云

制賠?或云文提?皆梵語聲轉耳，其實一也。11:七譯為廟多即寺宇伽藍塔鸝等也。 H制

多j 、「制底J ' í文提j為斃語 caitya 幸白白利語 cetiya 的音譯，亦指肅或靈童稽。

ít菩j宇產生簣，又出現以其為音是根聞組成的「寶塔J一諦。如上文斯引東漢支冀堪議

譯告蓋有般若船中白雪 f七寶塔J '又如:

爾持有三E名槃頭末帝，收其舍利，趙四寶塔，甫一由旬，而供養之。(三關吳文謙譯

《標集百緣紛第七卷， T4戶4d

《玄聽音譯訟卷六韓《砂法建華東華》第一卷中 f寶塔j一摘自才能車皮。諸錯論中或作數

斗波?或非塔婆 9 或孟之兜婆?或育能婆，或盲蘇能婆言或盲脂帝浮都，亦古文提浮麓，

皆訛路也。正盲率都援，此譯云;霸多或云方壤，j]:七蘊翻逛。或云大憊，或云男主捕，謂累

石等高以為相也。按:塔宇誼賽斯無多居住葛洪《字夢D云:塔今佛堂也。音組合反。 J 注音

28 繁重發絲: <浮增與佛〉…文指出，以前人們認為他們研究佛經的原本就是梵文， r他們拿梵文來向這些音譯

名詞一對，發琨它們不相當，於是如良好說，這是省峙。連玄樂在電大廣西城育改裝也犯了同樣的錯誤?

他說這個是『訛也J '那個是聞t也J '都不覓得豆豆趁陷t也J 。現在我們知道，初期中繹佛經大學不是夏按

自梵文譯過來的，象梵文作撩撥來衡舊是這襄燭的吉普譯名詞告當然不適合了。 j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袋?可》第二十本 2 的尋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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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妙法蓮華豆豆器為鳩摩羅1-1-擇於東靜安于普撓熙二年 (406) ，盤中亦數，見f塔j和「寶塔j 。如:

又見佛子，是藉塔廟。無數體涉，嚴飾國弊。寶塔高靜，在千樹筒。纜黨正縛，二

也旬。一一塔廟，各干!鹽1纜。珠交露!蟬，寶鈴和鳴。諸天龍褲，人及非人。香還會住

樂，常以快養。文韓師利，諸佛于等，為供合料，嚴飾璿廟。聞界串賤，嫁特砂好。(竅

, T9,p3b) 

娣此夜激度 3 如薪盡:k擴 9 分布諸舍利 p 掰趕無變塔。(第一聲， T9抖心

譜{弗誠後，各起塔廟，高于自筒，纜廳正等多五百品每。(第三瓏， T9抖lb)

諸磷蓋章復 3 起七饗塔，接表金剎，華香鼓樂，而以拱養。(第三卷， T9,p22a) 

「塔」的本義為半圓讀轉彤齡大土塚，為理摔屍脅的墳玉手，故從土。據麗窺主主所撰《靜

;去蓮攀經玄臂》卷八日: ít弗體所賠名塔，累場所成名寶塔 o J (T34,p811 b) 

《說文聶衛〉軒說「浮屠J又作 rí浮圖」、「樺樹j 琴海梵文 Buddhastupa 的音譯「佛陀宰

增設j之鵑略，亦即聽塔。 29 據了續保《佛學大制典主說， r塔J後又多與主擬訂梵文

caityal 揖!可指泛指佛陀住處、成確處、轉法輪麗、般捏槃處及安蠶諸鵲菩薩{象、拂昆主是

遠、祖師高僧遺骨等處研緯築的模養禮拜之建築物?然攘〈嘩椅僧根律?委主十三和《法草

義船發十一得有己載，貝司足有鵲跎舍利者構為塔;無佛陀會利者，稱為文捷。《玄E奮發動

草委三釋《委主鷗殼辛苦豆豆穿「文提」一招己指出其: í或吉輯膏浮都，此云男主相，謂累贅及石等高

以吉林目也。 J卷六釋妙法蓮華如第←卷中?如菩」一調也說對諸纜論中「或許善于詩譯都，

亦古文提浮體J 0 

謊話中塔又稱作淨啦?如「寶剎J 、 f古剎j等。史有海先生認為「率則是 ít.立斜底j戒「敕

這藍眼J 之會譯全梵語為Laksat紋，原輔指「柱卜故舟試指立於寺廟中的「繡竿」及建設韓東

。荐)頂部的棺蟻。給考《玄應背義〉釋清ÚJ z:;. : 

又作擦，同。晉察。梵吉差多羅，ß:七譯孟之土問。經中或吉圈，或去三仁者，持其義

也。成作科土者，存之二音iÈ. 0 ep新辛苦利名守由主者志是啦。來:斜，醬無此字，即對字

略程。剩音初一皮。澤聽名剃者誨租，軍宮剩瑟脈。事IJ背力幫歧。此攤云竿多人以性代

9 名為科柱，以安儕脅，義問土田，散名科也。以被西闢塔竿豆豆安舍利故也。(卷一聽

伏方廣佛還會嚴齡第一悲切剎)31

凳莒摯三學攏。若是:西域無男IJ攜竿， ep~塔覆錦柱頭懸燼。今吉剩者，應鵲路也。(卷

的女Ilf:谷吉普軒救人…命、勝誰主七級;手續j 。任總愈主獵徐教大辭典》釋「塔j 曰: fl=þ國古代『佛塔』的簡稱，俗

稱f寶塔』。佛塔克星源於印綴，中再買家機波或;學瀾，用以藏舍利和經毛主等。 JC七l簿 上海灣還寄出版社， 1998 

2 頁 780 。

30 史等等為‘《與文;化的佼者一一外來調) (長春;三安綜教育出版社， 1991 年) ，頁 191 。

31 蔣掌聲騁、美亨鎮祥G丘代漢語綱要堅》指出: r學j係梵漪『車lJ瑟早點的節譯字， r到對音?瑟身也後改用剎，消J能是

衰變後的代則字。隨著吉普苦苦的變化， ij初一J切的除草與f苦苦目甜的讀音有了較大的主堅持IJ ，故再造一掃u字

來對資『怒目監控個梵膏。 J (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衍生料，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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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釋〈妙法建華聲會第三卷金對)32

據玄釀新說 9 覽吉三是多羅包c可以譯為「土白山東目瑟蜓(Laksata) 譯為「竿J ) r菲如為復
出新權字。「人以柱代之音名為剩鞋，以安佛骨，義詞土凹，故名華IJt拉J 0 和控為塔頂的

相輸。據《翻譯名義集﹒寺塔續轉發云: r佛攏過葉佛塔 3 上施盤麓，長表輪棺 3 經眾多云

相輸，以人仰望孺膽相啦。 J (T54,p 1168a) 相輪是儕塔的主要部分，而印度古代的拂塔本

是安放佛舍利的覆轉酷的土境萃，於是「輯瑟脹J就與「土問j相關事從而自塔貫之「剎J進

而擋繫{陸的塔，也寺院中的1轎柱權問指整偶寺廟， 33 亦即玄應軒說書由於r~菩以安佛骨j

與「士自j相關前「首位名浮圖為對多故梵吉差多難 (ksetra) 與科瑟點 (1泌的ata)在漫語中共為

玲也造一餾誦。

「塔J後又與「廟j組成並到接合諦，據纜書﹒轉意志》戰斗塔吉胡宮，猶宗廟也，故

世干部菩廟。 J如玄態所釋做法建華怒發: r又見佛子，龍諾塔廟。無數挖苦、?嚴飾盟界。

實增高妙多五千世i句。鰻廣正等，二千由甜。一一塔廟，各千幢轎。雖交露體，實鈴和

鳴。諾夫龍神 3 人及非人。香華使樂，常以快養。文殊師尉，諸佛子等，為供舍制?鐘愛

會寄生菩廟。閱界自然，殊特砂好。 J (T9，p3b) 又如繡氏家部!﹒歸心，) : r豈今雪慧井岡商起增

壩，窮編戶以為僧尼也付現代漢語中還可以其為吾吾根問組成f水塔j 、「燈塔j 、「電棍塔J

等措。

綜上所攏，可知外來指 rt菩J本義是指安放續會軒的覆轉芳草土攪塚，由於梵譜中.tIt吾吾

與「士自J相關而神tJ者?李聞為剎，叉的堵軍之掃射謹向指整臨的塔，鄭至今《說文新附考》

所載「輩在J是其記音假借字。 f塔J早在東漢時巴在漢語中tI1現，且已以其為鵑根隔組成f寶

塔j一詞。

【本文囑專著類1

32 {:哥華物異是主豈是〉釋 íB醫生手J {I康說 「梵絡新j瑟綴，此云空手，令軍各幸存剎 9 翱!織牲也。 此增韻》說: í釋道~J二立柱，

c拉緻舍利子，亦日剎。 J

33 JL~乎乎為 《繁文化的使者一一-外來育培訓長春 宮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 ，頁 191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