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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的語音學和佛學

汪啟明

四川大學中文系

室主太突是我國對代史上有舉闋的革命家。魯昆在病榜上究成的〈關於太安先生二

三。事〉高度讀捕了章太炎: í考其生平，以大勳輩作扇麓，臨總統時之門，大詬重建世鼠

的包融麟，心者，豆豆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λZ牢字;獄鼓，間革命之j芯芒

E哼赤守芋〈無撥三人，這線是先哲的精神， f發生的楷範 o J龍文是我關話當文字學承前啟後的

人， ~皮鵝為閻學泰斗。侯外盧說: í太炎先生在中闊近代學術吏，是且成宗深的巨

人。 J 1 {且是，佛學生哲耀和他的語言學，會結下了不解之線，這就鮮為人還及了。

{弗典曾對至是闋的語言學產生過極支重要的影響，皮切的發明即主接受其啟示。 此

外，佛教典籍的拘謹、語法等，都給漢語注入了研鮮血肢。作為思想家兼語言文字學

家的主章太炎，他受佛學的影響比其它任何方面都大。的07 年，他畫畫筆宣部叮當於或

中按剃入山。 J2 簧{況且體能當時f聽聞事愈壞，黨人無違略，則大1簣，恩、鐘印度搗掙

屠J 0 :1 黨發現的。7 年 11 月 2息日給朋友寫信說: í前太裝有信來，命壘隨行，寫入

印度。 J 是他聽為底已取了 f末底」和f震且在擾壤塞戶的別名，並講了…個吽嚮尸躍的印

入教梵文，以鍵入印準錯。

阻是，太炎早年於此道且直未發堂， (蘇報〉業語與「來卒于交，卒子勸讓佛醬J '於

是前讀于〈葦巖〉、〈法還表〉讀書，揖卻「未有專精，卒未窺其究竟J 0 6 繫獄後，他撞了

〈瑜珈闊地i帥，潛λ法門，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機。

〈瑜珈師地論〉是大乘餌由此達擎的典範，是唯識京的主要經典。它注主義對現實世界

的物質現象和購持現象進行分析解釋。章太炎說: í (唯識京)以分析名相始，以蜂蜜
名相終，從λ之淺，與平1:=.樓舉站在L ' 學於契機。 J7 如果用分新名租的方法治學，

l 侯外矇〈近世中體怒懇敏說史}。

2 (自題造像曾發考量殊的}﹒覓〈蘇雙殊受察}譽主豆，頁 125 '戊你 !!P 1908 年 3

3 (太炎先生行事言吟，哥哥j當}的卡_..-韌。

4 (蘇毒是殊全集}卷一，頁 197 0 

5 r來底j是幸在語「懇、j的意思汗錢旦」指中露頭， r優婆婆j ﹒梵語居士。

6 (自述主要術次第}。

7 



語丈夫地
-1u 

可以養成實事求是的學風，而避免掙說游談、顧預籠統之弊。他所尊的唯識宗，又吽

法相宗。他說: I僕所以獨尊法相者，則自有說:蓋近代學術漸趨實事求是之途，自

漢學諸公分條析理，遠非明儒所能企及。逮科學萌芽，而用心益復棋密矣。是故法相

之學於明代則不宜，於近代則甚適，由學術所趨然也。 JR

清代的正統學術，蓋以考釋名物，解釋訓話為治經途徑。梁啟超曾歸納為十個特

點， 9 其中包括:一、無徵不信。所以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二、實事求是。從歷史

觀點出發，以求發變化之真實;三、重分析比較;四、重探頤索隱，鉤深致遠等，都

是治學根本精神所在。〈瑜珈師地論〉就其文字組織形式來講，最初以調頌為中心，其

中法義組織袂擇，日益明確，並有所發揮。這種解釋「、法J的方法，就是阿雕達摩(對

法) ，其形式有下列三類:

一、單純對佛說加解釋，由簡到深，名優婆提舍。

二、提揭全文中心思想，由簡單要點，演繹出許多道理，去日母生子，名摩坦理

迦。

三、分析各種不同的名相，有許多意義相似的，為了決定它們的含義，就分設若

干門類，加以區分，決定出一種來，名抉擇。

從外部形式看，這和訓話學的注釋、章句、多義詞及其引申分化的研究十分相

似，也就難怪章太炎說「十分契機J了。

章太炎不僅受其影響，他還用來解決語言學中的實際問題。如論及中國語言起源

時，他認為語言的發生，必有他所依據的實體。「語言者，不憑虛而起，呼馬而馬，

呼牛而牛，此必非恣意妄稱也。 J lO語言對於這種實體的表述是有規律的。他把詞分

成三頓，一種是表示實體的，如「人」、「馬J ;一種是表示狀態的，如「仁j 、「武J ;一

種是表示動態的，如「禁」、「毀」。他認為這三者相當於佛學勝論的「德」、「業」、

「實J 。如果不明「德」、「業」、「實J '就不能「明毛公徵意J 0 11 他舉例說， {商頌﹒長

發} : I幅隕閻長。 J{毛傳} : I幅，廣也。隕，均也。」章太炎說: I幅員猶言廣員。

〈西山經} : r廣員百里J 0 {越語} : r廣運百里J 0 r均J 者， {說文} : r平偏也J '平偏則

廣。學其實日『幅隕J '學其德日『廣員』、『廣均J 0 J 由此可見，借鑒佛學之名的德業

實三品說，可以幫助掌握詞義。

再如章太炎對「名」的形成過程，也用唯識論的「受j 、「想j 、「思J來概括。他說:

「名之成，始於[受J '中於[想J '終於『思J 0 J他引證墨子、苟子的論點加以詮釋。他

認為， I受」即茍子的「緣天官J ' I想」即茍子所說的「徵知」。他說: I接於五官日

8 <答鐵錚) ，見〈太炎丈錄初編}。

9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10 {國故論衡﹒語言緣起說}。

11 {國故論衡﹒明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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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1 ' r受』者謂之『當簿上傳於心日『想.1 ' r想』者謂之『徵知.1 '一接焉，一傳焉，日

『緣Jl......此名之所以成也 o J 12 從佛教哲學的角度分析「名J的形成，也可見佛學典語

言學之關係。他甚至說: I言聲明者，即彼土文字訓詰之學。 J 13 

章太炎還注意到「漢人用佛經語J的現象。他說: I漢人引用佛說者，自〈楚王

英〉、〈襄楷傳〉外，不多見。今讀徐岳〈數術記遣〉有云:未識剎那之除促，安知麻姑

之桑田;不辨積徵之為量，已巨曉百億於大干。『剎那』、『積徵』皆出〈楞伽經} , r大干』

出〈華嚴經〉。則又得一澳人引佛之彰明較著者矣。 J 14 依據文獻語言，考察古代社會

的佛教傳入吏，從而進行文化史研究，是語言學研究的重要作用之一。

〈瑜珈師地論〉等佛學書籍大大地影響了他的語言學，反過來，他又從語言學的角

度，考察中國早期的譯經情況。他說: I當漢世安世高、支宴迦識等，已譯〈華嚴〉、

〈寶積〉、〈般若〉之篇。其人既出安息、月氏，於梵、漢語則兩閔 o 漢朝儒先，經術雖

通明，獨短哲學。斯筆授者亦拙。......及曹宋間，士大夫喜老莊，言談始利。老莊於

釋典，其術語誡弗能密切，時有相似，則僧肇、道安諸師，又往往傅以清言。 J 15 語

言有民族性的特點，又受思維支配，兩通則文義明，偏執一端，終於文章有碟。他分

析的譯經情況是正確的。

唯識論影響他的語言學，也影響他的學風，他說如果要做到「研精故訓而不吏，

博考事實而不亂，文理密察，發前修所未見，每下一義，泰山不移J '就必須「審名

賞，一也;重佐誼，二也;戒妄牽，三也;守凡例，四也;斷情感，五也;汰華辭，

六也」。的他又說: I學名國粹，當研精軍思，鉤發洗伏，字字徵實，不蹈空言，語

語，心得，不因成說，斯乃形名相稱。若徒瞧舊語，或張大其說以自文，盈辭滿幅，又

何貴哉? J 17 他的治學宗旨也受佛教哲學的影響，他認為當時最要緊的事有兩件:
「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

的熱腸。 J 18 他所說的宗教正是佛教;他所說的國粹，是指語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

物事跡。可見佛教不僅影響了章太炎的語言學，也影響他的政治理想，此不贅述。

12 {國故論衡﹒原名〉

13 {封漢微言}。

14 {膏蘭室札記﹒漢人用佛經語〉。

15 (初步梵文典﹒序卜見〈別錄〉卷三。

16 <說林下) .見〈太炎丈錄初編〉。

17 {再與人論國學書卜見〈別錄}卷二。

18 {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詞) .見{民報〉第六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