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會主吵了v+(O)+cvJ格式中的「己j

龍圈富*

本文以《畏間，但島、(以下樹干再(fØ)和約閉會船(以下醬稱仲y) 為基本材料，分析

兩晉時期《長》租《中》佛繞中動捕 f巳J 的使單情說，並參考魏晉南北朝同期的中古文

顱，對其性質和來輝、雄行解釋，希勢攏在前人研究的基體上有偶更羅海的

議繹佛經《勵與〈中〉共82苦苦，近70萬字。 t潔白觀考護學的。闌干妥案f佛閑時 (413年)

;來替僧伽提婆 (397年值398年)的譯作。我們考饗這爾部近乎問時代的作晶，發現f早J

以下一些情斑。

Ll出現的頓率高技數多(只謊言;處在 iv+(o)十cvJ棒式中的改數)

《長?與《中》共出現「已j 的故數150故事 F哥倫連至1]910{題。故數多， 。出現頻率

較高的格式有 i{主+(0)+ 已」、 f說+(0)+已j 、 fi共養+(0)十日j 、 f見+(0)+巳j 、 f爵 +(0)+

、 f詞 +(0)+己j 等等。

1.2作摺語動詞

1.2.1 f巴j絕大多數以內+(0)十日J 的彤式出現，不作謂詣，放在謂語梭作鸝詞，補充

謂語動調完成的，接斑。如:

(1)二人閱日，f~p至俾所，頭茁禮品，卻坐一苗。任主是》汀 '9 合:多 6)

(2) 時詣比丘聞天諸位 s 攝持衣餘，還槃頭域，筆鹿賢苑昆婆戶佛所。成長》汀，

10 多 1 ' 20) 

(3) 爾時世尊;提鱷閱被闊的生巴，告悶難諒。村長主汀， 12 ' 1 ' 17) 

(4) 自手制酌令得龍海 3 食花收器行攤主K己，取一小沫摺堂聽法。代中》汀，叫2 ' 

3 ' 1) 

(5) 彼作是觀巴拿生清淨智能。(悔} ; 1 '鼠， 2 ' 5) 

(6) 唯顆囂蠱，較復止宿，清丘食己，然後蟬蟻。從長} ; 1 ' 20 多 3 ' 6) 

*湖南師範火機文學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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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說!ltí為己，怨然不琨。((畏} ; 1 ' 10 ' 2 ) 8) 

(8) 作是念已，點鐘默然不稜說法。((長} ; 1 ) 8 ' 2 ' 21) 

(9) 被人嚮己，使大瓏，緯身毛皆豎，自都離長者: í長者多敢殺我耶?欲教授那 ?J

({中} ; 1 含 480 ) 1 ' 22) 

「巳J 在 ív刊O)+cvJ 中表示一撞先於三F句廣表達的主要行為吾吾行為 3 與主句行主毒者

相間。 f己J 用fF:補繭，表示動作的完成的前頭一般不能加否定詞或不舟共4蝕的制詞修

飾 s 它已經不具備謂語動祠的功能。在語義上 3 說緝毒官商調語動搞清表示的動作的

戚，前面的謂語…般是瞬時拉動詞為主善。磕鐘內抖。)+巳j結構後面接替用表承接的副

靚?如丹也、「則J 、得[JJ 、 r彼J 、「這h

1.2.2我們調查「巳J 的朋法語學?發現問樣放在謂詩之後表完成的動詞據有「寬J (32 

坎)、「單打招改)、 f花j 曰:生改)。如:

(10) 食免收器，行操水龍，發建令還 o }代中》汀， 516 ' 3 ' 22) 

(11 )含芝 p 肢器行澡7](竟今持“小床另1]:堂聽法。({中) ; 1 '生剖， 2 )心

(12) 大臣禹會受主數日 p 即乘纜車詣瞥闇蹦l釘，到歸正處…卡車步鐘，至世尊所，再

訊畢?圍棋。伏的汀， 11 心， 17) 

「竟j 、「花〕、「畢j 的用法和「巳J沒有甚聽區別。其語意功能和語法功能完全一致。

姐:

(1 3) 詩婆羅門設種種甘艷，供佛及僧，會說收器，行澡J.K喂，取一小床按佛葫恨。

({i三) ; 1 ' 14 ' 3 )的

(1生)食寬故器 n 行操之K音在 2 發遺令鐘。代中) ; 1 ' 516 ' 3 ' 27) 

(15) 食花收攏，佇澡水竟，取一小*別扭聽倍。代中} ; 1 ' 625 ) 2 ' 17) 

(1 6) 食花收器，行澡水缸，取一小床崩堂聽法。({呼=1} ; 1 會是82 ' 3 ' 1) 

rv呵。汁cvJ格式中的 f己卜「竟J ' r書包、「宰一j 的語義特點放寫了它鶴都是完成動

詣，篇由必須是講譜動詞 3 結合成轟搏結構，表示一個動作過程的完成?可以近飯於現

代漢語的 ív完J格式。

:己， r竟J 、荷包、 f畢J 之情壞;有禮闊的情說。

( 17) 若諸昆丘所說言孟晶賢妻支援可說。峙中"} ; 1 ' 557 ' 3 ) 29) 

(18) 爾時仙余財主知被尊者所說己花?即提坐起自行澡7]( 0 ((rþ) ; 1 、 552 ' 3 ' 16) 

( 19) 不待諸能正說法龍竟，又不以恭微不以善觀間譜上尊畏老比丘。((rþ) 汀，

557 ' 3 ' 2生)

(20) 隨所見單克今盔、往地獄縛。代中) ; 1 ' 615 ' 3 ' 16) 

(21)於是重尊總夜平提多著衣持餘，入玉會接前行乞食，乞食己竟，至泉特羅云住

處 c 代中》汀) 436 ' 2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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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舖者受教，部建嚴駕花，還自的: r嚴駕巴壤，尊自知時 o J ({中) ; 1 ' 436 步

立， 17) 

蔣紹，愚 (2001)謝楓佛經結軒的好析，認ÏffiJ 則和「竟j 、市幻、「畢J在 rv+(o)十cvJ

格式中的思法有差別多 7位j 幸Il~竟」、「吾土J 、?單j 的性質不完全一樣。能1.2.2窮的用法者，

它酹可以及換使用，語法意義和語法詩能落本一斗致，那憊，我們能否認為請問者都其有

1.2.1節的功能。只不過是「己J t垃瓏的頭率邊境賠禮其他三者 G 這和[己j在口語中屬食最

習見的常甫詩有鞠。歪扭它們的鐘用情說，應當是;英語詞讓整音節的結果 s 是詢:陸發展

對諾諾形式影響的態翰，同時也與漢語蕃用四字一頓白宮節奏有一定的聯繫。佛絡刻意追

求節律‘過常是i兵買字為一頓哥姐或 1關大節拍多美閱或與邏輯停頓不…敢;每棋大節

相又以二字為…鵲小節 c 見蔣黨騁先生 (1993) 。

我們查找了兩背誦種辦經吳康僧會的。可度集起島J和議齊求那因此地的〈百鴻章聾， r巴j

的次數分別為 10拔和特故。

我們又考萎了中土文麒〈史言D 、《世說新語》幸自《洛陽伽藍吉D 實很巧合?這三三都有典

則性的文豔[巴 A~少有1.2.1節詰種用法。接襄有口語成分權攘的《世說新青島，也有者閣

成分較重的《史詩吵，還有車接與佛經有關的《洛陽伽藍言訟。我們便設想 7日J 和「竟」、

市幻、「早J 可能會出現中士文獻既沒有的新情說。

盯在還是譯磷盤中發現和中土文獻有不同的用法峙，人們往往會帶廳到梵文語法和漢

語語法的不惘。曹廣I1區(1 986) 在論持續說站站「著」的照法時結出: r著J 功能上應是“心

聽聽誨，性結構，在不見於同期擇絡之好的其他文顱，當是一轍由翻譯文體帶來的特辣用

法。

{呵護芳草 (1989) 也說: rv+o+已J 晰的?己j是受梵文的影響孺壘作。的。辛島靜志 (2000)

說得非常禮徹，他認磊:在漢擇備鐘裝看均未用「己j 的會'tl于非常多。始發現，用於峰時

齡作的時態跆諂[記j與梵諾|絕艷兮福J (或叫獨立式， Absoluti時， Gerund) 相對應。

2.2.1雖然辛島靜志把「己j看作是一種時壟誦站?和我輯隸主主「己j是一種表完JJi貌的

動詞不一樣，對於這一點我們不敢有悶。但是，我們思值的材料和方法來解釋《長》和

〈中訂閱+(O)+EJ 、 i 閱+(0)十日j 、;一亮，+(0)+巳j 、[莖+(0)+已J 格式實是很合適的。

的句式在古代漢語中少見，體經語言有較強的口語化色彩，漢語口語在佛經中的度應從

i莫梵佛纜的對勸材料得至立了解決。漢譯街據佛鱷原典均r::p歇語所作，主要是梵器

(Sanskrit) )俗語 (Pr品行。、巴利語 (Pali) 和當時中路的一些小語霄，瑋咕:火雞瓶(但括龜

華語和罵了醬醋)、于聽話等等。這些語言都是昆提語 (inflccted langt叭叭。以最具蝦的梵

繭為例，這是一種祠幹屈對話(stem-inflect的)空何法關{單是通鞋幫著在詢幹上表示不問甜

法範疇的後蟻來表示的。任何充當句子或分的祠，除了誨幹所表示的詩體意義外，還有

居語言司撥所表示的語法意義，二者招如構成該調控具體句子中的具體意義。迫與作逼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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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olating la時泣agel 一一主要是通過讀序和主黨輯來表三民主守法轉璋的漢語完全耳支

持。幫大多數譯經者只熟悉一方醋的話育，要磨只熟悉聽錯諦苔，要磨只聽悉盟的諦

，從漢聞始譯短一直到唐代之前，翻譯義本上都是外閩東還在傳教的僧人擔任主諱，中

土僧人機當助擇，傳教土粗過漠諦，所受了母語影響的 漢語將佛經大意禮台]擇

出來，再由中土僧人潤色。他們都是採取詞對詞 (word for word) 甚至語素對語京

(morpheme for morphemeJ 來直擇，譯文中肯定會出現許多不合漢語習樓的漢外混雜暫

的語言成分。

f攝觀分詞j用作不變分說多是一積 f態J (voice) ，話讓諧的難構是一種 iic\;J 
(forrn) 0 j漢語雖請用特殊的詩序和特定的處詢構成一種特闊的格式，梵諧的 f絕對分調j

只是在諧音發動諮f表面司在j 上一個特定的「紀號J '表示一種先於主句所在壞的主要行為的

行為，或與三位句行為者相同。這種「獨立式J有兩種形式:非複合動祠的「獨立式」後綴和

複合動詞「獨立式H是纜。或者說 3 它表示動作行為的第一個，由此而來將發生下一種，睛

說 o i選擇佛結者在過到這一情說時娶一般舟漢語「己」束對譚，少數惜沒用[竟上荷包、

f畢J 0 f9tl 如:

凳語~械與f聽見(聽}己J (H. Kem and B. N的io， S訟ddharrnapl泌的故a. St, Pertersburg 

1908-1立[Bib話。如ca- Bu晶晶icaXJ '第 169菇，第3千9) 相對應; cintayitv翁輿 i;含~ (的己J (同

上多第215真實第2于r) 相整守黨 ;b憶苦itv益與 f說(!l:七齡已J (向上多第270萬 9 第肘子)相對應。

梵語「絕對分調j表示同一行為者所做的鬧個行為的第一個，漢譯佛髓的「日J代替這一功

能。這近似於現代澳語 i.... ..了以後J 的格式，那麼， i問 +(0)+己」、「問+(0)+己j 、「見

+(0)+己」、 f豆豆+(0)+己J 表示「悟了......以{ítJ 、「鞠了. . ~ . . ~以後」、...，..以後J 、 f至

，把梵語畫畫譯成漢語也說能達其意了。請看詞句.

(22) 接見僥話那時群體，部告E長者辭鏡龍記，霞往詣{弗諸苦于聽起館舉一船i 0 J 

促中} ; 1 '生吟， 3 警告0)

(23) 唯有聽繁能解我章，今當及時自力而籽，即於其夜出拘尸城，指欖樹間互阿難

悔所 9 問訊己一前立。(好訪汀， 25 ' 1 ' 4) 

(24) 世尊觀的報日，即說頌日。{(長:) ; 1 ' 12 ' 3 ' 26) 

(25) J嚨里頁聾曇 p 於彼I上宿，清旦食己，然接韓城。(是長} ; 1 ' 20 多 3 ' 6) 

街 (22) 指兒歸之薩馬上從醉禮中盤來，鶴 (23) 掃一聽對話之後便在…還站著聽法。

這一類格式中的?巴j撥撥莓館一韻動作完成之護安接著發生;接茁的事，請 a 的於梵諾f能對

分說j是表示實施第一輛鸝作行為之復多這否定會影響後一個動作行為的產生，那麼，繹經

者在用「己J對譯詰…譜法現象時， I己j必須鱉蹤一個動調小句或者一個動詞短諦。只有

遺樣，才能體現出澳禪佛經對錯語語法的轉化。

2.2.2這種 iBJ 的格式，在句式t. ' I己J用在一個小旬的何東多復面還要跟另一餾;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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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或者用在句中，後面再跟一個動詞短語。「已」表示第一個動作行為的完成或實現，

後面還需產生另一個動作行為。它和在漢語中固有的表現動作的完結完全不同。表示完

結的「已」一般用在持續動詞之後，表示事情的動作已經了結，後面不再繼續接小旬或短

語。這與「竟〕、「花」、「早」都屬於傳統用法一類，它在漢譯佛經出現以前便產生了。例

如:

攻齊己，魏為口國，重楚為口口口口重不在梁(梁)西矣。({戰國縱橫家書J)

鑽中已 3 又灼龜首。((史記﹒龜策列傳})

縱行者，諸城門吏各入請侖，輒開門己，輒復上會(簡) 0 ({墨子﹒號令})

我們發現這些用例都是持續動詞之後用「己J '它表示動作的完結。在句末，表示一

個旬于終了?後面不再接另一個小旬。下面兩例可以看出這種繼承關棒、。

(26) 千子具足勇健堆猛，能伏怨敵不用兵杖自然太平，堅固念王久治世已。((-R) ; 

1 ' 39 ) 2 ) 9) 

(27) 佛告隸車，卿已請我，我今便為得供養已。({長》汀， 14 , 2 ' 5) 

2.3.1關於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土文獻的完成貌動詞，絕大多數情況下， I己」前面的動

詞都是持續動詞。梅祖麟 (1999) 說，東漢「已」用得多， I竟〕、「吉包、「畢」用得少，南北

朝「己」和「竟」、「花」、「畢」出現的頭率相同。我們分析了這些詞前面的動詞，發現它們

都是持續性動祠，都屬於傳統的用法。從漢譯佛經開始，出現「已」用在瞬時動詞之後表

示動作的完成或實現的大量用例，除了《阿含》佛經襄有 1095吹(包括其他三個)以外，晉

前後佛經中也有使用。舉例如下:

23) 

(28) 王到己，太子五體投地，稽首如禮。(吳《六度集在卦; 3 ' 20 ' 3 ' 4) 

(29) 禮比丘己，卻坐一面，聽其經言。(吳《六度集車里} ; 3 ) 25 ' 2 ) 28) 

(30) 見色已，便作是說。(前秦《僧伽羅剎所集星島~ ; 4 ) 120 ' 3 ) 24) 

(3 1)知已說法，行於世間，前後及中，吉語皆善。(惰《佛本行集#砂) 3 ' 655 ' 1 ' 

(32) 發是語已，相隨至於目捷連所，頭面頂禮目提連足，卻住一面。(情《佛本行集

經) ; 3 ' 655 ' 2 ) 6) 

可見) I已」既繼承了中土文獻的傳統用法，在持續動詞之後表示動作的完結貌;又

接受了梵語外來語法的功能 3 在瞬時動詞之後表示動作的完成或實現。「竟」、「花」、

「旱」也具備這一語法功能，只不過它們的用法不是很常見。

2.3.2梵語「絕對分詞」的語法內容由「已」代替以後，便在佛經中廣泛使用起來，使用

的頓率超過了「已」本身在漢語中固有的傳統用法，逐漸在漢語中「漢化」。這樣一來，它

不僅在漢譯佛經中普遍使用，而且在口語文獻中推廣應用。至於在甚麼時候被漢語口語

文獻接受，以及使用的歷史情況還有待於進一步考察，據我們的初步印象，應該說到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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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已經在口語中大量使用。下面是《敦煌變文集》中的例子:

聞已修學，善思念之。 (P564)

其心淨已，則一切功德清淨。 (P562)

我須歸衣，歸衣已，便得度。 (P408)

根據吳福祥 (1996) 的考察， r已」主要放在下面瞬時性動詞之後，諸如「聞J (9吹卜

「見J (5吹)、「語J (4吹)、「座(坐) J (2吹)、「淨」、「受」、「到」、「歸依卜等等。這些用作

補語的完成動詞 7 在語義上 7 說明前面動詞所表示的動作的完成，其語法意義近似現代

漢語的動態助詞「了」。變文中「已」的用例是漢譯佛經「漠化」的結果。

3.1漢語中固有的「已J (已 1) 和表梵語「絕對分詞」的「已J (已 2) 有相似之處.一是結構

句式都處於 rV+(O)+CVJ格式中;二是旬于成分都是指動補語，是完成動詞。但是二者

在本質上是不同的。首先，來源不同。「已lJ是漢語中本身所固有的，從戰國至漢代 9 到

魏晉南北朝，一直在使用，屬一脈相承的; r己則是從漢譯佛經充當梵語「絕對分詞」開

始，後來才廣泛使用，與漢語逐漸融合。其吹，語法意義不一致。「己 1J 表示動作的完

結， r己 2J表示件完一件事再件另一件事，或某一情況出現後再出現另一情況，表動作或

狀態的實現; r已lJ一般說來只能放在表持續的動詞之後，可以用「竟〕、「花」、「早」代

替; r已 2J 可以用在瞬時動詞之後，也可以用在持續動詞之後，雖然也可以用「竟」、

月tJ 、「畢」代替，但畢竟是少數。再吹，旬式有差別。「已lJ處於旬于的末尾，用旬號;

「已2J放在分旬或者短語之後，中間用分號隔開，復面大多用一個表承接的副詞來連接，

最後，使用的頻率不一。佛經中「已2J 比「已lJ用得更普遍。

3.2 r己 1J 和「己2J 都是完成動詞，都作補語，它們還不是形尾。依據王力 (1980) 對

「了」的分析方法，我們認為當動詞(不論是持續詞還是非持續動詞)復面帶有賓語的時

候， r己」放在賓語的後面，不緊密貼近動詞，有較強的實際意義，沒有虛化，不屬形

尾。同時，在同一材料中我們發現「已」還有作謂語動詞的例子。如:

(33) 如是展轉之不已，遂生貪著便以于攔漸成搏食。({長》汀， 145 ' 2 ' 3) 

(34) 搏食不已，餘眾生見復效食之。((<長》汀， 145 ' 2 ' 4) 

(35) 食之不己，時此眾生身體粗愚，光明轉滅。({長) ; 1 ' 145 ' 2 ' 5) 

(36) 汝後勿復為盜，如是不已，猶復為盜，余人復呵盲。({長) ; 1 ' 1鉤， 3 ' 15) 

說明「已」在這個時期詞體意義非常明顯，還難以形成表動態的助詞。漢語語法史

中，有些虛祠的產生往往會導致一些新的語法格式的出現，反之，這些新的語法格式的

出現，也就標誌著實詞語法化過程的完成。魏晉南北朝中的 rV+(O)+已」格式還處於實詞

化的階段，只不過，就其程度來說， r已lJ是詞涯意義較強的動詞，表動作的完結; r已

別是虛化程度較大的動詞，表動作的實現，語法作用稍大於意義。

3.3中土文獻中的「已lJ和佛經中的「已2J 的用法影響到以後對「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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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唐宋事，和佛教在囂的文獻中選手rr己J '個更多梅主義被 f了j代替。對法 IV+(O)十

了j錯構中的「了j 的看誰會梅祖麟 (199生)說:(.郭體變文動中 IV了J 的;了」有兩輛。一種

是狀態補語多處於動作鸝語種函。如:

我是天女‘兒整行孝，天追我{警告積績。今既攬了，不得久住。(變887)

兵馬曉江頭，使須宴設兵土。 ，便即渡江。(變20)

子膏祭了 9 發聲大獎。(變2 1)

一種是完成說詞昆 9 它處於成就動詞之復。如:

王踐只是不知，茗，王竣知了，豆豆夜信程入禮教其慈母。(變44)

迷了，菩提多諜轍。(變必1 ) 

製君才見了，流;反兩三行。 (i變772)

他認為動{乍聽詞是有時間幅度的，接闊的「了j意義上跟現代漢語的狀態補語f完j藉

。這一現象和中土文獻的 i 巳1J相當 3 可以說是「己 u和變文中的繼續和發展。他認為

錢鼓動詞是按有時間輻度的?復面的 i 了j 只能作表示完成貌的詢態。這一情況和佛經的

相當，可泣說是 1 日止進入獲語以後，在變文中口語化的表現，只不過站時f己2J

經完全處化 g 只起語法作用，成為詞是。

吳禍祥(1998) 認為作「結果構語j 的「了」放持續動論之後，如「含了J 0 作「動棺論語」

(與磁充任 (1970) 的動相讀諾 (phase complement) 輸闖不時)的 J了j放非持攪動詞之後，

如丹苦了j 、「去了J 0 f色的「結果蜜語:來灘於中士文蠶的 i 已lJ ' I 艷梅橋語」來源於蟬鍾的

「己剖，只不過此時的譜法拉能在本質上;有單身轉化繁已不是動詞性的問主義詞尾，控的。

在能溯完成貌詩是[了J 的來、海時，我們通常覺得[了j 的前身是[己卜

。大致來諱言論是對的。只不過，根據我納在本文中的安軒今應該更明確f了j

分來自中土文獻的 i巴山「竟J 、同意J 、 f學卜另…部分來自梵語的「攜妻立分說J 0 

法和蔣紹愚 (2紛1)的看法(認為行勻的前身只是 i 己心不包括f寬卜哼幻、「畢J) 村頭榷。

從我們的鵲璽材料來看多充當梵語「鰻對分寄iUJ 的大多數常說下用「己J 多也舟

, I己 J > r竟」、[花j 、 r~聽J 可以互報替代。

最旱的 f巴山的用;在見於商漢康孟掉導的譯經中?舉幾額;如下:

(37) 待鵲諱，二人應先。念已餅子。({中本是泣如; 4 , 147 ' 3 擎的

(38) 聞竇輯記作沙門今驚喜毛堅2日: r其人德高，明遠震攏。~ (向上;毛， 1的 2 ' 
) -1‘. 

(39) 卸來并章，教授二訣，歸命三辱。授主戒己， 自: r身非已有多萬物蹄

空。 J (昆主; 4 ' 149 ' 3 ' 14) 

(40) 取信念已今種行起於斯奈鶴，投暮牲造迦輩。(同上;生， 1呵， 1 ' 12) 

(生 1)何等為便見攝盡鐘，謂無所有多是為城處。問且無軒有 3 何以故。(後漢安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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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弗說大安般守意?路; 15 ' 166 ' 1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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