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祖壇勵中的副調研究

謝潔瑕*

結祖禮蠶!)(以下簡稱纜車野)是佛教禪宗的基本經典，原題為「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

訶般若波羅蜜法麓六祖蔥能大師於韶fli大梵寺施法權經 3 兼受五相戒子1、法弟子告梅集

記J 0 (:禮#野是六祖互幫能 (638-714) 生平事蹟和講法的記錄，聞敢了語鋒文體之風氣，接

代的禪宗語錄、宋儲語銬，均是秉承緒如商來 α

議龍之後，後世禪f曾為了建應禪宗思想的發展變化， t普車能之名 35害故對《禮態發增

觀改編，傳世的版本有軟盤本、聽研本、與嵩本、宗實本等等，自讀《中輯佛學輝、流路

講》將數燒本定為五代的寫本小最古的是敦體本，由字畫畫聽音定是五代詩寫的J 0 1 太自

辰夫先生，在《中國文歷史語措﹒船中把語言資料分為「同時資本u及陳持資料J ' <:禮節
當囑噱時資料。因此多出提謹慎 3 辦惜品總船反映的是唐五代的語法現象。本文

依據的是觀盤、聽紹愚主緝的絕代漢語語法資料鹽鹼(唐五代替)中的執祖禮船，本

文所引倒勾均僻其在此書中頁碼 α

自叔瀨先生說過: r副鍋內部需要知分類?可不容易分得乾淨利索，因為副詞本來就是

一個大雜糟。 J2 可見，鸝詢的分類是tt較揖蠶的，因此，也今為止，各家對副祠的分

額沒有一致的著法。我們御繭的語義、;功能等方醋的國黨考慮，把總鐘抑制自認分

為時間、範園、程度、語氣、情狀方式等五類。

《權給中的甜甜系糊口下: (共的餾) (每一副詞下標的數字表示辦悶在《壇續發中

出現的頻率)

1 、時間斟詢 (37 個) :向者1 、昔2 、初l 、平2 、巳3 、方i 、向 1 、當時1 、適來l 、始1 、

本19 、元1 、元來1 、本來、元本1 、即時2 、頓6 、登冉、郎悶、便18 、一時8 、乃4 、今18 、如

今1 、欲2 、恆1 、終日 l 、詩時1 、常23 、究竟i 、到頭1 、終γ 艾16 '纜1 ' j)<.2 、尚2 、良久2

*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1 日激:史中摺佛學源流時講.> ' <þ霧重寄鳥， 1979 年版，第 222 頁。

2 呂叔朔: <漢語語法分析問題) ，教嗨吾吾譜法論文動，商務印餐館， 1984 年增訂第 1 飯，第 5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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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範關國調(16個) ;盡34 、皆13 '憊3 、悉皆2 、並皆1 、悉i 、都i 、凡3 、亦40 、亦復4 、

但25 、;;t 1I 、權忌、居住1 、只是l 、共i

3 、程度翩詢 (4餾) :甚3 、最13 '至2 、更9

生、語氣甜詢(1 3餾)‘實5 、真7 、定i 、究黨l 、並1 、真22 、未 13 、勿7 、不267 、無31 、非

24 、末路、不免1

5 、情狀ñ式當j誦(1 3儡) :自然1 、董忠、自甘、故2 、還幸自3 、告 1 、親l 、且3 、建4 、為2 、

漸2 、忽然;、懇、E

下館按購進行具體分析。

一、時間商鵲

時間斟祠的語義特徵是表示事物存在或發展變化的時間。在盤棋漢語副調系統中，

時開甜謂無論是數量還是使用頻率，都{古據著主導站位。在《壇每Ð中，戀問觀調純{在其

副詞總費的抖。Vo 0 現扭《嗤畫:吟中的時閥割論分為十餾小類;

1 、表示過去、已然:亭、向者、苦、初、己、方、尚、當時、通泉、始、本、元、

元泉、本元、本來、兌本

伊悅目:

(1)惠能幼小，交叉早.亡。 (7 1)

時開耳目詞，1但是由形容詞虛化祖來的，在六輯已有少蠱舟餌，到了農五代，用得就

兇較普題了。愷禪的，1表j 強調事情的發生與說話的持鎮記錯有了-按時詢。

(2) 向者三身，在自給性，世人至是有，為遮不晃。 (77)

(3) 舉能慈尖，本官范髒 3 左時還流嗔繭，作賴外i首性。 (71)

(4) 梧即元無三星期，不悟部長勢輸詞。 (76)

f適來j 、「本來J 、「起來」、 f元本j 的用法多見於唐宋時期。「題來」是接合斟詣，由

觀調「趨j和助詞「來J組成，表示 f閱1月tlJ 、「剛才j 之義:

(5) 過來講者 z 是何吉偈? (73) 

f本來j表示某種事實或者道理原先就如此，根據聽黨騁、吳褔掉的研究，已見於唐

代，唐代的主梵志詩、以磨求龍的聾行始以及他堂船都有用f7lJ 0 3 但是，在先唐佛

典中「本來j 已有報當多的用餌，試舉兩側:

(1) 觀諦怯生誠，一切本來空。(續數跛陀多建大方廣攬華嚴嘉軒/9/55生/3/7 /) 

(2) 其母本來訥口室主辭，棍，攘此兒，誤認巧妙，輸錯於嘗。(績最趕路卷十三/生/斜11

3 草等冀騁、吳褔祥:她代漢語鋼琴D 苦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的Ji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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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t 以上兩部佛經分別是東晉和北魏的作品，那麼可見「本來j的用法在中古就已經

有了。

《壇#墨》中「本來J有 l 例用法:

(6) 卒來喙有地，從地種花生。 (103)

「元來J 用作副詞，唐五代普遍可見。 5 <壇勵中) í元來J 的用法有 I 例:

(7) 布施供養福無邊 ， 心中三惡元來造。 (82)

這裡的「元來」與「本來」的用法差不多，表示原來就是如此，還不是現代漢語中「原

來J 的意思。

「元本」是一個複合副詞，由「元」、「本」複合而成 ， 用法與「本來」相同) <壇蛤中有

l個用例:

(8) 化身、報身及法身，三身元本是一身。(lOS)

2 、表短時、突發:即時、頓、登時、即、一時

「頓」中古用作時間副詞，表示短時、突發的行為 3 相當於「立即」、「突然j 、「一下

于J )如:

(1)是故汝教法流行後代，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令自本性頓悟。 (81)

「登時」是同義並列的聯合式時間副詞，表示動作行為迅速發生) {.壇品璽》中有 l例用

法:

(2) 五祖自送能於九江聽，登時便悟。 (74)

「一時」由數詞「一」和名詞「時」複合而成的偏正式副詞，既可以表示動作行為在很短

的時間內發生，也可以表示動作行為發生在同一時間。據高育花的研究) í一時」作為時

間副祠) í中古時期出現並開始盛行J 0 6 í一時J作時間副詞是中古、近代漢語中特有

的用法，在現代漢語中) í一時j 只作時間名詞，時間副詞的用法消失了。在《壇鉛中，

「一時」表示短時的用法如.

(3) 照三毒若除，地獄一時消誡; (9S) 

(4) 使君禮拜贊吉: í善哉!善哉!普願法界眾生，聞者一時悟解。 J (9S) 

「一時」表示動作同時發生的用法如:

(S) 善知識，總須自體，與受無相戒，一時逐惠能口道，令善知識見自三身佛。 (77)

(6) 善知識，一時逐惠能道: í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邊誓願斷，法門無邊誓願

學，無上佛道誓願成。 J (78) 

4 /9/554/317/ 、 /4/44 1/3/5/依次表示的是卷或冊、頁碼、棚 、行數。此兩個用例是同學陳樣明提供 ， 謹

此致謝 。

5 {i丘代漢語綱要} ，第 415 頁。

6 高育花 《中古漢語副詞研究> ，南京大學博士論文， 1999 年，未刊，第 1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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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將來:欲

「劇本用為動詞，後來逐有了助詞與副祠的用法。「欲」用作副詞，表示某種客觀情

況將要到來。在魏晉南北朝已有用例，如:府君胃中有盎數升，欲成內痘。({三國志﹒

魏志﹒華f它傅>) 7 在《壇動〉 中， r欲J用為表示將來的副詞共有兩例:

(1) 善知識!將此頓教法門，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終身受持而不退者，

欲入聖位。 (82)

(2) 大師吉: ["汝眾近前，吾至八月 3 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間，為汝破疑，當令迷

者盡，便放安樂。吾若去後 ， 無人教汝。 J (101) 

4 、表隨即:使、乃

例如:

(1 )乃間客曰: ["從何處來，持此經典? J (71) 

(2) 惠能聞說，宿業有緣，便即辭親，往黃梅馮墓山，禮拜五祖弘忍和尚。 (72)

5 、表示現在:今、如今

例如:

(1)弘忍和尚問惠能曰: r汝何方人 P 來此山禮拜吾。汝今向吾邊復求何物? J (72) 

(2) 如今得了，遞代流行，得過《壇#砂者，如見吾親授。 (10 1)

6 、表示每常:偉、終日、時時、常

例如:

(1)懺者終身不作，悔者知於前非惡業，恆不離心，諸佛前口說無益，我此法門中，

永斷不作，名為懺悔。 (78)

(72) 

(2) 佛性常清淨，何處有塵埃! (74) 

(3) 吾向與說 ， 世人生死事大，汝等門人終日供養 ， 只求福田 ， 不求出離生死苦海 。

「時時」重疊連用，表示動作行為的多故發生，表「常常J 之義:

(4) 時時勤拂拭，莫便有塵埃。 (73)

7 、表終竟:究竟、到頭、終

例如:

(1 )若不問見解，無有志願，在在處處，勿妄宣傳 3 損彼前人，究竟無益。 (82)

(2) 寬道不見道，到頭還自惱。 (96)

(3) 若不旱心偈，終不得法。 (72)

8 、表重稜:又、復

例如:

7 柳士鎮 .纖晉南北朝歷史諸法)， 南京大學出版社 ， 1992 年版，第 2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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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師遂責惠能曰: r汝是嶺南人，又是噶撩，若為堪作佛! J (72) 

(2) 弘忍和尚問惠能曰: r汝何方人?來此山禮拜吾。汝今問吾邊復求何物? J (72) 

9 、表持續、繼續:永、尚

例如:

(1)前念後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痴染，除卻從前矯誼心，承斷，名為自性懺。 (78)

(2) 自錯尚可，更勸他人迷，不自見迷，又謗經法。 (82)

10 、表時長:良久

例如:

(1) 良久思惟，甚難甚難! (73) 

二、範團副詞

範閩副詞用作謂語的修飾語，在句中作狀語 ， 對施事者、受事者的範園、數量或者

動作行為的範閩、數量進行總括、限定或統計。。車經D中的範團副詞主要有:

1 、表示總括:畫、皆、總、悉皆、並皆、悉、几

「悉皆」、「並皆J是同義並列連用的聯合式副詞，柳士鎮先生認為: r副詞的這類用法

在此期之前已有少量運用，但廣泛流行卻從此期(筆者按:指魏晉南北朝時期)開始。從

所用詞語的面貌看，大多是舊有同義成分的複用，也可以是新舊同義成分的並用。主要

反映在範圍副詞與時間副詞上。 J8 {，壇仰中這種用法主要反映在範團副詞裡面，是屬

於舊有同義成分的組合使用。例如:

(1)譬如其雨，水不從無有，元是龍王於江海中，將身引此水，令一切眾生、一切草

木，一切有情無情，本管蒙潤，諸水眾流，卻入大海，海納眾水，合為一體。 (80)

(2) 少根之人，聞說此頓教，猶如大地草根性自小者，若被大雨一訣，悉管自不能增

長，少根之人亦復如是。 (81)

(3) 述人願生東方、西方者 3 所在處並皆一種。 (94)

2 、表統計:都

「都J從動詞「匯蕙j 、「眾集j的意義虛化成範圍副祠的， r東漢時產生副詞帥用法，自

產生後就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魏晉至唐一直使用。 J9 。重經D 中， r都j 的用法只有 l 例:

( 1) 三身有三對。都合成三十六對法也。(100)

3 、表類同:亦、亦復

蔣冀騁、吳福祥的總代漢語綱要》認為《六祖壇船中沒有類同副詞「亦j 的用法。 10

8 ~魏晉南北朝歷史語法:> '第 232 頁 。

9 張全真 : <<法顯傳〉與 〈入唐求法巡禮刑吉2>語法比較研究) ，南京大學博士論文， 1999 年，未刊 ，第 43 頁。

10 G丘代漢語綱要)， 第 434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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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示肯定語氣;實、真、定

例如:

41 

(1)秀上座吉: r罪過!實是神秀作，不敢求祖，願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小智慧、識

大意否? J (73) 

(2) 若解向中除罪緣，各自性中真懺悔。 (82)

(3) 贊最上最上乘法，修行定成佛。 (80)

2 、表強調:卻、究竟、並

「究竟」表示強調語氣， r由時間副詞演變而來，始見於唐五代。 J 12 例如:

(1)若有人問法，出語盡雙，皆取法對，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100)

「並」表示強調在《壇弄墨》中只有 1 例，用於否定調前，加強否定語氣:

(2) 神秀上座題此偈畢，歸房臥，並無人見。 (73)

3 、表示否定語氣:英、未、勿、不、無、非、未曾

《壇齡中「不」表示否定 3 有 267 次用例，使用頻率相當高，可見在《壇船那個時代

「不j在口語中使用已經相當普遍了。例如:

(1)大師不語，白淨心神。 (7l)

(2) 上座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心偈，緣我為教授師，我若不呈心偈，五祖如何得見我

心中見解深淺 P 我將心偈上五祖呈意，求法即善，覓祖不善，卻同凡心奪其聖位 。 若不

呈心偈 ，終不得法。 (72)

「無」、「莫J 、「未」用得也比較多，而上古漢語中常見的「毋」未見一例，例如:

(3) 若不同見解，無有志願，在在處處，勿妄宣傳，損彼前人，究竟無益。 (82)

(4) 今日已後 ， 遞相傳授，須有依的，莫失本宗。 (l04)

的)惠能答曰: r我此踏確八個餘月，未至堂前，望上人引惠能至南廊下，見此偈禮

拜，亦願誦取，結來生緣，願生佛地。 J (74) 

「未曾J有 l 例用法，例如.

(6) 和尚，實未曾轉綠草草，七年被《法草草除 (99)

4 、表示委競語氣:不免

例如:

(l) 未得稟承者，雖說頓教法，未知根本，終不免諦。 (97)

五、情狀方式副詞

情狀方式副詞是表示動作行為進行的方式、手毀，或進行時的狀態以及進行後結果

12 <i丘代漢語綱要~ ，第 4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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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態的副祠，一般修飾動詞性謂語。《壇經》中的情狀方式副詞可以分為人個小類。

卜表碎然。

這類副詞詞義上表示動作行為本身發生的急速或突然，著重於說明動作行為進行的

方式，與表示動作在短時間內發生的時間副詞有所不同 。 主要有:忽然、忽。

[忽然J 由副詞「忽J 附加後綴「然J組成，表示在短促的時間裡發生某種現象或動作。

這個副詞「中古已見零星用例，唐代廣泛使用J 13 ~壇經》中僅見 l 例.

(1)努力修道莫悠悠，忽然虛度一世休。 (82)

2 、表示自然、直接:自然、直

「自然j是「自」後附後綴「然」而成的副詞，柳士鎮先生認為「自然」是「前期間有的派生

式副詞，此期產生了新詞義，意思為『自然而然lIJ 0 14 例如:

(1)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102)

3 、表示特意、有意:故

例如:

(1)我故遠來求法，不要其衣。 (75)

4 、表示相關、相繼:遞相

「遞相」表示動作行為按順序或連續地進行。例如:

(1)已後傳法，遞相教授一卷《壇主動，不失本宗。 (101)

5 、表示親自:白、親

例如:

(1)五祖自送能於九江驛站，登時便悟。 (74)

(2) 如今得了，遞代流行 ， 得過《壇齡者，如見吾親授。 (101)

6 、表示徒然:空

例如:

(1) 莫口空說，不修此行，非我弟子。 (80)

7 、表示暫且:且

例如 ﹒

(1 )放且去，一兩曰 :來思惟，更作一偈來旱吾，若入得門，見自本性，當付汝求法。 (73)

8 、表示持續、反稜:還、尚

例如:

(1)即時豁然，還得本心。 (77)

13 Ü1Í代漢語綱要}， 第 421 頁 。

14 ~魏晉南北朝歷史語法:> ' 第 239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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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錯尚可，更勸他人迷，不自見迷，又謗經法。 (76)

9 、表示徐緩:漸

例如:

(1 )迷即漸勸，悟人頓修。 (76)

六、小結

43 

副詞是謂語的重要標誌。在漢語句子中，動詞謂語佔絕對優勢，因而副詞也顯得特

別發達。副詞的含義大多比較具體，用法也比較靈活，雖然只是作為狀語成分的一種，

卻是其中最重要的。由於副詞絕大多數都是修飾謂語的，很少單獨使用，所以它們具有

分佈上的相對穩定性和可辨認性。

通過對《壇齡副詞的窮盡研究，我們可以看出《壇齡副祠的一些特點:

l 、《壇經~中的副詞，既有從上古漢語中繼承下來繼續使用的，如「今」、「初」、

「早」、「皆j 、「亦J 、「不j 、「莫」、「親」等等，也有中古漢語產生一直沿用到近代漢語的

副詞，如「都j 、「只」、「甚」、「亂、「一時」、「亦在別、「忽然」等，還有「適來J 、「元來」

「只是J等近代漢語中新興的副詞。作為近代漢語的語料， {:壇齡中副祠的使用體現出了

上古漢語、中古漢語、近代漢語三個不同的時間層吹。

2 、單音節副詞在你祖壇主動中佔了優勢，是全部副詞的 95.6% ;複音副詞的使用並

不多?約佔全部副詞的 4.4% 。值得注意的是，絕大部分複音副詞是從中古漢語中沿用下

來以及近代漢語中新興的副詞，如「亦復」、「忽然」、「本來」、「登時J 、「適來j 、「元來」、

「只是」等等;楊榮祥先生認為: r上古漢語中，單音節詞(單純詞)佔絕對優勢，副詞中很

少有雙音節詞(合成詞) ，隨著漢語詞匯的不斷雙音節化，漢代以後，逐漸產生了一些雙

音節副詞;而近代漢語中新產生的副詞，則主要是雙音節詞為主。所以，在整個近代漢

語副詞體系中，合成副詞所佔比例要高於單純副詞。因此我們說，大量的合成副詞的形

成和使用，是近代漢語副詞在構成形式上所表現出來的一個重要特點。 J 15 總是D中新

興的副詞多為複音副詞，可以與楊榮祥先生的說法相印證。

3 、《壇弄墨》中合成副詞(複音副詞)有雙音組合副詞和附加式複合副詞兩大類。其中，

雙音組合副詞成詞是主要方式，有兩種:聯合式組合副詞，如「並皆」、「悉皆」、「登時j

等等;偏正式組合副諦，如「一時j 、「未曾」等等。附加式組合副詞是改要方式，如「亦

復」、「忽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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