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乘"之“乘"讀平聲證

邵喝令芬

“乘"字有兩個音，一見於〈廣商〉蒸藹， “食陵切

證切"O 商前j 者平聲，今讀 chéng，後者去聾，今讀 shèngo 各項意義的“乘"字哪個讀

平聾，哪個讀去聾，一般都有定說，不存在什麼問題。比如“乘駕"的“乘"讀平哇，

“車乘"的“乘"讀去聲; “乘城"的“乘"讀平聾， “史乘"的“乘"讀去聲;等等。

唯有“佛乘"意義的“乘"字究竟讀平聲還是讀去聾，存在若不同的意見。主張讀去聾

的可以〈康熙字典〉為代表。{康熙字典〉於“乘"字下挂云:

......叉〈傳燈錄} : “禪有淺深階級，一小乘，一大乘，頓，惜自心無漏智，此

心即佛，日最上乘。"宋沙門契嵩〈原教篇} : “五乘皆統之於藏。一人乘，二天

乘，三聲聞乘，四緣覺乘，五菩薩乘。後三乘導其徒出世也，前二乘以欲不轍去，

就其情而制之。"皆去!當@。

後來的很多字、詞典，例如〈中華大字典〉、舊〈辭源〉、 〈辭海〉以及〈國語詞典〉

@、 〈中文大辭典} @等等都同意〈康熙字典〉的意見，都把“佛乘"的“乘"誼作去

聲。主張讀平聾的可以〈現代漢語詞典} @為代表。它於平聲 cheng 首下挂上 f “佛

乘"的義項。後來的一些詞典，例如新的〈辭源〉、 〈辭海〉以及〈新華詞典} @等都

同意〈現代漢語詞典〉的意見，都把“佛乘"的“乘"誼作平聲。這兩種，意見究覓哪種

對呢?我們認為主張讀去聾的意見是錯的，而主張讀平瑩的意見是對的。這有多方面的

證據。

“乘"字本身含義的詮據

“佛乘"的“乘"的含義，古人不乏說明。{魏書﹒釋老志〉云@:

初階聖者，有三種人。其根業各差，謂之三乘:

聲聞乘、緣覺乘，大乘。取其口I乘運以至道為名。

法藏〈大乘起信論義記〉云 0:

乘者就喻為稱，運載為功。

李師政〈法門名義集〉則解釋得更清慧。他說@:

能運眾生從因至果，故名為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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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都說明“乘"是對佛教教法功能的一種比喻說法。教法能使人們從因至果，好比舟車

的運載作用一樣。對“乘"字含義的這種解釋，跟“乘"字所譯的梵文原字 y互間的意

義相合。 yana 叉音譯作“fú那"或“耳目那"，就是“運載"的意思。就然“乘"字這

襄用的是動祠的含義，當然不讀去聲而讀平聲。

二、釋門〈者義〉的詮攘

主:應〈一切經昔義〉、慧苑〈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昔義〉和慧琳〈一切經昔義〉在

“乘"字的註昔上有一個共同僻、。就是“車乘"意義的“乘"字三書都註音。比如〈摩訶

般若波羅蜜經〉卷十四里“百乘"的“乘"字主應、註云: “承證反" ClB, {華嚴經〉卷

五十九里“寶乘"的“乘"字慧、苑註云: “食證反"吐血， {大寶積經〉卷四十一里“車

乘"的“乘"字慧琳註云: “時證反"@，就是例于。但是“佛乘"意義和“乘車"意

義的“乘"字則三書都一概不註音。比如〈攝大乘經論) @、 《大乘莊嚴經論) @等中

的“乘"字主應都沒有註音， {華嚴經〉卷十七里“一乘"的“乘'，@，在十七里“三

乘"的“乘"哇易，慧苑都沒有註昔。{大乘十法經) @、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等

中的“乘"字慧琳都沒有註音，等等。這種情況說明“佛乘"的“乘"與“乘車"的“乘"

主應、慧苑和慧、琳必定都讀平聲。因為平聲是“乘"字的常見音或本昔，所以才略去不

註。這是古人註音的通例。{經典釋丈〉凡是“車乘"白的古“乘"都註“繩證反"或“承

證反

的動詞含義不太明確或有歧解時，才註上“音繩"或“如字"，等字眼。這種註法正好

可以跟主應等相印證。

-、
詩中用字的證據

前人詩中往往用有“乘"字，它們的讀昔可以根據詩的格律加以確定。出現於句中

的“乘"字，五言和七言律詩有下列一些例予:

李幅〈送沙門弘景、道俊、主獎還荊州應制〉的頭兩句:

三乘歸淨域，萬騎自主通莊。( {全唐詩)Cí昏，嗨， 694) 

許渾〈遊果晝三僧院〉的末兩句:

真乘不可否IJ，雲盡月明天。(同上， 531 , 6065) 

張羽〈贈僧還日本〉的三四兩句:

遍參東土法，頓悟上乘禪。( {明詩男IJ 裁〉哇費， 2 , 20) 

白居易《病中看經贈講道侶〉的三四兩句:

不如迴念三乘樂，便得浮生百病空。( {全唐詩)， 459 , 5231) 

許渾〈贈閑師〉的三四兩句:

東林共許三乘學，南國爭傳五字詩。(同上， 537 , 6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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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孤山二詠﹒柏堂〉白宮末兩句:

此柏未枯君記取，灰心聊{半小乘禪。( (宋詩別裁) @, 5 , 69) 

前三例是五言律詩，後三例是七言律詩。各例中的“乘"字按照詩律都處在于悍的位ìri:

上，可以證明它們都讀平聲。句中的“乘"字，也有見於排律和古詩的。前者例如1 月午渾

〈冬日宣城開元寺贈元竿上人〉中的兩句:

妙理三乘達，清才萬象供。( (全唐詩)， 537 , 6129) 

後者例如孟郊〈自惜〉中的末兩句:

始驚儒教誤，漸與佛乘誤。(同上， 374 ，但02 ) 

前例的“乘"字依律處於平聾的位置，可證其當讀平聲。後例雖是古詩，但它是入律的

古詩，除個男IJ句于外，用的都是律句。末三句正是律句。“乘"字也處在平聾的位置上，

可證其也讀平聲。

其次再看句末的“乘"字。見於五言律詩的例子如:

皇甫冉〈送昔們上人〉的末兩句:

何用求方便，看心是一乘。(同上， 250 , 2835) 

楊衡〈題山寺〉的末兩句:

稽首如何間，森羅盡一乘。(同上， 465 , 5286) 

杜牧〈懷政禪師院〉的頭兩句:

山齋路幾層，敗納學質乘。(同上， 532 , 6079) 

黃滔〈題東林寺元祐上人院〉的末兩句:

迷津出門是，于細問三乘。(同上， 704 , 8097 - 8098 ) 

李中〈宿山中寺〉的五六兩句:

瞋目忘塵!缸，談空入上乘。(同上， 748 , 8521) 

見於五言聯旬的例子如:

楊鼎夫〈天台禪院聯句〉中的兩句:

忘機同一祖，出話離三乘。(同上， 793 , 8931) 

見於七言律詩的例子如:

李商隱〈題白石蓮花寄是公〉的末三句:

謹誇驚于真羅漠，不會牛車是上乘。(同上， 540 , 6191) 

杜茍鶴〈贈休禪和〉

祇道詩人無佛性，長將二雅入三乘。(同上， 692 , 7960 -7961 ) 

宇丈虛中〈次陳少章自〉三四兩句:

經中因識人我相，教外都無大小乘。( (全金詩) @, 4 , 5 下)

丘處機〈魚兒操〉的末兩句:

我今返學盧赦志，六合窮觀最上乘。( (全元詩選﹒曙溪集) @, 4 1::. ) 

見於七言絕句的例于如:

張枯〈題畫僧三首〉之二的後兩句:



]44 '1'俐的支;研究/第 8 JtJJ 

終年不語看如意，似證禪，心入大乘。( {全唐詩}， 511 , 5848) 

薛能〈題平等院〉的後兩句:

還應笑我功名客，未解嫌官學大乘。(同上， 561 , 6517) 

以上各類例子中的“乘"字都在句末，按照詩律都處在平聾的位置，都與Zf-聲蒸登前的

字押詣，可證一律都讀平聲。此外還有見於五言古詩的一例:

杜甫〈陪暈留後惠義寺錢嘉州崔都督赴1+1} 中的兩句:

永願坐長夏，將衰棲大乘。(同上， 220 , 2319) 

“乘"字在偶句句末，與蒸登詢的字押詢，可證也讀平聲。

四、詞中用字的詮據

前人的詞中也往往用有“乘"字，它們的讀音也可以根攘詞的格律加以確定。請看

下面的例于:

馬鈺〈清，心鏡﹒贈薛道人〉前片的頭三句:

做修行，細搜刷，清淨家風，便是大乘妙法。( {全金元詩} @, 364 頁)

此詞前斤二十八字，後丹二十七字，共五十五字。{欽定詞譜} ~、萬樹〈詞律} @收

此調都作〈紅窗沮} ，但都未收此體。不過馬氏所作此調還有五十四字一體共四首，上

片二十八字與此體同。此四首與“便是大乘妙法"相當的句子及其平仄如下:

更把道門相玩 仄仄仄平平仄( 365 頁)

因甚發心修養 平仄仄平平仄( 366 頁)

外樂不去r~內樂仄仄仄平仄仄( 369 頁)

外樂不如內樂仄仄仄平仄仄( 370 頁)

可以看出這一句第四字必是平哇。 “便是大乘妙法"中的“乘"字正是處在第四位，可

證其必讀平聲。

馬鈺〈桃源情、故人﹒勸長安三壇李法師〉後斤的頭二句:

木人手段非凡箭，便把三乘救援。(同上， 383 頁)

〈桃源憶故人﹒五臺月長老來熙茶〉前片末三句:

運用三車哎哎，般載三乘妙。(同上， 383 頁)

攘〈詞譜〉和〈詞律) ，此調後丹第三句的平仄格式是:平(可仄)仄平(可仄)平平

仄@ 。所I片末句的平仄格式是:仄(可平)仄平平仄@。 “乘"字在此三句中都處在平

聾的位置，可證其必讀平聲。

馮尊師〈蘇武慢〉前斤的末二句:

悟時超十地三乘，凝滯四生六道。(同上， 1240頁)

此調〈詞譜〉未收， {詞律〉收有此調，但無此體@。不過馮氏另作有此體九首。這九

首中與“惜時超十地三乘"相當的句于及其平仄如下:

向東郊極目天涯仄平平仄仄平平( 12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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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堂堂氣概摩天 仄平平仄仄平平(同上) ) 

恣陶陶海上人間 仄平平仄仄平平( 1240頁)

透簾I障錯鼎溫溫 仄平平平仄平平(同上)

樂單瓢笑傲林泉 仄平平仄仄平平( 1240頁)

這瑤函寶蒙天機仄平平仄仄平平( 1241頁)

把仙胎養就雲擻 仄平平仄仄平平( 1242頁)

把陰港交會神鏽 仄平平平仄平平( 1243頁)

取紫雲翠鳳相迎 仄仄平仄仄平平( 1243頁)

根據以上旬例可以確定此旬的平仄格式如下:仄仄(可平)平平(可仄)仄平平。 “悟

時超十地三乘"中的“乘"字正好處在平聾的位置上，可證其必讀平聲。

無名氏〈無俗念〉後丹的末五句:

五派宗乘，六傳祖;巷，空立齊腰雪。為君學似，碧潭冷浸秋月。(向上， 1269 

頁)

根據〈詞譜〉、 〈詞律〉 “五派宗乘"句的平仄格式如下:仄(可平)仄平平@。 “乘"

字正好處在平聾的位置，可證其必讀平聲。

五、對聯用字的詮據

舊對聯往往也用有“乘"字，它們的讀昔也可以根據對聯的平仄格式加以確定。比

如武漢市歸元寺佛堂有如下一付對聯:

教有萬法，體性無殊，不可取法捨法非非法。

佛本一乘，根源自則，故說 F乘中乘上上乘。

下聯旬末的“乘"字固然得讀平聾，句中的三個“乘"字也都處於平位，也都應當讀平

聲。

六、現代口語的詮據

這是最末了，也是最重要的證據。由於受兩派字典、詞典的影響，現代口語“乘"

字讀平讀去，一般不足為憑。但地名應該是例外。地名代代口耳相傳，不易受書面語的

干擾，比較穩定可信。北京西直門內有兩個古老的胡同，一個叫“大乘巷

乘巷"。其中的兩個“乘"字附近居民都讀平聲。這應該說是“乘"字本讀平聲不讀去

聲的最有力的證據。

有以上六方面的證據，我們可以有把握地斷定: “佛乘"的“乘"確實應當讀平聲

而不應當讀去聲。誤讀為去聲大概是把“佛乘"的“乘"跟“車乘"的“乘"混為一談

而又沒有留意古人和今人對“乘"字的讀音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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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這里引號中的引文都只是概括原文的大意，字句與原文相差很遠。{康熙字典〉的引文大多顯此。

@中國辭典編集處編，商務印書館， 1943年。去聲“乘"字下未收“佛乘"的義項，但於“大乘"、

“小乘"條下註為去聲。

@中文大辭典編主黨委員會編，中國文化研究所印行， 1974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商務印書館， 1973年。

@新華祠典編輯組編，商務印書館， 1980年。

@卷 114 ， 3027頁。中華書局校印本， 1974年。

@卷上， 245 頁中，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4卷。

@同上， 199 頁中。

@慧琳〈一切經晉義〉卷 9 ，第29張下。朝鮮慶尚南道海印寺藏版， 1931年。下引同此本。

@同上，卷21，第30張上。

@同上，卷13，第14張上。

@ {一切輕音義〉卷10， 455 頁。叢書集成本。

@同上， 462 頁。

@ 93頁上。{大正藏} ，第10卷。

@ 198 頁上，同上。

@卷16，第17張上c

@卷18，第 6 張上。

@中華書局排印本，後面的數字是卷頁數。

@沈德潛編，萬有文庫本。

@同上。

@郭元訢編，康熙刻本。

@顧品司立編，秀野草堂藏版。

@唐圭璋編，中華書局， 1979年。

@卷鈍 3 頁下一 7 頁下。北京中國書店，影印本， 1979年。

@卷13 ， 312-31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1984年。

@ {詞譜〉卷 7 ， 6 頁下; {詞律〉卷 5 ， 146 頁。

@卷19， 425-426頁。

@ {詞譜〉卷28， 7 頁; {詞律〉卷的， 361-36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