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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佛经与后汉词语例释 

作者：何亚南 [2001-12-19 8:45:21] 

  汉译佛经和正统文献中的某些词语，孤立地看，有时我们很难对它们作出较为恰当的解

释，或者不足以看清词义的来源。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探讨，或许问题就比较容易说清。本

文主要从后汉佛经与正统文献相互印证的角度，对三条词语的释义或词义来源作些粗浅的描

述。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教。 

【适无】表示“均无、都无”之义。“适”常用在否定词之前，表示一种完全的否定，在这

种场合，用法略等于“了”，是当时的新生义。例如： 

    若有菩萨行般若波罗密时，当作是随，当作是念，当作是入，当作是视，去离谀谄，去

离贡高，去离强梁，去离非法，去离自用，去离财富，去离侥ｘìｎｇ＠①，去离世事，弃

身不惜寿命，适无所慕，但念佛所行事安隐。菩萨行能如是者，得佛不久。（《道行般若

经》卷九，8-470C）（注：本文所引佛经文例均据台湾新文丰公司影印日本大正版大藏经；

例后的数字依次为册、页数，abc表示同页上中下栏数；著录大致依据齐鲁书社1991年版

《吕澄佛学论著选集·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 

    尔时昙无竭菩萨持深经好语语萨陀波伦菩萨及五百女人言：“多贺来到，得无疲倦？他

所ｃｈì＠②使、所欲得者，莫自疑难。我是度人之师，适无所爱惜。”（同上，8-473b） 

    譬如幻师化作象本无所有，般若波罗蜜亦本无所有如是；譬如虚空适无所住，般若波罗

密亦适无所住如是。（同上，8-475a） 

    譬如地，一切人随其所种，其地亦不置人也，如是发意，菩萨自致乃成佛，饶益十方

人，亦适无所置也。（《遗日摩尼宝经》，12-190b） 

        如是无有能过者，离我所想、自我及是我所，都无有是也。信于空及佛法，行不沾

污于世，不著于世间，从冥入明，适无所因。（同上，12-193b） 

    菩萨清净行禅波罗蜜，凡有三十二事。何谓三十二事？……九者适无所著，是为净。

（《＠③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卷中，15-357c） 

上举六例“适无”全是“都无”之义。第五例“都无”、“适无”错出，词义犹为明显。

“适”也可以用在否定副词“不”之前。例如： 

    心一反念，佛悉在前立，一切适不复愿，适无所生处，十方不可计佛刹悉见。（《般舟

三昧经》卷上，15-904a） 

    不爱身，亦不爱命，不乐于五道，悉晓了人于法、于佛法中，是故为戒。适不在中边止

也，中边不著，不著不缚，譬空中风，是为持戒名及种无所止也。（《遗日摩尼宝经》，

12-193b） 

偶或“适”也可通作“敌”。例如： 

    般若波罗蜜无有形，故般若波罗蜜敌无所爱，敌无所憎。（《道行般若经》）卷八，8-

466c） 

“敌无”就是“适无”。以上所举文例，都出自支娄迦谶译经，后汉其他人的译经中未见其



例。“适”字的这种用法，后世译经中也见沿用。例如： 

    诸经法净，适无所因，佛所作为变化无极。（吴·支谦《大明度经》卷五，8-503c） 

    我是度人之师，适无所爱惜。（同上，8-505b） 

《大明度经》是《道行般若经》的同本异译，译文显然是受到了原译的影响。 

    文献例证告诉我们：“适”的这种词义的产生，与“齐”、“均（钧）”等词有着密切

的联系。例如： 

    夫禀气等，则怀性钧；怀性均，则形体同；开体同，则丑好齐；丑好齐，则夭寿适。

（后汉·王充《论衡》卷十八《齐世篇》） 

    且岁、月审食，犹人口腹之饥必食也；且为巳、酉地厌胜之故，畏一金刀，惧一死炭，

岂闭口不敢食哉？如实畏惧，宜如其数。五行相胜，物气钧适。（同上，卷二十三《＠④时

篇》） 

上举两例说明后汉时“等”、“同”、“齐”、“均（钧）”、“适”义同，都有等同之

义。后汉“适等”一词常见，为同义复词，就是“均等”、“齐等”之义。例如： 

    文章多少，拟其大数，不必适等。（后汉·赵岐《〈孟子〉篇叙》） 

    贤者当莫著，亦莫不著。虽不著、莫不著，是为泥洹。禁戒不在死生，亦不在泥洹；智

黠适等，度脱见黠，亦不在死生，亦不在泥洹。（《遗日摩尼宝经》，12-193c） 

    作百种味饭具，用佛故，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及诸贫穷、乞丐者，其饭适

等。（《般舟三昧经》卷下，13-914c） 

    其意已力，无所不晓，于好于丑，其心适等。（《＠③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卷下，

15-361b） 

由于“适”与“齐”、“均”义同，因此也就逐渐沾濡上了这两词的副词之义“都”。例

如： 

    《春秋》十二公，犹《尚书》之百篇，百篇无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说《春秋》者曰：

“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善善恶恶，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于《春秋》。”若此

者，人道、王道适具足也。（《论衡》卷二十八《正说篇》） 

例中的“适”即是副词“都”之义，这是目前所见到的较早的用例，它不必附着在否定词之

前。 

    由于汉语中这类副词原来就很发达，而且“适无”在表义方面也不如“了无”来得简截

明了，这种先天的不足，使得这一词义最终没有被人们广泛接受。也由于这个缘故，“适”

的“都”义一直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通行辞书均不收立此义。 

【柢抵】表示把柄之义。这是后汉口语中一种较为特殊的词义。 

    用作这种词义的文例，在后汉佛经中仅见一处，其文如下： 

    用一切人故，＠③真陀罗念诸坐佛，欲持宝华盖遍覆其上。应时坐三昧，其三昧名严

盖。则时诸坐佛上皆有华盖，及诸菩萨、比丘僧、其会者各各有华盖。以手拥盖抵，诸菩

萨、比丘僧、会者皆特华盖供养上诸佛。（支娄迦谶译《＠③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卷

中，15-355b） 

例中“盖抵”是盖柄之义。以高丽本为底本的大正藏校记说：元本、明本、宫本（即日本宫

内省图书寮一切经本）“抵”均作“柄”。 

    从近现代汉语的角度看，作“柄”文义更为通俗易懂。“抵”在后汉口语中是否有

“柄”义，就成了我们给这一处异文下判断的关键。除了这一例以外，在后汉佛经中我们没

有发现第二例。无独有偶，我们在正统文献中又见到一个尚待辨正的文例： 

    故夫屈轶之草，或时无有而空言生，或时实有而虚言能指。假令能指，或时草性见人而

动，古者质朴，见草之动，则言能指；能指，则言指佞人。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

南；鱼肉之虫，集地北行，夫虫之性然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论衡》卷十七《是应



篇》） 

黄晖《论衡校释》释“杓”为“斗柄”，又说：“（《太平御览》）卷七六二及九四四引

‘柢’作‘柄’……若依《御览》引作‘其柄指南’，则与上‘杓’字义复……疑今本

‘杓’字、‘柢’字不误。”《校释》说“杓”、“柢”字不误，大致可信；但释“杓”为

“斗柄”，又否定“柢”与“柄”同义，却都可推敲。“杓”不是“斗柄 

    以上佛经和正统文献两个用例，分开则都是孤例，合则珠联，足以相互印证。由此我们

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佛经的“抵”，正字当作“柢”，汉代从手、从木的字常常混讹；

“柢”在后汉口语中确实有把柄之义，此义至今还未有人注意到；后出的版本将“柢

（抵）”改作“柄”，是出于从俗的原因；“柢”的“把柄”之义，当是从“根柢”之义引

申而来。 

【续俗】表示“仍然、还是”之义，是个副词，由“连续”之义引申而来。 

    有关“续”的这种词义，王云路、方一新先生《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已有很好的论述，

所举文例均见于三国以后的佛经文献（注：见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中古汉语语词例

释》415页。）。现在看来，此义后汉即已产生，请更广其例： 

    坐禅数息即时定意，是为今福；遂安隐不乱，是为未来福；益久续复安定，是为过去福

也。（后汉·安世高译《大安般守意经》卷下，15-169c） 

    我所语摩尼珠者，有所著处，若箧中若函中，其光明倍彻出。正使举珠出去，余处续明

如故”。（后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卷二，8-436a） 

    譬如草木，虽无上枝下根由复生，菩萨如是，虽断三处极大慈，续见世间。（支娄迦谶

译《遗日摩尼宝经》，12-190b） 

    菩萨以四事知而不劳。何谓四事？欲度一切人，皆令至泥洹，是为一事不以为劳……闻

无央数功德而成一相，其心不恐，续作功德，不以为难，是为四事知。（支娄迦谶译《＠③

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卷下，15-365a） 

    佛以威神令儿欢喜，并蒙本之功德，即为尽信。便前而住，即叹其佛所持钵食而奉上。

以应时满，其所持者亦不缺减，遍比丘及诸菩萨，其食续在，乃知佛尊亦不尽索，而复增

益。（支娄迦谶译《阿ｓｈé＠⑤世王经》卷上，15-394a） 

    太子问之：“何故惊寤？”对曰：“何者梦中见须弥山崩，月明落地，珠光忽灭，头髻

堕地，人夺我盖，是故惊觉。”菩萨心念：五梦者应吾身耳。念当出家。告裘夷言：“须弥

不崩，月明续照，珠光不灭，头髻不落，伞盖今在，且自安寐，莫忧失盖。”（后汉·竺大

力共康孟详译《修行本起经》卷下，3-467c） 

例多，不尽举。在后世正统文献中也偶见其例： 

    汉阴生者，长安渭桥下乞小儿也。常于市中丐。市中厌苦，以粪洒之。旋复在市中乞，

衣不见污如故。长吏知之，械收系，著桎梏，而续在市乞。（晋·干宝《搜神记》卷一）

（注：见中华书局1979年版汪绍楹校注本《搜神记》8页。） 

“续”也可以假借为“俗”，例如： 

    舍利弗言：“善哉，须菩萨！从何所法中度菩萨？”须菩提言：“从般若波罗蜜中生，

说是法时若读时，菩萨信不疑。菩萨当知之，有随是法不增，不随是法不减。”舍利弗谓须

菩提：“随是法亦不增，不随是法亦不减，随法教一切人，随法者不失一切人，皆使得菩萨

摩诃萨。何以故？一切人悉学法，其法俗如故。”（《道行般若经》卷一，8-429a） 

    佛言：“善哉，善哉！如文殊师利所说，以可怛萨阿竭意。所以者何？亦不过，亦不

减，适在中，无所想。所以者何？文殊师利俗三昧说事如故，不见诸法有所增者、有所减

者。”（《阿ｓｈé＠⑤世王经》卷上，15-392c）） 

这两例“俗”也是仍然、还是之义。“俗”、“续”古代音同，故可通假。明于此，我们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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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来讨论正统文献中一个有争议的文例： 

    今不显行赏罚以明善恶，严督牧守以擒奸猾，而反数赦以劝之。其文常曰：“谋反大逆

不道诸犯，不当得赦皆除之，将与士大夫洒心更始。”岁岁洒之，然未尝见奸人冗吏，有肯

变心悔服称诏者也；有司奏事，又俗以赦前之微过，妨今日之显举。然则改往修来，更始之

诏，亦不信也。（后汉·王符《潜夫论》卷四《述赦》） 

    清人汪继培说：“‘俗’疑作‘欲’。”俞樾则进一步说：“作‘欲’是也。惟‘欲’

上当补‘不’字。盖赦前之事，不得复奏，故不欲以赦前之微过，妨今日之显举也。无

‘不’字，则义不可通。”（注：见中华书局1985年版新编诸子集成本《潜夫论笺校正》

191页。）古书中“欲”、“俗”常可通假，俞说可备参考。但若按俞说，则? 

【校  对  者】舟人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亻加幸 

                ＠②原字为束加力 

                ＠③原字为亻加屯 

                ＠④原字为讠加间 

                ＠⑤原字为门内加者 

        

        

      （原载《古汉语研究》1998年1期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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