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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庆藩《庄子集释》校“衰”为“服”，可商。

《大方便佛报恩经》语汇研究

方 一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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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方便佛报恩经》是一部译者、年代不详，但口语材料比较丰富的翻译佛经。对其语汇进行辨析、考

证，对中古语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些价值可从以下三方面窥貌一班：一是考释“衰丧 、衰祸”及“留怀”等

经中语词，抉发新词新义，补正《汉语大词典》的阙漏；二是考察“非”等词的新用法，这或许有助于推定该经的译经年

代；三是列举经中部分俗字用例，以弥补《汉语大字典》在收字举证方面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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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便佛报恩经》七卷［%］（NNJ%!, # %QQ），失译者名，附后汉录。该经有较多的篇幅都在讲故事，

叙事性强，口语程度较高，对研究中古语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今依据日本《大正藏》（该经在第

三卷），从新词新义、部分词语用法及俗字等几大块择取十多例，略作考释，以就正于大方。

一

《大方便佛报恩经》和其他失译的佛经一样，以往对它的研究很不够，有不少语词尚未见到考

释，也不被大型语文辞书如《汉语大词典》所收载；有的虽有收载，但或义项阙漏，或释义欠确，或引

例过晚，均有可补正之处。兹酌举数例如下：

衰（!"#）丧 衰（$%"&’）祸

“尔时城中有一婆罗门子，孝养父母。其家衰丧，家计荡尽。担负老母，亦次第行乞。”［!］（NJ%!,L）

“衰丧”谓（遭遇）失去父母的丧事。从上下文可以看出，本例指失父之丧事。“衰”当读 !"#，不

读 $%"&’。“衰”（音 !"#）有丧服义，《庄子·天道》：“哭泣衰絰，隆杀之服，哀之末也”。唐成玄英疏：

“上曰衰，下曰裳。⋯⋯隆杀者，言礼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等，哭泣衣裳，各有差降。”!

陆德明《经典释文》“衰”“音崔”。由此引申，则有失去父母、居亲丧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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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时六师徒众集聚，复作是念：我等今者衰祸将至，虽复众人之中唱说此言而不信受。”

［!］（"#$!%&）“尔时诸释敛手而住，流离军马遂至逼近。诸释种中有一婆罗门，语诸释子：‘今衰祸至，

云何俨然？’”［’］（"#$()*）

“衰祸”犹言灾祸、灾难，“衰祸将至”即灾难将降临，灾祸要到了。然则二三两例“衰”都当读

“!"#$%”，与第一例不同。《法苑珠林》卷六二引《冥祥记》：“（刘龄）父暴病亡。巫祝并云：‘家当更有

三人丧亡。’邻家有道士祭酒姓魏名叵，常为章符，诳化村里，语龄云：‘君家衰祸未已，由奉胡神故

也。’”［(］（"#’(%+）《弘明集》卷八玄光法师《辩惑论·度厄苦生虚妄之极第四》：“迷徒!学，不识大方，至

有疾病，衰祸妄甚。”［&］（"#’,+）《隋书·外戚传·独孤皉》：“（炀帝）乃下诏曰：‘外氏衰祸，独孤皉不幸早

世，迁卜有期。’”［%］（"#$%,$）“衰祸”也都是灾难、祸害义，用法与本经相同。“衰丧”、“衰祸”《汉语大

词典》均未收。

留怀

“婆罗门言：‘吾都不用如是供养也。若能就王身上剜作千疮，灌满膏油，安施灯炷，燃以供养

者，吾当为汝解说佛法；若不能者，吾欲起去。’王未答顷，寻下高座。尔时大王即前抱持，报言：‘大

师，小复留怀。今我智慧微浅，功德薄少，小顷自思惟，当奉供养。’”［-］（"#$!!.）

“留怀”似是驻足、逗留义。“小复留怀”是大王挽留婆罗门，让他稍作停留的意思。《太平广记》

卷三二三“吉礐石”条（出《幽明录》）：“（吉礐石）尝病，因见人著朱衣前来，揖云：‘特来相迎。’礐石厚

为施设，求免。鬼曰：‘感君延接，当为少停。’乃不复见。礐石渐差。后丁艰，还寿阳，复见鬼曰：‘迎

使寻至，君便可束妆。’礐石曰：‘君前已留怀，今复得见愍否？’”［,］（"#)(&/）“前已留怀”是说先前已经

延长（我的生命），“留怀”作延长讲，和驻足、逗留意思相近。“留怀”一词后代也有用例，如：《明史·

外国传六·佛郎机》：“十三年，遣使臣加必丹未等贡方物，请封；始知其名，诏给方物之直，遣还。其

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儿为食。已而夤缘镇守中贵，许入京。武宗南巡，其使火者亚三因江

彬侍帝左右，帝时学其语以为戏。其留怀远驿者，盖掠买良民，筑室立塞，为久居计。”［$/］（"# -’!/）

“留怀远驿”谓滞留边远之驿站者，“留怀”的用法和六朝相同。“留怀”一词《汉语大词典》未予收录。

王领

“尔时大王有一旃陀罗⋯⋯寻声往趣，语诸太子：‘且莫忧苦也。我有方便，能令大王事不得成；

若不成事，还王领国，如本不异。’”［-］（"#$!’+）“还”，重新，重又；“王领”，统治，治理。“还王领国”是

说又重新回来治理国家。宋元明三本“国”下有“土”字，“王领国土”和“王领国”意思相同。

《广弘明集》卷二八《梁陈皇帝依经悔过文·陈文帝〈金光明忏文〉》：“弟子以兹寡昧，纂承洪业，

常恐王领之宜不符政论，御世之道有乖天律。”［$$］（"#!’’*）“王领之宜”是说统治的措施、做法。《续高

僧传·义解三·释宝琼》：“庄入室驰声，见于别纪；解升堂流誉，王领江都。”［$)］（"# ’%,.）“王领江都”犹

言独步江都，在江都佛教界发号施令。《庄子·天地》：“不以王天下为己处显。”唐成玄英疏：“覆育黔

黎，王领天下，而推功于物，忘其富贵，故不以己大而荣显也。”［$!］（"# ’$/）成氏用“王领”来解释“王”，

说明“王领”和“王”的含意相同。《汉语大词典》未收“王领”一词。

力励

“（牛头阿傍）手持铁杖，随而鞭之，我时苦痛，努力挽车，力励前进。”［$’］（"# $!&*）“力励”就是努

力，竭力。《广弘明集》卷二六梁武帝《断酒肉文》：“众生诸僧尼，必信佛语，宜自力励。若云菜食为

难，此是信心薄少，若有信心，宜应自强。”［$(］（"# ),-+）“宜自力励”是说应该努力去做（素食之事）。

“力励”一词《汉语大词典》未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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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实

“尔时使者即前白王：‘此莲华者，未曾有也。大王当知，其莲华者具五百叶，于一叶下，有一天

童男。’王闻此语，心惊毛竖，慨叹所以。问使者言：‘审实尔耶？此非是我鹿母夫人所生华也？’”［!］

（"#$!%&）“王言：‘我今名为一切之施，有所求索，莫自疑难。’婆罗门言：‘审实尔不？我不用馀物，今欲

大祠，从王乞头。’”［’］（"#$’%&）“审实尔耶”、“审实尔不”都是疑问句，犹今言“真的这样吗”？“确实如

此吗”？表示问话者对对方所说的事件将信将疑，须作进一步的确认。

“审实”犹言真的、确实，属于副词同义连用。“审”作真的、确实讲，当副词用，东汉以来佛典多

见。如：东汉竺大力共康孟详译《修行本起经》卷下《游观品》第三：“于是王告太子：‘当行游观。’太

子念言：久在深宫，思欲出游，审得所愿。”［$(］（"#’(()）“审得所愿”，真的合我心愿。西秦圣坚译《太子

须大拏经》：“王呼一臣而问之曰：‘太子审持白象与怨家不？’臣答王言：‘实以与之。’”［$*］（"# ’(’)）“审

持白象与怨家不”？确实拿白象送给敌人了吗？元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卷九《善事太子入海品》：

“王寻往视，审是太子，衣毛悚然，愧惧交怀。”［$+］（"# ’$’)）“审是太子”，的确是太子，“审”都是此义。

故“审实”得以同义连用。东汉昙果共康孟详译《中本起经》卷下《须达品》第七：“（须达）还彼舍卫，

周行求地，惟祇园好：众果流泉，奇鸟翔集，地夷木茂，去城又近。因往守请祇，了无卖意。求之不

止，恚而言曰：‘若能以金钱集布满园，尔乃出耳。’重问：‘审实尔不？’祇谓价高，子必不及，戏言：‘决

耳，复何疑哉！’”［$%］（"#$,()）“审实”的用法和《大方便佛报恩经》相同。《汉语大词典》收有“审实”一

词，列有“真实；详实”和“核实”二义!，一为形容词，一为动词，未及本条义。

家计

“尔时城中有一婆罗门子，孝养父母。其家衰丧，家计荡尽。担负老母，亦次第行乞。”［-］（"#$-’)）

“家计荡尽”犹言家财全都消耗殆尽。因为父亲去世，安葬殡丧，使得本来就不富裕的孝子耗尽了家

中财产。“国土丰乐，人民炽盛，多饶财宝，家计充盈。”［-.］（"# $-+)）“时牧牛人即将善友还归其家，与

种种饮食，诫敕家中男女大小：‘汝等供侍此人，如我不异。’如是经一月馀日，其家厌患而作是言：

‘家计不丰，云何能常供是盲人？’”［-$］（"#$’,)）“家计充盈”是说家中财产充足，而“家计不丰”则正好

与之词意相反。三例“家计”都是家财、家产的意思，不能作家中计谋讲。

《汉语大词典》“家计”条第三义是“家产，家财”，是。只是首例举宋朱熹《朱子全书》，未免过晚。

定实

“尔时夫人往到其所，报其雁言：‘太子在时，常共汝俱。今入大海未还，生死未分，而我不能得

知定实。汝今云何不感念太子？’”［-$］（"#$’()）“定实”指确切的消息，名词。“（雁）身升虚空，飞翔宛

转而去。夫人见已，心生恃赖。今者此雁，其必定得我太子死活定实消息。”（同上）此例“定实”谓确

切，作副词用。元、明二本“定”作“之”，当为后人所改。

《宋书·颜延之传》载延之《庭诰》：“凡养生之具，岂间定实，或以膏腴夭性，有以菽藿登年。”［--］

（"#$%.$）“间”，本集作“简”。“定实”似是一定之规义，“岂间定实”几句是说难道还有什么一定之规

吗？有的人食山珍海味而早死，有的人食粗茶淡饭而长寿，盖因人而异罢了。又《夷蛮传》：“南夷、

西南夷，大抵在交州之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乘舶举帆，道里不

可详知。外国诸夷虽言里数，非定实也。”［-!］（"#-!**）“定实”也是确切的意思，副词。“非定实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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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实”的核实义在本书中也可见到：“（王）即问青衣：‘鹿母夫人所生华者遗弃何处？’答言：‘大王，埋此池边大珊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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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确切。《魏书·礼志一》：“故以魏承秦，魏为土德，又五纬表验，黄星曜彩，考氏定实，合德轩辕。”

［!"］（#$!%"&）“考氏定实”，犹言考证氏族，推定事实，“定实”乃动宾词组，和上面几例含义有别。

要言之，“定实”可作名词，谓确切的消息或一定之规；也可作副词，是确切的意思。《汉语大词

典》“定实”条释为“确实；落实”，举《宋书·夷蛮传》、鲁迅《书信集》二例。鲁迅文“但我尚未十分定实”

的“定实”是确实、落实义，没错；但《宋书》的“定实”应作“确切”解，《汉语大词典》所释不够确切。

二

《大方便佛报恩经》的译者已经不可考，通常都把此经附入“后汉录”，但这大概是有问题的。

实际上，从译经语汇的使用情况中就能抓住某些蛛丝马迹，为我们判定《大方便佛报恩经》的译经年

代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值得注意。

譬如，某些虚词的用法和前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这里举“非”为例。

非

《大方便佛报恩经》出现了用在疑问句中的“非”的例子，即：“尔时使者即前白王：‘此莲华者，未

曾有也。大王当知，其莲华者具五百叶，于一叶下，有一天童男。’王闻此语，心惊毛竖，慨叹所以。

问使者言：‘审实尔耶？此非是我鹿母夫人所生华也？’即问青衣：‘鹿母夫人所生华者遗弃何处？’答

言：‘大王，埋此池边大珊瑚下。’王审实其事，知鹿母夫人所生。”［’］（#$ (’)*）“此非是我鹿母夫人所生

华也”？言这（男孩）莫非是我鹿母夫人所生的花吗？说者以“非⋯⋯也”（宋元明三本“也”作“耶”）

的疑问句形式表达揣测，意在肯定。

“非”是一个否定副词，在先秦时期，通常有三种用法：一是用于主语和名词性谓语之间，表示否

定性的判断。如《庄子·秋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二是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前面，表示

对动作行为或性质、情状的否定。如《谷梁传·僖公三十三年》：“非敢哭师也，哭吾子也。”［!+］

（#$!",’-）三是用于句末，与全句共同构成反复问句，义即“是⋯⋯不是”，如《庄子·盗跖》：“此夫鲁国

之巧伪人孔丘非邪？”［!%］（#$))(）而用在句首，以疑问句的形式表示推测性判断，相当于莫非、难道，据

大型辞书，该用法出现的年代比较晚，如《汉语大词典》“非”的第九义“岂非；未尝”下第三例：宋王谠

《唐语林·补遗三》：“宗闵曰：‘君揣我何念？’杜曰：‘非大戎乎？’曰：‘是也。’”［!.］（#$ !’(）“非大戎乎”？

犹言莫非是大戎吗？难道不是大戎（指李德裕）吗？语意与《大方便佛报恩经》本例相近。据此可

知，“非”的这一用法在唐代以前就已出现。

与上例相关联的，还有这样一例：“善友太子前为父母头面礼足。王与夫人目瞑，不见太子形

容，以手扪摸，‘汝是我子善友非耶？父母念汝，忧苦如是。’”［!(］（#$ ("+*）“是⋯⋯非耶”犹今言“是

⋯⋯呢？还是不是⋯⋯呢”。“非”和判断动词（系词）“是”连用，也是用疑问句的形式表达推测的语

气。这大概也是后起的用法。

此外，《大方便佛报恩经》中，“非”还可以作为独词句使用，如：“六师问言：‘汝等诸人设是供养，

欲请国王耶？王子耶？’答言：‘非也。’”［’］（#$(’+*）“婿言：‘汝识我不？’答言：‘我识汝，是乞人。’婿言：

‘非也。我是波罗奈王善友太子。’”［!(］（#$("+/）

《大方便佛报恩经》“非也”的答语共有四例。考察先秦时期文献，“非”一般不作独词句用；东汉

译经中，已经有用在句尾的“非也”，如昙果共康孟详译《中本起经》卷下《佛食马麦品》第十三：“五百

弟子同声赞善，中有一人而谏师曰：‘师言非也。若如彼言，此人德尊，应食天厨。’”［!)］（#$ (+’-）支谶

译《道行般若经》卷八《摩诃般若波罗蜜道行经贡高品》第二十一：“若有时菩萨与异菩萨，转相轻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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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我所行是也，汝所行非也。’”［!"］（#$%&’(）但这两例“非也”仍然只在判断句中作谓语，还不是独词

句。我们所见到的“非也”作独词句的用法，较早是三国时期的译经，如吴支谦译《佛说义足经》卷一

《优填王经》第二：“王问：‘汝何等沙门？’曰：‘我是释迦沙门。’王言：‘是应真耶？’曰：‘非也。’”［!’］

（#$’)&*）这样看来，经中“非也”作独词句的用法，可能是东汉以后才有的新用法。

经中的某些词语源自东汉、魏晋，或许可以为考定《大方便佛报恩经》的译经年代提供线索，这

里举“耗扰”、“怨嫌”和“北方人”三例。

耗扰

“王闻是语，遂增欢喜，即遍宣令国土，选取五百乳母。尔时鹿母夫人白大王言：‘王莫耗扰国

土，召诸乳母。’”［!］（#$’%"*）

“耗扰”犹言骚扰、打扰，中土文献也有用例。《后汉书·南匈奴传》：“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

‘⋯⋯及王莽篡位，变更其号，耗扰不止，单于乃畔。’”［!+］（#$+,-+）“耗扰”也是骚扰的意思。耿秉是东

汉人，《后汉书》载录他的“上言”，应当可以视为东汉的语料。《晋书·荀勖传》记荀勖回答皇帝的诏

问说：“增置文法之职，适恐更耗扰台阁，臣窃谓不可。”［!!］（#$’’-&）“耗扰台阁”犹言打扰台阁，这例大

抵可以视为西晋的语言。“耗扰”一词在二十五史中仅此二例，后代正史再未见到，应该属于中古时

期产生的新词，同时见于中土文献和佛典。

怨嫌

“王报夫人：‘五百夫人常怀嫉妒，恼害鹿母。鹿母今者欲令我鞭打杖策、摈出驱遣、夺其命者，

不逆夫人。夫人今者云何于怨嫌中放舍，此事甚难及也。’”［!］（#$ ’%"*）“怨嫌”犹言怨恨、结怨，是动

词。《后汉书·冯衍传下》：“臣衍自惟微贱之臣，上无无知之荐，下无冯唐之说，乏董生之才，寡李广

之癟，而欲免谗口，济怨嫌，岂不难哉！”［!%］（#$,.!）“济怨嫌”谓平息冤仇、摆平怨恨，“怨嫌”仍是名词。

“怨嫌”此前未见用例，当是源自东汉的语词。

由此可见，译者使用“耗扰”、“怨嫌”等词，当是有所依凭的。和“耗扰”、“怨嫌”产生于东汉不

同，“北方人”一语大概产生于魏晋时期。

北方人

“尔时华色比丘尼⋯⋯于大众中即自说言：‘我在家时，是舍卫国人，父母嫁我与北方人。彼国

风俗，其妇有娠，垂欲产时，还父母家。’”［%］（#$’-+/）

在中土史乘中，“北方人”一语多见。《汉书·地理志》“朱提，山出银”下颜注引苏林曰：“朱音铢，

提音时。北方人名匕曰匙。”［!-］（#$’&""）又《张敞传》“又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怃”下颜注引孟

康曰：“怃音诩。北方人谓媚好为诩畜。”［!&］（#$!++’）《史记·匈奴列传》“后有所爱阏氏”下司马贞索隐

引习凿齿《与燕王书》曰：“山下有红蓝，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探取其花染绯黄，采取其上英鲜者作烟

肢，妇人将用为颜色。”［!)］（#$ +..,）《三国志·魏志·诸葛诞传》：“复还入城，城内食转竭，降出者数万

口。（文）钦欲尽出北方人，省食，与吴人坚守。”［!.］（#$ ))+）此外，在《南齐书》、《魏书》、《北史》、《元

史》、《明史》等后代史书中，都可见到“北方人”的用例。

苏林、孟康是三国人，陈寿是西晋人，习凿齿是东晋人，这样看来，《大方便佛报恩经》“北方人”

的用法与前举之例相同，至少从这一词可以看出译者的用语习惯合于魏晋间人的作品。实际上，这

一类的词语还有很多可供选择，如“逼迫”、“逼近”、“苦切”、“酸切”、“啼哭”、“垂欲”、“怅恨”、“恩

分”、“长夜”、“坌身”、“等侣”、“眼见”等，都是产生于东汉或魏晋的新词，从中可以窥见《大方便佛报

恩经》的翻译年代。

%-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 卷



三

《大方便佛报恩经》中的一些文字，其写法有别于通常，大抵属于俗字的范畴。可以补正大型字

书如《汉语大字典》的不少缺失，兹举例如下：

癕

“尔时世尊癕怡微笑，从其面门放五色光。”［!］（"#$!%&）

“尔时如来癕怡微笑，从其面门放大光明。”［!$］（"#$%!’）

“癕怡”当即“熙怡”，义为和乐、喜悦，中土文献较早见于东汉蔡邕《太尉乔玄碑阴》：“凡见公容

貌，闻公声音，莫不熙怡悦怿。”“癕”当是“熙”的俗写。《汉语大字典》收有一个和此字相近的“癠”

字，释为“同‘熙’”，未收“癕”字。

癏

“如我不喜为人所癏，强力迫愶。”［(］（"#$)$’）

“癏”字宋元明三本均作“陵”，可见其同“陵”或“凌”。元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卷九《善事太子入

海品》：“五百诸臣不相宾伏，便当力诤，强弱相癏，扌王杀无辜，亡国丧民，莫不由此。”［)*］（"# %$+,）“癏”

也是“陵”或“凌”的俗写。《汉语大字典》“癏”下释云：“同‘癐’。欺凌。《广韵·蒸韵》：‘癏，欺癏，

俗。’《集韵·蒸韵》：‘癐，侵尚也。亦作癏’。”按：“癐”也是“陵”、“凌”的俗字，以“癐”释“癏”，不当。

只须说“癏”同“陵”、“凌”就行了。

癑

“于城门外有大深坑，时王舍城人担持大小便利，弃是坑中。天雨恶水亦入其中。尔时，此洸水

中有一虫，其形似人，众多手足。⋯⋯尔时阿难观察众心，问如来言：‘世尊，向所见洸癑中虫者，先

世造何业行？生此水中为几时耶？’”［)］（"#$%$’）

从上下文可知，“癑”就是“屎”，盖俗字耳。《佛说罪福报应经》：“癨饮酒醉，犯三十六失，后堕沸

癑泥犁中，出生堕狌狌中，后为人愚，痴顽无所知。”［%+］（"# -.),）《汉语大字典》收有此字，云“同屎”，

但没有书证。

癒

“佛在竹园精舍，有一比丘身患恶疮，形体周匝浓血常流，众所癒贱，无人亲近。”［%$］（"#$.!,）

《集韵·铎韵》：“恶，或从人。”《汉语大字典》“癒”字下也就是收了《集韵》的解释，没有文献用例。

癓

“时王荒错，心意迷乱，误入十四日道。其道险难，无有水草，前行数日，粮癓已尽。”［!+］（"#$!(&）

“粮癓”显然就是“粮饷”，“癓”盖“饷”之俗字。《汉语大字典》“癓”下释为“同‘饷’”，并引《集

韵》、《篇海类编》的训释，缺文献用例。

像这类《汉语大字典》只有释义，而缺文献用例的字，许多都可以在佛经中找到书证。《汉语大

字典》今后如能修订的话，可考虑补充佛典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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