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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 国译释学概观
＞

牛云平 杨秀敏

【提 要 】 口 头和笔头翻译 、 释解中 外典籍是我 国 学术传统的 主要表现形 态 ， 本文称之

为
“

中 国 译释学
”

。 魏晋南北朝 时 ， 经 学转衰 、 增容 ， 佛学 东 流 ， 中 国 经学译释 （经 ） 和佛

典译释 （纬 ） 纵横交织 ， 在译释技术、 译释主体和译释效果各层面都踊跃互 动 ， 促成 了 我

国 学术史上一个大放异彩 的 高峰期 。 译释学 由魏吴 时 的调经制 纬 ，
历 西晋 时经纬初 交 ， 东

晋十六 国 时飞梭走线 ，
至南朝臻于锦绣斑斓之象 ，

而在北朝特殊时局下再次归 于平行发展。

【关键词 】 佛经 经学 译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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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命名缘起
—

．

萨皮尔－沃尔夫假说揭示 ， 语言与思维具

有酬性 ， 语言在献劍、賴肚制约着不

（

＿

） 概念描述吾 人％

中国译释学指研究 、 描述和解释我 国境￥赌异 。 辜正坤先生 的互构语言学原理进
一步

内 中外语文之间 、 中酣言与赚翔语之间 、

指出 ，

“

语言 不仅模游在 ， 它也反作用 于存

中国方言与方言之间 、 中 国古代语文与现代 ｉ吾
在 ’ 重新拟构存在 。

”？“
ｔｍｎｓｌａｔｅ

”—胃在＿＃

文之间语义字义的 ａ 头或笔头鮮細发總

的学问 。 其英文 名 为 Ｃｈ ｉｎｅｓｅ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１ ９５ ９ 年 ， 雅可布逊在 《论翻译的语言学方

Ｉｎ ｔｅｒｐｒｅ
ｔａｔ

ｉｏｎＳｔｕｄｉ ｅｓ 。 它是我们根据
“

翻译
” 面 》

一

文 中提 出 ， 翻译可分为语 内 翻译 、 语际

－词 的语义规范提出 的新术语 。

中国译释学是
一

个包含译释实践和译释理

论的连续体 。 在实践层面上 ， 它是描述性 、 自

＋ 曰 ｍ ｉ＆ ｍ－
＊ 本文为 ２ ０ １５ 年度全国翻译专）Ｉｋ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指性 的 ； 在理论层面上 ， 匕是分析 性 、 心辨
教育研究项 目 （项 目 编号 ： ＭＴＩＪＺＷ２０ １ ５０ ８ ） 、 ２０ １ ５ 年度河

的 。 本文所 目 中 国译释学侧重其实践层面 ， 主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 （项 目 编 号 ： ２ ０ １ ５０ ２０５ ０１ ） 、

要指以孔子
“

述而不作
”

论为代表的 、 对中外 ２０１ ５ 年 度 河 北 省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 项 目 编 号 ：

文化典籍进行 口 头或书面 翻译 、 释解 的学问 。ＨＢｌ ５ＹＹ〇４ ８ ；ＨＢｌ ５ＷＸ〇２ ６ ） 和 ２〇 １５ 年度河北省 高等学校

这是
一

条用既有形式进行思想创新的独特技术
ＧＨＩ Ｓ ｌ ｌ ｌＷ

路线 ’ 是我国学术传统的主干 。

① 辜正坤 ： 《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 》 ， 清华大学出臓 ２ ００４ 年

版 ， 第 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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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罢了 ， 符际翻译则是变形 ， 唯有语际翻译念内涵上的差异 ， 更有着外延上的显著区别 。

才是
“

严格意义上 的翻译
”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 ｉｏｎｐｒｏｐ

－

译学界公认为翻译故事的 《越人歌 》 之越楚方

ｅｒ ） 。

？ 此语频见征 引 ， 已 成学界经典断语。 在言翻译？和支谦等佛经翻译家的译释实际
？充分

以
“

Ｔｒａｎ ｓｌａｔ ｉｏｎＳｔｕｄ ｉ ｅｓ

”

命名的西方翻译研究证明了这
一

点 。

“

翻译
”

与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

作为我

界 ， 论及翻译 ， 所谈者莫不是雅可布逊所言的国翻译学和西方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 ｉ
ｏｎＳｔｕｄｉ

ｅｓ 学科术语系
“

严格意义上的
”

翻译现象 。 在我国 ， 翻译学科统的内核 ， 实际上规划 出 的是非常不 同的研究

姓
“

外
”
——翻译学归属 于以英语语种教研为版图 。 翻译学的疆界包括并远远超出 Ｔｎｍｓ ｌａ

－

主业的外 国语言文学学科 ， 其研究队伍绝大多ｔ ｉｏｎＳｔｕｄ ｉ ｅｓ 的领域 。

数都分布在以英语语种教研为主业的外语类院鉴于此 ， 我们主张 ， 在汉语文语境内 ，

“

翻

校或非外语类大学的外语院系 。 此种现象的成译学
”

的理解和使用应符合其 自 身的语义规范 。

因 ， 主要在于
“
ｔ ｒａｎｓ ｌａｔｅ

”

之构成及其语义的诱同时 ， 为避免我国 的翻译学科被继续混同 于西

导暗Ｔｆ
Ｃ力量 。方的

“

Ｔ ｒａｎｓ 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
ｉ
ｅｓ

”

， 采用中 国译释学这

我们曾专文指 出 ，

“

ｔ 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一词 的生成 一概念 。 不称之为诠释学或解经学 ， 也因 二者

和语义在源流上与
“

翻译
”一

词殊途异 归 。 在有着太强的西学意味 。

“

ｔｒ ａｎｓｌａｔｅ
”

本义
“

（将人 、 物等 ） 从一地运送／
（
三

）
研究对象

带到另
一

地 ， 移换位置／场所 ／地位
”

的规约下 ，中 国译释学的研究重心 ， 首先在译释技术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

意味着语言文字在发生形式变换的上 ， 涵盖现有翻译学和训诂学的全部术语系统 。

同时 ， 还必须要经历物理空间和场所的彻底更其构架有纵横两大动脉 ： （ １ ） 纵向 为经 ， 以我

换 。 它要 落实在纸面 上 ， 是物本主 义 的 。 而国丰富文化典籍的历代译释为主 ， 如古今典籍
“

译
”

不 同 ， 它本指
“

语官进行 口 头解释 、 说 的传 、 章句 、 训诂 、 笺 、 注 、 疏 等 ， 儒经注疏

明
”

， 到佛经汉译事业勃兴之后才逐渐衍生 了为其典型 ；

（ ２ ） 横 向为纬 ， 以外 国文化典籍 向
“

誊写
”

之 意 。 因此
“

翻译
”

是 人本主义 的 。

？
我国传人的跨越性 口头或笔头译释为主 ， 持续

二者语义在
“

换用语言文字形式来表达意义
”

上千年的佛典汉译和 四百多年来 的西学汉译即
一点上有所交叠 。 可国 内 外翻译学界视为本学 其典型 。 它与我国 整部学术史和 中西文化交流
科立足之基的正是这有限的交叠部分 ， 且视之５＆相伴生 。

为唯一的合法基础 ， 而将二词 的其他内 涵弃之其次 ， 译释技术不是在空 中发生的 ， 译释
不顾 。 以雅可布逊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受

“

ｔｎｍ ｓ
－

学研究必然涉及到译释现象中 的诸多主体因 素 ，

ｌａｔ ｅ
”

语义规则约束 ， 而将英 、 法 、 德 、 西 、 葡 如作者 、 译释者 、 读者 、 听众等 ；
也必然涉及

等语言之间的换形表义视为
“

真正意义上的翻 到诸多客体因素 ， 如 以文本或语篇形式留存下
译

”

， 尚情有可原 。 以汉语为母语 、 可同时使用

汉英舰 （甚Ｓ财 ｉ吾文 ） 从￥料研究關这就是说 ， 开展中 国译释学研究可从三大要
国翻译学界若也踵武其后 ， 不事分辨 ， 则无疑
是 自 动放弃 了 大片疆域 ， 专挑那西式 曲 径去＾ｐ ｎＫ

． ．

Ａ
．

Ｔ

①Ｊａｋｏｂ ｓｏ ｎ ，Ｋ ．

Ｕｎｔｈ ｅＬｉｎｇｕ ｉｓｔ ｉｃＡｓ ｐｅ ｃｔｓｏｔ１ ｒａｎｓ ｌａｔ ｉｏｎ．
Ｉｎ

了 。
＇

Ｖ Ｇｉｍｔ ｉＣ Ｇｄ ． ） ． 丁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
ｔ
ｉ ｏｎＳ ｔｕｄｉ ｅｓＲａｕＵｆ （ Ｔｈｉ ｒｄ

我国 《现代汉语词典 》 是
一

部全民通用 的 ．Ａｂ ｉｎｇｄｏｎ ，Ｏ ｘｏｎ ：Ｒｏｕ ｔ
ｌｅｄｇｅ ，

２ 〇 １２
， ｐ

． Ｉ２７ ．

工具书 。 它如此解释作为动词 的
“

翻译
”

：

“

把
② 牛云平 、 ■敏 ： 《人本与物本——

“

翻译
”

与
“

ｔ ｒａｎ ｓｌａ ｔｅ
”

，ｒ＾ ｒ ｒ． ， ｒ语义谱系分析 比较 》
，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 ２００ ？ 年 第 ６

一种语言文字 的意义用另
一种语言文字表达 出

来 （也指方言与 民族共 同语、 方言与方言 、 古③ 《现代汉语词典 （第 ５ 版 ） 》 ， 商务印 书馆 ２〇〇６ 年版 ， 第 ３ ７ ４

代语与现代语之间
一种用另

一种表达 ）
； 把代表、 ＋

ｉ
五兰 １鸟 教 五兰

＇

＂

４
＊

字ｍ大 屮
’ ，③？？见刘 向 ：

〈
（说苑 ？ 善说 》 。

１口〇 乂子的付亏现效码用 １口 口乂子我迈出术 。

⑤ 参见汤用彩 ：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增订本 ） 》 ， 北京大

这就是说 ，

“

翻译
”

不仅与
“

ｔ ｒａｎｓｌａ ｔｅ
”

有着概学出版社 ２ ０ １ １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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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人手 ： 人 （译释主体 ） 、 物 （作为译释成品的语玄理研讨与创制 ， 为儒佛交通架起了桥梁 。

言或文本 ） 、 事 （译释形态 、 技艺及其效果史 ）
。魏国承袭前朝政治 中心洛 阳 ， 该城亦为三

＿国时期Ｗ文化 中心、

。 魏ＭＳ继续奖掖儒学 ， ２
—

、

亨
北朝

ｆ
期中 国于学官的有 《易 》 、 《书 》 、 《毛诗 》 、 《周官 》 、

译释学 的研究 目 的《仪礼 》 、 《礼记 》 、 《左传 》 、 《公羊传 》 、 《谷梁

我 国古代学术的主流形态就是对经 、 史 、

彳专 》 、 《论语 》 、 《孝经 》 凡十一经 ； 其经学十九

子 、 集原典进浦续译释 ， 麵文化五千多年
＋’

来绵延不坠 ， 顿之
－

ＩＥ在于巾 ＠絲学学术
娜 、 尹麵之学各 旧鮮醒弊而 下

形态的存在 。 先秦时期 ， 麵基本文化典籍形
胃 。 ：Ｍ

成 ， 孔子述而不作 ， 开启 中 国译释学的奠翻。

酣会上层的知识界 ’ 译释之学 由儒经 《 易 》

汉武帝立五经博士 ， 儒学复兴 ， 译释学获得皇
及于 《老 》 、 《庄 》 等道学典籍 ’ 出现Ｔ何晏 、

权认可 ， 取得官学地位 ， 至郑 玄遍注群经湊于 ＾
楽 、

王弼 、 阮籍 、 播康等玄儒 。 玄儒借译释

极盛 ， 为中国译释学的纵脉兴翻 。 魏晋南北ｆ

朝四 百年 间 ， 政权更迭频繁 、 社会动荡飘摇 ，

学实为经学增容与蜕变之特殊形态 。 东汉应 劭

但译释主体空前多样 ， 译释学经讳交织尤为帛
（约 １ ５ ３

？

１ ９６ 年 ） 曾著 惜不传 。

密 ， 繼了思想文化新局面 ， 成 为我 国学术史
至魏代何晏等集孔安 国 、 包咸 、 周 氏

、

、 马融 、

上的一大高峰 ， 也即中 国译释学第
一

大高峰期 。

郑玄 、 陈群 、 王肃 、 周生烈诸家 《论语 》 说 ’

健十三经注疏中 ， 除 《孝经 》 为唐明 皇雜
并下 己意 ， 为 《论语集解 》

， 重开集解之风 。 其

外 ， 其余十二经至此皆 已完成 。 其中 ， 有六种下 地域边境及文

是汉代学者所注 ， 六种是魏晋学者所注 。 同时 ，

化边缘的吴国 ’ 佛典译释渐趋活跃 。 魏 国政局

佛典译释渐次由 民间 自 发变规得官方乃至皇
飘摇 ， 士林娜梵客＿ 为方士 ， 佛典译释与

家的支持 ， 最终登堂人室 ， 融人学术主流 。经学译释各行其是 。 而吴主孙权继承后汉黄Ｉ

在此学术文化异彩纷呈 的近四百年中 ， 中 国
迷信 ’

也将１

外
＇来

＇

沙 门视 ■为身
＂

丨不异术的方
＂

士 。

、

汉

境域内的译释群体究竟经历了哪些事件 ？ 其译释
賴居吴地

２
优婆
＾
支谦博览经籍 、 综 习世间

技术出现了哪些变化 ？ 产生 了哪些译释成品 ？ 使 技艺 、 通晓六 国语言 ’ 因才慧受到 权礼遇

儒 、 佛二学贿代终成健抗礼之势 ？ 下文从历（＾７Ｃ

史比较的丽 ， 用共时 比较的方法 ， 探＿索隐 ，

２２ ２＠

按照时间顺序就这几大问题展开探索 ， 勾勒出我
共译释佛经五十多部 。

③ 且辅助后来的天竺沙门

国学术界在第
－

次西学输入大潮中 的生态和应对
雜难 、 竺律炎等译经 。 支谦所创之会译法^

姿态 ， 展现我国文化娜一次扩容历程 。受经学译释启＆胃成 。 Ｋ 《瑞 经 》 ＴＯ

释迦牟尼之变化
“

随时而现 ， 或为圣帝 ， 或为

三 、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 国儒林之宗 ， 国 师道士
”

， 已见援儒人佛之法 ， 附

译释学的五幅图景益儒学之意 。 吴国黄龙二年 （公元 ２ ３０ 年 ） ， 设

都讲祭酒 ， 以 教学诸子。

⑤ 期 间 ， 康僧会至吴 ，

（

一

） 魏 、 吴
（ 公元 ２ ２０

？

２８０ 年 ）
译释

《汉晋学术编年 》 下册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此时期学术大象 ： 二 国承汉末乱局 ， 儒风２ ００９ 年版 ， 第 ４ ８ １

？

４ ８ ２ 页 。

变通 ， 儒家 已 习 惯像郑玄那样破除师法家法的② 事见 《 后汉书 ． 应劭传》 。

门户而遍注群经 ， 产生 了王朗王肃父子 、 虞翻 、

③ ＃ １

＿

董遇 、 谯周等
－

麵儒 。 在新的政局和学风下 ，

？

译释之学开始大幅扩展 ， 《易 》 、 《老 》 、 《庄 》 的⑤ 参见 《三国志 ． 吴书 ． 吴主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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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神异求得舍利而令孙权叹服 ， 并为康僧会建生称僧会
“

文辞典雅 ， 颇援引 中 国理论 。 而其

了江左第
一

座佛寺
——

建初寺 ， 佛法遂兴 。

？诸波罗蜜前均有短引 ， 审其内容 ， 决为会所制 ，

魏齐王曹芳嘉平二年 （公元 ２ ５０ 年 ） ， 昙柯非译 自胡本 。

… …

《安般守意经 》
， 乃译文与注

迦罗至洛阳 ， 在 白马寺出 《僧祇戒心 》 ， 始创 中疏混合而成 ， 其注疏部分疑即 陈慧 、 康僧会所

夏戒法 ， 大兴佛法 。 随后 ， 康僧铠 、 昙柯迦罗 、 共作
”

，

④ 更证明 康僧会受儒学译释影响之深 。

昙谙 、 白延 、 无罗叉 、 竺叔兰等外国沙 门在洛西竺沙门强梁娄至来华 ， 译有 《十二游经 》 ， 竺

阳从事佛经译释 ， 出 《四分律 》 、 《无量清净平叔兰 、 无 罗叉在陈 留 译 出 朱士行所得梵本为

等觉 》 、 《佛说须赖经 》 等多经。 此期 内 ， 何晏 、 《放光般若 》
， 以及 《首楞严经 》 、 《异昆摩罗诘

王弼等
一

代玄宗 已经辞世 ； 在 司 马氏高压威逼经 》 等经。 与这些高僧共 同从事译释活动的有

之下 ， 阮籍 、 向 秀 、 嵇康等玄儒的译释活 动转安文惠 、 百元信 、 张 玄 伯 、 孙休达 、 聂承远 、

人低潮 ， 为晋代佛儒互动铺好了路径 。聂道真 、 张仕明 、 张 仲正 、 法献 、 竺力 、 帛元

（
二

）
西晋 （

公元 ２６５
？ ３１ ６ 年 ） 译 释学 ： 信 、 张季博 、 董景玄 、 刘长武 、 长文 、 竺法友 、

经纬初交赵文龙等大量中外信徒 。 此外 ， 僧人 帛法祖 、

此时期学术大象 ： 西晋代魏灭吴 ， 用 九品法作兄弟在长安讲 习 佛经 ， 且译释有 《惟逮 》 、

官人法等选官制度封堵了下层士人的上升机会 ， 《弟子本起 》 、 《五部僧 》
、

《首楞严经注 》 、 《放光般

保障 了士族对政治 、 经济 、 学术的垄断特权 ， 若经注 》 等佛学典籍 。 沙门 释法立 、 法炬 、 安法

导致官学沧丧 ， 私学发达。 经学成为 高 门士族钦等在洛阳译释 《法句经 》 、 《大阿育王经 》 、 《道

的专利 ， 民间智士流向佛 门 。 以 竺昙摩罗刹为神足无极变化经 》 、 《文殊师利现宝藏经 》 、 《阿贳

代表的佛典译释学大昌 。 竺叔兰和 帛 法祖等般贯王经 》 、 《阿难 目 怯经 》 。
３１ ０ 年 ， 西竺沙门佛图

若学者通过与之 旨趣相投的玄学桥梁 ， 步人主澄来至洛阳 ， 通过与汉地诸学士的论辩疑滞 ， 并

流玄儒的眼帘 ， 为东晋儒佛合流打下了桩基 。以神通征服石勒等中州胡晋 ， 传扬了佛学 。

此时期 内 ， 佛经译释学十分活跃 ， 译释群荀勖 、 袁准 、 陈寿 、 韦 昭 、 皇甫谧 、 杜预 、

体增加 、 译释经籍数量和质量令人瞩 目 ， 影响束皙 、 裴颜 、 徐苗 、 刘兆 、 司马彪等通儒继续精

深远 。 晋泰始元年 （公元 ２６ ５ 年 ）
， 竺昙摩罗刹勤于经学译释 ， 著作 丰赡 ， 门 徒众多 。 其 中 ，

（晋名竺法护 ） 自西域还 ， 在长安 、 洛 阳等北方杜预及其 《春秋左氏经传集解 》 可视为经学译

文化中心译经 ， 开始了 与西晋相始终的五十年释学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 ； 荀 勖 、 束晳才学通

佛学译释生涯 。 法护 遍学西域 三十六 种语文 ， 博 ， 译释了汲冢魏襄王墓所 出 《汲冢竹书 》 科

贯综估训 ， 备识音义字体 ， 至晋建兴二年 （公斗文古字 ， 学术贡献颇大 。 王衍 、 郭象 、 乐广

元 ３ １４ 年） 辞世 ， 共译释 《婆罗 门经 》 、 《无尽等玄儒名动当世 。 王衍手持玉柄尘尾竟 日 玄谈 ，

意经 》 、 《须真天子经 》 、 《小品经 》 、 《大般泥洹成为风尚 ， 后学纷纷仰慕仿效 。 郭象尤被誉为

经 》 、 《宝藏经 》 、 《超 日 明三昧经 》 、 《新道行仅次于王 弼 的玄学家 ， 王衍称道他
“

听象语 ，

经 》 、 《佛升忉利天为母说法经 》 、 《法华经 》 等如悬河泻水 ， 注而不竭 。

”⑤ 其 《庄子注 》 被视
１ ６５ 部佛经 ，

？ 并教僧徒数千 ， 使佛学广 流 中为对庄学的标准译释 ， 另有 《论语体略 》 、 《论

华 。 法护祖先为月 氏人 ， 世居敦煌郡 ， 因获敦语隐 》 、 《庄子音 》 等译释作品 。

煌菩萨之誉 。 康僧会在吴地施行教化 的同 时 ，据 《佛祖统纪 ？ 法运通塞 志卷第十 七之
至 ２８０ 年吴灭国 ， 译释 《 阿难念弥陀经 》 、 《镜

面王 》 、 《察微王 》 、 《梵皇经 》 、 《小品 》 、 《六度 ① 事见 《高僧传 》 卷 １ 《康僧会传 》 。

集 》 、 《杂譬喻 》 、 《安般守意 》 、 《法镜 》 、 《道树 》？ 据 《 高僧传 》 卷 １ 《竺昙摩罗剎传 》
。

等经 ， 并仿照汉地经学做法 ， 制 有 《 安般守意③ 事见 《高僧传》 卷 １ 《康僧会传 》
。

由 ＼＼④ 汤用彤 ：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增订本 ） 》 ， 北京大学 出
序 》 、 《法镜经序 》 。 孙皓曾 冋僧会佛 ｇ善恶报应版社 ２ 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８０ 页

．

之事 ， 他便引 《易 》 、 《诗 》 以论证 。

③ 汤用彤先⑤ 事见 《世说新 文学第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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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 晋泰始二年 （公元 ２６５ 年 ） ， 中 书监 、 侍权的保障使邺 、 长安等政治 、 文化 中心 的译释

中荀勖于洛阳造金像佛菩萨十二身放大光明 ， 学经纬顺畅交织 。 经过佛 图澄 的努力 ， 北方佛

都人竞集瞻礼 。 在晋朝 ， 侍 中乃是朝廷要 职 ，学建设成就斐然 ， 道安 、 竺法雅 、 康法 朗 、 法

实具宰相之权 ， 影响力 极大 。 位居显要 的荀勖汰 、 法和都曾从他受业 。 在道安 、 竺法雅 、 慧

能够在 国都造作佛像 ， 充分说明 ， 佛学译释之远等人的讲论下 ， 北方佛学译释功业卓著 。 他

功效已经上达统治阶级高层了 。们精通内 典外书 ，
以格义、 连类 、 覆讲等方法

（
三 ） 东晋与五 胡 十六 国 （

公元 ３ １ ７
？ ４ ２０讲释佛学 。 外 国沙 门 僧伽跋澄 、 昙摩难提 、 佛

年 ）
译释学 ： 飞梭走线图罗刹 、 僧伽提婆来到长安后 ， 与道安 、 法和 、

此时期学术大象 ： 东晋局势相对太平 ， 故赵正 、 敏智 、 佛念 、 慧 力 、 惠嵩 、 僧 略 、 僧茂

南渡士族谈风鼎盛 ， 儒佛译释繁荣 ，
玉柄尘尾等中土义学高僧或居士合作 ， 译释了大量佛典 。

成为政治角力的武器和玄义胜理的标志 。 南方鸠摩罗什受 困经年 ， 终于 ４ ０ １ 年被迎入长安 ，

学界花团 锦簇 、 交相映衬 ， 既有干宝 、 郭璞 、 开启佛学译释事业 ， 培养了僧敷 、 僧肇 、 竺道

范宁 、 徐邈 、 徐广等通儒 ， 又有刘遗民 、 宗炳 、 生 、 慧观 、 僧迁 、 道标 、 法钦等
一

大批义学僧

雷次宗等玄儒 、 僧儒 ， 还有支遁 、 竺道潜 、 慧众 。 外国沙门 昙摩流支 、 佛陀耶舍 、 佛陀跋陀

远等常为讲筵霸主 的名僧 。 他们共同宰治着东罗 、 昙摩耶舍 、 昙摩掘多等人陆续到后秦 ， 先

晋的思想文化场域 。 北方局势混乱 、 民求福德 ，后与罗什或其弟子共同译释 ， 成果丰富 。

故佛门 人才济济 ， 佛 图澄 、 道安 、 竺道生等高 （ 四 ） 南朝 （公 元 ４２ ０ ？ ５ ８９ 年 ）
译释学 ：

僧深受政权礼遇 ， 佛典译释十分发达 。 他们思锦绣斑斓

维活跃 ， 不断探求佛学实相 ； 在讲经传道的 同南北朝的分立造成其译 释学气象与前
一时

时 ， 大量采用经学手法 ， 创制佛学研究专著 ， 代大不相同 ， 故分南北而述之 。

发展蔚然可观 。 佛学译释和传布最盛的三时段此时期学术大象 ： 刘裕等军功寒族反抗 门

中 ， 道安时代和罗什时代两者均在此期 ； 佛法阀和门阀士族的 内斗 ， 导致南朝政权更迭频繁 、

自此深人中华文化 。

①国祚短促 ， 也导致王 、 谢等高门 士族陆续从政

东晋统治集 团 、 高 门 士族和知识阶层 中 的权中心退隐到纯学术和文艺 圈 内 ； 而建立齐梁

王导 、 王敦 、 王珉 、 晋成帝 、 晋哀帝 、 晋元帝 、 两朝的高 门士族兰陵萧 氏 ， 也几乎 同步发生了

晋明帝 、 庾亮 、 谢混 、 王濛 、
殷融 、 谢安 、 何这

一焦点转移 。 在此世风下 ， 既产生 了萧衍等

充 、 王 洽 、 刘恢 、 许 询 、 郄超 、 孙 绰 、 袁宏 、 大批僧儒 ， 也产生 了 刘瓛 、 何承天 、 王俭 、 陶

王羲之 、 孙盛 、 殷浩 、 刘遗 民 、 宗炳、 雷次宗弘景 、 裴松之 、 刘义庆 、 王僧虔 、 任昉等大量

等
一

代名 流都是玄谈名 理的高手 。 另
一

方面 ， 通儒 、 玄儒 、 学 问家和艺术家 ， 留下 了丰 富多

无论是博综儒道而人佛 门 的支遁 、 竺道潜 、 竺彩的传世作 品 ， 说明译释技艺高度发达 、 儒佛

僧敷 、 竺法友 、 竺法蕴 、 康法识 、 竺法济 、 昙二学相辅相成 ， 造就了南朝学术 、 文艺 的繁盛

壹 、 竺道壹 、 帛道猷 、 道宝 、 法显 ，
还是到晋局面 ， 为唐宋文化奠定了基础 。

都来的外国沙 门 帛 尸梨蜜多罗 、 康僧渊 、 康法东晋之后 ， 南朝的佛玄儒学
一方面深度交

畅 、 支敏度等人 ， 也都是通理经籍 、 辩才敏捷 、 融 ， 另一方面也趋于分立 。 译释学经纬都有新

善释义理的 高僧 。 北方战乱使僧众辗转 流徙 ， 的发展 。 佛陀什 、 释慧严 、 慧观 、 竺道生 、 慧

慧远 、 僧伽提婆 、 佛陀跋陀罗等人先后到达东琳 、 求那跋陀 罗 、 释昙斌 、 智 稜 、 拘那 罗 陀 、

晋 。 在晋朝王公与名士 的敬慕与配合下 ，

，
玄真谛的佛经译释活动 ， 和谢灵运 、 王练 、 王弘 、

儒译释活动相互贯综 ， 学风大畅 。 玄儒和高僧范泰 、 颜延之 、 张融 、 刘勰 、 萧子 良 、 梁武帝

两相悦纳 ， 使东晋的译释学经纬交织频密 。

在北方 ， 后赵石勒石虎兄弟在佛图澄 的指 ① 汤用紙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增订本 ） 》 ，
北京大学出

引下崇信佛学 、 奖掖经学 ， 前秦苻坚亦然 。 政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２０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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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衍 、 梁简文帝萧纲 、 梁元帝萧绎等人的佛儒崔绰 、 李灵 、 邢颍 、 高允 、 阚驷 、 刘 晒、 索敞 、

译释 ， 都充分体现 了佛玄儒三学的互补互动 、阴兴、 宗钦 、 赵柔 、 崔浩 、 李灵 、 张吾贵 、 刘献

高度融通 。 另
一

方面 ， 何承天 、 沈麟士、 王俭 、 之 、 房景先、 崔灵恩 、 颜之推 、 徐遵明 、 常 爽 、

王僧虔 、 刘瓛 、 明 山宾 、 陆琏 、 沈峻 、 严植之 、 沈重等大儒或儒宗 ， 无论是应征入朝 ， 还是坚辞

贺场 、 徐勉 、 何胤 、 皇侃 、 沈文阿等大量纯儒 、 不就 ， 都通过各具特色的经学译释活动 ， 接续和

通儒的经学译释也同样活跃 。 最显著 的
一点是 ， 发展了西凉 、 长安 、 邺等我 国北方地区的文化 ，

义疏这
一译释技术普遍为各家采用 。

？淳化了社会风气和学术传统 ， 将我 国北方的学术

（
五

）
北朝

（
公元 ４２０

？
５ ８１ 年 ）

译 释学 ： 文化维系在较高的发展水平上 。

平行发展

此时期学术大象 ： 北朝官府为缓和严重的本文作者 ： 牛云平是文 学博 士 ， 河北 大 学

民族矛盾和 阶级矛盾 ， 屡 屡奖掖儒学 以 治世 ，外国语学院 副 院 长 、 教授 、 硕士生导 师 ；

力倡佛学以 治心 ， 儒佛译释经纬基本处于立体杨秀敏是河北经贸 大学外 国语 学院讲师 ，

交叉 、 平行发展状态 。 据不完全统计 ， 北朝各中 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 生 院外 文系 ２０ １ ４ 届

政权先后征 召 崔浩 、 李灵 、 刘献之、 崔灵恩 、文学博士

颜之推等 ３４ 位汉族鸿儒从事文化建设事业 ， 并责任编辑 ： 马光

大力赞助 了 昙曜 、 慧可 、 菩提流 支 、 法上 、 阇
那崛多等人的佛典译释活动 。 此外 ， 徐遵 明 、

常爽等一代儒宗虽然不仕 ， 但其译释活动对维① 关于义疏体式 的起源 ， 学界有不 同看法 。 例如 ，
刘卫宁认

系和发展北方学术文化 ， 同样贡献甚伟 。义疏是受 了佛家讲经撰疏和前儒章句启发而产生于东

？－晋的训诂新体式 ； 而 申 屠炉 明 、
张帅认为 ， 义疏并不一定

、

在政权的扶
￥

Ｆ ， ／孚 Ｐ匕跋摩 、
：
１＿

，
、 试无是佛教舶来品 ， 而很可能是南北朝 以前儒家经学诠释体式

谶 、 惠嵩 、 道朗 、 吉迦夜 、 昙曜 、 刘孝标 、 慧可 、

自然演变 的结果 。 详见刘卫宁 ： 两晋南北朝儒经义疏研

菩提流支 、 法上 、 阐 男 多 、 丟Ｐ连提黎耳Ｐ舍等佛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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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朝 三礼学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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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频繁残酷杀伐氛围 中能够有所依托 。 卢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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