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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月 又 】卫 二 】巫 】犯 〔 岌 刃 只月日峨正

信瑞 《净土三部经音义集 》 在
语言研究方面的价值

史光辉

提 要 】《净土三部经音义集 》保存不少俗文字字形 , 汇集了大量中土散侠著述反切

和当时俗音材料 , 收录了较多的早期方俗语研究资料 , 在语言研究和辞书编撰方面具有独

特的价值 。

【关键词 」《净土三部经音义集 》 语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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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音义是解释佛经 中难读 、难解字词的

著作 , 汇集 了大量 的文字 、 音韵 、 训沽材料 ,

是一块近代汉语研究中尚待挖掘的领地 。

早在南北朝时期 , 我国就已出现专门汇集

佛经音义的著作 , 现在人们所知的早期音义书

有北齐道慧 《一切经音 》 和隋代智鸯 《众经

音 》, 此二书现已亡佚 。唐代是佛经音义编纂的

高峰时期 , 玄应 《大唐众经音义 》、 慧苑 《新译

华严经音义 》、 慧琳 《一切经音义 》是其代表 。

现存的还有云公 、 窥基 、 湛然等人的音义 , 唐

以后历代均有音义著述 , 著名的有 五代可洪

《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 》, 辽希麟 《续一切经音

义 》等 。①清代学者很早就认识到佛经音义的价

值 , 利用其在小学校勘 、辑佚方面做了一些工

作 。陈垣先生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 》 中就最重

要的几部佛经音义作了介绍 , 并对相关问题进

行考辨 。②对慧琳 、 玄应的音义大家较为关注 ,

如许翰 、 邵瑞彭 、 周祖漠 、 蒋礼鸿 、 黄淬伯 、

陈定民 、 谢美龄 、 黄坤尧 、 张金 泉 、 徐时仪 、

梁晓虹 、姚永铭以及不少海外学者等 , 均从文

献和语言角度对其进行研究 。另外 , 蒋礼鸿 、

郭在贻 、 江蓝生 、 方一新 、 王云路 、 董志翘 、

张涌泉 、 黄征等先生利用其在俗语词考释方面

取得了瞩 目的成就 。③佛经音义的价值越来越受

到学者的关注 , 但总的说来 , 大家关注的重心

相对集中在几部音义书 , 对其他一些单类单部

的音义和散见注疏材料并不在意 , 特别是佛经

音义中有一部分外国人作的音义材料 。汤用彤

先生早在 年 就在 《读 一点佛 书的 音

义 — 读书札记 》一文中明确提出应注意 日

本人的音义著作 , 并以中算 《妙法莲华经释文 》

为例加以说明 。④董志翘先生也指出 “佛经音义

徐时仪 、 梁晓虹 、 陈五云 《佛经音义与汉语词汇研究 》第

章 , 商务印书馆 年版 。

陈垣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 》,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年

版 , 第 一 页。

徐时仪 《玄应 众经音义 研究 》第 章 , 中华书局 。。

年版 , 姚永铭 《慧琳音义研究 》, 江苏古籍出版社 年

版 , 第 一 页 。

汤用彤 《汤用彤集 》, 中国社科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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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在训话学上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 但是 ,

过去由于研究不够 , 尚未发挥它们应有的作

用 ”, ①基于此 , 本文对 日本人信瑞编纂 《净土

三部经音义集 》加以考察 。

《净土三部经音义集 》, 日本人信瑞编纂 ,

成书于公元 年 , 收人 《大正藏 》卷 , 是

曹魏康僧恺译 《无量寿经 》、 刘宋畜 良耶舍译

《观无量寿经 》、 姚秦鸿摩罗什译 《阿弥陀经 》

三部净土类佛经音义汇集 , 共 卷 。卷 为 《无

量寿经 上 音义 , 卷 为 《无量寿经 下 》

音义 , 卷 为 《观无量寿经 》音义 , 卷 为 《阿

弥陀经 》音义 , 共列词语 余条 。下面分别

从文字 、音韵 、 词汇等方面提示其在语言研究

方面的价值 。

一 、 文字方面

《净土三部经音义集 》 收录了许多当时流行

的俗体字 , 保存其俗文字字形 。往往用 “俗作 、

俗字 、或作 、 又作 ” 来指明其间关系 。

有的称为 “俗作 ”, 如

诸盖 《广韵 》 曰 “盖 , 覆也 , 掩也 。

《通俗文 》 曰 张̀帛也 , 又发语端也 。' 《说文 》

曰 盖̀ , 苫 。俗作盖 , 同 。古太反 。”, 《楼名

伽蓝具 》 曰 “ 《涅梁经 》云 幢̀墉宝盖 和名

岐沼散 , 又有白盖 , 高座上具也 。”, 卷 , 页

弊恶 《广韵 》云 “弊 , 困也 , 恶也 。俗

作敝 , 同 。毗祭反 。” 卷 , 页

憔然 《广韵 》 曰 “憔 , 伤火 。 《说文 》

云 所̀以然持火也 , 即消反 。”, “然 , 助语 。

又如也 , 是也 。 《说文 》 烧̀也 。俗作燃 , 如延

反 。”, 卷 , 页

决断 《广韵 》 曰 “诀 , 流行也 , 断也 ,

破也 , 俗作决 。同 。古穴反 。” 《玉 》 云 “决 ,

断也 ”。 “断 , 决断也 , 俗作断 , 同 。丁贯反 。”

《玉 》云 “断截也 , 丁乱反 , 决也 。” 记 ·

月令 》云 “断决狱讼必端平是也 。” 卷 , 页

微笑 《唐韵 》 云 “微 , 细也 , 小也 。无

非反 。” “笑 , 欣也 , 喜也 。俗作吠 , 同 。私妙

反 。” 卷 , 页

有百种画 《梵语勘文 》云 “只但哆 , 此

云画也 礼言 。” 《广韵 》 曰 “画 , 挂也 , 古

卖反 , 以五色挂物象也 , 俗作画 , 同 。胡卦 、

胡麦二反 。” 《论语 》 “子 曰 绘̀事后素 。”,

注 “绘 , 画文也 。凡绘画者 , 先布众色 , 然后

以素分其间 , 以成其文 本 。” 案 “俗绘名日

后素 。元起自焉 。” 卷 , 页

有的用直接用 “俗字 ” 指明 , 如

馈吏 《经音义 》云 “ 《摩诃般若波罗蜜

经 》云 馈̀交 , 公对反 , 下女孝反 。' 《说文 》

馈̀ , 乱也 。' 《韵集 》 吏̀ , 狠众也 , 字从人 ,

经文从门作闹 , 俗字也 。”, 卷 , 页

有时还对通俗语词进行辨析 , 如

一切 《新译华严音义 》云 “一切 。 《说
文 》云 一̀切 , 普也 。普即遍具之义 , 故切字

宜从十 。' 《说文 》云 十̀谓数之具也 。有从七

者 , 俗也 。”, 卷 , 页

纵广 《新译华严音义 》 曰 “纵广 , 紫容

反 。孟康注 《史记 》 日 南̀北为纵 , 东西为

横 。横 , 广也 。纵字正体从木 , 有从系宁作者 ,

皆俗通用 。”, 卷 , 页

有反映古今字形的 , 如

障阂 《玉篇 》曰 障 , 隔也 。亦作瘴 。之

尚 、 之羊二反 。 《经音义 》 曰 凝字 , 古文作

孩 , 同 。五代反 。 《说文 》 凝 , 止也 。又作阂 。

《说文 》云 阂 , 门外闭也 。 卷 , 页

憎爱 《广韵 》 曰 “憎 , 疾也 。作滕反 。”

爱 , 怜也 , 古文作恩。 《说文 》作麦, 同。乌代

反 。 卷 , 页

有用 “今作 ”, 表示古今用字差别的 , 如

白鹊 《经音义 》曰 “ 《涅架经 》 白̀鹤 ,

今作霍 , 同 。何各反 。' 《古今注 》②云 鹤̀千

岁则变苍 , 又千岁则变黑 , 所谓玄鹤是也 。”,

经文作鹤 , 胡哭反 。 卷 , 页

有用 “又作 ” 的 , 如

董志翘 《汉文佛教文献语言研究与训话学 》, 《汉语史研究

集刊 》 八 , 巴蜀书社 年版 , 第 一 页。

原文脱 “占” 字 。晋崔豹 《古今注 ·鸟兽 》文作 “鹤千岁

则变苍 , 有两千岁则变黑 , 所谓玄鹤也 。” 可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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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佚 《梵语勘文 》云 “娃 , 梵云梅土囊

礼言 。” 《经音义 》 曰 “ 《涅梁经 》 娱̀佚 ,

今作姓 , 又作劫 , 同 。与一反 。, ” 卷 , 页

也有用 “非体 ,, 的 , 如

绮语 《经音义 》云 “ 《增一阿含 》 绮̀

语 , 墟蛆反 , 不正也 。又经文作漪 , 非体也 。”,

卷 , 页

《净土三部经音义集 》还收录了一些当时流

行的异体字 , 如

无倦 《广韵 》 曰 “倦 , 疲也 , 厌也 , 懈

也 。 《说文 》作券 , 劳也 , 或作劫 , 同 。渠卷

反 。” 卷 , 页

偏袒 《新译华严音义 》 云 “袒 , 唐直

反 , 露也 , 字以衣 。又音宅觅切 。” 《玉篇 》云

“袒锡 , 脱衣见体也 , 字又作檀 , 同 。大宜 、 除

雁二反 。” 私案 “ 《玉篇 》云 袒̀ , 大宜切 ,

脱衣也 , 肉袒也 。或作擅 。又除雁切 , 缝 解

也 。”, 卷 , 页

侥幸 《经音义 》 曰 “ 《明度无极经 》云

侥̀幸 , 又作檄檄 , 二形同 。古尧反 。下音幸 ,

俗谓幸为侥悻 , 非其所当而得之 。' 《小雅 》

非̀ 分 而得 之 , 幸 , 冀 望得 也 。徽 遇 , 幸 得

也 。”, 《楚辞 》 “愿侥幸以待时 , 谓规求亲遇

也 。” 《礼记 》 “孔子曰 小̀人行险以侥悻是

也 。”, 《东宫切韵 》曰 “顾野王案 激̀幸 , 犹

冀求也 。”, 卷 , 页

阀陋 《东宫切韵 》 曰 “曹宪云 网̀ ,

缺也 。”, 王仁煦云 “陋 , 卢候反 , 鄙耻也 。”

孙俪云 “狠也 , 又辣恶 。” 清彻云 “丑狠也 。

或作匝宴 。” 《新译华严音义 》 曰 “丑陋 。 《玉

篇 》曰 陋̀ , 狠也 , 谓容貌狠恶也 。”, 《论语 》

曰 “子 曰 奢̀则不逊 , 俭则固 。”, 注云

“固 , 陋也 。” 卷 , 页

二 、 音 韵方面

言 、祝尚丘 、 裴务齐 、 沙门清澈 、 蒋鱿 、 郭知

玄 、韩知十等人的著述资料 , 这些书在中土大

多散佚 , 而从信瑞的音义中 , 可据以研究 《切

韵 》和相关的音韵问题 。

信瑞 的音义有异切 的 , 则直接标 明 “二

反 ,, , 共 处 , 如

捆裂 《经音义 》云 “ 《华严经 》 曰 瓤̀

裂 , 宜作摧 。九缚 、居碧二反 。' 《说文 》 摧̀ ,

爪持也 。' 《准南子 》 曰 兽̀穷则摧是 。”, 卷

, 页

作想 《广韵 》曰 “作 , 为也 , 起也 , 行

也 , 役也 , 始也 , 生也 , 则落反 。又则逻 、 藏

路二反 。” 卷 , 页

银 《翻译名义集 》 曰 “阿路也 , 或惹多 ,

此云银 。 《大论 》 云 银̀出烧石中 。”, 《广韵 》

曰 “ 《周礼 》 荆̀州其利银 。' 《尔雅 》 日 金̀

谓之银 。钟山之宝有银烛 , 谓有精光如烛 。银

重八两为一流 , 语中反 。'① 《楼名 》 曰 “ 《尔

雅 》云 `白金谓之银 宜孙反 , 其美者曰镣

力洞 、力予二反 。和名之路加称 。 ”, 《名医别

录 》曰 “银味辛 , 平有毒 , 安五藏 , 定心神 ,

久服轻身长年 。” 卷 , 页

有的原是反映本音和借音不同 , 如

有百种画 《梵语勘文 》云 “只但哆 , 此

云画也 礼言 。” 《广韵 》 曰 “画 , 挂也 , 古

卖反 。以五色挂物象也 。俗作畜 , 同 。胡卦 、

胡麦二反 。” 《论语 》 “子曰 绘̀事后素 。”,

注 “绘 , 画文也 。凡绘画者 , 先布众色 , 然后

以素分其间 , 以成其文 本 。” 案 “俗绘名日

后素 。元起自焉 。” 卷 , 页

按 “胡麦反为人声 , 义为分界 , 胡卦反为

去声 , 义为绘 画 。慧琳时 , 前为本 音 , 后 为

借音 。”②

《净土三部经音义集 》还汇集了一些当时俗

音资料 , 直接注明为 “俗音 ”, 如

车碟 《新译华严音义 》 曰 “车碟 , 梵

音义书兼及形音义等多个方面 , 标注读音

是其核心内容 。 《净土三部经音义集 》汇集大量

反切 。就 《切韵 》系而言 , 就汇集 了陆法言 、

王仁煦 、 释弘演 、 麻呆 、 孙俪 、 陆词 、 长孙呐

① “语中反 ”, “中 ” 当为 “巾 ” 之形误 , 《广韵 》 “银 ” 正作

“语巾反 ”。

② 姚永铭 《慧琳音义研究 》, 江苏古籍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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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 正曰牟婆罗揭婆 , 言牟婆罗者 , 此云胜也 。

旧名为车架者 , 未详 。” 《楼名 》 曰 “ 《广雅 》

云 车̀架 陆词并从石作碎碟也 。俗音谢古

石之玉也 。”, 《集韵 》曰 “车渠, 生西国 , 是玉

石之类 , 塞无毒 , 安神解诸毒药 。” 卷 , 页

床暮 《东宫切韵 》曰 “曹宪云 暮̀ ,

厚也 。' 案 谓̀所卧薄也 , 今亦作褥 。”, 武玄

之曰 “衣也 , 草也 。” 沙门清彻曰 “暮 , 席

也 。” 《楼名 》 曰 “茵 音因 , 和名之止擒 ,

又以虎豹皮为之 。” 《唐韵 》 曰 “褥 而蜀反 ,

与薄同 , 俗音迩久 。今案 毛̀席也 , 俗以揣皮

等为之 ' 。毡 , 褥也 。” 野王曰 “毡 诸延反 。

和名贺毛 , 毛席 。擞毛为席也 。” 卷 , 页

酥蜜 《梵语勘文 》 云 “伽里多 , 此云酥

双对 摩头 , 此云蜜 梵语翻 ” 《楼名 》 曰

“陶隐居曰 酥̀ , 音与苏同 , 俗音曾 牛羊乳

所成也 。”, 陶隐居曰 “酥 , 出外国 , 亦从益州

来 , 本是牛羊乳所为之 , 乳成酪 , 酪成酥 , 酥

成醒酮 。醒酮色黄白 , 作饼甚甘 。” 卷 , 页

孔雀 《楼名 》云 “ 《兼名苑 》注云 孔̀

雀 俗音宫泼反 毛端圆一寸者 , 谓之珠毛 。文

如画 , 此鸟或以音响相接 , 或以见雄则有子 。' ”

卷 , 页

因为纂此音义的是 日本人 , 此书中有些字

词的读音还用 “和名 ” 标识 , 如

水精 《无垢称经 》 曰 “迎遮末尼 。” 《音

义 》云 “旧言迎拓拓 , 之夜反 , 此云水精 。”

《楼名 》曰 “ 《兼名苑 》云 水̀玉 , 一名月珠

和名美豆止留太万 , 水精也 。”, 《名医别录 》

曰 “水精慰 目除热泪 , 或曰火隧珠 , 向日取得

火 。” 卷 , 页

枝条 《楼名 》 曰 “ 《玉篇 》云 枝̀柯

支哥二音 , 和名衣太 , 木之别也 。”, 《纂要 》

“云 干̀ 音翰 , 和名加良 , 细枝曰条 训与

枝同 。”, 《唐韵 》 曰 “夔 音聪 , 和名之毛

止 , 木细枝也 。” 卷 , 页

浴池 《经音义 》 曰 “ 《华严 》云 池̀

沼 。”, 《说文 》 “沼 , 池也 。” 梵云贺罗驮 , 总

言池水也 。 《楼名 》 曰 “ 《玉篇 》 云 池̀ 除

知反 , 和名以介 , 蓄水也 。”, 卷 , 页

三 、 词汇方面

佛教的宣传对象主要是平民 , 佛经的译文

中含有大量的口语成分 , 佛经音义 自然包括了

大量的方俗语词 。 《净土三部经音义集 》汇集了

大量早期方俗语研究的资料 。

东汉服虔 《通俗文 》 是最早研究俗语词的

专著 , 现已散佚 。佛经音义对其引用保存 了一

些资料 , 可帮助我们 了解一些俗语词源头 , 弄

清词义发展脉络 。 《净土三部经音义集 》引 《通

俗文 》有

柔软 《经音义 》 曰 “ 《法华经 》云 柔̀

软 , 而究反 。' 《广雅 》 柔̀ , 弱也 。' 《通俗

文 》 物̀柔曰软 。作奕软二形 , 通用 , 经文多

作濡 。人干反 , 水名也 , 非经 义也 。”, 又云

“ 《华严经 》云 奥̀中 。梵言没栗度 , 此云奥 。

物柔曰奥 。' 《三苍 》 奕̀ , 柔弱也 。”, 卷 ,

页

诸盖 《广韵 》 曰 “盖 , 覆也 , 掩也 。

《通俗文 》 曰 张̀帛也 , 又发语端也 。' 《说文 》

曰 盖̀ , 苫 。俗作盖 , 同 , 古太反 。”, 《楼名 》

伽蓝具日 “ 《涅架经 》云 幢̀措宝盖 和名岐

沼散 , 又有 白盖 , 高座上具也 。”, 卷 , 页

廷狂 《广韵 》 曰 “兀 , 曲胫 。俗作尤 。”

《说文 》作厄弱 , 乌光反 , 狂病也 。 《韩子 》 日

,', 心不能审得失之地 , 则谓之狂 , 巨王反 。” 《音

义 》云 “廷字今作尤 , 同 。乌皇反 , 廷弱也 。

又 《通俗文 》云 短̀小日厄 , 赢也 。”, 卷 ,

页

八楞 《东宫切韵 》 曰 “楞 , 卢登反 , 四

方木也 。案 物之有隅角也 。” 《说文 》作棱 。

《文选 ·西都赋 》 曰 “上瓤棱而栖金爵 。” 注

曰 “ 《汉书音义 》应劲云 瓤̀八瓤 , 有隅者

也 , 音孤 。' 《说文 》 棱̀ , 极也 , 抓与机同

之 。”, 《经音义 》云 “棱 , 力增反 。 《说文 》

云 棱̀ , 机也 。抓音孤 。' 《通俗文 》 木̀ 四方

为陵 , 八棱为机也 。”, 《楼名 》云 “ 《唐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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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棱̀桃 孤棱一音 , 和名曾波乃岐 , 木也 。

又四方木也 。' 《灵芝义疏 》云 幢̀体八面八

楞 , 其状如塔 。”, 卷 , 页

栏循 《经音义 》 曰 “ 《华严经 》栏循又

作阑 , 同。力 ①寒反 , 下食允反 。 《说文 》 栏̀ ,

槛也 。' 《通俗文 》 栏̀槛谓之循 。' 王逸注 《楚

辞 》云 纵̀曰槛 , 横日循 , 循间子曰权 。 俗

用连子 , 讹之 ”, 卷 , 页

除了引用如 《通俗文 》这样的典籍中的俗

语 , 还经常用 “俗云 、 俗谓 、 俗作 ” 等术语来

揭示当时使用的俗语词 , 如

林帐 《玉篇 》云 “床 , 身所安也 , 俗作

林 , 同 。仕良反 。” 《楼名 》曰 “ 《游仙窟 》 云

六̀ 尺象牙床 扬 氏汉语 抄云 牙 床久礼度

古 。”, 《风俗通 》云 “灵帝好胡服 , 京师皆作

胡床 世间和名阿久良 。” 《释名 》 曰 “帐

猪亮反 , 此间音长 。今案 帐̀属有几 , 所出

未详 ` , 张也 , 旅于床上也 。小帐日斗 俗云

斗帐 , 云屏风帐 , 形如覆斗也 。” 卷 , 页

楼阁 《东宫切韵 》 曰 “郭知玄云 楼̀

槽 , 城上屋 。' 麻果云 楼̀ , 正楼 。通重屋

也 。' 《尔雅 》云 `四方高曰台 , 狭而修曰楼 。'

孙俪云 楼̀阁也 , 撷项所造重屋也 。”, 《楼名 》

曰 “ 《考声字苑 》云 今̀谓台上构屋曰楼 音

娄 。辨色立成云太贺度能 。' 野王案 阁̀ 音

各 , 今案 俗谓朱雀门为重阁是也 , 重门复道

也 。”, 卷 , 页

称量 《广韵 》 曰 “称 , 知轻重 。俗作

秤 , 同 。” 卷 , 页

《净土三部经音义集 》汇集了部分早期方言

词语资料 。 《方言 》是第一部记载古代方言词语

的专著 , 后人多有引用 , 《净土三部经音义集 》

引 《方言 》有 条 , 与今本有同有异 。

相同的如

芬烈 《经音义 》曰 “ 《涅架经 》云 芬̀

馥 , 敷云反 。' 《方言 》 芬̀ , 和也 。' 郭璞日

芬̀香和调也 。”, 司马长卿 《上林赋 》 日 “吐

芳扬烈 。” 善日 “烈 , 酷烈 , 香气盛也 。” 卷

, 页

按 , 《方言 》卷 “芬 , 和也 。” 郭璞注

“芬香和稠 。”

不同的如

该罗 《经音义 》 日 “上古来反 。该 , 备

也 。 《方言 》云 该̀ , 成之也 。”, 卷 , 页

按 , 《方言 》卷 “偷 , 敲 , 咸也 。”

除引 自 《方言 》外 , 也有对当时方言口语

的记载 , 如

枷跌而坐 《经音义 》 “ 《法华经 》 曰

加̀跌 , 古遐反 。' 《尔雅 》 加̀ , 重也 。今取其

义 , 则交足坐也 。' 《除灾横经婆沙 》等云 结̀

交跌 坐 ' , 是也 。经 文作枷 , 文 字所无 。案

` 《俗典 》江南谓开膝坐为胖跨 , 山东谓之甲跌

胖坐 。畔 , 音平患反 , 跨 , 音 口瓜反 。”, 《智

度论 》云 “问曰 多̀有坐法 , 佛何以故唯用

结咖跌坐 ' 答云 诸̀坐法中 , 结枷跌坐 , 最

安稳不疲极 。此是坐禅人坐法 。摄持手足 , 心

亦不散 。又于一切四种身仪中最安稳 , 魔王见

之 , 其心优怖 , 众人 皆大欢喜 。”, 卷 , 页

什物 《经音义 》 云 “ 《涅架经 》 曰

什̀物 , 时立反 。' 《三苍 》 什̀ , 十也 。什 ,

聚也 , 杂也 。亦会数之名 , 又谓资生之物也 。

今人言家产器犹云什物 , 物即器也 。江南名什

物 , 北土名五行 。' 《史记 》 舜̀作什器于寿

丘 。”, 《汉书 》 “贫民赐 田宅什器 , 是也 。”

《东宫切韵 》 日 “什物 , 谓供家杂物也 。” 卷

, 页

“枷跌而坐 ” 条引 《俗典 》 “江南谓开膝坐

为畔跨 , 山东谓 “之甲跌胖坐 ”。即此作姿江南

曰 “胖跨 ”, 山东则谓 “之 甲跌胖坐 ”。又 “什

物 ,, , 江南名 “什物 ”, 北土称 “五行 ,, , 均别方

俗差异也 。

音义书在辞书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 佛

经中的不少词 , 可以补充大型辞书的不足 。 《净

土三部经音义集 》 中有些词可以补充 《汉语大

词典 》未收的词条 , 如

铿惜 《玉篇 》 曰 “铿 , 倍也 , 口闲反

① 原文无 “力 ” 字 , 疑脱 。慧琳 《一切经音义 》 卷 “栏

循 ” 条正作 “力寒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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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洁, 力刃反 , 鄙也 。俗作悟 , 本亦吝 。” “惜 ,

吝 , 贫也 , 私积反 。” 卷 , 页

鲁息 《经音义 》曰 “ 鲁̀息 , 上郎古反 ,

下胡古反 。'①案 鲁̀息 , 自大也 , 谓纵横行

也 。' 《汉书音义 》云 息̀ , 跋也 , 谓 自纵悠

也 。经中言情慢 , 或作贡高是也 。”, 义寂 《述

义 》云 “鲁者 , 鲁钝 , 谓无所识知也 , 息 , 谓

纵悠自大也 。” 卷 , 页

上二词 《汉语大词典 》未收 。

有些可以提前 《汉语大词典 》书证 , 如

《汉语大词典 》 【厌恶 讨厌 , 憎恶 。宋梅

尧臣 《和王仲仪咏瘦 》诗 “厌恶虽 自知 , 部割

且谁肯 。”宋王明清 《春娘传 》 “司户知其厌恶

风尘 , 出于诚心 , 乃发书告其父 。” 《古今小

说 ·张道陵七试赵升 》 “众人见赵升连住数 日,

并不转身 , 愈加厌恶 , 渐渐出言侮慢 。” 《二十

年目睹之怪现状 》第六九回 “从此那位老太

太 , 因为和媳妇不对 , 便连儿子也厌恶起来

了 。” 老舍 《骆驼祥子 》 十六 “他不但是厌恶

这种生活 , 而且为自己担心 。”

最早书证为宋代 。

我们看 《净土三部经音义集 》卷

厌恶 《经音义 》 曰 “ 《摄大乘论 》云

厌̀恶 , 于焰反 。厌 , 足也 , 恢也 下于路反 。'

《广雅 》 恶̀ , 憎也 , 怡也 。愉 , 音一外反 。”,

卷 , 页

而此为 《无量寿经 》音义 , 《无量寿经 》 为

曹魏康僧恺译 , 比起梅尧臣诗早得太多 。

信瑞的音义收录有大量的外来词 , 尤其是

有关名物类词语 。有时还进行大量辨讹立正的

工作 , 可以帮助了解外来词的本来面 目, 还多

在释义中说明中外两种语言在意义概念 、 文化

背景等方面的区别 。如

长者 《梵语勘文 》 曰 “疑叨贺钵底 礼

言 , 此云长者 。” 《经音义 》 曰 “ 《维摩经 》

云 长̀者 , 案天竺国俗 , 多以商贾为业 , 游方

履险 , 不惮难辛 , 弥积年必获珍异 , 上者奉王 ,

余皆人己财 , 盈一亿 , 德行又高 , 便称长者 ,

为王辅佐 。彼土数法 , 万万为一亿也 。” 《新译

华严音义 》云 “长者 。 《风俗通 》 云 春̀秋之

末 , 郑有贤人 , 著书一篇 , 号郑长者 。谓年长

德艾 , 事长于人 , 以人为长者故也 。”, 卷 ,

页

按 , 长者 , 中土和天竺 内涵是不一样 的 ,

这与天竺国俗有关 , 指资财过亿 , 德行又高的

人 , 而中土则只强调年长 。

又 , 此条中关于亿的论述也值得注意 。

亿 , 作数词时 , 古代或以十万为亿 , 或以

万万为亿 , 今定为后者 。

《书 ·洛浩 》 “公其以予万亿年敬天之休 。”

孔传 “十万为亿 。” 《礼记 ·内则 》 “降德于众

兆民 ”。唐孔颖达疏 “亿之数有大小二法 , 其

小数以十为等 , 十万为亿 , 十亿为兆也 其大

数以万为等 , 万至万是万万为亿 , 又从亿而数

至万亿为兆 。” 《左传 ·昭公二十年 》 “虽有善

祝 , 岂能胜亿兆人之诅 。” 杜预注 “万万曰亿 ,

万亿曰兆 。”

从上可知 , 孔安国传 《尚书 》 以 “十万为

亿 ”, 到杜预注 《左传 》就以 “万万日亿 , 万亿

曰兆 。” 而信瑞的音义指出 “彼土数法 , 万万为

一亿也 ”, 解释了其中的缘由 。而后来中土以万
万曰亿 , 当是受佛教传人的影响 。

有的探讨得名之由 , 如

马脑 《经音义 》 曰 “ 《涅架 》 云 马̀

脑 , 梵云摩婆罗伽婆 , 或 曰目婆逻伽罗婆 。此

译云马脑 。' 案 此̀宝或色如马脑 , 因以为名 。

但诸字书 , 旁皆从石作码瑙二字 , 谓石之次玉

者是也 。”, 《新译华严音义 》 曰 “马脑 。按

马̀脑梵音谓之阿湿嘴扬波 , 言阿湿嘴者 , 此曰

马也 , 嘴 , 音符反 扬波者 , 脑也 , 藏也 。若

言阿湿摩扬波 , 此云石藏 。' 按此宝出白石中 ,

应名石藏宝 。古来以马声滥石藏色脑 , 故谬云

马脑也 。” 王子年 《拾遗记 》 日 “丹丘之野多

鬼 , 血化为丹石 , 则马脑也 。不可研削雕琢 ,

乃可铸以为器也 。” 《名医别录 》 云 “马脑味

辛 , 寒 , 无毒 , 主碎恶 , 熨 目赤烂红色 。” 卷

, 页

此外 , 《净土三部经音义集 》引书种类众

多 , 在辑佚和校勘方面具有较大的价值 。单就

① 慧琳 《一切经音义 》 “放光般若经音义 ” “虏息 ” 作 “力古

反, 下胡古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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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韵 》系书而言 , 就引了十三家 陆法言 、王

仁煦 、 释弘演 、 麻呆 、孙腼 、 长孙呐言 、 祝尚

丘 、裴务齐 、沙门清彻 、蒋鱿 、郭知玄 、韩知

十 。有些书引用相当集中 , 如平安时期 公元

年一公元 年 日本汉学家营原是善的

《东宫切韵 》就引了 次 , 引用源顺 《楼名类

聚抄 》 次 。因此 , 此书不 只是在语 言研 究方

面 , 在考订校补现存古籍上同样也具有较大的

价值 。

如果可能 , 把佛经音义和注疏材料汇集起

来 , 编成一部像 《故训汇纂 》之类的工具书 ,

必将有助于推进大家的研究工作 。

本文作者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

硕士生导师 , 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马 光

, 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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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分嗯产苏决经必右飞尸疙》州声、 尹̀、 产荟飞必二,州舀东斌 舟佗卢二咬岁俗吧洲白随产 嘴少日吧产 贻 而知卿分够 闷喇 疙办, 声冶声 、剔 朴锣 ` 唱了 吧必俞吧必不飞尹疮补叹三尸分、吕后 侧 痔场产曰电州曰、罗 身̀侧吧曰、去尹笼场 届叨尸飞声令唱产侣含么 而场 砂云卜吩代吕

观 点 选 萃

中华老字号翻译当首推汉语拼音译法

胡晓妓

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 硕士胡晓妓认为 年天津中华老字号 “狗不理 ” 包子推出了英文品牌名

, 这个英文译名引发了业界关于老字号品牌翻译的热烈讨论— 老字号翻译当用汉语拼音还是纯英文

译名 中华老字号究竟有没有必要像 “狗不理 ” 一样为中文名字取一个洋名呢 天津社科院王来华教授认为, 狗

不理起洋名应当成为标志 , 即我们的工商企业开始融人到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 。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

才则表示 , 以 与 “狗不理 ” 虽然外在形似 , 但内涵却相去甚远 。天津科协办公室副主任赵洪韵认为 ,

百年老字号在走向国际的过程中 , 往往需要一个洋名字 , 但没有必要另起一个 , 最好的办法是以汉语拼音将老字

号拼一下即可 。

中华老字号历史悠久 , 具有鲜明的民族传统文化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 这些老品牌在全球化的今天要想焕发

生机 , 打开海外市场 , 就必须在保持特色的同时进行一定程度的革新 , 赋予老字号英译名就是一个有益尝试 。天津

老字号英译名当前处于一种不规范的局面 , 巫需进行规范 。采用汉语拼音翻译老字号是合理的思路 , 因此建议相关

部门和老字号企业对这些中华老字号的英译名翻译给出一个相对统一的模式 , 这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 ,

促进老字号的更大发展 。

马光 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