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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佛经异文校订《经律异相》当议
*

逮 静
(南阳师范学院 五年制中心

,

河南 南阳 4 7 3 0 61 )

[摘 要」《经律异相》是我国第一部佛学类书
,

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

历来受到佛学研究者的重视
。

由于其版本众

多
,

各种异文数量丰富
,

类型 多样
,

各种佛经异 ; 文可以帮助我们 纠正《大正藏》所收《经律异相》的不足
,

对其各种异文相互比

勘
,

可以帮助我们整理一个比较理想的版本
。

【关键词」《经律异相》 ;异文 ;校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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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律异相》系南朝梁代僧人宝唱辑录而成的 通假字
,

通
“

凌
” 。 “

陵诚
” ,

即
“

凌蔑
” 。

唐道世撰《法

我 国现存的第一部佛教类书
,

它
“

博综经籍
,

搜采秘 苑珠林》卷七十
: “

生在边地
,

不知忠孝仁义
,

不见三

要
” ,

将 6世纪之前传人中国的汉译佛经中的故事
、

宝
。

若在中国
,

挫陋短矮人所凌蔑
,

当知
`

屠漫
,

皆缘

传说搜罗殆尽
。

我们可 以通过这些佛经文献与现 无义调戏不节
。 ”

(5T 3
,

p
.

81 7 a 15一 17 )唐道宣 《广弘

有传本佛经互相对勘
,

发掘其在古籍研究方面的重 明集》卷二十七
: “

既为人子不顺诲约
,

反学凶强
,

凌

要价值
。

当然
,

我们在对《经律异相》进行古籍整理 蔑贵贱
,

既乖净子 上失令名
,

深为可愧
。 ”

(5T 2
,

相关研究时
,

也不能忽视其异文的价值
。

《经律异 p
.

3 14 b 1o 一 1 1 )《大正藏》校勘记云
: “

凌
” ,

宋
、

元
、

明
、

相》的异文数量丰富
,

类型多样
,

可以帮助我们纠正 宫本作
“

陵
” 。

《大正藏 》中《经律异相》的一些不足
,

为我们进行 《经律异相》卷一
: “

初作天宫
,

众宝所成
,

光明

《经律异相 》的校勘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

具体体 最胜
,

转减转浊
。

诸天宫殿
,

七宝光明
,

渐下渐劣
。 ”

现在
:

(5T 3
,

p
.

a5 17 一 1 9 )《中华大藏经》校勘记
: “

减
” ,

资福

一 探寻异文成 因 藏
、

债砂藏
、

普宁藏
、

永乐南藏
、

径 山藏
、

清藏作

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中曾对
“

古书传写脱误之
“

诚
” 。

此句当为
“

诚
”

是
。 “

转诚转浊
”

是相对其光明

由
”

作出如下论述
: “

推其致误之由
,

则传写讹脱者 而言
, “

诚
”

有熄诚义
,

《书
·

盘庚上 》
: “

若火之燎于

半
,

冯意妄改者亦半也
。 ” ①这句话亦大体能概括佛 原

,

不可向迩
,

其犹可扑诚
。 ”

例多不繁举
。 “

减
” “

诚
”

经异文形成的原因
,

《经律异相》的异文则往往能提 形成异文
,

当是刊刻传写时形近而误
。

供一些有益的线索
,

帮助我们探求其形成之由
,

如
: 2

、

《经律异相 》卷四十一
: “

佛即受之
,

佛与授

1
、

《经律异相》卷四十八
: “

乌曰
: `

师子及孔雀
,

记
,

便于当来世两阿僧抵百劫之中当得作佛
,

欢喜

其食于禽 肉
,

何谢凳减头
,

次第而求乞
。
”

’

(5T 3
,

而去
。 ”

(5T 3
,

p
.

21 7 a2
一 4 )《大正藏》校勘记云

: “

便
” ,

p
.

2 5 5 b 2 9一 e Z )②
“

凳减
” ,

《大正藏》校勘记曰
: “

宋
、

元
、

宋
、

元
、

明
、

宫本作
“

使
’ , 。

明
、

宫本作凳诚
。 ”

《中华大藏经》校勘记云
: “

凳减
” ,

按
:
疑

“

便
”

为衍文
。 “

授记
”

即佛对菩萨或发心

资福藏
、

债砂藏
、

普宁藏
、

永乐南藏
、

径山藏
、

清藏作 修行的人给予将来证果
、

成佛的预记
。

《法华经
·

五
“

凳灭
” 。

百弟子受记品》
: “

其五百比丘
,

次第当作佛
,

同号曰

按
: “

诚
”

是
, “

灭头
”

即剃发之义
。

此则故事引
`

普明
’ ,

转次而授记
。 “

于当来世两阿僧抵百劫之中

自《生经》
,

原经此处正作
“

凳灭
” 。 “

凳
” ,

《急就篇》卷 当得作佛
”

当为佛授记之内容
。

此经引自《贤愚经》
四 : “

鬼薪白粟钳钦凳
。 ”

颜师古注
: “

踢鬓 曰凳
。 ”

《康 卷十三
,

原经此句作
: “

佛哀此人
,

即与授决
, `

于当

熙字典
·

影部》引 《韵会》
: “

凳
,

俗晃字
。 ” “

减
” “

诚
”

字 来世二阿僧抵百劫之中当得作佛
,

神通相好
,

十号

形相近
,

古籍多相讹
,

具体为何字
,

当依上下文而 具足
’ 。

佛授记已
,

欢喜而去
。 ”

(0T 4
,

p
.

4 3 9 a4
一 6 )

”

定
。

如
: 《经律异相》卷一

: “

刀兵劫者
,

人多贪麓
,

行
“

便
” “

使
”

形成异文
,

其原因
,

当是字形相近
,

古

十恶法
。

若行一善
,

众共形笑
,

推以为愚
,

争共陵 籍刊刻中多互讹
,

如
: 《经律异相》卷四十七

: “

时师

诚
。 ”

(5T 3
,

p
.

4 b s 一 7 )
“

陵诚
” ,

中华大藏经本作
“

陵 子王晨朝踌立
,

八处不动
,

奋迅身体
,

便大雷吼
,

走

减
” 。

此处
“

诚
”

疑为通假字
,

本字为
“

蔑
” 。 “

陵
”

亦为 兽伏住
,

飞者堕落
,

然后乃起
。 ”

( T 5 3
,

p
.

2 4 5 a l )
“

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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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

债砂藏
、

永乐南藏
、

径山藏
、

清藏作
“

使
” 。

《经律

异相》卷三十七
: “

鬼神之法
:
人令己杀

,

己使欲杀
。

但 彼 有不 可杀 之 德
,

法 当还杀 便 已
。 ”

(5T 3
,

p
.

20 c0 6一 7 )
“

便
” ,

资福藏
、

债砂藏
、

普宁藏
、

永乐南

藏
、

径山藏
、

清藏作
“

使
” 。

《经律异相》卷四十
: “

寺中

有五百道人
,

便尽请之
。

加敬设食
,

丰好胜他
,

必当

图得五百牛马
。 ”

( T 5 3
,

p
.

2一2 e 5 )
“

便
” ,

中华大藏经作
“

使
” 。

上三句中皆作
“

便
”

是
。

《经律异相 》卷四十
:

“

王言
: `

当于彼求
。 ’

使到抵树
,

掘出女尸着于床上
,

遍巷称怨言
: `

沙门瞿昙常称戒德弘普无上
,

如何私

与 女人 通 情
,

复 杀 藏 之
,

有 何法 戒 ? ”
’

(5T 3
,

p
.

2 14 b25 )《大正藏》校勘记云
: “

使
” ,

宋
、

元
、

明
、

宫本

作
“

便
” 。

资福藏
、

债砂藏
、

普宁藏
、

永乐南藏
、

径山

藏
、

清藏作
“

便
” 。

此句中作
“

使
”

是
。

3
、

《经律异相》卷二十七
: “

渐至年老头白齿落
,

目视茫茫耳听不聪
,

盛去衰至
,

皮缓面皱
,

百节痛

疼
,

行 步 苦极
,

坐起 呻吟
,

忧 悲 苦恼
。 ”

(5T 3
,

p
.

1 4 8 a 1 9一 2 2 )

按
: 《大正藏》校勘记云

: “

痛
” ,

元
、

明本作
“

痛
” 。

债砂藏
、

普宁藏
、

永乐南藏
、

径山藏
、

清藏作
“

痛
” 。

慧

琳《一切经音义》卷七十九《经律异相》卷二十七
: “

酸

疼
,

上苏官反
,

《考声》
`

酸
,

痛完也
’ ,

《说文》
`

酸
,

亦疼

也
’ 。

从广
,

形声字
,

广音栩也
。 ”

可洪《随函录》二十

三册 《经律异相》卷二十七
: “

痛疼
,

上于玄反
。 ”

此则

故事引自《佛说五王经》
,

原句作
: “

渐至年老
,

头白齿

落
,

目视硫 流
,

耳听不聪
,

盛去衰至
,

皮缓面皱
,

百节

酸疼
,

行步苦极
,

坐起呻吟
。 ”

(1T 4
,

p
.

7 9 6 b 14一 17 )《大

正藏》校勘记云
: “

酸
” ,

宋
、

元
、

明
、

宫本作
“

痛
” 。

由此
“

痛
” “

痛
” “

酸
”

在此形成了异文
。

原经作
“

酸
” ,

本指人身上的肌肉过度疲劳或因

病引起的酸痛无力的感觉
,

和
“

痛
”

义近
,

但并不完

全相同
。

《素问
·

刺热论 》
: “

肾热病者
,

先腰痛
,

肪

酸
。 ”

《灵枢经
·

癫狂病》
: “

骨酸体重
,

懈惰不能动
。 ”

疑佛经刊刻者
,

因
“

酸
”

不 习见
,

径 改为同义的
“

痛
” 。

慧琳
、

可洪所见手抄本均作
“

酸
” 。 “

疽
” ,

《玉

篇
·

广部》
: “

疽
,

骨节疼
。 ”

《集韵
·

先韵 》
: “

疽
,

骨酸

也
。 ”

《素问
·

阴阳别论》
: “

三阳为病发寒热
,

下为痈

肿及为屡厥瑞疽
。 ”

王冰注
: “

疽
,

酸疼也
。 ” “

痛
”

当是
“

疽
”

之俗字
。

古籍中
,

带
“
口

”

部件的汉字往往会写

成
“

么
” ,

成为俗字
。

如
“

单
”

写作
“

单
” , “

拘
”

写作
“

拘
” ,

所以
“

疽
”

字可以写作
“

痛
” 。

二 判定异文是非

对《经律异相》的各种异文进行揭示和判断
,

可

以为我们正确选择佛经异文提供很大的帮助
,

如
:

1
、

《经律异相》卷四
: “

大瞿昙泣下沾棺
,

取血湿

土以为泥团
,

持还精舍
。 ”

( T 5 3
,

p
.

15 a 1 5一 18 )

按
:
可洪 《随函 录》卷二十三册 《经律异相 》卷

四 : “

棺取
,

上乌活反
。 ” “

棺取
”

对应句中的
“

棺取
” ,

二者孰是 ? 为何可洪所见版本为
“

棺取
”
? 我们利

用《经律异相》的异文可以做出解释
。

此经选自《佛

说十二游经》
,

原经此句作
: “

大瞿昙悲哀涕泣
,

下其

尸
,

丧棺敛之
。

于是取土中余血
,

以泥团之
,

各取左

右
,

持着山中
,

还其精舍
。 ”

( T o 4
,

p
.

14 6 a 2 9一 b Z )《释迎

谱》卷一
: “

大瞿昙悲哀涕泣
,

下
,

棺硷之
,

取土中余

血以泥团之
,

持着山中
,

还其精舍
。 ”

( sT o
,

p
.

3 b 7 一 8 )

《法苑珠林 》卷八
: “

瞿昙悲哀涕泣
。

下
,

棺敛之
,

取

土中余血以泥团之
,

着二器中
,

还其精舍
。 ”

(5T 3
,

p
.

3 3 7 e 2 7 一 2 8 )俗书
“

木
” “

才
”

常相混不别
, “

棺
”

写作

了
“

棺
” ,

宝唱在编写时对原经进行了删改
,

将
“

悲哀

涕泣
,

下其尸
,

丧棺敛之
”

精简为
“

泣下沾棺
”

可谓高

度概括
,

但是 同时也造成了意义表达上 的不完整
。

《释迎谱 》
、

《法苑珠林》虽然对原经进行了改写
,

但

大意未变
,

但二者的
“

下棺敛之
”

均应当断为
“

下
,

棺

敛之
” 。

因为上文小瞿昙被
“

以木贯身
,

立为尖标
” ,

故
“

下
”

指
“

下其尸
” ,

然后
“

棺敛之
” ,

这样表达意义

才比较完整
,

若点为
“

下棺敛之
” ,

则意义不明
。

周

叔迎
、

苏晋仁《 <法苑珠林 > 校注》此句即标为
“

下棺

敛之
” ,

③当改
。

2
、

《经律异相》卷四十九
: “

一众合二大哭三铁

鉴
,

众合地狱者
,

罪众生畏地狱卒
,

无量百千走人山

间
,

前后 自然生火
,

两山 自合如磨
,

血流如河
,

骨肉烂

尽
,

以喜磨众生故也
。 ”

( T 5 3
,

p
.

2 6 O b )

按
: “

生火
” ,

资福藏
、

债砂藏
、

普宁藏
、

永乐南藏
、

径山藏
、

清藏作
“

生大
” 。 “

生大
”

不确
,

当为
“

生火
” 。

“

大
”

作
“

火
” ,

当是字体隶变的结果
。

隶书中凡是对

称的点
,

楷化后均以
“

一
”

代之
。

如
“

陈
”

之俗体
“

阵
” ,

例多不繁举
,

可参看曾良《俗字及古籍文字通例研

究》
。

故
“

火
” “

大
”

常互讹
。

古籍
“

火
” “

大
”

互讹者繁

多
。

孙昌武《杂譬喻经 (四种 )译注》
: “

龙见火怖
,

出

头望山
,

复见火
。

火烧诸山泽
,

仰视山顶
,

空无住处
,

一切皆热
,

逃身无地
。

唯见军迟中水
,

可 以避难
。

便

诚其火
,

身作微小形人军迟中
。 ” ④孙先生断句有误

,

当断为
“

龙见火怖
,

出头望山
,

复见火火
,

烧诸山泽
。

仰视山顶
,

空无住处
,

一切皆热
,

逃身无地
。

唯见军

迟中水
,

可以避难
。

便诚其火身
,

作微小形
,

人军迟

中
。 ” “

复见火火
”

正当为
“

复见大火
” ; “

火身
”

正当为
“

大身
” 。

《众经撰杂譬喻》作
“

复见大火
,

烧诸山泽
” ,

甚是
, “

便诚其火
,

身作微小形
” ,

《众经撰杂譬喻》作
“

便诚其大身
,

作微小形
” 。 “

诚其大身
”

正与后文
“

龙

大身者喻屠漫也
”

相照应
,

否则
“

龙大身者喻屠漫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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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着
,

另外
“

军迟
”

或
“

军持
”

是音译词
,

是盛水的瓶子

或瓦罐
。

口小
,

故有
“

便诚其大身
,

作微小形
,

人军持

中
。 ”

若作
“

诚其火
” ,

则龙无须如军持矣
。

此即不明
“

火
” “

大
, ,

古籍常相混
,

故而致误
。

三 匡正刊刻讹误

现今汉文佛典 中使用最多
、

最有权威的就是

《大正藏》
,

但是《大正藏》收录的佛典也存在着一些

错误和不足
,

不少学者已经开始怀疑其权威性
,

主

张对 《大正藏》进行再校订
。

如 2 006 年 9月
,

在南京

师范大学召开的
“

转型期的敦煌学
:
继承和发展

”

国

际学术研讨会上
,

日本学者衣川贤次教授在大会发

言中指出
: “

最近 由于各种大藏经
、

古写经影印本的

公布和对大藏经研究的深化
,

有些学者怀疑《高丽

藏》
、

《大正藏》的权威性
,

进一步主张《大正藏》需要

再加校订
,

或者重新编订新的大藏经
。 ’

旧本学者藤

枝晃先生在 20 世纪末就已提出这一主张并进行了

这方面的尝试
,

他用房山石经
、

《赵城金藏》广胜寺

本和 《高丽藏》
、

《大正藏》做了部分 比较
,

提出目前

可行的办法是像修百钠本二十四史那样每一部佛

经搜集最好的版本来作一部百钠本大藏经
。

衣川

先生还以《法句譬喻经》和 《维摩洁所说经》为例
,

将

古写本与刊本进行对比
,

特别是强调了敦煌写经和

日本寺院保存的多种写本一切经在校对《大正藏》
时的重要参考价值

,

他以部分实例为证进行对比
,

发现写本中一些正确的内容或书写形式在《大正

藏》中或有脱衍或有改动
。

⑤我们可 以通过《经律异

相》的各种异文形式
,

与《大正藏》相互比勘
,

纠正

《大正藏》中的一些疏失
,

如
:

1
、

《经律异相 》卷二
: “

昔比摩国从陀山有一野

干
,

为师子所逐堕一丘野井
。 ”

(5T 3
,

p
.

7 b 7 一8)

按
: 《大正藏》有误

,

此处
“

从
”

当为
“

徙
” ,

两字形

近而讹
。

《大正藏》校勘记
: “

从
” ,

宋
、

元
、

明
、

宫本作
“

徙
” 。 “

从
” ,

中华大藏经本
、

资福藏
、

债砂藏
、

普宁

藏
、

永乐南藏
、

径山藏
、

清藏作
“

徙
” 。

可洪《随函录》
二十三册 《经律异相 》卷二

: “

鹿随
,

上斯此反
,

山

名
。 ” “

鹿
”

即是
“

徙
” 。

2
、

《经律异相》卷五
: “

世尊独至女楼
,

一日至三

日
,

放金色光
,

化诸天人
。

此女不悟
,

后 日世尊
,

复

将阿难难陀
,

在树下行
。 ”

( T 5 3
,

p
.

2 3b 2 2一 2 5 )

按
: 《大正藏》作

“

树下行
”

不确
,

当为
“

楼下行
。 ”

《大正藏 》校勘记云
: “

树
” ,

宋
、

元
、

明本作
“

楼
” 。

《中

华大藏经 》校勘记云
: “

树
” ,

资福藏
、

债砂藏
、

普宁

藏
、

永乐南藏
、

径山藏
、

清藏作
“

楼
” 。

此则故事引 自

《佛说观佛三昧经 》卷七
,

原经此处正作
“

在楼下

行
” 。

另外从上下文语义来看
,

上文提到
“

世尊独至

女楼
” ,

正与此处
“

在楼下行
”

对应
。

3
、

《经律异相》卷六
: “

过去世时有禁寐王
,

迎叶

如来般涅盘后
,

是王 即以金银为塔
,

纵广千由旬
,

高

一由旬
。 ”

( T 5 3
,

p
.

2 8 b 2 6一 2 7 )

按
: 《大正藏 》作

“

千 由旬
”

不确
,

当为
“

半 由

旬
” 。

《大正藏》校勘记云
: “

千
” ,

宋
、

元
、

明
、

宫本作
“

半
” 。

《中华大藏经》校勘记云
: “

千
” ,

资福藏
、

债砂

藏
、

普宁藏
、

永乐南藏
、

径山藏
、

清藏作
“

半
” 。 “

千
”

“

半
”

形近而讹
。

从下句的
“

高一由旬
”

来看
, “

纵广

半由旬
”

更合情合理
,

塔不可能只高一由旬
,

而纵广

却是高的千倍
。

4
、

《经律异相 》卷八
: “

王之题首罗所
,

宣那赖

旨
,

即 日念彼以泥涂首放 日令出
。

泥首即破为七

分
,

那 赖 无 为
。

王 臣 黎 民 靡 不 欣 铎
。 ”

(5T 3
,

p
.

4 2 e 1 7一 18 )

按
: “

即 日念彼
”

语义不通
,

《大正藏》此处有误

字
,

首先
`

旧
”

当为
“
曰

”

字之误
,

两字形近而误
。

其

次
“

念
”

当为
“

令
”

字之误
。

《大正藏》校勘记云
: “

念
” ,

宋
、

元
、

明
、

宫本作
“

令
” 。

《中华大藏经 》校勘记
:

“

念
” ,

资福藏
、

债砂藏
、

普宁藏
、

永乐南藏
、

径山藏
、

清藏作
“

令
” 。

此则引自《六度集经》卷七
,

原经此处

作
“

王即 曰
: `

令彼以泥涂其首放 日 ” , 。

由于《大正

藏》
`

旧
” “

念
”

两字之错
,

导致句读亦不明
,

《大正藏》

此句当改为
: “

王之题首罗所
,

宣那赖旨
,

即 曰 : `

令

彼以泥涂首放 日令 出
。 ’

泥首即破为七分
,

那赖无

为
。

王臣黎民靡不欣铎
。 ”

诸如上述错误
,

《大正藏》所收之《经律异相》可

谓比比皆是
,

我们只是略举几例而已
。

有些学者主

张对《大正藏》再加校订或者重新编订新的大藏经
,

通过我们对《经律异相》各种异文的比勘
,

我们认为

很有必要
。

总之
,

我们在整理佛经文献时
,

如果能

充分考虑到各种异文现象
,

自然就会减少许多错误

和不足
,

从而整理出比较可靠的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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