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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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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佛教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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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成都

【摘 要 」经 由佛经汉译这样的汉外语接触方式
,

汉语词汇 系统增加了不 少新的成员
。

六朝时期
,

由中国人自己创制的道

教经典古灵宝经大量吸收佛教词 语
,

显示 出了语言接触中外语对汉语影响 的深度
。

本文通过展示古灵宝经借用佛教词语的类

型
,

说明 古灵宝经所体现的佛道混合物这样的语言 面貌产生的机制
。

【关键词 】佛教词语 古灵宝经 语言接触 借用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 一 一

《灵宝经 》是对道教灵宝派经典的总称
,

其创作 少现成的佛教用语
。

在我们调查的语料中的佛教

一度受到汉译佛经的影响①
,

尤其是大乘佛教经典 用语如

的影响
「
聊

,

在语言方面最明显的表现
,

就是吸收 五浊

了不少佛教词语
,

以至于灵宝经呈现出
“

佛道 的混 过世后五浊之中
,

运命不达
,

是男是女
,

不见明

合物
”

的面貌
。

教
。

《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 》②卷上

许理和在 《从道教经典看佛教对早期道教的影 按 佛教认为尘世之中烦恼痛苦炽盛
,

充满五

响 》一文中
,

曾列举了 《灵宝经 》中的 巧个源于佛教 种浑浊不净
。

这
“

五浊
”

如 《阿弥陀经 》所云
“

释迎

的词语
日〕
王承文在 《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 》一 牟尼佛

,

能为甚难希有之事
,

能于婆婆国土五浊恶

书中
,

也举例论及敦煌本刘宋道士陆修静 《灵宝经 世
,

劫浊
、

见浊
、

烦恼浊
、

众生浊
、

命浊中
,

得阿褥多

目 》所著录的一批早期 《灵宝经 》对佛教用语的借用 罗 三藐三菩提
。 ”

其中劫浊是一个人所处时代的污

和 吸收即
一 ' 一 , ' 。

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后学研 浊
,

包括战争
、

疫病
、

饥懂等 见浊是思想上的混乱

究 《灵宝经 》的语言与佛经语言的关系开了先河
,

不 烦恼浊是由贪
、

镇
、

痴诸烦恼引起的污浊 众生浊指

过
,

由于研究 目的所限
,

他们关于 《灵宝经 》对佛经 众生的果报衰竭
,

心智迟钝
,

身体赢弱 命浊指众生

词语的借用的研究
,

却只是举例性的
,

没有给大家 的寿命次第缩减
,

最后只有十岁
口 。

佛经中常用

呈现出 《灵宝经 》吸收借用了哪些类型的佛教词语
。 “

五浊
”

来指浑浊不净的尘世
。

例如三国吴康僧会

本文以陆修静 《灵宝经目 》所著录
、

并见存于明 译 《六度集经 》
“

以斯猛志
,

跨诸菩萨九劫之前
,

誓

代 《正统道藏 》中的
“

古灵宝经
”

为语料
,

摘取其中的 于五浊为天人师
,

度诸逆恶令伪顺道
。 ”

从上引道经

佛教用语
,

分类展示古灵宝经对佛教词语的借用情 例子来看
,

其中的
“

五浊
”

也指浑浊不净的尘世
。

况
,

显示汉外语接触外语对汉语的影响
,

说明灵宝 度

经所体现的佛道混合物这样的语言面貌产生 的机 五念度诸苦难
,

三恶之道
,

五灾之中
。

六念

制
,

同时也希望能够为研究佛道语言关系的同行提 愿得飞行
,

驾乘云龙
。

《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

供一点参考资料
。

书经 》卷下

经过对从古灵宝经中摘录的佛教用语的分析
,

灵宝君者
,

则洞玄之尊神
,

灵宝丈人则灵宝

我们归纳出古灵宝经对佛教词语的借用大致有以 君之祖气也
,

丈人是赤混太无元玄上紫虚之气
,

九

下类型 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气
,

后至龙汉开图化生灵宝

一
、

吸收表示佛教理论概念的词语 君
,

经一劫
,

至赤明元年
,

出书度人时
,

号上清玄都

《灵宝经 》是借用佛教大乘经典特有的用语和 玉京七宝紫微宫
。

《洞玄灵宝自然九天生神章经 》
思想

、

宣扬救济一切众生 的大乘救济论的道教大乘 济我六度行
,

故能解三罗
。

《洞玄灵宝玉京

经典
' 。

佛教运用一系列先前汉语所无的概念和 山步虚经 》

词语阐述人世无常
,

一切皆苦
,

必须要救济众生脱 按 汉译佛经中的
“

度
”

有多个含义
,

一是
“

度过

离苦海
,

使之进人涅磐境界这一核心观念
,

《灵宝 生死烦恼苦海
,

而达于涅盘的彼岸
”

二是
“

使迷惘

经 》为了论说与佛教相似的大乘救济论
,

借用了不 的众生觉悟
” ,

如 东汉昙果
、

康孟详译 《中本起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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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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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从迎维罗卫国
,

与千二百五十比丘俱
,

过拔首国

界度人民
” 。

三是 波罗蜜多 的汉译
,

指

度越生死烦恼苦海的修行法
。

上 引道经的三个例

子分别对应这三个意义
。

三界
、

三世

当知三界之中
,

三世皆空
,

知三世空
,

虽有我

身
,

皆应归空
。

《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 》

按
“

三界
”

和
“

三世
”

分别是佛教对宇宙和时间

的看法
。

三界指的是众生所居的三个迷执的界域

欲界
、

色界和无色界
。

如三国吴支谦译 《佛说太子

瑞应本起经 》卷下
“

佛 思惟
` · · · · ·

一切众生
,

意

为精神
,

窈窈冥冥
,

恍忽无形
,

自起识想
,

随行受身

身无常主
,

神无常形
,

神心变化
,

躁浊难清 自生 自

灭
,

未曾体息 一念去
,

一念来 若水中泡
,

一滴灭一

复兴 至于三界欲
、

色
、

无色
,

九神所止皆系于识
,

不

得免苦
。 ” ,

三世指的是过去
、

现在与未来
。

如东汉失译人

《大方便佛报恩经 》卷六
“

优波离复白佛言
`

于三

世中
,

何世得戒
'

答曰
`

现在一念得戒
。

过去未来

是法
,

非众生
,

故不得戒 现在一念是众生
,

故得

戒
。 ” ,

道经吸收了佛教的宇宙观和时间观
,

也有
“

三

界
”

和
“

三世
”

说
。

上引例即是
。

在古灵宝经的使用

中
, “

三界
”

还 引申出了新的意义 居于三界的 众

生
,

例如

仙人请问曰
“

近登昆仑玄圃宫侍座
,

见正一真

人三天法师张道陵降座
,

鄂都伺迎
,

三界稽首
,

诸天

礼 问动静 … …先世何功德
,

故是得道
,

其独如是

乎 愿闻之
。 ”

《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因缘经 》
三途 三涂 三恶

而今见八门无极世界尘沙而柬
,

百姓子
、

男女

人
、

学与不学
,

不顾宿命
,

违科犯戒
,

死婴痛毒
,

流曳

三途五苦之中
,

非复人形
,

皆受其前身所行恶对
,

致

今之报
。

《太上玄一真人说三途五苦劝戒经 》

按 在道经中
, “

三途
”

又写作
“

三涂
” ,

如 《太上

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 》
“

不亦或此假一而为恶

者
,

致招 自然之羔
,

沦于三涂乎
”

根据文意
,

指的是

使人感到非常痛苦的地方
。

此一观念也是源于佛

教
。

在佛教中
,

三途指三种极其恶劣的环境 地狱
、

饿鬼和畜生
。

如东晋竺昙无兰译 《玉耶经 》
“

其恶

妇者常得恶名
,

令现在身不得安宁
,

数为恶鬼众毒

所病 … …万分之后魂神受形
,

当人地狱
、

饿鬼
、

畜

生
,

展转三涂
,

累劫不竟
。 ”

终生作恶事的
,

便会堕人

这三途
。

正因为如此
,

所以地狱
、

饿鬼和畜生三途

又被称作
“

三恶
” 。

道经中也吸收了这一个词语
,

例

如 《太上洞玄灵宝智慧本愿大戒上 品经 》
“

道士

持斋静漠而致福
,

巫师歌舞而招祸
。

祸之及也
,

彼

我魂神俱致考罚
,

殃对无已
,

往返三恶之道
,

其苦难

脱
。 ”

古灵宝经中其他表示佛教理论概念的词如 八

难
、

大乘
、

大慈大悲
、

大梵
、

饿鬼畜生
、

法鼓
、

法轮
、

法

门
、

法墙
、

法桥
、

法味
、

法信
、

法音
、

发愿
、

梵天
、

梵行
、

风刀
、

福
、

福报
、

福德
、

福田
、

功德
、

阪命
、

揭
、

解脱
、

戒
、

金刚
、

精进
、

空
、

六度
、

六情
、

流转
、

轮回
、

命根
、

妙

法
、

妙觉
、

灭度
、

泥犁
、

七宵
、

人道
、

肉眼
、

染
、

三宝
、

色

界
、

神通
、

生死河
、

十八地狱
、

十方
、

十诫
、

受持
、

四

大
、

宿命
、

宿缘
、

天人
、

无色界
、

五道
、

五苦
、

五逆
、

五

体
、

香积世界
、

小乘
、

心魔
、

行香
、

因缘
、

欲界
、

缘
、

正

法
、

智慧
、

转轮等
。

二
、

吸收佛教称谓词

在宗教中
,

有信教的
,

有宣教引导众生脱离苦

海的
,

因而必须要对他们进行称谓
。

《灵宝经 》中的

一些称谓词也是从佛经中吸收而来的
。

例如

导师

天尊又 曰
“

此诸船伴
,

可得宝乎
”

二真曰
“

其

无导师
,

尽无先知处
,

又不识宝光
,

为尔周章
,

此行

甚难
。 ”

《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 》
按

“

导师
”

原为佛教中对引导众生进人佛道的

人的通称
。

例如
,

东汉失译 《大方便佛报恩经
·

对治

品 》云
“

夫大导师者
,

导以正路
,

示涅盘径
,

使得无

为
,

常得安乐
。 ”

引申为引路人
,

如西晋竺法护译 《生

经 》
“

时龙鬼神
,

昼夜围透若干之匝
,

欲夺其珠
。

导

师德尊
,

威神巍巍
,

诸鬼神龙
,

虽欲舔船夺如意珠
,

力所不任
。 ”

上引道经用例中的
“

导师
”

用的是其引

申意义
,

义为引路人
。

法师

太极真人曰
“

建灵宝斋法
,

举高德玄解经义者

为法师
。 ”

《太极真人敷灵宝斋戒威仪诸经要诀 》

按 佛教称精通并能讲解佛法 的僧人为
“

法

师
” ,

有时也泛指一般的出家人
。

如东汉支截译 《道

行般若经 》
“

若干千天人到经师所听法
,

不解于法

中
。

诸天人适欲问法师
,

天神语之
。 ”

道教借用
“

法

师
”

来指道士
。

善男子
、

善女人

东极世界飞天神人 曰
“

东方无极世界恒沙众

生
,

已得道过去及未得道见在福中善男子
、

善女人
,

修奉智慧上品十戒
,

功满福报
,

致得乘空
,

白日飞

行
,

驾景策龙
,

上登玉清
,

游行东极九气天中 … …
”

《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 》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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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

善男子
”

和
“

善女人
”

是汉译佛经中对梵语

复合词
一

和
一

的意译
,

指信奉佛教

的男子和女人
。

例如
,

三国吴支谦译 《月明菩萨

经 》
“

佛告月明童男
`

… …若善男子
、

善女人欲求

度世苦者
,

当发无上正真道意
,

诵习是三昧
。 ” '

道教

则借用
“

善男子
”

和
“

善女人
”

来指信奉道教的男女
。

天尊

天尊俄然
,

初不顾晒
,

思念万兆化之始
,

胎享是

同
,

各因氰氯之气
,

凝而成神
。

《太上洞玄灵宝智慧

定志通微经 》

按
“

天尊
”

也是借 自于佛教的称谓
。

在佛经

中
, “

天尊
”

和
“

世尊
” “

释尊
”

等作为同样的意思被使

用
,

都是对佛的一种称谓
,

只是相对于后两个称谓

而言
,

使用频率要低一些
。

而在道经中
, “

天尊
”

大

概因为
“

元始天尊
” “

灵宝天尊
” “

十方无极天尊
”

等

称谓而为大家所熟悉
。

正因为如此
,

使得一些人以

为
“

天尊
”

是道教中固有的称谓
「〕

,

「〕 。

古灵宝经中其他的称谓如
“

飞天
” “

魔
” “

魔王
”

“

檀越
” “

天龙
”

和
“

转轮圣王
”

等也是借自佛经
。

三
、

吸收佛教中表示宗教活动的词语

宗教信徒为了实现终极理想
,

要进行特有的宗

教活动
,

因此也需要相应的词语去指称
。

《灵宝经 》
中详细地记录了道教徒的宗教活动

,

其中有些宗教

活动词语吸收于佛教
。

例如

分卫

卿今弟子
,

纵使分卫
,

以乞求度人
,

人无与者
,

更益彼罪
,

信心无表
,

何 由得度
。

今故制以法信
。

法信之报
,

报在无量
,

如经无尽
,

不妨右玄布施福

也
。

《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 》

按
“

分卫
' ,

本是汉译佛经对梵语
一

的

音译
,

指僧人按照教义外出乞食
。

如东汉
·

支截 《内

藏百宵经 》
“

佛人城分卫得空钵出
。 ”

道经中的
“

分

卫
”

也是行乞的意思
。

劝化

第四者
,

尊受师训
,

广开劝化
,

令人法墙
,

远离

盲道
。

《太上洞玄智慧上品 大诫 》

按 通过检索
, “

劝化
”

一词首见于佛经
,

指的是

通过宣传教义使人感悟向善
。

例如
,

后汉失译人译

《大方便佛报恩经 》卷二
“

我闻是语
,

心生欢喜
,

是

故我亦当常劝化众生
、

利益众生
。 ”

又如
,

三国吴支

谦译 《菩萨本缘经 》卷上
“

时
,

昆罗摩即奉王命
,

纂

承先父辅相之业
,

然后渐渐劝化是王及八万四千小

王修持正法
。 ”

上引道经中的
“

劝化
”

与佛经中的同

义
,

当是从佛经中吸收而来的
。

忏谢

太极左仙公于天台山静斋拔罪
,

烧香忏谢
,

思

真念道
。

《太上洞玄灵宝真一劝诫法轮妙经 》

按
“

忏谢
”

本为佛教语
。

梵文 音译为
“

忏摩
” ,

省略为
“

忏
” ,

意译为
“

悔
”

为
“

谢
” ,

其音译与

意译合称为
“

忏悔
” “

忏谢
” 。

是一种 自陈己过
、

悔罪

祈福的宗教活动
。

上引 《灵宝经 》中的
“

忏谢
”

与佛

教中同
,

当是借 自于佛经
。

礼拜

太极仙公请问太极法师仙公于天台山
,

静斋念

道
,

稽首礼拜
,

请问灵宝玄师太极太虚真人曰 … …

《太上洞玄灵宝智慧本愿大戒上品经 》
按 荆亚玲在 《 汉语大词典

“

礼拜
”

书证辨误 》

一文中指出
, “

宇拜
”

一词始见于东汉以来的汉译佛

典
,

表示以一套身体动作向佛行礼致敬
,

如安世高

译 《佛说阿难问事佛吉凶经 》
“

精进奉行所受
,

朝暮

宇拜恭敬
,

燃灯斋戒不厌
。 ”

由于佛教在中国的广泛

传播
, “

礼拜
”

一词遂扩散到中土文献
,

且词义逐渐

泛化
,

可泛指其他宗教的
“

向神行礼致敬
” 「, ,

像上所

举古灵宝经中的
“

礼拜
”

用例即是如此
。

道经吸收佛教中其它宗教活动的词语如 忏

悔
、

持戒
、

供养
、

精进
、

礼忏
、

散花等
。

四
、

吸收源于佛经故事的词语

卖身供法
、

身投饿虎
、

割肉怡禽
、

质致妻子
、

以

头施人

天尊曰
“

夫如此辈
,

有何限量 或卖身供法
,

或身投饿虎
,

或割肉怡禽
,

或杀身施虫
,

或质致妻

子
,

或以头施人
。

诸如此例
,

终劫说之
,

亦不可尽
,

说亦无穷
,

所以者何 一切是辈
,

并是得道真人
,

共

作视见
,

劝化愚蒙
,

身不复痛
,

了见人理
。 ”

《太上洞

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 》

按 上例中
, “

卖身供法
、

身投饿虎
、

割肉怡禽
、

质致妻子
、

以头施人
”

等都是缘于佛经故事的词

语
。

其中
, “

卖身供法
”

的原型是
“

萨和檀王以身施

婆罗 门作奴
” “

割肉怡禽
” ,

源于萨波达王割牌肉鹰

口救鸽的故事 ③ “

身投饿虎
” ,

源于能仁菩萨 即通

常所说的佛 为众生故而投身喂饿虎的故事④ “

质致

妻子
”

的原型是
“

修楼婆王为闻一揭舍所爱妻子
” ⑤

“

以头施人
”

的原型是
“

大光明王舍头施婆罗门
” ⑥

。

表面上看来
,

这些故事所写的似乎是不相同的人做

了不同的善行
,

但实际上都是佛的前世宿行
,

东晋

失译人 《佛说菩萨本行经 》卷下说
“

佛言
`

我为尸

昆王时
,

为一鸽故割其身肉
,

兴立誓愿除去一切众

生危睑
。

摩诃萨睡太子时
,

为饿虎故放舍身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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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灵宝经
”

中的佛教词语

须大擎太子时
,

二儿及妇持用布施 … … ” '

语有时没法表达某些概念
,

在这样的情况下
,

直接

古灵宝经对佛教词语的借用之所以主要体现 借用佛经翻译过程中创造出的词语是一种比较方

为以上几种类型
,

这与其救济十方诸天人民的大乘 便的做法
。

因此
,

可 以说
,

为了表现其大乘思想
,

是

思想有关
。

为了表现这样的思想
,

所用的词语会涉 灵宝经所体现的佛道混合物这样的语言面貌产生

及宗教观念
、

宗教活动等诸多方面
,

而汉语固有词 的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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