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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佛经修辞妍究的
回顾与前瞻

An Overview of the Study ofRhetoric of
Chinese-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s

曾昭聪
(ZENG Zhaocong)

摘要

汉译佛经修辞研究是很有意义的。通过全面考察大陆与港台及海外地区
的相关研究可W发现，到目前为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辞格及语体风格方面。
汉译佛经修辞研究还需要继续加强。

Abstract

The study of rhetoric of Chinese-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s is meaningful.
This is an overview of the subject based on works produced in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It is found that hitherto most studies concentrate on literary
figures of speech and styles of writing. It is obvious that the study of rhetoric of
Chinese-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s has to be strengthened.

佛经自东汉时传入中国，深刻地影响了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对佛经

的研究，文学研究学者措意较多，成果已经不少；就语言研究来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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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侧重佛经音义、词汇、语法及俗字研究；而大体上属于语言研究范畴

的修辞，研究成果则较为少见。翻开一部〈仁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袁

焊2000)，情况并不令人乐观，因为其中并未介绍汉译佛经修辞的研究论

著。另外，从〈佛经语言学的研究现况〉（竺家宁1987)、《佛经文献语

言研究论著目录(1980-2006)))(帅志嵩等1980-2006)。两种文献来看，
有关修辞研究的论著也很零星。'事实上，汉译佛经不但自身讲究修辞，

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方面发生了重要影响。对其进行研究，不但
可明了汉译佛经本身的各种修辞现象，也可进一步考察它对于中国传

统文化的影响，进一步了解中国修辞史和修辞学史。
鹏梳整理，我们还是发现一些相关研究成果，现综述如下，lil期推动

汉译佛经修辞的研究。

一、’汉译佛经本身有关修辞的论述及
译经对修辞的要求

"藏经"一词，在中国出现的时间约为南北朝。-藏"，是梵文箱子、

售等词汇的意译；-经"，亦从梵文转译，原意为用一根绳子贯穿花瓣。
佛教僧人借此比喻收集释迦牟尼的教诲，永不散失（李际宁2002: 43)。由

此亦可见佛经必然使巧多种修辞^^劝化众生。

后秦鸠摩罗什译效少法莲华经》卷一："舍利弗，未来诸佛当出于

世，亦^^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而为众生演说诸法。

……是诸众生从佛闻法。究竟皆得一切种智。" 2

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兰十五："问曰：诸鈍根者可为
喻，舍利弗智慧利根何为喻？答曰：不必纯根为譬喻。譬喻为庄严议

论，令人信著故。五情所见UA喻意识，令其得悟。譬如登楼，得梯则易

上；复次，一切众生著世间乐，闻道、得涅藥则不信不乐，是故，眼见
事喻所不见。譬如苦药，服之甚难，假之蜜，服之则易。"

北凉县无纖译〈化般涅藥经》卷二十九："佛言：善男子，喻有八
种：一者顺喻，二者逆喻，兰者现喻，四者非喻，五者先喻，六者后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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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者先后喻，八者遍喻。"

据孙昌武考察，"专口 ‘譬喻’立名的经典，汉译现存多部：有题

为吴康僧会所出《旧杂譬喻经》，题为支类迦纖所出〈炼譬喻经》，失译

〈澡譬喻经），比丘道略集、鸠摩罗什译〈澡譬喻经》（有异本〈欲经撰杂
譬喻经>〉），僧迦斯那撰、南齐求那邮地所出〈馆■句譬喻经）即〈府喻经》
等。又西晋法炬、法立所出《法句譬喻经）是解释偈颂‘法句’的，同样

譬喻故事为主要内容。上述‘譬喻经’中前两部从译语和译文风格看均

不像是康僧会或支类迦纖所出，但它们早期传人中止则是可[肯定的。见

于资料记载的〈譬喻经）的名目还有很多。……除了这些名为‘譬喻’的

经典之外，还有两种经典亦属同类。一种是单本譬喻经，如《箭喻经》、
〈炼女蓄婆经）等。周叔迦论《天尊说阿育王譬喻经）说：‘东晋佚名译。
按此经所记，率取故事证嘉言，约如我国〈御诗外传》体例。凡十二则
……大率取譬浅近，引人飯信，与練宝藏经}、〈巧喻经）等，殊途同
归。取此种经典，与六代《搜神记）、I颜氏家训》诸书互相辜较，天竺
思想影响中王程度，亦可窥一二矣。’另一种是别有标题的譬喻故事集，
如题为支谦译〈濃I集百缘经），姚秦竺佛念译《出曜经），马鸣撰、鸠摩罗
什译〈化庄严论经），北魏慧觉等译(锻愚鐵，北魏吉迦夜共县曜译〈澡
宝藏经)〉等"翊、昌武2001:1)。

佛经本身即注重修辞，佛经汉译过程中同样注重修辞。

佛经的翻译，需在译场中设有译主、证义、证文、书字梵学僧、笔

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等九职，通称译场九位。南朝陈真i帝《阿昆
达磨俱舍释论序》："今既改变梵音，词理难卒符会。故于一句之中，循
环辩释，翻覆巧重，乃得相应。"态度非常慎重。

季羡林劍弗经的翻译与翻译组织）指出："因为汉文和梵文及中亚
这些古代语言都是很难掌握的，从外国来华的和尚想要翻译佛经，必须同
中国和尚或居±合作才能胜任。僧祐《出兰藏记集》卷一说：‘或善胡义

而不了汉旨，或明汉文而不晓胡意。’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梁高僧传》
卷一《维祇难传》说：‘时吴±共请出经。难既未善国语，乃共其伴律
炎，译为汉文。炎亦未善汉言，颇有不尽。志存义本，辞近朴质。’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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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楼迦纖传》说：‘（安）玄与沙口严佛调共出《法镜经)。玄口译梵文，
佛调笔受。理得音正，尽经微旨。部匠之美，见述后代。’……这里说的
也都是这种情况"（季羡林2007; 143) 0这种合作翻译的最后一步工作必
然是涧色修辞。

唐道宣〈媛高僧传》卷四："论曰：观夫翻译之功，诚远大矣。……
至如梵文天语，元开大夏之乡；鸟迹方韵，出自神州之俗。具如别传，曲

尽规献，遂有饶幸时誉，叨临传述，逐转铺词，返音列喻；繁略科断，比
事拟伦，语迹虽同，校理诚异。自非明逾前圣，德迈往贤，方能隐括殊

方，用通弘致。"他认为，把梵文（包括西域诸国的语言）这种中国人原

不熟悉的"天语"流传的佛经译成汉文，"不仅涉及语意本身的对译，还
要使翻译出来的汉文符合汉语的修词（辞）方法和语言习惯，使翻译出来
的佛教的教理教义大体符合当时中国人宗教的或伦理的观念，W便被中国

信众所接受。这种翻译无疑是一项‘明逾前圣，德迈往贤’的艰苦的再创

作，它包容着中国文化深厚的底蕴"（李富华、何梅2003: 19)。这种再创

作性质的汉译佛经中的修辞无疑值得我们深人探讨。

二、20世纪40年代之前的汉译佛经修辞妍究

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在"翻译文学之影响于一般文学"之第二

点"语法及及文体之变化"指出："吾辈读佛典，无论何人，初展卷必生

一异感，觉其文体与他书迴然殊异，其最显著者：（一）普通文章中所

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佛典殆一概不用（除支谦流么译本）。

(二）既不用拼文家之绮词佩句，亦不采古文家之绳墨调。（兰）倒装句

法极多。（四）提挈句法极多。（五）一句中或一段落中含解释语。

(六）多覆牒前文语。（七）有联缀十余字乃至数十字而成之名词。——

一名词中，含形容格的名词无数。（八）同格的语句，辅排叙列，动至数
十。（九）一篇之中，散文诗歌交错。（十）其诗歌之译本为无韵的。凡

此皆文章构造形式上，画然辟一新国±。质言之，则外来语调之色彩甚浓

厚，若与吾辈本来之‘文学眼’不相习，而寻玩稍进，自感一种调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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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梁启超2001: 198-199)。所谓"文体之变化"其实就是结构、语体

风格和表现风格的修辞。

胡适《白话文学史》在谈到佛经韵散兼行对中王文学的影响时说:
"印度的文学有一种特别体裁，散文记叙之后，往往用韵文（韵文是有节

奏之文，必一定有韵脚）重说一遍。这韵文的部分叫做‘偈’。印度文学

自古来多靠口说相传，这种体裁可^>1帮助记忆力。但这种体裁输人中国

后，在中国文学上却发生了不小的意外影相。弹词里的说白与唱文夹杂

并用，便是从这种印度文学形式得来的"（胡适1996: 129) 0

关于风格上的"华梵结合、韵散兼行、雅俗共赏"的行文体制，胡适
说："这样伟大的翻译工作自然不是少数滥调文人所能包办的，也不是那

含糊不正确的拼偶文体所能对付的。结果便给中国文学史上开了无穷新意

境，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新材料和新意境是不用说明的，

何[有新文体的必要呢？第一因为外国来的新材料装不到那对仗拼偶的滥

调里去。第二因为主译的都是外国人，不曾中那拼偶滥调的毒。第兰因为

最初助译的很多是民间的信徒；后来虽有文人学±奉敕润文，他们的能力

有限，故他们的恶影响也有限。第四因为宗教的经典重在传真，重在正

确，而不重在辞藻文采；重在读者易解，而不重在古雅。故译经大师多

‘不加文饰，令易晓，不失本意’相勉。到了鸠摩罗什，译经的文体大定，

风气已大开，那般滥调的文人学±更无可如何了"（胡适1996: 115)。

关于结构，陈寅恪谈到："佛典制裁长行与偈颂相间，演说经义自然

仿效之，故为散文与诗歌互用之体。后世衍变既久，其散文体中偶杂诗

歌者，遂成今日章回体小说。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

日之弹词"（陈寅恪1980: 185)。

关于结构和表现方法，胡适又曾指出："《华严经）末篇〈从法界品》
占全书四分之一(上，写善才童子求法事，过了一城又一城，见了一大师

又一大师，遂敷衍成一部长篇小说……这种无边无尽的幻想，这种‘瞎嚼

姐’的滥调，便是樹神榜》‘兰十六路伐西岐’，勉游记》‘八十一
难’的教师了" 湖适1996: 143-144)。

另有陈竺同〈汉魏六朝之外来譬喻文学〉对中古汉译佛经之譬喻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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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一些研究（陈竺同1940)。

前人研究相当深入而且具有创造性，给后人的汉译佛经修辞研究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吉、20世纪80年代来的汉译佛经修辞妍究

(一）大陆地区的硏究

(1)总、体硏究

骆小所〈略论佛教文化对汉语修辞学的影响〉认为，汉民族是一个很

开放的民族，它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来丰富和发展自己，汉语的发展也是一

个L义汉民族语言为主体，而又融合周围少数民族语言因素的一种非单质语

言，同时它也不断吸收佛教文化，使自己发展为一个完善的整体。汉语修
辞的发展由于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促使了汉语修辞学文体的发展，由于受

佛教文化的启示，人们用修辞格来达到"传屯、"的功效，同时，由于受佛

教文化的影响，促使了语音修辞的发展，创造了声律美（骆小所2001: 2)。

陈光磊、王俊衡《中国修辞学通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第兰

章是"佛经传译与名理玄学的修辞思想"，下分二节："佛经传译中所引

发的修辞论"、"名理玄学中的修辞论"。第一节下有一部分内容：译文
"信达雅"的滥赖、从传译经文的"五失本"等论说深化"文质"关系和

语言风格的探讨、辞语的增损简约与旨义的关系（陈光磊、王俊衡1998)。

这在相关修辞学史著作中是很有突出贡献的。

上两种论著涉及面都较宽，但都过简。另外，孙昌武《汉译佛典翻
译文学选》是一部汉译佛典翻译文学的选集，同时加上了疑难词语的注

释，对于佛典文学的普及与传播功不可没。尤为可贵者，该书在前言中对

汉译佛典的文学语言、文体、行文体制、文学体裁、构思和表现方法进行

了简明扼要并相对深刻的叙述（孙昌武2005) 0

(2)修辞格妍究

汉译佛经中采用了大量的修辞格。目前大陆地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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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修辞格。

孙昌武〈奴译佛典翻译文学选》："佛典里大量使用幻想、夸张的构

思方式；使用神变、分身、幻化（化人、化物、化境）、魔法、异变（地
动、地裂、大火等）、离魂、梦游、人冥（地狱）、升天、游历它界（龙
宫、大海等）等等情节；更多用比喻修辞方法。《大涅藥经）里提出八
种：‘喻有八种：一者顺喻，二者逆喻，兰者现喻，四者非喻，五者先

喻，六者后喻，屯者先后喻，八者遍喻。’接着对它们举例作了解释。
(大智度论》又指出‘譬喻有二种：一者假为喻，二者实事为喻’。这即
是所谓‘假喻’和‘实喻’。特别常用的还有所谓‘博喻’，即并列多种比
喻。这些在具体作品里触目皆是，就不烦列举了"谢、昌武2005: 18) 0

关于譬喻经，孙昌武还说到："利用譬喻可兑是佛典表现上的一大
特色。……各类经典既是广泛利用譬喻手法进行说法，又包含着众多的譬
喻故事。就实际形态而言，许多经典都可视为广义的譬喻经"（孙昌武
2005: 245-246)。

吴海勇《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第一章在谈到"譬喻"时说:
"汉译佛典之‘譬喻’，内涵丰富，它包括现代修辞学所说的譬喻，因明兰
支中譬喻支的例证，及九分数、十二品经中的阿波陀那等兰种。‘譬
喻’ 一词所[能摄此兰义，与‘譬喻’在汉语文化中的义界语用有关。检
阅秦汉典籍中的‘譬喻’文句，大致可将‘譬喻’分为修辞的譬喻，例证
的譬喻，及寓言或故事的譬喻等兰类。‘譬喻’如是兰义对佛经譬喻的
兰种内容适有对应之处"（吴海勇2004: 33)。

梁晓虹〈汉译佛经中的"比喻造词"〉从词汇学的角度对其中的比喻
造词进行了专口的研究。文章分"本体+喻体式造词"和"借喻造词"两

个部分对汉译佛经的比喻造词法进行了归纳分析，并阐述了这些形象化造
词法在传播佛教教义方面的效用及其对汉语词汇的影响（梁晓虹1991) 0

另外，梁晓虹（1991、1993)亦是谈这一问题的专口之作。
陈兰香〈佛经词语中的比喻造词及其美质〉谈到，比喻造词是修辞学

造词法中运用最广泛的方法。修辞学造词法是指造词所用的原料是借助于
词语表达出来的形象特征和各种艺术手段，方法是修辞手法的造词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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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造词则是指因比喻的运用构成的从内容到形式统一、完整的新词。……

佛经中各种比喻很多。从词汇学的角度审视，佛经中因用比喻而创造了大

量的新词语，构马了佛教词语形象生动、隻永含蓄、意蕴丰富的显著审美
特质。因此，该文从比喻的四要素在运用中"现""隐"的不同情况所产

生的不同表达方式出发，将佛教词语中比喻造词分为明喻、隐喻、借喻兰

类并举例做了讨论（陈兰香1999)。

由上文献已可见汉译佛经中的譬喻研究已经比较深人。

(3)语体风格与语言风格巧究

汉译佛经的语体风格与语言风格非常特殊，在多个方面与中止文献作

品的风格大不一般。学者们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其一，关于汉译佛经文体多[四字为主的修辞现象研究。汉译佛经文

体多lil四字为主，日本学者早揭此秘。国内学者中，孙昌武《佛教与中国
文学》亦曾述及（吴海勇2004: 231)之后朱庆之、俞理明、吴海勇、陈文

杰先后从不同角度对这一现象的成因作了研究。

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考辨：从东汉末年的安世高、支

类迦纖二人的译经中已可见这种四字文体的影子，到《中本起经）、《修

行本起经）等，四字文体已相当成熟。此后，"四字格"便成为汉译佛经

主要文体形式。关于译经四字文体成因，朱庆之提出此系当时译经者受佛
典原典偈颂文体影响所致（朱庆之1992: 12)。

俞理明《佛经文献语言》认为：汉译佛经中的偈颂五言为主，这正
与当时五言诗体兴起的文学事实相吻合；而所谓汉译佛经四字文体特征指

译经中的散体而言，与原典中的散文部分相对应，因为先秦典籍中的诗歌
韵文(四字句为常，尤mm为最，至汉代大量使用四字句已成为一
种修辞手段，东汉时人已长于大段运用四字句叙事说明，(四字句作文，
己成为一种时尚。因此他认为汉末译师正是受当时这种流行的四字文体的

影响和启发，采用四字句来遂译佛经，使行文句式修整，节奏鲜明，克服
了由于口头且语影响行文散漫的缺点（俞理明1993: 25-2%。

T敏《佛教譬喻文学研究》3兼有这两方面的思考，她认为汉译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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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字文体成因有二：一为当时译经者骄体文风的影响，另一成因是由于佛

典基本上采用口诵的形式，佛经原可讽诵，译经者故此选用四言作为译经

的主要句式，因其句型短小，有节奏性，便于听、译、诵、记（了敏
1996: 572-573)。

吴海勇〈汉译佛经四字文体成因自议〉通过考察(上几位学者的著述
(本文(上有关朱、喻、了的叙述参考了吴的归纳），认为在汉译佛经四字

文体形成过程中，梵典首卢偈文体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部分译师对四字句

译文的选择，这一因素再加上四字文体本身的优势，最终使四字格上升为

译经的主流文体（吴海勇2004: 231-242) 0

陈文杰〈佛典文体形成原因再讨论〉认为，佛教初传东止时，与道教

诸家和各种方术关系非常密切，所佛典这种文体基本风格的形成，正是
受其时道教道家和各种方术著作直接影响的结果。虽然从形式上来说作为

道教道家和方术的文献和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文章文体的形式是一致的，但
就其对佛典翻译的影响来说，二者绝对不会是等价的。因为佛教东传时，
最早的佛教传播者的翻译者在汉地首先接触的和熟悉的肯定是在内容和思

想上都与之密切相关的道教道家和方术的各种文献，而绝对不会是皇帝的
诏书、《汉书》的"赞"等其他文体，所00利弗经这种文体更有可能是道

教道家和方术等的文献（陈文杰2001)。

lil上讨论比较深人。我们认为各家说法应综合考虑，佛经文体多四
字为主这一风格应是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

其二，关于汉译佛经语体的特殊性研究。汉译佛经的语体该如何定

义？它的特征是什么？朱庆之认为，汉译佛经语言"是一种既非纯粹口语

又非一般文言的特殊语言变体"，是一种"既不避俗也不避雅、而是雅俗
兼容因而比较接近曰语的特殊语体"（朱庆之1W2: 15、33)。关于汉译佛

经的文体特征，朱庆之认为有两大特点，一是刻意讲求节律，二是不押
韵，不求骄偶对仗（朱庆之19%: 11)。吴海勇《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
究》第四章"叙事分析"，分"语言风格"、"偈散结合"、"讲述体"兰
节。关于语体，书中例举了梁启超、裴普贤、顾随、张中行、孙昌武等观

点之后，对朱庆之观点表示赞许（吴海勇2004: 346-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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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兰，关于汉译佛经中韵散结合的结构模式，学者也作了较多的探

讨。

在谈到法句经时，孙昌武说："‘法句’ 单篇偈颂、或是两个或两

个Uj[上的偈颂组合来宣说佛义，这是一种训喻警句的体裁……如果说有诗

意，主要体现在所述某些道理具有韵味和多用比喻、象征等诗歌常用的表

现手段上。另外就是译成汉语采用T ‘诗’的形式。但‘法句’并不遵循

严格的诗歌格律，主要是翻译时采用了诗的句式（字数、段落整齐的五言

或四言体，常常是四句一段），但并不注意诗的节奏，押韵也十分自由"
(孙昌武2005; 386)。

关于偈散结合的结构，吴海勇《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第四章
"叙事分析"对其进行了深人研究。他认为，佛经偈散结合乃是渊源有自。

偈颂作为可歌可涌的诗体，普遍存在于古印度社会；后出佛经保持偈散结

合的叙事方式，正是对古印度文化与原始佛教两个大小传统的承袭（吴海
勇2004: 369-381) 0

其四，关于梵文佛教语言对汉译佛经修辞的影响研究。普慧〈天竺佛
教语言及其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认为：佛教语言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方

言学，它有着自己独特的语音、词汇、语法、修辞形式及特殊的语言观。

佛教输入中国后，对中国语言学产生了极为深刻和久远的影响，尤其是在

音韵、词汇、修辞及语言观方面。就修辞而论，"梵文佛教语言在语法

上，长句、完整句为主，文饰辞彩，逻辑谨严，句子结构沉重，而且重

复较多。……梵文佛教语言这种重视修辞的观念，适应了佛陀说法、传教

的要求。如佛陀说法时就采用拟音手法，模拟自然、鸟兽、乐器声音等积

极修辞手法加强语言的表达力度；又佛典比喻类的语汇极为丰富，如叶落

归根、梦幻泡影、电光石火、香象渡河、恒河沙数、味如嚼蜡等等，增强

语言的艺术感染力。"总之，他认为，"汉语佛教语言还继承了天竺佛教

艺术修辞（或称积极修辞）为主的修辞体系，充分运用了比喻、比拟、

夸张、象征、示现、描幕等引起想象和联想的修辞手法及呼告、设间、反

问、排比、感叹、反复、层递等引起情感的手法，增加了佛教语言的表现

力，由此营造出T神圣的宗教气氛和境界，给人们[神秘、神圣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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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慧2004) 0

这也是从多个方面对汉译佛经语言风格所作的探讨。

其五，关于汉译佛经中的套语研究。陈开勇〈佛教广律套语研究〉认
为，虽然部派佛教广律套语是正统的宗教文献，但它同时也是口头叙述文
学。佛教广律作为口头叙述文学的一人重要标志是它存在大量的套语，这

些套语在不同的部派广律中的使用有同有异（陈开勇2004)。

其六，还有的论文虽非专口讨论汉译佛经的语言风格，但其中相当多

的内容牵涉到这一问题。普慧〈佛典汉译及汉译佛教哲学对中国古代诗学

的影响〉谈到，依照汉语语式和习惯，运用汉语中对仗、谐音等修辞手

法，达到与原文"对等翻译"的效果。重直译和重意译，导致了译体文风

的转变，前者文风朴实质直，"贵本不饰"，"正而不艳"；后者"文约而

诣，旨婉而彰"。还有主张调和折中直、意二译，力求避免偏执一隅的观
点，响应了自先秦^^来中国文学批评长期强调的"文质统一"论。从中国

僧人对"翻译"一词的理解看，即有文质并重的意义。-译"，"释也，

交释两国。"-翻"，"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

"译"重释义，故尚质；"翻"重修辞，故崇文。"翻译"合二而一，则
文质彬彬（普慧2005)。

(4)修辞学史研究

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末年开始，魏晋南北朝时进一步发展，到唐

代臻于极盛，北宋已经式微，元后则尾声了（马祖毅1999: 94)。在这些

翻译活动中，出现了不少翻译理论，其中相当多的内容与修辞有关，西晋

竺法护提倡"辞质胜文"的翻译风格、东晋道安的"五失本"、"兰不易"

翻译理论、慧远的文质"厥中"理论等等，都与修辞有密切关系。

王铁均《中国佛典翻译史稿》是首部汉译佛经的翻译理论为纲写作
的一部著作，虽问题尚多，但对于佛经修辞学史有一定的研究。例如，佛

典翻译史上的雅正、文质之争，由来已久。支谦译经，反对汉代来安世

高、支类迦纖译文尚质之偏向，主张尚文尚约。支谦译经，重文丽且好简

约，虽对译文极尽美巧与地道之追求，避免前人旧译质朴有余而文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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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之尴尬，但却犯了译家的大忌，未能谨守务求信实的翻译原则，W致颇

受"直译派"的攻斤。赵政反对支谦译经时"嫌胡言方俗，而改适今俗"，
但是"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大可不必改适今俗，译经者责任即在传事

"尽"而已，不该自作解人，更不应自行其是。另一译家慧常所持观点

相同。他们都W上古典籍为例，UU正传世同样在千年(上的佛经亦是"其
文朴质"，译经时如果文丽其辞，有哗众取宠之意。因此，佛典翻译时须

求"质"求真为最高宗旨。王铁均指出：所谓西方佛典如同中国上古典
籍"其文朴质"，实属想当然耳！殊不知印度文体自古辞句华丽，经中偈

颂皆可吟唱。如果一味强调译典须质直古拙，则难免"辞朴而义微，言近
而旨远"（王铁均2006: 34J6)。"直译派"对支谦的攻斤，可谓过犹不
及。

虽然支谦未能谨守务求信实的翻译原则，但《中国佛典翻译史稿》并
不因此而抹杀支谦译经的功劳，王铁均进一步指出，"但观中国佛经翻译

史，从质朴向文丽发展，乃是方向，是趋势，亦是必然。尽管后来者对支

谦译经不无微辞，却难否认支谦译经实开清丽飘逸之新风。又，支谦译经

强调‘少胡言’，其译本有‘善妙方言’之誉，即尽力使译文译辞汉他，
或曰本±化，使闻者亲切而又易懂……是梁启超言‘故后此佛学特盛于
江南，谦之功也（王铁均2006: 36-37)。比较中允。此书虽翻译史为

名，但实际上也可兑是修辞学史研究。除此外，熊宣东〈论中国早期
的佛经翻译原则〉、徐江仲国古代翻译的"文""质"之争〉也都进行
了这一有关修辞学史的研究。

(5)汉译佛经对后代文学创作修辞的影响研究

关于偈散结合的结构对后世的影响，孙昌武指出："这里（按，指陈

寅恪〈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没有提到，佛教俗讲形
成了讲经文；进一步发展出变文、押座文、缘起等一系列讲唱文体。这些
文体不但借用了佛典韵、散结合的形式，起初所讲内容也多取自文学性较

强的经典。明代又发展出说唱文学样式宝卷，也是典型的佛教文学体裁。

这样，佛典翻译文学特别直接推动了一些民间说唱文学样式的形成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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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孙昌武2005: 17)。

关于譬喻经对当时和后文坛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孙昌武说到：

"譬喻经对当时和后文坛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六朝志怪

小说里有许多故事是借鉴了譬喻经的。后来更有不少譬喻故事的情节被文
人创作所借用。例如柳宗元的寓言文在结构和写法上就显然借鉴了譬喻
经"（孙昌武2005: 250)。

关于偈颂形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孙昌武在说到"法句经"时谈到，
"单纯从文学角度看，‘法句经’作为‘诗’的艺术水平并不高。特别是

早期译作，语言、形式都显得过于拙朴。但它们作为特殊的韵文作品对中

王诗歌史的影响确也是不可忽视的。从六朝时期起，各时代都有文人写作

模仿‘法句’偈颂的作品。而《法句经）作为一种哲理诗，其内容、写法

和格律首先直接影响到佛口内部的诗颂创作和僧、俗佛理诗的写作，包括

唐代著名的王梵志、寒山诗及影响深远的这一体诗的创作；另一方面，中
±文人诗歌创作中的哲理化、散文化倾向也和‘法句经’及其影响下的佛

口诗颂创作有相当大的关系。至于这些作品在语言、典故等方面所提供的
借鉴更是十分明显的"（孙昌武2005: 386-38力。陈允吉〈中古走言诗体

的发展与佛偈翻译〉通过对走言诗与偈颂关系的考察深人研究了佛经传译
对中王文学影响的一个案例（陈允吉2004: 327-347)。

关于汉译佛经的语体风格对后世文言的文体的影响。马祖毅说："如
前所述，玄类的译文，运用六朝[来‘偶正奇变’的文体，但又参酌梵文

钩锁连环的方式，融合成一种‘整严凝重’的风格，自有独到之处。而前
此暮无纖译〈巧;般涅藥经），清新和美的笔调，演回旋紫纤的胜义，使
人读后如饮醒醜，非终卷不能自已"（马祖毅1999: 175)。马红军、卢颖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翻译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谈到，佛经翻译是古
汉语同印欧语之间的一次大规模语言接触，对汉语和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

影响。该文佛经翻译的"文"、"质"议题为切人点，重点分析了魏晋

南北朝时期的直译、意译原则，指出佛经翻译在声韵、白话倾向、意象意
境等方面促进了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马红军、卢颖2005)。

另外，李嘉言（198力《佛教对于六朝文学的影响》、孙昌武（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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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中国文学》、蒋述卓(1990)《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都牵涉
到这一问题。

(二）台湾及海外的妍究

台湾及海外有关汉译佛经修辞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台湾，海外只有日本
少数学者从事相关研究。

(I)单部佛经修辞妍究

关于《劝发菩提必集》的修辞特色研究。《劝发菩提也集》是唐代法

相宗第兰祖慧沼大师阐述"发菩提如，行菩萨道"的重要著作，吕妹贞

〈《劝发菩提如集》讲记（一)〉将其修辞特色概括为"文辞丰美，义蕴深
远"。吕妹贞说，"从古代译场之运作即可得知：译经是一件艰辛的事情，

而译作每每着重于信、达、雅兰方面；所参与译经者之外语能力与本

国母语的运用能力，不但需要充分呈显其义理思想，更要兼顾修辞艺术。
而现今从事佛典研究，往往因着重义理或梵己原典的探讨，而忽略汉译佛

典之地位及修辞风格，从《劝发菩提心集）中，更可看出其丰富多元的修

辞特色……"（吕妹贞2005)。有关《劝发菩提心集》修辞的具体研究，
见其〈續沼〈劝发菩提也集〉研究》。该论文第四章是"〈〈劝发菩提必集》

的修辞特色"，共分六节：分别是"广取诸譬喻，赞叹菩萨德——譬喻"、

"映衬相形，文文更鲜明——映衬"、"援引诸经论，劝发菩提心——

引用"、"云何而发起，无上菩提必——设问"、"显扬大乘行，言简而

义赎——析字"、"排比化势，理达而深刻——排比"（呂妹贞2003:

95-148)。对该经的各种修辞格进行了深人研究。

另外，杨雅惠镑义煌本〈维摩诘经讲经文〉研究》第六章与修辞研究
有关。该章处理维摩诘经讲经文之修辞，了解此讲经文所用修辞，再与维

摩诘经之修辞比较，藉此看出佛经与讲经文修辞运用之异同，并探知佛经

与讲经文表现的文学差异（杨雅惠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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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佛经譬喻修辞妍究

台湾的汉译佛经修辞最为深人的部分也还是在譬喻研究方面。

了敏对佛经譬喻深有研究，曾撰有〈譬喻佛典之研究——撰集百缘

经、贤愚经、杂宝藏经、大庄严论经〉（T敏1991)。在劍弗教譬喻文学

研究》（了敏19%) —书中，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认为佛教譬喻文学，

主要是指十二分教中具有阿波陀那(avadana)内容的经典。但阿波陀那梵
文的本义非是"譬喻"，但中文却意译为"譬喻"。再者译为"譬喻"的梵

文，除了阿波陀那之外，还有修辞学上的譬喻，及因明兰支中譬喻支的

"喻"。因此如何界定譬喻文学的内容与范围是研究此一领域首先要解决的

问题。根据T敏本人的综述，该书主要论点是：

其一，"观察阿含和律部的譬喻故事，是^>1阿波陀那为主的，阿波陀

那本身并没有譬喻的意思，它在阿含藏中最初的意义是记叙‘伟绩鸿业’

或‘宗教的或道德的伟大行为’的故事或传记的经典。也就是说阿波陀那

是佛教圣贤的传记——佛及大弟子、大居±的事迹为主。因此它是

‘譬喻’——现在的圣贤事迹；也是‘本事’——过去的圣贤事迹（如屯

佛譬喻、长寿王譬喻）。又逐渐地阿波陀那由叙述现世的伟绩鸿业，而追

溯问到这些圣贤何成就的前世因缘，于是譬喻与本生相连结，业的观念

’浮现出来，形成‘譬喻本生’的形式。"
其二，"在律部中，最先常是为阐明制戒的因缘而说到阿波陀那的故

事，因此譬喻与因缘相结合而成‘譬喻因缘’。又由于律的作用侧重在止

恶上……于是UA因果业报为主题，‘譬喻本生’为形式的阿波陀那大量

产生，成了根本说一切有部诸律典中阿波陀那的特色。"

其兰，"但在阿含及律藏中，阿波陀那都不是居于主角的地位，它只
是做为一段哲理或戒律的插话，也就是说它是例证的作用（也由于例证的

作用，它在中国被意译成譬喻二字），它是宗教教训的故事。"

其四，"当专口的阿波陀那经典的出现，最主要的内容特色，就是它

仍是宗教性的故事。但此时阿波陀那已成为经典的本身，而非如在阿含律

藏中的附属地位。全部是阿波陀那故事的譬喻经典，如汉译的撰集百缘

经，法句譬喻经、贤愚经等，在形式上几乎多少都仿照阿含经典的书写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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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而故事的内容，W业报为主的‘譬喻本生’最多；也有譬喻授记、譬
喻因缘的故事，也加入了民间的神话传说故事。"

liA上可谓对佛教譬喻文学的泉源与流变做了纵向的探索，可视为譬喻

文学的发展小史。此外，在横面上，从文学与宗教交涉的角度研究了佛教

经典中的譬喻词汇的用语及其所譬喻的哲理；从主题研究的角度分析譬喻
故事中所展现的几个特别的主题。……在文学上可谓具有独特性、多变

性、丰富性、及想象力的特性；从汉译譬喻文学的文字运用可见其译语及
句型特色。"综观本论文仍侧重在从经典研究的角度来研究佛教的譬喻文

学。所W在阿波陀那的发展小史上研究较细密深人。另一方面限于精力才

学，对譬喻文学的经典研究目前只做到小乘佛教为止，事实上大乘佛教中

也有阿波陀那的故事（如大智度论中），及充满了形形色色整个故事

为喻的譬喻故事，都是笔者应该进一步研究的范围"（T敏1997)。

可见其关于譬喻的研究已经非常深人，其中也有相当多的内容是有关
风格研究的。

此外，释纯因《汉译中阿含经譬喻之基础研究》同样也说到"汉译为

譬喻、喻说的梵语有兰类"（释纯因19%)。谭惠文《〈妙法莲华经〉譬喻

文学之研究）一文主要探讨了級少法莲华经）中的譬喻。其中第兰章主要
探讨譬喻的释义与发展、原则与方法、作用与限度并对佛典中常见的譬喻

主题作概括性探讨，第四章切割的方法分析織少法莲华经}譬喻的基本

型式，探知〈做法莲华经）包括王种类型的譬喻，第五章主要讨论級少法
莲华经）中譬喻与"一乘思想"、"久远释迦"、"方便思想"等中必思想

的关系，第六章探讨級少法莲华经}譬喻的特色及文学表现手法，用虚

数、巨数夸饰的修辞法等（谭惠文1997)。还有李玉珍〈佛教譬喻
(Avadana)文学中的男女美色与情欲〉（李玉珍1999)、林韵婷燦阿含

经譬喻故事研究》（林韵婷2005)、林崇安〈《法句经）的形成及其演变略

探〉（林崇安2004)等，都论述到譬喻。

W语体风格与语言风格妍究

王晴慧朝汉译佛典偈颂与诗歌之研究》第五章"六朝汉译佛典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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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与诗歌之关系"，分析、比较了六朝汉译偈颂与诗歌之关连性与影响，

归纳了二者间相互影响、彼此浸润的风貌所在；该章计分五节，首节主要

说明六朝汉译偈颂与诗歌间于形式上的相因相承；其后四节则由内容、修

辞角度、写作精神上，分别说明六朝诗歌中的"玄言诗"、"佛理诗"、

"山水诗"、"宫体诗"等，与汉译偈颂间的关系。第六章"结论"总结各

章之研究成果；将六朝汉译偈颂与诗歌的关连性，概括为几个方面：一是

形式上的会通；二是内容上的寝染；兰是修辞风格上的借鉴（王晴慧
1998)。

王晴慧〈浅析六朝汉译佛典偈颂之文学特色——(经藏偈颂为主〉，

该文第兰节"多变不拘的形式"实为汉译佛偈语言风格研究，下分S个方

面的内容。其一，特殊句式的开展（包括；1.开拓T中国文学表现形式

——齐散结合的新型态，2.跨越中国本±既有的文体结构——长篇齐言

的展现，3.结构自由，不拘一式）；其二，修辞上描述技巧之运用与讲求

(包括：1.譬喻，2.象征，3.排比，4.夸饰，5.写实）；其兰，典雅白话的

语言风格（包括：1.白话通俗，2.庄严典雅，3.异域色彩）（王晴慧
2001) 0对偈颂的语言风格及修辞格都作了深入研究。

刘芳薇《维摩诘所说经语言风格研究》从文体和语体两方面着手呈

现该语料的语言风格。论文第一章厘定语言风格学的范围并提出研究方

法。第二章首先从文体上分析《维摩诘所说经》四字节奏、诗歌散文交

错、同格语铺排等不同于汉语文章的风格特色。第兰、四、五章分别从词

汇、语法、句式分析《维摩诘所说经）在语体上呈现的风格。第六章，从

比较上显示语料的风格特点，选用了与本经相关的语料进行比较研究：从

同经异译看鸠摩罗什译笔的风格特点；与讲经文比较指出《维摩诘所说

经）进入民间文学后的风格流变；与《世说新语》比较(显示北方佛教集

团与南方±大夫集团的语言差异（刘芳薇1995)。

温美惠《华严经人法界品之文学特质研究）第五章分析T《华严经入
法界品》的文学形式，包括经文结构、叙事模式及语言特色，第六章就其

修辞风格加探讨，如譬喻使用的丰富、经文中几个使用频繁的"意象’
如"天雨香华"、-花"、"海"等意象究竟的深层意涵等（温美惠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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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汉译佛经修辞对后代的影响研究

荒见泰史〈汉文譬喻经典及其纲要本的作用〉介绍了汉译佛经里的譬

喻故事在中国的流传过程中，作为唱导时候用的文本、底本的作用（荒见

泰史2004)。另外如上文提到的王晴慧（7^朝汉译佛典偈颂与诗歌之研究》
(王晴慧1998)等也属这一类。

此外，对非汉译佛经（即中国本王所产生的佛经）所进行的修辞研究

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如欧阳宜璋（1994)、疏志强（2004)、焦赫梅

(2006)等，另外有关禅宗佛经修辞研究的论文还有一些，因非本论文讨

论范围，故不详述。

四、结语

上仅就笔者目力所及之论著作了分类举例，不免挂一漏万。不过，

由W上叙述已经可W看出：其一，有关汉译佛经修辞研究的面已经铺得比

较宽了；其二，有关汉译佛经修辞研究，已有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辞格和语

言风格研究；就辞格研究来说，相对又集中于譬喻研究。
上文分类举例所谈到的内容诚然是汉译佛经修辞研究的重点，但汉译

佛经修辞研究决不能仅限于此。我们认为，相关研究除了上述诸端之外，

尚可从多个角度继续进行，例如语音修辞、结构模式（如词序、语序、话

语衔接、插人语等）、汉译佛经修辞对后代禅宗修辞的影响、同经异译的

修辞风格分析、语体风格与表现风格、原始佛教语言及佛经原本（梵文及
西域诸国语言等）对汉译佛经修辞的影响、译经史上的修辞理论总结等。

另外，还必须指出的是，大陆和台湾的研究虽各有侧重，但台湾对汉

译佛经修辞研究似普及得更好，学位论文数量不少。同时，大陆地区相关
研究成果的作者大多不是专口从事修辞研究的学者，而古典文学研究者

和汉语史研究者居多。

汉译佛经修辞研究，对于修辞研究工作者来说，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它需要全体语言、文学乃至哲学、历史等学科的研究者们共同努力。汉译
佛经修辞研究是一块尚有待进一步开畳的±地，对其继续进行研究将会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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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修辞史和修辞学史的深人发展，功德无量！

注釋

1 本文&(这两种文献为线索查阅了相关论著，谨此说明并致谢。
2 本文所引佛经据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电子版〈化正藏》并复核纸质本。引

文后标明册数、页码、栏数、行数。
3 这一部分内容本应安排于"（二）港台及海外研究"，考虑到所研究问题的相关

性，故书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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