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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頓大字圖書館藏回鵑文《中阿合經》研究*

阿依達爾米爾卡馬力

已經刊布的回備文《阿合經》文獻皆譯自漢文，其殘片分藏在柏林、 巴

黎、聖彼得堡、京都、北京、敦煌等地 l。庄垣內正弘早期研究了京都大字

圖書館藏回鵑文《阿合經》固片， 其中包括 373 行組成的至今發現最長的《阿

合經》殘卷， 最近則研究了俄羅斯科字院東方字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阿

合經》片段。百清康義』于被德 ﹒玫默 ( Peter Zieme) 合作研究了柏林吐魯番

文獻中心所藏 20 件回鵲文《阿合經》殘片 ， 分三次發表。男外首濟康義還

單狙研究了巴黎固立圖書館和奈良市天理大字附厲芙理固書館藏《阿合經》

殘片。 張欽山先後研究了北京固家圖書館和北京大字圖書館藏品，最近則注

重刊布了敦煌莫高窟~t巨石賀新出的回懦文((阿合經》殘片。 以上已經刊布

的回鵲文《阿合經》文獻的編寺、儲存地、行教、尺寸、參考文獻等如下表

編哥 儲存地 行教 尺寸 經、卷 參考文獻

雜阿含種

S1 4bKr.183 聖很得堡 13 15 .4xJ 1.5 卷 l Shδgaho1998 

B53:J3 敦埋 2J+21 J 3.1x7.7 卷 7 張 2001 (a) 

ll x l 1.3 

N 書道博物 373 一丈 四尺 卷 2 1 、 22 庄垣內 1982、 2003

館 五寸

*本文的軍作帶到了京都產業大字庄垣內正弘教授的具体指導。 本文i軾的收藏單位美固普

林斯頓大半東軍圖書館 (The East Asian Library and the Gest Collec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開意刊布圓飯，該館 Martin J. Heijdra 教授給每7不少幫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1

1 另搪百濟康義交代，斯總哥你摩民族字t.w物館也藏有《另IJ譯雜阿合經)) (No.12- 1 5)、 《雄

阿合經)) (No.9-11)、 《中阿含程)) (No.I-8)、《增一阿合經)) (No.16)片斷(百濟 1990， p.l 06)。
此外革者最近考証出敦煌新出土標本 8157:25 和 8157 : 17 同樣為《阿合經》殘片，即轉刊

布。

2 í諸存地中“柏林"指“德固吐魯番文獻中心弋“聖做得堡"指“俄羅斯科字院東方竿研究所里

值得堡分所"、叫司回藏"指“羽田亨私人收藏回備文圖板"、“天理圈"指“天理圖書館"、“固

園"指“北京固家圖書館"、“北大園"指“北京大字圖書館"、“敦煌"指“敦煌研究院"、“有鄰

館"指“藤井有鄰館"。行教 A+B 指文獻正背面的文字、或指由兩小不同殘片組成的行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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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5473 柏林 21 15 x 17 .8 卷 22 Kudara, Zieme 1983 

U5402 柏林 26 卷 22 Zieme2000 

C57、 C57V 北大圍 30+30 13.2x24.8 卷 23、 24 ?長 2002

U3333 柏林 9+9 15.2x 20.4 卷 28、 29 Kudara, Zieme] 983 

K r. N797 聖彼得堡 38 15 x 13 卷 31 、 32 Shδgaiito 1998 

Ch/U3912+ 柏林 43 26.7x32.2 卷 34 Kudara, Zieme 1995 

Ch/U6179 16.3 xR 6.6 

SI Kr.l 161 聖很得堡 10 6.8x7 卷 41 庄垣內 2000、 2003

SI Kr.I 159 間上 43 14.5x28 卷 42 間上

SI Kr.I 164 間上 9 5.5x6 卷 42、 43 間上

U1864 柏林 23 28.5x [7.5 卷 的 Kudara, Zieme 1995 

K十 步 +K十 有鄰館 4+5 卷 50 庄垣內 1980、 1982

增一阿含程

U2068+Mz6 柏林 40+40 序品 Kuda悶， Zieme1995 

09b+U1436 梅恩誼

十 U1420

? 835 大谷 4 8.5x6.3 卷 l 間上

Ch/U8166 柏林 9 9.5x9.3 卷 l Kitsudo2007 

無編哥 固國 28+23 不詳 卷 l 張 1997

Ch/U6680 柏林 9 7.3x7.5 卷 的 Kitsudo2007 

K六步+K六 有鄰館 27+27 卷 24 庄垣內 1980、 1982

天理固 15 18.5x 18.5 卷 30 百濟 1986

B125:1 敦煌 96 67x25.7 卷 33、 34 張 20的

SI Kr.I 172 聖彼得堡 29 14x25 卷 37 庄垣內 1999、 2003

SI Kr.I 173 問上 11 +36 27x33 同上 間上

SI Kr.I 174 同上 8 7x7.5 間上 間土

SI Kr.I 175 同上 5 5x6.8 間上 開上

SI Kr.I 178 同上 2 13x6 間上 間上

SI Kr.I 186 間上 22+ 1 15x20.5 同上 間上

SJ Kr.I 187 間上 29 12x37.5 間上 間上

SI Kr.I 188 間上 1立 9.8x9.5 間上 間上

SI Kr.I 189 間上 9 11.5x8.8 間上 間上

K九步+K 九 有鄰館 24+19 卷 50、 51 庄垣內 1980、 1982

長阿合起

q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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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2Kr.18 聖彼得堡 22 卷 l 庄垣內 2000 、 2003

K r. IV298 聖值得堡 20 J5.1 x )2 卷 I Shδgalto1998 

B 157: 16 敦煌 15 卷 l 張 2003(b)

Ch/U7262 柏林 18 14.5x7 卷 2 Kuda悶， Zíeme1983 

Ch/U3913 柏林 32 28.5 x 25.2 卷 2 間上

U6026 柏林 17+16 15x13.5 卷 3 Kudara, ZiemeJ 995 

Ch/U6092 柏林 6 10x8.5 卷 4、 7 Kudara, Zíeme 1983 

7x6 

Ch/U6113 柏林 16 10.5x I 6.5 卷 7 間土

Dahlem III40 柏林 13 1 0.5 x a 6.3 卷 8 間上

Ch/ U7555 柏林 10 卷 2 1 間上

別譯雄阿含

種

218 巴黎 33+33 14.3x24 卷 l 百濟 1990

Ch/ U6345 柏林 13 12x 14 .6 卷 5 Kitsudo2007 

B 159 : 3- 1 、 2 、 敦煌 59 42.7)<25.9 卷 7 張 200 1 (c)、 2003(a)

3(背) 3.6xl 1.2 

3.8 x3.2 

U5486 柏林 24+25 15.5x 15.5 卷 13 Kuda悶， Zíeme1995 

B54: 14 敦煌 32 卷的 張 2003(c)

中阿合起

Ch/U805 1 柏林 25 24 x 19.5 卷 2 Kuda悶， Zíeme1 995 

無編哥 固圓 37+36 36x15 .3 卷 3 張 2000

H NO.22.2+ 羽田藏 16+16 卷 5 庄垣內 1 98J 、 .1982

H NO.22.1 

K七步 +K七 有鄰館 14+ 14 卷 7 庄垣內 1 980、 1982

H NO.27.2+ 羽田藏 4+4 卷 10 庄垣內 1 981 、 .1 982

H NO.27.1 

Ch/U6708 柏林 37 J5x3 1.1 卷 J 5 Kudara, ZiemeJ 990 

Ch/U6793 柏林 19 12x12.5 卷 15 間卜

H NO.19.1 + 羽田藏 10+10 卷 17 庄垣內 1981 、 1982

H No.19.2 

B54: 15 敦煌 21 卷 25 張 2003(b)

Ch/ U7209 柏林 10 15 .2x 1l.2 卷 27 Kudara, Zieme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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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8054 柏林 10 9.7x 1 0.3 卷 27 Kitsudo2007 

Ch/U8073 柏林 8 9.1 x9.2 卷 27 Kitsudo2007 

H No.2 1.1+ 羽田藏 16+15 卷 28 庄垣內 1981 、 1982

H No.21.2 

Ch/U6751 柏林 16 8.4x 12 .4 卷 30 Kitsudo2007 

Ch/U8115 柏林 8 17.9x [ü .1 卷 34 Kitsudo2007 

Ch/U6566 柏林 7 6.6 x J 1.8 卷 35 Kudara, ZiemeJ 990 

C01V 北大固 11 不詳 卷 44 早晨 2001(d) 

C16、 C16V 北大固 5(1)+7 8.4x4 .4 卷 44 早晨 2000 

H No.24.1 羽田藏 4 卷 49 庄垣內 1980、 1982

B52( 甲) : 18 敦煌 27+28 27.9x[5 .4 卷 5 1 張 2001(b)

無編哥 固圖 6(2) 不詳

卷 60 張 2000

Ch/U6232 柏林 5 14x4.8 卷 60 Kuda悶， Zieme1990 

這者近日偶遇普林斯頓大字東亞圖書館葛恩德收集品藏一頁回鴨文《阿

含經》殘卷。文獻編哥 Peald 6b Recto，尺寸高 20 盧米、 長 51 塵米， 共 55

行。 左下方有方紅印 2 小 、 圓紅印 1 小。 文獻卡片軍有漢字“敘利亞 (26)

五代"。 “敘利亞"可能指文字為敘利亞文，“五代"指其時代厲性。事實上該

文獻文字為回鶴文，非敘利亞文。 文獻用制造草体書罕，其正字法特卓有 t

和 d 不分、 q 字上面加兩忠、 n 字上面加一店、等元代特有特征。 宋代漢文《阿

合經》 中的“不語結住"在元代本中重復兩次“不"字，即“不不語結住"。 本文

第三行夾寧漢字“不不語"証明其原典為元代末，也証明本文獻時代厲于元代，

而非五代。

普林斯頓收藏的敦煌遺物不少都年張大千有閱，這一品已有字者提及。

此外，奈良天理圖書館也收有張大千|日藏品。 這可以張大千自署題跋中得到

驗鼠如在《敦煌遺片》第一H十中等到 :“西夏殘經葵未歲 得于敦煌石室 主

辰秋回裝成 蜀郡張大千" (百濟 1986， p .1 79) 。 “葵未"即為 1943 年， 當值

張大千在敦煌莫高窟模仿石錯壁面時段。 對于“敦煌石室"，榮新江認為應指

莫高窟北區的元代洞窟(榮 1996 ， p.20 8) 0 ((敦煌遺片》背面享有 1 955 年

天理教二代真柱中山正醬害贈的事宜，但如何以張大干落至此方則不得而知。

普林斯頓藏品被認為是張大千芝贈品。 巴雷特 (Judith Bullitt) 的文章中提

到獲贈者之一 Lo Chi-mei (Bullitt, p . 28) 。 此人又名 lucy Lo，她牟其丈失琮

斯 (James) 于 1 940 年在莫高窟進行照相作業時以張大干他獲得不少敦煌遺

物，并于上世紀 80 年代贈年普林斯頓大字固書館。 最近 ， 敦煌莫高窟北區

新出士的文獻表明，稍有部分文獻年張大千|日藏品有關聯，可能是張大千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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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北巨石窟中挖掘得到的(榮 2000， pp.178-180) 。我們懷疑此回鵲文

《中阿含經》斷片同樣為張大千獲自莫高窟北區的文獻。莫高窟北區出土物

皆為元代遺物，此文獻正字法和原本特征也句，此種假設相吻合。

經考証， 文獻系《中阿合經》 卷 23 穢品比丘詩經、 知法程和周那間見

經，是原文基礎上的選譯， 而非正文正諱， 這一店、年其它已刊布的回鶴文《阿

含經》文獻一致。 下面是對該殘片的拉T文轉寧、 漢文翻譯和注釋。 轉軍中

[ ]表示原文殘缺， 其括哥內的文字是根措漢文和文中相闋內容補充的。 ( ) 

內的部分是作者根掘上下文補加的。 轉等部分中的斜体字表示原文文字模糊。

漢文原典參考了《大正新修大藏經)) (第 01 冊 No.0026 ) 。譯文根搪回備文

內容， 年漢文原文不完全一致。漢文原文中黑体字表示其為回偽文中夾萃的

漢字， 主IJ線部分表示譯文節選部分。

1、轉等

。 1 ärip l ayïy küsüs-süz amranmaq saqïnc-sïz ärsär-l(ä)r. 如是不 ancu1ayu oq 

arur 

02 kir-1ig yorïy üz-ä kirigmämäk. ïsïrïq qosuy-ta turmamaq 不可比丘 2

irmämäk toyïn-1(a)r-

的 nïng irindi-sin toyïn yeniklämäk ucuz-lamamaq 不不語 ïsïrïnïp övkä qaqïγ 

kü I'li 

04 qïvïryaq-ïy üklitmämäk asmamaq[ . 不惡 ayïy küsüs-süz amranmaq 

saqïnè-sïz ärsär. män amrayur. 

的 män 01 kisi-1(ä)rig. 我為惡 a?u ayïy küsüs-lüg amranmaq saqïnc-lïy mu 

man az-u ayly 

06 k泌的﹒lüg amranmaq saqïnc-lïy ärmäz mü män tep 便求 。trü tiläyür-l(ä)r 

küsüs-

07 üg taryarγa1ï. 求字 tiläyür-l(ä)r ögrätin'gäli ayayuluq nom-ta. 以鏡照

08 k悅色ngü 臼z-ä käntü öz-1(ä)r-i körtüktä. ötrü körmis-i täg. 如是我為 ancu-3

09 ancu1ayu oq män. az-u kirlig yorïq ü z-ä kirigyükmü män. az-u kirlig yorïq + 
üz-ä 十 kirig-

10 mäyük mü män. 為訶比丘訶 a?u är däèi mü män 01 toyïn-1ar-nïng irindi-sin 

az-u 

11 irindi-lig toyïn-Iar-ïy yenik-Iädäèi mü 01 :: 知法經 vardaka sudur 拘舍彌

12 kavsambi-ta 雇師羅國 goosilaram sangram-ta 周那 èu I'lde 若有比丘作

1 ärip 前面有一字有被擦過的痕渣。

2 夾'Jff-漢字“不可比丘"中的“可"應為“訶"之誤荐。
3 此他木想等. anεulayu，但因地方不是 ， 只零了 ancu， 新起行接又完整的書零T ancula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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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13 是 an~ay l ymä bar toyïn-I(a)r muntay tep s缸- Iäy祉- I(的r 我知諸法 män

bildim 

14 nom-larïy qayu bilgülük-cä nom-l(a)r-ta incip yoqat~urçlum artuq saqïnc-ïy 

tep. 

15 incip 01 tüz-ün. I(ä)r köngü l-Iär-in~ä ayïy ar~uq saqïncïγincip turur. I(a)r. 女日

16 是 anèulayu oq ärür 靜訟 tütüs-lüg kärismäk qaqïy käk övkä 

17 [位]z-ä ägrikmäk. 不語結 ïsïrïq qosuy saran küñi 無惡欲 yoqat~urçlum

18 ayïy küsüs-üg ayïy körüm-üg tep temäk. 知彼賢 bilir-I(ä)r 01 tüz-ün-I(ä)r-

19 ning 不知諸法 bilmädin alqu nom- lar-ïy qayu bilgülük-cä nom-lar-ta incip 

20 [yoqatturdurn] artuq saqïnCïy ternis-in. 彼賢者心 。1 tü眩-ün-l(ä)r

köngül-l(通)r-

21 intä tuyurup artuq saqïncïy incip turrnaq üz-ä. 猶人 incä qaltï kisi-l(的r

22 bay ärmäz üz-ä käntü öz-i ögünü söz -läsär bay män tep. ymä ök yoq2 

23 ärip ögdir bolrnïs bal[ïqï] söz-läsär bar ögdir bolmïs balïq-ïrn 

24 tep. yänä yoq 訂ip yïlqii-sï qar-a-sï 若欲用時 birök islätgäle 

25 uyramïS öd-tä 而作是說4 incip rnuntay tep sözlämis täg 

26 心不向增伺 köngül-l(ä)r-i ölänrnäd in artuq saqïn己ïy alqmaq-qa. qalïsïz 

27 nirvan bulur-män temäk üz-ä. antay ymä bar toyïn-l(a)r muntaγtep 

28 söz lä[mäsär] 01 tüzün-Iär köngül-I(的r-intä tuyurmadïn ayïy artuq [sa]-

29 qïncïy incip [tururlar] 的t[rü] bar ärsär altun-ï k垃m[的-i]

30 incip islätgäli uyramïs ö[d-tä] 叫rü bar turur altun-ung kümüs-

31 üng. köng訓-l(ä)r-in öländürüp ayïy körüm tegli nomuy alqmaq-qa qali'sïz 

32 nirvan bulmaq üz-ä 周那間見經 sale kranbirvi sudur 又 sal ikranbir-

33 vi ymä ter 大周那 maxa èunde yertinèü-täki-l(ä)r alqu körüm-lär-ig 

34 tuyurmaq l'n incip [tuy]urur-l(a)r qaltï atqanur-l(a)r bar rn(ä)n tep 有壽 bar

yasay-lï 

35 bar isig öz bar yertincü tep. 云何如云何見5 nägüni bilmäk üz-ä nägü-ni 

körrnäk üz-ä 

1 antay 前面有一小字軍作 mUl!1tay，但也能看到 l 字的痕逝，書等者在此文字後面用“ ←"

符兮表示此文字無效。很明星書荐者首先寧為 mllnt叫 後認為此語不妥，想改成 mllnClllaY4

最後注銷， 改為 antaγ。
2 在第 23 行開頭也見重復書寧的 yoq。

3 i s lätgäli 後面書有 uy悶， 但用“←"符寺表示此字無效。新起行後完整地書霉了 uyramïs。
4 夾罕漢字“而作是說"前面有“所"字 ， 但抄字者似平認為“所"字為前一旬的慚旬娃，新句

以“而作是說"開始， 于是用符骨“ l、"表示此字無效。
5 “云何知云何見"用制造補零在間小回官告文詞語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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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kim bu körüm-l(ä)rig bolur öc前rgäli . bolur titip öngi üdrülgäli . incip kim 

37 adïn körüm-Iärig ulama:γalï täginmägäli I tep 若使諸 birök kim alqu 

nom-lar-ïy öcürüp 

38 alqïp qalïsïz qïlayïn tesär munï munculayu bilmäk üzä munï munculayu 

körmäk 

39 üz-ä kim bu körüm-Iärig bo layïn tesär öcürgäli bolayïn tesär titip öngi 

40 üdrülgäli incip kim2 adïn körüm-larig ulam的alï täginmägäli 當竿

41 incip ögrätin'gülük 01 ancan ancan quru1turmaq-ta 成就遊彼作是念

yangm 

42 bütürüp ärip olar muntay tep saqïnsa r-l(a)r3 män yorïdïm ancan4 

的 ancan qurulturrnaq-t[a] tep 不但是講rr損 täk bu oq ärrnäz ancan a自己an

44 qurul-turmaq.5 bu tört türlüg artuq köngül tegli közünür-tä mängilig ärg[叫

的行者從是起 yogacari-lar mundïrtïn turup incip yänä yanturu kälip 

46 anga 有四息 bar tört türlüg amrïlïp ozup qutrulup öng-tin öngi 

47 üdrülüp öngsüz-kä tägrnäk-I(ä)r yogacari-I(a)r rnundïr-tïn turup incip 

adïn-l(a)r-qa 

48 nornlap ~也有惡欲 adïn-l(a)r ayïy küsüs-lüg amranmaq saqïnc-lïy ärsär. män 

49 ayïy küsüs-süz arnranmaq saqïnc-sïz bolayïn tep. incip ögrätin'gülük 01 

ancan ancan 

50 qurulturmaq-ta 他有害意 adïn övkä üzä ämgätmäk köngül-Iüg ärsär 

51 män οivkä üz-ä ämgätmäksiz köngül-lüg bolayïil tep 他有殺生 adïn-l(a)r6

52 bar qïlsar yeel yorïq-ïy tep 他有增伺 adïn-l(a)r artuq saqïnc-lïy 

53 qarsï köngül-Iüg. u ud阿拉zä ängrikmis qutrunmïs kürägürmis baqrïnur-

54 mïs ärip incip se?ik-lig yangïlmaq-lïy ärsär män + se平ik-siz + 
yangïlmaq-sïz7 

55 bolayïn tep 他有瞋結 adïn-l(a)r övkä q。如γ-luy küni8 位z-ä

1 täginmägäli 用細革平行補零在 ulamayalï 右面。
2 kim 享7兩次，前一小 kim 因 k 字零得太祖而被擦掉。
3 saqïnsar 左勞用細進言T正為 saqïntï。

4 ancan 後面有 anc 三小字， 因為空間所限， 新起行發又等于一小完整的 ancano
5 qurulturmaq 在 43 行連萃，年此相反， 44 行中分享為 qurul f口 turmaq。此文獻常出現這
種不規范的書卒 ， 有時後面又進行修正。 如 34 行的 salikranbirvi 首先切分為 sale 和

kranbirvi ， 發現切分有韻後又訂正為 salikranbirvio
6 adïn-lar 前面有 yat“別人"、“生人"，後用符乎?“←"表示該字無效。
7 yangïlmaq-sïz 後面原為 sezik ， 後在 yangïlmaq-sïz 前面補加T sezik-siz ， 注銷7其後面

的 sezik。
8 küni 前面有另一小 küni ， 後書等者認為零睡不正禍 ， 進行了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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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翻埠

。1) ärip ayïy küsüs-süz amranmaq saqïnè-sïz ärsär-l(的r.
埠文: 如果有(人) 投有惠欲、 投有欲念的話...

原文: 諸賢。 何者薔語法。若有成就善諸法者。諸梵行者善語彼。 善教、 薔

詞。不難彼人。 諸賢。 或有一人不惡欲 、 不念欲。諸賢。 若有人不惡欲、 不

鑫籃堂。是謂善語法[057lc28]。

。1-02) 如是不 anèulayu oq ärür kir-lig yorïy üz-ä kirigmämälιïsïl叫 qosuy-ta

turmamaq 不 可比 丘 irmämäk toyïn-l (a)r-nïng irindi-sin toyïn yeniklämäk 

uèuz-lamamaq. 

澤文: 像9日是的 ， 在染污行為中不受污染。 (對于比丘) 不以況默應對。不

苛責比丘之訓斥。比丘不輕慢 ... 。

原文:如是不染行染。不語結住。不欺誼缺諂。不僅貪嫉拓。不無患無愧。

不瞋弊惡意。 不瞋瞋語言。 不訶比丘吉可。不訶比丘輕慢。不訶比丘發露。不

更互相避而說外事[0571c28]。

。3-04) 不不語 ïsïrïnïp övkä qaqïy küñi qïvïryaq-ïy üklitmämäk asmamaq. 

博文; 不沉默應對， 不膨月長怨司、仇恨、憎惡和嫉妒。

原文:不不語瞋惠憎嫉熾盛。不息朋友、 思伴侶。不無恩、不知恩[0571 c28]。

。4-05) 不惡 ayïy küsüs-süz amranmaq saqïnè-sïz ärsär. män amrayur-män 01 

kisi-l( ä)rig. 

埠文: (若有人) 投有惡欲 、 不貪欲望的話， 我金愛那些人。

原文: 諸賢。 若有人不惡欲、 不念欲者。我愛彼人[0572a16]。

05-06) 我為惡 a{:u ayïy küsüs-lüg amranmaq saqïnc-lïy mu män az-u ayïγ 

küsüs-lüg amranmaq saqïnè-lïy ärmäz mü män tep . 

博文: 我是心懷惡欲、 貧困欲望的人? 還是沒有惠欲、 不貪欲望的人?

原文: 諸賢。 若比丘如是觀者。必多所饒益。 我為惡欲、 念欲。 為不惡欲、

金盆里[0572a27]。

06-07) 便求 。trü tiläyür-l(的r küsüs-üg taηarγalï. 求掌 tiläyür-l(ä)r

ögrätin'gäli ayayuluq nom-ta 

海文: (我)于是想慚除(我的惡)傲 ， 要求字習遵法。

原文 - 諸賢。 若比丘觀時。 則知我是惡欲、 念欲者。 則不歡悅。 便求欲斷。

諸賢。 若此丘觀時。貝IJ知我無惡欲、 不念欲者。即使歡悅我 自清淨。 求竿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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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是故歡悅[0572a27]。

。7-08) 以鏡照 kö;ç:üngü üz-ä käntü öz-l(ä)r-i körtüktä. ötrü körmis-i täg 
譯文: (就像有眼睛的(正常)人) 通過鏡子看到自己時， 見到(自己的臉

干淨年否一樣。)

原文 : 諸賢。猶有自人以鏡自 照。 旦旦其面淨及不淨。 諸賢。 若有 自 人見面

有垢者。 則不歡悅。便求欲洗。諸賢。若有目人見面無垢者。 即便歡悅我面

清淨。 是故歡悅[0572a27] 。

。9-11) 如是我為 anculaYlil oq män. az -u kirlig yorïq üz-ä kirigyükmü män. 

缸-u kirlig yorïq + üz-ä + kirig-mäyük mü män. 為訶比丘訶 azu ärdäci mü män 

01 toyïn-lar-nï l11g irindi-sin az-u irindi-lig toyïn-lar-ïγyenik-lädäci mü 01 :: 

博文: 我是如是的。我在染污行為中受污染， 還是在染污行為中不受污染 ?

我金苛責那些比丘的惠習 ? 還是輕悔那些行為污濁的比丘 ?

原文: 諸賢。 若比丘觀時。貝IJ知我行惡欲、 念欲者。 則不歡悅。 便求欲斷。

諸賢。 若比丘觀時。 貝IJ知我不行惡欲、 不念欲者。 即便歡悅我自清淨。求字

尊法。是故歡悅。 如是我為染行染n 為不染行染。為不語結住。為不不語結

位。為欺言狂靚諂。為不欺龍頭諂口為怪貪嫉拓口為不僅貪嫉拓。為無慰無愧。

為不無意無愧。為瞋弊惡意。為不瞋弊惡意。為瞋瞋語言。 為不瞋瞋語言。

為訶比丘訶。 為不訶比丘詞。 為訶比丘輕慢。 為不訶比丘輕慢。 為訶比丘發

露。為不訶比丘發露。為更互相避已為不更互相避。為說外事。為不說外事。

為不語、 瞋毒、憎嫉熾盛。為不不語、 瞋毒、 憎嫉熾盛。為惡朋友、惡伴侶。

為不惡朋友、 惡伴侶。 為無恩、 不知恩。為不無恩。 不知恩耶。 諸賢。若比

丘觀時。 則知我無恩、不知恩者。 貝Ij不歡悅。 使求欲斷[0572b07]。

11-12) 知法經 vardaka sudur 拘舍彌 kavsambi-ta 霍師羅圈 goosilaram

sangram-ta 

博文:知法縫。在拘舍你城...。 在雇師羅伯院...。

原文: 中阿含穢品起主笙第四(第二小士城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拉盒里直在屋師羅園[0572c 1 5 ]。

12- 13) 周那 cut'lde 若有此丘作如是 antay ymä bar toyïn-l(a)r muntay tep 

söz-läyür-l(ä)r. 

海文: 周那...。有比丘金這樣說...

原文: 爾時。 尊者屋里E告諸比丘。 若有比丘作如是說[0572c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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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 我知諸法 män bildim nom-larïy qayu bilgülük-cä nom-l(a汁-ta incip 

yoqatturçlum artuq saqïnc-ïy tep. incip 01 tüz-ün-I(的r köngül-Iär-in防 ayïy artuq 

saqïncïy incip turur-l(a)r. 

譯文: 我如實地知道了諸法， 并消除了食欲。 然而那些賢者則心生貪欲。

原文:我知諸法所可知法而無增伺。然彼賢者心生惡增伺而住[0572c16]。

15-17) 如是 anculayu oq ärür 語訟 的tüs-lüg kärismäk qaqïy käk övkä [ü]zä 

ägrikmäk.不語結 ïsïrïq qosuy saran küili 

埠文: 像如是的 : 爭論、因怨恨而糾纏、 沉默不語、吝督、嫉妒 ..。

原文: 如是詩訟幸恨瞋纏不語結惶嫉欺誼散諂無憨無愧[0572c16] 。

17-21) 惡欲 yoqatturçlum ayïγküsüs-üg ayïy körüm-üg tep temäk 知彼賢

bilir-l(ä)r 01 tüz-ün-l(ä)r-ning 不 知諸法 bilmädin alqu nom-lar-ïy qayu 

bilgülük-cä nom-lar-ta incip [yoqatturdum] artuq saqïncïy temisin. 彼賢者，心 01

tüz-ün-I(ä)r köngül-l(益)r-intä tuγurup artuq saqïnCïy incip turmaq üz-ä. 

譯文:我消除了惡欲 、 惡見。 我知道 ， (那些賢者)投有如實地知道諸法，

而沒有消除貪欲。(因為)那些賢者心生貪欲而住。

原文;無惡欲、惡見。然彼賢者心生惡欲、 惡見而位。諸梵行人知彼賢者不

知諸法所可知法而無增伺。所以者何。 以彼賢者心生增伺而住。如是詩訟、

意恨、瞋纏、不語結、懼、 嫉 、 欺言狂、 誤諂、無蔥、 無愧。 無惡欲、 惡見。

所以者何。以彼賢者心生惡欲、惡見而住[0572c16]。

21-25) 猶人 incä qaltï kisi-l(的r bay ärmäz üz-ä käntü öz-i δgünü söz-läsär bay 

män tep. ymä ök yoq ärip ögdir bolmïS bal[ïqï] söz-Iäsär bar ögdir bolmïs 

balïq-ïm tep. yänä yoq ärip yïlqï-sï qar-a叫 若欲用時 birök islätgäli uyramïs 

öd-tä. 而作是說 incip muntay tep sözlämis täg. 

博文:就好像， 有人雖不富裕， 但自夸說我富裕。沒有因立功而賜得的城池，

但說我有因立功而賜得的城池，沒有畜牧， (而說有畜牧)。當想用(它們)

的時候 . .0 (就像諸位友人到他所住的地方)這樣說 ... 。

原文: 諸賢。 猶人不富 自稱說富。 亦無國封說有國對。又無畜牧說有畜牧。

若欲用時。 則無金、 銀、真珠、琉璃、水精、玻珀。 無畜牧、米穀。 亦無奴

主見諸親朋友往詣彼所。而作是說自汝實不富自稱說富。亦無國封說有國封。

又無畜牧說有畜牧。 然欲用時。 貝IJ無金、 銀 、 真珠 、 琉璃、水精、 唬珀。 無

畜牧、米穀。亦無奴牌[0572c25]。

26-27) I心不向增伺 köngül-l(ä)r-i ölänmädin artuq saqïncïy alqmaq-qa qalïsï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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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rvan bulur-män temäk üz社.

澤文 :其心不向往斷足食欲， 而說我想得到無余涅盤。

原文: 如是。諸賢。若有比丘作如是說。我知諸法所可知法而無增伺。然彼

賢者心生惡增伺而住。 如是靜訟 、 幸恨 、 瞋纏、 不語結、 懼、 嫉 、 欺誼、 誤

諂、 無蔥、 無愧。 無惡欲、 惡見。然彼賢者心生惡欲、 惡見而住。 諸梵行人

知彼賢者不知諸法所可知法而無增伺。 所以者何。 以彼賢者，心不向增伺盡、

無餘涅槃。如是詩訟、意恨、瞋纏、不語結、 懼、 嫉 、 欺証、 誤諂、 無蔥、

無愧。 無惡欲 、 惠見。 所以者何。 以彼賢者心不向惡見法盡 、 無餘涅槃

[0573a03] 。

27-29) ant的 ymä bar toyïn-l(a)r mur刊的 tep sözlä[mäsär] 01 tüzün-lär 

köngül-l(ä)r-intä tuyurmadïn ayïy artuq [呵-]qïncïy inCip [tururlar]. 

博文: 也有比丘不這樣說 . ..。那些賢者心不生惡欲、安住無貪。

原文: 諸賢。或有比丘不作是說。我知諸法所可知法而無增伺。然彼賢者'L;'1

不生惠增伺而住。 如是詩訟、 幸恨、 1置纏、 不語結 、 懼 、 嫉 、 欺誼、 散諂 、

無蔥、無愧。 無惡欲、 惡見。 然彼賢者心不生惡欲 、 惡見而住。 諸梵行人知

很賢者實知諸法所可知法而無增f丸所以者何。以被賢者心不生惡增伺而住。

如是詩訟、 患恨、 瞋續、 不語結、 懼、 嫉 、 欺諧、 散諂、 無慰、 無愧。 無惡

欲、 基見。所以者何。以彼賢者心不生惡欲 、 惡見而住[0573a13]。

29-31) öt[rü] loar ärsär altun-ï küm[的-i] incip islätgäli uyramïS ö[d-tä]. öt吋 bar

turur altun-ung kümüs-üng. 

埠文: 雖有金銀 ....。當想使用時， 你雖有金銀， (則說投有)。

原文: 諸賢。 猶人大富自說不富。 亦有國封說無國封。又有畜牧說無畜牧。

若欲用時。員IJ有金、銀、 真珠、 琉稿、水精、 唬珀。有畜牧、 米穀。亦有奴

安息諸親朋友往詣彼所。 作如是說。汝賞大富自說不富。亦有國封1"說無國封 。

文有畜牧說無畜牧。 然欲用時。 貝IJ有金、 銀 、 真珠 、 琉璃、水精、 唬珀。有

畜牧、米殼。亦有奴牌[0573a2月。

31-32) köngül-1(通)r-in öländürüp ayïy körüm tegli nomuy alqmaq-qa qalïsïz 

nirvan bulmaq üz-ä 

埠文: 一心向往慚除叫做惡見的法，而得到涅盤 .. .。

原文: 如是。諸賢。 若有比丘不作是說。 我知諸法所可知法而無增伺。 然彼

賢者心不生惠增伺而住。如;是詩訟、 幸恨、 瞋權、 不語結、懼、 嫉、 欺誕、

設諂、 無蔥、 無愧。 無惡欲、 惡見。然彼賢者心不生惡欲、 惡見而住。 諸梵

行人知彼賢者知諸法所可知怯而無增伺。 所以者何。以彼賢者，心向增伺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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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餘涅槃。如是靜訟、意恨、瞋纏、不語結、懼、嫉、 欺龍、說諂、無蔥、

無愧無惡欲惡見所以者何以很賢者，心向惡見法盡、無餘涅槃[0573a2月。

32-33) 周那間見經 sale kranbirvi sudur 文 salikranbir-vi ymä ter 

埠文: 周那間見程。

原文:中阿含穢品周那間見經第五

33-35) 大周那 maxa cunde yertincü-täki-l(的r alqu körüm-lär-ig tuyurmαqïn 

incip [tuy]urur -l(a)r qaltï atqanur-l(a)r bar m(ä)n tep 有壽 bar yasay-lï bar isig 

öz bar yertincü tep. 

澤文:大周那 ...。世間中的人戶生種種的見解。 所謂推想我之存在， (妄 自

推|斬)有壽命 、 有生命、有世間。

原文: 於是。尊者主且里巴則於哺時從宴坐起。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去H坐一

面。白日。世尊。世中諸見生而生。謂計有神。言十有廠生。有人、 有壽、有

命、 有世。 [0573b16]。

35-37) 云 何知 云何見 nägüni bilmäk üz-ä nägü-ni körmäk üz-ä kim bu 

körüm-l(的rig bolur öcürgäli. bolur titip öngi üdrülgäli. incip kim adïn 

körüm-lärig ußamayalï täginmägäli tep. 

博文 : 通過知道何物、 看到何物使這些見解得以消滅，得以人人其解脫， 而使

這些余見(種種推測思量的見解)不得延續， 不得被人受持呢?

原文:云何知、云何見。令此見得械、得捨離。 而令餘見不績。不受耶

[0573b 16]。

37-41) 若使諸 birök kim alqu nom-lar-叫“ürüp alqïp qalïsïz qïlayïn tesär 

munï munculayu bilmäk üzä munï munculayu körmäk üz-ä kim bu körüm-lärig 

bolayïn tesär öcürgäli bolayïn tesär titip öngi üdrülgäli incip kim adïn 

körüm-larig ulamayalï täginmägäli. 當字 incip ögr剃in'gül位k 01 añcañ ancan 

qurulturmaq.ta 

海文 : 如果想要使諸(惠) 法滅尿，而投有任何殘余，就應如是而知，如是

而見。想要使這些見解符以消澱， 想要以其解脫，而且使余見不延續、不得

被人受持， 應當掌習漸損法。

原文: 彼時。 世尊告目 。 周那。世中諸見生而生。 謂計有神。 計有廠生。 有

人、有壽、 有命、有世。周那。 若使諸法滅鑫無餘者。如是知、如是見。 令

此見得滅、得捨離。 而令餘見不續、不受。 當半漸損[0573b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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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6) 成就遊彼作是念 yangïn bü仙台p ärip olar muntay tep saqïnsar-l(a)r 

män yorïdïm ancan ancan qurul~urmaq-t[a] tep 不但是漸損 täk bu oq ärmäz 

ancan aIi.can qurul-turmaq bu tört türlüg artuq köngül tegli közünür-tä mängilig 

ärg[ü] 行者從是起 yogacari-lar mundïrtïn turup incip yänä yanturu kälip anga 

埠文 ﹒ (此丘應遠萬欲望， 遠寓不善芝法， 乃至得到第四禪) ， 成就存在于

其中。 他們若這樣想 : 我已經游行于漸損之法 (漸漸削滅其過失) 0 (在聖

法和律當中) ， 不但有漸損之怯， 也有叫做四增上心的現法樂居。行者則以

這里開始， 而又還入。

原文: 周那。 於聖法、 律中。 何者漸損。 比丘者。 離欲、 離惡不善之法。至

得第四禪成就避。 彼作是念。我行前I損n 周那。於聖法、律中。 不但是漸損。

有四增上心現法樂居。 行者從是起而復還入[0573b25]。

46-48) 有四息 bar tört tür1üg amrïlïp ozup qutrulup öng-tin öngi üdrülüp 

öngsüz-kä tägmäk-l(ä)r. yogacari-l(a)r mundïrtïn turup incip adïn-l(a)r-qa 

nomlap 

譯文: (在聖法年律當中，不但有漸損之法， 也 ) 有四息、解脫。有遠高色相，

而得無色。行者以這里開始，而當為他人講解.. . 。

原文;有四息解脫。離色符無色。行者從是起當為他說。 彼作是念。 我行慚

損。 周那。於聖法、 律中不但是漸損[0573b25]。

48-51) 他有惡欲 adïn-l(a)r ayïy küs凶-lüg amranmaq saqïnc-lïy ärsär män ayïγ 

k üsüs-süz amranmaq saqïnc-sïz bolayïn tep. incip ögrä~in' gülük 01 ancan ancan 

quru1turmaq-ta 他有害意 adïn övkä üzä ämgätmäk köngül-lüg ärsär män δvkä 

üz-ä ämgätmäksiz köngül-lüg bolayïIi. tep 

澤文 : 他人若有惠欲、食欲， 我想成為沒有惠欲、 投有貪欲的人。因此應該

字習漸損法。 他人有瞋怪之害意 ， 我想成為沒有瞋怪之害意的人。

原文 周那。 他有惡欲、 念欲。 我無惡欲、 念欲。當字漸損。周那。 盤查畫

意瞋。 我無害意瞋。當竿河I損[0573c07]。

51-55) 他有殺生 adïn-l(a)r bar qïlsar yeel yorïq-ïγtep 他有增伺 adïn-l(a)r

artuq saqïnc-lïy qarsï köngül-lüg. u ud'iy üzä ängrikmis qutrunmïS kürägürmis 

baqrïnur. mïs ärip incip se~ik-lig yangïlmaq-lïy ärsär män + sezik-siz + 
yangïlmaq-sïz bolayïn tep 他有瞋結 adïn-l(a)r övkä qosuγ-luγküni i泊-ä

海文:他人若有非梵行， (我乃投有非梵行)。 他人有貪欲、 爭論、睡眠所纏、

掉拳、 傲慢(等惡習 ) ， 因而有疑惑， 我想成為不惑之人。 他人有怨恨引起

的嫉妒 . .. 。

9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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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周那。 他有殺生、 不與歌、主益益。我無非梵行。當字漸損。 周那。

他有增伺、 詩意、 睡眠所鱷、 調、 貢高而有疑惑。 我無疑惑。當掌漸損。周

那。 他有瞋結、 誤諂、 欺誼、無意、無愧。我有暫悅。當竿漸損 [0573c07]。

3、注釋

。2-03) “不染"在第 9 行中譯為 kirig-mäyük : 詔-u kirlig yorïq üz-ä kirigyük mü 

män. az-u kirl ig yorïq üz-ä kirig-mäyük mü män“如是我為染行染。為不染行

染"。

ïsïrïq qosuγ 對應于漢語的“不語結，以sïrïq: 對“不語" (“不說諒沉默，，) 。

在第 3 行該詞以動詞 ïsïrïn-形式出現， 証明其詞根為 ïsïr-。克勞遜解釋部分

突厥語中 ïsïr-表示動作“I咬" (Clauson, p.251 )。 如考慮咬住舌頭即無法說話，

該對應闋系可以成立。 ïsrïn-一詞出現在《突厥語大辭典))， 表示“咬住舌頭生

『、發怒"等。如 : er ïsrïndï“ The man clenched his teeth in anger"(Danko缸，

p.220)。

qosuy 對應、“結"，表示“煩惱"、 “被束縛" (中村 198 1 ， p.317) 。

irmäm益k toyïn-Iar-nïng irindi-sin toyïn yeniklämäk ucuz-Iamamaq。 此

段為“不訶比丘訶不訶比丘輕慢"的摘譯。 irmämäk toyïn-lar-nïng irindi-sin 

為“不訶比丘吉可"之譯文。 回備文文獻中 ir-對應“毀罵"，常每 münä-連用，表

示“苛責、司11 斥" : uzadï tiltäki qïlïnc üzä ir-är münä-yür ärti“常以語業毀罵" (庄

垣內 1993 ， p.269)o irindi 為由 ir-7JK生的名詞， 對應于“訶"。 該詞在現代哈薩

克語仍然存在，表示“靡爛的"、 “腐爛的" (Karl, p.288) 0 toyïn yeniklämäk 

ucuz-lamamaq 為“不訶比丘輕慢"的譯丸此他 yeniklämäk 應是 yeniklämämäk

的誤等。 yenikla- ucuzla-是對偶詞， 常一起使用。如 :“rü turγuryay-Iar ärti 

yeniklämäk ucuz-Iamaq-ïy (庄垣內 2008 ， p. 182)。男九人漢文看 toyïn yeniklämäk 

ucuz-lamamaq應是原文的錯謊譯者把“比丘"看作主龍把“輕慢"看作謂語。

“輕慢"即“傲慢"，為形容詞。根掘上段 ， 正稿的譯文可絢擬為 irmämäk

toyïn-lar-nïng yenikin ucuz-un。

。3-04) ïsïrïnïp övkä qaqïy küIii qïvïrγaq-ïy üklitmämäk asmamaq， 可有兩種

理解 :A 通過沉默， 不增加怨『、 仇恨、憎惡和嫉妒， B 不要因為沉默，而

膨脹怨『、仇恨、 憎惡和嫩妒。 筆者認為譯者想表迷的是後一種意義， 因翻

譯不當， 譯文出現了歧義。 該文的正碘譯文可拘擬為 ïsïrïnmamaq， övkä qaqïγ 

küni qïvïryaq-ïy üklitmämäk。

。5) azu...azu: “為...為"之對應表現。 如 : m(ä)n amtï käntü özüm bilmäz m(ä)n 

azu tirig mü m(的n azu ölüg mü m(ä)n tip“我今不自知為存為亡乎" (庄垣內

1984, p.60) 。

。8) ötrü körmis-i täg 為“貝IJ見"之譯文， 其後的“其面淨及不淨"之譯文殘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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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nculayu oq män 為“如是我"的譯文。在第 8 行末端享有 anCl卜， 因余地

不夠，便在新行他重新書等 anculayuo anculayu 後面享有-Iwq，所以也可轉

寧為 ancu1ayu-1uq män。 但在回鵑文文獻中M未出現過這種表現， ancu1ayu oq 

的出現則非常普遍。 因此第者認為-luq 當為 oq 的誤等。

10-11) 向u ärdäci mü män 01 toyïn-Iar-nïng irindi-sjn 為“為訶比丘訶"之譯文o

ärdäci 為 irdäci 的誤等。 az-u irindi-lig toyïn-Iar-ïy yenik-Iädäci mü 01 為“為

訶比丘輕慢"之譯文。在第一行中譯者將“比丘"作為主語他理( toyïn 

yeniklä(mä)mäk ucuz-lamamaq) 。 在此行中把“苛比丘"看作是定中結絢，譯為

irindi-lig toyïn-I ar。 形容詞“輕慢"被看作是謂語， 譯為 yeniklä- ， 皆屬錯譯現

象。

11) vardaka sudur 為“知法程"之譯文。 該詞未出現在其他回備文文獻中。可

能乘源于梵語的 vartakao vartaka 在梵語表示“沉浸"、“專心"等意(荻原，

p.1 177) ，其等“知法程"的闋系則不得而知。

12) kavsambi < Skt.Kausambï (赤泊 ， p.318) 又澤拘朕林、 拘舍林，印度古

代城市， 阿盤提因之首都。 goosilaram < Skt.Ghos-itãrãma“塵師羅囡"。 梵語

中有些詞中的卷舌音 t 進入吐火羅語後褒成 1，而回鶴語則繼承了吐火羅語

的發音。 有中目 闋的例子 : Uig.kilimbi “鬼名" < Skt.hitimba (庄垣內 1978 ，

p.l02 ) 。 “雇師羅國"又作雇師羅因精舍、 美音精舍G 位于古代中印度懦賞你

凰即雇師羅長者建精舍奉施釋尊之因梳 cuûde < Skt. Cund~ 佛弟子的名，

也譯為“准陀，.、“純陀"、“周陀"。 詞宋帶 a 的梵語人名進入吐;k羅語後詞宋

的 a 褒為 c 是規律性的音憂， 庄垣內教授對此有詳細的分析(見庄垣內 1978 ，

pp.82-90) 。

14) 回鴨文阿合類和注釋類文獻中 ， qayu 對應漢文的“所"字 :

我等觀察(象)舍利弗里蓋世間無.../[körsär] adïrtlasar biz saryataputri叫ng

qavu söz-1ämi~-in ye. [r]tincü-tä bo1maz ärmis (庄垣吶 2003 ， p.234) 。

昆主大種/qavu barïnca maxabut1ar (庄垣內 2008 ， p.621) 。

若有直言/且也 antay saw ärsär (張 2000， p.12) 。

15) incip 01 tüz-ün-l(通)r köngül-Iär-intä ayïy artuq saqïncïγincip turur-l(a)r 

為“然彼賢者心生惡增伺而住"的譯文。 譯者漏譯了句子的謂語“生"， 根掘上

下文應譯為 tuyurdïo
16-17) 此他講述種種惡習，其中“瞋纏"被翻譯為 övkä üz-ä ägrikmäk“因怨恨

而糾纏"。 在此慚句是開鍵。慚旬可“譚訟、 幸恨、瞋纏"，也可“靜訟慧、恨

瞋纏"。 如果是後一種慚旬， 譯文則應是 käk övkä üzä ägrikmäk “因為怨恨而

糾鱷"。 但造者認為應字字晰旬，因此文中的 üz-ä (“因"、“通過，，)是多余

的。

18) ayïy kör誼m “惡見"， 六種煩惱中的一種。對諸怯的真相持謬見的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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梢的智慧(中村. 1981 , p.18 ) 。

23) ögdir bolmïs balïq 對應于“固封"0 ((說文)) :“封，爵諸侯之士也。 M之人人

士以寸。 "即因有功而M固家賞得的土地。動詞 。gdir-表示“賞賜"之意 ，

因此 ögdir bolmïs balïq 表示“賞賜而得的城池"。此種表示未出現在以往回

鶴文文獻中。 yïlqï qar-a 對應于“畜牧九哈薩克語中 yïlqï 為“馬"的通林，

qara 則指馬和牛兩種。

27-28) muntay tep sözlä[mäsär] : sözlä-後面殘缺，該段對應于漢語的“不作

是說"。第 42 行“彼作是念"翻譯為 munt的 tep saqïnsar-l(a)r。根掘此譯文，

筆者將 sözlä-後面補正為 sözlä[mäs訂]。

32-33) sale kranbirvi sudur 對應于原文的“周那間見經"，此他有一小以“又"

字開頭的注釋文， 即“周那間見怪"的又一種譯文(又 salekranbir-vi ymä fer) 。

各種佛教詞典中均未見對“周那間見怪"和其梵文對應詞 salikranbir州的解釋。

本經敘述佛陀為周那講說減損法 ， 而“減損"的梵文譯名為 sallekha ， 所以

salekranbir-vi 的前半部應來源于 sallekha。對于後半部分 ranbir-vi 暫時不得

而丸對于回懦文兩種譯文，人人文字上看完全一致， 是書荐者前面出現這誤，

後面則對其進行了訂JL 書罕者斷字應在 k 字姐 (salek)， 而非 e 字後 (sale) 。

因此此他并非像譯者所說的是另一種譯文，而是對其~誤的一種掩飾。

33) körüm:“兄"，“知兄"之略林，正稿的認識 (中村 198 1 ， p.31 '9)。

34) bar m(通)0 : 對應“有神"。此他的“神"問“我"，指每個個体中所存在的作

為永恆不婪的實体，即“自我"(ätman) (中村 2001 ， p.936) 0 bar yasay-lï 

對應于“有秀"0 yasay-lï 由動詞 yasa-“生存"綴接附加成分-ylï 拘成。 對于-γlT

詳見克勞遜的解釋 (Clauson， p.l 06 ) 。

35) 云何知云何見 nägüni bi lmäk üz-ä nägü-ni körmäk üz-ä : 厲錯譯。“云{可知"

在藤井有鄰館藏 K 七步中翻譯為 nätägin bi l ir“為何知道?" (庄垣內 1984 ，

p.5 ) 。
36) kim 年動詞使動態或及物動詞一起對應漢語的“令"

全此見得滅、 得捨轍。

ki且 bu körüm-lärig bolur 經且主gäli bolur titip öngi 且且正且J.gäli.

而令餘見不續、 不受耶。

ilflcip ki且 adïn körüm-lärig 旦控mayalï täε些mägäli tep. 
對“令"字對應使動態動詞，庄垣內教授有詳細論述(見庄垣內 1982 ， p . 1l 3 、

庄垣內 2008， p. 1 19) 。

41) ancan anéan quru1turmaq 對應于漢語的“漸損弋表示“漸損之法"， 即漸

漸削械其過失。

43-44) 的k bu oq ärmäz ancan ancan qurul-turmaq bu tört türlüg artuq 

köngül tegli közünür-tä mängilig ärg[訓，根掘回鵲文可譯為“(在聖怯和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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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 ， 不但有漸損之法， 也有叫做四增上心的現法樂居。 "，即把“色增上

心"作為“現法樂居"的定語。“四增上心"和“現法樂居"為不同的{弗語名林，其

漢語原文的正禍意義為“在聖法每律當中 ， 不但是有漸損之法，也有四增上

心和現法樂居"。 四增上心， 也叫做“四神"、“四禪定"。色界的四小階段，

即以初禪到第四樺的四小境地。初禪為竟 、 觀 、 喜 、 樂 、 一 心， 第二攤為內

淨、喜、 樂、 一心， 第三神為舍、 念 、 意、 樂 、 一心 ， 第四禪為不苦不樂、

舍、念 、 一心(中村 的81 ， p.525 )。現法樂居 : 修習禪定， 舍弄一切妄想、

得到身心寂滅之樂、安住不動(中村 1981 ， p.339) 0 ärg 為 argü 的誤牢。 在

庄垣內等研究聖彼符堡藏回鵲文『十業道物語』中有 ärgü 表示“居所"的例子

(庄垣內等 1998， pp.74-75 ) 。

46) tört tür)üg amrïl(maq) : 四息 ， 指鼻中出入『之四種。搪修習止亂坐禪

法要載， 坐褲之人若欲攝心入定， &::;.、先進行教息之法。做到四息神態安穩，

情懷愉悅， 其心易定。 伽g : 色 ， 有形的一切物質(中村 1981 ， p.574) 。

47) 。峙的z: 無色， 超越物質的世界。非物質、無形的世界， 生存的慚滅(中

村 1981 ， p.1326) 0 yogacari < Skt.yogãicãra“行者"。

51-52) adïn-l(a)r bar qïlsar yeel yorïq-ïy 是“他有殺生不與取非梵行"的選譯。

其中 adïn-l(a)r bar qïlsar 對“他有"， yeel yorïq 對“非梵行"。此前已刊布的文

獻中未見此種表現。 “非梵行"指控行 ， 特指出家人的性行為(中村 200 1 ，

p.1397) 0 yeel 書軍為 yyyl ， 也可能是 yavïz“惡"的韻享。

4、結語

現已刊布的回鵑文《阿合經》表明 ， 四阿含雖都有譯本， 但役有一小完

整的本子， 都是在原文基礎上的摘譯。這種摘譯有時只選擇小別詞旬， 有時

根本不能年上下文連接成旬。這和在譯風、 夾寧漢字等方面年《阿合經》保

持一致的《阿昆迷磨俱舍論實義疏》具有完整譯本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几乎

所有的回僻文《阿合經》都是殘片。雖然文字皆為草体， 但電j盔、字体、 殘

片的形制等方面都不足相悶。 譯文內容主要集中在特殊句型和佛教詞語的翱

譯上。因此其目的并不只是為了積功德信念，也有半習佛教術語和翻譯技巧

的目的。 每漢文原文的比較結果表明 ， 回鵰文《阿合經》在所有回鵲文文獻

中厲錯譯現象最多的文獻。這些錯誤譯文也許是竿徒在竿習過程中留下的痕

迎。作為小乘佛教文獻的《阿合經》是否成了當時回鵰僧侶字習翻譯技巧的

練習涯， 這值得探究， 本《中阿含蛙》 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回答了以上問題。

下面就簡單總結本文獻的小別特店、 :

1 )和其他回鶴文《阿合經》一樣， 該文獻多她出現夾萃的漢字。夾寧漢字

多為三至五小， 後為回鵑文譯文。 如 :

不惡 α~yry küs泌-süz αmranmaq saq i"nc-s iz ärsä r. män αmrαyur-män 01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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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si-l(ä)rig (第 4-5 行)。

該旬的原文為“諸賢。若有人不惡欲、 不念欲者。我愛彼人"。夾寧漢字

為“不惡"， 譯者也M“不惡"姐開始譯起，直到該何結束。雖同厲一旬，“不

惡"前面的“若有人"貝IJ投有被翻譯。 以回懦文譯文看，夾寧漢字并不完整，

而且這些漢字即不音讀、 也不訓讀， 年相闋回鶴文內容沒有任何閱系，文中

只起到一小標誌性的作用，以便每漢文原典進行對照。

2) 回鵲文完全照搬漢語語序，這一，在每對照使用撰文原典有開。如 :

便求欲慚 / ötrüA tiläyür-l(ä)rÐ küsüs-iigB taryaryaliC (第 6-7 行) ; 
求掌道?去 / tiläyür-lärÐ ögrätingäliC ayayuluqA nom-taB (第 7 行) ; 

我知諸法所可知 / mänA bildimE nom-laril qayuC bilgülük-CäÐ (第 13 - 14 行)

。

按照漢語語序逐字翻譯， 不僅是阿合類文獻的特息，也是《阿昆迷磨俱

舍論》、 《阿昆迷磨俱舍論實義疏》等注釋類論書所特有的風格。逐字翻譯風

格促成了回鴨文佛教文獻語言脫商口語，表現出僵硬、 且程式化的趨勢。不

僅佛教術語和一般詞語要一一對應，虛詞、 詞組，甚至是一些旬型也翻生出

固定的對應表迷。如 :

令-kim:

全此見得喊. 得捨離/但也 bu köriim -lärig bolur öcürgäli. bolur titip ωgi 

üdriilgäli (第 39-40 行) 。

亦-ymä ök : 

ljj，無國封說有國封/旦旦äö主 yoq ärip δgdir bolmi主 bal[ïqiJ sοizläsär bar ögdir 

bolmïs balïq-ïm tep (第 22 -23 行) 。

為 ...為 .. .-az-u...紹-u...

我羞染行染、益不染行染/旦二監 kirlig yorïq üz-ä kirigyükmü män， 監二笠 kirlig

yorïq üz-ä kirig-mäyük mü män (第 9- 1 0 行)。

這種表迷方式使得回備文佛教文爾夫語言枯澀難懂，脫寓原意。 如:

然彼賢者心不生惡增伺而住 / 01 tiizün-lär 的ingül-Iär-intä tuyurmadïn ay ïy 

artuq [sa-Jqïnc 

譯者為迷到逐字對應 目的， 而特 incip tururlar 置于文宋， 而出現對于突

厥語來說板其陌生的特殊句型。主要動詞和助動詞完全分開、 謂語和賓語位

置顛倒等現象影H向7漢文原意的正硝表述。以上伺子如果按照正常順序梳理

應該是 01 tüzün-1är köngü1-1är-intä ayïy artuq [sa-]qïncïy tuyurmadïn [tururlar], 
為對應“而"字而存在的 incip 則不~.、翻譯出來。 不過 ， 照搬漢語語序的原則

l 正禍順序按拉T文大字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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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一成不愛的。當認為按照漢語順序表迷欠妥是，金;題，括這用突厥語的

附加成分和後置詞。如 : “他有殺生"按照漢語的語序翻譯為 adïn-I(a)r bar 

qïlsar... (第 51 行) ，厲于同樣旬型的“他有惠欲"則翻譯為 adïn-lar ayïγ 

küsüs-lüg amranmaq saqïnclïy ärs祉， 這用系動言司和動詞朵件式(把“有"以 bar

qïl-改成一lïy ärsär) ，使語句更加通俗易懂。

3) ((阿含經》譯文雖然程式、 固定， 但本文獻多吹出現一種表迷不同譯文的

情況。 如 :

“不染"有 kirûgmäyük 和 kirigmämäk 兩種譯文， 恬不惡欲 、 不念欲"有 ayïy

küsüs-süz amqanmaq saqïnc-sïz 和 ayïγküsüs-Iüg amqanmaq saqïnc-Iïy ärmäz 

等兩種表現。此外，譯者雖對佛教術語的理解不透徹，但對于非宗教的內容

把握較好。 如 : “固封"被正禍譯為 ögdir bolmïs baE旬，表現出譯者較好的回

備語功底。

4) 文字雖然工整、流暢，但屢見修正和擦痕，也有詞校和附加成分切分有

誤、 一小詞語顯兩種書等等現象。也屢見因未正硝理解原文或佛教俯語而出

現的錯譯現象。如 :

“云何知云何見" (要如何得以如實地知見)譯為 nägüni bilmäk üz-ä 

nägü-ni körmäk üz-a“通過知道何物、看到何物?"，而“云何知"在藤井有鄰館

藏回鵲文《阿合經ìì K 七 7 中正硝翻譯為 nätägin bilir“如何知道?" (庄垣內

1984, p.5 )o ((阿昆迷磨俱舍論實義疏》 中也能找到“云何"對 nätägin 的例子:

nädägin t(ä)ngri burxannïng tïdsïlarï öngi ärür/云何佛弟子昇(庄垣內 1993 ，

p.295 ) 。

nätägin uzun taryaryalï 01 öngtä (ulatï) nomlarïy/云 f可能斷彼色等法(庄垣內

1993, p.296) 0 1 

l 其他錯譯現象見注釋。2、 03-04、 1 6- 1 7 、 34 、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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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集

adïn 他(別人) Peald 6b.37 , 47, 

48, 50, 51 , 52, 55 
a.körüm 余見 、 食欲 Peald 

6b.37 

alq- 反、 消除 Peald 6b.鉤， 31 ， 37

alqu 皆、全部 Peald 6b.18, 37 

a. körüm 諸見 Peald 的.33

altun 金 Peald 6b.29 , 30 

amra- 愛 Peald 6b.l , 4 

a.nmaq saqïnc- 欲念 Peald 6b.l , 
4 , 5, 6, 48, 49 

ancan ancan 慚、 慢慢地 Peald 

6b.41, 42 , 43 , 49 
anculayu oq 如是 Peald 6b.l , 9, 

16 

antaγ 那樣的 Peald 6b.l1 , 27 

artuq 多余的 Peald 6b.14, 15 ， 鉤，
26, 44 
a.saqïnc 增伺、貪欲 Peald 6b.14, 

20, 21 , 26, 52 
atqan. 言十 Peald 6b.34 

ayï'Y 惡的 Peald 6b.l , 15, 48 
a. artuq saqïncï'Y 惡增伺 、 食欲

Peald 6b.15 , 28 
a.körüm 惠見 Peald 6b.18, 31 

a.küsüs 惡欲 Peald 6b.l , 4, 5, 6, 
18, 48 

aya- 尊敬 Peald 6b.7 
a.γuluq nom 聖法 Peald 6b.7 

az-u 或 Peald 6b.5 , 9, 10 
ängrik- 糾纏 Peald 6b.17 , 53 

ämgät- 害、痛苦 Peald 6b.50, 51 

ärg[ü] 居、 存在 Peald 6b.44 

ärsär 者 、 若是 Peald 6b.l , 4， 紗，

48 , 50, 54 

ärür 是 Peald 6b.l , 16 

ärmäz 非 、 不是 Peald 6b.6, 22, 
43 

balïq 城 Peald 6b.23 
baqrïn- 吵鬧 Peald 6b.53 

bar 有 Peald 6b.13 , 23 , 27, 29，鉤，

33, 34, 46, 52 
bay 富有 Peald 6b.22 
bil- 知道 Peald 6b.14，時， 34

birök 若 Peald 6b.24, 37 

bol- 成為 Peald 6b.36, 39，呵，釘，
55 

bul- 才尋到 Peald 6b.27 , 32 

bütür- 成就， 完成 Peald 6b .42 
cunde < Skt. Cunda 周那 Peald 

6b.l 1. 33 

goosilaram < Skt. Ghosi防rãma

goosilaram sangram 塵師羅國

Peald 6b.ll 

ïsïrïn- 不語 Peald 6b.3 

ïsïrïq 沉默 Peald 6b.2, 17 

incä qaltï 就如 Peald 6b.21 

incip 貝IJ 、 當 Peald 6b.14, 15 ， 訓，

25, 29, 30, 33, 36, 40, 47 , 49, 53 
H- 苛責 Peald 6b.2, 10 

irindi 腐爛的、腐敗的 Peald 6b.3 , 

10, 11 
lSlg öz 生命 Peald 6b.33 
islät- 使用 Peald 的.24， 30

kavsambi < Skt. Kausambï 拘會

林 Peald 6b.l1 

käk 怨恨 Peald 6b. 16 

käl- 來 Peald 6b.的

käntü 自己 Peald 6b.8, 22 

k.özi 自己 Peald 6b.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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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ärismäk 爭執 Peald 60. 16 

k im 令(使動) Peald 6b.34, 37 

kir 染 Peald 6b.2 

k .1îg yorïγ 接行 Peald 6b.2, 9 

kirigyük 使污染 Peald 6b.9 

kirigmämäk 不污染 Peald 6b.2 

kirig-mäyük 不污染 Peald 6b.l0 

kisi 人 Peald 的.5 ， 21 

köngül I心 Peald 6b.15, 10 , 26, 

27, 31 , 44, 50 , 51 

kör- 見、 看 Peald 6b.8. 34, 38 

körüm 見 、 觀息 Peald 6b.18, 36, 
39 

kö?:üngü 鏡子 Peald 6b.8 

közün- 看見 Peald 6b .44 

k. ür-tä mängilig 現浩樂 Peald 

6b.44 

kümüs 主~ Pcald 6b.29, 30 

küni 嫉妒 Peald 6b.3, 17, 55 
kürägür- 貢高、傲慢 Peald 6b.53 

küsüs 欲望、想法 Peald 6b.l , 4, 

5, 6 
maxa < Skt.mahã 大 Peald 6b.33 

maxa cunde 大周那 Peald 6b.33 

män 我 Peald 6b.4, 6 , 9 , 10, 33 , 

54 

mängl 樂 Peald 6b.44 

munï munculayu 如是 Peald 

6b.38 

muntaγ 這樣 Peald 6b.13 , 25 , 27, 

41 

nägü 為何 Peald 6b.34 

nuvan 涅聲 Peald 6b.27, 32 

nom ~去 Peald 6b.14, 18, 19, 31 , 

37 

nomla- 頌法 Peald 6b.48 

oz- 超越 Peald 6b .46 

0.- qutrul- 解脫 Peald 6b .46 

öcür- 滅 Peald 6b.36, 39 

öd 時間 Peald 6b.25, 30 

ögdir- 酬勞 Peald 6b .23 

。gdîr bolmïS balïq 固封 Peald 

6b.23 

ögün- 自夸 Peald 6b.22 

。grätin- 字習 Peald 6b.7, 41 , 49 

öl仙， 向、面向 Peald 6b.26, 31 

öng 色 Peald 6b .46 

。ngsüz 無色 Peald 6b .46 

。ngî 男、別的 Peald 6b.36 

ö.üdrül- 解脫 Peald 6b.36, 40, 
46 

。trü 于是 Peald 6b.6 , 8, 29, 30 

。vkä 幸恨 Peald 6b.3 , 16，凹，到，
55 

。z 自己 Peald 6b.8 
qalïsïz 無余 Pcald 6b.26，訓， 38

qaltï 謂、 就如 Peald 6b.21 , 33 

qaqïy 憎tN Peald 6b.4, 16 

qarsï 皮、相反 Peald 6b.53 

q.köngül 爭意 Peald 6b.53 

qayu 所 Peald 6b.14, 19 

qïl- ~故 Peald 6b.38, 52 

qïvïryaq 嫉妒 Peald 6b.4 

qosuγ 結 、 煩惱 Peald 6b.2, 17, 
55 

q. ta turmamaq 煩惱 Peald 6b.2 

quru1tur- 鬧心、 損耗 Peald 6b.41, 

43, 50 
qutrul- 解脫 Peald 6b.46 

qutrun- 掉本 Peald 6b.53 

sangram < Skt. sarpghãrãma 余園、

僧院 Peald 6b.l1 

saqïn- 想 Peald 6b.42 

saqïnc 想法 Peald 6b.l , 4 , 5, 6 

saran 吝惜 Peald 6b. 17 

salikranbir-vi 周那間見經 Pe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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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32 

sezik 疑慮 Peald 6b.54 

s.lik yangïlmaq-lïy 疑惑 Peald 

6b.54 

sοz lä- 說 Peald 6b. 13, 22 , 25 , 27 

sudur 經 Peald 6b.ll , 32 

taryar- 晰、斷除 Peald 6b.7 

tägin- 感受 Peald 6b.37 

täk 只 、 反 Peald 6b.43 
tegli 叫做 Peald 6b.31 , 44 

tep 說 Peald 6b.6, 13, 18, 22, 

25 ,27 , 33, 42, 44, 51 , 52 
tit- 舍莽 Peald 6b.詣， 39

ti lä- 祈求、 希望 Peald 6b.6, 7 

toyïn 道人 Peald 6b . 2， 間， 11 , 13, 
27 

tört 四 Peadd 6b .44 
t. türlüg amrïl- 四息解H兌 Pcald 

6b.46 

t.türlüg artuq köngül 四增上 ，心

Peald 6b .44 

tuγur- 生 Peald 6b.21 , 27, 33 

tur- 起央、 發生 Peald 6b.15, 21 , 

29, 30, 45 , 47 
türlüg 種類 Peald 6b. l 

tütüs-lüg 爭議的 Peald 6b.16 

tüz-ün 聖人、 賢者 Peald 6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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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依達爾米爾卡馬力

Abstract 

T he Uighur Madhyama Agama Fragmen t Preser ved in the Gest 

Collection of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Aydar 1\啞irkamal

Most of the extant Uighur Agama fragments have been edited by Masahiro Shδgaito， 

Kδgi Kudara, Peter Zieme and Zhang Tieshan beginning from the 1980s. By my count,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Uighurλgama tex臼 is over 70 and the longest one, studied by 

Prof. Shδgaito， contains 373 lines. 

AJl of these texts have in common that they are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texts, but in 

an abbreviated manner. And a11 of them show a certain amount of interlinear gloss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Recently 1 found an Uighur Ãgama text housed at the East Asian Lìbrary and the Gest 

Col1ec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coded as Peald 6b Recto. We identified that text as 

belonging to the 2300 chapter of Madhyamaλgama. 

The orthographical features and one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used date the 

manuscript to the Yuan Mongol period. Thus, it possibly stems from the Northem 

Grottoes of Mogao Caves σka Dunhuang Caves and may have been found by the 

popular painter Zhang Daqian, who presented it as a gift to James and Lucy Lo while 

they were taking photographs of the Dunhuang caves in the early 1940s. 

In this paper, we provide a brief survey of published Agama texts and present a 

textual examination of the Peald 6b Re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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