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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佛教词语考辨《大方便佛报恩经》的时代

方一新１　高列过２

（１．浙江大学 汉语史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２８；

２．浙江外国语学院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１２）

［摘　要］从１２条佛教词语（短 语）入 手，可 以 考 察《大 方 便 佛 报 恩 经》的 年 代。其 中“观 世 音 菩 萨”、

“四围陀”、“释氏宫”见于后秦译经；“大悲愿”，“不 请 友”，与《大 方 便 佛 报 恩 经》中 如 来 十 号 相 同 的 十 种 具

体名称“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 间 解、无 上 士、调 御 丈 夫、天 人 师、佛 世 尊”以 及“萨 遮 尼 乾”，

“天宝香、天宝花（华）”和“一箭道”均见于东 晋 以 后 译 经；“无 量 百 千 万 亿 阿 僧 祇 劫”最 早 见 于 东 晋 十 六 国

及以后译经；“三藏九部”除《大方便佛报恩经》外，其 余 用 例 均 见 于 南 北 朝 以 后 的 中 土 佛 教 典 籍；“五 盖 十

缠”最早见于南朝梁的《慈悲 道 场 忏 法》。这１２条 佛 教 词 语 表 明，《大 方 便 佛 报 恩 经》不 是 东 汉 时 期 的 文

献。如果是译经，它的翻译年代当在东晋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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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ｔｅｒｍ″Ｗｕｇａｉ　Ｓｈｉｃｈａｎ″ｏｎｌｙ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ｉ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ｂｙ　ｎａｔｉｖ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ｅ　ａｒｒｉｖｅ　ａｔ　ｔｈｅ　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ｓｕｔｒａ　ｗａｓ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ｂｙ　ｎａｔｉｖ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ｓ，ａｎｄ　ｗａｓ　ｎｏｔ　ａ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ａｆａｎｇｂｉａｎｆｏ　Ｂａｏｅｎ　Ｊｉｎｇ；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ｔｅｒｍｓ；Ｅａｓｔｅｒｎ　Ｊｉ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ｕｔｒａ

一

《大方便佛报恩经》（七卷），失译，附后汉录，《大正藏》编号Ｎｏ．１５６。这部经的报恩、孝道等思

想是考察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证据。前辈时贤已经从文献角度对《大方便佛报恩经》进行了考

辨。关于《大方便佛报恩经》的性质和成书年代，有学者认为该经是一部伪经。林显庭认为：“《大

方便佛报恩经》恐系中土人士抄纂所成，而非译自梵文经本。”［１］７４“《优波离品》抄《萨婆多毘尼毘婆

沙》第一卷”，其余内容多抄自北魏《贤愚经》［１］７２。谢生保认为：“《大方便佛报恩经》就是由中国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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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割裂、截取、增改、节录《贤愚经》《杂宝藏经》《六度集经》《涅槃经》等经典而编造成的一部新经，也
称‘伪经’。”［２］４８也有学者认为该经是一部译经，但不是东汉译经。汪维辉指出：“有种种迹象表明，
这些经的实际翻译年代要晚于东汉，估计为三国时所译。”［３］２９２史光辉指出，《大方便佛报恩经》“后

代经录中后汉译的说法源于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即译者的时代误记产生于此”，“今存七卷本

《大方便佛报恩经》与早期经录所记的七卷本《大方便报恩经》是同一经”①。其他学者在论著中也

对这部经的翻译年代有所论述，此不赘述。
专文从语言角度考察《大方便佛报恩经》，有方一新、高列过，史光辉等的研究②，其中从佛教词

语考辨《大方便佛报恩经》的有林显庭、史光辉等。林显庭指出，该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见于

鸠摩罗什译经，之前译经有的译作“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有的译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也有的译作“无上正真之道”；《大方便佛报恩经》“乾闼婆”一语也见于鸠摩罗什译经，东汉译经作

“乾沓和”或“揵沓和”③［１］。史光辉考察了“如是我闻”、“憍陈如”、“摩睺罗伽”、“夜叉”、“紧那罗”、
“涅槃”、“南无”７条佛教词语。

二

本文从１２条见于东晋及以后译经的佛教词语（短语）入手，对《大方便佛报恩经》的年代进行考

察。这些词语主要出现在第一卷，个别词语见于第三卷。下文所列这１２条词语按音序排列。

（一）观世音菩萨

《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一有用例：“其名曰观世音菩萨。”（３／１２４ｂ）④

楼宇烈指出：“据现存汉译佛典，最早出现观世音菩萨名号的佛经是后汉支曜译的《成具光明

定意经》，经中罗列诸来听佛说法的菩萨中最后一位名叫‘观音’。其后大概是在《心经》中出现的观

世音菩萨称号。”⑤西晋竺法护译为“光世音”，后秦鸠摩罗什译为“观世音”，唐玄奘译经译为“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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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史光辉《东汉佛经词汇研究》，浙 江 大 学 人 文 学 院２００１年 博 士 学 位 论 文，第１３２－１４４页。［Ｓｈｉ　Ｇｕａｎｇｈｕｉ，″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ｕｔｒａｓ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１，ｐｐ．１３２－１４４．］

这四篇文章分别是：方一新《翻译佛经语料年代的语言学考察———以〈大方便佛报恩经〉为例》，载《古汉语研究》２００３年第

３ 期，第 ７７－８３ 页。［Ｆａｎｇ　Ｙｉｘｉｎ，″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ｕｔｒａｓ：Ｔａｋｉｎｇ
Ｄａｆａｎｇｂｉａｎｆｏ　Ｂａｏｅｎ　Ｊｉｎｇ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Ｎｏ．３（２００３），ｐｐ．７７－８３．］方一新、高

列过《从疑问句看〈大方便佛报恩经〉的翻译年代》，载《语言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３期，第５４－５７页。［Ｆａｎｇ　Ｙｉｘｉｎ　＆Ｇａｏ　Ｌｉｅｇｕｏ，

″Ｖｉｅｗ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Ｄａｆａｎｇｂｉａｎｆｏ　Ｂａｏｅｎ　Ｊ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Ｎｏ．３（２００５），ｐｐ．５４－５７．］史光辉《东汉 佛 经 词 汇 研 究》，浙 江 大 学 人 文 学 院２００１年 博 士 学 位 论 文，第１３２－１４４
页。［Ｓｈｉ　Ｇｕａｎｇｈｕｉ，″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ｕｔｒａｓ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１，ｐｐ．１３２－１４４．］史光辉《从语言角度看〈大方便佛报恩经〉的翻译年代》，载《古汉语研究》２００９年第

３期，第４４－５０页。［Ｓｈｉ　Ｇｕａｎｇｈｕ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　ｏｆ　Ｄａｆａｎｇｂｉａｎｆｏ　Ｂａｏｅｎ　Ｊ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ｎｇｌ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Ｎｏ．３（２００９），ｐｐ．４４－５０．］下文不再一一注明。

笔者按：林文笔者晚至２００９年才得以拜读。林先生的看法有待完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语东汉 译 经 已 见。如

支娄迦谶译《阿阇世王经》卷上：“其佛言：‘若有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欲成至佛者，当作如我学。’”（１５／３９１ｃ）

本文汉文佛典引例以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为底本，标点或有改正。３／１２４ｂ，３表示第三册，１２４表示 页 码，ｂ表 示 在 第 二

栏，即中间一栏。

原文注：“于是阿难受敕，应时遍宣如来教于四辈人……诸来明士在会坐者，率皆妙行清心口净……有明士名无秽王，次复

名光景尊……次复名观音。如是众名，各各别异。”（《成具光明定意经》）据传，《心经》最早有三国时吴支谦的译本，则亦早

于《法华经》的译出，但支谦译本亡佚已久。不过鸠摩罗什也译有《心经》，起首即称“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心

经》的译出时间与《妙法莲华经》不会相去很远。然信众对观世音菩萨有较多的了解和广泛的信仰则是通过《法华经》。参

见楼宇烈《〈法华 经〉与 观 世 音 信 仰》，载《世 界 宗 教 研 究》１９９８年 第２期，第６４－６９页。［Ｌｏｕ　Ｙｕｌｉｅ，″Ｓａｄｄｈａｒｍａｐｕｎ·ｄ·
ａｒīｋａｓūｔｒ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ｏｆ　Ａｖａｌｏｋａｎā，″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Ｎｏ．２（１９９８），ｐｐ．６４－６９．］



在”，另外还有“观世自在”、“观世音自在”、“圣观音”等，其中以“观世音”译名最为流行［４］。据我们

对汉译佛经所作的调查，其结果与楼先生上述结论相符。可见，即从“观世音菩萨”一词看，《大方便

佛报恩经》的翻译年代不会早于后秦。

（二）大悲愿

《大方便 佛 报 恩 经》卷 一：“释 迦 如 来 于 无 量 百 千 万 亿 阿 僧 祇 劫，难 行 苦 行，发 大 悲 愿。”
（３／１２５ｂ）该经其余用例多类此。《广说佛教语大辞典》“大悲愿”条：“①佛菩萨欲救度众生的誓愿。
意指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等。”（１６８ａ）①

“大悲愿”一词始见于东晋以来译经。东晋佛驮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二八：“随顺世

间行，长养大悲愿。”（９／５８３ｃ）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卷三：“我问能 蔽诸魔，大悲

愿说笑因缘。”（１５／３８１ｃ）

（三）不请友

《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一：“为诸众生作不请友，到大智 岸，名 称 普 闻。”（３／１２４ｂ）亦 作“不 请 之

友”。《广说佛教语大辞典》“不请之友”条：“主动观察别人心情给予帮助之友。大 乘 求 道 者 之 行

也。不用别人请求，主动给予协助的朋友。他人没有请求，自己主动帮忙之友。”（２０９ａ－ｂ）
此词见于东晋以后 佛 经。后 秦 鸠 摩 罗 什 译《大 树 紧 那 罗 王 所 问 经》卷 四：“为 诸 众 生 作 不 请

友。”（１５／３８７ｃ）北凉昙无谶译《佛所行赞》卷五：“复何智慧力，能为不请友，如彼临刑囚。”（４／４５ｂ）
北魏吉迦夜共昙曜译《付法藏因缘传》卷五：“提多迦言：‘敬受尊教。我当拥护如斯正法，为未来

世作不请友。”（５０／３１３ｃ）

（四）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

《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一：“其中有佛，号曰释迦牟尼，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
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３／１２５ａ）《广说佛教语大辞典》“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

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条：“佛之十号。佛之十个别名。”（４８６ｂ）
十号之名目东汉译经已见，但名称与《大方便佛报恩经》不同。如东汉竺大力共康孟详译《修行

本起经》卷下：“汝后百劫，当得作佛。名释迦文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

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度脱众生，如我今也。”（３／４７２ｂ）东汉昙果共康孟详译《中本起经》卷

上：“汝于来世九十一劫，当得作佛，字释迦文，号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

士，道法御，天人师，众佑，度人如我今也。”（４／１４７ｃ）
此后译经中如来十号的具体名称大同小异。如旧题三国魏白延译《须赖经》②：“大王亦闻：世

有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１２／５４ａ）三国

吴支谦译《维摩诘经》卷下：“有昔过去无央数劫不可称计，时世有佛，名俾沙阇罗耶（汉言药王）如

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１４／５３５ｃ）西晋竺法

护译《慧上菩萨问大善权经》卷上：“今吾授彼女决，转女身后九十九劫当得作佛，号离无数百千所

受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为佛众佑。”（１２／１５７ｂ）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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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１６８表示１６８页；ａ表示左侧一栏；ｂ表示右侧一栏。见［日］中村元原《广说佛教语大辞典》，林 光 明 编 译，（台 北）嘉 丰 出 版

社２００９年版。［Ｈ．Ｎａｋａｍｕｒａ，Ａｎ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ｅｄ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Ｌｉｎ　Ｇｕａｎｇｍｉｎｇ，Ｔａｉｐｅｉ：Ｊｉａｆｅｎｇ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９．］
“００２３《须赖经》１卷。吴支谦译［祐］。后误曹魏白延译［宋］。今勘同宝积（２５）善顺会。”见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济

南）齐鲁书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７页。［ＬüＣｈｅｎｇ，Ｎｅｗ　Ｅｄｉｔｅｄ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ａｚａｎｇｊｉｎｇ，Ｊｉｎａｎ：Ｑｉｌｕ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ｐ．７．］



晋瞿昙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卷二：“比丘！我今出世，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

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１／４２９ｃ）后秦鸠摩罗什译《出曜经》卷一：“尔时众生寿

八万四千岁，有如来出世，名曰弥勒，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

师，号佛世尊。”（４／６１０ａ）
而与《大方便佛报恩经》中如来十号相同的十种具体名称，最早见于东晋译经。东晋佛陀跋陀

罗译《观佛三昧海经》卷九：“彼世有佛，名宝威德如来，应 供，正 遍 知，明 行 足，善 逝，世 间 解，无 上

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 世 尊。”（１５／６８８ａ）后 秦 鸠 摩 罗 什 译 经 尤 其 多 见。如《妙 法 莲 华 经》卷 一：
“尔时有佛，号日月灯明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

尊。”（９／３ｃ）《持世经》卷二：“尔时有佛，名大意山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

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１４／６５１ｂ）其后译经也多见用例。如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过去现

在因果经》卷 三：“有 如 来，应 供，正 遍 知，明 行 足，善 逝，世 间 解，无 上 士，调 御 丈 夫，天 人 师，佛 世

尊。”（３／６４３ｂ）南朝梁僧伽婆罗译《文殊师利问经》卷下：“若能专念如来十号……云何十号？谓如

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１４／５０６ｃ）
同时，可靠的东汉三国佛经尚未出现“如来，十号”这样的形式，这种形式最早也见于东晋译经。

东晋佛陀跋陀罗译《观佛三昧海经》卷六：“过去久远无数劫时，有佛世尊，名一宝盖灯王如来，十号

具足。”（１５／６７７ａ）苻秦竺佛念译《菩萨从兜术天降神母胎说广普经》卷 三：“佛 号 观（丹 乡 劝）助 如

来，十号具足。”（１２／１０３０ｂ）后秦佛驮耶舍译《长阿含经》卷六：“如今如来，十号具足。”（１／４２ａ）

（五）萨遮尼乾

《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一：“向者乞食，道逢六师徒党萨遮尼乾，见毁骂辱。”（３／１２４ｃ）

萨遮尼乾是佛教徒贬称的六师外道之一。唐惠苑撰《新译大方广佛花严经音义》卷下：“萨遮

尼乾：萨遮，此云有也；尼乾者，具云尼乾连陀；言尼者，不也；乾连陀，系也。谓此类外道裸形自饿

以少欲，不为衣食所系故也。”（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三，５４／４５４ｃ）宋法云编《翻译名义集》卷 二：
“萨遮尼乾：此云离系。自饿外道。尼乾，亦翻不系。拔发露形，无所贮蓄。”（５４／１０８４ｃ）

“萨遮尼乾”一语见于东晋以后译经。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祇律》卷一八：“复有

一臣言：是萨遮尼乾子在王舍城中，是大沙门。”（２２／３６９ｃ）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九○：“又
萨遮尼乾问佛：‘佛自念昼日有眠不？’佛言：‘春末夏初，以时热故小眠息，除食患故。’萨遮尼乾白

佛：‘余人有言：昼日眠是痴相。’佛言：‘汝置！汝不别痴相。’”（２５／６９９ａ）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大

方广宝箧经》卷中：“是时萨遮尼乾陀子住毘舍离大城之中。”（１４／４７５ｃ）北魏菩提留支译有《大萨遮

尼乾子所说经》。

（六）三藏九部

《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一：“是以如来教迹 随 宜。三 藏 九 部 乃 至 十 二 部 经，分 流 道 化，随 信 深

浅故，说众经典。”（３／１２８ａ）

三藏九部，指佛教经典。《广说佛教语大辞典》“三藏”条：“①指经·律·论三藏（Ｐ　ｔｉ－ｐｉｔ·ａｋａ

Ｓ　ｔｉ－ｐｉｔ·ａｋａ）而言。‘藏’意指含藏佛教一切文书或教义的。藏的原文ＰＳ　ｐｉｔ·ａｋａ，意为‘笼，箧’。将

佛教圣典分类成经藏·律藏·论藏等三种。佛教圣典全体。”（１３１ａ－ｂ）“九部”乃“九部经”的略语，
义同“九部法”。《广说佛教语大辞典》“九部法”条：“由九部分组成的教法。义同于九分教。将印

度最初期的佛法依其形式与内容分类成九种。”（３９ｂ）
东汉佛经只见“三藏”的说法。支娄迦谶译《阿阇世王 经》卷 下：“何 谓 三 藏？声 闻 藏、辟 支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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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菩萨藏。”（１５／３９８ａ）此“三藏”指三乘，与“三藏九部”之“三藏”不同。“九部”单独使用，较早的用

例见于东晋译经。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祇律》卷一：“如是舍利弗，如来广说九部经，
为声闻制戒。”（２２／２２７ｂ）

“三藏九部”除《大方便佛报恩经》之外，其余用例均见于南北朝以后的中土佛教典籍。如北凉

释道挻所作《毘婆沙序》：“有沙门道泰，才敏自天，冲气疏朗，关博奇趣，远参异言。往以汉土，方等

既备，幽宗粗畅。其所未练，唯三藏九部。”（北凉浮陀跋摩译《阿毘昙毘婆沙论》序，２８／１ａ）南朝梁慧

皎撰《高 僧 传》卷 二《鸠 摩 罗 什》：“渊 粹 有 大 量，才 明 博 识，独 步 当 时。三 藏 九 部，莫 不 该 练。”
（５０／３３０ｂ）①唐法琳撰《辩正论》卷三：“至于鹫峰奥典，鸡园密义，二谛五乘之旨，三藏九部之文，赤

髭之所未详，青目由来不释。”（５２／５０４ａ）南北朝中土文献亦见用例。梁简文帝《庶子王规墓志铭》：
“七略百家，三藏九部；成诵其心，谈天其口。胜气无俦，高尘谁偶。”［５］３０２８上

（七）释氏宫

《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三：“诸人当知：瞿昙沙门，实无所知。黄口小儿，近出释氏宫菩提树下，
自言得一切种智。当知此则虚妄之言。”（３／１３７ａ）

释氏宫，指释迦牟尼所居之处。宫，住所，房屋，是古义。《广说佛教语大辞典》“释氏”条：“用

以表示皈依佛门者是 释 尊 之 子 的 称 号。指 释 子（Ｓ　Ｓāｋｙａ－ｐｕｔｒａ）或（Ｓ　ｂｕｄｄｈ－ｐｕｔｒａ）佛 子 等。‘沙

门’一语佛教与外道通用，是故佛教的沙门自称‘沙门释子某某’，中国佛教的出家人以‘释’为姓，故
一般通称‘释某’。”（１６９９ｂ）

东汉译经用“释氏精舍”。如东汉竺大力共康孟详译《修行本起经》卷上：“一时佛在迦维罗卫

国释氏精舍尼拘陀树下，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阿罗汉。”（３／４６１ａ）东汉昙果共康孟详译

《中本起经》卷下：“尔时佛游于迦维罗卫国释氏精舍，与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４／１５８ａ）其后

译经续有使用，但用例不多。如西晋竺法护译《琉璃王经》：“一时佛游迦维罗卫释氏精舍尼拘类树

下，与五百比丘、侍者阿难、金刚力士楼由俱。”（１４／７８３ｂ）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祇律》
卷一○：“复次，佛住迦维罗卫尼拘律树释氏精舍。”（２２／３１６ｂ）

至于“释氏宫”，始见于后秦鸠摩罗什之译经，用例亦不多。后秦鸠摩罗什译《大庄严论经》卷

一：“出于释氏宫，具足一切智。”（４／２５７ｃ）

（八）四围陀

《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一：“有一梵志，是六师徒党。其人聪辩，悉能通达四围陀典、历数算计、
占相吉凶、阴阳改变，豫知人心。”（３／１２４ｂ）亦作“四吠陀”、“四韦陀”。《广说佛教语大辞典》“四韦

陀”条：“韦陀是Ｓ　ｖｅｄａ之音写。意为四种吠陀（Ｓ　ｃａｔｕｒ－ｖｅｄａ）圣典。梨俱吠陀（Ｓ　Ｒｇ－ｖｅｄａ赞歌）·沙

摩吠陀（Ｓ　Ｓāｍａ－ｖｅｄａ歌咏）·夜柔吠陀（Ｓ　Ｙａｊｕｒ－ｖｅｄａ咒词）·阿闼婆吠陀（Ｓ　Ａｔｈａｒｖａ－ｖｅｄａ祭词）

等四种。婆罗门教的圣典。”（３６２ａ）
此词有“四吠陀”、“四韦陀”、“四围陀”三种形式。“四围陀”出现最早，见于后秦译经②。后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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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唐道世《法苑珠 林》卷 二 五 同 此，见５３／４７３ａ。参 见 道 世《法 苑 珠 林》，（北 京）中 华 书 局２００３年 版。［Ｄａｏ　Ｓｈｉ，Ｆａｙｕａｎ
Ｚｈｕｌ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０３．］
旧题三国吴竺律炎共支谦译《摩登伽经》多见其例，如卷上：“有婆罗门，名莲花实。宗族高美，父母真正。七世以 来，净 而

无杂。通四围陀，才艺寡匹。”（２１／４０１ｃ）据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０８６７摩登伽经２卷。失译［经］。后误竺律炎等

译［周］。”则该经当非 可 靠 的 三 国 译 经。参 见 吕 澂《新 编 汉 文 大 藏 经 目 录》，（济 南）齐 鲁 书 社１９８０年 版，第７２页。［Ｌü
Ｃｈｅｎｇ，Ｎｅｗ　Ｅｄｉｔｅｄ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ａｚａｎｇｊｉｎｇ，Ｊｉｎａｎ：Ｑｉｌｕ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ｐ．７２．］



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三：“尔时婆薮仙人自思惟言：我贵重人，不应两种语。又婆罗门四围陀

法中，种种因缘，赞祀天法。”（２５／７６ｂ）北魏菩提留支译《大萨遮尼乾子经》卷六：“王当知，如我有四

围陀经中说。”（９／３４２ｂ）
至于“四韦陀”，《撰集百缘经》有用例。旧题三国吴支谦译《撰集百缘经》卷八：“时彼城中有一

婆罗门，名曰梵摩。多闻辩才，明解经论，四韦陀典，无不鉴达。”（４／２３９ｃ）但《撰集百缘经》不是可靠

的三国译经，学界已有考辨①。较早的可靠用例见于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二五：“是菩萨

得是无碍智，转身受生时，一切五通仙人所有经书、咒术、智慧、技能，自然悉知。所谓四韦陀、六鸯

伽咒术。”（２５／２４７ａ）

而“四吠陀”则见于唐代译经。唐玄奘译《阿毘达磨大毘婆沙论》卷一二：“曾闻有婆罗门子，先
诵得四吠陀书，中间忘失。”（２７／５８ａ）

（九）天宝香、天宝花（华）

《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一：“复以天衣重敷其上，烧天宝香，诸天宝花遍布其地。”（３／１２５ａ）

天宝香、天宝花（华），佛教徒供养佛之物。《大方便佛报恩经》多见其例，而东汉佛经只言“香”、
“天香”、“花（华）”、“天花（华）”。

安世高译《八正道经》：“信祠者悬缯烧香，散 花 然 灯。”（２／５０５ａ）支 娄 迦 谶 译《道 行 般 若 经》卷

九：“昙无竭菩萨日日供养，持杂华名香，然灯悬幢幡，华盖杂宝，若干百种音乐，持用供养般若波罗

蜜。”（８／４７３ａ）支娄迦谶译《阿 佛国经》卷上：“阿 如来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得萨芸若慧时，无央

数那术亿百千诸天人，于虚空住，以天华、天栴檀、杂香、天捣香、伎乐，供养散阿 佛上。供养已，其
天华、天香、天捣香、天栴檀香、天杂香，悉于虚空中合住，化成圆华盖。”（１１／７５５ｂ）

三国佛经方有“天宝花香”的用例。吴支谦译《大明度经》卷二：“天 宝 花 香 具 悉 如 前，满 四 天

下。”（８／４８４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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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天宝花（华）”则始见于东晋译经。东晋佛驮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八：“十方各万

佛世界尘数佛国，六种十八相震动，雨天宝华，天末香，天宝鬘，天杂香，天宝衣，天宝云，天庄严具。”
（９／４４６ｂ）其后用例颇多。如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四：“以天宝华聚，散多宝佛及释迦牟

尼佛上。”（９／３３ｃ）南朝宋宝云译《佛所行赞》卷三：“种种天宝花，从空而乱下。”（４／２８ａ）
“天宝香”佛经中用例很少，多与“天宝花（华）”一起出现，除《大方便佛报恩经》外，再列举几例。

西秦圣坚译《罗摩伽经》卷上：“又雨无量天宝花云，无量天宝香云。”（１０／８５８ａ）唐般若译《大方广佛

华严经》卷一三：“阿 僧 祇 天 女 歌 咏 赞 叹，阿 僧 祇 天 宝 华 云，阿 僧 祇 天 宝 香 云，阿 僧 祇 天 宝 鬘 云。”
（１０／７２１ｃ）

（十）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

《大方便佛报恩经》多见此词，如卷一：“释迦如来于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难行苦行，发大悲

愿。”（３／１２５ｂ）
“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是表示时间非常久远的短语。《广说佛教语大辞典》“无量百千万亿

劫”条：“无限长之时间也。”（１２３８ｂ）“阿僧祇劫”条：“无数劫（劫是劫波之略）。”（８１０ｂ）
东汉译经中以“劫”为核心构成的表示时间久远的短语形式繁多。至于“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

劫”，东汉、三国佛典未见用例，最早见于东晋十六国及以后译经。如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
卷六：“我于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修习是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９／５２ｃ）北凉昙无谶译

《大般涅槃经》卷一二：“若是虚妄诸佛世尊，久于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修菩提道已离妄语，今作

是说，其义云何？”（１２／４３９ｃ）北魏菩提留支译《深密解脱经》卷二：“堕大地狱无有出期，乃至无量百

千万亿阿僧祇劫。”（１６／６７２ｃ）唐以前的佛典总共也只有五六例而已。

（十一）五盖十缠

《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一：“念念无常，五盖十缠之所覆蔽。”（３／１２８ａ）
“盖”、“缠”都是烦恼的异名。《广说佛教语大辞典》“五盖”条：“覆盖 心 的 五 种 烦 恼。五 种 障

害。即贪·瞋·像睡眠那样的无知蒙昧·躁郁的状态·疑等五种。或译为贪欲盖·瞋恚盖·惛沉

睡眠盖·掉举恶作盖·疑盖等五种。”（２３９ｂ）“十缠”条：“缠者，烦恼的异名。缠绕众生身心，令不

得自由，故名缠。有十种，故名十缠。”（９１ｂ）
东汉三国译经只有“五盖”之说，未见“十缠”。东汉安世高译《阴持入经》卷下：“已舍五种为

何等？为五盖。一爱欲、二瞋恚、三睡眠、四不了悔，五为疑。”（１５／１８０ａ）三 国 吴 康 僧 会 译《六 度 集

经》卷七：“又有五盖：贪财盖、恚怒盖、睡眠盖、淫乐盖、悔疑盖。”（３／３９ａ）“十缠”之说始见于后秦

译经。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七：“缠者，有人言十缠，有人言五百缠。”（２５／１１０ｂ）
“五盖十缠”连用最早见于南朝梁佚名撰《慈悲道场忏法》卷一○：“常知三漏五盖十缠之法是

障。”（４５／９６５ｃ）除上例和《大方便佛报恩经》之外，其余用例均见于隋唐以后中土人士编写的佛教文

献。如隋费长房编《历代三宝记》卷一四：“烦恼则五盖十缠，九十八使。”（４９／１１５ｂ）隋灌顶撰《国清

百录》卷三：“至于今日恒沙惑障，烦恼迷昏，五盖十缠。”（４６／８１１ｃ）

（十二）一箭道

《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一：“七宝行树，其树皆高尽一箭道。”（３／１２４ｃ）
一箭道，佛经中的长度单位。《广说佛教语大辞典》“一箭道”条：“距箭靶子百二十步或百五十

步之距离。”（２５ａ）
此词东晋译经始见。如东晋法显译《大般涅槃经》卷中：“其间相去，尽一箭道。其城四门，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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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重。”（１／２０１ａ）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六：“一树一台，其树去台，尽一箭道。”（９／５３ａ）。北

魏瞿昙般若流支译《正法念处经》卷六四：“见弗婆提人闻怖畏声，耳识所缘，尽一箭道。”（１７／３８０ａ）

三

考察这１２条佛教词语之后，我们认为，《大方便佛报恩经》不是东汉译经，它的翻译年代当在东

晋之后。
“三藏九部”、“五盖十缠”这两个词语可靠的用例都见于南朝宋之后，尤其是“五盖十缠”，其较早

的用例见于《慈悲道场忏法》，吕澂先生指出该书是梁武帝（５０２—５４９）时期所撰①。从这两个词语看，
《大方便佛报恩经》应该是距《出三藏记集》（５１０—５１８）和《经律异相》（５１６）成书年代很近的一部佛经，
然其译者竟不可考，实在令人费解。同时，“五盖十缠”除在《大方便佛报恩经》使用外，其余用例均见

于中土佛教文献（《慈悲道场忏法》也是中土人士所撰），这些似乎表明：该经乃中土撰述，而非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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