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教文献、思想研究

梵语、巴利语、犍陀罗语佛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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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印度本土语言书写而成的佛经原典一直得到海外印度学研究者的高度重

视，也日益进入国内佛学研究者的视野。陈寅恪、汤用彤、季羡林、吕潋等先生是国内

利用梵语原典研究佛学及中国古代相关文献的先驱。近几十年来，随着印度学和佛学的

发展，在国内已有一批梵语巴利语学者沿着前辈学者开拓的道路继续这方面的努力。本

文围绕国内外佛教文献研究现状，择要介绍最新出版的梵语、巴利语、犍陀罗语佛典的

研究专著并提出自己的思考和见解，以期对国内佛学之发展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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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世纪，海外学者就开始关注梵语、俗语及藏译、汉译佛典，相关考古发掘

和写本整理、校勘、翻译、研究等工作一直持续至今。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的进展，

越来越多用印度本土语言书写而成的佛经写卷为世人所知，相关研究成果也随之涌现。

本文围绕国内外佛教文献研究现状，从梵语佛典、巴利语佛典、犍陀罗语佛典三个部分

择要介绍一些新近出版的研究成果，为学界提供参考。

一、梵语佛典

古代中国是翻译大国。佛经的翻译历史历时千余年，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汉译佛典。

很多汉译佛典所依据的原本已经散佚，但能够找到相应梵语原典的部分依然可观，在这

种情况下，梵汉佛经对勘研究工作有助于读解汉译佛典和梵语佛典，有助于研究佛教汉

语和佛经翻译史，意义非凡。①黄宝生先生主持的《梵汉佛经对勘丛书》现已出版五部，

分别为《梵汉对勘入楞伽经》(2011)、《梵汉对勘入菩提行论》(2011)、《梵汉对勘维

摩诘所说经》(2011)、《梵汉对勘神通游戏》(2012)和最新出版的《梵汉对勘佛所行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梵文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课题《戒日王戏剧翻译与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zhOl9(220100020015)。本文得到美国新校大学印度中国研究所资助。

①黄宝生：《梵汉对勘佛所行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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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2015)。

佛教诗人和剧作家马鸣(A§vagho sa)留下《佛所行赞》(Buddhacarita)和《美难

陀传》(Saundarananda)两部梵语叙事诗和包括《舍利弗》(．dradvatiputra—Prakaratj

am)在内的三部梵语戏剧残卷。《梵汉对勘佛所行赞》是《佛所行赞》梵本(Johns-

ton，E．H．The Buddhacarita，or Acts of the Buddha．New Delhi：Munshiram Manoharlal，

1995)和昙无谶汉译的对勘研究。昙无谶汉译共28品，梵本仅存14品。书中探讨梵本

的修辞手法、诗律形式、佛教思想等内容并提供现代汉语译文，也对昙无谶所译后14

品进行注释。《梵汉对勘佛所行赞》是国内第一次运用梵语原文系统研究《佛所行赞》，

也是世界上将《佛所行赞》梵本与汉译对勘研究的第一例。马鸣的三件梵语戏剧残卷

由德国学者吕德斯(Heinrich L订ders)于191 1年整理出版。印度学者塔德帕雷(M．G．

Dhadphale)在吕德斯研究基础之上，出版专著《舍利弗——马鸣的梵语戏剧》(Dhad—

phale，M． G．≮丘，。血幽Ⅱf印M￡ro—Prakara孕。，n：A Sanskrit Drama of A,@agho$o．Pune(India)：

Sovitri Prakashan，2013)，考察《舍利弗》残卷的语言特色、艺术手法及其在梵语戏剧

史和佛教传统中的地位和意义。

另一部重要佛教文学作品《天譬喻经》由安迪·罗特曼(Andy Rotman)译出。

《神圣故事——(天譬喻经) (I)英译》(Rotman，Andy．Divine Stories：DivyOvadana

Part I．Boston：Wisdom Publications，2008)包括梵本《天譬喻经》36个故事中17个故

事的英译和注释。翻译使用考威尔(E．B．Cowell)和尼尔(R．A．Neil)编订的梵本

(Cowell，E．B．，and R．A．Neil，eds．The DivyovadOna，A Collection of Early Buddhist

Legends Now First Edited from the Nepalese Sanskrit Mss．in Cambridge and Paris．Cam—

bridge：The University Press，1886)，同时参考吠底耶(P．L．Vaidya)和沙克尔顿·贝

利(D．R．Shackleton Bailey)等学者的相关成果。

20世纪初在南印度发现的《圣文殊师利根本仪轨》(arya—mafiju sr_一mala—kal—

pa)梵语写本①，成书时间在4世纪至9世纪间，共55品。天息灾汉译《大方广菩

萨藏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仅28品。②格伦·沃利斯(Glenn Wallis)在《冥想佛陀

神通——(文殊师利根本仪轨)中的仪式》 (Wallis，Glenn．Mediating the Power of

Buddhas：Ritual in the Ma两u,缸imolakalpa．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中详细考察了经中所述仪轨。丹尼尔·鲍彻(Daniel Boucher)的《山林中的

菩萨和大乘思想的形成》(Boucher，Daniel．Bodhisattvas of the Forest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Mahoyona：A Study and Translation 0f the Ra$越apalapanp．1echo—Sfitra．Honolulu：

①Ga．napati§astri，T．，ed．，％e却砌a咖卵-mfilakalpa：A Mah6yana Buddhist％小in 55 Pattras

of Prose and Verse on Mystic Rituals and Ineantations』3 volumns，Trivandrum Sanskfft Series。n0．70，76。

84 J ．Trivandrum：Superintendent Govt．Press，1 920—1 925． 参互L Aryamanjusrimulakalpa． In：Vaidya，

P．L．，Mahayanasutrasamgraha，part II[Buddhist Sanskrit Texts 1 8]．Darbhanga：l 964．

②李南：《梵文金刚乘典籍》，《南亚研究》2010年02期，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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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8)是《护国尊者所问经》 (舶$蛳pdfapa却fcch(z—

SOtra)的翻译和研究：让·纳捷(Jan Nattier)的《善人——(郁伽所问经)中的

菩萨道》(Nattier，Jan．A Few Good Men：％e Bodhisattva Path According to The hlquiry

of Ugra(Ugraparip!ccho)．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3)从《郁伽所问

经》(Ugraparip彤c矗d)的汉译、藏译和梵语残片人手，在文学手法和历史传统的语

境下探讨经中传递的菩萨道思想。①还有一些佛经写本的研究合集，如《布达拉宫特

藏二十部经梵语写本》(VinitO，Bhiksuni．A Unique Collection of Twenty Sotras in a San—

skrit Manuscript from the Potala．Beijing：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20 1 0)和

《中亚佛教写本——圣彼得堡梵语残片(第一卷)》(Karashima，Seishi，ed．Buddhist

Manuscripts from Central Asia：The St．Petersburg Sanskrit Fragments Volume J．Tokyo：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Soka University，20 1 5)等，收录了一些梵

语残片校勘、翻译和研究的成果。此外，还有若干与梵语原典相关的佛教哲学著作，

如对阿赖耶识(Waldron，William S．The Buddhist Unconscious：The Maya—Vij觚na in

the Context of Indian Buddhist Thought．London；New York：RoutledgeCurzon，2003)、月

称(Candrakirti．Four Illusions：CandrakTrti§Advice for Travelers on the Bodhisattva Path

(Bodhisattvayogacaraeatu b白taka耿d)．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法称(Dunne，John D．Foundations of Dharmakirti§Philosophy．Boston：Wisdom Publica—

tions，2004、、j屯舔l(、Walser，Joseph．Nagarjuna in Context：MahOyOna Buddhism and Early

Indian Cultur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清辩(Eckel，Malcolm Da—

vid．Bh丘viveka and His Buddhist Opponent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vard Oriental Series 70)，2008)、寂护和莲花戒(McClintock，Sara L．Omniscience

and the Rhetoric of Reason：尚ntarak gta and Kamala gla on Rationality，Argumentation，and

ReligiOUS Authority．Boston：Wisdom Publications，2010)等的研究专著。

藏传佛教研究者也十分注意藏译佛典与梵语佛典的对勘研究。例如L·贾姆斯帕尔

(Lobsang Jamspal)的《(大乘庄严经论)(MahdyfinasOtrfila thkora)英译》(Jamspal，L．

et a1．，trans． MaitreyanOtha／A ryOsa9 ga．The Universal Vehicle Discourse Literature

(Mahayanasntrala l诔aEa)．New York：American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Center for

Buddhist Studies and Tibet House US，Columbia University，2004)。该书是美国佛学研究所

(American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简称AIBS)《丹珠尔》(Tanjur)英译出版计划

①参见田家碹：《(郁伽所问经)研究一以初期大乘菩萨行为中心》，[台湾]国立台湾师范

大学国文研究所，2004年度，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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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部①，虽为直接从藏译本译出，但其后对照梵本(该梵本是比藏译本年代更晚的

副本)逐字逐句校订译文，并参考了该经的汉译。②又如克里斯汀·K·魏德迈(Chris-

tian K．Wedemeyer)的《圣天造(合行明炬)(Carydmelopakapradj-pa)译注》(Wede—

meyer，Christian K．，ed．&trans．Pryadeva 7s Lamp that Integrates the Practices

(Carydmel@akapradj_pa)：The Gradual Path of Vajraydna Buddhism According to the Esoteric

Community Noble Tradition．New York：American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at Columbia

University，2007)，包括了《合行明炬》的校勘本梵语原文、校勘本藏语译文及魏德迈

的英译和注释。魏德迈的《理解密宗佛教——历史、符号学和对印度传统的僭越》

(Wedemeyer，Christian K．Making Sense of Tantric Buddhism：History，Semiology，and

Transgression in the Indian Tradiffo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及其他

成果，也可参阅沈卫荣的相关评介。⑧

一些汉译佛典还被译成英语，为西方佛学研究者提供参考。例如魏查理(Charles

Willemen)的《汉译(法集要颂经)(UdOnavarga)(大正藏213号)的英译》(Wille—

men，Charles．A Collection of Important Odes of the Law：The Chinese Udonavarga Fa ji yao

song加g法集要颂经(Taisho 2 1 3)．Berkeley，CA：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and BDK A．

meriea，2013)。魏查理在导论中对比分析《法句经》、《法句譬喻经》、《出曜经》和

《法集要颂经》所属的不同部派佛教体系，而后指出《法集要颂经》译自的梵语原本与

9世纪上半期流传的藏译本非常接近。④鉴于汉译《法集要颂经》的重要研究价值，他

提供了完整英译，并附有汉梵对照词汇表。

二、巴利语佛典

巴利语三藏写定于公元前1世纪。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公元初开始，佛经语言向

梵语转变，出现梵语与方言俗语并存的局面。

《法句经》(Dhammapada)属巴利语《小部》(Khuddakanikdya)第二部经，是早

期佛教的格言诗集。巴利圣典学会的版本(Hintiber，Oscar von，&K．R．Norman．

①Jamspal，L．et a1．，trans．Maitreyanotha／A ryasa fi ga．The Universal Vehicle Discourse Literature

(Mahdyanasdtrdla,hkOra)．New York：American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Center foT Buddhist Studies

and Tibet House US，Columbia University，2004，P．vii．

②Jamspal，L．et a1．，trans．MaitreyanOtha／．五ryOsafl ga．The Universal Vehicle Discourse Literature

(MahayanasOtrMa dkrra)．New York：American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Center for Buddhist Studies

and Tibet House US，Columbia University，2004，P．X．

③沈卫荣：《学术偶像崇拜和学术进步》，载：http：／／www．aisixiang．corn／data／34474．html。

④Willemen，Charles．A Collection of Important Odes of the Law：The Chinese Uddnavarga Fa ji yao

song ring法集要颂经(Taisho 2 13)．Berkeley，CA：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and BDK America，20 13，

pp．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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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ammapada．Oxford：Pali Text Soceity，1995)共423颂，分为26品。①黄宝生先生的

《巴汉对勘(法句经)》利用巴利语《法句经》与维祗难等汉译《法句经》进行对勘研

究。维译第9至35品在品名和次序上都可以与巴利语《法句经》一一对应。②对勘过程

中还考察巴利语《法句经》的语言风格、诗律及维祗难的汉译风格等，为巴利语部分

提供现代汉语译文并为维译提供注释。

《法句经》版本众多，除巴利语外，还有其他方言俗语、梵语、藏语、汉语的传本

和译本⑧以及不少被称为“法句体”的与《法句经》形式相似的佛教颂诗集。这些

《法句经》或“法句体”相互关联，一些偈颂或品名相同或相似。④19世纪在中国新疆

于阗出土了犍陀罗语《法句经》(简称于阗《法句经》)，于1962年由英国学者约翰·

布劳(John Brough)校勘出版，并与巴利语《法句经》对照排版。犍陀罗语《法句经》

约350颂，相当于巴利语《法句经》的六分之五。⑤1994年发现的犍陀罗语《法句经》

残卷(简称不列颠《法句经》)将在下文犍陀罗语佛典部分论及。同样在新疆出土的吐

火罗语《自说庄严经》(UddnMa fikora)与《法句经》性质相似且部分内容重合。⑥混

合梵语《法句经》(简称巴特那《法句经》)已出版三个转写本，共414颂，分22品，

与巴利语《法句经》的对应部分约占四分之三。⑦《大事譬喻》中也引用了《法句经》

中几乎全部的偈颂。⑧汉译《法句经》(维祗难等译)共758颂，分39品。(9维译所依原

文很可能不是巴利语，而是梵语或某种俗语。⑩还有“法句体”汉译《法句譬喻经》

(法炬共法立译)、《出曜经》(竺佛念译)、《法集要颂经》(天息灾译)。⑩与汉译《法

集要颂经》相对应的梵语、混合梵语和藏语写本在编纂、品名和内容上与巴利语《法

①黄宝生：《巴汉对勘(法句经)》，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4月，导言第8页。

②黄宝生：《巴汉对勘(法旬经)》，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4月，导言第1页。

③黄宝生：《巴汉对勘(法句经)》，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4月，导言第1，8页。

④Lenz，Timothy．A New Version of the C-dndhari口^Ⅲapada and a Collection ofPrevious—Birth Sto—

ties：British Library Kbaro,sthT Framents 16+25，GandhOran Buddhist Texts V01．3．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3，P．12．

⑤黄宝生：《巴汉对勘(法句经)》，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4月，导言第2—3页。

⑥黄宝生：《巴汉对勘(法句经)》，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4月，导言第3页，参见《季羡

林全集》第十六卷，第170—176页。

⑦黄宝生：《巴汉对勘(法句经)》，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4月，导言第3—4页。

⑧Lenz，Timothy．A New Version of the Gdndhfirf Dharmapada and a Collection ofPrevious—Birth Sto—

Hes：British Library Kbaro s出f Framents 16+25，Gandhdran Buddhist Texts V01．3．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3，P．12．

⑨黄宝生：《巴汉对勘(法句经)》，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4月，导言第2页。

⑩黄宝生：《巴汉对勘(法句经)》，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4月，导言第9页。

⑥黄宝生：《巴汉对勘(法句经)》，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4月，导言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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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经》十分相似。①此外，《四十二章经》中也有28首与《法句经》一致，可以被认为

是一部微型《法句经》。②

《长老尼偈》(TheHgdtho)也属于巴利三藏《小部》(KhuddakanikOya)，是一部

早期佛教信女的诗歌选集。长老尼(theft)本意为年长的女子，这里指佛教信徒中年长

而具有宗教成就的女性。③《长老尼偈》大多讲述修行体验，无论教义还是实践都没有

上座部的特色，而是与《法句经》相似，包括原始佛教当中各个部派都适用的观念

(如四圣谛、八正道)和原始佛教与其他印度宗教共同具有的思维(如业报轮回)。④查

尔斯·哈里塞(Charles Hallisey)的《长老尼偈——早期佛教信女诗集(巴英对照)》

(Hallisey，Charles，trans．Therigatha：Poems of the First Buddhist Women．Cambridge：Har—

vard University Press，2015)包括《长老尼偈》的巴利语原文和英语翻译。巴利语使用

1918年出版的法护(Dhammapala，6世纪)注《长老尼偈》 (Dhammapatla．

Bhadantacariya Dhammapdla Thrra，s Paramattha Dipan[．or The Commentary of the The^一

Gatha of the Khuddaka Nikrya，Sutta Pitaka．Bihalpola Siri Drwarakkhita Th6ra，ed．；rev．

by Mahagoda Siri l对6nissara Thera，rev．Colombo(Ceylon)：The Tripitaka Publication Press，

1918)。《长老尼偈》最初很可能由其他方言写成，然后被译成巴利语，并随着巴利语

的发展而被重新修订。诗歌中体现出的语言和个体差异表明这个诗集创作和翻译经历了

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最早的诗歌可能写于佛陀时代(公元前6、5世纪)，最晚的大约

在公元前3世纪末。(9

《长老尼偈》中体现出的宗教、道德、伦理价值判断可以作为了解印度早期佛教生

活的文献。⑥印度妇女地位低下，并且在佛教系统内部也是如此。《长老尼偈》在上座部

佛教传统中被接受程度很低，对佛教书写的影响也相当有限。在法护的注释之后，直到

18—19世纪才有了一个缅甸语的新注释。⑦其在文学上的地位也是边缘化的，未被纳入

①Lenz，Timothy．A New Version of the Gdndh丘H Dharmapada and a Collection of Previous—Birth Sto—

ties：British Library Kharo F出i Framents 16十25，Gandharan Buddhist Texts V01．3．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3，P．12．

②黄宝生：《巴汉对勘(法句经)》，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4月，导言第7页。

③Hallisey，Charles，trans．Therigatha：Poems of the First Buddhist Women．Cambridge：Harvard U—

niversity Press，2015，P．vii．

④Hallisey，Charles，trans．Therigatha：Poems of the nrst Buddhist Women．Cambridge：Harvard U—

niversity Press，2015，PP．xxiv—XXV．

⑤Hallisey，Charles，trans．Therigatha：Poems of the First Buddhist Women．Cambridge：Harvard U．

niversity Press，2015，P．X．

⑥Hallisey，Charles，trans．Thengatha：Poems of the First Buddhist Women．Cambridge：Harvard U．

niversity Press，2015．P．xxvii—xxviii．

⑦Hallisey，Charles，trans．Thengatha：Poems of the First Buddhist Women．Cambridge：Harvard U—

niversity Press，2015，P．x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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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学中优秀作品的范畴，直到20世纪才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①然而《长老尼偈》

是印度最早的女性文学作品，在传递史料讯息、宗教想象和情感体验的同时，具有诗歌

的审美成就。例如一位长老尼写道：“我的头发曾经乌黑卷曲如同蜜蜂，现在苍老如

麻。就像佛陀所说，世问万物皆是如此。”②在宗教框架下是佛教讲述的无常，而在文学

框架下是情感诗中的女性美——她曾经在乌黑的秀发中感受到青春的喜悦，而现在，在

苍白的发髻中，她感到了更加强烈的喜悦。她试图让我们品味这种真实的美，而不是现

实的残酷。诗人正是为我们展现她看到而我们未见的美感。③《长老尼偈》没有写妇女

因前世恶业而今生受苦，而是刻画了女性的美和对她们不公遭遇的同情。这也是《长

老尼偈》在当代获得关注的原因。④无论是社会、宗教改革家还是女权主义、女性主义

理论的宣扬者都企图从中汲取养分，这或许是我们在不同时代赋予佛教文献的新的解

读。

三、犍陀罗语佛典

犍陀罗是古地名，包括巴基斯坦开伯尔·巴图克瓦省(Khyber Pakhtunkhwa Prov—

ince)的白沙瓦河谷(Peshawar valley)，还可在文化上向东拓展到塔克西拉(Taxila)，

向北到斯瓦特河谷(Swat Valley)，向西到今天阿富汗的哈达(Hadda)和巴米扬

(Bamiyan)。这个地区常常与战争、贫困、恐怖主义相连，却也蕴藏着富饶的文化遗

产。⑤近年来发现的一些怯卢文字母书写的犍陀罗语写本，写成于公元初几个世纪的犍

陀罗地区，是现存最早的佛教文献。⑥此前巴利语佛典被认为是原典，具有无可争议的

①Hallisey，Charles，trans．Therigatha：Poems of the First Buddhist Women．Cambridge：Harvard U—

niversity Press，2015，P．xxiii．

②Hallisey，Charles，trans．Therigatha：Poems of the First Buddhist Women．Cambridge：Harvard U—

niversity Press．201 5，P．xiii．

③Hallisey，Charles，trans．Therigatha：Poems of the First Buddhist Women．Cambridge：Harvard U-

niversity Press，2015，PP．xvii—xviii．

④Hallisey，Charles，trans．Therigatha：Poems of the First Buddhist Women．Cambridge：Harvard U—

niversity Press，2015，P．xxxi．

⑤Jongeward，David，Elizabeth Errington，Richard Salomon，and Stefan Baums．Gandharan Buddhist

Reliquarie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2，P．x—xi．

⑥有关犍陀罗佛教文献的的其他信息，可参见《犍陀罗佛典丛书》前言和华盛顿大学早期佛教

写本项目(Early Buddhist Manuscripts Project，EBMP)网站http：／／www．ebmp．org。Salomon，Rich—

ard．Two G行ndhOr7 Manuscrip￡s of the Songs of Lake Anavatapta(Anavatapta—gatha)：British Library Kharo

s曲f Fragments J and Senior Scroll 14．GandhOran Buddhist Texts V01．5．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8，P．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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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性。犍陀罗语文献的出现，则让这种权威性受到了质疑。①

邵瑞琪(Richard Salomon)在《犍陀罗的古代佛经写卷——不列颠图书馆怯卢文残

片》(Salomon，Richard．Ancient Buddhist Scrolls from Gandhora：The British Library Kharo

sf缸Fragments．Seattle：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9；London：The British Li—

brary，1999)一书中第一次系统论述了犍陀罗和犍陀罗佛典的背景、不列颠图书馆的怯

卢文藏品、犍陀罗写卷的年代、材质和古文书学特点等内容，并介绍了新建立的犍陀罗

佛教语料库。1994年9月，不列颠图书馆收到匿名捐赠的29件桦树皮写卷。邵瑞琪在

书中提供了对这些写卷的详细描述、内容考察和价值评估以供进一步研究之用。②邵瑞

琪主持的《犍陀罗佛典丛书》系列(以下简称《丛书》)拟针对犍陀罗语残片的具体

内容进行细致地校勘、翻译和研究，包括历史背景、古文书学和语言学、拼写方法、语

音体系、语法等方面内容的比较研究。以下对已出版的几部《丛书》做一简要概述。

《丛书》第一卷是邵瑞琪的《犍陀罗语(犀牛角经)——不列颠图书馆怯卢文残片

第5B号》(Salomon，Richard．A GOndhOrf Version of the Rhinoceros SOtra：British Library

Kharo$出i Fragment 5B。Gandhsran Buddhist Texts V01．I．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0)。《犀牛角经》见于巴利语三藏的上座部系统和混合梵语《大事譬喻》的

大众部说出世部系统。巴利语本标题为Khaggavisaoa—sutta，译成《犀牛经》或《犀牛

角经》。混合梵语本见于《大事譬喻》(1357—9，Senart版)，标题是kha0 gavi§ana—

gotha，其结构与巴利语和犍陀罗语版本截然不同，将框架故事用散文体讲述，只保留

了12个偈颂，似乎是理论上500颂的一个简写本。犍陀罗语版本的结构(40颂)与巴

利语版本(41／42颂)类似。⑧

《丛书》第二卷是马克·阿隆(Mark Allon)的《三部犍陀罗语(增一阿含

经)——不列颠图书馆怯卢文残片第12和14号》 (Allon，Mark．Three GcmdhoH

Ekottarikogama—Type SOtras：British Library Kharo$曲f Fragments 12 and 14．Gandhdran

Buddhist Texts Vo』．2．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1)。第一部经是《豆磨

婆罗门经》(Dhona—sutra)。巴利语对应《增支部》(Aflguttara—nikaya，1137—9)《四

集》(Catukka—nipOta)的第36经。未发现梵语对应版本和藏译本。有三个汉译本，一

个是《增一阿含经》(T2，No．125，pp717c18—718a12)第38．3经，一个是《杂阿

含经》(T2，no．99，pp28a20一b18)第101经，还有一个是《别译杂阿含经》(T2，

①Lenz，Timothy．A NeW Version of the Gondhsg Dharmapada and a Collection of Previous—Birth Sto—

nes：BHtish Library Kharo，曲，Framents 16+25，Gandb丘ran Buddhist Texts V01．3．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3．P．13．

②Salomon，Richard．Ancient Buddhist SeroHs from GandhOra：％e British Libra叫KhaFo f thi Frag-

ments．Seattle：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9；London：The British Library，1999，P．XV．

③Salomon，Richard．A COndhd玎Version of the Rhinoceros Sotra：BHtish Library Kharo§拓Fragment

5B，Gandhdran BuddhJst Texts蹦．J．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0，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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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00，pp467a26一b24)第267经。①经文内容说，一个叫豆磨(Dho早a)的婆罗门见

到佛陀足迹，询问佛陀是否是天神、龙、药叉、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

喉罗伽、人、非人等，均被佛陀否认，最后佛陀以偈颂作答，为这个婆罗门说法。第二

部经是《佛语经》(犍陀罗语budhabayaoa～sgtra，巴／梵buddhavacana)。经文内容为佛

陀的话(教导)。经文的结构建筑在行、住、坐、卧四个姿势，没有偈颂。未发现巴利

语、梵语、藏语或汉语对应。②第三部经是《舍经》 (犍陀罗语prasana—sdtra，巴

padhana，梵pradh6na或prahOna)。经文的内容是四舍(四正断)。这部经残缺不全，

第四舍和结论已散佚。巴利语对应在《增支部》(Afiguttara—nikaya，1137—9)《四集》

的第14经。未发现完整梵语对应，吐鲁番出土有相关残片。有两种汉译。第一个是安

世高译《七处三观经》(T2，no．150a，pp877b27一c15)第11经，四舍为舍舍，守舍，

护舍，行舍。第二个是《杂阿含经》(T2，no．99，pp221b16一c5)第879经，四正断

为断断，律仪断，随护断，修断。这两部经与犍陀罗语和巴利语版本很接近，主要区别

是四舍的顺序。⑧

《丛书》第三卷是提摩西·伦茨(Timothy Lenz)的《新发现的犍陀罗语(法句经)

和佛陀前生故事——不列颠图书馆怯卢文残片第16和25号》(Lenz，Timothy．A New

Version of the Gd力dbd打Dharmapada and a Collection of Previous—Birth Stories：British Li—

brary Kharo，出j Framents 16十25．Gandh6ran Buddhist Texts V01．3．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3)。残卷上有两段文字，使用不同字体。第一个即不列颠《法句

经》，共15行，包括13颂，与于阗《法句经》中的《比丘品》相对应。④第二段文字

为佛陀和佛弟子前生的一些小故事，紧接着前面《法句经》残片的结尾部分书写，但

与《法句经》内容无关。(9不列颠《法句经》是继于阗《法句经》之后发现的唯一犍陀

罗语《法句经》写本。虽然不列颠《法句经》仅包括13个残缺不全的偈颂，且与于阗

《法句经》属于同一犍陀罗语源头的两个副本，这在犍陀罗语佛典研究中也是非常值得

①Allon，Mark．Three GdndhdrT Ekottarik丘gama—Type Sfjtras：Bdtish Library Kbaro#舡Fragments 12

and 14，Gandhfran Buddhist Texts V01．2．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1，pp．4—7．

②Allon，Mark．Three Gdndhori Ekottarikdgama—Type SOtras：British Library Kharo s出f Fragments 12

and 14，Gandhdran Buddhist Texts V01．2．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1，PP．7．

③Allon，Mark．Three GOndhfiri EkottarikOgama—Type SOtras：British Library Kharo s出j Fragments 12

and 14，Gandharan Buddhist Texts V01．2．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 1，PP．7—8．

④Lenz，Timothy．A New Version of the G丘ndb丘r『Dharmapada and a CoHeetion of Previous—Birth Sto—

des：British Library Kharo§加f Framents 16+25，Gandhdran Buddhist Texts V01．3．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3，P．14—15．

(D Lenz．Timothy．A NeW Version of the GOndh丘西Dharmapada and a CbⅡeetion of Previous—Birth Sto．

ries：Bntish Library Kharo,sthT Framents 16 4-25．GandhOran Buddhist Texts V01．3．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3，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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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事件，因为这是第一次同一文本的两个犍陀罗语版本被发现并得以比较研究。④

不列颠《法句经》全部为偈颂体，内容与于阗《法句经》一致，但顺序和品间编排却

大相径庭。据约翰·布劳(John Brough)猜测，不同法句偈颂的编排，或许显示出不

同部派在阐述、修订、重编佛教偈颂时的不同倾向。②邵瑞琪则认为二者应属于同一个

部派，即法藏部。顺序不同可能源自口头传统使得内容相对稳定，但是顺序并未固定下

来。犍陀罗语《法句经》中还有一些便与记忆的符号，作为背诵经文的提示，正可能

是印度佛教从口头传统向书面转化的一个例证。⑧

《丛书》第四卷是安德鲁·格拉斯(Andrew Glass)的《四部犍陀罗语(杂阿含

经)——西尼尔怯卢文残片第5号》 (Glass，Andrew．Four GdndhdrT Samyuktgtgama

Sotras：Senior K6a，o§拓Framgent 5，Gandhoran Buddhist Texts V01．4．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7)。罗伯特·西尼尔(Robert Senior)收藏的犍陀罗写卷包括24

件桦树皮写卷或写卷残片，含有至少41部佛经。④西尼尔怯卢文残片第5号写卷中包括

四部经。⑧第一部经是《想经》 (犍陀罗语Sama—sutra，巴samO—sutta，梵sam．O—

sdtra⑥)。没有巴利语、梵语、汉语或藏语的对应。经文内容为佛陀教导对污秽、对死

亡、对厌食、对无乐的四种知觉(perception，犍陀罗语safia，巴safifia，梵sa．mjrio)⑦

第二部经是《非汝等有经》(犍陀罗语．Natuspah—sutra，巴natumhoka—sutta)。对应巴

利三藏中的《相应部》(Sa．myutta—nikaya(11133—4))中的《蕴相应》(Khandha—

samyutta)22．33。无梵语对应。对应汉译《杂阿含经》第269经(T2，no．99，P．

70bl—c1)。经文内容为佛陀教导弟子应舍弃不是自己的，即舍弃五蕴。佛陀比喻说，

僧人看待五蕴应如看待柴火等，不过是被人们从林地带到了僧人的住处而已。⑧第三部

①Lenz，Timothy．A NeW Version of the Gdndh丘If Dharmapada and a Collection ofP瞻vious—Birth Sto—

ties：Btitish Library Kharo 5出f Framents 16十25，GandhOran Buddhist死xts V01．3．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3，P．14—15．

⑦Lenz，Timothy．A NeW Version of the Gdndhori Dhannapacla and a Collection of Previous—Birth Sto—

des：British Library Kharo 5出f Framen括16+25，Gandhitran Buddhist Texts V01．3．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3．P．13．

③Lenz，Timothy．A New Version of the Gondhdr*-Dharmapada and a Collection of Previous—Birth Sto—

ties：British Library Kbaro 5曲f Framents 16 4-25，Gandhdran Buddhist Texts V01．3．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3．P．18—19．

④Glass，Andrew．Four Gondho．ri Sa．myuktOgama Sotras：Senior Kharo#如f Framgent 5．Gandhdran Bud-

db南f Texts V01．4．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7，P．3．

⑤Glass，Andrew．Four Gdndhori Sam．yuktOgama SOtras：Senior Kharos拓Framgent 5．Gandhoran Bud-

d矗ist Texts V01．4．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7．P．9．

⑥据黄宝生《梵语佛经读本》，sa．mjriO．可译成：知觉、意识、示意、名称、想。

⑦Glass，Andrew．Four C．dndhdrf Samyuktdgama Sotras：Senior Kharo,．s防Framgent 5，Gandharan Bud-

dhist Texts V01．4．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7，P．9．

⑧Glass，Andrew．Four Gdndhdrf Sam．yukto．gama Satras：Senior Kharo f如f Framgent 5，Gandharan Bud一

出南f死xts V01．4．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7，P．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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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是《厌住经》(犍陀罗语．Sadha—sutra)对应巴利三藏中的《善男子苦》(Kulaputtena

—dukkha)或《多修厌离经》 (Nibbidfibahula—sutta)，对应巴利三藏《相应部》

(Sa．myutta—nikaya(111179))中的《蕴相应》(Khandha—sa．myutta)22．146。无梵语

对应。对应汉译《杂阿含经》第48经(T2，no．99，P．12a18—26)。经文内容为佛陀

告诉弟子善男子修习佛法的正确方式，即对色、受、想、行、识五蕴修厌住。正确理解

五蕴，一个人就可以脱离生、老、病、死等。①第四部经是《斧柄经》(犍陀罗语术Va．

sijad．a—sutra，巴vasija．ta—sutta)。对应巴利三藏《相应部》(Sam．yutta—nikaya(111152

—3))中的《蕴相应》(Khandha—sa．myutta)22．101，《斧柄经》(Vasijata—sutta)。

无梵语对应。对应汉译《杂阿含经》第263经(T2，no．99，P．67a22一c3)。经文内

容为佛陀教导弟子要去除漏(犍陀罗语asava，巴Osava，梵asrava)，一个人需要知道

五蕴的升起和停止。如果没有使用正确的方法(菩提支正法)，就像鸡蛋没有以正确的

方式对待，就不会孵化。②

《丛书》第五卷是邵瑞琪的《无热恼池偈的两件犍陀罗语写本——不列颠图书馆怯

卢文残片第1号和西尼尔写卷第14号》(Salomon，Richard．Two GondharT Manuscripts of

the Songs of Lake Anavatapta(Anavatapta一扣抽d)：British Library Kharo$矗j Fragments J and

Senior Scroll 14，Gandharan Buddhist Texts V01．5．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8)。书中包括两件犍陀罗语写本无热恼池偈(anavatapta—gatha)的版本、翻译和

解析。一件属于不列颠图书馆馆藏(the British Library Collection)，一件属于西尼尔收

藏(the Senior Collection)。③西尼尔收藏RSl4号的残片只有无热恼池偈中迦叶波偈颂的

部分。④王邦维先生在《香山与无热恼池：大河之水何处来?》一文中提到无热恼池，玄

奘音写作阿那婆答多池(梵anavatapta)，是古代印度人想象中位于赡部州

(Jambudvipa)中央的一个巨大湖泊，具体位置“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香山为传

说中的山脉，大雪山指喜马拉雅山(梵himalaya，音译喜马拉雅，意译为雪山)。⑧无热

恼池偈有梵本、犍陀罗语本、藏语本、汉语本和巴利语本(部分)，可分为独立文本和

依附于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的文本。独立的无热恼池偈文本是(1—2)两件新发现的犍

①Glass，Andrew．Four GdndhOH Sa．myukt69ama Sfitras：Senior Kharo 5痴Framgent 5，Gandhdran Bud-

出ist Texts V01．4．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7，P．10．

②Glass，Andrew．Four G丘ndhOri Sam．yuktogama Sotras：Senior Kharo s如，Framgent 5，Gandh&'an Bud-

幽ist Texts V01．4．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7，P．10．

③Salomon，Richard．Two GOndhOrf Manuscripts of the Songs of Lake Anavatapta(Anavatapta—

gatha)：British Library Kharo§fk Fragments l and Senior Scroll 14，Gandhdran Buddhist Texts V01．5．Seat—

ti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8，P．xiv．

④Glass，Andrew．Four GOndhan-Samyuktdgama SOtras：Senior Kharo#陆Framgent 5，GandhOran Bud-

幽ist Texts V01．4．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7，P．14．

⑤王邦维：《(大唐西域记)：历史、故事与传奇(八)香山与无热恼池：大河之水何处来?》，

载：《文史知识》2014年第12期，第106—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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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罗语残片，(3)吐鲁番写本中发现的梵语残片，(4)法护(Dharmaraksa)的汉译

《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T4，N0199，ppl90al一202a15)。①依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

的无热恼池偈文本收入《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包括(1)梵语本，吉尔吉特

出土的残片，(2)汉语本，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T24，No．1448，

pp76b29—97a11)，(3)藏语本。②

《丛书》之外，《犍陀罗佛教舍利函》(Jongeward，David，Elizabeth Errington，Rich．

ard Salomon，and Stefan Baums．Gandharan Buddhist Reliquarie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2)是一本与犍陀罗艺术和文献相关的专著，由大卫·钟沃德

(David Jongeward)、伊丽莎白·埃林顿(Elizabeth Errington)、邵瑞琪(Richard

Salomon)、包世帆(Stefan Baums)合作撰写，包括佛陀涅架、犍陀罗艺术中的佛陀涅

粲浮雕及随之而来的舍利崇拜，犍陀罗舍利函的类型、材质及不列颠博物馆馆藏，犍陀

罗舍利函铭文的古文书学和语言学特征、其在历史研究和佛学研究中的意义、铭文目

录、原文校勘和译文等内容。

舍利函是盛放佛陀舍利的容器。通常人们会更关注舍利而不是舍利函。事实上，现

存的成百上千的犍陀罗舍利函提供了珍贵的犍陀罗历史、文化、宗教、艺术等信息以及

犍陀罗布施仪式和寺院建筑等内容。19世纪中叶，犍陀罗寺庙遗迹的佛塔和佛塔地穴

进入西方学者视野。大部分舍利函出土自犍陀罗东部的塔克西拉(Taxila)和斯瓦特

(Swat)，今巴基斯坦西北；和犍陀罗西部的喀布尔(Kabul)和贾拉拉巴德(Jalal—

abad)，今阿富汗东南，这两个地区。⑧《犍陀罗佛教舍利函》是对犍陀罗舍利函的第一

次全面考察，包括406件舍利函并配有图像档案，其中约10％的舍利函刻有铭文。犍

陀罗舍利函研究涉及艺术史、文化史、佛教史、古代印度历史、考古、铭文、语言学和

钱币学等交叉学科和领域。④

四、结语：研究现状及前景展望

最后，介绍一本英语世界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佛教辞典作为结语。《普林斯顿佛教

①Salomon，Richard．Two Gandh&f Manuscripts of the Songs of Lake Anavatapta似navatapta一

驴tbo)：British Library Kharo s出f Fragments J and Senior Scroll 14，GandhOran Buddh西t Texts V01．5．Seat—

ti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8，P．23．

② Salomon，Richard．Two G丘ndh丘Jf Manuscripts of the Songs of Lake Anavatapta f4navatapta一

扣抽丘)：British Library Kharo 5出f Fragments J and Senior Scroll 14，Gandharan Buddhist Texts V01．5．Seat．

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8，P．26—28．

③Jongeward，David，Elizabeth Errington，Richard Salomon，and Stefan Baums．Gandharan Buddhist

Reliquaffe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2，P．xi—xii．

④Jongeward，David，Elizabeth Errington，Richard Salomon，and Stefan Baums．Gandharan Buddhist

Regquarie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2，P．ix—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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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典》(Buswell Jr．，Robert E．and Donald S．Lopez Jr．The Princeton Dictionary of Bud-

dh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历时12年方得以问世，全书逾百万

字，收录约五千词条，涵盖漫长佛教历史中不同佛教传统的重要术语、文献和专名。

《辞典》主体部分基于六种佛教语言及其传统：(一)梵语，(二)巴利语，(三)藏

语，(四)汉语，(五)13语，(六)韩语。还包括较少出现的缅甸语、老挝语、蒙古

语、僧伽罗语、泰语、越南语的术语和专有名词。词条大致分为三类：(一)佛教教义

和实践的术语；(二)佛教文献；(三)佛教人物(历史人物或传说人物，佛教文献的

撰写者，或佛教文献中提及的人物)。此外，还有关于佛教圣地的词条，包括不同佛教

传统的寺庙、圣山、学院、宗派等。词条均使用原文，部分提供英语译名作为参照。与

一些只提供简单词义或对应词的字典不同，这部辞典试图成为百科全书式的辞典。每一

个主要词条都包含一段数百字的短文，阐明术语的内容和意义，提供理解这个术语所需

的其他参考资料，包括相关词条在本部辞典中的链接。①

借用《辞典》前言中概述佛学研究现状的文字：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佛学研究有

很多新的变化。有一些情况变得更糟了，比如我们现在很少能遇到像路易斯·德·拉·

瓦莱·普森(Louis de la Vall6e Poussin)和他的学生艾蒂安·拉莫特(Msgr．Etienne

Lamotte)那样精通梵语、巴利语、汉语、日语和藏语的语言天才和佛学大师。然而我

们也有一些全新的进展。之前佛学研究主要局限在印度文献，对汉语文献少有关注。现

在，汉译佛典和藏译佛典对于补足缺失的印度原典的重要价值已成为共识，韩国、Et

本、斯里兰卡的地区佛教和佛学研究也进入学者研究的视野。②伴随考古领域的新成就，

犍陀罗语佛典为佛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佛教文献的研究，从单一文本拓展到同类文

献的不同语言传抄本或译本的平行研究，又拓展到地域和学科间的交叉研究。

交叉学科研究中比较显著的是佛教与其他宗教的对比研究。例如罗伯特·德卡洛里

(Robert DeCaroli)的《萦绕佛陀——印度流行宗教和佛教的诞生》(DeCaroli，Robert．

Haunting the Buddha：Indian Popular Religions and the Formation of Buddhis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2004)。德卡洛里认为，早期佛教僧众承载了他们所在社会群体的意

识形态，并未在加入僧团后抛弃自己之前的鬼怪信仰。新信仰为他们的旧信仰提供了解

释空间，由是印度本土宗教中的鬼神、魂灵等元素融入早期佛教典籍之中。凭借文本和

图像的证据，德卡洛里完整展现了印度民间宗教对佛教思想的影响。再如盖尔·奥姆维

特(Gail Omvedt)的《印度佛教——挑战婆罗门教和种姓制度》(Omvedt，Gail．Bud-

dhism in India：ChaHenging Brahmanism and Caste．New Delhi；Thousand Oaks，Calif．：

Sage Publications，2003)从佛教诞生、兴起、衰落、虔诚派运动、殖民统治一直到现代

①Buswell Jr．，Robert E．and Donald S．Lopez Jr．The Princeton Dictionary of Buddhis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vii—viii。

②Buswell Jr．，Robert E．and Donald S．Lopez Jr．The Princeton Dictionary of Buddhis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P．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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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复兴，运用佛教原典和近世文献，探讨佛教与婆罗门教及种姓制度的关系。又如帕

里马尔·帕蒂尔(Parimal G．Patil)的《对抗印度天神——印度佛教宗教哲学》(Patil，

Parimal G．Against a Hindu God：Buddhist Philosophy of Religion in India．New York：Co-

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从比较哲学的角度，在认识论、神学、宇宙起源等层面，

探讨佛教哲学与印度六派哲学的关系。与印度教相比，佛教与耆那教的关系更为紧密，

教义也更为近似。内奥米·阿普尔顿(Naomi Appleton)的《讲述业与轮回——佛教和

耆那教的转生故事》(Appleton，Naomi．Narrating Karma and Rebirth：Buddhist and Jain

Multi—life Stori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就是佛教与耆那教对比

研究的实例。佛教和耆那教这两个宗教传统的文学作品包含了大量前世、来生的故事，

用以揭示业报轮回、转世解脱等思想。阿普尔顿考察佛传、耆那传、僧传等文献中轮回

的不同层次、业报对个人在不同轮回的维系作用和超自然的记忆力对于转生故事的重要

性，在关注宗教中个体命运的同时，为南亚宗教思想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不同语言佛典传本的对勘研究、不同宗教派别的对比研究的同时，佛学研究被放

置到更大范围的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领域。例如乔纳森·西尔克(Jonathan A．Silk)

的《被欲望撕扯——印度佛教传说和历史中的乱伦与部派分裂》 (Silk，Jonathan A．

Riven hy Lust：Incest and Schism in Indian Buddhist Legend and Historiography．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9)，从跨文化的角度探讨佛教传说中的“杀父娶母”情节

范式，尝试抓取人类心理中的基本元素。①佛经作者在宗派问的辩论中引入俄狄浦斯式

的反英雄用以指责辩论对手。②在《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abhidharma mahavibha§a)

卷99中讲述了大天(mahadeva)爱上母亲、杀死父亲的故事。犯下最不可饶恕罪行的

人是否会面临下地狱的结局?这个设问一方面成为部派佛教分裂的起点，另一方面则成

为具有假定普遍效果的对待乱伦的社会规范。西尔克认为大天故事来自达磨流支

(Dharmaruci)的叙述，很可能最早源自律的文献。在达磨流支的叙述中我们发现了同

样俄狄浦斯式的罪行，只是与部派分裂无关。印度佛教文学中的乱伦叙事并不少见，例

如广为人知的莲花色比丘尼(Utpalavar．na)的故事。A·K·拉马努詹(A．K．Ra．

manujan)和罗伯特·高曼(Robert Goldman)在印度古代社会的视域下考察所谓“印

度俄狄浦斯”(Indian Oedipus)情结。其在佛教之外的印度文献(如往世书)中亦广泛

存在，甚至可以与中世纪欧洲的恋母情结相对比。乱伦叙事具有社会心理等原因，有助

于我们理解古代印度观念和跨文化的心理特质。⑧

①Silk，Jonathan A．Riven匆Lust：Incest and Schism in Indian Buddhist Legend and Historiography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9，P．ix．

②Silk，Jonathan A．Riven by Lust：Incest and Schism in Indian Buddhist Legend and Historiography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9，P．XV．

③Silk，Jonathan A．Riven by Lust：Incest and Schism in Indian Buddhist Legend and Historiography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9，PP．XV—x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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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传统的佛学研究，即以写本校勘为基础的佛教文献的整理、注释和研究

持续发展。随着新材料、新传统的引入，不同语言、不同传统、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

文献呈现平行对比和交叉研究的大趋势。佛学研究中的比较哲学、比较宗教学、比较语

言学、比较史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等交叉学科研究，佛学内部不同学科甚至佛学与

其他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愈演愈烈。佛教艺术和考古的新发现为佛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维

度。在文字记载的文献之外，佛教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如寺庙文化、仪轨、舍利函等之

前未被关注的领域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与佛学研究相关的边缘学科得到关注和发展。

佛学研究渐行渐远，并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与现代理论的结合。例如查尔斯·哈里塞的

《长老尼偈》新译即是来自女性主义、女权主义和文学审美的视角。佛学研究，已经成

为一个可以容纳无数其他学科的领域——我们既可以加诸其上众多炫丽的元素，也可以

兼顾时代特征给予全新解读。而本文以印度本土语言书写的佛经原典作为中心，以佛教

辞典作为结语，也是希望表达这样的想法：佛学研究是兼容并包的领域，具有形形色色

的“诱惑”，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乐趣；然而如果能够回归佛教原典，一字

一句地参详透彻，或许也可以得到不一样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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