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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梵语波你尼文法论证玄奘
%唯识&翻译和理解的正确性
!

曹
!

彦

摘
!

要!有学者认为!虽然
+'

4

b-

K

@'

与
+'

4

bc%-

的词根都是
4

bc

"但
+'

4

b-

K

@'

不应如玄奘那样

翻译为%识&"因为该词有使役的含义#但从梵语波你尼文法的角度可知!

+'

4

bc%-

与

+'

4

b-

K

@'

源自的词根不都是
4

bc

"两个词汇都不作使役含义用#另外"通过纯粹语法分析"

可以得出与传统%能取所取$见分相分&认知模式不同的%无分说&"以求解决%无人我但有

认知&的佛学难题#

关键词!唯识'唯表别'唯了别'无分说'梵语'波你尼

中国最严谨的佛典翻译大家玄奘大师把
+'

4

bc%->c@&-

与
+'

4

b-

K

@'>c@&-

都翻译为%唯

识&#而近来有学者指出"直到
!"

世纪前期"在欧洲$日本佛学研究的影响下"对照藏文$

梵文唯识学典籍"才发现了一个%尘封千年的事实&!%在一般情况下"1唯识2并不指1唯识

(梵
+'

4

bc%->c@&-

"或
&

@c

)2"而应指1唯了别(梵
+'

4

b-

K

@'>c@&-

"或
&

@c

)233 其中的关键

是"玄奘对
+'

4

b-

K

@'

与
+'

4

bc%-

一般不分"皆译成1识2"而不像藏译本那样将二者明确译成

不同的固定名词!

&%->

K

-&&'

=K

-

与
&%->

K

-&BD$B

K

-

#&

!

在主张
+'

4

bc%->c@&-

与
+'

4

b-

K

@'>c@&-

不可都译作%唯识&的当代学者中"日本学者胜

吕信静认为!%

+'

4

b-

K

@'

是将
+'

?

4

bc

(分别而知)之使役法
+'

4

b-

K

-

/

-@'

(令知)之过去受动分

词
+'

4

b-

K

@-

(在被知着)改为名词形的#汉译者"通常把这个译为1识2#可是"

+'

4

bc%-

也同

样译为1识2#此语是
+'

?

4

bc

加上了接尾辞的
-%-

所作之名词"这是表示1知的作用2(认识

作用)33除了唯识的用例之外"

+'

4

b-

K

@'

被用为术语之例"可举出从阿?达磨以来"被立

为业的一种
+'

4

b-

K

@'

?

Z-&>-%

(表业)一语#这是身$语二业"即由身体的动作或发出声音"

而表现出一种形态"将依之而欲表达之意思"传达或表示给别人之业的意思#(在这个情

形的
+'

4

b-

K

@'

译为1表2)33在唯识里的
+'

4

b-

K

@'

的用例"也是同样的情形#&

"

!"

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佛教学者霍韬晦接受胜吕信静的观点"把
+'

4

b-

K

@'

翻译为

%表别&#并且在-唯识三十颂.中找到了玄奘并不把
+'

4

b-

K

@'

翻译作%识&的例证!%1境之

表别2(

+'

4

b-

K

@'&+'

d

B-

/

-B

/

-

)"奘译1了别境识2#此中1识2一字原文无"而
+'

4

b-

K

@'

一字"玄

奘译为1了别2"亦易引起误解#因为
+'

4

b-

K

@'

一字"原来是有所表或有所呈现的意思"由

表示1知2(

@3Z%31

)的意义的语根
%4

bc

采取使役结构之名词形(

4

b-

K

@'

)"再加上表示1分

离2或1别异2(

-

K

-&@

"

.'))$&$%@

)意义字头
+'

合组而成"意思就是指一个自身具有某种内容

而使他人得以知之的呈现33事实上"

+'

4

b-

K

@'

是境而不是识的指向作用"所以在这里我们

!

"

周贵华!-唯识与唯了别,,,%唯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的再诠释."载-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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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

彦!从梵语波你尼文法论证玄奘%唯识&翻译和理解的正确性

将之译为1表别2#&

!因此霍韬晦主张
+'

4

b-

K

@'>c@&-

翻译为%唯表别&#

"

近来学者周贵华继承以上学者观点"也非常看重-唯识三十颂.中第二颂的%

+'

4

b-

K

@'&+'

d

B-

/

-B

/

-

&"认

为玄奘译为%了别境识&"显然多增加了%识&#即玄奘译的%了别&指的是%

+'

4

b-

K

@'

&#另外周贵华提到"

在-唯识二十论.中说!%安立大乘三界唯识"以契经说三界唯心#心(

I'@@-

)$意(

>-%-B

)$识(

+'

4

bc%-

)$了

(

+'

4

b-

K

@'

)

#

"名之差别#&其中"%了&即了别"对应梵文即
+'

4

b-

K

@'

#因此与霍韬晦不同的是"周贵华采用

玄奘的原文中的%了别&来翻译
+'

4

b-

K

@'

"即把
+'

4

b-

K

@'

理解为行动或动名词"而非实体#并且认为!%按

照学说史的展开"最先是从1唯心(梵
I'@@-

?

>c@&-

)2$1唯识(

+'

4

bc%-

?

>c@&-

)2角度说明1唯识思想2"后发

展为从1唯了别(

+'

4

b-

K

@'

?

>c@&-

)2角度谈#因此"混淆1唯识2与1唯了别2概念"也模糊了1唯识学2的发

展过程#但在汉译唯识典籍中"一直维持着这种误译"令人难以置信#实际上"千年以来在理解唯识典

籍时"出现了很多困难和误区"使瑜伽行派的唯识学成为治学的畏途"1了别2与1识2概念的混淆是1罪

魁2之一#因此"澄清此问题具有很大的思想意义#&

$

虽然也有许多学者不认同以上观点"情感上相信玄奘翻译的权威性和理解的正确性"但是所发表的

论文对以上主要的三位学者的反击不是很有力"反而遭到更强大的反扑%

#加上大家对藏文大藏经遵

循梵文原本的迷信"所以总体上"学术界强势地长期认为玄奘对
+'

4

bc%->c@&-

与
+'

4

b-

K

@'>c@&-

的汉语

翻译不可靠#

本文在此将回归梵语语法的源头与权威,,,波你尼(

K

ce'%'

"约公元前
8

&

:

世纪人)文法(

+

/

cZ-&-e-

)"

抛开哲学成见"彻底地从梵语文法的角度论证玄奘%唯识&翻译的正确性#我们将清楚地看到!

+'

4

bc%->c@&-

与
+'

4

b-

K

@'>c@&-

源自的词根不都是
4

bc

"两个词汇不作使役的含义用#因此以上三位学者

的说法有误#

一$

,5

J

KL/4

的梵语文法原理

梵语
+'

4

bc%-

的词根是
4

bc

#但实际上词形为
4

bc

的词根有两个#一个是
Z&

/

c.'

=

-e-

(第九类动词)

的
4

bc

"根据波你尼解释词根的-界读.(

@"O,1

9

O

P

,"-

)

(中的经文%

68"<

4

bc-+-*3.D-%$

4&"此词根
4

bc

的

意思是%知晓&#另一个是
IJ&c.'

=

-e-

(第十类动词)的
4

bc

"根据-界读.经文%

6;99

4

bc%'

/

3

=

$

4&"此词根

4

bc

的意思是%应用&#

接着我们先讨论
4

bc%-

的文法原理#

4

bc%-

由
Z&

/

c.'

=

-e-

(第九类动词)的表%知晓&含义的词根
4

bc

加上直接后缀(

Z

d

&@

K

&-@

/

-

/

-

)

F

/

J

d

@

构成#

F

/

J

d

@

中
F

字符与
d

@

字符都是术语符号(

'@B-f

4

bc

)"去掉术语符号

*

7!

*

!

"

#

$

%

(

霍韬晦!-安慧5三十唯识释6原典译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67<"

年"第
9<

页#

在-唯识三十颂.第二颂的原文%

+'

K

cZ3>-%-%cZD

/

-

g

BI-+'

4

b-

K

@'&+'

d

B-

/

-B

/

-I-

4&中"

+'

4

b-

K

@'&

是三个能变的共有主语"故此句可翻译

为!%异熟识$思量识及(了别)境识#&因此反而是玄奘译的%了别&一词梵本原文中无#第二颂的
+'

4

b-

K

@'&+'

d

B-

/

-B

/

-

在第八颂中得

到了重复!

+'

d

B-

/

-B

/

3

K

-F-*.D'

d

DBc

"玄奘翻译为%了境为性相&#因此第二颂译文中所增加的%了别&一词"即是第八颂中的
J

K

-F-*.D'

d

D

(%了&)#而第八颂中阴性词汇
Bc

即是第二颂阴性词汇
+'

4

b-

K

@'&

#故第八颂也可以直接翻译为%了别境识&#第二颂梵本之所以无

J

K

-F-*.D'

(了别)"实际是要强调
+'

d

B-

/

-

的第六格说明了!

+'

d

B-

/

-

(境)是(六)识(

+'

4

b-

K

@'

)(主要)的区分因(

%'>'@@-

)"而不是以根

(

'%.&'

/

-

)作为六识的(主要)区分因"故%随境立六识名&#(因此第二颂
+'

4

b-

K

@'&+'

d

B-

/

-B

/

-

也许可以直接翻译为%别境识&或%境别

识&#所以八识中的前六识的名称应该是色识$声识$香识$味识$触识$法识#否则随根立六识名的话"则第六识和第七识都叫

>-%3+'

4

b-

K

@'

"犯了名字重复的过失#这一错误似乎长期没人注意到#)因此第八颂中第一格的%了&(

J

K

-F-*.D'

)是同格的(六)识的

%性&(

B+-*Dc+-

)"第六格的%境&(

+'

d

B-

/

-

)是此(六)识的%相&(

%'>'@@-

)#所以后面将提到的周贵华把
+'

4

b-

K

@'

翻译为%了别&有误#

而且%了别&(

J

K

-F-*.D'

)主要是前六识的性相"不可概括八识#

其实此处
+'

4

b-

K

@'

可以翻译为%了别体&"并非如周贵华所说的%了别&这种活动#更何况%安立大乘三界唯识&中的%唯识&即是

+'

4

b-

K

@'

?

>c@&-

#因此此句两次出现的
+'

4

b-

K

@'

都指的是%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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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bc%-

)与%表识&(

+'

4

b-

K

@'

)的研究!以唯识思想为中心."载-台大文史哲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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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是
/

J

#根据波你尼的-八章书.(

-

P

0

P

,O@"

8

O

8

Q

)

!中的经文%

/

J+3&-%cZ-J

44

;M6M6

44&"

/

J

由
-%-

替

换"由此得到
4

bch-%-

#根据-八章书.经文%

-Z-

d

DB-+-&e$.i&

=

D-

d

D

44

5M6M77

44&"同类单元音发生连音

时"由长元音替换"因此获得
4

bc%-

#

要想知道
4

bc%-

的含义"就得先了解一下直接后缀
F

/

J

d

@

的含义#-八章书.的解释是%

F

/

J

d

@I-

44

9M

9M668

44&#其中
I-

表示此经文要承接前面经文的内容#上一经文是%

%-

K

JfB-Z$*Dc+$Z@-

d

D

44

9M9M

66:

44&#根据波你尼-八章书.行文的承上启下%随文&(

-%J+

d

&@@'

)原则"

9M9M668

经文的完整内容是%

%-

?

K

JfB-Z$*Dc+$F

/

J

d

@I-

44&#此经文的意思是!当加中性(格尾)表达行为(

*Dc+-

)时加
F

/

J

d

@

#再根据

-八章书.经文%

Z

d

&@@-..D'@-B->cBc

g

BI-

44

6M!M:5

44"因此
4

bc

加了
F

/

J

d

@

直接后缀(

Z

d

&@

K

&-@

/

-

/

-

)后"

4

bc%-

是表达行为的加中性格尾的名词词基(

K

&c@'

K

-.'Z-

)#当
4

bc

是-界读.中
Z&

/

c.'

=

-e-

中的%

4

bc-+-

?

*3.D-%$

44&词根时"

4

bc%-

表达的是%知晓&这一行为本身#

但实际上"对于直接后缀
F

/

J

d

@

的含义"波你尼在-八章书.还提到"%

Z-&-ec.D'Z-&-e-

/

3

g

BI-

44

9M9M

66;

44&#即
F

/

J

d

@

还可表示(非行为含义的)实体性的作用具(工具"

Z-&-e-

)和场所(

-.D'Z-&-e-

)的意思#

当词根
4

bc

是知晓的意思"如果又要表达工具的意思时"

4

bc%-

指的是%知晓的工具&"可以翻译为才智$

符号#即通过才智或符号去了解知道#如果要表达场所意思时"

4

bc%-

指的是知晓发生的场所#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下复合词
+'

4

bc%-

的文法原理#依据-八章书.的群读经文(

=

-e-Bj@&-

)

%

K

&c.-

/

-

d

D

44

6M:M8<

44&"

+'

是
K

&c.'

类的投词(

%'

K

c@-

)#另外由-八章书.经文%

=

-@'

g

BI-

44

6M:M5"

44&可

知"

+'

在表行为的词前合意搭配时又称为
=

-@'

"且 也 是 投 词 (

%'

K

c@-

)#依 据 -八 章书.经文

%

B+-&c.'%'

K

c@->-+

/

-

/

->

44

6M6M9;

44&得 知 投 词
+'

是 不 变 词 (

-+

/

-

/

-

)#再 由 -八 章 书.经 文

%

-+

/

-

/

c.c

K

BJ

K

-

d

D

44

!M:M<!

44&可知"不变词
+'

后的格尾消失(

FJZ

)#

根据-八章书.经文%

ZJ

=

-@'

K

&c.-

/

-

d

D

44

!M!M6<

44&"无论
+'

是
K

&c.'

类的投词(

%'

K

c@-

)还是
=

-@'

类投

词(

%'

K

c@-

)"当它与另一名词词基构成依主释复合词时"都是必然复合词(

%'@

/

-

?

B->cB-

)#

当
F

/

J

d

@

表行为"

4

bc%-

是表达行为的中性名词时"

+'

是
=

-@'

投词#由此构成的复合词
+'

4

bc%-

称为

=

-@'

类 依 主 释 复 合 词 (

=

-@'

?

@-@

K

J&J

d

B-

?

B->cB-

)#依 据 梵 语 文 法 学 派 的 经 典 拆 分 解 释 方 法

(

g

BcB@&i

/

-+'

=

&-D-

)"其结构是!

+'h

4

bc%-k+'

4

bc%-

#

当
F

/

J

d

@

表示工具(

Z-&-e-

)和场所(

-.D'Z-&-e-

)的意思时"

4

bc%-

不是表行为的词"因此复合词的前

部字
+'

不是
=

-@'

"而是纯粹的
K

&c.'

投词#由此构成的复合词
+'

4

bc%-

称为
K

&c.'

类依主释复合词

(

K

&c.'

?

@-@

K

J&J

d

B-

?

B->cB-

)#依据梵语文法学派的经典拆分解释方法"其结构是!

+'h

4

bc%-

(

BJ

)#再依据

-八章书.经文%

BJ

K

3.Dc@J

K

&c@'

K

-.'Z-

/

3

d

D

44

!M:M;6

44&"作为动词词根及名词词词基一部分的格尾由消

失(

FJZ

)替换"故得到
+'h

4

bc%-

(

BJ

)

&

+'h

4

bc%-k+'

4

bc%-

#

至于投词
+'

的含义"在梵语中极为丰富与复杂"与认识相关的"主要是差别义(

+'

g

B$

d

B-

)#当直接后

缀
F

/

J

d

@

表行为时"

+'

4

bc%-

表示的是具有区分性的认识活动#即对色$声$香$味$触$法的认识活动是各

有差别的#另外差别义(

+'

g

B$

d

B-

)也可引申出认识活动实际是一种分别计较的活动#当
F

/

J

d

@

表示作用具

(

Z-&-e-

)和场所(

-.D'Z-&-e-

)的意思时"则表示作为认识活动所依据的工具和场所分别都是各有差

别的#

对于场所(

-.D'Z-&-e-

)"-八章书.的解释是"%

c.Dc&3

2

.D'Z-&-e->

44

6M:M:8

44&"即域(

c.Dc&-

)是场

所#域有三种!结合式的域(

-J

K

-

g

BF$

d

B'Z-

?

c.Dc&-

)$普遍式的域(

-*D'+

/

c

K

-Z-

?

c.Dc&-

)$对境式的域

(

+-'

d

B$

/

'Z-

?

c.Dc&-

)#前两种域可概括为根基"后一种域可概括为领域#根据佛教%依根(

'%.&'

/

-

)缘境

(

+'

d

B-

/

-

)生识&的教义"不同认知活动依托的不同的根(

'%.&'

/

-

)可作为认识活动发生的根基"而不同认

识活动所缘的不同的境(

+'

d

B-

/

-

)可作为认知活动的领域或主题(

BJ*

4

$I@

$

@3

K

'I

)#由于认知活动的场所

有了归属"(即佛教所说的产生识的十二处有了归属")经过排除"

+'

4

bc%-

一词只能是认知活动的工具这

*

"9

*

!

所有-八章书.经文序号采用
AJBD

K

-,'ZBD'@M:0",-@"

8

-

8

&01,+-

9

-,"-";E-$&$&

2

0ME$1,$FD'

!

2->BZ&'@-]D-&-@'

"

!"6"

#-八章书.

经文解释参看段晴!-波你尼语法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
!""6

年版#



曹
!

彦!从梵语波你尼文法论证玄奘%唯识&翻译和理解的正确性

一含义#在佛教根$境$识十八界的体系中"早期佛教并不关注世俗所说的才智$符号这样的认知活动的

工具"因为这些只是世俗分别计较的工具#在早期佛教看来"认知活动主要是指%根境和合生识&"即%依

根缘境生识&这一事件本身#所以作为工具的
+'

4

bc%-

不是指才智$符号"而是指根境和合生出来的识

体"而且是有一定实体意义的工具#区别于没有实体意义的才智与符号#

实际上识体(

+'

4

bc%-

)作为认知工具来理解"并不是佛教的专利#如佛教之外的胜论派并不认为有

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这样的差别"他们认为识(

+'

4

bc%-

)只有一个#为了避免梵语
+'

4

bc%-

中的
+'

产生的多元性的理解"他们选择另一梵语术语
>-%-B

(意)来表达识体的含义#作为实体(

.&-

?

+

/

-

)的
>-%-B

在身体中快速周转"将不同的根(

'%.&'

/

-

)的信息传递给灵魂(

c@>-%

)#由此可见"在胜论

派体系中认知的主体是
c@>-%

"认知的对象是根对境反映的信息"认知的中介或工具是单一的识体

(

+'

4

bc%-

)"他们称之为
>-%-B

#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
IJ&c.'

=

-e-

(第十类动词)的表%应用&含义的词根
4

bc

加直接后缀
F

/

J

d

@

后"构成不了

4

bc%-

#因为根据-八章书.经文%

B-@

/

c

K

-

K

c

g

B-&j

K

-+iec@jF-

g

BF3Z-B$%cF3>-@+-I-+-&>-+-&e-Ij&e-IJ&c.'*D

/

3

e'I

44

9M6M!8

44&"

IJ&c.'

=

-e-

第十类动词的词根本身就必定要先加上词根词缀(

.Dc@J

K

&-@

/

-

/

-

)

e'I

来构

成新的词根#(之所以称为新词根"参见-八章书.经文%

B-%c.

/

-%@c.Dc@-+-

d

D

44

9M6M9!

44&#)但此时的新

词根表达的是原意(

B+c&@D-

)"并不表达使役的含义#由此获得
4

bche'I

#再根据-八章书.经文

%

-&@'D&i+Fi&iZ%j

/

iZ

d

B>c

//

c@cf

K

Jl%e-J

44

;M9M95

44&"当遇
e'I

时"以长元音
c

为末的词根后加
K

JZ

#由此

获得
4

bch

K

JZhe'I

#产生新词根后"接下来才再加
F

/

J

d

@

#

F

/

J

d

@

替换成
-%-

"由此获得
4

bch

K

JZhe'Ih

-%-

#根据-八章书.经文%

c&.D-.Dc@JZ-B

/

$

d

.+-Fc.$

d

D

44

;M!M98

44&可知"半界词缀
-%-

由于开头的字母

不是对收(

K

&-@

/

cDc&-

)

+-F

中的字母"故
-%-

前不来联系元音
'

d

@

#当不来
'

d

@

时"根据-八章书.经文

%

e$&-%'

d

@'

44

5M:M86

44&"

e'I

由消隐(

F3

K

-

)替换#由此获得
4

bch

K

JZh

()

h-%-

#去掉所有术语符号"获

得
4

bch

K

h

()

h-%-k

4

bc

K

-%-

#

4

bc

K

-%-

词形与
4

bc%-

不同"且表达的意思是%应用&"与%认知&及%识&

的含义相距甚远"故不作进一步的讨论#

二$

,5

J

K4

3

05

的梵语文法原理

前面谈到词形为
4

bc

的词根有两个"分别是
Z&

/

c.'

=

-e-

(第九类动词)的
4

bc

"有知晓的意思"以及

IJ&c.'

=

-e-

(第十类动词)的
4

bc

"有应用的意思#实际上在-界读.的
*D+c.'

=

-e-

(第一类动词)中"波你

尼插入了一群
=

D-

d

@c.'

类词根#在这群动词中"又出现了
4

bc

词根#对此处
4

bc

词根的含义-界读.的解

释是"%

>c&-e-@3

d

B-e-%'

g

Bc>-%$

d

BJ<66

4

bc

4&#即
4

bc

还 有 灭 (

>c&-e-

)$满 意 (

@3

d

B-e-

)$看 (听)

(

%'

g

Bc>-%-

)这些含义#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此时的
4

bc

出现在
*D+c.'

=

-e-

(第一类动词)中"但它并不是

第一类动词"其实它是
Z&

/

c.'

=

-e-

第九类动词#就好比德里大学的中国访问学者虽然身处印度"但他

仍然是中国人#只是德里大学邀请他"所以此中国人来到了印度#由此可知"

Z&

/

c.'

=

-e-

(第九类动词)

的
4

bc

"共有知晓$灭$满意$看(听)这些意思#

那么
=

D-

d

@c.'

类词根有什么特点呢+ 在-界读.的
=

D-

d

@c.'

词根的群读中"波你尼给出了群读经文

(

=

-e-Bj@&-

)%

=

D-

d

@c.-

/

3>'@-

d

D

44&#即
=

D-

d

@c.'

类动词有
>'@

术语(

>'@B-f

4

bc

)#对于
>'@

术语"-八章

书.的解释是%

>'@cfD&-B+-

d

D

44

5M:M7!

44&#即当词根是
>'@

时"

e'I

前面的词根的倒数第二个字母的

长元音要变短#

+'

4

b-

K

@'

实际是由
+'h

4

b-

K

@'

构成"所以我们先讨论一下词根
4

bc

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演化为
4

b-

K

@'

#

对于
IJ&c.'

=

-e-

(第十类动词)中表%应用&的
4

bc

"如前所说"本身就必定要先加上词根词缀
e'I

来构

成新的词根"但此新词根表达的是原意(

B+c&@D-

)"并不表达使役的含义#由此获得
4

bche'I

#再根据经

文%

-&@'D&i+Fi&iZ%j

/

iZ

d

B>c

//

c@cf

K

Jl%e-J

44

;M9M95

44&"长元音
c

为末的词干后加
K

JZ

#由此获得
4

bch

K

JZhe'I

#然后再加上直接后缀(

Z

d

&@

K

&-@

/

-

/

-

)

Z@'%

"获得
4

bch

K

JZhe'IhZ@'%

#去除术语符号
Z

$

%

"

Z@'%

实际剩下的是
@'

#根据-八章书.经文%

@'@J@&-@-@D-B'BJB-&-Z-B$

d

BJI-

44

;M!M7

44&直接后缀
@'

前不来

*

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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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

卷 第
!

期

联系元音
'

d

@

#当不来
'

d

@

时"根据-八章书.经文%

e$&-%'

d

@'

44

5M:M86

44&"

e'I

由消隐(

F3

K

-

)替换#由此得

到
4

bch

K

JZh

()

h@'

#去掉所有术语符号"获得
4

bch

K

h

()

h@'

#最终词形为
4

bc

K

@'

#显然与
4

b-

K

@'

有

区别#因此
IJ&c.'

=

-e-

(第十类动词)的
4

bc

演化不出
4

b-

K

@'

#

对于
Z&

/

c.'

=

-e-

(第九类动词)表%知晓&的
4

bc

来说"要想获得
4

b-

K

@'

的形式"必须首先加
e'I

#因为

4

b-

K

@'

中的
K

字母是由经文 %

-&@'D&i+Fi&iZ%j

/

iZ

d

B>c

//

c@cf

K

Jl%e-J

44

;M9M95

44&导出的#对于非

IJ&c.'

=

-e-

(第十类动词)的其它类词根来说"它们加
e'I

的理由是要表达使役的含义#(参见-八章书.

经文%

D$@J>-@'I-

44

9M6M!5

44&)由此获得
4

bch

K

JZhe'I

#再加上
Z@'%

得到
4

bch

K

JZhe'IhZ@'%

#与

上类似的是"

e'I

消隐"去掉术语符号后"最终获得
4

bc

K

@'

"而非
4

b-

K

@'

#因此表使役含意的
Z&

/

c.'

=

-e-

(第九类动词)词根
4

bc

当表%知晓&(%

4

bc-+-*3.D-%$

44&)的意思时演化不出
4

b-

K

@'

#如果不表使役含

义"则不需加
e'I

"即
4

bch@'k

4

bc@'

"也非
4

b-

K

@'

#

Z&

/

c.'

=

-e-

(第九类动词)中的词根
4

bc

表达灭$满意$看(听)这些意思(%

>c&-e-@3

d

B-e-%'

g

Bc>-%$

d

BJ

<66

4

bc

4&)时"属于
=

D-

d

@c.'

类词根"因此具有
>'@

术语#当表达使役含义获得
4

bch

K

JZhe'Ik

4

bc

K

h

e'I

形式后"依据-八章书.经文%

>'@cfD&-B+-

d

D

44

5M:M7!

44&"即当词根是
>'@

时"

e'I

前面的词根的倒数

第二字母的长元音要变短#由此获得
4

bc

K

he'I

&4

b-

K

he'I

#再加上
Z@'%

"获得
4

b-

K

he'IhZ@'%

#如前

所述"直接后缀
Z@'%

前不来
'

d

@

"故
e'I

由消隐替换#获得
4

b-

K

h

()

hZ@'%k

4

b-

K

@'

#虽然我们终于获得了

4

b-

K

@'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词根
4

bc

表达的是灭$满意$看(听)这些意思"与%认知&$%识&的含

义相距甚远"故词根
4

bc

不能达到我们的目标#

实际上能达到我们目标的是另一个词根,,,

4

b-

K

#

4

b-

K

是
IJ&c.'

=

-e-

(第十类动词)词根"在-界

读.中波你尼给出的含义是%

65!8

4

b-

K

-

4

bc%-

4

bc

K

-%->c&-e-@3

d

B-e-%'

g

Bc%-%'

g

Bc>-%$

d

BJ

44&#由此可知词

根
4

b-

K

有知晓(

4

bc%-

)$应用(

4

bc

K

-%-

)$灭(

>c&-e-

)$满意(

@3

d

B-e-

)$削尖(

%'

g

Bc%-

)$看(听)(

%'

g

Bc>-%-

)这

些含义#波你尼对此词根还给出了群读经文(

=

-e-Bj@&-

)%

%c%

/

$>'@3

2

D$@-J

44&#此经文中%

%c%

/

$

&的

意思是!只在
4

b-

K

$

I-D

$

&-D

$

*-F-

$

/

->

$

I'

这六个
IJ&c.'

=

-e-

(第十类动词)词根范围内#当这六个词根

表达非使役含义时(

-D$@-J

)"有
>'@

术语#对于
IJ&c.'

=

-e-

(第十类动词)的
4

b-

K

来说"首先要加词根词

缀
e'I

形成表原意(

B+c&@D-

)的新词根"

4

b-

K

he'I

#

e'I

中有符号
e

"根据-八章书.经文%

-@-J

K

-.Dc

/

c

d

D

44

;M!M665

44&"

e'I

前的词根的倒数第二个字母
-

要由三合(

+

d

&..D'

)替换#再根据-八章书.经文

%

+

d

&..D'&c.-'I

44

6M6M6

44&"替换短元音
-

的三合形式是
c

#由此获得
4

bc

K

he'I

#接着"由于词根
4

b-

K

在非使役的情况下(

-D$@-J

)有
>'@

术语"故
e'I

前面"作为倒数第二个字母的长元音变短"因而
4

bc

K

he'I

&4

b-

K

he'I

#形成新词根后再加直接后缀
Z@'%

"得到
4

b-

K

he'IhZ@'%

#如前所述"

Z@'%

前不来联系元音

'

d

@

"根据经文%

e$&-%'

d

@'

44

5M:M86

44&"

e'I

由消隐替换"故获得
4

b-

K

h

()

hZ@'%

"最终获得我们期待的

4

b-

K

@'

#

要想知道
4

b-

K

@'

的含义"除了要知道词根
4

b-

K

的含义"还要清楚直接后缀
Z@'%

的含义#-八章书.

中提到"%

B@&'

/

cfZ@'%

44

9M9M7:

44&#即
Z@'%

表阴性且表行为(

*Dc+-

)#故加阴性格尾的名词词基

4

b-

K

@'

表知晓$应用$灭$满意$削尖$看(听)这些行为#另外
Z@'%

在-八章书.领句经文(

-.D'Zc&-Bj@&-

)

%

-Z-&@-&'I-Zc&-Z$B-f

4

bc

/

c>

44

9M9M67

44&的控制之下#故当一词根加
Z@'%

后"成为专有名词

(

B-f

4

bc

)"作为对应词根相关事件的造者(

Zc&-Z-

)时"不可表主动者(

Z-&@

d

&

)的含义#

B-f

4

bc

作为名词

(

%c>-

)主要表示实在(

B-@@+-

)"区别于动词(

cZD

/

c@-

)主要表示行为(

*Dc+-

)#两者的区别可以参见梵

语词源学著作-

$&+1C,-

.的解释!%

*Dc+-

K

&-.Dc%->cZD

/

c@->

4

B-@@+-

K

&-.Dc%c%'%c>c%'

4#&

!由于

4

b-

K

@'

作为造者(

Zc&-Z-

)不表主动者(

Z-&@

d

&

)"故只能是业(

Z-&>-%

)$作用具(

Z-&-e-

)$受用者

(

B->

K

&-.c%-

)$从取者(

-

K

-.c%-

)$根基或领域(

-.D'Z-&-e-

)#

当词根
4

b-

K

表知晓的含义时"前面谈到认知的根基是根(

'%.&'

/

-

)"认知的领域或主题是境

*

!9

*

!

(-ZBD>-%2-&J

K

M("#<&

6

"-T

P

,1-$@<&+1C,-F,$FD'

!

T3@'F-F]-%-&B'.-BB

"

675;

"

K

M!;M



曹
!

彦!从梵语波你尼文法论证玄奘%唯识&翻译和理解的正确性

(

+'

d

B-

/

-

)#而根据-八章书.经文%

Z-&@J&i

K

B'@-@->-fZ-&>-

44

6M:M:7

44&"行为者最希望获得的是业"故

认知的业是所缘对境的实义(

-&@D-

)

!

#所以
4

b-

K

@'

剩下表达认知的作用具(

Z-&-e-

)$受用者

(

B->

K

&-.c%-

)$从取者(

-

K

-.c%-

)的含义#在这儿作用具(

Z-&-e-

)可以指上面提到的世俗所说作为认知

工具或中介的才智$符号"或名言概念$心中影像#当
4

b-

K

@'

表达从取者(

-

K

-.c%-

)的含义时"由-八章

书.经文%

4

-%'Z-&@J

d

D

K

&-Z

d

&@'

d

D

44

6M:M9"

44&$%

*DJ+-

d

D

K

&-*D-+-

d

D

44

6M:M96

44&可知"从取者(

-

K

-.c%-

)有

%被产生者的原体及源头&的含义#在这种情况下"

4

b-

K

@'

表%知晓源&的含义"即被知晓的名言概念$心

中影像由知晓源得出#当
4

b-

K

@'

表受用者(

B->

K

&-.c%-

)的含义时"即
4

b-

K

@'

是名言概念$心中影像这样

的认知内容(或结果)的承受者#由此可见
4

b-

K

@'

表达的含义是!认知的原体$源头与认知的中介及认知

的内容的承受者都在
4

b-

K

@'

之中"故完整的认知过程或完整的认知单元就在
4

b-

K

@'

之中#综合以上分

析"我们将
4

b-

K

@'

翻译为%知晓体&#

当
4

b-

K

@'

表%知晓&这一行为时"再加上表差别(

+'

g

B$

d

B-

)含义的投词
+'

"

+'

4

b-

K

@'

便成了
=

-@'

类依主释

复合词(

=

-@'

?

@-@

K

J&J

d

B-

?

B->cB-

)"而且是必然复合词#当
4

b-

K

@'

表%知晓体&时"再加上表差别(

+'

g

B$

d

B-

)含

义的投词
+'

"

+'

4

b-

K

@'

便成了
K

&c.'

类依主释必然复合词(

K

&c.'

?

@-@

K

J&J

d

B-

?

B->cB-

)"也是必然复合词#由此

+'

4

b-

K

@'

表达的是!有差异性的$多元性的认知原体$源头与认知中介及认知承受者"故翻译为%识体&#

那么
4

b-

K

@'

是否也可有使役的含义呢+ 根据-八章书.经文%

D$@J>-@'I-

44

9M6M!5

44&"要想表达使

役的含义"必须加
e'I

词缀#由此获得
4

b-

K

he'Ihe'I

#前一个
e'I

是
IJ&c.'

=

-e-

(第十类动词)词根
4

b-

K

本身必须加的"表达的是原意(

B+c&@D-

)#后一个
e'I

是表达使役含义所要加的#当词根遇到带
e

符号的

第一个词缀时"根据经文%

-@-J

K

-.Dc

/

c

d

D

44

;M!M665

44&"词根
4

b-

K

的
-

由三合元音
c

替换"得到
4

bc

K

h

e'Ihe'I

#又由于词根
4

b-

K

对于第一个表原意的
e'I

有
>'@

术语"故
4

bc

K

的
c

变短元音
-

"得到
4

b-

K

h

e'Ihe'I

#对于第二个
e'I

来说"去掉术语符号后是
'

"非-八章书.经文%

c&.D-.Dc@JZ-B

/

$

d

.+-Fc.$

d

D

44

;M

!M98

44&所指的字母对收
+-F

中的字母"故第二个
e'I

前不来联系元音
'

d

@

#故根据经文%

e$&-%'

d

@'

44

5M:M

86

44&"第一个
e'I

由消隐(

F3

K

-

)替换#由此获得
4

b-

K

h

()

he'I

#虽然第一个
e'I

词缀消隐了(

F3

K

-

)"但

根据-八章书.经文%

K

&-@

/

-

/

-F3

K

$

K

&-@

/

-

/

-F-Z

d

B-e->

44

6M6M5!

44&"当词缀消隐后"词缀的因依然存在#

故依据经文%

B-%c.

/

-%@c.Dc@-+-

d

D

44

9M6M9!

44&"消隐的第一个词根词缀(

.Dc@J

K

&-@

/

-

/

-

)

e'I

与前面的

4

b-

K

依然构成新词根#即%

4

b-

K

h

()&仍然是新词根#另外由于-八章书.经文%

-I-

d

D

K

-&-B>'%

K

j&+-+'.D-J

44

6M6M8;

44&"消隐的第一个
e'I

如同本位音(

B@Dc%'+-@

)"故第二个
e'I

不能对%

4

b-

K

h

()&执

行经文%

-@-J

K

-.Dc

/

c

d

D

44

;M!M665

44&"由此依然是
4

b-

K

h

()

he'I

#加上直接后缀
Z@'%

获得
4

b-

K

h

()

he'IhZ@'%

#如前所述"

Z@'%

前不来联系元音
'

d

@

"故第二个
e'I

由消隐替换"由此获得
4

b-

K

h

()

h

()

h

Z@'%

#去掉术语符号得到
4

b-

K

@'

#因此
4

b-

K

@'

也可表使役含义#

4

b-

K

@'

作为行为(

*Dc+-

)也可有使知晓$

使应用$使灭$使满意$使削尖$使看(听)这些意思#使役句型区别于非使役句型的关键是有使役者及被

使役者"此两者其实都是主动者(

Z-&@

d

&

)#其它的造者(

Zc&-Z-

)如业(

Z-&>-%

)$作用具(

Z-&-e-

)$受用者

(

B->

K

&-.c%-

)$从取者(

-

K

-.c%-

)$根基或领域(

-.D'Z-&-e-

)则没有使役这种说法#当
4

b-

K

@'

表造者

(

Zc&-Z-

)的含义时"如前所述"不能表主动者(

Z-&@

d

&

)的含义#因此所有以
Z@'%

结尾的名词词基"作为造

者(

Zc&-Z-

)时无使役含义的可能性"故无使役的词形#

4

b-

K

@'

表使役时"不能是造者(

Zc&-Z-

)"只能是行

为(

*Dc+-

)"如
+'

4

b-

K

@'

可翻译为表业的%表&#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直接后缀
Z@'%

是受-八章书.领

句经文%

*Dc+$

44

9M9M6<

44&的控制"故以直接后缀
Z@'%

结尾的名词无论是否表使役"当表活动或行为

(

*Dc+-

)时"都表达的是行为的成就(

B'..D-

)状态"而非正在进行的状态#故这种行为梵语称作

*

99

*

!

按照文法哲学(

+

/

cZ-&-e-.-&

g

B-%-

)的看法"%他知晓罐子&这句话的梵语应该为"%

=

D-

d

@$

=

D-

d

@-@+->

4

c%c@'

44&#其中作为业(

Z-&

?

>-%

)的
=

D-

d

@-@+->

(罐性)就是所欲认知的实义(

-&@D-

)#实际上我们欲知的事物的实义就是事物的普相(

4

c@'

"如
=

D-

d

@-@+-

)"而普

相就在个别事物(

+

/

-Z@'

"如
=

D-

d

@-

)之中#在世俗梵语中%他知晓罐子&为%

=

D-

d

@->

4

c%c@'

44&#而根据-八章书.经文

%

Z-&@J&i

K

B'@-@->-fZ-&>-

44

6M:M:7

44&"行为者最希望获得的是业"可知世俗人认为分别计较的意欲是认知产生的根本因"并认

为所欲知的是
=

D-

d

@-

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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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Dc+-

#

前面提到"胜吕信静及霍韬晦认为"在小乘阿?达磨经典中
+'

4

b-

K

@'

?

Z-&>-%

被翻译为表业"故

+'

4

b-

K

@'>c@&-

中的
+'

4

b-

K

@'

应翻译为%表&或%表别&#实际上此处的
+'

4

b-

K

@'

(%表&)并非源自表%知晓&含

义的词根"而是源自于
Z&

/

c.'

=

-e-

(第九类动词)中表达%看(听)&(

%'

g

Bc>-%

)含义的
4

bc

或
IJ&c.'

=

-e-

(第

十类动词)中表达%看(听)&(

%'

g

Bc>-%

)含义的
4

b-

K

#当表达使役含义时"两词根都构成
+'

4

b-

K

@'

#有使

看$使听这些行为的含义#故
+'

4

b-

K

@'

?

Z-&>-%

(表业)强调的是能够使他人看见的身形动作"以及能够使

他人听到的言语#所以表业只有身表业
Zc

/

-

?

+'

4

b-

K

@'

?

Z-&>-%

$语表业
+c

=

?

+'

4

b-

K

@'

?

Z-&>-%

两种#对于

意业(

>-%-B

?

Z-&>-%

)"由于无法使他人看到"无法使他人听到"故不可称为表业#由此可知"当
+'

4

b-

K

@'

是%表&的含义时"与可使他人看见$使他人听到的外在的身行$言语有关"与内在无法演示$宣告他人的

心识无关#(实际大乘唯识宗不承认有外在的表业"故在唯识的体系中
+'

4

b-

K

@'

的%表&的含义不存在#)

另外根据-八章书.经文%

4

b3

2

+'.-&@D-B

/

-Z-&-e$

44

!M9M86

44&可知"第六格与不表%知晓&含义的词根

4

bc

连用时"表作用具(

Z-&-e-

)#故-唯识三十颂.第二颂%

+'

4

b-

K

@'&+'

d

B-

/

-B

/

-

&中"如果
+'

4

b-

K

@'

翻译为

%表&$%表别&"即词根
4

bc

采用%看(听)&(

%'

g

Bc>-%

)含义时"第六格的
+'

d

B-

/

-B

/

-

(境)实际是表达作用具的

含义#但境(

+'

d

B-

/

-

)不可能是%表别&的工具"故此颂
+'

4

b-

K

@'

不能翻译为%表&或%表别&#

有学者认为"在-界读.%

65!8

4

b-

K

-

4

bc%-

4

bc

K

-%->c&-e-@3

d

B-e-%'

g

Bc%-%'

g

Bc>-%$

d

BJ

44&中"

4

bc

K

-%-

在

梵英词典的含义是%使知道&"所以词根
4

b-

K

本身就有使役的含义#故不需以上繁琐论证#在此"笔者

要说的是"-界读.经文中的
4

bc

K

-%-

不是%使知道&的意思"而是%应用&(

%'

/

3

=

-

)的意思#原因有二#第

一"表%使知道&的
4

bc

K

-%-

只能由
Z&

/

c.'

=

-e-

(第九类动词)的%

68"<

4

bc-+-*3.D-%$

4&中的
4

bc

加表使

役含义的
e'I

"获得
4

bch

K

JZhe'IhF

/

J

d

@k

4

bc

K

-%-

#但在此笔者要提醒的是"-界读.中的%界&(

.Dc@J

)"

是基层$要素的意思"故我们把
.Dc@J

翻译为词根#因此波你尼在-界读.中给出的都是词根的基本原始

(

B+c&@D-

)含义#而且波你尼的经文创作都是以精简为第一原则"%使知道&这样的使役含义属于由词根

的基本原始含义衍生出来的第二层含义"可以由使用者自己推导出"故没必要也不可能在-界读.中给出

这样的第二层含义#第二"在%

65!8

4

b-

K

-

4

bc%-

4

bc

K

-%->c&-e-@3

d

B-e-%'

g

Bc%-%'

g

Bc>-%$eJ

44&中"之所以

没有把
4

bc%-

换成%

68"<

4

bc-+-*3.D-%$

4&中的
-+-*3.D-%-

"没有把
4

bc

K

-%-

换成%

6;99

4

bc%'

/

3

=

$

4&中

的
%'

/

3

=

-

"是因为波你尼想表达的是!词根
4

b-

K

很特别"它涵盖了词形为
4

bc

的词根的所有形式#如

4

bc%-

表达的是"

4

b-

K

不仅有%

68"<

4

bc-+-*3.D-%$

4&的
-+-*3.D-%-

的含义"更是词根%

68"<

4

bc

&的替

身'

4

bc

K

-%-

表达的是"

4

b-

K

不仅有%

6;99

4

bc%'

/

3

=

$

4&的
%'

/

3

=

-

的含义"更是词根%

6;99

4

bc

&的替身'

>c&-e-@3

d

B-e-%'

g

Bc%-%'

g

Bc>-%-

表达的是"

4

b-

K

是%

>c&-e-@3

d

B-e-%'

g

Bc>-%$

g

BJ<66

4

bc

4&的替身#(虽然

4

b-

K

有以上三组
4

bc

词根的含义"但在
>'@

术语问题上区别于
4

bc

#)因此可以确信"

4

bc

K

-%-

对应的是

%

6;99

4

bc%'

/

3

=

$

4&"即词根
4

b-

K

表达的是%

%'

/

3

=

$

&的意思"替换的词根是
IJ&c.'

=

-e-

(第十类动词)的

4

bc

#如前所述"加表原意(

B+c&@D-

)的
e'I

"可构成
4

bch

K

JZhe'IhF

/

J

d

@k

4

bc

K

-%-

#

三$

,5

J

KL/4;L024

及
,5

J

K4

3

05;L024

的梵语文法原理

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复合词
+'

4

bc%->c@&-

$

+'

4

b-

K

@'>c@&-

中
>c@&-

的文法原理#构成
>c@&-

有下

面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c@&-

直接是派生词缀(

@-..D'@-

K

&-@

/

-

/

-

)

>c@&-I

#-八章书.对
>c@&-I

的解释是!

%

K

&->ce$.+-

/

-B-

4

.-

=

D%-b>c@&-I-

d

D

44

8M!M9;

44#&即表达高$宽$深的量度(

K

&->ce-

)时"主格名词之后

加
>c@&-I

#如
j&J>c@&-

指大腿那么深(的河流)#根据-八章书.经文%

Z

d

&@@-..D'@-B->cBc

g

BI-

44

6M!M

:5

44"名词词基后加
@-..D'@-

"构成新的名词词基(

K

&c@'

K

-.'Z-

)#但识(

+'

4

bc%-

$

+'

4

b-

K

@'

)没有高$宽$深

这样的广延性"故名词词基
+'

4

bc%-

$

+'

4

b-

K

@'

后加派生词缀
>c@&-I

可能性不大#

第二种情况是"

>c@&-

由词根
>c

加直接后缀(

Z

d

&@

K

&-@

/

-

/

-

)

@&-%

构成#其中词根
>c

指的是度量的

*

:9

*



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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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

@&-%

的含义-

1TO@&0U,+-

.给出了解释!%

DJ

/

c>c

g

B&J*D-B'*D

/

-B@&-%

44

:M65;

44#&

!即词根
>c

对

应的是要加直接后缀
@&-%

"表量度$量器的意思#根据-八章书.经文%

Z

d

&@@-..D'@-B->cBc

g

BI-

44

6M!M

:5

44&"动词词根
>c

加直接后缀
@&-%

后变成名词词基(

K

&c@'

K

-.'Z-

)

>c@&-

#

对于名词词基
>c@&-

的含义"我们不妨查查印度古代梵语词典-无灭宝藏.(

->-+-C*

V

0-

)的解释!

%

-F

K

$I-

K

-&'>ce$Bc>c@&-fZc&@B%

/

$

2

+-.Dc&-e$

44

9M9M6;<

44#&

"即
>c@&-

有小(

-F

K

-

)$(各种)量度

(

K

-&'>ce-

)$所 有 (

Zc&@B%

/

-

)$只 有 (只 是)(

-+-.Dc&-e-

)这 些 意 思#因 此 唯 识 (

+'

4

bc%->c@&-

$

+'

4

b-

K

@'>c@&-

)用的是
>c@&-

的%只有&(

-+-.Dc&-e-

)的意思#

+'

4

bc%-

(识体)及
+'

4

b-

K

@'

(识体)都是名词"

再加上名词
>c@&-

(只有)"根据合意搭配的原则构成复合词#故
+'

4

bc%->c@&-

$

+'

4

b-

K

@'>c@&-

都翻译为

%唯识&

#

#

四$哲学探析

在此"我们将从梵语文法的角度探讨
+'

4

bc%->c@&-

$

+'

4

b-

K

@'>c@&-

的哲学含义#

前面谈到
+'

4

bc%-

表达的含义是!知晓的工具"知晓发生的根基$知晓发生的领域#在早期佛教十八

界的体系中"认知的根基有了
'%.&'

/

-

(根)这一术语"认知的领域有了
+'

d

B-

/

-

(境)这一术语#所以经过排

除"

+'

4

bc%-

只剩下了认知的工具的含义,,,识体#大乘佛教唯识宗一方面继承了早期佛教的传统"故

+'

4

bc%-

表达识体的含义#另一方面在梵语词汇
+'

4

bc%-

后加
>c@&-

时"似乎
+'

4

bc%-

表达的含义超越了

早期佛教#如果
>c@&-

是所有(

Zc&@B%

/

-

)的含义时"

+'

4

bc%->c@&-

可以表达的含义是!所有的知晓的工

具$知晓发生的根基$知晓发生的领域#即从纯文法上讲"

+'

4

bc%->c@&-

包括了早期佛教所有根境识中

的十八界#但
>c@&-

是只有(只是)(

-+-.Dc&-e-

)的含义"而
+'

4

bc%-

采用传统的狭义识体的含义时"

+'

4

bc%->c@&-

表达的含义是!其实外在的境$身体的根都本质上是识体本身#故一切唯有识体存在#如

果
>c@&-

表示小(

-F

K

-

)的含义时"

+'

4

bc%->c@&-

表达的是!识体的根本,,,阿赖耶识中的名言种子"是非

常微细而无法被觉知的#如印度六派哲学数论派中的术语%五唯&(

K

-bI-

?

@-%>c@&-

)即是非常微细的不

可直接被觉知"只可通过推理得知其存在#因为可被感知的%五大&(

K

-bI-

?

>-Dc*Dj@-

)是由五唯转变出

来的#

接下来需要讨论的是"为何唯识宗在继承传统用
+'

4

bc%-

表示识体的情况下"还要创新性地使用

+'

4

b-

K

@'

这个梵语词汇来表达识体+ 两者又有何差别呢+ 原因有下面几点#

6M

因为
+'

4

bc%-

作为造者(

Zc&-Z-

)只表作用具(

Z-&-e-

)$根基或领域(

-.D'Z-&-e-

)的含义"而

+'

4

b-

K

@'

可表达除主动者(

Z-&@

d

&

)以外"所有造者的含义#故
+'

4

b-

K

@'

的含义比
+'

4

bc%-

更丰富#

!M

另外之所以要使用新的词汇
+'

4

b-

K

@'

"是因为传统的梵语词汇
+'

4

bc%-

会让其他宗派产生误解"从

而对唯识宗进行理论攻击#当
+'

4

bc%-

表达认知的工具的含义时"相应的"会带出另外两个词汇!

+'

4

bc

/

-Z-

和
+'

4

b$

/

-

$

#

+'

4

bc

/

-Z-

表认知的主体"

+'

4

b$

/

-

表被认知的对象#即当承认作为中介的认知

工具的存在时"必然要承认中介的两头的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的存在#认知工具是识体(

+'

4

bc%-

)"那么

认知主体必然是识体之外的存在者#有认知能力的存在者除了识体"那只能是灵魂"即
+'

4

bc

/

-Z-

只能

*

89

*

!

"

#

$

2&'B-CD-%.&-Y-BJmYc>-%,cBY-BJM("#H&@@"-$,-W-1>1@&*

A

J"-,,*

X

&5&C0"&,-G*4

5

E-+,

5

MVFF-D-*-.

!

XD$A-%'%'_)

?

)'I$

"

]DJ+-%$BD+-&'VBD&->

"

67";

"

K

M9"!M

EMWM2-&.$B-'m ,MWMA-.D

/

$M:>-+-C*

V

0-*

A

:>-+-0&$

6

"MY-&-%-B'

!

CD31ZD->*-Y'.

/

-*D-1-%

"

!""7

"

K

M69:M

>c@&-

表示%唯&的含义在-八章书.经文%

K

&c@'

K

-.'Zc&@D-F'l%

=

-

K

-&'>ce-+-I-%->c@&$

K

&-@D->c

44

!M9M:5

44&的原文中被波你尼使用

过#有学者认为
+'

4

bc%->c@&-

及
+'

4

b-

K

@'>c@&-

这两个加了
>c@&-

的复合词属于-八章书.经文%

>-

/

j&-+

/

-fB-Zc.-

/

-

g

BI-

44

!M6M

;!

44&所谈及的不规则的依主释复合词#

+'

4

bc

/

-Z-

是由
+'h

4

bche+JF

构成#根据-八章书.经文%

e+JF@

d

&I-J

44

9M6M699

44&"词根加
e+JF

表主动者(

Z-&@

d

&

)#

e+JF

去除术语

符号得到
+J

"根据-八章书.经文%

/

J+3&-%cZ-J

44

;M6M6

44&"

+J

被
-Z-

替换#再根据-八章书.经文%

c@3

/

JZI'eZ

d

&@3

d

D

44

;M9M99

44&可

知"词根
4

bc

的末音
c

后插入
/

"故为
+'h

4

bch

/

h-Z-k+'

4

bc

/

-Z-

#所以
+'

4

bc

/

-Z-

表%认知者&#

+'

4

b$

/

-

是由
+'h

4

bch

/

-@

构成#

当元音为末的词根要加直接被动词缀(

Z

d

&@

/

-

)时"根据-八章书.经文%

-I3

/

-@

44

9M6M7;

44&"需加半界词缀(

c&.D-.Dc@JZ-

)

/

-@

#再

根据-八章书.经文%

i.

/

-@'

44

5M:M58

44&"词根末的长元音
c

由
i

替换#由此得到
+'h

4

bih

/

-@

#根据-八章书.经文

%

Bc&+-.Dc@JZc&.D-.Dc@JZ-

/

3

d

D

44

;M9M<:

44&"遇到半界词缀时"末元音由二合(

=

Je-

)替换"故得到
+'h

4

b$h

/

-@

#去除术语符合"获

得必要分词
+'

4

b$

/

-

"表%应被认知者&的含义#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

第
!"

卷 第
!

期

是
c@>-%

(我)#如印度六派哲学中的胜论派就主张!作为认知中介的识体
>-%-B

将不同的根(

'%.&'

/

-

)

的信息传递给认知主体,,,灵魂(

c@>-%

)#但是佛教是坚决主张无我(

%'&c@>-%

)的#由作为认知工具

的识体(

+'

4

bc%-

)而带出或引申出的认知主体
c@>-%

是唯识宗所不愿意看到的#再者"如果认可识体之

外有永恒的
c@>-%

的存在"唯识宗的宗旨%唯有识&(

+'

4

bc%->c@&-

)又如何成立呢+ 因此唯识宗在继承

早期佛教的传统用
+'

4

bc%-

表示识体的同时"创造性地使用
+'

4

b-

K

@'

来避免以上的困境#如前所述"

+'

4

b-

K

@'

作为造者(

Zc&-Z-

)不表达主动者(

Z-&@

d

&

)

!的含义"但
+'

4

b-

K

@'

可表达认知的原体$源头$中介$承

受者的含义#故世俗所说的认知主体(

Z-&@

d

&

)

c@>-%

的作用完全可以由
+'

4

b-

K

@'

(识体)代替#所以无需

c@>-%

的存在#由此可见"

+'

4

bc%->c@&-

强调的是根境识十八界本质上只是识体(

+'

4

bc%-

)"而

+'

4

b-

K

@'>c@&-

则强调认知活动唯依赖识体(

+'

4

b-

K

@'

)"不存在也无需识体之外的
c@>-%

#

9M

实际上"在能取所取$见分相分的认识体系中"能取$见分便有%我&的特性#世亲论师认为这都只

是世俗的虚妄分别"在-唯识三十颂.第二十八颂中就明确指出!%若时于所缘"智都无所得"尔时住唯识"

离二取相故#&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世亲的认知论是采用根境和合生识的缘起观"而反对能取$见分这样

的我见的#因而二分说$三分说$四分说"甚至一分说都是不符合胜义谛的#而
+'

4

b-

K

@'

的使用"则在语

法上符合无我见的胜义谛#因为
+'

4

b-

K

@'

作为从取者(

-

K

-.c%-

)有%知晓源&的含义#

+'

4

b-

K

@'

作为作用

具(

Z-&-e-

)是指有信息内容的名言概念$内心影像这样的认知中介#当
+'

4

b-

K

@'

作为受用者

(

B->

K

&-.c%-

)是认知内容的承受者#比如梦中的影像从
+'

4

b-

K

@'

中产生"此影像又被
+'

4

b-

K

@'

受用#而

此
+'

4

b-

K

@'

作为造者(

Zc&-Z-

)并非是主动者(

Z-&@

d

&

)"故不是
c@>-%

#这种模式非常有利于我们理解业

报轮回#业(

Z-&>-%

)由五蕴和合的假我产生"又为假我所承受#(业非离假我"也非即假我#)因此造业

的假我作为造者(

Zc&-Z-

)是从取者(

-

K

-.c%-

)和受用者(

B->

K

&-.c%-

)"而不是主动者(

Z-&@

d

&

)"故符合%有

造作无人我&的佛教中道#因此"笔者在此要提出%无分说&"以区别于能取所取$见分相分这样的有我见

的认知模式#

:M

在此%无分说&的体系中"根境和合产生的
+'

4

b-

K

@'

有%知晓源&的含义"有名言概念$内心影像这

样的认知中介的含义"以及有认知内容的承受者的含义"故整个认知事件的头$身$尾都在
+'

4

b-

K

@'

之

中"所以
+'

4

b-

K

@'

完成了完整的认知活动#而且识体既是认知内容的产生者"也是认知内容的享受者"

且本身就有认知内容"故识体(

+'

4

b-

K

@'

)是(三位一体的)完整的认知单元#(而
+'

4

bc%-

这个词汇则不能

表达完整的认知过程#)整个认知活动之所以能在识体(

+'

4

b-

K

@'

)中完成"是因为
+'

4

bc%-

的直接后缀

F

/

J

d

@

以及
+'

4

b-

K

@'

的直接后缀
Z@'%

"这两个后缀表行为(

*Dc+-

)时"实际表达的是行为达到完成的状态"

故称为
B'..D-*Dc+-

#所以
+'

4

bc%-

$

+'

4

b-

K

@'

作为行为"强调的是认知的完成"而非正在进行认知的活

动#因此当识体产生时"实际上认知活动已经完成了#而认知活动的头$身$尾都在
+'

4

b-

K

@'

识体中"故

认知活动实际就是识体的刹那的存在状态#根据唯识宗刹那不可分割的观点"故识体存在的那一刹那"

不仅不存在从产生名言影像到承受名言影像的转变"也不存在从无知到已知的转变#所以一刹那的识

体中的认知内容的产生与认知内容的承受都是同时发生"同时成就的#产生与承受有逻辑上的先后"但

无时间上的先后#而且发生即成就#因此识体的存在即是已知"已知的存在即是识体#即使当下这一

刹那觉得犹豫$不确定"这本身也是一种已知#故每一刹那的识体都是已知#因此识体本身并无从无知

到已知转变的认知活动#世俗所认为的认知的差别与转变只存在于相续的不同识体之间#而且这种认

识论符合佛教所强调的%根境和合生识&的缘起观"且没有我见的过失"故是正确的#

8M

由于
B'..D-*Dc+-

表达行为的完成状态"故可被如同实体(

.&-+

/

-+-@

)看待"所以可成为造者#当

如同实体的
+'

4

b-

K

@'

(及
+'

4

bc%-

)涉及到领句经文%

-Z-&@-&'I-Zc&-Z$B-f

4

bc

/

c>

44

9M9M67

44&"即

+'

4

b-

K

@'

作为造者(

Zc&-Z-

)(而非功能或行动)时"是专有名词(

B-f

4

bc

)#我们知道专有名词是指一个事

物(

+

/

-Z@'

)或一类事物(

4

c@'

)的名称#反过来说"如必要分词
+'

4

b$

/

-

表%应被认知者&就不是专有名词"

*

59

*

!

-八章书.经文对
Z-&@

d

&

的解释是!%

B+-@-%@&-

d

DZ-&@c

44

6M:M8:

44#&故自由自在的
Z-&@

d

&

即是
c@>-%

#另外"根据-八章书.经文

%

-%-*D'D'@$

44

!M9M6

44&可知"任何造者要被着重表达时"都可用第一格#故不是主动者的%识体&在梵文中也可用第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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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各类事物都可成为%应被认知者&#所以
+'

4

b-

K

@'>c@&-

所要表达的是!宇宙间形形色色的所有种种

事物都只是一类事物,,,识体(

+'

4

b-

K

@'

)#(如果
+'

4

b-

K

@'

指的是一个事物时"则
+'

4

b-

K

@'>c@&-

指的是!

宇宙中的一切都摄在此唯一的识体(

+'

4

b-

K

@'

)之中#)

五$感
!

想

通过以上实例的分析"我们发现"之所以人们对于佛典会有种种的误解"实在是因为梵语文法太复

杂$太深奥#虽然与汉语相比"藏语在形式上与梵语较为接近"但我们不可因此就迷信!藏文大藏经比汉

文大藏经更忠实于梵文原本"故更有学术价值#因为形式的相近并不能直接带来义理的正确#实际上

即使是直接面对梵语原文"许多印度的梵语教授也弄不清楚
+'

4

bc%->c@&-

$

+'

4

b-

K

@'>c@&-

的文法原理"

更不可能明白背后的真意#因此通过藏文的形式去猜测梵文的原意更加是隔靴搔痒#我们甚至还要警

惕梵语水平不高的古代印度论师所写的注疏#他们的理解与诠释未必正确#

相比之下"玄奘在印度留学十多年"其梵语的造诣远远超过当时的许多印度学者"而且他在佛教义

理上的深刻理解也得到了他的老师戒贤论师的认可"并命他在最高学府那烂陀寺讲授唯识学说#如果

玄奘对唯识梵典及义理的理解有误的话"绝对会受到喜好辩论的印度僧人的攻击#再者"玄奘是一位只

译梵典"不写注疏的僧人"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玄奘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力求忠实梵本原意的翻译大

家#他是不会将自己的个人喜好及偏见掺杂到译本中去的#否则他也不会忠实地翻译那么多与唯识宗

观点不同的其他宗派的佛教内外典籍#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玄奘的翻译是深思熟虑的"是力求反映梵

本原意的"是直达佛教真谛的#他的翻译贡献是那些隔靴搔痒式的翻译所无法相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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