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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化的传播与僧佑《出三藏记集》

路 林

属于两大不同体系的印度文化圈和中国文化圈
,

由于佛教文化的传播而开始了中印文化

的广泛接触和交流
。

佛教经录正是这一交流过程中留下的文化宝藏
。

佛教文化产生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
。

公元前三世纪
,

孔雀王朝阿育王大弘佛法
,

派遣僧人四处传教
,

印度佛教文化开始扩散到中亚细亚各国
。

两汉之际
,

佛教文化传入我国
,

有记载楚王英
“

诵黄老之微言
,

尚浮屠之仁祠
” 。

佛教在最初的传播中
,

是以佛主释迎牟尼阐发宏微
、

讲经说教进行的
。

在释迎牟尼去世后

不久
,

释氏弟子以会议的方式对他的说教进行集结
,

形成了所谓
“

经
” 、 ”

律
” 、 ”

论
”

三藏
,

这

就是佛教经典的最初形态
。

约在纪元前后
,

印度佛教原典开始用文字记录在贝叶纸上向国外

传播
。

在早期佛教文化的传播中
,

僧人既是佛教文化的传播者
,

又充当了这种传教活动的传

播媒介
。

当贝叶经典出现后
,

佛教文化借助文献媒介得以更广泛地传播
,

佛经成为推动佛教

文化传播的有力工具
。

而在佛教文化传播过程中
,

由于语言
、

国度的不同
,

传教僧人开始担

负起传译佛经
、

阐发经义的使命
。

佛教文化借助僧人的传教和译经活动
,

开始能够在更广大

的地域范围里流传
、

弘扬
。

译经活动与其说是佛经传译的过程
,

不如说是佛教文化的传播过程
。

在我国
,

佛教文化

的传播是伴随着佛经的译介展开的
。

译经活动
,

从东汉安世高
、

支娄通徽译经开始
,

魏晋南

北朝时有了进一步发展
,

到了隋唐时代臻于极盛
,

宋 以后这种活动趋渐余绪尾声
。

与译经活

动同过程
,

佛教文化开始播于中土大地
,

寺院的发展
,

译经的增多
,

寺院经济的雄厚
,

学派

的出现
,

以至隋唐时代佛教文化发展到一个高峰
。

大规模的译经
、

写经活动
,

佛教诸宗派的

建立
,

既表现为佛教文化的传播过程
,

又表现为佛教文化发展的整合过程
。

隋唐佛教文化的

发展
,

完成了中国佛教形成建立的基础
。

佛教文化在中土大地的传播
,

佛经译本和撰述的大量增加
,

约在魏晋时代开始了汉译佛

经的经录编撰
。

隋以后
,

封建统治者组织大规模写经
, “

经录
”

亦随之 以官修形式发展起来
。

南北朝时经录中有专录藏经的
,

隋唐时《历代三宝记》
、

《开元释教录》等几种经录则专列了《入

藏录》卷
。

《入藏录》为藏经的编修提供了直接的依据
,

我国第一部木刻版大藏经《开 宝 藏》就

是根据《开元释教录》雕印成书的
。

大藏经的修成
,

标志着印度佛教文化东传的累累硕果
。

从

译经 , 经录 , 大藏经
,

这一进程表现了经录在我国佛教文化传播中的特殊 作 用
。

张 曼 涛认

为
: “

中国佛教第一个伟大的创举
,

不是研经学教
,

唱宗立派
,

或建寺造像
,

而是懂得自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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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
,

记录译人所译述之经目
,

整理散失之译著
,

使得后人得能循目收集
,

编成大藏
” ,

佛教

经录
“

为中国佛教带来了立根于世的基础
” 。

①

我国最早的译经活动
,

据确切记载
,

始于东汉恒帝时安世高和支娄迎激
。

汉魏时期
,

是

我国佛经传译草创初起阶段
,

也是佛教文化东传中土的早期年代
。

东汉译经 53 部
、

73 卷
,

三
.

国译经约 40 多部
,

近 30 卷 , 它们大多是大部佛经的节本
。

其时佛经传译多为私译
,

而且往往

全凭口授传经
,

即由外僧背诵讲经
,

经过
“

传言
” 、 “

笔受
”

成汉文
,

再进行修 饰
。

有 道
: “

梵
.

客华僧
,

听言揣意
,

方园共凿
,

金石难和……咫尺千里
,

规面难通
。 ”

②可见早期的译经之难
。

为此译经传言者既要兼通华梵两种语言
,

又要对经典理解透彻
。

而 当时这样的人才是不多的
,

汉魏著名译僧有安世高
、

支娄逝徽
、

朱士行
、

支谦
、

康僧会等
,

其中朱士行是我国第一个西

行求经者
。

由于口授译经
,

无原本可资校对
,

加以传言水平有高有低
,

译出经典是否可靠就

值得怀疑
。

而且译经又属个人活动
,

外僧能背诵什么经就译什么经
,

或想译什么经就译什么

经
,

不能有选择有计划地加以译介
。

故有
: “

泊章和以降
,

经出盖胭
。

良由梵文 虽 至
,

缘运

或殊
,

有译乃出
,

无译乃隐
。 ”
③可见译经活动对佛教文化的传播关系重大

。

由于这些原因
,

给后来的佛经整理
、

经录编撰留下了不少困难
,

正如道安所说
: “

此土众经
,

出不 一 时
,

自

孝灵光和 以来
,

迄今晋宁康
,

近二百载
,

值残出残
,

遇全出全
,

非是一人
,

难卒综理
” 。

④也

正因为如此
,

编撰经录的意义就更大了
,

它不仅是对汉译佛经的编次整理
,

也为佛教经典的

流传和佛教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

佛教文化传入我国
,

到两晋南北朝时出现了一个大发展阶段
。

这一时期
,

出现了译场
,

佛经传译活动也从私译转入官译
,

由个人翻译转入集体翻译
。

其时译场传译与讲习相结合
,

译主不但译经而且讲经
。

如鸿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时
, “

于长大寺集四方译学沙门二千人
” ,

译场的出现无疑促进 了佛教文化的传播
,

功绩卓著
。

这一时期由于去天竺求经者 日多
,

从陆

路或海路传入不少梵本
,

便有条件按梵本翻译
,

而不象过去多以于闻
、

月氏
、

龟兹等胡本为

据
,
而且梵本不断传入

,

数量较多
,

先译哪种有了选择余地
,

事实上从鸿摩罗什开始
,

译经 已

具有一定系统性
。

在鸿摩罗什之前
,

译经一般不署名
,

这给后来经录编撰增加了很多麻烦
,

道安

撰录在确定译者方面曾花 了不少功夫 , 罗什提倡译者署名以负其责
,

使后人易于鉴别和搜寻
。

两晋时期
,

由于玄学性佛教的勃兴和统治者的提倡
,

译经数量较汉魏大增 , 佛教大小
、

空有各个体系的经典
,

几乎都在这个时期相继译出
。

与此同时
,

相应地出现了一批从事佛教

研究的
“

义学沙门
” ,

在魏晋玄学的影响下佛教
“

般若
”

学勃然兴起
。

两晋佛教文化的传播
,

已

经完全摆脱了汉代佛教那种对神仙方术的依附
,

开始走上有中国特色的佛学的发展道路
,

为

学派竞起的南北朝佛教
,

直接作出了文献
、

思想上的准备
。

⑤ 两晋一百五十多年中
,

共译经

25 0来部
、

近 1 3 0 0卷
。

其时著名僧人有竺法护
、

释道安
、

鸿摩罗什
、

法显等人
,

竺法护 是 中

国佛教史上第一位译经数量最多者
,

共译经 1 55 部
、

3 n 卷
,

故有
“

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
,

护之

者举理
.

@ 道安是早期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广泛影响的一代名僧
,

他总结 了译经
“

五失三 不 易
”

旅翔犷始创注经
, “

穷览经典
,

钩深致远……序致渊富
,

妙尽探旨
。

条贯既序
,

文理会通
,

经

义克明
” ,

⑦这种形式对佛教文化的传播的帮助
,

意义显见
、

影响深远
。

此外道安整理 了新旧

译经
,

撰成《综理众经目录》 ,

对汉译佛经的流传作出了卓有价值的研究
。

被誉为
“

古代四大译

师
.

之 , 的罗什
,

译经规模隆重而宏大
,

态度严肃而审镇
,

共译经 63 部却 4卷
。

他通过众多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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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的传译和阐发
,

第一次把印度佛教按本来面目介绍过来
,

对六朝中国佛教思想文化的萦荣

以及隋唐佛教诸宗派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

南北朝时
,

由于国分两半
,

佛教也随之分为其有不同特点的南北两系
。

由于般若学与玄

学思想接近
,

而且不少
“

义学
”

者流兼通儒道
,

南朝佛教偏重义理
,

玄 学 性 佛 教
、 “

义学
”

清

谈之风推动了南方佛教文化的传播
。

北朝佛教
,

由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
,

没有儒道传统
,

故

比较重视修习禅定
,
偏重禅学

,

与此同时还大肆建寺度僧
、

开凿石窟
,

而对讲经说法不重视
。

因此佛经传译
、

撰述
,

南朝较北朝兴盛
。

其间南朝共译经 3 87 部
、

1 9 6 3卷 (一说 563 部
、

1 0 8 4

卷 ) , ⑧而且佛教经典
,

大小二乘
,

空有
、

性相
,

经
、

律
、

论典
,

应有尽有
。

有道 是
“

翻传

并出
,

至于广部
,

绝后超前 , 即见敷扬
,

联耀惟远
。 ’ ⑨北朝译经较少

,

共 127 部
,

3 95 卷 (一

说 1 05 部
、

355 卷 )
,

其中北魏历时较长
,

译经较多
,

有 87 部
、

3 02 卷
。

但北朝境 内佛经数量

仍不少
, “

佛经流通
,

大集中国
,

凡有四百一十五部
,

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
” 。

L南北朝时译

僧众多
,

著名的有求那跋摩
、

僧伽婆罗
、

真谛
、

菩提流支
。

真谛也是古代
“

四大译师
”

之一
,

据记载他二十三年中共译
“

经论
、

记传六十四部
、

合二百七十八卷
” ,

其范围包括经
、 ·

律
、

论三

藏
。

真谛所传主要是大乘瑜如行学派
,

他所译《摄大乘论》对中国佛教思想文化影响较大
。

值得注意的是
,

南北朝时
,

虽然王朝变迁频繁
,

但思想文化极为活跃紧荣
。

这一时期是

继两晋十六 国后佛教文化传播取得大发展的年代
,

也是形成佛教诸学派和开始认真研究大量

汉译佛经的年代
,

@ 不少学者用玄学思 想研究
、

撰写了许多注经
、

经序等著述
,

光 收 入《大

藏经 》中的各类著述有二十多部
,

L包括宝亮《大般涅桨经集解》
、

法云《法华 经义 记 》
、

僧佑

《弘明集》
、

《释迎谱》
、

宝唱《经律异相 》
、

《 比丘尼传》和慧皎《高僧传》等
,

其中《弘明集》共收

入各种有关佛教的论文
、

书札等百余篇
, “

皆阐扬佛教之文
” 。

僧佑自序
: “

夫道以人弘
,

教以

文明
,

弘道明教
,

故谓之《弘明集》
。 ”

在汉译佛经的研究中
,

当时的经录编撰也是一个重要部

分
。

由于经录的成就
,

它们被载入佛教全书《大藏经》中
,

成为中国佛教典籍的重要内容
。

译经活动对佛教文化的传播
,

无疑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

随着译经的增多
,

经录出现势

所必然
,

特别是因为道安
、

罗什 以前
, “

传经之人
,

名字弗记
,

后人追寻
,

莫测年代
。 ”

L长此

以往
,

不利于汉译佛经的流传
、

搜寻和鉴定
,

不利于佛教文化的传播
。

我国最早的经录
,

据

《出三藏记集》的记载
,

为两晋之间的《古录》 ( 《历代三宝记 》所载朱士行《汉录》 ,

经考证为后

人伪作
,

不足信
,

故仍以《古录》为最早 )
,

其后还有《旧录》
、

《别录》 ,

但都已早佚
,

无从了

解
。

现知比较详细的早期经录
,

是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道安所撰《综理众经目录》 (安录 )
,

它大体保存在僧佑《出三藏记集》 中
。

僧佑曾道
: “

爱自安公
,

始述名录
,

拴品译才
,

标 引 岁

月
。

妙典可征
,

实赖斯人
。 ”

⑧ 《安录》一卷
,

首先以年代编次译经
,

使人们可以从中了解佛教

文化传播发展的轨迹和诸家派别 , 而且其中失译者
、

摘译者别自为篇
,

以译书的性质别分
,

使得眉 日一清
。

道安还对译经的真伪
、

年代进行了考证
,

态度严谨认真
,

为后世留下了较办

可靠的译经资料
。

再者道安将注经等撰述别 自为部
,

不与译经相混
,

以此反映中国佛教思想

文化发展的一面
。

道安撰录
,

既是整理汉译佛经
,

更是弘扬佛法的重要活动
,

也为后世经录

编撰提供了样榜
, “

众经有据
,

自此而明 , 在后群录
,

资而增广
” 。

O

道安之后经录渐多
,

内容形式也各有不同
。

有专录一地的
,

如道流
、

竺道祖 《河 西 经录

目》 (凉录 ) , 有专录一代的
,

如竺道祖 《汉录》
、

道流和竺道祖《魏世经录》
、

《晋世杂 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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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通录古今的
,

如佚名《众经都录》
、

《众经别录》和王宗《众经 目录 》 ; 还有专录藏经的
,

如刘

姆 《定林寺藏经录》
、

弘充《释弘充录》等
,

L可见当时经录编撰之盛
。

其中齐初佚名 撰《众 经

别录》收录完备
,

体例精善
, 《出三藏记集 》载其收录译经 1 0 8 9部

、

2 5 9 3卷 , 该录 从教义上分

大乘
、

小乘
、

不判乘
,

从形式上分存
、

疑
、

阅
,

从体载上分首创经
、

律
、

论
、

数
,

全录据此

分成 10 部
,

在当时可谓精细完善
。 “

稗经
、

律
、

数
、

论各有定据
,

真伪完圈
,

不从含混
。

… …类例

之善
,

实为空前所未有
。 ”

0 但由于早佚
,

我们只能从《历代三宝记 》转而记载中了解大致轮那
。

现存最早的经录是梁武帝时的《出三藏记集》 ,

它
“

遥继安录
,

近接别录
,

襄括 一 切经录

而集大成者
, ”

是当时汉译佛经及其它撰述整理研究的杰作
。

僧佑在自序中日
: “

原夫经 出 西

城
,

远流东方
,

提攀万里
,

翻传胡汉
,

国音各殊
,

故文有同异 , 前后重来
,

故题有新旧
。

而

后之学者
,

鲜克研核
,

逐乃书写继踵
,

而不知经出之岁 , 诵经比肩
,

而莫测传法古人
。

授受

之道
,

亦已圈矣
。 ”

这显然对弘扬佛法不利
,

因此
“

昔安法师以鸿才渊鉴
,

爱 撰《经 录》 ,

订正

闻见
,

炳然区分
。

自兹以来
,

妙典间出
,

皆是大乘宝海
,

时竞讲习
。

而年代人名
,

莫有栓贯
,

岁月逾迈
,

本源将没
,

后生疑惑
,

奚所取明? 佑… … 于是牵课旅志
,

沿波讨源
,

缀其所闻
,

名 曰 《出三藏记集》
” 。

这里说明了编撰《 出三藏记集》的原因
。

《出三藏记集》是僧佑于梁武帝天监四年至十四年间编撰的
,

在此之前他曾集经藏于定林

寺
,

故有
“

初
,

佑集经藏既成
,

使人抄撰要事
,

为《三藏记 》
、

《法苑记 》
、

《世界记 》
、

《释迎谱》

及《弘明集》等
,

皆行于世
。 ”

@ 《出三藏记集》 15 卷共分四部分
:
第一卷

“

撰缘记
”

共五篇
,

其中

前三篇
“

集三藏缘记
” , 《十诵律》 五百罗汉出三藏记

” , “ 《菩萨处胎经》 出入藏 记
” ,

叙 述了印

度佛经集结
“

三藏
”

的经过
,

得 以从中了解佛教文化的源流 , 后二篇为
“

胡汉译经文 字 音义同

异记
”

和
“

前后出经异记
” ,

用来说明佛经的传播翻译情况
。 “

缘记
”

部分有些类似古代目录学的

小序
,

用以说明学术源流
。

第二至第五卷
“

栓名录
” ,

著录自东汉至梁初译出的经
、

律
、

论共

2 1 6 2部
、

4 3 2 8卷
,

其中疑
、

伪经目约 40 多部
、

50 多卷
,

提供了佛教文化东传的原始译经记录

(由于当时南北阻隔
,

北朝译经没有得到较全的反映 )
。

《名录 》 (即历代译经名目 ) 分十二

部
,

即
:
新集撰出经记录第一

,

新集条解异出经录第二
,

新集表序四部律录第三
,

新集安公

古异经录第四
,

新集安公失译经录第五
,

新集安公凉土异经录第六
,

新集安公中 异 经 录 第

七
,

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第八
,

新集抄经录第九
,

新集安公疑经录第十
,

新集疑经伪撰杂录

第十一
,

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第十二
。

除采入 《安录》原有类召外
,

实际新增 《异出经录》
、

《 四部律录》
、

《抄经录》
、

《疑经伪撰杂录》四部
。

其中《四部律录》全录佛律
,

因为僧佑本是律

宗
,

故特立律部
。

在译经编次
.

上
, 《三藏集》并没有严格按朝代划分

,

致使无从了解某代有多

少译籍的全貌 , 而 且不分大小乘经律论
,

不分译典的正本与别抄
,

殊类混录
,

这就没有突破

道安陈例
,

而且没有注意摄入《众经别录》按教义
、

体裁分类的体例 (尽管《三藏集 》对此有记

叙 )
,

致使
“

小
、

大 (乘 ) 雷同
,

三藏杂棵
;
抄集参正

,

传记乱经 , 考始括终
,

莫能该备
” ,

实为《三藏集》编撰之遗憾
。

然而尽管如此
, “

自尔 (道安 ) 达今
,

二百年间
,

制经 录 者
,

十

有数家
,

或以数求
,

或用名取
,

或凭时代
,

或寄译人
,

各寄一隅
,

务存所见
。

独有扬州律师

僧佑
,

撰《三藏记录》颇近可观
。 ”

L这是因为尽管 《名录》部分基本上采用了《安录》体例和格局
,

但《安录》太简
, “

注目经名
,

撮题两字
,

且不列卷数
,

行间相接
,

后人传写
,

名 部 混揉
。

且

朱点为标
,

朱灭则乱
,

循空追求
,

困于难了
。

… …众录杂经
,

包集逸异
,

名多重复
,

迭相散

紊
, ,

匆而 《三藏集》纠正了这些缺陷
,

删除了重复记载的经名 (此系由一经多名
,

误为不同的

译本引起的 ) , 叙列经籍的全称 ; 标明卷数
,

注明《三藏集》与其他经录 (如《旧录》
、

《别录》

在记载上的同异
,

这就较 《安录》进了一大步
。

《三藏集》 “

颇近可观
”

之处
,

还在于 僧 佑 始 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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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缘记
” 、 “

经序
”

和
“

列传
”

兰体
,

为佛经 目录学奠定了基础
。

《出三藏记集》第六至第十二卷
召

总经序
” ,

收载自《四十二章经序》 ((( 四十二章经》
,

经考证为晋人伪作
,

非汉代译经
,

此属

僧佑考证未精之处 )
,

至《法集杂记铭目录序》等各种佛经前序
、

后记一百二十篇
,

包括僧佑

自撰《弘明集》序和篇目
,

这是《出三藏记集》最具特色的内容
,

是研究早期中国佛教文化史的

第一手史料
。

该部分实际上起了古代目录学中的解题作用
。

用现成的序跋作为解题之用
,

实属

僧佑首创
。

后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
·

经籍考 》中继承发扬了这种体例
,

清代朱彝尊《经义考》
、

章学诚《史籍考》
、

谢启昆《小学考》等则是这种体例的广泛实践
,

成为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一木
流派

。

第十三至十五卷
“

述列传
” ,

编撰东汉至宋齐间著名译师
、

高僧三十二人
,

有安世高
,

支徽
、

竺法护
、

鸿摩罗什
、

道安
、

慧远等
,

此部分也是《出三藏记集》颇具特色的内容
。

透过

这些译师
、

高僧的履历可 以看到中国佛教文化发展的轨迹
。

从内容篇幅份量 来 看
, 《 出三藏

记集》与其说是佛经 目录
,

不如说是经序
、

僧传等撰述汇集 , 然而这些经序
、

僧传的 编 撰使

命
,

又是与《名录》部分相配合
,

二者相互辉映
,

使 《出三藏记集》增色不少
。

由于这种颇有价

值的编撰内容
,

保存了不少早期佛教文化传播发展史料
,

后人著作多有采入
,

如稍后的梁
·

慧皎《高僧传 》就吸收有《出三藏记集》列传部分的内容
,

最为可观的是清
·

严可均 辑《全 南北

朝文》时采入《出三藏记集》经序部分全部七卷内容
。

同样重要的是
,

由于《出三藏记 集》中著

录了大量早期译经和撰述
,

后代经录编撰中都采入此录内容
。

隋唐以后经录正是在此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
。

《出三藏记集》是佛经 目录学早期成就的典范
。

将缘记
、

名录
、

经序
、

列传等部分互为辉映

起来的编撰方式
,

恰是僧佑根据译经文献特点并结合我国古代 目录学优秀传统创造的
。

它既

是
“

义学
”

者流
,

特别是僧佑兼通佛儒文化于一体的产物
,

又是古代中印交流中文化整合的必

然结果
。 -

在印刷术尚未出现之前
,

书籍得来尚属不易的年代
, 《 出三藏记集》实际上直接传播了佛

教文化
。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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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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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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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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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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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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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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