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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与：基于新发现梵文写本的文献学研究》是对“原民族宫藏梵文写本”（现藏拉萨西藏博物馆
）之中新比定出的两部梵文贝叶残本所作的文本校勘和文献学研究。
　　《中论颂》是公元2、3世纪时印度论师龙树的代表作，是大乘佛教的义理基石。
与其研习之盛形成反差的是，其梵本无存，只能从7世纪时月称所作《明句论》中的引文还原而得，
而且目前《明句论》抄本的年代也无一早于12世纪。
这一状况将由此次发现的两部写本而得到改观。
新发现的《中论颂》梵本存有3叶，约为全本的四分之一，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为学者所利用的单行
偈颂梵本。
《佛护释》是6世纪时印度论师佛护为《中论颂》所造注释，在中观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该文献以前仅存藏译，此次是其梵本的首次发现，留有11叶，约为全本的九分之一。
根据字体学特征，两部写本很可能抄出于6世纪后半至7世纪前半的尼泊尔地区，是已知现存最古老的
中观写本。
　　根据两部写本所保存的《中论颂》文本，可以对前人刊本作出多处修正。
而且，以该文本比对诸家注释汉藏译本中的引文差异，还可以发现《中论颂》文本不同传承的一些痕
迹，这证实了早前一些学者关于《中论颂》应有不同传本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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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基于新写本对《中论颂》文本的再检视　　《中论颂》自龙树于2、3世纪写定，经十家争
鸣、汉藏传译，至今已有18个世纪。
现代文献学研究反溯其源，始自上世纪初普散校勘的《明句论》梵本。
其后，狄雍、林特纳、斋藤明、麦克唐纳等诸多学者都曾著文修订偈颂文本，以求接近龙树原旨，前
文§1.3.2已有介绍。
他们的努力已经推动中观文献学朝着龙树的方向迈进了许多。
然而，《中论颂》文本的课题还远未结案。
上一章的字体学分析，将新发现两部写本的抄出年代锁定于6、7世纪，这便使得我们原始文献的前沿
阵地，至少又向前推进了五六百年。
　　绪论部分已经介绍过，《中论颂》与《佛护释》这两部新发现的写本都不完整。
如果只计算偈颂文本的话，去除两写本的重合部分，则一共保存了约150首偈颂，约占著作全本的三分
之一。
基于这部分偈颂的古老面貌，本章将对《中论颂》的文本作一番检视。
其目的除了厘文正句追溯龙树原文之外，也力求挖掘和再现注释家与翻译家面对偈颂文本时的不同考
量。
讨论分以下两种情况：　　首先，根据这两部写本的读法，应对前人刊本作9处修正。
这里用“修正”一语，意指根据梵、藏、汉文各家注本的偈颂引文来推断，这些偈颂的文本在各家注
释之间并无=致，而后来由于写本的反复传抄，出现了讹误。
据新发现的这两部写本的读法，可予以纠正。
　　第二种情况有些复杂。
以前的梵文注释本仅月称一家，在未有其他资料确证之前已有学者觉察，诸家注释所引用的同一偈颂
的藏译行文多有不一致之处，进而推测其原因或许不单是翻译的差异，而有可能是梵文底本就不相
同2。
这一推测在新发现的这两部写本中得到了证实。
这就使得《中论颂》文本研究的标准发生了变化，不再是“正确”与否那么简单，而是要面对不止一
条传承脉络。
那么，《中论颂》的文献学任务也就不再是单一地修正前人讹误，而是要理清其文本传承谱系。
当然，仅靠新发现的这两部写本并不能完成这一任务，目前的梵本积累也还没有条件对《中论颂》的
文本传承展开系统全面的研究。
本章只是基于一些文本差异，探求《中论颂》不同传承的痕迹，并为将来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文献材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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