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810818117

10位ISBN编号：7810818112

出版时间：2007-12

出版时间：湖南师大

作者：郑贤章

页数：73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研究>>

内容概要

汉文佛经以其较强的口语性而受到汉语史研究者的重视，利用它，可以作如下几方面的研究：    1. 研
究汉语语音。
汉译佛经中有大量梵汉对音材料，而这些对音材料正是当时语音的较客观的记录，比较接近口语，利
用它来研究当时的语音，应该更接近语音实际。
在这方面做出较大贡献的国内学者有俞敏、刘广和、尉迟治平、利瓦伊琦、施向东、张福平、储泰松
诸先生。
由于受梵文语言系统的限制，这种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
如梵文齿音只有一套，而汉语有三套，用梵文的一套齿音分别对应汉语的三套齿音，就难以反映语音
实际了。
故利用对音材料要注意所对译语言的语音系统性。
    2. 研究汉语口语词汇。
翻译过来的佛经是要对百姓宣讲的，为达此目的，翻译者要尽可能使用当时人们的口语，而尽可能避
免使用文言。
这就为后来的语言研究者留下了大批珍贵的当时口语材料。
利用这批材料研究当时的口语，成了汉语史研究者的重要任务，在这方面取得较大成绩的国内学者有
朱庆之、利瓦伊琦等先生。
朱庆之重宏观研究和框架构建，同时也有较精当的微观考释，所谓微观、宏观相结合者也。
利瓦伊琦则重“字面普通而义别”的微观考释，多有创获。
此外，蒋礼鸿、郭在胎、项楚、江蓝生、方一新诸家的研究中，也大量使用过汉译佛经的材料，也多
有成就，但不是对汉译佛经的专门研究，故不在此列。
新词新义的研究，利瓦伊琦的成就堪为榜首，但常用词的研究，还有大量工作可做。
    3. 研究汉语语法。
汉译佛典的口语性，既为词汇研究提供了材料，也为语法研究提供了材料。
语法的变化，在正统的文言文里比较缓慢。
    4. 研究汉语俗字。
汉文佛典中有大量俗字，为汉语俗字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在这方面的研究做出了较大贡献的国内学者有潘重规、张涌泉、郑贤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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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一、可洪与《随函录》　　可洪，五代后晋僧人，出生在汉中一带。
关于可洪的生平事迹，文献极少记载。
综合起来有如下几种：　　宋·郑樵《通志。
艺文略。
释家音义》：“《藏经音义随函》三十卷，僧可洪撰。
”　　宋·志盘《佛祖统纪》卷43：“四年，敕国忌，宰臣百僚诣寺行香饭僧，永以为式。
汉中沙门可洪，进大藏经音义四百八十卷。
”　　宋·志盘《佛祖统纪》卷52：“晋天福沙门可洪进大藏经音义四百八十卷。
”　　元·脱脱《宋史·艺文志》：“可洪《藏经音义随函》三十卷。
”比丘明复《中国佛学人名辞典》：“可洪（五代），比丘，秦人，住长安石羊寺。
初习儒业，能文。
既佛，博通经籍，时讲说，座下恒盈百众。
有《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三十卷。
”除此之外，其生平履历皆不详。
　　可洪《随函录》，正文三十册（卷），书前有《前序》及《序内文字音切》，书尾附有自撰的《
后序》、《施册人藏疏文》、《庆册疏文》及希悟的《赞经音序》。
　　可洪撰写此书前后花了十年时间（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公元931年）至后晋高祖帝天福五年（公
元940年）），先撰写草本，然后修改并誊写定稿，随后将之人藏。
　　《前序》云：“洪幸依龙藏，披揽众经，于经律论传七例之中录出难字二十五卷，除其双书翼从
，及以注正说文，于中同号别章，名殊体一，凡具音切者总一十二万二百二十二字。
首尾十载，缀撰方周，用纸九百张，写成十五册，目曰《藏经音义随函录》焉。
”《庆册疏文》云：“右从长兴二年十月七日起首看经，兼录草本，至清泰二年十二月三日罷卷，双
从清泰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下手謄写入册，至天福五年六月二十日绝笔。
”依开元目录见入藏大利乘经律论传七目，*千七十六部，五千四十八卷，四百八十帙，所撰诸经音
义共一十五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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