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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汉语史研究中，对所用语料进行鉴别是首要工作，但在实际征引译经语料时，我们常常疏于鉴
别、直接引用。
《东汉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的鉴别》在梳理翻译佛经语料的文字学价值，勾勒正、俗字语用差异的基
础上，鉴于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形成关外、北方、南方三大泽经区域，将翻译地点作为失译语料
考证的重要方面提出，使其与年代、泽入一起构成失泽语料考证的三个主要方面，并且相互印证。
同时倡导结合文献学、语言学(语音、词汇、语法、文体结构)、文化学等进行综合考证，以尽可能地
提高考证结论的可信度；最后，以《昙无德羯磨》为例鉴别译经年代，以《五阴譬喻经》为例综合考
辨译人，以《撰集百缘经》为例综合考证翻泽地点。
《东汉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的鉴别》通过这样具体的个案考证，来分析语料鉴别过程中应注意参照译
经的选择、比较方向的确定、考证方法的应用等问题，特别指出区别性语料确定的标准及其在纵向的
时间轴上提取与横向的空间轴上提取时应考虑到若干方面。
本书由卢巧琴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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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汉魏六朝的传世典籍中，汉译佛典占有很大比重，越来越多的学者已注意到它在汉语史研究方
面的特殊价值，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小范围征引到直接以佛典为语料撰写专著，佛典语料的鉴别也
跟中土文献的辨伪一样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学者们利用佛经来从事汉语史研究时，多采用《中华大藏经》或《大正藏》，虽然它们较古版《大藏
经》多所改进，但美中仍存不足，《大正藏》虽有圆点句读，但非新式标点，不能准确显示语句的语
气、语义的层次和逻辑关系等①，且时有误断。
目前学界在征引《大正藏》时就存在不少问题，主要集中在：一为轻信题署；二为忽略版本异文；三
为轻信不当断句。
2.1 轻信题署《大正藏》几乎在每部经名下都题译者、翻译年代，有时甚至标出翻译地点。
由于历朝经录记载存在不少讹误，《大正藏》以讹传讹，年代、译人错题的情况不在少数，研究者又
往往疏于对佛经材料真实性的鉴别，直接拿来就用②，如《释摩男经》被误作后汉支谶译经、误题吴
支谦译《撰集百缘经》被用作三国语料，等等。
年代舛讹，立说的基础自然会受到影响。
诚如方一新先生所言：&ldquo;这在早期利用佛经者当中是屡见不鲜的。
以&lsquo;失译&rsquo;经为例，像《大方便佛报恩经》、《分别功德论》、《佛说奈女祗域因缘经》等
译经，传世《大藏经》或附&lsquo;后汉录&rsquo;，或题&lsquo;后汉安世高译&rsquo;等，研究者往往
径直当作东汉佛经来引用，这其实是有问题的。
&rdquo;&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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