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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小书的基础是我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和福建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的
研究成果。
虽然前后写了4年之久，但我自己并不满意：一则离当初设定的目标相距甚远，二则对许多佛经文体
的分析仅是点到为止，未能展开全面系统和深入细致的探讨。
不过，为了引起学术界对汉译佛典文体的关注，我想除了先行出版可以按时结项外，或许还能起到抛
砖引玉之用。
至于书中存在的不足，往后我一定会再加思考，尽力弥补；也恳请各位读者多予批评，以促进我的后
续研究。
　　在研究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师友的无私帮助和指导，如敦煌研究院民族与宗教研究所所长杨富
学研究员，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陈明教授，同门学兄安徽大学中文系陈道贵教授、浙江大学古
籍研究所冯国栋教授、朱大星教授以及新加坡佛学院纪赞博士等，他们不辞辛苦，或帮忙查找域外文
献，或帮助复印最新研究资料，省却了我不少的麻烦，解答了许多的困惑，于此谨致深切谢忱。
此外，本书的部分章节及相关成果，曾先期发表于《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研究》、《福建师
范大学学报》、《福州大学学报》、《兰州学刊》等刊物，在此，也对各位编辑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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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李小荣教授对佛教文献与佛教文学研究之又一学术成果。
     作者对汉译佛典之十二部经，这一自成体系的佛经文体进行比较系统的梳理，对在中国文学史上产
生过较大影响的偈颂、本生、譬喻、因缘、论议、未曾有、授记诸经之文体性质、功能作了较为全面
的探讨，进而又以个案形式检讨了它们对中国各体文学的具体影响。
此外，作者还特别关注佛教仪式中的应用文体，极大地拓展了佛教文学的研究视域。
全书内容翔实，例证较为丰富，对古代文学、比较文学和宗教文体学的研究，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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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小荣，男，1969年生于江西宁都。
1986年7月中师毕业后参加工作，先后获得文学硕士、博士学位(南开大学1996年，复旦大学1999年)，
并完成两站博士后研究(浙江大学2001年，福建师范大学2004年)。
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主要学术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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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主要表现形式（1）音译在佛典中，有许多表示思想概念的专有名词以及印度所特有的事物，在
翻译时，往往用音译法，此在直译派与意译派中都如此。
但从量上来说，直译派更倾向于用音译，意译派少用音译（甚或有个别译师，完全排挤音译），所以
，笔者把音译主要放在“直译”中来论述。
对此，顾满林在《试论东汉佛经翻译不同译者对音译或意译的偏好》一文中②，对东汉佛经翻译做过
系统的考察’，其结果颇具说服力。
他指出：东汉从事佛典汉译且有作品传留至今的主要有五个团体或个人，其中，“安世高：以意译为
主”，“支谶：把音译运用到最大限度”，“安玄、支曜：崇尚意译，排挤音译”，“康孟祥等人：
音译意译各得其所”。
而安世高、安玄即是早期意译派的代表，支谶则是直译派的代表。
　　（2）对译　　这里的“对译”，盖指译本在文体形式、表达方式、思想内容　　①冯庆华《实
用翻译教程》第44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
又，对于“直译”、“意译”的定义，近来学界颇受西方学术的影响，方法上也有所更新。
如有人借鉴符号学原理，指出直译是“忠实于原著的所指和能指”，意译是“跨越语言障碍，但原语
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不同程度地走失”（参黄天源《直译和意译新探》，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8
年第1期，第74-78页）。
考虑能、所之语源与佛教关系密切，故这种定义也有相当的合理性。
　　②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编《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五辑，第379-390页，成都：巴蜀书社.2 002年
。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译佛典文体及其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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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