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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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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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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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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都在灌溉利益众生，使众生安泰快乐。
　　《佛经续释词》评：“饶益”怎么会变成“灌溉利益”呢？
猜想是把“饶”读成“浇”了。
“饶益”佛经中多见，作名词时，是利益的意思，作动词时，多半是使人受益（得利、受惠）的意思
。
　　（4）《法华经》原文：我从昔来，终日竟夜每自赳责，而今从佛闻所未闻未曾有法，断诸疑悔
，身意泰然，快得安隐，今日乃知是真佛子。
　　译文：我从那时以来，整日整夜，不断自我克制，自我反省，现在跟随着您，聆听这从未听过、
从未有过的佛法，杜绝一切自悔，身心泰然清净，好不快乐安稳。
　　《佛经续释词》评：“赳责”当看成是一个词，没有必要拆成克制和反省二义。
赳责，严格责备，如果前面还有“自”字，意思就是严格自责。
　　“快”原指感情之愉快，时间之快速，引申表示程度深，质量高，数量多，距离长等，副词。
　　①五百人後鞭言：我亦欲入山止空网之虚，快坐禅，舞人束媲我。
（后汉支娄迦谶《佛说遗日摩尼宝经》；“快坐禅”，犹如说好好坐禅。
　　②王後寄终，如强健人，鲍食快趴，忽然上生忉利天上。
　　“饱食快卧”，犹如我们现在说吃得睡得，吃得饱，睡得香。
　　③王令圆内黎庶亚舍，快大赏赐，酒檠侑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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