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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iots on the front line. To apply the spell, the practitioner mounts one of these 
mantrified chariots, visualizing the mantric goddess Mahāvijayavāhinī devouring 
the enemy, while the king paints the dhāraṇī on the wheels of his own chariot.” 見 

Iain Sinclair 著 “War Magic and Just War in Indian Tantric Buddhism”1 第 155 

頁。其中 “To apply the spell” 句理解不易。

114  見上引 Banerjee 著第 xvi 頁：“Now this charm being put in five wheels kept in 
five models of chariots is to be placed in five places of the battle-field. There one 
is to think of the ‘Queen of Secret Sciences (Vidyārājñī) called Mahāvijayavāhinī, 
… devouring the enemies while staying in this chariot placed in front of the 
enemy. The king himself is to make a wheel and write this charm in saffron on this 
in the mid-day and thus he conquers his enemy with his prowess.”

1  收錄於 D. S. Farrer 編 War Magic: Religion, Sorcery, and Performance（New York: Berg-
hahn Books, 2016）第 149-16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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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典⽂字雜談
——「施遶」與「三昧邪智」

高明道

          

對宗教文化言，漢譯佛典是信仰、義理、修行、文學等多方面的寶

庫，不過這些古籍跟其他所有文獻一樣，內容既用文字來記載，文字若

是讀不懂，內容也就無法正確掌握。因此，語言、文字的通達等於開啟

寶藏大門的鑰匙。當然，口頭上講的話語跟用來記錄語言的文字涉及不

同層面的現象，諸如語音、詞義、句法、字形等等。要釐清相關資料，

語彙的研究自是重要的一環，不過整體詞彙大規模整理的先決條件無非

落在個別詞語考證與書寫問題上。拙文就在後者的範圍內嘗試探討華文

釋典中看得到的兩則較特殊的小例子。

施遶

「錢塘月輪山居講經論賜紫沙門釋道誠」1於宋天禧三年2完成的《釋

氏要覽》卷下在《說聽》此單元中載有「講經天花墜」一項3：「梁法雲

講次，天華散墜。又唐西京勝光寺道宗講時，天華施遶講堂，飛流戶

內，但不委地。久之，還無。」4其中「天華施遶講堂」的「施」字難

解。參「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5（596-667）撰《續高僧傳》卷第十一

《義解篇．唐京師勝光寺釋道宗傳》：「及講大論，天雨眾花，旋遶講

堂，飛流戶內。既不委地，久之，還去。合眾驚嗟，希有瑞也。」6另參

唐高宗總章元年7 成書的「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8《法苑珠林》卷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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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說聽篇》第十六之二所附《感應緣》：「唐西京勝光寺釋道宗，俗

姓孫氏，萊州即墨人也。三藏通明，大論尤精。每講大論，天雨眾華，

旋繞講堂，飛流戶內。既不委地，久之，還去。合眾驚嗟，希覩斯

瑞。」9因而可以確定：《釋氏要覽》的「施」實是「旋」字的訛誤。

另外兩部李唐後的佛典裡似出現同樣的問題：（一）後唐「吳越國

長講律臨壇賜紫清涼大師景霄纂」10十世紀上半葉撰成的《〈四分律行事

鈔〉簡正記》卷第十六：「『順佛』者11，謂西方以右遶為吉，恆想：

『佛在我右。』豈不是施遶行也？」12（二）趙宋「西天北印度烏填曩國

帝釋宮寺三藏．傳法大師．賜紫沙門．臣施護奉詔譯」13《一切如來正法

祕密篋印心陀羅尼經》：「爾時釋迦牟尼如來施遶破舊丘埠之塔，欲伸

供養，復解自身衣服、嚴具，覆蓋於彼舊塔塠埠。」14從「遶佛」、「遶

塔」這常用的意義來看，二處的「施」同樣因形而誤。這些「旋」訛作

「施」的例子，據初步瞭解，在佛典斠勘注上未曾反映。

三昧邪智

在北宋「呂夷簡等奉敕都大參定編修」15《景祐新修法寶錄》卷第二

《隨譯年代區別藏乘錄中之一》記載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起16，譯經一

部，三十卷。至八年六月17，譯成全部」。該修多羅題為《佛說一切如來

真實攝大乘現證三昧大教王經》，從釋氏典籍的分類來看，為「大乘經

藏祕密部收，總有二十六分」。目錄中的提要一開始便說：「此經，毗

盧遮那如來起自受用身，處色究竟天摩尼寶殿，為諸菩薩說祕密法。此

中所明，毗盧遮那如來具足金剛真實加持種種最勝三昧邪智。」18真是驚

人的言論：毗盧遮那如來怎麼會具足「邪智」呢？不過還原經文時，發

現確實如此寫。參「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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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沙門．臣施護等奉詔譯」19《佛說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三昧大教王

經》卷第一《金剛界大曼拏羅廣大儀軌分》：「一時世尊大毘盧遮那如

來，具足一切如來金剛加持種種最勝三昧邪智，……」20此處句子結構易

使人有用詞節奏規律整齊之感――「具足」、「一切」、「如來」、

「金剛」、「加持」、「種種」、「最勝」、「三昧」、「邪智」。不

過，問題當然嚴重，因為無論聲聞乘或菩薩乘，對「邪智」均持負面的

看法，如聲聞經的《長阿含經．第二分．十上經》「諸因邪智，起無數

惡」21、《中阿含經．舍梨子相應品．教化病經》的「若愚癡凡夫，因邪

智故，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22，或如聲聞論《阿毘達磨俱舍

釋論．分別惑品》「若人有疑心，由邪聞、邪思故，決定邪智起」23、

《成實論．定因品》「一切鄙惡，皆由邪智」24。另參摩訶衍經《光讚

經．摩訶般若波羅蜜行空品》中「……則亦復起犯戒之心、瞋恚之心、

懈怠之心、亂意之心、邪智之心」25及《妙法蓮華經．勸持品》的「惡世

中比丘  邪智心諂曲」26、唐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十地品》的「凡愚邪

智不正解 常懷忿恨多諍訟」27，或菩薩論典《〈攝大乘論〉釋．立名

章》的「邪智謂世間虛妄解，……邪智即是智障」28等等。足見：傳統佛

法無不否定「邪智」。怎麼到了宋朝一部花上若干年才翻譯完成的釋典

忽然改口說世尊大毘盧遮那如來具足邪智？

原來問題只是單純的字形混淆。漢朝許慎的《說文解字》只收錄

「邪」字，當地名「琅邪」的下字，到現代語言，臺灣念「ㄧㄝˊ」29，

大陸讀 “yá”30。清儒段玉裁曾分析說：「『邪』，古書用為『邪正』字。

又用為辭助，如『乾坤，其易之門邪』、『乾坤，其易之縕邪』是也。

今人文字，『邪』為疑辭，『也』為決辭，古書則多不分別。……近人

隸書從『耳』作『耶』，由『牙』、『耳』相似，『臧三牙』或作『臧

三耳』。」31對字形的變化、字義的增益，都提出個人見解。至於字形的

問題，段氏較客觀地說是隸書引起的現象，清朝朱珔《〈說文〉假借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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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則以其價值判斷的方式直說：「俗作『耶』。」32不過段玉裁對於不

同語義到後來習慣用何字，也不是沒有看法，如「斜，抒也」下，他

說：「凡以斗挹出之，謂之『斜』，故字从『斗』。音轉義移，乃用為

『衺』。俗人乃以人之衺正作『邪』，物之衺正作『斜』。其可!有如

此者！」33

「邪」、「耶」既有密不可分的淵源關係，二者混淆，在所難免，

佛典自不例外。諸如北周慧影抄撰《大智度論疏》第十五卷：「『問

曰：若世無菩薩，世間亦有五惑34』等已下，此意云：如世間王法，亦不

聽人殺、盜、耶婬等者，亦即是五戒、八齋等義。」35或如唐法礪撰述 

《〈四分律〉疏》第六卷所謂：「如迦葉佛優婆塞以飲酒故，耶婬他

妻，盜他雜煞，他人故。」36這類「耶婬」習慣上應該寫成「邪婬」，例

如「失三藏名、今附秦錄」37的《大乘悲分陀利經》第七卷《眼施品》

「能斷竊盜、邪婬，乃至能斷邪見者，我當賜汝等命及養身具」38的「邪

婬」，後晉「漢中沙門可洪」讀「方山延祚寺藏」39的寫本，看到的是

「耶婬」，所以特地將之列入其《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第五冊《大乘

經音義》第一之五《大悲分陀利經》第七卷詞目中，注明：「上音

『邪』。」40同樣，相傳為「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41所譯的《最勝問菩

薩十住除垢斷結經》第三卷《童真品》中「斷滅計常，不使興起；抑制

六關，終不邪闚」42，可洪手上的寫卷作「耶!」，所以用反切標示正確

的讀音「上序嗟反」43，即「ㄒㄧㄝˊ」（“xié”）。

混用的前提下，「邪」寫成「耶」是面向之一，但相反「耶」字作

「邪」也理應有之。參《大寶積經》第七卷「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制

譯」第二《無邊莊嚴會．清淨陀羅尼品》44偈頌「刪闍耶夜叉   及諸勝軍

旅   而常擁護彼   愛樂此法者」45、第四十一卷「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

譯《菩薩藏會．四無量品》46「舍利子！如彼往昔超越無數廣大無量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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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議阿僧企耶劫，爾時有佛出現於世，名為大蘊如來……」47、「唐三藏

法師玄奘奉詔譯」48《不空羂索神呪心經》的「納幕阿幕伽耶莎訶」49等

等多例，可洪看到的本子上，「耶」均作「邪」，故每每用心標「耶」

字的切語「以嗟反」50來注明正確的讀法 「ㄧㄝˊ」（“yé”）。根據這些

音譯詞的實例，《佛說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三昧大教王經》「三昧

邪智」之謎便可破解――該術語原來與含「定」義的「三昧」無關，而

是由音譯的「三昧耶」51及意譯的「智」組合的。「一時世尊大毘盧遮那

如來，具足一切如來金剛加持種種最勝三昧邪智，……」句中的「具足

一切如來金剛加持種種最勝三昧邪智」相當於梵語 “sarvatathāgatavajrādhiṣ-

ṭhānasamayajñānavividhaviśeṣasamanvāgataḥ”52，質言之，此「三昧耶智」迻譯 

“samayajñāna”。53

注釋

1   見 T 54.2127.294 b 21-22。    

2   約相當於西曆 1019 年。

3  此是「天花墜」最早的出處。口語裡常用的「天花亂墜」則出自「大唐三藏沙

門義淨奉制譯」1《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十《捨身品》第二十六：「是時餓

虎既見菩薩頸下血流，即便舐血。噉肉皆盡，唯留餘骨。爾時第一王子見地

動已，告其弟曰：『大地山河皆震動   諸方闇蔽日無光   天花亂墜遍空中   定

是我弟捨身相』。」2義淨的生卒年相當於西曆 635-713 年。後來「大唐翻經

沙門慧琳」（736-820 年）在其《一切經音義》卷第十四處理《大寶積經》第

五十八卷中《文殊授記會》第十五三上「繽紛」一語，說：「上匹賓

反。……下拂文反。天花亂墜皃也。」3該處經文原來作：「爾時世尊於晨朝

時著衣持鉢，與諸比丘及於天人百千之眾前後圍遶，向王舍城阿闍世宮。佛

1 見 T 16.665.450 c 20。

2 同上， 452 a 17-21。

3 見 T 54.2128.390 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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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神力放百千種妙色光明，百千音樂同時俱奏，雨眾妙花――優鉢羅花、鉢

曇摩花、拘勿頭花、芬陀利花――繽紛而下。」1足見：兩部經的「天花亂

墜」跟說話了無關係。即使是唐代所謂「大唐罽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2、實

屬偽經3之《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卷第一《序品》第一的「廣設無邊微妙供   

奉獻能仁最勝德   六欲諸天來供養   天華亂墜徧虛空   十善報應無價香   變化

香雲百寶色   徧覆人天無量眾   雨雜妙寶獻如來」與「萬億國土轉輪王   尋此

光明普雲集   各以神力來供養   雨如意寶奉慈尊   諸天伎樂百千種   不鼓自然

出妙音   天華亂墜滿虛空   眾香普熏於大會」4，也尚未涉及語言的表達。建

立此關聯，是托宋朝以降禪師之福，如《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一《師

住澧州夾山靈泉禪院評唱雪竇顯和尚頌古語要》：「武帝甞披袈裟，自講

《放光般若經》，感得天花亂墜，地變黃金。辨道奉佛，誥詔天下，起寺度

僧，依教修行，人謂之『佛心天子』。達磨初見武帝，帝問：『朕起寺度

僧，有何功德？』磨云：『無功德！』」5《建中靖國續燈錄》卷第十五《福

州太平禪師守恩禪師》：「衲僧現前三昧，釋迦老子不會。住世四十九年，

說得天花亂墜，爭似飢飡渴飲，展脚堂中打睡。」6《冥樞會要》卷下：「設

或說得天花亂墜，頑石點頭，事若不真，揔成妖幻。所以志公見雲光法師講

《法華經》感得天華亂墜，云是齩"之義。」7（此說出處為「慧日永明寺主

智覺禪師延壽集」8《宗鏡錄》卷第九十八：「設或說得天華墜，石點頭，事

若不真，總成妖幻。所以志公見雲光法師講《法華經》感天華墜。云，是齩

蚤之義。」9）《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五《前京兆翠微無學禪師法嗣》：「若

未會佛意，直饒頭上出水，足下出火，燒身鍊臂，聰慧多辯，聚徒一千二

千，說法如雲如雨，講得天華亂墜，只成箇邪說，爭競是非，去佛法大遠

在。」10《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四《示妙德居士》：「除此之外，縱說得天花

1 見 T 11.310.337 a 17-21。

2 見 T 3.159.291 a 5。

3 參《CBC@: Text: T0159;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https://dazangthings.nz/cbc/text/1562>, 
31.12.2022）。

4 分別見 T 3.159.295 b 7-10、296 a 27-b 1。據《大正藏》、CBETA 的斠勘注，「伎 樂」

的「伎」《元》、《明》二藏作「妓」。

5  見 T 48.2003.140 b 6-10。

6 見 X 78.1556.734 c 21-23。

7 見 D 56.8980.228 b 6-9。

8  見 T 48.2016.941 c 15-16。

9   同上，947 b 1-3。

10   見 T 51.2076.318 c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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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墜，並不干我一星兒事。」1《〈般若心經〉註解》：「經師善解義趣。縱

然說得天華亂墜，祗為空門塞路耳。」2諸如此類的例子，皆是以宗派意識形

態改造經句。

4    見 T 54.2127.295 c 19-21。 

5    見 T 50.2060.508 b 13。

6    同上，512 a 9-11。     

7    約相當於西曆 668 年。

8    見 T 53.2122.461 c 17。

9  同上，468 b 9-12。據《大正藏》、CBETA 的斠勘注，「萊州」的「萊」，

《舊宋藏》作「菜」；「旋繞」，《元》、《明》二藏作「遶旋」。

10   見 X 43.737.413 b 2。

11 「順佛」二字的出處為「京兆崇義寺沙門釋道宣撰述」3《〈四分律〉刪繁補

闕行事鈔》卷下《導俗化方篇》第二十四：「順佛而行，不得逆行。設緣礙

左繞，恒想：『佛在我右。』入出之時，悉轉面向佛。」4

12   見 X 43.737.449 c 11-12。 

13   見 T 19.1023.715 a 10-12。

14   同上，715 b 27-29。

15   見 A112.1494.143 b 3-4。

16   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相當於西曆 1012 年 12 月 16 日至 1013 年 1 月 

14 日。

17   大中祥符八年六月則相當於西曆 1015 年 7 月 19 日至 8 月 16 日。

18   參見 A112.1494.149 a 4-b 7。

19   見 T 18.88.341 a 6-8。

20   同上，341 a 10-11。

21   見 T 1.1.57 b 18。

22   見 T 1.26.459 b 29-c 2。

1    見 M 59.1540.971 b 9-10。

2    見 X 26.547.845 b 5-6。

3  見 T40.1804.104 c 5。

4  見同上，141 a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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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見 T 29.1559.260 c 11-12。

24   見 T 32.1646.334 b 23。

25   見 T 8.222.157 c 25-26。

26   見 T 9.262.36 b 25。

27   見 T 10.279.187 a 11。

28   見 T 31.1595.217 b 9-10。

29   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1

30   見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第十卷2第 588 頁左欄。

31  見丁福保編《〈說文解字詁林〉正補合編》3第五冊第 1392 頁下欄至第 1393 

頁上欄。  

32   同上，第 1394 頁下欄。

33   同上，第十一冊第 276 頁下欄。

34 「惑」是「戒」的訛誤。參《大智度論》第三十六：「問曰：若世無菩薩， 

世間亦有五戒、十善、八齋剎利等大姓？」4

35  見 X 46.791.848 b 22-24。

36  見 X 41.731.692 a 3-4。當然，先傳本《〈四分律〉疏》此句不通。進而查所

謂《薩婆多毘尼毘婆沙》第一卷，種種訛誤便迎刃而解：「如迦葉佛時，有

優婆塞以飲酒故，邪婬他婦，盜他雞殺。他人問言：……」5極其相似的文字

另見《大方便佛報恩經》第六卷《優波離品》。6相關深入探討，可參考船山

徹氏的精闢研究，如 Funayama Tōru 著 “Masquerading as Translation: 
Examples of Chinese Lectures by Indian Scholar-Monks in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7 第 44-46 頁。  

37  見 T 3.158.278 a 11。

38  同上，280 b 5。

1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61272&q=1&word=邪>, 27.7.2024。

2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6。

3  臺北，鼎文書局，民國 66 年。

4  見 T 25.1509.323 b 29-c 1。

5 見 T 23.1440.506 c 23-25。

6 見 T 3.156.158 a 6-7。

7 收錄於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Vol. 19, No. 1/2（2006）第 39-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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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參見 K 34.1257.774 b 2-3。
40  同上，796 c 6。

41  見 T 10.309.981 a 21。

42 同上，981b17-18。據《大正藏》、CBETA 的斠勘注，「邪闚」的「闚」，

《宋》、《元》二藏作「!」 。

43  見 K 34.1257.905 b 8。

44  見 T 11.310.36 c 6-8。

45  同上，37 c 13-14。

46  同上，235 a 4-5。

47  同上，235 a 12-15。

48  見 T 20.1094.402 b 7。

49  同上，404 c 8。據《大正藏》、CBETA 的斠勘注，兩個「幕」字，《明》藏 

及平安時代寫、仁和寺藏本前後作「莫」、「慕」。

50  分別見 K 34.1257.672 b 4-5、676 a 1-2、870 b 11。

51  據《大正藏》、CBETA 的斠勘注，《佛說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三昧大教

王經．金剛界大曼拏羅廣大儀軌分》該句中《高麗藏》、CBETA 的「邪」

字，《宋》、《元》、《明》三藏作「耶」。

52  見 TITUS Texts: Sarva-Tathagata-Tattva-Samgraha: Frame1。

53  有關密續序分的若干探討，參 Francesco Sferra 著 “Weaving Dharma into Words: 
Composition Strategies in Buddhist Tantras”2 第 99 頁。所謂 “sarvatathāgatavajrā-
dhiṣṭhānasamayajñānavividhaviśeṣasamanvāgataḥ” 一模一樣出現在《一百五十

頌般若》的序分（Adhyardhasatika Prajnaparamita3），在傳統漢譯本裡大約

相當的段落有：「妙善成就一切如來金剛住持平等性智種種希有殊勝功德」

1  <http://titus.uni-frankfurt.de/texte/etcs/ind/aind/bskt/stts/stts.htm>, 28.7.2024。

2 收錄於 Orna Almogi 編 Evolution of Scriptures, Formation of Canons: The Buddhist Case
（Hamburg: Department of Indian and Tibetan Studies, Universität Hamburg, 2022）第 

95-159 頁。 

3  <https://gretil.sub.uni-goettingen.de/gretil/1_sanskr/4_rellit/buddh/adhsatpu.htm>, 28.7. 
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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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八《第十般若理趣分》）1、「妙

善成就如來金剛住持平等性智種種希有殊勝功德」（唐金剛智《金剛頂瑜伽

理趣般若經》）2、「以善成就一切如來金剛正智之所建立種種殊特超於三界

灌頂寶冠」（菩提流志《實相般若波羅蜜經》）3、「成就殊勝一切如來金剛

加持三麼耶智」（唐不空《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麼耶經》）4、「得一切如來

金剛三昧智，得一切如來種種具足最上寶冠」（見北宋施護《佛說徧照般若

波羅蜜經》）5。局面顯得錯綜複雜：現傳梵本的 “samayajñāna”，只有不空譯

本的「三麼耶智」與之吻合；施護或許受常用詞「金剛三昧」（“vajrasamā-
dhi”）的影響，或者確實所見為 *samādhijñāna（「三昧智」）；從菩提流志

的「正智」來看，推測他瞭解的是 *samyagjñāna；玄奘、金剛智的「平等性

智」則反映 *samatājñāna。其中的 samādhijñāna 本來是密續裡出現的名相6，

samyagjñāna 為印度宗教界廣泛使用的術語7，而 samatājñāna 既與玄奘的思想

有密切關係8，又見於密續文獻9。

1 見 T 7.220.986 a 29-b1。

2 見 T 8.241.778 b 22-23。

3 見 T 8.240.776 a 7-9。

4  見 T 8.243.784 a 14-15。

5 見 T 8.242.781 c 15-16。

6  參 David L. Snellgrove 著 “Introduction”（收錄於 Lokesh Chandra、David L. Snellgrove 
景印 Sarva-tathāgata-tattva-saṅgraha: Facsimile Reproduction of a Tenth Century Sanskrit 
Manuscript from Nepal〔New Delhi: Mrs. Sharada Rani, 1981〕）第 65 頁的 “meditational 
knowledge”。

7  一個佛教的例子參 Birgit Kellner 著 “Using Concepts to Eliminate Conceptualization: Ka-
malaśīla on Non-Conceptual Gnosis (Nirvikalpajñāna)”（收錄於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
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Volume 43〔2020〕第 39-80 頁）第 56 頁的 “correct 
gnosis”。

8 如 Sakuma Hidenori（佐久間秀範）著 “On Doctrinal Similarities between Sthiramati and 
Xuanzang”（收錄於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Volume 
29, Number 2〔2006 (2008)〕第 357-382 頁）第 365 頁第 16 注。 

9  參 Anthony Tribe 著 “Mañjuśrī and ‘The Chanting of Names’ (Nāmasaṃgīti): Wisdom and 
its Embodiment in an Indian Mahayana Buddhist text”（收錄於 Peter Connolly、Sue Ha-
milton 合編 Indian Insights: Buddhism, Brahmanism and Bhakti: Papers from the Annual 
Spalding Symposium on Indian Religions〔London: Luzac Oriental, 1997〕第 109-136  

頁）第 1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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