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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教育部異體字網站：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TAyNTY3 
40 平川彰《佛教漢梵大詞典》，東京：靈友會 7 年「琉」-P821，「瑠」-P828。 



136    正觀第九十五期/二Ο二Ο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41 續藏 44 冊，744 號，《四分律名義標釋》卷 19，第 549 頁，上欄第 15-19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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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金雙平，博士論文，他通過統計整理三十余萬的敦煌本《四分律》。指出不

符合此條的僅有唯一一例意外（在 S.397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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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教育部異體字網站「鬚」：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TA0Njc2LTAwMw 
44 教育部異體字網站「鬘」：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jA1OT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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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荻原雲來《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東京：漢訳対照梵和大辞典編纂刊行会

1944 年，mālā p.1037b、mālya-dāmanp.1038a、kesarap.378b、keśarap.37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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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教 育 部 異 體 字 網 站 「 綖 」 ：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jAzMzk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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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漢典官網「綖」：https://www.zdic.net/hans/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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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皷」: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TA0Nz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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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續藏 44 冊，744 號，《四分律名義標釋》卷 19，第 549 頁下欄第 11-13 行 
50 續藏 44 冊，744 號，《四分律名義標釋》卷 19，第 549 頁下欄第 18-19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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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51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挊」: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TAxMj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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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異文類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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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張 行 初雕 廣勝 再雕 宮本 思溪 磧砂 大正藏 

1 3 14 【7】玭琉璃 毗 

詳見可洪音義 

詞條校勘 2 1 6 

【345】提舍/堤舍 

第 1 次用「堤舍」 

第 2-8 用「堤舍」 

八次皆作「提舍」 

3 1 6 難陁 陀 

用「陀」未出

校 

全文多處皆同 

4 2 20  最 
「最」未出校 

全文多處皆同 

5 2 14 徃 往 
「往」未出校 

全文多處皆同 

6 5 14 蘓摩 蘇 
「蘇」未出校 

全文多處皆同 

7 2 20  
處 

「處」未出校 

全文多處皆同 

8 3 13  肉 
「肉」未出校 

全文多處皆同 

9 9 1 歌儛唱伎 舞 「舞」未出校 

10 3 13 珎 珍 「珍」未出校 

11 1 8 顏貌端政 正 「政」未出校 

12 3 19 阿修羅子 脩 同再雕未出校 

13 3 19 揵闥婆子 健 同再雕未出校 

【校】上十三條幾乎都涉及通同、古今、正俗字，不涉及文意，但可以看出不同系統內的

慣用字，中原係三本保持多用俗字、異體字（前兩個詞條詳見可洪詞條校勘），而南方本幾乎

都改為與今天所用字幾乎相同的正體字。 

14 3 16 彼與，此受。 此與，彼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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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3 17 彼與，此不受。 此與，彼不受。  

【校】這兩條，南方係與中原不同，文中「彼」、「此」互換，從定型句及文意上皆應從

中原本。（下文仍有一條「彼與，此受。」南方系「彼」、「此」二字未顛倒。） 

16 8 3 
白四羯磨已 

白諸比丘 

白四羯磨已 

時諸比丘尼白諸比丘 
 

【校】中原係脱文「時諸比丘尼」，南方係補齊。一者，從《四分律》全 60 卷來看，作

完勸諫或羯磨，這幾乎是套語、定型句，即：（作白/白四羯磨已）「時諸比丘尼白比丘，比

丘往白佛」。 

二者，從上下文來看，「白」的主語與「時諸比丘尼聞，其中有少欲、知足、行頭陁、樂

學戒、知慙愧者，嫌責某某比丘尼........」中「聞」、「嫌責」的主語一致，寫作上也有上下呼

應，二者應一致，都是「時諸比丘尼」，但又並非緊挨著的前後句，不宜承前省略主語，故應

從南方係，用補齊本。 

至於原因為何，我們推測或許是開寶藏淳化、咸平、天禧一直脱文，故據此三本刊刻的

初、金、再都照刻；而至南方係所用底本熙寧本做了更正，為開寶藏最後校定本而校改。 

17 9 22 莫為僧所呵諫 莫為僧作呵諫  

【校】從四分律來看，只有在三法應捨僧伽婆尸沙中才會涉及到三番羯磨的勸諫，亦即白

四羯磨共作白一次，作羯磨三次，每次是類似的程序與羯磨語，作白、及初、二羯磨後均會勸

諫比丘尼應舍犯戒之事，「莫為僧所呵諫」。這一類的戒文只有二篇第 10-17，共八條戒，我

們核查得知幾乎全部為「莫為僧所呵諫」。 

甚至此處南方係中，作白、初羯磨之後亦同諸本，用「莫為僧所呵諫」；唯二羯磨後，南

方兩本為「莫為僧作呵諫」，我們分別檢索「所」、「作」二字的字形，發現二者有很大相似

性，推測南方本為型近而訛52，應從中原係，用「莫為僧所呵諫」。 

18 10 9 非佛所教呵諫 非佛所教呵責者 
宋元明宮用

「責者」 

                                                
52 「所」字歷代字形庫：https://search.hng-data.org/search/所 ；「作」

字歷代字形庫：https://search.hng-data.org/search/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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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無更多寫本依據，從現有刻本來

看，中原係同，皆用「諫」；南方本同用

「責」。此句出現在開緣中，即不犯戒的幾

種情況，其中一種就是不以佛陀教導的方法

勸諫時（即先屏處勸諫，不聽時再作白四羯

磨，先公開於僧眾中作白，仍舊不捨，再依

次作羯磨），此中所用之「僧諫」、「屏

諫」、「拒諫」、「違諫」。「呵諫」是一

律中術語，而南方係「呵責」比較更是是一

般化語境下的用詞，應從中原係。 

至於南方係為什麼用「呵責」，我們猜

測或許出於漢語常用詞彙的習慣來看，在漢

語中「呵責」的使用頻率高，可能是寫手或

者 刻 工 （ 有 時 又 二 者 是 同 一 個 人 ） 看 到

「呵」直接寫「責」，從上而訛。 

另一個問題是南方系多一個「者」字。宮、磧行款正常，即該折 6 行中每行皆 17 字；思

溪這一折六行中，此行與下一行出格，分別為 19 字、18 字，有擠刻現象（字體變小，字間距

也變小，如右圖☞）。似乎唯一能解釋的原因就是思溪圓覺藏在據閩本（宮本）時脫字，至後

思溪即思溪資福藏時參校了咸平本進行兩行的校改，擠刻。到了磧砂在以思溪為底本翻刻時，

主義到此現象，而均等的分配了字間距。由此而造成宮本的毗盧/崇寧以及浙本的磧砂行款正

常，唯有時間出於二者中間的思想出現出格擠刻現象。 

19 2 7 汝實尔不 
汝審尒

不 

汝實

尒不 

汝實

爾不 

徑用「爾」未

出校 

【校】大正藏徑直將其所用原底本中的「尔」按照繁簡體處理改為「爾」，未出校，且全

部大正屢有出現這一情形，是不妥當。中原三本皆用「尔」字，南方本中思用「尒」保持全思

溪尒字的內在一致；磧亦然，皆用「爾」；宮本雖與思相同，用「尒」。 

另一字唯有宮本用「審」，應為「實」的近而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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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張 行 初雕 再雕 廣勝 宮本 思溪 磧砂 

1 4 2 
不染汙心，染汙

心想，突吉羅。 
不染汙心，染汙心想，偷蘭遮。 

2 4 3 不染汙心疑，突吉羅。 不染汙心疑，偷蘭遮。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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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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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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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ual Criticism on the First Two Sections of 

bhik u īvibha ga in Dharmaguptakavinaya against 
the Ke-hong-Yin-Yi 

 
Shih, Hui-Fa 

third-year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Buddhist Studies,  
Fo Gu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honetic book is a compil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logy Buddhist scriptures. It has an irreplaceable role on 

other literature for the col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but it 

has long been ignored. Among the phonetic book, Xinji 

zangjing yinyi suihanlu 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 compiled by 

Kehong in the Five Dynasties has greater value but received 

less attention than Xuanying and Huilin's Yiqiejing yinyi 一切

經音義. This article will try to collate and verify the first two 

articles in the " Bhikṣunī vibhaṅga" in the Dharmaguptaka 

Vinaya, based on the entries in Dharmaguptaka Vinaya, Vol. 

22nd – 23rd  of Kehong Yinyi 可洪音義 analysis. The first 

article bases on "Second Tripiṭaka Koreana" for the relevant 

precepts of the  Dharmaguptaka Vinaya; secondly, the e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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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 in Kehong Yinyi are collate with the original version, 

different version, cross-version, and by logic; The text of the 

Dharmaguptaka  Vinaya is collated with Kehong Yinyi, and 

the two are checked for right and wrong, 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re compared, explained, and arranged. 

Finally, the collated versions a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respectively. Four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textuality were list 

in order to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e tripitaka canon 

transmission lineage. 

 

Key Words: Kehong Yinyi, Dharmaguptaka Vinaya, collation, 
variant readings, canon transmission line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