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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和上东征传》札记‘

刘 玉 红

(里南大学华 文学院 。广东 广州5106101

    〔摘要〕《唐大和上东征传》足一娜店时汉语佛典著作，他记载了店代吝僧鉴真东渡日本传

法的事述，从语言研究角度来说，作为磨时汉语语朴，语言学界似乎对该书注意不够，对其中的
词义进行讨论，可供汉语词汇史研究和辞书编幕者参考。

    〔关键词」词语;幸义。化主。计全;工手

    [中图分类号]K31s.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一0598(2007)04一011卜03

    ‘唐大和上东征传)(以下简称《东征传”是一

部记载唐代高僧鉴真东渡日本传法事迹的著作，对

中日两国文化关系和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有重要作

用。该书作者是日本真人元开，即日本奈良时代著

名的文学家淡海三船，他是在五十八岁那年，即鉴

真圆寂之后十六年，也即日本光仁天皇宝龟十年、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七七九年，应鉴真弟子思

能的要求并在思托《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

传》基础上撰写的。由于淡海三船文学功力和对内

典的造诣均十分深厚，并且又是在思能著作基础上

撰写而成，因此《东征传》记叙清晰，文字流畅，是一

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从语言研究角度来说，作为唐

时汉语语料，语言学界似乎对该书注意不够，到目

前为止笔者只在少数几篇文章中见到它的影子.
事实上，该书对语言研究尤其是汉语词汇研究是有

一定价值的.今就其中的几个词语进行讨论，为汉
语词汇史研究和辞书编纂提供参考。引文据1979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经过汪荣宝先生校注的作为“中

外交通史籍丛刊”之一的《东征传)[l〕(中华书局
2000年据此重印)。该书在11种不同版本的基础

上精审校勘而成(当然以个人之力进行校注，个别
地方不妥也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唐代时期语料基

本可以信从。

    〔化主〕教化之主

    其二年三月二十人日，于西京实际寺登坛受具
足戒。荆州南泉寺弘景律师为和上巡游二京，究学

三藏。后归淮南，教授戒律，江淮之间，独为化主。

于是兴建佛事，济化群生，其事繁多，不可俱

载。(”0

    按，“化主”之“化”即“教化”之义，如《东征传》:

“今钟此运，愿和上东游兴化。"(P40)即此义。“化

主”一词，《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大词典》)ta」共

列两个义项，其一，“教化之主。佛家对佛的称谓”.

举二例:《维摩洁经·佛目品》:“随其心净，则一切

功德净。”后秦维摩罗什注:“具下三净，则与化主同

德，故日一切净也。”《维摩谙经问疾品变文》:“往毗

耶，辞化主，遭巡即是登途去。”其二，“佛家指掌管

化缘的僧徒”。(P470)《东征传》中的用法与义项

一接近而与义项二无关.但是，《大词典》义项一还
是值得讨论。据《东征传》，鉴真于“江淮之间，独为

化主”，正如下文所说的，“义威律师无常之后，开元

廿一年.时大和上年满珊六;淮南江左净持戒〔律〕

者，唯大和上独秀无伦，道俗归心，仰为授戒大师。”

(Pso)“授戒大师"亦即“化主”之义;但是，鉴真并

不是佛，所以《大词典》释为“教化之主”是对的，加

上一句“佛家对佛的称谓”就是画蛇添足了(致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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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则在引例过少).类似的例子又如明郎瑛《七修 自度孰与陈平、绛侯?’垂相日:‘不如。’”颜师古

类稿》卷九“二祖”条:“今苏郡西天王堂土地绝肖我 注:“度，计量也.巾1(，，)“计量”为“度”(即忖度、考
太祖高皇帝。闻当时亦至其地，而化主杨氏异焉，虑)义甚明.
遂令塑工像之;后闻人言像太祖，即以黄绢帐之于 . 【工手」工匠.手艺人

外，不容人看。成幻 僧祥彦、道兴、德清、荣级、普照、思托等一十七
    另外，道家也称“化主”，这也可以证明“化主”人，玉作人、画师、雕佛、刻镂、铸写、绣师、修文、镌

不是佛家的专利。如宋张君房《云岌七签》卷三《道 碑等工手都有人十五人，同驾一只舟。(Psl)
教本始部，:“原夫道家由肇，起自无先.垂迹应感， 按，“工手，一词用来概括“玉作人、画师、雕佛、

生乎妙一。从乎妙一，分为三元。又从三元变成三 刻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人的，因此其义当

气，又从三气变生三才。”二从赤混太无元化生灵 是指工匠、手艺人。此词后代亦沿用.清郭则《红
宝君，从其寂玄通元化生神宝君。大洞之迹，别出 楼真梦》第五十八回:“贾兰道:‘近年窑务减色，由

为化主，治在三清境。”卷六《三洞经教部》:“经内明 于经费不充、材料缺乏，那工手尚未失传，趁此整顿

三劫化主，及开皇劫，以此妙经生天立地.大圣应 经营，还来得及。令弟既奉特简，总要将经费筹定，

于始青之中，号元始天尊，或太上道君。人天化主，部里不要掣肘才好。’”〔你甩‘”“工手”一词，《大词

此如三宝科释。今不具详.”〔。 典》失收。
    〔计t〕考虑.商讨 ‘ 〔荒醉」迷乱，昏昧
    于是巡避官所，俱至大和上所计量。大和上 去岸渐远.风急波峻，水黑如墨.沸浪一透，如

日:“不须愁，宜求方便，必遂本愿。气P47) 上高山;怒涛再至，似人深谷.人皆荒醉，〔但」唱观
    上引文说的是鉴真等欲至日本传法，被官府阻 音。(P63)

拦，因有再次共同筹划之事。“计”有“考虑”义.如 《大词典》“荒醉”条只收“沉酒于酒”一个义项

《管子·中匡》:“计得地与宝，而不计失诸侯;计得 (P5469)，但上引用例明显不是此义。按，“荒”有

财委，而不计失百姓。”“量”亦有“考虑”义，如《东征 迷乱义，《书·五子之歇》:“内作色荒，外作禽荒。”

传》下文:“风急浪高，舟〔垂著石〕，无计可量。才离 孔传:“迷乱日荒。”孔颖达疏:“好色好田则精神迷
险岸，还落石上。.(P52)则“计量”为同义复用，众 乱，故迷乱日荒。”“醉”，《说文·酉部》:“醉，卒也，

人共同考虑也即是“商讨，。《大词典》“计量”条义 卒其度量，不至于乱也.一日溃也.”《慧琳音义》卷

项二;“考虑，打算。唱!一例:叶圣陶(浏河战场》诗;二十九“酒醉”条注:“饮酒过度，神识蒙昧曰醉.”引
“你兀坐在这里做什么计量?是否想招回前此的家 申为蒙昧、昏昧，不限于饮酒。《正字通 ·酉部》:

庭欢乐?气P6514)书证过晚，又释义欠完整，因为 “醉，凡昏昧不反日醉。”因此，上引文例中的“荒

我们前面说到，多人共同考虑即为“商讨”，但《大词 醉”，基本是同义复用，结合其语境来看，可释作“迷

典》释义中体现不出这一点. 乱，昏昧”.此词他处未见相同用法。

    按此词中古即已出现，如北齐颜之推《颜氏家 一 【盈满」布满.充满
训》卷三:“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 荣椒、普照师从海路经四十徐日，到崖州，州游

商贾则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沉思法 奕大使张云出迎，拜渴，引人。令住开元寺.官寮

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议经书。”田‘刚功这 参省设斋，施物盈满一屋。(P68一69)
里的“计全”与《大词典》该条义项一“计算，度量”有 “盈”，《说文·皿部》:“盈，满器也.”(《慧琳音

点类似，但仔细考虑，《颜氏家训》中“计量”并非此一义》卷十二“盈储”条引作“器满也”)引申为凡满.
义。因为“计量”表示“计算、度量”义时其对象都是 《诗·召南·鹊巢》“维鸿盈之，毛传:“盈，满也。”

可数的，如时间、空何、面积、物件等，《颜氏家训》中 《左传·文公十八年》“不可盈厌”杜预注:“盈，满
用例“计盆”与“讨论”互文，应当也是“考虑、商讨” 也。‘盈满一词可同义复用，《大词典》“盈满”条义
义。唐代颜师古注释用语中亦有此词。如《汉书· 项一:“布满，充满。”举《史记》、明代及现代文学作

韩信列传》:“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至南郑，诸将道 品例。(P4668)按，从汉到明，书证时距过大。事

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不我用，即亡。实上，这中间一千多年，用例一直是不间断的。如
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迫之。”颜师古注:“度，计盆 东汉王充《论衡》卷十一:“如北方低下不平，是则九

也.”[.]‘甲。又《衰盎列传》:“盎即起说日，‘君为相，川北注，不得盈满也.”〔s](刊晰唐代此词常见。唐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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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流志译《大宝积经》中此词用得甚多，如卷一:“山

地柔软，无伤趾步。下足之时，陷深四指。举足之

时，还复如故。其中多有陵泉他沼，清冷盈满，生杂

莲华.”〔叮川湘卷五十四:“王有大臣婆罗门种，名
日光主，其家巨富，财产仓库具足盈滴。”闺(11j31咖
唐后亦有用例。如宋《太平广记》卷二三三“裴弘

泰”条引《乾撰子》:“弘泰次第揭座上小爵，以至麟

船。凡饮皆竭，随饮讫。即置于怀，须臾盈

痛。”[，目‘曰了“)

    〔作番〕轮番

    大使以下，至于典正，作番供养众僧.(P70)
    按，“番”，《慧琳音义》卷八十九“为番”条注引

《韵英》云:“番，递代之次也。叹广韵·元韵》:“番，

递也。”因此，“作番”犹“轮番”.《大词典》失收此

词。除《东征传》用例外，又如宋李燕‘续资治通鉴

长编》卷三二六:“又诏沈括体恤士众，须令心自奋

励，乐于战斗，若未便人情，且须安养鼓励，或作番

休，出人毋得频有驱牵，别致生事。”[l’〕“作番休”犹
育轮番休假。或作“作番次”，义同。《唐会要》卷六

十四:“太和五年正月，集贤殿奏:应校勘宜素书籍
等，伏请准前年三月十九日救，权抽秘书省及春坊

宏文馆祟文馆见任校正.作番次就院同校;其厨料

请准元救处分，事毕日停。从之。”D习

    〔着〕教.使
    登坛〔授〕戒、讲律，度人已毕，仍别大使去.仍

〔差〕澄迈县令，【着〕送上船。(P70)
    按，“着”表“教，使”之义，宋儒语录中亦有用

例，如《陆九渊集》卷三十五:“后生看经，须着看

《注H疏》及先儒解释，不然，执己见议论，恐人自是

之域，便轻视古人.”[18平凡翔又下文:“处家遇事，须

着去做，若是褪头便不是。”tl称柳幻《汉语大字典》
“著，:“(三)zhu6”义项五:a命令;打发。唐王建《和
蒋学士新授章服》:‘看宜赐处惊回眼，著谢恩时便

称身.’元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我著你

但去处行监坐守.谁著你迫逗的胡乱行走.’，又举

清代《镜花缘》例。[l’](la4。按《大字典》首引唐时例，

是，但释作“命令;打发”，则只能用于上对下，从释

义的概括性来说，未为妥当，如上引宋儒语录例，未

必就是“命令”，当从下引《大词典》释义。《大词典》

“着l’’条义项十二:“教，使.，举元王实甫《西厢记》

“只着你夜去明来，倒有个天长地久”等元曲例

(P5373)，释义是，但书证过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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