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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佛教词语考辨《大方便佛报恩经》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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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条佛教词语（短 语）入 手，可 以 考 察《大 方 便 佛 报 恩 经》的 年 代。其 中“观 世 音 菩 萨”、

“四围陀”、“释氏宫”见于后秦译经；“大悲愿”，“不 请 友”，与《大 方 便 佛 报 恩 经》中 如 来 十 号 相 同 的 十 种 具

体名称“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 间 解、无 上 士、





人割裂、截取、增改、节录《贤愚经》《杂宝藏经》《六度集经》《涅槃经》等经典而编造成的一部新经，也

称‘伪经’。”［"］!0也有学者认为该经是一部译经，但不是东汉译经。汪维辉指出：“有种种迹象表明，

这些经的实际翻译年代要晚于东汉，估计为三国时所译。”［#］"6"史光辉指出，《大方便佛报恩经》“后



在”，另外还有“观世自在”、“观世音自在”、“圣观音”等，其中以“观世音”译名最为流行［!］。据我们

对汉译佛经所作的调查，其结果与楼先生上述结论相符。可见，即从“观世音菩萨”一词看，《大方便

佛报恩经》的翻译年代不会早于后秦。

（二）大悲愿

《大方便 佛 报 恩 经 》卷 一：“释 迦 如 来 于 无 量 百 千 万 亿 阿 僧 祇 劫，难 行 苦 行，发 大 悲 愿。”

（#／%"&D）该经其余用例多类此。《广说佛教语大辞典》“大悲愿”条：“①佛菩萨欲救度众生的誓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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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菩萨藏。”（%&／#60-）此“三藏”指三乘，与“三藏九部”之“三藏”不同。“九部”单独使用，较早的用

例见于东晋译经。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祇律》卷一：“如是舍利弗，如来广说九部经，

为声闻制戒。”（""／""/D）

“三藏九部”除《大方便佛报恩经》之外，其余用例均见于南北朝以后的中土佛教典籍。如北凉

释道挻所作《毘婆沙序》：“有沙门道泰，才敏自天，冲气疏朗，关博奇趣，远参异言。往以汉土，方等

既备，幽宗粗畅。其所未练，唯三藏九部。”（北凉浮陀跋摩译《阿毘昙毘婆沙论》序，"0／%-）南朝梁慧

皎撰《高 僧 传》卷 二 《鸠 摩 罗 什》：“渊 粹 有 大 量，才 明 博 识，独 步 当 时。 三 藏 九 部，莫 不 该 练。”

（&$／##$D）①唐法琳撰《辩正论》卷三：“至于鹫峰奥典，鸡园密义，二谛五乘之旨



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三：“尔时婆薮仙人自思惟言：我贵重人，不应两种语。又婆罗门四围陀

法中，种种因缘，赞祀天法。”（"&／/FD）北魏菩提留支译《大萨遮尼乾子经》卷六：“王当知，如我有四

围陀经中说。”（6／#!"D）

至于



而“天宝花（华）”则始见于东晋译经。东晋佛驮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八：“十方各万

佛世界尘数佛国，六种十八相震动，雨天宝华，天末香，天宝鬘，天杂香，天宝衣，天宝云，天庄严具。”

（6／!!FD）其后用例颇多。如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四：“以天宝华聚，散多宝佛及释迦牟

尼佛上。”（6／##A）南朝宋宝云译《佛所行赞》卷三：“种种天宝花，从空而乱下。”（!／"0-）

“天宝香”佛经中用例很少，多与



九重。”（%／"$%-）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六：“一树一台，其树去台，尽一箭道。”（6／&#-）。北

魏瞿昙般若流支译《正法念处经》卷六四：“见弗婆提人闻怖畏声，耳识所缘，尽一箭道。”（%/／#0$-）

三

考察这%"条佛教词语之后，我们认为，《大方便佛报恩经》不是东汉译经，它的翻译年代当在东

晋之后。

“三藏九部”、“五盖十缠”这两个词语可靠的用例都见于南朝宋之后，尤其是“五盖十缠”，其较早

的用例见于《慈悲道场忏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