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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阿含经》是研究后秦时期较有价值的重要语料。不少学者都以此为研究材料进行了词语考释。本文

在此基础上试补充考释“各共”“谏晓”“斯由”“即便”“愿乐”“时时”六个词语，以期丰富《长

阿含经》词语研究，提升人们对该经典的理解与应用。另外，这些词语或词义不见于《汉语大词典》，

或可对其编撰修订工作有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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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ang Ahan Jing is an important and valuable corpus for the study of the later Qin period. Many 
scholars have used this as a research material for the word interpretation.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tries to supplement the six words “common”, “xiao”, “Si you”, “even”, “happy”, and “constant”, in or-
der to enrich the study of “Chang Ahan Jing” and enhance people’s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this classic. In addition, these words or meanings are not found in the Chinese Dictionary and may 
be helpful for its compilation and revis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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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阿含经》是原始佛教的基本经典，共二十二卷。后秦弘始十五年(公元 413 年)由佛陀耶舍和竺佛

念译出[1]。主要内容是驳斥外道异说，阐述佛学正见[2]。该经以对话的形式记录佛教的基本教理，口语

性较强，是研究中古汉语的重要语料。今就阅读所记，试释数词如下，以期对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和大型

辞书编纂有所帮助。 

2. 《长阿含经》可增补《汉语大词典》词目 

2.1. 各共 

都，一起。 

(1) 时，诸比丘于乞食后集花林堂，各共议言：“唯无上尊为最奇特，神通远达，威力弘大，乃知过去无数诸佛，

入于涅槃，断诸结使，销灭戱论。”(卷一，1/1b) [3] 

(2) 汝等宜各弃诸谷草，轻车速进。即如其言，各共捐弃谷草，轻车速进。(卷七，1/45c) 

(3) 我等今者宁可立一平等主，善护人民，赏善罚恶，我等众人各共减割以供给之。(卷二十二，1/148c) 

按，据《汉语大字典》[4]，“各”可用作总括副词，“共”有“一起，一齐”义。“各共”可表示“都，一起”，

在上述三例中显而易见。在其他佛典中多有用例。如： 

(4) 东汉安世高译《自誓三昧经》：“今比丘众各共分散，今佛受岁何其独自？”(15/346a) 

(5) 三国吴支谦译《撰集百缘经》卷九：“时诸商人，各共同时，称南无佛陀。”(4/244b) 

(6) 西晋竺法护译《生经》卷三：“时诸臣吏各共议言：‘今此国王，敢来乞者，寻即施与，不能逆人。’”(3/91c) 

(7) 北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卷二：“诸六师辈，贡高转盛，各共相率，当必追穷。”(4/361c) 

(8) 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卷二十六：“是时彼二各共讥嫌：‘大德！何因故恼我等？’”(23/770a) 

经考察，“各共”在非佛教文献中亦有此用法，如： 

(9) 《史记·南越列传》：“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衆，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

豪杰畔秦相立。” 

(10) 《册府元龟》卷二九九《宗室部》“祸败”条：“遥光未败一日，城中皆梦群蛇缘城四出，各共说之，咸

以为异。” 

(11) 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二八：“以郑为南北之界，使曹衞鲁宋常服晋，而陈蔡与许常服楚，各共牺牲

玉帛以事其大国。” 

《汉语大词典》[5]未收此词，似可补收。 

2.2. 谏晓 

劝解，劝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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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汝师沸伽罗娑罗受王村封，而与王波斯匿共论议时，说王不要论无益之言，不以正事共相谏晓，汝今自观

汝及师过，且置是事，但当求汝所来因缘。(卷十三，1/87b) 

按，《说文·言部》：“谏，证也。”《广韵·谏韵》：“谏，直言以悟人也。”可见，“谏”这一

构词语素含有“直言规劝”之义。据《汉语大字典》，“晓”原指天亮，引申有“告知、开导”义。“谏”

“晓”同义并连，表示劝解，在上述语境中清晰可见。这样的用法在译经中亦较为常见。除上举《长阿含

经》外，再酌举几例： 

(13) 东汉安世高译《尸迦罗越六方礼经》：“恶知识复有四辈：一者难谏晓，教之作善，故与恶者相随；二者

教之莫与喜酒人为伴，故与嗜酒人相随；三者教之自守，益更多事；四者教之与贤者为友，故与博掩子为厚。”(1/251a) 

(14) 三国吴支谦译《赖咤和罗经》：“赖咤和罗复有诸亲厚知识，闻赖咤和罗欲到佛所作沙门，父母不听委卧

空地，不饮不食五日。亲厚知识皆到赖咤和罗所，谏晓令起沐浴饮食。”(1/869b) 

(15) 西晋竺法护译《生经》卷三：“仙人见之，象子死亡，忧愁叵言，涕泣横流，不能自解。余仙人闻，来谏

晓之不能除忧，不复食饮。”(3/93b) 

(16) 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二：“大王见勅，令与太子共为朋友，脱有得失，互相开悟，

朋友之法，其要有三：一者、见有过失輙相谏晓。”(3/631a) 

(17) 隋闍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卷十六：“我亦知汝，为我良朋，为我善友，好心开发，谏晓我意。”(3/727a) 

按，结合例(14)上下文的“不饮不食”与“谏晓令起沐浴饮食”可见“谏晓”的劝解义尤为明显。例

(15)~(17)中，“谏晓”分别与前文的“自解”“开悟”“开发”照应，意即劝解。另外，参照《四库全书》，

我们发现中土文献中仅有的 1 例“谏晓”也表示劝解。 
《汉语大词典》只收录了“晓谏”，未收“谏晓”，或可补收。 

2.3. 斯由 

因为。 

(18) 我今已得此无上法，甚深微妙，难解难见，息灭、清净，智者所知，非是凡愚所能及也。斯由众生异忍、

异见、异受、异学，依彼异见，各乐所求，各务所习。是故于此甚深因缘，不能解了。(卷一，1/8b) 

(19) 比丘如是入第四禅，心无增减，亦不倾动，住无爱恚、无动之地，此是第四现身得乐，所以者何？斯由精

勤不懈，念不错乱，乐静闲居之所得也。(卷十三，1/85c) 

(20) 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入我法者，乃至三明，灭诸闇冥，生大智明，所谓漏尽智证。所以者何？

斯由精勤，专念不忘，乐独闲静，不放逸故。(卷十七，1/109b) 

按，“斯由”在上述例句中均出现在句首，用以表原因，常常与表因果关系的连词“所以”同现。据

《汉语大字典》，“由”的基本义即原因、缘由。“斯”作连词，可承接上文，相当于“则”“就”。“斯

由”的这种用法在东晋至宋朝的译经中都有用例： 

(21) 东晋法显译《大般泥洹经》卷六：彼一阐提于如来性所以永绝，斯由诽谤作大恶业，如彼蚕虫绵网自缠而

无出处。(12/893a) 

(22) 后秦竺佛念译《出曜经》卷四：汝今所以不得解者，斯由不思惟想故。(4/628a) 

(23) 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出家事》卷三：佛在室罗筏城逝多林给孤独园。具寿邬波难陀有二求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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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相调戏，犹如女人与丈夫戏，亦如男子共女人戏。时诸苾刍以缘白佛，佛言：‘所有过失，斯由畜二求寂。若畜

者，得越法罪。’(23/33a) 

(24) 宋日称等译《父子合集经》卷十五：若人闻此佛名者，悉能舍离于贪欲，女人得转丈夫形，斯由闻佛功德

力。(11/964b) 

在对“斯由”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作为连词，“斯由”除了表原因，还可以表并列和顺承。例如： 

(25) 北魏菩提留支译《大萨遮尼干子所说经》卷四：或时在朝惧危自默，或行求财货用安己，百姓贫苦不堪充

济，厌苦思乱不闻王命，斯由臣吏不行忠节，欺上乱下，冒受王禄，如是之人摄在何等众生数中？(9/335c) 

该例中“百姓贫苦不堪”与“臣吏不行忠节”对举，“斯由”表并列，当理解为“而且”。 
此外，在下面两例中，“斯由”还可表示顺承关系，释为“于是”。 

(26) 后秦竺佛念译《十住断结经》卷二：吾今乃信知无泥洹，亦无神通得道之人，思念之顷神趣恶道，斯由诽

谤贤圣之人。(10/974a) 

(27) 宋惟净等译《海意菩萨所问净印法门经》卷二：常能亲近善知识，悉为开明菩提心；无碍光明照世间，斯

由获得清净眼。智者随闻种种声，不生欣乐、不生厌；一切声中表义无，斯由获得清净耳。(13/478b) 

综上，“斯由”作为连词，可以表示因果、并列、顺承关系，分别释义为：因为、而且、于是，《汉

语大词典》未收此词，或可补收。 

3. 《长阿含经》可补充《汉语大词典》词目义项 

3.1. 即便 

于是，就。 

(28) 懈怠比丘设少行来，便作是念：‘我朝行来，身体疲极，不能堪任坐禅、经行，我今宜当卧息。’懈怠比

丘即便卧息。(卷九，1/55a) 

(29) 尔时，车径向阿须伦，阿须伦众逢见宝车回向，其军即相谓言：‘今天帝释乘千辐宝车回向我众，必欲还

鬪，不可当也。’阿须伦众即便退散，诸天得胜，阿须伦退。(卷二十一，1/142c) 

(30) 其彼女人见其男子以身投地，悔过不起，女人即便送食。(卷二十二，1/148a) 

按，从上述用例中可见“即便”有连词的用法，表示承接，相当于“于是”“就”。李宗江(1997)探
讨了“即、便、就”三者的历时关系，总结了这三个虚词的几个相同意义，其中就包含表示某件事紧接着

某一时间后发生或在某种条件或假设前提下，自然会发生某事[6]。因此，此处的“即”“便”同义连用，

可表示承接。另外，“即便”的连词用法并不仅见于《长阿含经》，在东汉至隋朝的译经中均有用例，例

如： 

(31) 东汉安世高译《太子慕魄经》：王未到顷，慕魄心即自念：‘当学道耳，适发此意。’天帝释即为化作园

观浴池，众果树木，快乐无比。慕魄即便脱去着身好衣、珠宝，转作道人，被服俨然。(3/409a) 

(32) 西晋竺法护译《生经》卷五：数数如是，聟便听之。即便出家为比丘尼，昼夜精进行道，未久证得罗汉。

(3/106b) 

(33) 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卷五：于是，尊者舍梨子闻佛所说，善受善持，即从座起，稽首佛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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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三匝而去，还至己房，收举床座，摄衣持鉢，即便出去游行人间。(1/452c) 

(34) 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卷十七：诸比丘！勿复游行，唯除乞食及布萨，即便坐禅，不复游行，

唯除乞食及布萨。(2/122b) 

(35) 隋闍那崛多等译《起世经》卷二：欝单越人，住于母胎，惟经七日，至第八日即便产生。(1/316c) 

按，综上可见“即便”的连词用法在译经中十分常见。而《汉语大词典》“即便”仅收录两个义项：

立即、即使，未收录“于是，就”义，当补之。 

3.2. 愿乐 

愿意，乐意。 

(36) 今正是时，愿乐欲闻。(卷一，1/1c) 

(37) “释提桓因见忉利天欢喜悦豫，即告之曰：‘诸贤！汝等颇欲闻如来八无等法不？’时，忉利诸天言：‘愿

乐欲闻！’”(卷五，1/30c) 

(38) 佛告迦叶：“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迦叶言：“唯然。瞿昙！愿乐欲闻。”(卷十六，1/103c) 

按，《汉语大词典》释“愿乐”为羡慕快乐。孤证例举《百喻经·斫树取果喻》：“心生愿乐，欲得

果食，应当持戒，修诸功德。”。但是，“羡慕”为心理动词，“快乐”为形容词。据《百喻经》例证语

境，此处的“愿乐”应理解为联合结构，但“羡慕”“快乐”二者词性不一，不符合联合构词原则，释义

应当修正。 
杨会宁(2005)释“愿乐”为：愿意、喜欢、高兴。他认为以“高兴、喜欢”解释《百喻经》中的“心

生愿乐”，依然通畅[7]。但是，无论是“心生高兴”还是“心生喜欢”都少见甚至不见于现代汉语，如

此释义不够通顺且不合乎语法。“愿乐”直接理解为“愿意”更通顺。实际上，“愿乐”一词的核心语素

就是“愿”。据《汉语大字典》，“愿”的基本义就是“愿意，想要”。另外，据陆德明《经典释文》：

“乐，五教反。”与“爱好”义相对应，《广韵·效韵》五教切：“乐，好也。”《集韵·效韵》鱼教切：

“乐，欲也。”从语音上看，五教切或鱼教切折合成今音是“yào”，与“要”音同。因此，“愿”“乐”

近义连用，表示愿意。 
全面考察佛经中的“愿乐”我们发现，“愿乐”作“愿意”解在佛经中十分顺畅，如： 

(39) 东汉昙果共康孟详译《中本起经》卷上：“佛知母人一切心念，赞言：‘善哉！乃生好心，愿乐闻法，真

得度苦。’”(4/155b) 

(40) 三国吴支谦译《撰集百缘经》卷八：“我今不贪世俗荣华，愿乐出家。”(4/239b) 

(41) 后秦鸠摩罗什译《杂譬喻经》：“屠杀之事人所不乐，汝何故愿乐为之？”(4/529c) 

(42) 北凉昙无谶译《佛所行赞》卷四：“如是观三界，无常无有生，众苦常炽然，智者岂愿乐？”(4/39b) 

(43) 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过去现在因果经》卷四：“尔时迦叶，五百弟子，既见其师已为沙门，心生愿乐，

亦欲出家。”(3/649c) 

(44) 隋闍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卷十四：“当于彼时，其瞿多弥已嫌诸兽，意不愿乐，闻我说偈，即作我妻。”

(3/715b) 

(45) 唐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五十五：“菩萨摩诃萨于过去、未来、现在诸佛、菩萨、法师、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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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觉及一切凡夫所集善根已集、现集、当集，三世诸佛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成、今成、当成所有善根，三世诸佛

说法调伏一切众生已说、今说、当说所有善根，于彼一切皆悉了知，深信随喜，愿乐修习，无有厌足，是为第五如海

智。”(10/290a) 

综观上述语例，我们发现“愿乐”即“愿意、乐意”，《汉语大词典》“愿乐”条当修正释义并补充

相关译经书证。 

3.3. 时时 

难得，不常。 

(46) 须跋固请，乃至再三：“吾闻如来时一出世，如优昙鉢花时时乃出，故来求现，欲决所疑，宁有闲暇暂相

见不？”(卷四，1/25a) 

按，“时时”和在古代汉语中作为表示频率的副词“时”一样，除了表示“经常”“常常”，还可以

表示低频次。例(46)中以昙花一现比作如来出世，强调如来出世之罕见。“时时”表低频次的用法更早可

追溯至先秦时期。例如，《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

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中古佛教文献中也有很多类似的用例： 

(47) 失译附东晋录《般泥洹经》卷下：须跋固请至再三曰：“吾闻佛为如来、至真、正谛觉、明行成已、善逝、

世间解、无上士、导法御、天人师，号佛、众祐，甚难遭值，如沤昙华，百千万世时时一有，愿一见㭊所疑。”(1/187b) 

(48) 西晋竺法护译《生经》卷四：后世德人，时时有耳。天下树多，香树希有，香草尠生，少少山地，出金宝

耳；好人行德，亦复如是！(3/98a) 

(49) 东晋法显译《大般涅槃经》卷中：此二人福正等无异，所获果报不可称计，如此二施，难可值遇，如优昙

鉢花时时乃有。(1/198c) 

(50) 唐地婆诃罗译《方广大庄严经》卷三：大王！如优昙花时时一现，诸佛如来出兴于世亦复如是。(3/557a) 

按，据《汉语大词典》，“时”作为副词，可表示“有时”。《汉语大字典》将“时”的不经常义释

义为“有时”“偶尔”。而《汉语大词典》却未收录“时时”的表低频次意义，应当补之。朱庆之(1998)
借助汉梵法华经对勘研究发现“时”“时时”表示一种极低的频率，用以强调事物的稀少、罕见，译为

“几乎不，没有”要比“偶尔，有时”更准确[8]。 
纵览译经中的“时时”，我们发现该词表低频次的语用条件十分有限，语境中往往带有昙花，并以

此为喻体极言被喻事物的珍贵、罕见。而昙花之所以能够作为喻体，更大程度上是基于人们认为它们在

正常情况下不开花，而不是认为它们偶尔开花或有时开花。例如例(47)中“百千万世时时一有”的极低频

率在统计学上可忽略不计，此处的“时时”若理解为“有时”或“偶尔”都不够妥当。 
综合考虑，我们认为在佛经中表示低频次的“时时”应译为“难得”，《汉语大词典》应补充收录

“时时”的表低频次两个义项——偶尔、难得。 

4. 结语 

词语考释是语言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近年来，《长阿含经》词语考释虽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但是有待考释的词语仍不在少数。本文主要运用排比归纳法考释了《长阿含经》中暂未被关注到的六个

词语，以期为补充大型权威辞书《汉语大词典》失收的词条和义项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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