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社會變動非常劇烈的時期，也是漢語發展史上的關鍵時期。在此

期間，漢語詞彙由以單音節詞為主的格局向以複音詞（尤其是雙音詞）為主的格局轉化。漢譯

佛經在這個轉化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漢譯佛經的出現，是漢語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由於多種原因，東漢以至隋代間為數眾多的翻譯佛經，其口語成分較之同時代中土固有文獻要

大得多，並對當時乃至後世的語言及文學創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漢譯佛經是研究漢語史，尤

其是漢魏六朝詞彙史的寶貴材料，應該引起我們的充分重視。

《十誦律》是鳩摩羅什等譯經大師翻譯的一部重要的佛教律典，它的語言在漢譯佛經中具

有相當的代表性。目前漢譯佛經的語言研究已經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之一，在以往的研究中，

學者們偏重於經藏（佛教典籍包括經、律、論三藏）的研究，而對律藏則少有人問津。事實上，

律藏中很多經文的口語化程度比起經藏有過之而無不及，律藏是研究漢語詞彙史的寶貴語料。

本文試圖在這方面略盡綿薄之力。

本書分為六章進行論述：

第一章是緒論。介紹《十誦律》及其譯者，該書的研究現狀和研究價值，還有其它相關情

況的說明。

第二章是《十誦律》的詞彙系統概貌。《十誦律》的詞語可以分為佛教詞語和一般詞

語，而一般詞語又可以分為舊詞和新詞兩部分。本章將佛教詞語分為很多類，並分析了佛教詞

語的特點。

第三章是《十誦律》的新詞新義研究。這是本文關注的重點。新詞和新義都可以分為兩類。

分析了新詞的構詞方式，還把它們和現代漢語的詞彙作了比較。

第四章是《十誦律》的同素逆序詞研究。同素逆序詞的大量存在反映了當時漢語複音詞的

凝固化程度不高，而現代漢語中的大量消失則體現了語言的經濟性原則。

第五章是《十誦律》的異文研究。異文對佛經的整理和語言學的研究都有重要價值。

第六章從五個方面探討了《十誦律》詞彙研究對大型語文辭書的修訂作用，如增補詞條，

增補義項，提前書證等。

最後是結語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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