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典語言不再是少數人研究的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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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年 7 月 22 日~ 8 月 30 日，為期六週的法光暑期密集推廣教育課程終於

圓滿結束了，參加這個課程的學員們均露出喜悅的笑容，因為大家在這段期間所

投注的心力總算得到令人滿意的回饋了。個人有幸能參與這個盛會，想談談個人

的一些感想與體會。 
我參加的課程是高明道老師教授的「基礎巴利語」，每次上課高老師都會發

二頁他精心編製的教材，其中一頁的內容是每一次的文法主題，另一頁是偈頌，

而文字方面則是透過天城體而非一般的羅馬轉寫來記載巴利語的讀音。說明文法

主題的那一頁，是老師透過生動的故事情節，將最常使用的單詞、配合聯想式的

記憶方式、嵌入相關文法內容所寫成的文章，老師在解釋時還會運用其豐富的臉

部表情及肢體語言，不斷地將巴利語和我們日常的行、住、坐、臥、衣、食、育、

樂……等行為密切地結合在一起，讓我們對巴利語的認識不再只是停留在似乎與

生活脫節的經典語言層次，而是一種活生生、有血有肉的語言。另一頁的偈頌內

容涵蓋的層面相當廣泛，有南傳出家眾日常課誦、五部尼柯耶的內容……等，意

義均非常深遠。 
對巴利語文獻極為熟稔、且深懂人性的高老師當然了解眾生的劣根性就是：

如果沒有人施壓，通常自己很難自動自發。於是剛開始，老師會要求每位學員都

要輪流背偈頌並抽問單詞的意思，因此每次上課大部分的學員都感到膽顫心驚，

總要到下課時，壓力才會解除，因此三個小時聚精會神下來，學員們無不感到身

心俱疲。有些學員不幸在中途就陣亡了，繼續存活的學員卻因為這種壓力，而能

在很短的時間內累積了一些基本單詞及簡單的文法概念。學過語言的人都知道，

文法及單詞是掌握一個語言的基礎，而這對初學者尤其重要；因此已經準備好要

學習巴利語的人，我建議他能來參加這個密集班，除了自己學習這個語言的動機

及目標外，老師的用心教導可以讓他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另外，個人亦肯定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不餘遺力地推廣各種佛典語言的努

力，這樣的做法可以讓佛典語言不再是少數人研究的專利，而可以普及到各個階

層，而且上課的時間早、中、晚均有，因此不論是學生、上班族、家庭主婦……

等，只要對佛典語言有興趣者，均可以視自己的情況選擇自己喜歡的課程，對於

沒辦法進研究所的人來說實在是一大福音。而讓我最感動的是西藏語文的密集

班，在結業的時候居然還有多達五十位的同學，這個成果是前所未見的，因為以

前學習藏文的人口大都集中在各自的西藏佛法中心，彼此互不交涉，山頭意味濃

厚，而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的西藏語文密集班這種沒有宗派分別的形象讓上述情

形整個改觀，它拉近了不同教派學習者彼此之間的距離，這個成就是值得讚嘆

的。總之，我個人衷心期望這樣的密集班能持續地辦下去，讓更多人能藉此更深

入佛法，讓佛法利他的種子散播至每一個人的心中並開花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