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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典籍的｀｀九分支法＂

——早期分類編輯經典文獻的一種嘗試＊

奧斯卡．封興伯 (Oskar von Hiniiber) 

德匱弗萊堡大學

摘 要： ｀｀九分支＂是上座部典籍中的重要概念，但至五世紀已然意

思不明，嘗時人試圖把｀｀九分支法＂與後來流通的《三藏》分類法統一

起來，卻並不成功。通過文獻分析，可以發現 sutta、 geyya、 veyyiikara]Ja

與 abbhutadhamma 的原始意思，開始時也只有非常粗略的遣四分支法。

但隨著佛教佛教文獻的增廣，原來的分類方法便不再適用，因此基於｀｀藏"

(pitaka- ）、｀｀尼柯耶 "(nikiiya- ）以及｀｀經"(suttanta-) 的新分類框架

隨之出現。因此至少四分支法言以被視為一種｀｀前典籍語言"(langue

precanonique) 時期的｀｀前典籍結構"(structure precanonique)。

闢鍵詞：九分支法、上座部、亻典教文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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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分支＂列表在上座部典籍中出現了將近二十次，其所指可以

是某類文本的統稱，也可以是獨立文本：

(1) sutta-, (2) geyya-, (3) veyyiikara1J,a-, (4) giithii-, (5) udiina-, (6) 

itivutaka-, (7) jiitaka-, (8) abbhutadhamma-, (9) vedalla-. 

有時這一列表前會出現一句引導文：…dhammal'f1 pariyiipu1J,anti 

"...研習佛法"(MN 1/133, 23-25, AN 11/103, 9-11 等；參考AN 1/178, 

12-24)。由此可見，這一列表所指的是內含佛法的文獻整體。

｀｀九分支 "(navaizga-）這一統稱在這裡並未出現，也不曾見

於典籍中較早期的文本。這一說法第一次出現於《短篇經集》

(Khuddakanikiiya) 中重複多次的四行詩（第二或第四句）： navaizga1?1

satthusiinanal'f1 (Ap 45, 3 = Bv IV 16 等。［參考 PTC II/451b, 詞條

navaizga] ），在第四句中也有一例： navaizga1?1 jinas為anal'f1 (Bv V 2 = 

Dip IV 10)。《譬喻》和《佛種姓》均未完整說明｀｀九分支＂的概念，

直到《島史》才第一次將其整合，並用 navaizga1?1 satthusiisanal'f1 (Dip 

IV 15d) 為這一列表命名（參考CPD詞條國izga-, 2b)。但可以肯定的是，

這一列表在其成形初期就已擁有了｀｀九分支"(navaizga-）這一名稱。

歷史上佛教研究過程屯人們曾多次試圖使用這種分類法。龍

樹 (Nagarjuna) 與覺音 (Buddhaghosa) 時期，流行的佛教典籍分類

法與｀｀九分支法＂完全不同，此二位試圖將其與｀｀九分支法＂關聯，

卻並未成功。近代研究屯數法國學者 E. Burnouf於 1884 年以及英

1 本文縮略語參照V. Trenckner, A Critical Pali Dictionary, Epilegomena to Vol. I by 
H. Smith, Copenhagen: Ejnar Munksgaard, 1948 與 H. Bechert, Abkiirzungsverzeichnis 
zur buddhistischen Lite-ratur in lndien und Siidostasien (Sanskrit-Worterbuch der 
buddhistischen 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 Beiheft 3. Go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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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者 K. R. Norman 於 1983 年 2 的成果最為有名，而比利時學者 E.

Lamotte 於 1980 犀搜集並整理的相關材料卻鮮有提及。 E. Lamott 

對｀｀九分支法＂的討論涵蓋古今，但其與下文內容不甚相閾，因而可

以與後期發展出的十二分支概念一同，暫時不做探討。

迄今已知的對傳統｀｀九分支＂概念的闡釋都遇到了兩重困難。第

一，針對｀｀九分支＂中的每一個單獨概念，並沒有可靠的流傳後世的

解讀可作為理解依據，因為這一分類方法似乎很早就不再被使用，

而其具體含義似乎也早已被遺忘。無論是活躍在二－三世紀的龍樹

(Nagajuna尸還是五世紀的注釋大家覺音 (Buddhaghosa) 都曾試圖

把｀｀九分支法＂與後來流通的《三藏》分類法統一起來，但其結果卻

不可能成功，這同時也表明，他們那時已經對｀｀九分支法＂知之甚少

了。雖然｀｀九分支法＂的概念一直廣為人知，但人們已不再理解其真

正含義，舉例來說，一出自 Nagarjunakol).9a, 由上座部出資所造的

三世紀佛足上可見一中古印度散文形式的刻文＼其中提及了｀｀九分

支＂，而《彌蘭王問》（Milindapafiha) 較晚形成的篇章中亦有 navanga

buddhavacan正的說法，但這兩處提到的｀｀九分支＂都未達原意。

第二，這一列表本身並不統一。除了其中幾項明確作為文獻標

2 E. Burnouf, Introduction a l'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 (Paris: Impr. royale, 

1844), p. 51ff.; K. R. Norman, 蹄li Literatur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3), p. 15. 

3 E. Lamotte, Le traite de la grande vertu de sagesse de Nagarjuna (Mahapr

ajfiaparamit瞬stra) V (Louvain-la-Neuve: Universite de Louvain, Institut Orientaliste, 

1980), pp. 2281-2305; 另參考 N. A. Jayawickrama, "Buddhaghosa and the Tradi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the Pali Canon," University of Ceylon Review 17 (1959): 1-17. 

4 見 D. Seyfort Ruegg, The Literature of the Madhyamaka School of Philosophy in 

India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Verlag, 1981), p. 4 n. 11. 

5 見 D. C. Sircar / A. N. Lahiri, "Footprint Slab Inscription from Nagarjunikonda," 

Epigraphia Indica 33 (1959-1960[63]): 247-250, 特別是 p. 250. 

6 Mil 161, 24; 341, 5; 345, 9, 以及 263,2 中羅列的分支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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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出現，如 (5) udana-, (6) itivutaka-, (7) jataka-，另一些較籠統的名

目，如 (1) sutta-, (4) gatha-，以及 (8) abbhutadhamma-, (9) vedalla

則顯得模梭兩可，並且也無法確定其與某一文本的關聯。如果送令

列表本身就不可能統一，也就是說，其中各項標題所指的經文與後

來的《三藏》並不相同，那麼任何將｀｀九分支法＂與《三藏》明確相

連的嘗試均注定會失敗，反之也不可能通過《三藏》所流傳的經文

來推斷｀｀九分支法＂列表各項的具體所指。如果不以《三藏》為背篆，

那這一列表的內涵只能通過其本身來重新揭示。

若｀｀九分支＂不再受《三藏》的束縛，我們或許可以更進一步，

將分支分類法追溯到佛教最早時期，這一點幾乎不曾被質疑＼但最

終，這一列表僅以上述所引的固定形式出現於典籍中並流傳下來。而

用｀＇分支＂命名文獻也很符合佛教初期的語言使用情況。耆那教有

du函lasanga- ga'(lipi(iaga-8, 而吠陀支 (ved邸gas) 這一名稱也值得

玩味。｀＇分支＂一詞似乎常常在新宗教創立時被用於文獻分類，因而

也可以說是一個｀｀新潮＂的概念。

眾所周知，耆那教將分支概念作為其典籍分類的基礎，並將其

進而發展成 uvangas。但佛教卻與之不同，早期佛教銘文及形成於一

世紀的上座部文獻已使用《三藏》這一概念： khemanamo tipet akf II 

(Vin V 3, 14*), tepitaka,rt buddhavacana,rt (Mil 18, 10)，而｀｀五尼柯耶＂

則在第一次集結記錄中就已作為部分《三藏》的分類法出現： pafica

7 K. E. Neumann, Die Reden Gotamo Buddhas aus der Mittleren Sammlung 

Majjhimanikiiyo de Piili-Kanons, Zurich: Artemis Verlag, 1956認為這是｀｀明顯的插入＂

(p. 1096 n. 15)；另參考 Nyanatiloka, Die Lehrreden des Buddha aus der Angereihten 

Sammlung Anguttara-Nikiiya (Koln: DuMont Schauberg, 1969), 11/203 n. 16. 

8 Thiinanga (Anga Suttiini I, ed. Nathamal. Ladnun: Jain Viswa Bharati, 1974) X 103 

(p. 811, 3) 與 Bhagavaz (Anga Suttiini II) XXV 96 (p. 915, 5)；另參考 Mittelindisch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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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aye pucchi (Vin 11/287, 27f. [Sp 1296, 18f.]; 參考 Vin V/3, 4*f.）。 9

無論從使用頻率或年代角度都可證明，《三藏》及｀｀尼柯耶＂作為

文獻分類法更為普遍，且一直被沿用，而｀｀九分支法＂則早已僵化。｀｀九

分支＂列表在典籍文獻中大多指代佛教文獻的整體。然而，迄今為止

對｀｀九分支＂的論述似乎都未注意到，這一僵化的整體概念曾在一則

譬喻中被打散：

seyyatha pi bho puriso aggarasaparititto na afifiesarri 

砌而arri rasanarri piheti, evam-eva kho bho yato yato tassa bhoto 

gotamassa dhammarri sufiati yadi suttaso yadi geyyaso yadi 

veyyakaraflaso yadi abbhutadhammaso tato tato na afifiesarri 

puthusamaflabrahmafiappava画narri piheti (AN III/237, 14-19) 

｀｀尊者！這就如同，嘗過最美味的食物後，便不再嚮往比其

味道遜色的食物，同樣的，噹人們悉聞喬達摩的教導，無

論是教義陳述 (sutta- ）、結合了散文的詩歌 (geyya－）、闡釋

(veyyakaraf!a-), 抑或是妙法 (abbhutadhamma-), 便不會再

嚮往任何其他教派的教義"(Nyanatiloka / Nyanaponika)。

此處涉及的四個概念 (1) sutta-, (2) geyya-, (3) veyyakarafla- 以及

(8) abbhu-tadhamma－並不是｀｀九分支＂列表中的起首四項，因此並不

能簡單認為這是｀｀九分支＂的縮略形式。根據通常情況，縮略形式的

表述應列舉前四項，或者前三項加最後一項。再者，其韻律結構也

表明，四項列表是一種獨立的存在： sutta0 - geyya0 - veyyakarafia0 -

9 與 E. Lamotte, 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 (Louvain: Louvain Publications 
Universitaires Insti-tut Orientaliste, 1958), p. 157 說法不同， paiica nikiiye 在這程並不

指全部佛典，因為《律藏》被明確排除在外。——典籍分類在銘文中的例證，見 G.

Schopen, "Two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Studien zur Indologie und 
Iranistik 10 (1985): 9-47, 特別是 p. lOff, 另參考 St. Collins, "On the very Idea of the Pali 
Canon," Journal of the P出i Text Society 15 (1989): 89-126, 特別是 p. 109 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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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hutadhamma0 音節數依次遞增 (2 + 2 + 5 + 5)，與典籍中的古老表

達形式相吻合呎但｀｀九分支＂列表與這一形式並不相符： 2+2+5

+ 2 + 3 + 5 +3 + 5 + 3 。

根據這一結構特徵，可將四項列表溯源至較早的口頭流傳時期，

而其用詞也佐證了這一點，因為 geyya－一詞在《吠陀詞藥索引》(Vedic

Word Concordance) 中極為少見，且僅見於《娑摩吠陀》(Samaveda:

Jaiminiya－及 La抒ayanasrautasiitra)' 而在《巴利三藏索引》(Pali Tipitaka 

Concordance) 中也只有這一種形式。巴利語中有一些僅保留了形式的

古老詞彙，而geyya－也是其中一例，另外還有： ajjholdrati, abbhokirati, 

okotima-, gamma-, pahuneyya－等。 11

結構、選詞以及詞彙使用範圍均說明了四項列表的獨創性。雖然

缺少相關研究，但有可能，九項對於當時的分類列表來說太過冗長，

應儘量避免。如杲不考慮韻律結構，列表本身和所列項目其實可以在

之後隨意擴增。

在考慮了列表形式後，便可嘗試解讀 sutta-, geyya-, veyyakara1,1a

以及 abbhutadhamma－這四個詞的內涵。除了一般考量外，首先應瞭

解這些詞在典籍中的使用情況。

乍看下， sutta－與 geyya－顯然指代一組相對的概念，即散文與詩

歌。 veyyakara1,1a－應指｀｀闡釋',意義上與｀｀注釋＂類似，且與 sutta

似乎不存在明顯區分， AN 111/124, 28. 29 便有一例： dhammadesana-:

10 見 CPD - Epilegomena, p. 35* （詞條｀＇wax. comp."). 
11 AlaTflkiirasastra 中較晚形成的部分記錄有geyagarbha－一詞；見 Riijasekharas

KiivyamzmiirJlsii, eds. C. D. Dalal and R. A. Sastry (Baroda: Oriental Institute, 1934), 

p. 34, 6* （翻詳見 La KiivyamzmiirJlsa de Riijasekhara, tr. N. Stchoupak and L. Renou,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46, p. 112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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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yyakarava, ｀｀｀教義陳述＇即｀闡釋'"。但這種說法在典籍中僅有這

唯一一處，因而並不能作為典型例證。 12 相反的，證明 veyyakaral).a

與 desana－意義相近的例證則有許多：…bhagavata avyakata … assa 

sadhu veyyakaravarrz bahujano paszdeyya (DN II/202, 6f.) ｀世尊對…並

無解釋…希望能有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眾人期待如此"。

veyyakarava－也常用於標識對某一問題的回答： panhassa

veyyakara禪ya (DN I/51, 4f.）。與之相應，《帝釋所問》 (Sakkapanha)

末尾如此寫道： iti ha sakkena de函nam indena ajjhittha pan扁 puttha

te bhagavata vyakata tasma imassa veyyakaravassa sakkapanho t'eva 

adhivacanan ti (DN II/289, 1—3; 參考 276,21)。

這種結束語形式雖不常見，但在典籍中也至少出現了三

次。除上述所引，《自歡喜》 (Sampasadanzya尸以及《梵天請》

(Brahmanimantavika)14 也是如此結尾。《帝釋所問》的內容為對一個

問題的回答，《自歡喜》的內容為問答體的教義陳述，而《梵天請》的

內容則是佛陀的一次說教，因此這三種經屬於三個完全不同的類型。 15

但注釋卻未將這些文本歸為｀｀經＂。本來，這類以 evarrz me sutarrz`｀如

是我聞＂作爲開場白的文本通常會被稱爲｀｀經',0sutta-，如 Sv 239, 4 

12 參考 M.Geiger, W. Geiger, Piili Dhamma vornehmlich in der kanonischen Literatur 

(Miinchen: Verlag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20), p. 41 (= W. 

Geiger, Kleine Schriften,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 1973, p. 140). 

13 iti h'idal'fl iiyasmii siiriputto bhagavato sammukhii sampasiidal'fl pavedesi tasmii 
imassa veyyiikara,:iassa sampasiidan"iyan t'eva adhivacanan ti (DN 111/116, 8-10). 

14 iti h'idal'fl miirassa ca aniilapanatiiya brahmuno ca abhinimantanatiiya tasmii 
imassa veyyiikara,:iassa brahmanimanta,:iikan t'eva adhivacanan ti (MN 1/331, 31-33). 

15 參考 K. Manne, "Categories of Sutta in the Pali Nikaya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our Apprecia-tion of the Buddhist Teaching and Literature," Journal of the Piili Text 
Society 15 (1990): 2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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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atthasutta,rt(《阿摩畫經》），因此以上三例便在注釋中被當作例

外，只記錄為 sakkapaiiha,rt (Sv 697, 5), sampasadanfya,rt (Sv 873, 4) 

以及 brahmanimanta,:1ika,rt (Ps II/405, 3) 。

《梵網》 (Brahmajala) 以 abhinandun ti imasmi,rt ca pana 

veyyakara,:1asmi,rt bhaiiiiamane sahassf lokadhatu akampittha 

ti (DN I/46, 28£.) 結尾，注釋便據此說明了veyyakara,:1a－一詞的用

法： niggathakatta hi ida,rt veyyakara,:1an ti vutta,rt (Sv 130, 10) 

｀｀其 (niggathakasutta- ［無偈經， Sv 130, 9]）被稱為 veyyakara,:1a-，因

為其中沒有詩歌'\這一論斷並沒有錯，也符合 Sv 24, 2-4 中將

niggathakasutta,rt 定義為 veyyakara,:1a,rt 的說法。但這一論斷卻與《帝

釋所問》和《梵天請》中的情況相違背，因為這兩者中均含有詩歌。

根據典籍中的用法，很明顯，任何教義陳述均可被稱為

veyyakara,:1a-, 且佛陀的第一次說法也被記錄如下： imasmi,rt ca 

pana veyyakara,:1asmi,rt bha篩amane (Vin I/11, 32f.; 參考 MN III/20, 

22) 。 dhammapariyaya- 與 veyyakara,:1a- 含義相同，例如，阿難

在《梵網》末尾向佛陀詢問文獻的名稱： konamo bhante aya,rt 

dhammapariyayo (DN I/46, 20£.），而對此的回答則不下五種：

atthajalan ti … dhamma,_禛lan ti … brahma,_」出an ti … ditthijalan ti … 

anuttaro sa,rtgamavijayo ti (同上 23—25; 參考 MN III/67, 26—32) 。 16

儘管根據上文，這一文獻的題目有多種可能，且最終也未有定論，

但出於某種未知原因，歷史上早就將其定為了 brahma,_禛lam，例如第

一次集結記錄中便是如此 (Vin II/287, 16)。有趣的是，《長篇經集》

16 相反的， bhaddekaratta－作為題目在 MN III/187-202 (= No. 131-134) 四篇連續文

獻中重禛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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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ghanikaya) 中的第二篇 samaiiiiaphala1J1 （同上 22)，在注釋中被

稱為 samaiiiiaphalasutta7J1 《沙門果經》 (Sv 132, 3f.）。區別于後期佛

教傳統，無論是用於｀｀尼柯耶＂文本名稱的 sutta-，還是作為｀｀五尼

柯耶＂總稱的 Suttapitaka, 在集結記錄中都還未出現。

典籍中較古老的部分偶爾也會提及文本名稱，而上述同樣的

情況也見於其屯引文中可見： dvasatthi ditthigatani brahmajale 

bhaJJitani (SN IV/287, 13), brahmajale veyyakaraJJe vuttani (Vibh 

349, 33 = 440, 16) 以及 vutta1J1 ida1J1 bhante bhagavata sakkapaiihe (SN 

111/13, 5. 22)17 ;另有：呻頑tiya1J1 rakkha1J1 (DN 111/206,14-17), 注釋中

為 a頂頑tiyasutta1J1 《稻桿經》（Sv 960, 3); pasadiko (DN 111/141, 23), 

注釋中為pasadikasutta1J1 《清凈經》（SV 905, 3) ; sa7J1gztipariyaya1J1 

(DN 111/271, 18), 注釋中為 samgItisuttam 《等誦經》 (Sv 971, 3) ; 

bhaddekarattassa … uddesaii ca vibhangaii ca (MN 111/187, 18 = 189, 

20f.), 注釋中為 bhaddekarattasutta7J1 《一夜賢者經》 (Ps V/1, 7); 以

及 sokasallahara7Jo nama ayam maharaja dhammapariyayo (AN 111/62, 

22)。 M. Geiger 與 W. Geiger （見注 12, p. 36f. [= 135f.］）所收集的例

證也能佐證上文觀點： tasma imassa dhammapariyayassa parayanan 

t'eva adhivacana7J1 (Sn 218, 17f.），其與 veyyakaraJJa－用於定義文本時

的表述方式相同。

從《巴利三藏索引》中的文獻可見，教義類文獻最常用

17 另參考 SN III/9/19 (Sn 844) 以及 1/50, 13 (Tiiyanagiithii). CPD 收錄了《增一經集》
(Anguttaranikiiya) 的一則引文，佛陀在一次佈道時引用了自已曾經所說的語： ida-fi ca 
paname … bhiisitalf/ piiriiyane udayanapa-fihe (AN 1/134, 8f. [Sn 1106f.］）。《長篇經集》
和《中篇經集》沒有引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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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ammapariyaya－來定義，而其同時也可作為題目組成的一部分呎

例如： konamo ayal'(l bhante dhammapariyayo ti tasm缸－iha tval'(l 

nagasamala imal'(l dhammapariyayal'(l loma-hal'(lsanapariyayo 

t'eva nal'(l dharehf ti (MN 1/83, 23-25)，該段位於一篇被注釋稱為

mahasfhanadasutta 《迦葉獅子吼經》 (Ps 11/19, 3) 的文獻末尾。這

一例 Geiger 也已指出。通常情況下，原始文獻與注釋中的題目完

全一致，但也有例外，比如 (dhamma)pariyaya－與 sutta－相對出現：

madhupiJJ¢ikapariyayo (MN 1/114, 16) 在注釋中為 madhupiJJ¢ikasuttal'(l

《蜜丸經》（Ps 11/73, 3) 。

sutta－與 suttanta－在四大｀｀尼柯耶＂與《律藏》的文獻名稱中

均不可見，而其最早出現於《譬喻》 (Apadana)，儘管只有個別幾例

（見下文）。因此，對應散文與詩歌這一組概念的不應當是 sutta- : 

geyya-，而應是 geyya- : veyyakara}Ja-。四項列表屯 veyyakara}Ja

代替了更為常用的 dhammapariyaya－出現，這可能是基於年代

或單純基於韻律的原因： dhammapariyaya- (6 音節）音節上長於

abbhutadhamma- (5 音節），並且 dhammapariyaya－作為佛教專用表

達的出現時間很可能晚於 veyyakara}Ja-。而注釋又將 veyyakara}Ja

定義為｀＇不含詩歌的文獻＂，因此 geyya- : veyyakara}Ja－的對立性很

可能就逐漸模糊了。

如果這一假設成立，那四項列表中 sutta－一詞又表示什麼？首先

應當指出，作為 dhammapariyaya－或 veyyakara}Ja－對立項的 sutta-,

除｀｀九分支＂列表外，極少以文獻名稱的形式出現在典籍中成形較早

18 阿育王跋婆羅 (Bhabra/Bairat) 敕令中記錄有 dhalJlmapaliyayani; 另參考下文

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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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 19 而《律藏》確是例外， sutta－在《律藏》語境下用於指代戒

經 (Piitimokkhasutta) : ubhayiini kho pan'assa piitimokkhiini vitthiirena 

sviigatiini honti … suttato anuvyaiijanaso (Vin II/95, 37—96, 1 = IV/51, 

28—30 [suttaso] = AN IV/140, 23-25 [suttaso]; 否定句式可見：Vin

I/65, 7-10 = V/131, 1—3 [suttaso]; 參考 AN V/72,18-21, 其中亦出現

suttaso 一詞）； imassa n'eva suttal'[l iigatal'[l no suttavibhango (Vin II/96, 

36f. ~ 97, 14) ; ayal'(l pi kira dhammo suttiigato suttapariyiipanno 

anvaddhamiisal'(l uddesal'(l iigacchati (Vin II/68, 18-20)。

而當所指文本不同于戒經時，就會使用 suttanta－一詞 20 : 

duggahitarfl sut-tantarfl pariyiipuvanti … suggahitarfl suttantarfl 

pariyapuvanti (AN 111/178, 25-179, 30; 參考 Vin 1/140, 38 [GM 111/4/139, 

18]）。出現時間較早（？）的 dhammapariyaya－用法也大抵相同：

uggavhahi …pariyiipuvahi tvarfl bhikkhu imarfl dhammapariyiiyarfl (SN 

IV/91, 8f.; 參考AN IV/166, 9 與 SN 11/75, 19)。更多例證如下： suttantii

19 相關材料見 PED 詞條 sutta2 與 suttanta-，也可參考 Pali Pada Pitaka Niihvan IV 

(Rangoon: 1985)，但差別不大。文獻擴展說明在《雜篇經集》 (SarJ1yuttanikaya) 中具

有特殊地位，例如 etena peyyalena dasa suttanta 征tabba (SN 11/245,30)，這一陳述
在 Chattjasangayana 版本中被記錄在括弧內，因其可能是晚期（？）再補充的內容（參

考 L. Feer, ed. SN IV, p. VI)。 suttanta- 一詞見菸 SN 11/129, 21; 130, 28; 166, 5*; 245, 

30; 250, 31; III/222, 29; 246, 3-6; 249, 18; 257, 14 等；sutta- 一詞見菸 SN 11/166, 5*; 

III/221, 6 （只在暹羅版中） ;253, 26; V/46, 12 等。有時 veyyakara{la－也單獨出現泠這

類說明中：哄巔rasa veyyakara{lani vittha洹ni (SN III/218, 11 ［只在緬甸版中］；參考

278, 15) 或與 suttanta－一同出現，如 SN III/246, 4 。

20 該詞在《論事》 (Kath而atthu) 中多次出現菸 atth'eva suttanto (Kv 29, 11 等）這

一句式中，以指《經藏》 (Suttapitaka) （見 T. Tabata et al., Index to the Kath而atthu,

London: Pali Text Society, 1982，詞條 suttanta-)。《論事》似乎只關注典籍中的《經藏》

部分，而《阿毗達磨藏》或《律藏》均不在其閽注範圍，因為相關陳述的依據似乎並

不正確，這一點卻被 K. R. Norman （見上文注 2, p. 105) 忽略，其未經縮認便引用了

Kv 譯文索引中的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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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hagatabhasita … suttanta kavikata (SN 11/267, 6-11 = AN 1/72, 26-30; 

參考 SN V/407, 10) ; bhikkhu bahussuta agatagama dhammadhara 

vinayadhara matikadhara te na sakkaccaf!'l suttantaf!'l paraf!l vacenti … 

chinna画lako suttanto hoti (AN 11/147, 29-32)。《律藏》中也可見： ye

te bhikkhu suttantika … te … suttanfaf!'l saf!'lgayissantf ti ye te bhikkhu 

vinayadhara … vinayalJl vinicchissantf ti (Vin 11/75, 31-35) ; ingha 

tvaf!'l suttante va gathayo va abhidhammaf!'l va pariyapu{lassu paccha 

vinayaf!'l pariyapu{lissasi (Vin IV/144, 3-5; 參考 344, 19ff.）。後期的《附

隨》 (Parivara) 將 suttanta－與《三藏》聯繫起來： pitake tf{li desayi I 

suttantam-abhidhammaii ca, vinayaii ca mahagu{laf!'l II (Vin Vl86, ll*f.）。

除了經文本身，攝頌 (Uddana) 中也有一例： pamutthamhi ca suttante, 

abhidhammaii ca tavade I vinaye avinatthamhi (Vin 1/98, 35-99, 1) 。

sutta－與 suttanta－兩詞混用的情況首見於《三藏》中較晚成形的

部分： narasarathi I mahanidanaf!'l desesi, suttaf!'l vinayaya me II sutvana 

suttantasetthan faf!'l … (Ap 549, 14f.) ｀｀人禦者為了引導我，教我《大

緣經》 (Mahanidanasutta) (DN 11155-71)。當我 (Khema) 已聽聞最高

suttanta…"。同時， sutta－在下例中第一次作為｀＇分裂＂複合詞 21 的一

部分，用於組成文獻名稱： ekadasanguttaresu gopalakopamasuttaf!'l22 

［牧牛者譬喻經］（Pet 15, 19；參考 Nett 128, 24—27 等）。《隨附》中記錄

了這樣的聯繫： sutte vinaye (Vin V/158, 11*）。

如此便可明瞭，四項列表中的 sutta－一洞在典籍較早形成的部

分用於代表戒經。 (1) sutta-, (2) geyya-, (3) veyyakara{la－三者一起

21 見 CPD-Epilegomena, p. 32* 詞條｀｀split-cpd.".

22 AN V/347, 15-353, 15；參考 MN 1/22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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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括了一批文獻，後來的《律藏》和《經藏》便是在此基礎上產生

的。上座部也至少曾在某一時期持相同觀點，其後期典籍文獻中有

一條對｀｀九分支＂的隱晦｀｀注釋" :suttantaf!'l vinayan capi, navangaf!'l 

satthusasanaf!'l I sabbaf!'l pariyapuvitva'＇我掌握了suttanta－與 vinaya-,

即分為九個分支的全部佛法"(Bv XIII 18；參考 Ap 45, 3f.）。甚至《阿

毗達磨藏》也被納人了｀｀九分支＂概念： suttantaf!l abhidhamman ca, 

vinay成 capi kevalaf!'l I navangabuddhavacanaf!'l (Ap 44, llf.)。儘管

如此，這一觀點並未得到一致認可也未長久流行。如果可以證實，毘

婆屍佛 (Vipp as sin）、屍棄佛 (Sikhin) 和毗舍浮佛（Vessabhu) 的佛法曾

遭遇迅速沉淪，便不難理解，他們會疲於 (kilasu-) 竭識全力教授弟子：

suttarrz … vedallarrz appafifiattarrz savakanarrz sikkhapadarrz anudittharrz 

patimokkharrz (Vin 111/8, 下9)。此處 sutta－不再等同於戒經，而很有

可能指代《經藏》中的文獻。即使是第一次集結的記錄，也已用《律

藏》和｀｀尼柯耶＂作為其分類框架。古老的｀｀九分支法＂則已過時且

被遺忘了。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大般涅槃經》 (Mahaparinibbanasutta)

著名的 mahapadesas23［四大教法］篇屯 sutta－一詞明確表示教義文

獻，與 vinaya- 相對：sutte otaretabbani vinaye sandassetabhani (DN 

11/124, 9 等＝ AN 11/168, lOf.）。上座部對 mahapadesa- 中 sutta- 一

詞的準確內涵意見不一，詳細可見 Sv 565, 29-566, 37 = Mp 111/158, 

21-159, 13 （並附錄 [paki1J,1J,aka-］，只見於 Sumangalavilasinf)。-

23 見 E. Lamotte, "La critique de l'authenticite dans le bouddhisme," India Antiqua: 
A Volume of Oriental Studies Presented to J. Ph. Vogel, (Leiden: E.J. Brill, 1947), 

p. 213-222 = "The Assessment of the Textual Authenticity in Buddhism," Buddhist 
Studies Review I, 1 (1983): 4-15; 參考 St. Collins, 見上文注 9, p. 109 n.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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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說法是， sutta－等同於 vinaya-, 更準確地說是等同於《經分別》

(Suttavibhaizga)，因而較接近古老用法。而 mahapadesas 中的 vinaya

則表示 khandhaka- ［｀｀犍度＂，即篇章］。另一種說法是， sutta－等同于

《經藏》（亦等同于《阿毗達磨藏》），而 vinaya－等同于《律藏》o Thera 

Sudinna 反駁了所有這些說法，其認為 sutta－應是《三藏》統稱，理

由是： asuttanamaka1J1 buddhavacana1J1 nama natthi (Sv 655, 7f.），而

vinaya－是｀｀道德義務＂，即洹gadivinayakara,:ie (Sv 566, 29)。《導論》

(Nettippakara,:ia) 中對 vinaya- 的闡釋與其相近，但對於 sutta- 的闡

釋則明顯有別： katamasmi1J1 sutte otarayitabbani catiisu ariyasaccesu 

katamasmi1J1 vinaye sandassayitabbani ragavinaye dosavinaye 

mohavinaye (Nett 22, 1—4; Pet 77, 11f. 以及 78, 18)。從 sutta- 一詞的用

法可推斷， mahapadesa 產生於相對較晚的時期氕從中已可見， sutta

與 suttanta- 兩詞開始混用： suttam eva suttanto (Sadd 151, 3) 。 25

那麼，列表中的第四項 abbhutadhamma－又意義為何？觀察該

詞在典籍中的用法可知，其極少被用於指示某一文獻。僧亻加羅傳統

中被稱為 acchariyadhammasutta7J1 ［希有法經］ (Ps IV/167, 8 = 914, 

5 ［僧伽羅版 1926]) 的文本，在東南亞傳統中被稱為 acchariya

abbhutadhammasutta1J1 《希有未曾有法經》（Ps IV/119, 10 ［緬甸版］

= 167, 8 ［歐洲版］ = 111/574, 19 ［暹羅版 2463 = 1920]），歐洲版採納

24 參考 M. Winternitz, Geschichte der indischen Literatur II (Leipzig: C. F. Amelangs 
Verlag, 1920), p. 32. sutta－與教義文獻關聯的第一個真正可斷代的例證應當是阿育王跋
婆羅敕令中的記述：moneyasute.

25 對淤 Saddan'fti 的著者 Aggavatp.sa （十二世紀）來說，－anta 這個後啜從詞義上講

是多餘的（見 Sadd 637, 16-18)。關菸詞彙構造， PW (VII/1165 詞條 sutriinta-）就已將

vediinta－或 siddhiinta－作為其來源，但這種構造太過流行，因此說服力不強；參考

PWl/235 詞條 anta- (7)，巴利文參考 CPD 詞條 1anta- (7) 與 kathin'-uddhi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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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後者，而這也符合文獻本身記錄的題名： tasma-t-iha tva'f!l ananda 

idam pi tathagatassa acchariya'f!1, abbhutadhamma'f!l dharehi (MN 

111/124, 9£.）。這部文獻的內容涵括了佛陀下兜率天直至出生的一系

列事件，其範本為《大本經》 (Mahapadanasutta) 中有關毗婆屍佛的

記述，換言之， DN 11/12, 3-14, 26 為 MN 111/119, 18-124, 8 的範本。

tathagata acchariyadhammasamannagata ca abbhuta ca 這一表述除

了見於《中篇經集》 (Majjhimanikaya) 這段，也出現在《雜篇經集》

(SN V/283, 5£.），而 acchariya- abbhutadhamma－亦可見于《薄拘羅經》

(Bakkulasutta) (MN 111/124, 26-128, 5)。這部經列於《希有未曾有法

經》 (Acchariyabbhutadhammasutta) 之後，顯然是以其為範本寫成的。

僧人薄拘羅 (Bakkula) 作為經文的主角已出家八十年，而注釋中也明

確指出，該經文應當是在第二次集結後成形的： idam pana sutta'f!1, 

dutiyasangahe sangahita'f!l (Ps IV/197, 2£.）。 26

因此，這一內容為 abbhutadhamma- ｀｀未曾有法＂的古老長篇文

獻，其實是佛傳故事的早期萌芽。 Lamotte 1980 年發表的《大智

度論》（Mpps) 專著第 5 卷裡提到了一部內容相同的經文，旨在解釋

adbhutadharma- 的內容；而覺音摘引的固定表達句式 cattaro'me

bhikkhave acchariya abbhuta dhamma (Sv 24, 1 lf.）卻與此不太相干，

故不能正確地給予詮釋。此外，根據《巴利三藏索引》， cattaro'me

…這一句式僅出現於《增一經集》 (AN 11/132, 18)，並為《長篇經集》

(DN 11/145, 3) 所引。且不論龍樹是否曾試圖為這一詞找尋匹配文獻，

並最終將其與《希有未曾有法經》或其他相近經文聯繫起來，亦或

26 關於第二次集結的文獻陳述，參考 Sp 36, 29* : dutiyaf!l sangahaffl katva, 
visodhetvana sasanaff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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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掌握了某種文獻傳統，雖然鑒於其對｀｀九分支法＂的陌生程度，這

種可能性很小，但將 abbhutadhamma－作為佛傳故事來理解是正確的，

儘管其形式還不成熟。

綜上，古老的四項列表中每一單獨分支的含義可用如下表格總結：

號碼 分支 (anga-) 含義

1 sutta- 戒經 (Piitimokkhasutta)

2 geyya- 詩歌

3 veyyiikara,:za- 教義陳述

4 abbhutadhamma- 佛傳

這也許是對傳世文獻分類的最早嘗試，且十分合理，或許也反映

出了當時文獻整體體量較小因而便於整理的特點。

戒經的形成年代是確定的，而其中文本又還能再區分出成形的先

後，最古老的一種與｀｀真正＂的經已經非常接近 27，就如 Pacittiya[ ｀｀波

逸提＂，即墮罪］第 51 條 (suramerayapane pacittiyarri [Vin IV/110, 

13*＊］）所現。直至近代，仍有說法認為， sutta－一詞在梵語中應對應

函kta-, 而不是普遍認為的 sutra-28, 誠如 M. Mayrhoffer 1976 (EWA-

1 111/492) 所言，這一說法｀毫無必要'\sutta－對應 sukta這一說法在

27 梵語 siitra－在文獻類型方面的詞源歷史仍需進一步探索，尤其應從年代學角

度對其使用情況加以討論；參考 L. Renou, "Les divisions dans les textes sanskrits," 

Inda-Iranian Journal l (1957): 1-32, 特別是 p. 13f.，與｀＇Sur le genre du sutra dans 
la litterature sanskrite," Journal Asiatique 251 (1963): 165-216. 相關材料參見 Th.

Goldstiicker, Panini: His Place in Sanskrit Literature (London: N. Triibner & Co., 
1861), p. 21ff. 

28 M. Walleser, Prajfiaparamita, Die Vollkommenheit der Erkenntnis nach den 
indischen, tibetischen und chinesischen Quellen (Go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14), p. 4 n. 1. E. J. Thomas, The History 司Buddhist Thought (London: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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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座部傳統中並無根據，而 As 19, 15—26 已對 sutta－一詞做了詳盡的

解釋。

過分探討geyya－與 veyyakarafta－的具體含義並無助益。眾所周

知，我們只能推測但無法肯定文獻最初記錄於典籍中的狀況，這一

點 St. Collins 也一再指出。如果對於 abbhutadhamma- 的釋義正確，

那麼，佛傳很早就被納人列表這一點就值得注意了。而文獻傳承的細

節並無明確記錄，因而並不存在絕對正確的推論。

同理，我們至多也只能推測分支概念在此後的發展軌跡。隨著

文獻數量的增長，四分支法或許已過於簡單粗略，為了適應這一狀

況，人們開始對分類列表加以擴充，這一過程或許經歷多次修正，或

許利落地一次成形。 (4) gatha-, (5) udana-, (6) itivuttaka-, (7) jataka-, 

(9) vedalla- (2 + 3 + 5 + 3 + 3) 這五種新增的概念不僅打破了原來的韻

律結構，其排列本身也未遵循相應的規則。其發展可類比 mudda- —

gaftana- - sal'flkhana- (2 + 3 + 3) 至Ll lekha- - gaf/,ana- 一「ftpa- (2 + 3 + 2) 

的發展過程。 29

新增分支概念中的第一項代表了一個完整的文學種類，接著的

三項是上座部典籍《短篇經集》中的文獻標題，並且也按同樣順序

& Kegan Paul, 1951), p. 269 n. 2 引用上述說法但未注明其來源為 Walleser 博士；J.

C. Wright, Non-Classical Sanskrit Literature (Inaugural Lecture)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66), p. 7 n. 2; R. Gombrich, 

"How Mahayana began," Journal of Pali and Buddhist Studies 1 (1988): 29-46, p. 32 

(T. Vetter, The Ideas and Meditative Practices of Early Buddhism, Leiden: E. J. Brill, 

1988, p. VIII 似乎援引了此處）以及 K. R. Norman, The Group of Discourses (Sutta

Nipiita) II (London: Pali Text Society, 1992), p. XXV 同樣均未提其說法的出處。

29 見作者 Der Beginn der Schrift und friihe Schriftlichkeit in Indien, Abhandlung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er Literatur (Mainz: Franz Steiner Verlag, 

1989/11), pp. 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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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我們無法斷定這一編排方式是否與其他學派一致，也無從

知曉其在後世是否依然廣為人知。 F. Bernhard 指出，（根本）說一切

有部的《自說》 (Ud而a) 後來被改編成了《法句》 (Dharmapada) 的

一種。 30 而《如是語》 (Itivuttaka) 一直有中文譯文流傳於世。儘管如

此，這部經文似乎並未被廣泛知曉，因而這一詞被錯誤地對應為梵

文 itivrttaka-。這只能說明， itivuttaka－一詞長久以來僅僅被機械地

歸為｀｀九分支＂列表的一項，而位於該文起始，有助於理解其真正

含義的 vuttaf!l hetaf!l bhagavata 這一句卻被忽略了。對其唯一正確

的理解似乎僅有《十萬頌般若》 (Satasaharika Prajiiaparamita) 中保

留的 ityuktaka- 。 31

《如是語》的表達形式很明顯不同於其他任何經文。這 112 句短

小經文以 vuttaf!l hetaf!l bhagavata vuttaf!l arahata ti me sutaf!l 開頭，

值得注意的是，與大多數經文的開頭不同，這句中既未指出地點，也

沒有如 ekaf!l samayaf!l 這樣的時間性表達。當地的釋經人也注意到了

這一點，對此他們的解釋為，這部經文並非上座部正統，而是由一位

女性居士 Khujjutta面從悟賞彌帶來的。 32 這－短篇經文依照《增一

經集》的方式，一到四組句子歸為一段，若非要為其特殊的文本形式

尋找依據，那麼，如同中文譯文所示，《如是語》的最初形態可能比

30 見 F. Bernhard, "Zurn Titel des sogenannten'Udanavarga'," XVII. Deutscher 

Orientalistentag vom 21. bis 27, Juli 1968 in Wurzburg, Vortrage, hrsg. von 

W. Voigt, Teil 3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 -
Supplementa 1/3] (Wiesbaden: F. Steiner, 1969), pp. 872-881. 

31 見 BHSD 該詞條與 Mpps V (p. 2283) 。

32 It-a 1/29, 7-33, 8. Khujjuttara 在 AN 1/26, 19 中就已出現，並稱其為女性居士

之首，且十分博學 (bahussuta) 。 It-a 年代不可考，但該注釋中存在諸多古老語言痕跡，

正如 St. Collins （見上文注 9, p. 111 n. 29) 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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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所見更為簡短，且只流行於某一特定地區，而這一地區很有可能

就是悟賞彌。 itivuttaka－被納人擴增的分支列表，這一事實本身便可

說明其年代之久遠，因而這篇文獻成形時，《三藏》分類法應當還未

取代｀＇分支＂分類法，且經文的開頭也當還未以 evarri me sutarri ekarri 

samayarri bhagavii …的句式呈現，文末也當仍未用 idarri avoca …作

為總結。如果 hetarri 不以 It-a 與 PED 中所記的 h'etarri 作解，而是根

據東部傳統對應 etarri 一詞＼那麼 hetarri 在此處被使用也可說明這

種引導語形式十分古老。

《自說》應當也具有長遠的歷史，因其同樣也是分支列表的一項。

其在形式上與《如是語》明顯相關，儘管體裁更短小。《自說》第一

章 (Vagga) 結尾寫道： ayam pi udiino vutto bhagavatii iti me sutan ti 

(Ud 9, 9)，這一句式只與《如是語》的結尾形式相符合，且在《自說》

中也只出現於此處，但暹羅版中未出現，因此 K. Seidenstiicke户認

為這一句為後期補充，且應當刪除。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暹羅版

之底本的形態說明它並非比僧伽羅版和緬甸版所包含的古老成分要

多，尤其更加說不通的是，上述 ayam pi udiino 這句話乂怎麼可能（像

Seidenstiicker 說的那樣）是後來才增加進去的。

gatha－被納人｀｀九分支＂可類比世俗詩歌被佛教採納， AN 11/230, 

6-9 (Mp 111/211, 9-13) 中便已可見 kavi－一詞的早期定義。此外，

giithii－可指文集，如《法句》 (Dhammapada)、《長老偈》 (Theragiithii)

或《長老尼偈》 (Therfgiithii) 等，同時也可替換已過時的 geyya-，作為

33 參考 Mittelindisch §166 。

34 Das Ud而a, eine kanonische Schrift des 蹄li-Buddhismus, Tei/ 1: Allgemeine 
Einleitung (Leipzig: Kommissionsverlag H. Tranker, 1913), p. 8 與 Udiina, Das Buch 
der feierlichen Worte des Erhabenen (Miinchen: 0. Schloss, 1920), p. 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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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新＂形式出現。 geyya－很可能只用於指代一種與 gath而不同的宗

教詩歌文體。 35 詩歌在佛教文獻中存在已久，這是毋庸置疑的汽且

也能通過《本生》（頂taka) 加以證實。

最後一洞 (9) vedalla- 的含義至今不明。 37 Aggaval'flsa 根據 Sp

29,1 認為其與 veda－相關。 38 將該詞解釋為 veda-lla－也並非毫無根

據，因為－lla－詞綴確實出現在最早期的佛教語言屯 39 vedalla－在

梵語中對應為 vaipulya-, Mpps V (p. 2301) 只從語音以及作為某些

vaipulya-siitra ［方廣經］題目的角度對 vaipulya－一詞做出了解釋。

如果 vaipulya－確實可回溯至 vedalla－這一形式，那麼其詞源應為

*veyalla-。但這一點對厘清詞義並無幫助。

儘管存在諸多不確定，我們仍可嘗試說明｀｀九分支＂的起源並

解釋其中各項的含義。這種嘗試就如同一次對典籍成形過程的窺

探。開始時只有非常粗略的四分支法，而後又在其上為一些特別的

35 關菸 giithii-, 見 P. Horsch, Die vedische 國thii- und Sloka-Literatur (Bern: 

Francke Verlag, 1966), p. 217ff. 關菸其在文學中的含義，見 S. Lienhard, A History 

。if Classical Poetry, Sanskrit-Pali-Prakrit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Verlag, 
1984), p. 75, 78f．關淤 kavi－較晚期的定義，見上述文獻 p. 15. 

36 詩歌很早就被用於記錄教義： catuppadiiya … giithiiya atthaf!l afifiiiya … hoti 

bahussuto dham-madharo (AN 11/178, 14-16)。

37 見 St. Collins，如上文注 9,p.98 及其中注 40.

38 vedatthiinaf!l vedallaf!l … vedaf!l nissitaf!l vedallaf!l, 結合 dutthula- (Sadd 790, 

16f.). 
39 參考 mahallaka-, kiimasukhallikiinuyoga- (Vin 1/10, 12) 等；另參考作者文

幸｀＇From Colloquial to Standard Language: The Oral Pha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ali," Premier Colloque Etienne Lamotte (Bruxelles et Liege 24-27 septembre 

1989), Leuwen: Universite catholique de Louvain, Institut orien-taliste, 1993, p. 

101-113, 此文的增補修訂版見 Untersuchungen zur Miindlichkeit friiher mittelindi

scher Texte der Buddhisten, Abhandlung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er Literatur, Mainz: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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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增加了項目。 40 然而隨著文獻數量的增長，原來的分類方法便

不再適用，因此基於｀｀藏', (pitaka-）、｀｀尼柯耶"(nikaya-) 以及｀｀經＂

(suttanta-）的新分類框架隨之出現。分類法與典籍的語言風格是否也

有關聯，這一點不得而知。無論如何，至少四分支法可以被視為一種

｀｀前典籍語言＂ (langue precanonique) 時期的｀｀前典籍結構"(structure

precanonique)。

縮略語表

AN 

Ap 

As 

BHSD 

Bv 

CPD 

Anguttaranikaya 《增一經集》

Apadana 《譬喻》

AtthasalinI 

Franklin Edgerton,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佛教混合梵語辭典］， Vol. II: 

Dictionary,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1953. 

Buddhavarpsa 《佛種姓》

A Critical Pali Dictionary [巴利語大辭典］， begun

by V. Trenkner, revised, continued and edited by 

Dines Andersen, Helmer Smith and Hans Hendriksen, 

Copenhagen: Commissioner: Ejnar Munksgaard, 1924-

1948. 

40 通過分支列表的發展也可推論文獻的歷史；參考 J. Bronkhorst, "Dharma and 
Abhidharm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48 (1985): 305-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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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pavamsa 《島史》

Dighanikaya 《長篇經集》

Manfred Mayrhofer, Kurzgefasstes etymologisches 

Worterbuch des Altindischen ［古印度語源辭典簡編］，

Vols. I-IV, Heidelberg: Universitatsverlag Winter GmbH, 

1953-1980. 

GM Gilgit Manuscripts ［吉爾吉特寫本］， Dutt, Nalinaksha 

(ed.), The Gilgit Manuscripts, I-IV, Srinagar and 

Calcutta: Calcutta Oriental Press, 1939-1959. 

It-a ltivuttakatthakatha[ 《如是語》注釋］

Kv Kathavatthu 《論事》

Mil Milindapaiiha 《彌蘭王問》

Mittelindisch Oskar von Hiniiber, Das iiltere Mittelindisch im Uberblick 

［中古印度語概要］，（O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Sitzungsberichte, 467. Band, Verof-fentlichungen der 

Kommission fiir Sprachen und Kulturen Siidasi-ens, Heft 

20), Wien: Verlag der 6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86. 

MN Majjhimanikaya 《中篇經集》

Mp ManorathapfiraQ.I[ 《增一經集》注釋］

Mpps Mahaprajiiaparamit瞬stra 《大智度論》

Nett Nettippakara1.1-a 《導論》

PED The Pali Text Society's Pali-English dictionary [巴利語－

英語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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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 Petakopadesa 《藏釋》

Ps Papa:ficasudanI[《中篇經集》注釋］

PTC 蹄li T鄆akaf!'l Concordance [巴利三藏索引］， Vol. I (a

o) listed by Frank Lee Woodward, ed. by Edward Miles 

Hare, London: Luzac, 1952; Vol. II (k-n) listed by F. L. 

Woodward, ed. by E. M. Hare and Kenneth Roy Norman, 

London: Luzac, 1973; Vol. III (p-baravaseyyaka) listed 

by F. L. Woodward and E. M. Hare, ed. by Anthony 

Kennedy Warder, K. R. Norman etc. London: Luzac, 

1984 (publication discontinued). 

PW Otto Bohtlingk, Sanskrit-Worterbuch in kiirzerer 

Fassung ［聖彼得堡梵語大辭典簡編］， Vols. 1-111, St. 

Petersburg: Buchdruckerei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879—1898. 

Sadd Saddaniti 《語法論》

SN Sa111yuttanikaya 《雜篇經集》

Sn Suttanipata 《經集》

Sp Samantapasadika《善見律毘婆沙》

Sv SumaiigalavilasinI[《長篇經集》注釋］

Ud Udana 《自説》

Vibh Vibhanga 《分別》

Vin Vinayapitaka ［律藏］： Hermann Oldenberg (ed.), The 

Vinaya Pitakaf!'l. One of the Principal Buddhist Holy 

Scriptures in the Pali Language, 5 vols. London: The Pali 

Text Society, 1879-18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