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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念法」內容談起古漢
譯的一種特殊現象（中） 

 

／高明道 

那麼，注中到底有沒有對 “opa- 

neyyiko” 提出明文、具體的講解？

有，不過不是溫著所說的「引生涅

槃」、「導向涅槃」。參《〈增支部．

三法篇〉注》（Aṅguttaranikāye Tika- 

nipātaaṭṭhakathā）中《〈第二五十經．

婆羅門品．另一婆羅門經〉解說》

（ Dutiyapaṇṇāsake Brāhmaṇavagge 

Aññatarabrāhmaṇasuttavaṇṇanā ） ，

用  “opaneyyikoti attano cittaṃ upa- 

netabbo” 來下定義，意即「（法）是

可以用到自己的心上」。另參《〈相

應部．具偈品〉注》（Saṃyuttanikāye 

Sagāthāvaggaaṭṭhakathā）中《〈天神

相應．難達那品．成功經〉解說》

（Devatāsaṃyutte Nandanavagge Sa- 

middhisuttavaṇṇanā）的界說 “ādittaṃ 

celaṃ vā sīsaṃ vā ajjhupekkhitvāpi 

bhāvanāvasena attano citte upanayaṃ 

arahatīti opaneyyiko”：「〔法是〕應

該透過即使〔自己〕衣服或頭髮在燃

燒，也不特別處理的修行
1
而用在自己

心頭上。」 

巴利注的 “opaneyyiko” 講解不

過如此，找不到「引生涅槃」等說法。

實際上，溫氏往下也不再提「巴利註

書」，而改口稱「《清淨道論》」，

較合乎實況，然而其陳述方式仍有不

少地方令人不解。例如引五段《雜阿

含經》後，溫文說：「儘管《雜阿含

經》的『離諸熾然』等，不見於巴利

經文，顯現這是《雜阿含經》傳統特

有的定型句。然而，經文中的『通達

涅槃』、『正向涅槃』、『親近涅槃』

等語詞，顯然等同《清淨道論》裡的 

“nibbānaṃ upaneti" ，  即 『 引 入 涅

槃』，或『導向涅槃』。」用句點截

斷「儘管……」、「然而……」之間

的邏輯關係，將「離諸熾然」看成「定

型句」，卻又以為「通達涅槃」等等

只是「語詞」，這類的問題，似都待

斟酌。不過最沒有說服力的恐怕是作

者在結語中認定：根據前文引述的資

料可以「推測《雜阿含經》、《瑜伽

師地論》及《清淨道論》」三部書，

「都曾源自某一個更古老的註解傳

統 」 ， 而 「 這 個 傳 統 將 巴 利 文 的 

“opaneyyiko” 或其對應字，解釋為帶

有主動的意味，並以『涅槃』做為它

的受詞。」問題重點不在「曾源自」

而後來不源自，也不在「更古老」不

清楚比什麼更古老或 “opaneyyiko” 

是詞不是「字」，而在《瑜伽師地論》

和《清淨道論》組織架構雖有系統，

但內容素材來源極其多元——豈能

單憑小小的一個地方便斷然判定兩

部巨著「源」於什麼？更嚴重的當然

是 作 者 對 漢 譯 佛 典 語 言 現 象 的 誤

解。難道從譯者某處用語的選擇真可

以確定原典淵源於怎麼樣的「註解傳

統」？ 

實際上，要瞭解求那跋陀羅翻譯

用語的抉擇，若只看個別的詞語而忽

略語境，絕對會有問題。《雜阿含》

上 對 等 於  “opaneyyiko/opanayika” 

的用語分成雙音節的「通達」、「正

向」及四個音節的「能自通達」、「通

達涅槃」、「親近涅槃」、「正向涅

槃」。何處用前者，何處寧願採取後

者，與「註解傳統」了無關係，而是

要看語句的節奏：緊接著若是兩個音

節的用語而前後都用四字句，自然選

擇兩音節的譯法，以便維持整齊的韻

律，如「不待時節，通達，現法，緣

自覺知」、「不待時節，通達，現見，

自覺證知」、「離諸熱惱，非時，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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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即於現法」、「離諸熱惱，非時，

通達，緣自覺悟」。
2
假設前後都是四

字句，則一律
3
把兩個音節調整為四個

音節，諸如「不待時節，能自通達，

現前觀察」、「不待時節，通達涅槃，

即身觀察」、「不待時節，親近涅槃，

即此身現」、「即此現身，緣自覺知，

正向涅槃」
4
等等。這樣遷就節奏的整

齊，對語義的表達自有影響。如果兩

個音節本來多少足以傳達意思，擴充

為四音節時，譯師們當然會考慮到如

何善用多出來的兩個音節，好讓讀者

受益更大，而這樣的推敲與思索，理

應離不開譯者對整體佛法的認知，並

非 僅 局 限 於 某 部 經 論 的 「 註 解 傳

統」。再者，有些語詞本來使用複雜，

或者語義分歧甚至不明，翻譯上自是

造成困難。古德遇到時，往往嘗試透

過 非 單 一 譯 詞 提 供 不 同 角 度 的 詮

釋，讓讀者比較容易體會該詞在原文

裡可傳達的多層意義。 

據上面援引的現代資料可知，直

至今日，“opaneyyiko/opanayika” 便

屬於這類掌握不易、傳譯更難的詞

語。就其在《雜阿含》呈現的樣貌來

論，基本形態的「通達」與「正向」，

兩者構詞方式已大不相同，字面意義

也頗有隔閡。《雜阿含經》上出現的

「通達」幾乎全部跟一個對象相搭

配，大部分含「精通」義，以學問、

知識為對象或範疇，如「於彼國當有

婆羅門，……通達比陀經論」、「有

憍慢婆羅門止住，……言論通達」、

「婆羅門……誦諸經典、物類名字、

萬物差品、字類分合、歷世本末，此

五種記，悉皆通達」、「出家學道，

通達三藏」、「諸多聞通達   契經

阿毘曇」、「一切皆是通達律行」
5
等，

偶爾則表達「證得」，對象指因修行

而成就的境界，即「如來．應．等正

覺⋯ ⋯ 通達無上菩提」
6
。念法中的「通

達」，主語是法，不是人，所以與此

類型迥然不同。於是譯者還提供另一

種譯語來協助讀者能正確理解，避免

誤會，即「正向」。這就很妙，因為

求那跋陀羅不會知道在他之後數百

年 的 西 藏 將 有 雪 鄉 的 譯 師 把 跟 

“opaneyyiko/opanayika” 對等的梵語

詞  “aupanāyikaḥ” 翻 作  “nye bar 

gtod pa”。
7
其中的 “nye bar” 代表 

“opa/aupa”，字面上有「近」的意思，

而「能所相異動詞」
8
 “gtod pa” 含

「使……朝向……」義
9
。由此來看，

念法中說達磨「正向」意指法「不偏

不倚使……朝向……的方向」，而「通

達」必須當「使……到達……」解。

當然，這樣的表達方式仍然比較像密

碼，所以一旦譯文節奏允許，求那跋

陀羅就開始加以補充，如「正向涅槃」

的「不偏不倚使……朝向涅槃」或「通

達涅槃」的「使……到達涅槃」。接

著，因擔心法到底是讓誰走向涅槃的

概念太模糊，譯師又進一步選擇用

「能自通達」來分明、清楚的解答，

指出是念法、學法、行法的人自己。 

經 過 這 番 考 證 ， 最 後 一 種 譯

法——「親近涅槃」——就好懂多

了。《雜阿含》的「親近」原來多半

以人為對象，如「親近田舍人」、「親

近於沙門」、「有時得親近、供養知

識比丘」、「親近善友」、「復於餘

時親近善知識，聞說正法」、「親近

善男子，聽正法」、「親近、奉事如

是人者，時時得聞深妙之法」
10
，原

典用語大體都淵源於 √sev。該詞根

本 意 是 「 定 居 ／ 停 留 在 … …的附

近」，稍微擴充為「留在……」、「住

在……」，進而表達「常去」、「常

出沒」，再引申為「侍奉」、「服侍」、

「恭敬」、「珍惜」、「投入」、「學

習」、「修行」等等。
11
由於語義這

樣的開展，一些本來指「修行」的地

方，《雜阿含》還是採取「親近」來

迻譯，如「心自親近，修習，隨護作

證，是名『自護護他』」
12
，嚴格來

說不很理想
13
。然而無論如何，「親

近涅槃」的「親近」跟上述習慣用法

並無交集，還必須從「正向」、「通

達」兩種譯語來推演。如此一來，可

以歸納說：《雜阿含》譯者心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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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法 功 德 的  “opaneyyiko/aupanā- 

yikaḥ……” 表示「法能讓行者的方向

不偏不倚朝著涅槃，使得他越來越接

近乃至終究抵達寂滅的境界」。這樣

的理解至少部分反映傳統的——也

就是並非譯師自己想出來的——詮

釋。不過，從別人學來的、個別的詞

語解說跟「註解傳統」是兩碼子事。 

比起下一個法功德，“opaney- 

yiko/aupanāyikaḥ……” 的 情 形 還 不

算 太 複 雜 ， 因 為  “ehipassiko/aihi- 

paśyikaḥ”14
，無論現今的華文翻譯還

是古代譯師們的表達，都更為多元。

容易看得到的當代度語例，就包括

「行則見」
15
、「來看」

16
、「來和看」、

「親自來看」
17
、「要親自試試看」

18
、

「可來看見」
19
、「來見的」

20
、「來

（親）見的」
21
、「來親身體證」

22
、

「來參考的」
23
、「值得來見」

24
、「值

得請人來看的」
25
、「是每個人都可

以來見的，每個人都可以檢驗它的真

實本質」
26
、「來看吧的」

27
、「你來

看吧」
28
、「來吧，看吧」

29
、「請來

自看」
30
、「請大家一起來看」

31
、「請

親自前來觀察驗證」
32
、「歡迎您來

看看」
33
、「請你自己『來看、來見』」

34
、「歡迎每個人來參見」

35
、「歡迎

每個人來親自體驗」
36
、「歡迎大家

來體驗的」
37
、「邀人來見的」

38
、「可

邀人來見的」
39
、「邀君即來即見得」

40
、「公開給所有人」

41
，而《雜阿含》

裡則用到「親近」、「現見」、「現

法」、「即於現法/餘現法」、「（說）

即此見」、「即此現身」、「即此身

現」、「即身觀察」、「於此觀察」、

「現前觀察」、「現見觀察」。 

求那跋陀羅譯文呈現的詞句節

奏安排，跟前面討論過的規律一致：

在兩個四字句中間（如「通達涅槃，

即身觀察，緣自覺知」）或兩個二字

句後面、一個四字句前面（如「非時，

通達，即於現法，緣自覺悟」），才

用四個音節來翻；譯成兩個音節，必

須接在單獨一個二字句後，譬如：「不

待時節，通達，現法，緣自覺知」、

「不待時節，通達，親近，緣自覺知」

或「不待時節，通達，現見，自覺證

知」。唯有四個例外，都屬於非直接

陳述念法內容的經文，即（一）上文

已指出的「爾時尊者富留那比丘往詣

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

『世尊說現法，說滅熾然，說不待

時，說正向，說即此見，說緣自覺。』」
42

對等巴利經文此處作 “sādhu me 

bhante bhagavā saṃkhittena dham- 

maṃ desetu”43
，也就是富留那請求世

尊用扼要的方式說法。（二）《雜阿

含經》卷第二十一所謂：「尊者阿難

語離車言：『如來．應．等正覺所知

所見，說三種離熾然清淨超出道，以

一乘道淨眾生，離憂悲，越苦惱，得

真如法。何等為三？如是聖弟子住於

淨戒，受波羅提木叉，威儀具足，信

於諸罪過，生怖畏想。受持如是具足

淨戒，宿業漸吐，得現法，離熾然，

不待時節，能得正法，通達，現見觀

察，智慧自覺。』」
44
對照巴利《增

支部》相當經文關鍵句 “sandiṭṭhikā 

nijjarā akālikā ehipassikā opaneyyikā 

paccattaṃ veditabbā viññūhīti”45
，得知

平時描繪法功德的修飾語，在此用以

形容煩惱的毀壞（nijjarā）46
。（三）

前例多出來的「能得正法」，在《雜

阿含經》卷第三十五也留下了痕跡，

變成「有得」：「栴陀復問：『汝見

斷貪欲、瞋恚、愚癡有何福利，而說

斷貪欲、瞋恚、愚癡？』阿難答言：

『斷貪欲已，不自害，又不害他，亦

不俱害，又復不現法得罪、後世得

罪、現法後世得罪，心法常懷喜樂受

覺。瞋恚、愚癡亦復如是。於現法中

常離熾然，不待時節，有得，餘現法，

緣自覺知。見有如是功德利益故，說

斷貪欲、瞋恚、愚癡。』」
47
至於「餘

現法」中無法從字面理解的「餘」字，

應該是「即於」的訛變。（四）上文

引卷第四十六波斯匿王跟佛陀對話

的故事，總共四次提到「世尊正法

（律）」。前三次非常規律，而最後

一次的「當知世尊正法現法，【令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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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生；有老、病、死、憂、悲、惱、

苦者】離諸熾然，不待時節，現【令

脫惱苦】見，通達，自覺證知」
48
，

括弧內的文字實受前段經文「眾生有

生法者，解脫於生，眾生有老、病、

死、憂、悲、惱、苦者，悉令解脫」
49
影響而錯亂。 

針 對  “ehipassiko/aihipaśyikaḥ” 

法功德的意涵，上座部（Theravāda）

傳統注釋中的剖析是將 “ehipassika” 

主要成分視為 “ehi passa” 兩個命令

式的動詞（「過來看吧！」），並補

充「此法」（“imaṃ dhammaṃ”）當

作對象。
50
從巴利語的立場，“ehi” 自

是 “eti” 的單數命令式，不過回到《雜

阿含》的念法項目，譯語中唯獨一例

反映出這樣的理解，而其措詞竟跟前

一項功德 的一種譯法完全相同，即

「親近」！不僅如此，就翻譯技巧

言，《雜阿含》原典上對等於 “opa- 

neyyiko/aupanāyikaḥ” 和 

“ehipassiko/ aihipaśyikaḥ” 的語詞譯

成「親近」時，單單保留了前一語素

（“upa-”、“ehi”）來代表整詞的意

思。上面已經討論過，說「法」是「親

近」的（“opaneyyiko/ aupanāyikaḥ”）

等於強調「法能讓行者越來越接近涅

槃」，但如果「親近」譯自 “ehipassiko/ 

aihipaśyikaḥ”，似乎就要說「法是把

行者叫過來靠近」。這類形同義異的

語詞，《雜阿含》的譯者使用自如，

且一點都不擔心此作法可能導致嚴

重的誤會，足以說明譯師們心目中的

「阿含」絕非人人隨時可拿起來閱讀

的書本，而是弟子在師長跟前聽聞、

吸收的傳統學問。至少契經方面，聲

聞 的 主 流 佛 教 保 留 了 古 早 的 研 習

法，亦即代代法師口相傳授，並未形

成像菩薩道行者那樣的「經本崇拜」

（“cult of the book”）。換句話說，在

學習阿含的過程中，佛語的理解全靠

師父口頭宣說的講解，自己用耳朵來

聆聽，然後用心識加以如理思惟。不

過這個傳統，遠東的佛教沒有繼承，

遂也遺失了許多重要的訊息，能幸運

保存的僅是那些解讀不易的《阿含》

文本。 

至於《雜阿含》“ehipassiko/aihi- 

paśyikaḥ” 其他十種譯語，背後的概

念是要從梵語的 “aihi-” 去理解，跟 

“ehi” 無關——這一點與巴利傳統就

完全不同——，而 “aihi-” 的詮釋路

線是透過形容詞 “aihika”51
直接溯源

到副詞  “iha”。“iha” 等於巴利語 

“idha”，含有「在這邊」、「就在此

處」、「此世上」、「這輩子」、「在

這個教法」、「在此學說」等義
52
。

藏文的翻譯  “’di mthong ba la yod 

pa”53
 無疑也建立在這樣的剖析上，

反映出步向梵語化的印度佛教的確

流傳那麼一個釋義方式，而非由《雜

阿含》的譯師自己發明。當然，依其

靈活度語的風格及致力於多角度傳

意的習慣，這些譯經高手的文字表達

呈現十分生動的一面。例如從「於此

觀察」或「現前觀察」的「觀察」來

看，是把基礎的  “passati”（「看」）

推延闡述為「仔細觀看」、「深入思

惟」乃至「徹底瞭解」（“sampassati/ 

vipassati”）
54
。加上原文命令語氣，

等於說「法」的一個特質是它「要於

此觀察」。所謂「於此」，講得具體

些，就是「現前」（“what is present”）
55
，即是當下。這令人馬上聯想到《中

部》Bhaddekarattasuttaṃ 裡佛陀用偈

頌精闢開示說不要活在過去，也不要

期待未來，應該 “paccuppannañca yo 

dhammaṃ tattha tattha vipassati”56
，意

思跟「現見觀察」的「現見」也極為

相近。不過譯師們從「現見」又帶出

另外一個重要的概念：“aihipaśyikaḥ” 

雙音節譯詞除了「現見」還有「現法」
57
，質言之，受限於音節時，譯者抉

擇凸顯出法的 “aihi” 是指當事人這

一輩子——佛門雖然講三世因果，但

實踐法並從之獲得受用，即在此世。

換成四個音節，就是《雜阿含經》的

「即於現法」和「即此現身」。「現

身 」 可 用 來 譯  “janman” ， 意 謂  

“existence, life”。
58

再把 “-paśyikaḥ” 



 

 

5 

補進來，則說「即此見」或「即身觀

察」。至於「即此身現」，也許是古

書常見的「現」、「見」二字通用的

現象，也許是「現」、「身」二字顛

倒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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