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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度的语言一、印度的语言

 

• 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family） 

• 印度-伊朗语族（Indo-Iranian Branch） 

• 印度-雅利安语支（Indo-Aryan group） 

 

 





一、印度的语言一、印度的语言



（二） 印度-雅利安语的分类 
 吠陀梵语 （Vedic Sanskrit） 
  -1000 BCE-  
 

上古印度语-- 梵语（广义）   "梵书"的梵语 1000-500 BCE 
 
Old Indo-Aryan，OIA 古典梵语（Classical Sanskrit，狭义梵语）  

 * 史诗梵语 
 * 佛教混合梵语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巴利语  公元前 

Prākṛta 
中古印度语 -- 俗语（广义） 俗语（狭义）：公元后 
Middle Indo-Aryan，MIA Māhārāṣṭrī, Śaurasenī, Māgadhī, 耆那教经典用语 
 
 阿波拔罗舍语（Apabhraṃśa）1000 CE 
 
现代印度语 -- 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 

Modern Indo-Aryan 
 
达罗毗荼语系（Dravidian family）： 

泰米尔、泰卢固、坎纳达、马拉雅拉姆语、图鲁语 
 



二、佛教文献的集成二、佛教文献的集成

佛教于公元前6世纪起源于印度东部，践行独特
的真理之途而与传统的婆罗门教分庭抗衡。

释迦牟尼的说教当时并未写成文字，只是在弟
子中口传心受，数百年后才记录成文。

初期的佛教采用俗语记录经典，而与代表婆罗
门宗教权威的梵语保持距离。



• 佛教语言政策
抵制上层社会的标准语——梵语， 鼓励因地制宜地

使用地方俗语

巴利语《小品》记述，佛陀明确表示反对比丘用统一

的上层社会的梵语来传教，并要求比丘使用“自己的语

言”。

随着佛教在印度社会中地位的上升，一些部派以及大

乘佛教开始采用混合梵语（掺有俗语语法成分的梵语）或

标准的古典梵语来书写经典，大批佛教论师也以古典梵

语著书立说。多数汉译佛典是译自梵语。

二、佛教文献的集成二、佛教文献的集成



三 种 原 典

根据其原典的语种，佛教经典可以分为三类：

● 巴利语三藏
● 犍陀罗语经典
● 混合梵语和梵语经典

二、佛教文献的集成二、佛教文献的集成



佛教传入中国后主要形成两大译典体系

● 汉文大藏经 ● 藏文大藏经

两 大 译 典

二、佛教文献的集成二、佛教文献的集成

世 界 三 大 语 系 佛 教 传 承

● 巴利语语系 ● 汉语系 ● 藏语系



汉语系佛教

巴利语系佛教

藏语系佛教
佛
教
曾
经
流
布
的
区
域



“贝叶”也称贝多罗叶，是梵语pattra（叶、
文书）的音译与意译的结合。
一般选取棕榈（多罗树Tāla）树叶，经炮制
裁切而成，其上墨书或针刻。

贝叶经
“贝叶经”一词在中文语境中，除了指在棕
榈叶上书写的经典以外，也用来泛指长条
形制的纸质写本。

二、佛教文献的集成二、佛教文献的集成

佛经的材质之一：贝叶佛经的材质之一：贝叶







佛经的材质之二：桦树皮佛经的材质之二：桦树皮

从桦树干可剥离一层表皮，如丝绸
般柔软有光泽，

二、佛教文献的集成二、佛教文献的集成









佛经的材质之三：纸本佛经的材质之三：纸本

二、佛教文献的集成二、佛教文献的集成





三、梵语佛典三、梵语佛典

• 梵语，古印度标准学术语，形成于约公元前
1500年

Saṃskṛta < sam-√kṛ
善作，善加整理的，规范化的，可引申为

“雅语”，与“俗语”（Prākṛta，天然的）相对。

“梵语”一词，意即“梵天的语言”， 梵天即

Brahman，而“梵”的东汉古音拟为 b(r)jam，







梵文字体 婆罗谜字体（阿育王碑铭）







佛教写本 约2世纪 斯奎因写本



笈多字体





悉昙体/前城体



兰札体



尼泊尔钩体



前孟加拉体



夏拉达体



由于印度佛教的灭亡，佛教梵本在印度本
土损失殆尽，佛教原典多已失传。

仅百余年来，西方学界在世界各地发掘，
包括：尼泊尔，巴基斯坦（吉尔吉特），阿富汗
等地，掀起了整理、校勘、恢复佛教梵本的热
潮。

可惜的是，这一潮流中鲜有中国人的身影。



我国的梵文写本保存



汉地虽然也曾有大量梵本传入的记载，但遗憾的
是，这些写本几乎全部失传，仅有极少的发现。



西藏梵文贝叶经
世界上最后一处尚未被完全打开的梵本宝库

西藏梵文贝叶经



罗睺罗
（Rāhula Sāṅkṛtyāyana 1893-1963)



图齐（Giuseppe Tucci 1894-1984) 右



王森教授 (1912-1991)



罗炤教授



蒋忠新教授（1942-2002）：
• 《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梵文〈妙法莲华经〉

写本》，1988。
• 《旅顺博物馆藏〈法华经〉写本残片》，1997

。
• 《梵文〈法华经〉拉丁字母转写》，2005。

王邦维教授：
• 《说出世部比丘律（威仪法）第一品第一节》

，1996。



北 京 大 学

南 亚 学 系 梵 语 、 巴 利 语 专 业

北 京 大 学

南 亚 学 系 梵 语 、 巴 利 语 专 业

成立于 1946 年，由季羡林先生
创立，是我国目前唯一设立梵文、巴
利文学位授予点的高校。可以授予学
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目前有教员 5
人，其中教授 2 人，副教授3人。

本专业以古代印度语言为基础，在印度学、佛教学、
西域学三个领域开展对古代印度文明、佛教文献哲学以及
中印文化交流的教学与研究。



2004-2015

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



《中论颂》梵文写本



《中论颂》与《佛护释》
—— 基于新发现梵文 写
本的文献学研究

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
系列丛书 ①

叶少勇 著
上海：中西书局， 2011年



梵文写本《无二平等经》

的对勘与研究

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

系列丛书 ②

范慕尤 著
上海：中西书局， 2011年



《中论颂》
—— 梵藏汉合校 • 导读 • 译注

梵藏汉佛典丛书 ①

叶少勇 著
上海：中西书局， 2011年



《六十如理颂》
—— 梵藏汉合校 • 导读 • 译注

梵藏汉佛典丛书 ②

李学竹、叶少勇 著
上海：中西书局， 2014年
待刊



藏学研究中心与奥地利科学院合作

《西藏自治区梵文文本系列丛书》



新疆出土梵语佛典残叶





世界首次发现的梵语《贤劫经》残叶

段晴教授校勘





四、巴利语佛典四、巴利语佛典

巴利语：
古印度俗语的一种，据上座部自传是佛

陀所用的语言（摩揭陀语）。此一说法并未获
学界认同。

诸法无我
梵：sarve dharmā anātmānaḥ
巴：sabbe dhammā anattā



巴利三藏：
佛陀灭度百余年后，印度佛教分裂为诸多

部派。其中的上座部（Theravāda），传入锡兰（今
斯里兰卡）之后形成了代表保守思想的大寺派。

该派僧人于公元前1世纪左右将口传的三藏
经典以巴利语写出。

5世纪时印度僧人觉音（Buddhaghosa）来到锡
兰大寺，整理注解巴利三藏，自此巴利语文献成
为现在的形态。

巴利语三藏是佛教典籍的最古老形态之一。



• 巴利三藏由南亚传至东南亚，成为南传佛教（
上座部佛教）的文本依据，并传承至今。

• 巴利三藏现存僧伽罗写本、泰文写本、缅甸文
写本、高棉文写本，还有印度出版的天城体印
本以及西方出版的拉丁字母印本，等。

四、巴利语佛典四、巴利语佛典



四、巴利语佛典四、巴利语佛典





四、巴利语佛典四、巴利语佛典
• 巴利圣典协会 （英国）

1881年创设于伦敦。经百余年完成了巴利三藏的拉丁
转写校勘、英译，并编辑了《巴英词典》

• 第六次结集 （缅甸）

1956年，缅甸政府为纪念佛陀涅槃2500年，邀请各国
比丘2500人，举行第六次结集，校勘巴利语三藏，以缅
甸字体印行。

• 法胜巴利三藏（泰国）

泰国法身寺法胜大学于2010年开始重新校勘，以拉丁
转写印行巴利语三藏。







• 上世纪30年代，日本组织大批学者，依据巴利
圣典会刊本, 出版了日译《南传大藏经》70册。

•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元亨寺组织人力将此日译
本转译为汉语。

•  两千年来，我国的译经事业多集中于翻译梵语
的大乘佛典，一直没有巴利三藏的系统翻译。

四、巴利语佛典四、巴利语佛典



四、巴利语佛典四、巴利语佛典

• 2009年，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与
泰国法身寺法胜大学签订合作协议，首次展开巴利
佛典的系统汉译工程，目前已出版第一册《长部》。





五、犍陀罗语佛典五、犍陀罗语佛典

犍陀罗语， 印度西北方言
佉卢虱底字体/佉卢字体

时间：公元前３世纪－公元３世纪
地域：犍陀罗文化圈（Greater Gandhāra）

“犍陀罗”原指今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地区，美
国学者邵瑞琪建议使用“广犍陀罗” 术语，指犍陀罗
文化圈，包括白沙瓦、塔克西拉（Taxila） 、克什米尔地
区的吉尔吉特（Gilgit），以及阿富汗的巴米扬（Bamiyan）
等地区。









百余年来，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我国
新疆地区陆续出土了抄写于桦树皮之上的犍
陀罗语写卷。

学术界破译了这种逝去千年的语言，发现
这些文献可能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佛经，其中
有法藏部所传的小乘经典，也有初期大乘经典
。

五、犍陀罗语佛典五、犍陀罗语佛典



• 犍陀罗语《八千颂般若经》
• Harry FALK and Seishi KARASHIMA. “A first-

century Prajñāpāramitā manuscript from 
Gandhāra.” ARIRIAB 15 (2012), 16 (2013).

• dating back with an 81.1% probability, based on a 
C14 test, to between 47~147 C.E. 

• 支娄迦谶于公元178-189年间译出《道行般若
经》，其原本为犍陀罗语。

五、犍陀罗语佛典五、犍陀罗语佛典







公元3世纪以后，伴随政治格局的变迁和
佛教文献的梵语化，佉卢文在印度西北被弃
用，而在新疆地区操印欧语系语种的古代先
民之中，迟至四五世纪仍在使用佉卢文书写
犍陀罗语文书。

在新疆和田的尼雅地区出土了大量佉卢文
世俗文书木牍。

五、犍陀罗语佛典五、犍陀罗语佛典



尼雅地区是古代丝绸之路南道的绿洲
王国——精绝国的所在地，有关精绝的最早
记录见于西汉的史籍，东汉以后臣属于鄯善
国，后来鄯善为北魏所灭。

唐代玄奘西行东归时路过精绝故地，已
是“芦草荒茂，无复途径，唯趣城路，仅得通
行”。

五、犍陀罗语佛典五、犍陀罗语佛典



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新疆
进行考古挖掘，得到的佉卢文文书近千件。
其后也有零星考古发现。至20世纪90年代，
中日合作对尼雅遗址展开调查发掘，发现佉
卢文书50余件，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林梅村
曾发表释读与研究论著。

五、犍陀罗语佛典五、犍陀罗语佛典



在北京大学段晴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丝路南道非汉语文书的释读与研究”课题的推动之下，
北京大学开设了犍陀罗语研究课程。

北大南亚学系师生组成了我国唯一的犍陀罗语研究
团队，于2013年发表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佉卢文木牍，
并初步完成了和田博物馆藏的30多件佉卢文木牍以及中
日尼雅遗迹学术调查中所发现的50余件木牍的研究与释
读。

这些木牍记录了精绝古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等各方面信息，包括征税诏书，官司判决，牲口、土地、
物资买卖契约，贸易纠纷、遗嘱、分家、离婚协议等。

五、犍陀罗语佛典五、犍陀罗语佛典



新疆尼雅出土佉卢文契约与信札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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