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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 甚大0作状语最早出现于东汉译经 � 魏晋南北朝和唐代译经续有沿用 � 用例甚多 ∀与这种状况形成鲜明对照 

的是/ 甚大0作状语在中土文献中极为少见 � 我们只在5太平经65太平广记65祖堂集65敦煌变文6等几部文献当中发 

现了几个例子 ∀本文认为 � / 甚大0作状语能在中土文献中出现 � 是佛经语言现象/ 直接移植0的结果 � 而其不能真正 

融入汉语 � 则是因为与汉语的语法规则有抵触 ∀ 

关键词 � 佛经 � 状语 � / 甚大0 � 中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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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甚大0作谓语和定语在汉语史上很常见 �其中 

的/ 大0是形容词 � / 甚0是程度副词 �修饰/ 大0 �这些 

都简单明了 � 而从东汉的译经开始出现/ 甚大0作状 

语的用法 ≠ ∀例如 � 

���佛语舍利弗 �/ 是为示人之大明 �已所因罪 

受 � 其身甚
· 

大
· 

丑恶 ∀ 0�支娄迦谶5道行般若经卷第三 

# 摩诃般若波罗蜜道行经泥犁品6� 

���用是为学多负勤苦 � 言泥犁禽兽薜荔甚
· 

大
· 

勤 

苦 ∀ �同上 � 5卷第四 # 摩诃般若波罗蜜道行经觉品6� 

���人于世间甚
· 

大
· 

难 ∀ �支娄迦谶译5杂譬喻 

经6� 

���弟子闻其所言 � 甚
· 

大
· 

愁毒 ∀ �支娄迦谶5道行 

般若经卷第三 # 摩诃般若波罗蜜道行经泥犁品6� 

���用是故 � 甚
· 

大
· 

愁忧 � 啼哭而行 ∀ �同上 � 5卷第 

九 # 摩诃般若波罗蜜道行经萨陀波伦菩萨品6� 

���主人长者甚
· 

大
· 

欢喜 ∀ �康孟祥共竺大力译 

5修行本起经卷上 # 现变品6� 

���于是便可之 �欢喜受花去 �意甚
· 

大
· 

悦 ∀ �同 

上� 

在东汉译经中/ 甚大0既可以修饰性质形容词 � 

如例��� ∗ ��� � 也可以修饰心理状态动词�兼属形容 

词� � 如例��� ∗ ���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译经中/ 甚 

大0的这两种用法更为多见 � 例如 � 

���父闻二子 � 相责如是 � 甚
· 

大
· 

怪之 ∀ �晋法炬共 

法立译5法句譬喻经明哲品6� 

���梵志师徒闻佛说偈 �欣然意解 �甚
· 

大
· 

欢喜 ∀ 

�同上 � 5吉祥品6� 

����比丘白曰 �/ 唯然世尊 �我彼弟子 �甚
· 

大
· 

良 

谨 ∀ 0�晋竺法护5生经卷第三 # 佛说弟子过命经第二 

十九6� 

����时婆罗门甚
· 

大
· 

忧恼 ∀ �东晋佛陀跋陀罗共 

法显译5摩诃僧祇律卷第四 # 明四波罗夷法之四6� 

����摩利夫人甚
· 

大
· 

聪明 ∀ �东晋瞿昙僧伽提婆 

译5增壹阿含经卷第六 # 利养品第十三� 

����时优波斯那 �闻此法已 �甚
· 

大
· 

欢喜 ∀ �元魏 

慧觉等译5贤愚经卷第四 # 摩诃斯那优婆夷品� 

����其疱转大如瓠 � 身体壮热 �入冷池中 �能令 

池甚
· 

大
· 

沸热 ∀ �元魏吉伽夜昙曜译5杂宝藏经卷第 

三 # 仇伽离谤舍利弗等缘6� 

����我今饥渴 � 甚
· 

大
· 

困厄 ∀ �同上 � 5卷第七 # 罗 

汉祇夜多驱恶龙入海缘6� 

����贤臣夜中呻唤 � 甚
· 

大
· 

苦恼 ∀ �萧齐求那毗地 

译5百喻经卷第一 # 人说王纵暴喻� 

����我沙弥弟子甚
· 

大
· 

贤良 � 未有究竟而中夭没 � 

是故忧悒不能自宽 ∀ �5经律异相卷二十二 # 沙弥早 

夭生天失善师友愤念诣佛得分别圣谛六6� 

����国中生好莲华 �青黄红白甚
· 

大
· 

香洁 ∀ �同 

上 � 5卷三十六 # 香身长者妇为国王所夺十二6� 

����时诸比丘亲里来 �见其命终 �甚
· 

大
· 

悲恼 ∀ 

�同上 � 5卷第二十九 # 明杂诵跋渠法之七6� 

唐代的译经承继了中古译经的传统 �继续使用 

/ 甚大0作状语 � 再举 � 例 � 

����女即白言 � / 甚
· 

大
· 

欢喜 ∀ 0�玄奘译5大般若波 

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九十九6� 

����当知是人 �甚
· 

大
· 

愚痴 ∀ �菩提流志译5大宝 

收稿日期 � ���� �� �� � 修回日期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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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经卷第九十二6� 

����我等心中甚
· 

大
· 

欢喜 � 得未曾有 ∀ �阿地瞿多 

译5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第七6� 

����时诸力士闻佛此言 �甚
· 

大
· 

惊愕 �生希有心 ∀ 

�义净译5瑜伽集要焰口施食起教阿难陀缘由6� 

�����阿难�又闻是语 �甚
· 

大
· 

惊怖 ∀ �不空译5过 

去现在因果经卷第一6� 

二 

大规模的语料调查表明 � / 甚大0作状语在我们 

调查的中古时期的中土文献中极为少见 �与佛经中 

的常见形成很大反差 ∀东汉时期我们只发现了以下 

三个例子 ∀ 

����/ 大乐至矣 �吾甚
· 

大
· 

喜 ∀ 0 �5太平经 # 六罪 

十治诀6� 

����真人曰 �/ 可畏哉 � 可畏哉 � 愚生过问 �是 

甚
· 

大
· 

怖 ∀ 0 �5太平经 # 忍辱象天地至诚与神相应大 

戒6� 

����天所施生 �甚
· 

大
· 

不顺命 �反言自然 �是为逆 

耳 ∀ �5太平经 # 大功益年书出岁月戒6� 

以上三例为什么全部出自道教初期经典的5太 

平经6 ≈� � 对于5太平经6与佛教经典的关系 � 我们知 

之甚少 � 但是5太平经6中确实有佛教词汇 � / 例如5太 

平经6 述教祖老子的神话式传记用了 −本起 . 一 

词0 ≈� ∀ 5太平经6引/ 本起0在卷一引5太平经钞6补 

充的部分 �原文是标题 � / 太平金阙帝晨后圣帝君师 

辅历纪岁次平气去来兆候贤圣功行种民定法本起0 ∀ 

不过5中国佛教史6似乎对这个例子并不非常肯定 � 

认为/ 讲佛陀传略的5本起经6的翻译皆在5太平经6 

成书以后0 � 然而从本文发现的/ 甚大0作状语的例子 

来看 � 5太平经6的作者或者后来的扩增者很可能深 

研过佛经 � 以致写作时 / 直接移植0了佛经用语 ∀ 

唐宋时期所见的译经外的例子也不多 �以下是 

仅见的例子 ∀ 

����忽一日 � 王真自外入 � 乃见此少年与赵氏同 

席 � 饮酌欢笑 � 甚
· 
大
· 

惊讶 ∀ �5太平广记 # 王真妻6 � 出 

5潇湘录6� 

����师曰 �/ 闻说长安甚
· 

大
· 

闹 �汝还知也无 � 0 

�5祖堂集卷四 # 药山和尚6� 

����宋王见之 �甚
· 

大
· 

欢 τ �喜� ∀ �5敦煌变文集 

新书 # 韩朋赋6� 

����王闻此语 � 甚
· 
大
· 

嗔怒 � 床头取剑 � 煞臣四五 ∀ 

�同上� 

����父得此语 �甚
· 

大
· 

惊愕 �/ 汝是吾子 �何得弃 

我 ∀ 0�5敦煌变文集新书 # 句道兴本搜神记6� 

以上例句都值得考究 ∀ 例����出自5潇湘录6 � 

从5太平广记6所引5潇湘录6的条目看 � 5潇湘录6是 

一本搜奇猎怪的短篇小说集 �那么它的语言受充满 

了变化故事的佛经语言的影响自不稀奇 ����� ∗ 

����例则引自与佛经有直接关系的文献 � 其/ 直接移 

植0佛经中的语言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 

/ 甚大0作状语在宋代以后的文献中没有发现 ∀ 

综上所述 � / 甚大0作状语是翻译佛经中独特的 

语法现象 ∀ 

三 

佛教自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 �随着时间的推 

移 � 奉佛读经者日众 ∀从这个意义上说 � 佛经的语言 

必然对汉语有所影响 �但是佛经中很常见的/ 甚大0 

作状语的用法为什么一直没有被汉语语法接受 � 本 

文试对此作出解释 ∀ 

虽然/ 甚0在先秦的词性以及它是否是兼类词有 

争议 ≈� � 但是中古时期 � / 甚0已经成为典型的表程度 

的副词 ∀我们对5世说新语6作过统计 �/ 甚0作状语 

表程度已占其用法总数的 �� � �� � � / 大0是汉语中一 

个典型的形容词 � 不过从先秦开始 � / 大0就可以作状 

语 ∀虽然/ 甚0和/ 大0都可以作状语 �但二者所修饰 

的谓词的范围不同 ∀ 以中古佛经5贤愚经6 为例 � 

/ 甚0比/ 大0可修饰的形容词多得多 �而/ 大0可以修 

饰一些及物和不及物动词形成诸如 / 大动0 / 大哭0 

/ 大合兵众0/ 大获珍宝0这样的结构 �又是/ 甚0所不 

具备的 ∀两相比较 �我们将二者可以共同修饰的谓 

词列举如下�少数例子来自其他佛经� ∀ 

∗ � 
形容词 

甚 大 

其父喜曰 � / 甚
· 

善
· 

� 甚
· 

善
· 

∀ 0 夫人答言 � / 王来大
· 

善
· 

∀ 0 

佛法要重 � 持之甚
· 

难
· 

∀ 

佛语迦叶言 �/ 譬如人病 
得良医与药 � 药入腹中不 
行 � 于迦叶意云何 � 是人 
能愈不 � 0 迦叶报言 �/ 大

· 难
· 

∀ 0 ≡ 

∗ � 心理 
状态动词 

王甚
· 

欣
· 

庆
· 

� 睹之无厌 ∀ 时光明王见此象已 � 心大
· 欣

· 
悦
· 

∀ 

夫人食已 �病得除愈 �王 
甚
· 

欢
· 

喜
· 

� 大与赏赐 ∀ 
说是偈已 �王大

· 
欢
· 

喜
· 

�心 
无悔恨大如毛发 ∀ 

梵志遂怒 �即取儿杀 �以 
酥熬煎 �逼我使食 �我甚

· 愁
· 

恼
· 

� 不忍食之 ∀ 

象师叩头 � 白王 � / 愿王莫
· 大

· 
忧
· 

苦
· 

∀ 0 

王甚
· 

忧
· 

愁
· 

� 惧绝国嗣 ∀ 
王便祷祠诸天日月山海 
树神 �经年历纪 �不获子 
息 � 王大

· 
愁
· 

忧
· 

∀ 

众债逼我 �我甚
· 

惶
· 

怖
· 

�跳 
墙逃走 ∀ 

魔大
· 

惶
· 

怖
· 

� 心中不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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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 � 表中分布与/ 甚0相同的/ 大0完全可以 

当作副词 �语义上也与/ 甚0基本对等 �均表示程度 ∀ 

把我们的比较结果与/ 甚大0作状语相对照 �可以看 

出/ 甚大0所能修饰的谓词大多既可以被/ 大0修饰 � 

也可以被/ 甚0修饰 � 那么 � 如果对/ 甚大0作状语进行 

句法分析 � 可能的分析方法有如下三种 ∀ 

���/ 甚0与/ 大0同义连用 � 与中古时期常见的同 

义连用/ 皆悉0/ 都皆0类似 ∀但是/ 皆悉0/ 都皆0不同 

于/ 甚大0 �它们可以有/ 悉皆0 / 皆都0的变换形式 � 

/ 甚大0则不能变换成/ 大甚0 ∀另外/ 甚大0自古以来 

连用作定语和谓语时/ 甚0一直都修饰/ 大0 �这种语 

言使用中的惯性也抵制把/ 甚大0 作同义连用的分 

析 ∀因此 � / 甚大0不太可能是同义连用 ∀ 

���/ 大0先修饰谓词形成/ 大 ÷ ÷ 0 �而译者认为 

/ 大0不足以表达程度深 �再用/ 甚0去修饰/ 大 ÷ ÷ 0 ∀ 

这样的分析受到两重抵制 �一是从东汉后期的译经 

开始 � 四字格就逐渐成为佛经语句的主要形式 � 对四 

字格最自然的理解是/ 二二0节拍 �先/ 一二0再/ 一 

三0的理解节拍�即作/ 甚⇐ 大⇐ ⇐÷ ÷ 0理解�很难让人 

接受 � / 甚大0能够修饰一些/ 大0所不能修饰的形容 

词 � 如/ 甚大香 0/ 甚大聪明0 � 这也说明佛经翻译者 

也并非把/ 甚大 ÷ ÷ 0作/ 甚⇐ 大⇐ ⇐÷ ÷ 0理解 ∀ 第二个 

抵制同 � 中的分析一样 �是来自/ 甚大0自古以来一 

直作谓语和定语的惯性的抵制 �它抗拒/ 甚0和/ 大0 

之间的语义停顿 ∀ 

���/ 甚0先修饰 / 大0 �/ 甚大0再修饰后面的谓 

词 ∀这样分析的问题是/ 大0在这儿本身是个副词 � 

而且与/ 甚0基本同义 �同义副词互相修饰不仅汉语 

中没有 � 英语中我们也看不到 ∀ 

以上的分析显示 �/ 甚大0作状语与汉语固有的 

语法规则乃至一般的语言规则相抵触 �因而没有被 

汉语吸收 ∀ 它很可能是初期译经者不理解汉语而 

/ 硬译0的结果 �这一/ 硬译0的结果却被后来的译经 

者接受 � 成为翻译佛经的特色用语 ∀因此 � 它使用得 

再频繁 �也只能局限于译经当中 �除了少数/ 直接移 

植0的例子外 � 没有真正融入汉语 ∀ 

注释 � 

≠ 先秦时期我们只发现一个疑似的例子 � 出自5荀子 # 礼论6 � / 故人 

之欢欣和合之时 � 则夫忠臣孝子亦 诡而有所至矣 ∀ 彼其所至者 � 甚 

大动也 � 案屈然已 � 则其于志意之情者惆然不 � 其于礼节者阙然不 

具 ∀ 0当然既便是承认这一个例子是/ 甚大0作状语也不影响我们的结 

论 ∀ 

≡ 此例出自东汉支娄迦谶译5佛说遗日摩尼宝经6 ∀ 

≈ 此例出自东汉康孟祥共竺大力译5修行本起经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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