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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
”

： 从印度到中国


类 文体 的 变迁

范晶 晶

摘要
： 在 印度佛教中

，

随着典籍数量 的增 加
，

根据经典在形式 与 内容上的 不 同
，
逐渐产

生 了
“

九分教
”

与
“

十二分教
”

的文献分类方 法 。

“

十二 分教
”

中所 包括 的
“

因缘
”

与
“

譬

喻
”

类 文献
，
不 仅对 中 国佛教 ，

也对 中 国 文学 产 生 了 深远 的 影响 。 在形 式上
，

这类 文体

为后世的 变 文 、话本 、
宝卷

、
弹词

，
甚至小说

，
提供 了 整体结 构框架上 的借鉴

；
在 内容上

，

其三世因 果的 思想被许 多通俗文 学作品全盘接受
，

甚 至成 了 作品 的 主 旨 所在 。 本 文便

致 力 于梳理
“

缘
”

这样一条从印度到 中 国 的 文体 、
思想流变之路 。

关键词 ：
因缘

；
譬喻

；
变 文

；

话本
；
弹词

；

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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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汉语大词典》 中的

“

缘起
”

《汉语大词典》的
“

缘
”

字下收有
“

缘起
”

词条
，
其义项主要有

：

“
一

、佛教语 。 谓
一

切有为法 ， 皆待缘而起 。 《维摩经 ？ 佛国 品 》 ：

‘

深

人缘起
，
断诸邪见。

’”

（
罗竹风 ９

：
９５８ ） 翻阅 《维摩经 》梵语原文 ，

“

缘起
”

对

应的是 ｐｒａｔｉｔｙａ（ 大正大学综合佛教研究所梵语佛典研究会 ６
） ：

词根为动

词 ｉ

，
意为行走

；
加动词前缀 ｐｒａｔｉ

，
表方 向相对 （

Ｈｅｉｍａｎｎ７
，
５０ ） ；

变成名词形

？
２６ ？



范 晶晶
“

缘
”

：
从印度到中 国

式后即 ｐ
ｒａｆｉｔｙａ ，

意指
一切事物的相互联系 ，

一般被译为
“

缘
”

。 其实 ，严格

说来
，
这里的

“

缘起
”

所对应的 ， 应该是梵语 中的 ｐｒａ ｔｌｔｙａ
－

ｓａｍｕ ｔｐａｄａ（ 巴 利

语为 ｐ
ａ ｔｉｃｃａ － ｓａｍｕｐｐ

Ｍａ
） ，

ｓａｍｕｔｐｆ ｉ
ｄａ 才含有

“

生起
”

之意 。 该术语 即佛教

的基本＾义之
一

“

十二缘起
”

，
常见的译法是 ：

“

无 明缘行 ，行缘识 ，
识缘名

色
，
名色缘六人

，
六人缘触

，
触缘受

，
受缘爱

，
爱缘取

，
取缘有

，
有缘生

，
生缘

老病死忧悲苦恼
”

（ 《大正藏》第 ４ 册 ２０ １ 号
，
第 ２５ ８ 页下栏第 ２４ 

－

２７ 列 ） ，

意即由无知才生起了后面的
一

系列现象 。

“

二
、

一种叙述故事始末缘由 的俗文体 。 《敦煌变文集 》收有 《丑女缘

起》 、 《 目连缘起》 。

”

（
罗竹风 ９ ：

９５ ８ ） 该义项牵涉到 文体 ， 下文便要详细讨

论
“

缘
”

这
一

文体从印度到中 国的来龙去脉 ，并不仅限于敦煌变文
，
其影响

遍及后世的话本 、弹词 、宝卷 ，甚至小说。

？

―

、 十二分教中的
“

因缘
”

与
“

譬喻
”

在佛教的发展过程中 ， 典籍的数量逐渐增加 、内容 日益繁复
，
于是产生

了分类的需要 。 根据内容与形式的差异 ，
先后有

“

九分教
”

与
“

十二分教
”

的分类法 。 大众部与传人今斯里兰卡 的上座部
，
采取初期 的

“

九分教
”

的

说法
，

即将佛经分为九类 。

？ 之后
，
化地部 、说一切有部与大众部的末派分

支 ，在九分教之外 ，另加
“

因缘
”

、

“

譬喻
”

与
“

论议
”

三类 ，便形成了
“

十二分

教
”

的分类法 （ 释印顺 ３９９
－

４０４） 。 其中的
“

因缘
”

与
“

譬喻
”

，被广泛运用于

针对一般大众的说法
，
在民间极为流行 。

所谓
“

因缘
”

，梵语与巴利语均为 ｎｉｄＳｎａ
，其基本含义是绳索 、原因 。 首

先要说明的是 ，佛教的专业术语
“

十二缘起
”

有时也称
“

十二因缘
”

，

“

因缘
”

对应的便是 ｎｉｄａｎａ 。 巴利语 《长部 》第十 五部经题为
“

ＭａＭｎｉｄｄｎａｓｕｔｔａ
”

（ 《大缘经》 ） ，
阐释的就是十二因缘的 内容 。 但这里的

“

因缘
”

与作为文献

分类的
“

因缘
”

截然不同 。 起初 ，

“

因缘
”

这
一

类别主要见于律部的典籍
，
讲

述佛陀定下各种戒律的原因 。 例如 ，
善财子最初犯戒 ， 由此才开始为僧团

① 对于敦煌变文中因缘 、缘起类文献的考察 ， 关于中 国古代小说与佛教关系 的分析 ，
前辈学

者们 已有许多精 当的论述 。 笔者的研究深受前贤启发 ，

一些结论也是建立在其研究成果 的基础

上 。 限于篇幅 ，
无法展开对研究史的勾勒 。 本文则试图将关注的时段拉长 ：

上溯
“

因缘
”

“

缘起
”

在

佛典中 的前身 ，即
“

譬喻
” “

因缘
”

类经典 的产生与发 展 ， 往下则讨论弹词 、小说题 目 中
“

缘
”

这一字

眼的体裁标示作用 ，努力清理这
一文体从印度到中 国传播演变的大致脉络 。

② 九分教包括修多罗 （经 ） 、衹夜 （
重颂 ） 、

授记 、伽陀 （ 偈颂 ） 、优陀那 （ 自说 ） 、如是语 、本生 、

方广 与未曾有 。

？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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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立各种规矩戒律 。 后来 ，

“

因缘
”

也发展到经部文献
，
指 出

“

说经的特有

事缘 。 尤其是流传中来源不明的部分 ，叙说其宣说的事缘 ，
以证明为佛说

”

（释印顺 ４８２
） 。

不过 ，
其实在佛典文献中

，

ｎ ｉｄ５ｎａ
—般表示佛经的开头部分 。 在巴利

语佛典 《本生》 的开篇 ，
便有

“

ｎｉｄ＆ｍｋａｔｈａ
”

（ 因缘故事 ） ， 相 当于序言的性

质 ，叙述燃灯佛时代释迦牟尼被授记将来成佛 ，
及至给孤独长者敬献竹林

精舍 。 另外
，
在 《佛说无垢称经》 、 《妙法莲华经》与《方广大庄严经 》的梵语

源本中 ，
开头第一品都题为

“

序 品
”

（ ｎｉｄａｎａ
－

ｐａｒｉｖａｒｔａ） ， 交代佛陀讲述此部

经典的情由
，

“

序
”

就翻译为 ｎｉｄｄｎａ 。

“

譬喻
”

，梵语为 ａｖａｄＳｎａ
，
巴利语为 ａｐａ

ｄＳｎａ。 关于其本义有不同的说

法 ，
比较可靠的

一

种是说来 自 动词词根 ｄｏ
，

“

收割
”

，
引 申 为行为 的果报 。

后来指贤圣的光辉事迹 ，
逐渐泛化为表示

一

般人的普通事迹 ， 最后成了佛

教经典中 的
一

个类名 。

现存最早的譬喻经典
，
大概要数上个世纪末在犍陀罗地区发现的 、抄

写于公元 １ 世纪左右的
一

批犍陀罗语写本 。 这些故事 的题 目
一

般都很标

准 ：人物 

＋ ａｖａｄＣ ｉ
ｎａ

或ｐ
ｒｏｖａｙｏｇ

ｅ
（ 相 当于梵语ｐｆｉｒｖａｙ ｏｇａ 、 巴 利语ｐ

ｕｂｂａｙ
－

ｏｇ
ａ
） ，

８卩

“

某人的譬喻
”

或
“

某人的前生
”

。

一般被抄录在写卷的正面下方

或反面 ，表明其次等文献的地位 。 其中 ，
ａｖ ａｄ＆ ｉａ 主要讲述现世的业绩 ，

而

ｐｒｏｖａｙｏｇｅ 则讲前生的故事 （
Ｌｅｎｚ ＆Ｇ ｌａｓｓ １ ５７

－

１ ６５
） 。 此夕卜

，
在这批犍陀罗

语文献中
，

还有一种题为
“

阿耨达池颂
”

（
ａｎａｖａｔａｐｔａｇｄｔｈｆｉ

） ， 内容是佛陀与

弟子在喜马拉雅 山 的阿耨达池边讲述各 自 的经历 。 虽然经题 中未 出 现

ａｖａｄＳｎａ 
—词

，但在根本说
一

切有部律的对应文本里 ，有的故事就题为
“

业

缘
”

（

ｋａｒｍａｐ
ｌｏｔｉ

） 

？
。 故事的典型结构如下 ：

前生故事
，
相应的业报 ，

现世故

事 。 其中
，

还有一些故事可在巴利语的譬喻经典《譬喻 》 （却 中找到

对应的平行文本 。

巴利语中归属于上座部的譬喻类文献 《譬喻 》 ，
形式为偈颂体

，
是佛陀

与弟子 、杰出的 比丘 、 比丘尼讲述 自 己前生故事的传记作品 。 结构一般如

下 ：第
一人称 自述前生故事 ，

介绍其果报与今世的现状 ；
第三人称交代故事

已经讲述完毕 。 具体说来 ，
主体部分由主人公采用第一人称的 口 吻展开叙

事 ，叙述 自 己前生所作的供养 ，
以及由这种供养在接下来的轮回转世中 所

得的果报
，
故而又可称为 自传 。 其中

，
重点在于过去世的修行及其果报

，
现

世状况所起的作用只是
一

个辅助证明 、点缀而已 。

关于巴利语佛典 《譬喻 》所反映的佛教思想的发展 ，
尤其是三世因果

①
ｐ

ｌｏｔ ｉ
， 意为丝线 、

联 系 ，译为
“

业缘牵 缠
”

可 以说是形义兼备 。

？
２８ ？



范晶晶
“

缘
”

：
从印度到中 国

的思想 ，
沃特斯 （

Ｗ ａ
ｌ ｔｅｒｓ ） 指出 ： 《行藏》 （ ＣａＷ）却 ） 是最早的在三世层

面叙述佛陀事迹的
一

部完整佛传 ，包括 了释迦牟尼在成佛前无数世的修

行 。 这一广阔的视野只有在后阿育王时代才能得以实现。 此前 ，佛传与圣

徒行传只叙述现世这
一个时间维度

，
其典型模式是

：
弃世出家 、宗教修行 、

证得涅槃 。 在阿育王时代 ，疆域的扩大也开阔 了佛教徒的视野
，

而在家俗

众数量的激增 ，则提出 了这样一个问题 ： 由于种种原因 ，
他们不愿或不能

出家 ，那么要从何得救呢 ？ 为了 将这
一

部分人也纳人信徒的行列
，
僧人

们就创造出 了释迦牟尼前世的各种事迹 。 那时 ，他或者是婆罗 门 、 国王 、

商人 ，甚至是动物 ，
但世世发心修行 ，最终得以成佛 。 这就为普通人树立

了信心与榜样。 到了 《佛陀世系 》 （
ＳＭ办

，
则进

一

步将为成佛而

作 的修行具体化到对佛教徒 的供养 与对佛陀 的礼拜致敬 。 发展到 《譬

喻》 ， 内容更是包罗万象 ，
各种 职业 、种姓 、年龄 、性别 的人

，
包括动物 、 天

神 、魔鬼等 ，
都可 以通过各式各样的修行得到救赎

；
其核心思想则是 ： 即

使些微的供养 ， 即使经过 了无数劫 ，
依然会收获好的果报 （

Ｗａ ｌ ｔｅｒｓ１ ６０
－

１ ９２ ）〇

现存的梵本譬喻 （
ａｖａｄＳｎａ

）类佛典大多已经残缺不全 ，
保存最完整 、时

代又相对较早的大概要数 Ａｍｄ如ｄ ａｔｏｆａｚ
，
汉译为 《撰集百缘经 》 。 这是譬

喻发展到成熟形态后的代表性作品 体现了譬喻类经典的典型特征 。 费

（
Ｆｅｅｒ ）将 从梵语译为法语

，
在其法译本的绪论部分对譬喻

经典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介绍 。 他对譬喻文体的定义是 ：将现世命运与前世

所做的事件 （

“

业
”

）
生动地联系在

一

起的训示 ；
现世被认为是前世的结果。

因此
，
所有的譬喻基本上都 由两个故事构成 ：

现世的事件 、造成现世事件的

前世因缘 。 此夕卜
，
譬喻与十二分教中的本生 （ ｊ

ｆｉ ｔａｋａ
）与授记 （

ｖｙａ
ｋａｒａｐ ａ

）
也

有联系 ：本生 ， 主人公为佛陀的譬喻故事便成 了本生 ；
授记

，
将前世因缘替

换为来世果报 ，
亦即指 出今世造业与来世果报之间的联系 ，这类譬喻故事

即成为授记 。 因此 ，广义的
“

譬喻
”

定义如下 ：
譬喻就是使用事例证明因果

联系的教法 （ ｉｎｓ 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ＦｅｅｒＩＶ

－ＸＸＸＶｉｎ
） 。 直到今天

，
这些结论依然是

有效的 。

① ＤｅｍｏｔｏＨａｈｎ 将梵文 的形成时 间断在公元 ４ 世纪左右 ， 在此后 的几百年

中
，

一

直到 ７ 世纪
， 才经 由根本说

一切有部的僧人之手 ，
文本最终得以定型 （ Ｄｅｍｏｔｏ

２０７
－

２４４ ） 。 她

给出的这
一文本发展的时间段应该说是 比较客观可靠的 。

？２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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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汉译佛典中的

“

因缘
”

与
“

譬喻
”

在汉译佛典中
，
年代较早 、 以

“

譬喻
”

命名 的故事汇编 主要有 以下几

部 ：

①

安世高译《五阴譬喻经 》 ，将
“

色
”

比作沫聚 、

“

痛
”

比作水泡 、

“

想
”

比作

热时炎 、

“

行
”

比作芭蕉 、

“

识
”

比作幻 （ 《大正藏 》第 ２ 册 １０５号第 ５０ １ 页中

栏第 １ ８
－２０ 列 ） 。 这是在修辞学的打比方的意义上运用

“

譬喻
”

这一名 目
，

对应的是梵语中的 ｕｐａｍｄ 、
ａｕｐａｍｙａ 、

ｓａｄ０ａ等词汇。

题支谶译《杂譬喻经 》 比较杂乱无章
，
有 的故事仅有情节

，
有的在开头

或结尾点题 。 其中有些是为了说明佛经经文 而创作 的 。 如第 ９ 个故事 ：

“

故言
：

‘

大道
，

三界之良 田也 。

’

何 以 明之 ？ 昔 ［

… …

］

”

（ 《 大正藏》
第 ４ 册

２０４ 号第 ５０ １ 页上栏第 ５
－

６列 ）这是
“

例证
”

意义上的
“

譬喻
”

，对应的梵语

是 ｄｒｓｔｆｉｎｔａ 。 值得注意的是 ，在所有 １ ２ 个故事 中 ，
只有阿育王故事提到了

布施 福报
，
勉强可算与三世因果业报有关。

题康僧会译 《 旧杂譬喻经 》
已有相当

一

部分故事与三世因缘果报有

关 。 此外还掺入了一些本生故事 。 如萨薄故事的结尾交代 ：

“

时萨薄者 ，我

身是 。 菩萨行尸波罗蜜 ，
所度如是

”

（ 《大正藏 》第 ４ 册 ２ ０６ 号第 ５ １ １ 页上栏

第 ２
－

３ 列 ） 。 这是本生故事的典型格式 。

题后汉失译《杂譬喻经 》 中 的故事也比较混杂 ，
其 中 的譬喻主要可分

两类 ：

一

是取修辞学意义上的 比喻 ，
二是 以 因缘果报思想为 中 心的譬喻

故事 。

法炬与法立共译的 《法句譬喻经 》 ，
实际上是交代 《法句经》 中偈颂的

宣说背景 ，
即佛陀在何种场合 、为何人说这首偈颂 。 严格说来 ，这部经典更

像是
“

因缘
”

，
而非

“

譬喻
”

。

题道略集《杂譬喻经 》也呈现混杂多样的形式 。 其中既有讲前世因缘

果报的故事 ，
也有菩萨的本生

、
制戒 因缘等 内容 ，

还有
一

批类似于寓言 ， 即

借用民间故事的形式来说明道理 。

题鸠摩罗什译《众经撰杂譬喻》 中的故事有些与题道略集 《杂譬喻经 》

① 根据丁敏 的研究 ，
有几部譬喻经典的译者与译出 年代都值得进一步的推究 。 她结合经 录

的记载和经文本身 的内容
，
作 出如下的判断 ：

题支谶译《杂替喻经》
与题康僧会译《 旧杂譬喻经 》均

为与支谦同时或稍后的作品 ，
题后汉失译 《杂譬喻经 》则应该是西晋时代的作品 。

题道略集 《杂譬

喻经》与题鸠摩罗什译 《众经撰杂譬喻 》都不能确定是否为罗什 的译作 ， 但译 出年 代应 与罗什相

近
。
既然 《 出三藏记集》 中有罗什曾译譬喻经的记录

，

那么这两种可能是罗什译本在传抄过程中形

成的两个不同的本子 （
丁敏 ２７５

－

３８８
）

。

？

３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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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合 。 从形式和内容上看
，
这个集子都更像是指导 口头宣讲的本子

，
由

故事得出 的教诫也有很大的灵活性 ，有些 内容甚至带有相 当 的本土色彩 。

讲述因缘果报的内容并不多 ，
而劝人持戒布施 、宣说无常之理的 内容却 占

了很大
一

部分 。

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 中有言 ：

“

譬喻有二种 ：

一

者假 以为喻 ，

一

者实

事为喻
”

（ 《大正藏 》第 ２５ 册 １ ５０９ 号第 ３２０ 页 中栏第 ９
－

１ ０ 列 ） 。

“

假以 为

喻
”

很可能是指以寓言的形式来说明道理 ，如蛇头尾共浄喻 、捕鸟师喻等 。

“

实事为喻
”

则指以前世因缘果报的事迹来说明教义 ：在佛教徒看来 ，这些

事情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

永明十年 （
４９２ ） ，求那昆地译出 《百喻经 》 。 所谓

“

百喻
”

， 更像是
一百

个寓言故事 。 关于这部经典 ， 《高僧传》 中有简要 的介绍 ：

“

初 ，僧伽斯于天

竺国抄修多罗藏中要切譬喻 ，撰为一部 。 凡有百事 ，教授新学
”

（ 《大正藏》

第 ５０ 册 ２０５９ 号第 ３４５ 页上栏第 ２９ 列
－

中栏第 ２ 列 ）
。

综上所述 ，
直到公元 ５ 世纪

，
汉译譬喻类佛典中依然 尚未出现如后世

的 《撰集百缘经》那样标准 、典型的譬喻故事集
，
其内容与形式都呈现出混

杂的样态
，
说明这时的譬喻文体尚处在摸索尝试阶段 。 译作的样貌在

一定

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原作的发展状态 。 由于譬喻类经典的早期梵本存留较

少
，
目前只在中亚地区发现过

一

些写本残片
，
故而大量的汉译反而有助于

补充说明 ３ 至 ５ 世纪时譬喻经典发展的情况。

汉译《撰集百缘经》是对后世中 国文化影响最大的譬喻类经典之
一

虽然题为支谦译
，
但学者们已从经录 、语言等各方面对其进行了证伪 。 基

本上可以断定 ： 《百缘经》 的译出时间应该在 ５ １ ８ 至 ５５ ９ 年之间 。
② 该经对

应的梵本是 ｚｌｖａｒｆｔｉ／ｉａｉａｔｅｆａｚ 。 这里便出现了矛盾 ：
ａｖａｄｆｉｎａ 所对应的

一

般是

汉语中的
“

譬喻
”

，
此处却译成 了

“

因缘
”

（
ｎｉｄｄｎａ

）
之

“

缘
”

，是否只是为 了避

免与稍早译出的《百喻经》重名呢
，

还是有其他缘由 ？

对于汉译佛典中
“

譬喻
”

与
“

因缘
”

的混用
，
印顺法师有如下论述 ：本

来
，
在律部中

，
凡述及佛陀或弟子 的事迹 ，

基本上都是说明制戒因缘
，
但后

① 此外 ， 《贤愚经 》与 《杂宝藏经 》两种 ，
尽管经题 中未 出现

“

譬喻
”

字样 ，但也是 六朝 时期 非

常流行的譬喻故事集 。

② 《撰集百缘经》最早著录于 隋代法经等人编撰的 《众经 目 录 》 ，系于 支谦名 下 ，
题为 ７ 卷 。

直到唐代静泰的《众经 目 录 》 ， 卷数才变更为 １ ０ 卷 ，
与现在 《大正藏》中的卷数 相同 。 然而 ，

此经不

见于僧祐的 《 出三藏记集 》 ，而且从语言 风格来看也不太可能出 自三国时代支谦之手 。 若以这两种

经录的成书时间来进行断代 ，
则 《撰集百缘经》的翻译约略在公元 ５ １ ８ 至 ５９３ 年之间 。 而北齐天保

年间 （ ５ ５０
－

５５９ ） 编撰 的佛教类书 《金藏论 》
征引 了 《

撰集百缘经》中 的故事 ， 故而其成书下 限可以进
一步精确至 ５５９ 年

。

？３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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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些事迹被泛化、

一

般化之后 ，传说的意义增强 ，

“

因缘
”

便转化成
“

譬

喻
”

；
而在经部 的譬喻 （ 贤圣事迹 ） 之中 ， 随着宿生业报成为宣说的主 旨 ，

“

譬喻
”

就成了
“

因缘
”

，
不过这里的因缘是指业报因缘 ，

而非制戒因缘 。 于

是 ，譬喻与因缘就夹杂难分了 （ 释印顺 ４９６
－

４９７ ） 。 这
一发展脉络

，
单从梵

语佛典原文来看 ，
是不甚清晰的 ， 主要就在于其文献资料的残缺不全

；
而一

旦将汉译佛典同时纳入考察的视野
，

二者互为补充
，
就能对

“

因缘
”

与
“

譬

喻
”

这两类体裁的发展有更全面深人的认识。

三
、

“

因缘
” “

譬喻
”

的发展与业报思想

在佛典中 ，
因缘 、譬喻从讲述制戒因缘 、贤圣事迹 的次等文献 ，

发展到

容纳各种民 间故事 、蔚为大观的文学王 国 ，关键性的发展便是引进三世因

果的思想 。 在这一核心思想的框架之下 ，
可将许多流行的 民间故事串联编

排起来 。

业 ，
ｋａｒｍａｎ

，动词词根为 ｌｑ ，
本义是

“

做
”

，
在

“

吠陀
”

文献中主要指祭

祀 。 发展到《广林奥义书 》后 ，业才与 因果律 、道德伦理与轮回观念联系在
一

起 ，

？从吠陀 中追求祭祀升天 、强调现世至上的观念
，
发展到关注于轮回

业报 。 这
一思想的转变过程非常复杂 ，但根据有些学者的研究

，
大概与非

雅利安的土著文化传统有关 （
Ｚｉｍｍｅｒ２５２ 

－

２６２
）

。 此后
， 轮回业报的思想

在六派哲学 、佛教 、耆那教 ，
以及一些通俗文学 、法律或医学的典籍中都有

所体现 。

？

在佛教思想的发展史上 ，
业报观念也经历了逐渐完善的过程 。 最初

，

① 《广林奥义书》
４

，

４ ． ５
－

４
，
４ ．６

：

“

随人所作 ， 随人所行 ， 他便成 为这般 。 做善事 ， 为善人。 做

恶事
，
为恶人。 以功德业为功德人 ，

以罪业为罪人 。 因此
，
人们说 ：

‘人就是 由意志所构成 。

’

他那样

想
，

就会那样做 。 他那样做 ，就会有那样的业 。 有 了那样的业 ，就会产生结果 。 有诗为证 ：

‘

心意之

所向
，业行即随之 。 此处所作业

，
将得其结果 。 离 开此世业 ，

又将去彼世 。

’

此即有欲者 。 至于无欲

者
，

‘

无欲者 、离欲者 、知 足者 、 自 足者 ，其气不绝 。 他 即梵
，
他到达了梵 。

’
”

徐梵澄将 《广林奥义书》

译作《大林间奥义书 》 ，他 的译文见其《五十奥义书 》 （ 修订本 ，

６１２
－

６ １３ ） 。

② 耆那教认为人体内充溢着生命单子 ，
本身像透明 的钻石 。 当它受到带有 ６ 种 颜色的业的

感染 ，
便会相应地产生各种颜色 。

业的 ６ 种颜色
，从浅到深依次是

：
白 、黄 、红 、灰 、青 、黑 。 耆那教

的 １２ 部文献总集中 ，第 １ １ 部 《业报传闻》 （ 即专门以业报为主题 ，其中 １０ 个故事说明

恶行得苦报 ，
１ ０ 个故事说明善行得乐报 。 在印度 民间故事集 《益世嘉言》 （ 中也反复出

现
“

业
”

这一关键词 ，例 如经常被引用的
一颂 １ ．４０． ３

： 

“

无论为何种原因 、何人 、 以何种方式 、何时 、
到

何种程度 、在何处做的何种净业或不净业 ，都会因此种原因 、此人 、 以此种方式 、此时 、
到此种程度 、

在此地接受命运 的制裁
”

。

？
３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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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认为造成轮回 的原因是无明等十二因缘 。 到了后来
，
俗家信徒的数量

激增 ，大乘思想开始萌芽 ，才产生了突出因果报应主题的
一

类教法 ，
主要是

为了适应当 时俗众对于解脱得救的要求 。 发展到部派佛教之后 ，
有关

“

业
”

的论述开始多了起来 。
① 这时

，
譬喻 （

ａｖａｄ＆ｉａ
） 讲述的 内容 已经 由 贤

圣事迹泛化为一般人的事迹
，
其核心思想也变成了三世因果报应 。 值得注

意的是
，
在 的早期形态中 ，

也就是体现为汉译《撰集百缘经》

的那
一

部分内容 ，对业报思想 的强调似乎还不是那么突 出 。 例如 ，在流传

到今天的尼泊尔系梵本 《百缘经 》 中 ，

１ ００ 个故事有 ５５ 个包含如下偈颂 ：

“

即使经过百亿劫 ，
所作之业不消亡

；
时机到达和合时

，
自 身便会受果报

”

。

而这首偈颂在更早的汉译《百缘经》 中只 出现了３ 次 。

② 可见
， 随着时间的

推移 ，
即使是在同

一部经文中
，
业报思想也是越来越得到突出和强调 。

宣扬三世因果 ，
从而达到劝人行善 、诫人行恶的教化 目 的 ，

显然是针对

普通大众的说法 。
王邦维先生曾指出 ：公元前后 ，佛教的一大趋势是

“
一些

佛教学者
，
为了使佛教被更多 的民众接受 ，

在传教的方法和形式上 ，
越来越

多地运用所谓的譬喻来制作经典
”

，
即

“

譬喻师
”

（
６ ） 。 早期的譬喻师 ，

梵语

为 ｄＯｒ
ｇ
ａｎｔｉｋａ

，
意为以例证 （包括因缘 、譬喻故事 ）行教化者 。 发展到后期

，

便专 门ｋａｖａｄ ｆｉｎａ 衍生 出 了ａｖａｄｆｉｎｉｋａ 或 ａｖａｄａｎ＆ｔｈｏｋａｖｉｄａ 这样的专名 。

前者的构词方式是 ａｖａｄｄｎａ加上作者词缀 ｋａ
， 直译为譬喻者 ；后者的构词

方式是 ａｖａｄｆｉｎａ 加 上 ａｒｔｈａ 。 ａｒｔｈａ 有三个基本义项
： 目标 、 事物与意义 ，

ｋｏｖｉｄａ 也 是 一 个 常 见 的 词 缀
，
意 为

“

精 通
”

。 《 如 意 树 譬 喻 鬉 》

（ 对
“

譬喻师
”

有如下描述 ：

“‘

遵循正法 ，就会得到

幸福
；
犯下罪愆 ，就会遭受不幸 。 杂行二者 ，就会苦乐参半 。

’

譬喻师们这样

说道 。

” ？这与 中反复出 现的劝诫人们要修纯白之业 、摒弃

黑业与杂业的说法如出
一辙

：

“

纯黑业获得纯黑果报
，
纯 白业获得纯 白果

报
，
杂业获得杂果报

”

。 从譬喻师的名称发展 ，
也可窥 出譬喻 （

ａｖａｄｄｎａ
 ） 文

体逐渐独立 、业报思想 日 益突 出的过程 。

① 在说
一切有部瞰婆沙师法吉 祥 （

Ｄｈ ａｒｍａ 纟 ｉｆ ）所作 的 《阿峨昙心 》 （ ＡＷｉＷ／
ｉｆｌｍｗＡｒｉ

ｉａ
ｙ
ｆｌ

）里 ，

第三品就专门讼述
“

业
”

这一主题 。 在《大毗婆沙 》中 ，
在世亲的 《阿毗达磨倶舍论》

中
，
萄ｉ花 费 了很

大的篇幅来讨论
“

业
”

。 经量部更是首先提出了业的
“

种子
”

（ Ｍｊ
ａ

）这一概念 ，认为所有的业行都会

留下痕迹 （
ｖａｓａｎａ ，古译

“

熏习
”

） ，在条件合适时便会结出果 实 。
这种思想后来在瑜伽行派 中得到

进一步的发扬与扩充 。 瑜伽行派指出 ：
种子被贮存在阿赖耶识 （ ｍａ

ｙａｖ ｉ

ｊ
ｆｔｄｎａ ）之中 ， 整个外部世界

都是业力的增上果 （
ａｄｈｉ ｐ

ａｔｉ
ｐ
ｈａｌａ ） 。

② 尼泊尔系梵本约定型于 ７ 世纪
，
现存写本抄写于 １ ４至 １

９世纪 。 这
一

偈颂的古代汉译为 ：

“

宿造善恶业 （或作
‘

诸善业
’

）
， 百劫而不朽 。 善业因缘故 ，

今获如是报

（Ｄｄｈａｒｍａｔａｈ ｓｕｋｈｉｎｏｂｈｕｔａｈ
ｐ
ａ
ｐ
ａｔｏｄｕ ｈｋｈａｂｈａｇ ｉｎａｈ／ｍｉｓｒａｔｏｍｉ ｓ ｒａｂｈｕｋｔａｒａ ｉｔ

ｙ
ｕｋｔａｍ

ａｖａｄ５ｎｉｋａｉ ｈ／／ 。 参见 Ｖａｉｄｙ
ａ

，
ｅｄ ．Ｄａｒｂｈａｎ ｇａ ：Ｍｉ ｔｈｉｌａ Ｉｎｓｔｉｔ

ｕ
ｔ
ｅ

，１
９５８ ．２ ７２ 。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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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是针对
一

般大众的说法
，
故而譬喻 、因缘从

一开始便带有口 头宣

讲的性质 。 在犍陀罗语写本的譬喻故事里 ，
其中有一行注解的大意即是 ：这

些故事是在山上准备的 。 而
“

山
”

又可以与另
一

个词汇
“

集会
”

构成复合词 ，

即 山顶集会 ，这
一

复合词 （ ｇ
ｉｒｉａｇｒａ

－

ｓａｍａｙ
ｉ

） 出现在英图藏怯卢文写卷的第 ４

片残片中 。 故而邵瑞祺认为 ：
这些譬喻故事 的抄写可能与山 顶集会有关

（
Ｌｅｎｚ６３

，
９９ ） 。 关于 山顶集会的盛况

， 《大事》 （
ＭｚＭｍｓｆＭ

）
中有详细 的描

述。

① 此外 ，
还有许多材料可以佐证说明 因缘 、譬喻故事的 口头性质 。

②

四 、 变文 、话本 、
宝卷、弹词 、小说中的

“

因缘
”

如上文所述 ，
因缘 、譬喻故事所针对的受众很早就 由僧徒泛化为

一

般

俗家居士
，
采用的传教模式也是以 口头宣讲为主 。 因而

，
甫一传到汉地

，
便

受到僧俗两众的极大欢迎 。 《 高僧传 》僧瑾本传记载宋明帝末年脾气乖

戾 、动辄杀人 ，
周颗

“

乃习读《法句》 《贤愚 》二经。 每见谈说 ，
辄为言先 。 帝

往往惊曰
：
报应真当如此

，
亦宁可不畏

！

因此犯忤之徒屡被全肴
”

（ 《大正

藏》第 ５０ 册 ２０５９ 号第 ３７４ 页上栏第 １
－

３ 列 ） 。 另有《 唱导篇》末尾处叙述

斋讲的情况 ：

至 中 宵疲极
，事资启悟 ，

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 。 或杂序 因缘
，
或傍

引 譬喻 。 其后庐 山释慧远道业 贞 华 ，
风才 秀发 。 每至斋集 ， 辄 自升 高

座 、躬为导首 。 先明 三世 因 果
，却辩一斋大 意 。

后代传受
，
遂成永则 。

（ 《 大正藏 》 第 ５０ 册 ２０５９ 号
，
第 ４ １ ７ 页下栏第 ９

－

１ ３ 列 ）

宣讲三世因果业报 、赞颂斋僧奉佛 的功德 ，
正可谓是因缘 、譬喻故事最

① 根据 Ｊｏｎｅｓ 翻译的 Ｍａ Ａｄｗｗｍ 英译本 ， 在山 顶集会上 ，有 ５００ 宗教 景观 ，
有 ５００ 园林

， 每座

园林中都有几千人 。 这里有数百场表演 ，数百个歌队 ，数百名舞者 、演员 、竞技者 、游 吟诗人 、鼓手 ，

等等 。 据说 ，正是在这场盛会上 ，佛 陀的两大 弟子舍利弗与 目 犍连
，
由现时拥挤的人群悟到百年 后

的空虚与无常 ，更加坚定 了 出家修行的决心 （ Ｊｏｎｅｓ５ ８
－

５ ９ ） 。

② 例如 《
出三藏记集》 中所记载的 《 贤愚经》 的成书过程 。 这部故事集据说是汇集 了几位僧

人在于阗参加般遮于瑟大会时的听讲笔记所得 。 不过 ，文献记载是说山顶集会每年举行一次 ， 而

般遮于瑟大会则是每 ５ 年举行一次 。 但尽管时间间隔不同 ，其集会兼具娱乐性与宗教性 的性质应

该是类似的 。 此外
， 《贤愚经》

的编撰历史也说明了在宣讲这些故事时 ，不仅有俗众参加 ，
僧徒也会

前来听讲。 其中的一些故事与律典有着千丝 万缕 的联系
，
与僧人的修行也密切相关。 关于犍陀罗

地区出土的替喻经典的 口传性质
，

另请参见拙作 《早期 佛教译经与经典的书面化确立 》 ， 《比较文

学 与世界文学 》第八辑 ，陈跃红 、
张辉主编 。

．

３４
．



范晶晶
“

缘
”

： 从印度到 中 国

重要的功能 。

不仅唱导师偏好引用因缘 、譬喻故事来宣讲佛法 ，
六朝时期的佛教类

书也多喜收录譬喻类经典中 的故事 ， 如 《经律异相》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

北齐天保年间 ，邺都僧人道纪感慨当时的佛教徒 以论辩义理为尚 ，
不崇实

行
，
于是采择佛经中 的修行故事

，
编成《金藏论 》 ７ 卷 。 其内容主要是提倡

修建寺塔 、供养幡灯 、制作经像 、遵守戒律等功德之行
，
是针对普通大众的

劝善文本 。 根据荒见泰史的研究 ，
北图所藏敦煌卷子 ８４０７ 号 即 为 《金藏

论 》的残本
，
其中所收 《撰集百缘经 》 中 的故事有

“

功德意扫塔缘
”

等 ７ 个

（荒见泰史 ６０７
－

６ ２４
） 。

与此同 时
，
文人学士也对譬喻故事进行改编加工 ，

或 自行创作奇人异

事来宣扬因果不失的学说。 鲁迅先生在 《 中 国小说史略》 中称六朝 的部分

志怪小说为
“

释氏辅教之书
”

，
其特征在于

“

引 经史以证报应
”

，

“

记经像之

显效
，
明应验之实有

”

（
３２

） ，
与譬喻故事的主 旨相仿 。 当时

，
随着佛教的流

行 ，
因果报应的思想也逐渐深入人心 ，解释力 很强 。 在 《 幽明录》 的刘晨 、

阮肇故事中
，

二人不 明所以地来到 仙女居处
，
被说成是

“

宿福所牵
”

； 后二

人思家 ，
坚决求去 ，仙女感慨是

“

罪牵君
”

，
不得已而放他们 回到人间 （ 刘义

庆 １
－

２
） 。 此处的

“

牵
”

字
，
与上文所述梵语的 ｐ ｌｏｔ ｉ 有异曲 同工之妙 。 在这

种思想氛围之下
，

甚至连史书在解释皇位变迁与朝代更迭时 ，
也采用佛教

的 因果报应之说来进行叙事 。

？

在已经整理出版的敦煌变文中 ，
题名 中带有

“

缘
”

字 的主要有 以下几

种
：
《金刚丑女因缘》 （又题 《丑女缘起》 《丑女金刚缘》 ） 《功德意因缘变》

《悉达太子修道因缘 》 《欢喜 国王缘 》 《 目 连缘起》 《 四兽 因 缘 》等 。 其中 ，

《丑女缘》 《 功德意缘》都出 自 《撰集百缘经》 ， 《欢喜国王缘 》 出 自 《杂宝藏

经 》 。 《悉达太子修道因缘》与 《四兽因缘》则取材 自本生经
，

也可算广义上

的譬喻。 只有《 目连缘起》是敷演 《佛说盂兰盆经》 而成 ，但其中对地狱的

描写可能也借鉴了 《百缘经 》 的饿鬼 因缘 。 由 此可 以推知
：
敦煌变文 中的

“

因缘
”

主要来源于佛经中的譬喻故事 。

《悉达太子修道因缘》末尾有释迦牟尼向父王解释前世业缘 ：

“

来 日世

尊亲 自降临
，
说其宿世因缘

”

（周绍 良 １２６
） 。 在 《欢喜国王缘》 中 ，

有相夫人

生天之后念及 ：

“

我昔何缘 ，
来此宝界 ？ 

”

入定知 晓宿命后 ， 到人间度化欢喜

国王 。 韵文部分也有
“

因缘已感生天上
，
果报还招福 自 随

”

之语 。 欢喜国

王见到有相夫人便询问 ：

“

何缘生瑞相 ？ 愿说此来 因
”

，

“

以何因缘 ，
而来下

界 ？

”

（项楚 １ ６２５
－

１ ６２９ ）
从文 中所使用 的这几处

“

因
” “

缘
”

来看
，

一

方面是

① 如 《北齐书》 的《 孝昭帝论》 、 《梁书》的 《萧景传》等 。

？３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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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其基本义
，
即事件的原因

，
另
一

方面也与
“

果报
”

连用 ， 即 生平所行之

业 。 《 四兽因缘》 的结尾也是佛陀讲述前世业缘 ：

“

彼时鸟者 ， 即我身是
；兔

是舍利 ；
称猴即是大 目乾连 ；

白象即今阿难陁是
”

。 末尾还附有僧统和尚 的

《 四兽恩义颂 》 ，起首序 为 ：

“

为先修行孝因果
，
今感得成佛之缘

，
其由如

是 。

”

（项楚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８ ）可见也是强调善缘因果之作 。

伏俊连先生认为
“

因缘
”

主要表示 内容的属別 （ 即宣传因果报应 ） ，
本

身却不标示体裁 （
１ ０７

－

１４２
） 。 这种说法似乎可以进

一

步商榷 ，
上文 已大致

勾勒了因缘 、譬喻体裁的发展 、融合过程 ，
自始至终 ，

无论因缘还是譬喻 ，都

有 固定的开头 、主体与结尾的格式 ；
尤其是二者合一之后

，
结构更是固化为

今生故事 、前世故事与前世今生的业缘联系 ，甚至其用语都相当模式化 ， 最

典型的例证便是尼泊尔系的梵本 《撰集百缘经 》 。 当然 ， 发展到变文后 ， 这
一体裁的形式特征确实有所削弱 。 很大程度上

，
这些故事被汉化 、本土化 ，

于是其印度外衣换成了汉地的韵散结合 、讲唱并行的形式 ，倒是 内容和核

心主 旨被更好地继承了下来 。
^

在保存了部分宋元明初话本的 《清平山堂话本》 中
，
《 五戒禅师私红莲

记》与《花灯轿莲女成佛记 》比较接近佛典中 的譬喻因缘故事 。 《莲女成佛

记》入话便点明题 旨
：

“

自家今 日 说个女娘子而诵 《莲经》得成正果
”

，
结尾

再次强调
“

善有善报 ，莲女即是无眼婆婆后身 ，子母一 门
，
俱得成其正果 。

作善的俱以成佛
，
奉劝世人 ：看经念佛不亏人

”

（洪榧 １ ０ １
－

１ ０８ ） 。 这显然是

一篇称颂 《妙法莲华经 》的劝世文本 ，
与六朝时期 的应验记 、冥报记相似 。

故事的 内容已经相当本土化了 ，
还加人了禅宗的机锋公案 ，

但两世因缘 的

框架依然与佛典 中的譬喻故事无异 。 《五戒禅师私红莲记 》的故事更为流

行 。 这篇话本讲述的是苏轼的前世今生因缘 ：苏轼的前世是五戒禅师 ，本

是得道高僧 ，
因与女子红莲破戒

，
被师弟明悟禅师窥破后惊羞交加 、坐化而

去 ，转世为苏轼
；
而明悟禅师为了点化师兄 ，

也即 刻追随他坐化 ，转世为佛

印 ；

二人以佛理相交 ，
苏轼成为大罗天仙 ，

而佛印修成至尊古佛 （ 洪榧 ７６
－

８ １
） 。 这则话本乃是揉合了禅师与苏轼的两种故事传统而成。 明代冯梦龙

又在 《喻世明言 》中将此话本扩充为《明悟禅师赶五戒》 。 人话处增加了三

生石的故事
，
讲述的是处士李源与僧人圆泽的三世相交

，更是带有浓厚的

因缘文学的色彩 （
冯梦龙 ３５７

－

３６９
） 。 类似的故事还有 《月 明 和 尚度柳

翠》 ，
都涉及前尘因缘 （

冯梦龙 ３４６
－

３５６ ） 。 元代的讲史话本 《三 国志平

话》 ，
也是全书借用前世今生的业缘果报框架来展开叙述 ：刘邦转世为汉献

帝
，

吕后为伏后 ，韩信为曹操 ，彭越为刘备 ，英布为孙权
，
酬其前世恩怨 。

另一通俗文学形式——宝卷
，
可谓是因缘文学的嫡系后裔。 车锡伦先

生全面地介绍了宝卷的一般形式 ：

＊３６
？



范晶晶
“

缘
”

： 从印度到中国

故事 中的 贤人或 因前世造下某种 冤孽 ，再来人间
；
或是天上的 星

宿 、仙人
，
因违背天条或某种因缘

，
谪降人间 。 贤人们在人间有种种不

如意处
， ［
……

］ 但他们发心 向善 ， ［

… …

］ 或立志修道拜神佛
，
逆 来顺

受 ［

… …

］ 最后 ，
贤人苦尽甘来 ， 得到善果 ［

……

］作恶之人
，
有 的在 贤

人感 召之下改恶 向善 ，也可善终
；
有的 怙恶 不悛

，
则 受严厉惩罚 ，

且殃

及来世 ，
变为 畜 生 。 （

３６
－

３７
）

这种前世因缘 、今生故事 、所获果报的三分框架
，
显然与佛典中 的譬喻

故事若合符契 。 仅是将结尾部分解释业缘报应的部分 ，换成了现世报或来

世报的大团圆式的结局 。 这与 中 国文化的审美趣味与民间信仰的价值倾

向是分不开的 。

在弹词中
，
以

“

缘
”

为题的作品极为常见 。 谭正璧先生在 《弹词叙录 》

里介绍了两百多种弹词
，
约有十分之

一

的篇 目 以
“

某某缘
”

为题 （谭正璧 １
－

８ ） 。 根据
“

缘
”

字的不同含义 ，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 。

一

、

“

缘
”

字直指佛教

的因缘轮回果报之意。 例如
： 《西湖缘 》讲白蛇修成仙身后下凡报答许仙

的前世救命之恩
；
《五女缘》讲五位女子姐妹情深 ，

一

同赴死
，投水合葬后 ，

河中长出五瓣青莲 ，
并有五翠色鸟 ； 《拱璧缘 》讲笙香与花韵的两世姻缘

；

《梦影缘》讲罗浮仙君与十二花神
一起下凡经历轮 回 。 二 、

“

缘
”

字表示缔

结情缘之意 ，往往是以信物为证
，
如 《
一

箭缘 》 《灯 月 缘》 《花鸟缘》 《金鱼

缘》 《锦笺缘 》 《珠塔缘 》等 。 三 、

“

缘
”

字特指男女姻缘 ， 如 《双美缘》 《 四香

缘》 《七美缘》 《十美缘》均是讲数女共事
一夫

，
而 《巧姻缘》 《三笑姻缘》更

是直接以
“

姻缘
”

为题。 四 、广 义的
“

缘
”

字还可表示人生的各种遭际
，
如

《英雄奇缘 》 《
／Ｖ仙缘》 ，

不过这种用例相对较少。 粤剧 中 的 《玉钏缘》又名

《华丽前因 》 ，
显然是 以

“

因
”

与
“

缘
”

相对互补 。

弹词 《珠玉圆》

一

名 《侠女舍身缘》 ，谭正璧先生 引用 《小说闲评》的点

评 ：

“

是书以弹词体演成四十八回 ，
大 旨以劝戒溺女为主 。 起首先叙河南城

隍上奏玉帝 ，
呈明善恶。 玉帝立遣金童 、玉女 、牛郎 、织女 、破败 、扫帚等星 ，

下凡投生
，演出种种善恶果报

”

；
不过 ，

点评者对这种文体表示鄙夷 ：

“

不脱

从前乡愚迷信恶习 。 不意二十世纪新理渐明 时代
，
尚有此种迷信小说发

现
，殊堪怪异

”

（
２４８ ） ，认为这 曲弹词是 乡愚迷信 ，

也算得是把握了作品的

主旨精神 。 弹词讲述因果报应的内容本就脱胎于佛教的俗讲因缘故事 ，带

有很强的宗教性 。 而在
“

科学
”

昌明 的 ２０ 世纪 ，它 自然显得有些
“

迷信
”

迂

腐 。 然而 ，
科学并不是救治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 ，如弹词中所处理的

溺死女婴的问题 。 在科学之光所照射不到的社会阴暗角落 ，
只能诉诸于人

的宗教信仰与伦理追求 。

？３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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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
，
尤值

一

提的是清代最为流行的弹词之
一

《再生缘 》 。 《再生

缘 》第
一

卷便明确点出这部弹词乃是接续 《玉钏缘 》而成。 《玉钏缘 》讲述

宋代谢玉辉
一生的事功与情缘 ，

通篇渗透 了佛教的因缘果报思想 ， 倒数第

二卷陈芳素发愿 ：

“

持斋修个再生缘
”

（ 林玉 １ ６９６ ） 。 这也是弹词 《再生缘》

得名的缘由 。 各人未了 的情缘 ，都在《再生缘》 中
一一

得到抵偿 ，最后才各

归仙班 。 李汝珍所撰长篇小说 《镜花缘 》 ，
也涉及仙子下凡 、尘世历劫之后

再归仙班
，

主体结构依然是三世叙事的框架 。

结语
：

因缘、譬喻文学的思想潜流

陈寅恪先生在 《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 中曾说 ：

至 《灭罪冥报传 》之作 ，
意在显扬 感应 ，

劝 奖流通 。 远托 《
法 句 》

《譬喻经 》
之体裁

，

近启 《太上感应篇 》
之注释 。 本为佛教经典之附庸

，

渐成小说文学之大 国 。 盖中 国 小说 虽 号称富 于长篇 巨 制
，
然
一

察其 内

容结构
，
往往为 数种感应冥报传记杂糅而成 。 若能取此类果报文学详

稽 而广证之
，
或 亦 可 为治 中 国 小说史者之一助欤 ！ （

２９ １
－２９２

）

其见解可谓卓识。 小说中的
“

讲因缘
” “

说因果
”

等元素 ， 由 于篇幅所

限 ，这里无法
一一展开 。 然而 ， 因缘 、譬喻文学对中 国的影响又不仅限于通

俗文学的内容结构方面 。 进一步来说
，
文本的内容结构其实反映了人们在

内心深处如何看待外部世界 、所处社会的结构 。 尤侗为岳端 《扬州梦传

奇》作序 ：

“

盖聚人世酒色财气之业
，
造成生死轮回

，
亦举吾身喜怒哀乐之

缘
，
变出悲欢离合

”

（ 岳端 ９２
－

９ ３
） 。 从这句话来看 ，

“

业
” “

缘
”

显然成 了解

释人生际遇的
一种方式 。 《喻世明言》 中 《 闹阴 司 司马貌断狱 》开篇便点明

题旨 ：

“

世间屈事万千千 ，欲觅长梯 问老天 。 休怪老天公道少 ，
生生世世宿

因缘
”

（冯梦龙 ３７０ ） 。 面对社会的不公 、人世的苦难 ，
因缘说为

“

乐天知

命
”

提供了形象生动 、非常具体的诠释与说明 。

引 用作品 【ＷｏｒｋｓＣｉｔｅｄ 】

荒见泰史 ：

“

敦煌文学与 日本说话文学——新发现北京 本 《众经要集金藏论》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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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亮
曹植《行女哀辞》：
伊上帝之降命，何修短之难哉？
或华发以终年，或怀妊而逢灾。
感前哀之未阕，复新殃之重来。
方朝华而晚敷，比晨露而先晞。
感逝者之不追，情忽忽而失度，
天盖高而无阶，怀此恨其谁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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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１
１ 年 。

［
Ｍｏｎｋ Ｙｉｎｓｈｕｎ ．ＴｈｅＣｏｌ ｌｅｃ ｔｉｏｎｏｆ 

Ｏｒｉ
ｇ

ｉｎａｌ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Ｃａｎｏｎｓ（

ｙｕａｎ ｓｈ ｉｆｏ

 ｊ
ｉａｏｓｈ ｅｎ

ｇ
ｄｉａｎｚｈｉｊ ｉ

ｃｈｅｎ
ｇ）

．Ｂｅ ｉｊ ｉｎ
ｇ ：Ｚｈ ｏｎｇｈｕａＢｏｏｋＣｏｍ

ｐ
ａｎ

ｙ ，
２０ １ １ ．

］

Ｓ
ｐ
ｅ
ｙ
ｅｒ

，Ｊ
． Ｓ ． ｅｄ． Ａ ｖａｄａｎａｓａｔａｋａ ：ＡＣｅｎｔｕｒ

ｙ
ｏｆ 

Ｅｄ ｉｆｙ
ｉｎ
ｇ
Ｔａｌｅｓ Ｂｅ

ｌｏｎ
ｇ

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Ｈｉｎａｙａｎａ

．Ｖｏｌ ．Ｉ

＆ Ｖｏｌ
． ｎ ． Ｓｔ

． Ｐｅｔｅ ｒｓｂｏｕｒ
ｇ ：ＩｍｐｒｉｍｅｒｉｅｄｅＴＡｃａｄｅｍｉ

ｅＩｍｐ
ｅｒｉａｌ

ｅｄｅｓ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ｓ

，１９０６
－

１ ９０９ ．

高楠顺次郎等编 ： 《大正藏 》 。 东京 ：大正一切经刊行会
，

１ ９２４
－

１ ９３４ 年 。

［
Ｔａｋａｋｕｓｕ

，Ｊ
ｕｎ

ｊ
ｉ
ｒｏ

，ｅ ｔａ
ｌ

．ｅｄ ｓ ．Ｔａｉ
ｓｈｏｓｈｉ

ｎｓｈｕＤａｉｚｏｋｙ
ｏ．Ｔｏｋｙｏ ：ＴａｉｓｈｏＩ ｓｓａｉｋｙ

ｏＫａｎｋｏｋａ ｉ
，

１９２４
－

１９ ３４ ．

］

谭正璧
： 《弹词叙录》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１
９８

１ 年 。

［
Ｔａｎ

，
Ｚｈｅｎｇｂｉ

．ＡＤｅｓｃ ｒ
ｉｐｔ

ｉ
ｖｅ Ｃａｔａｌｏ

ｇ
ｕｅｏｆＴａｎｃ ｉ（

ｔａｎｃ ｉｘｕｌｕ ）
．Ｓ ｈａｎｇ

ｈａ ｉ
：Ｓ ｈａｎｇｈ ａ

ｉ
Ｃｈｉｎｅ ｓｅ

Ｃ
ｌ
ｓａ ｓｉｃｓＫｉｂｌｉｓｈｉｎ

ｇＨｏｕｓｅ
，１９８ １ ．

］

Ｗａｌｔｅｒｓ
，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

４ ４

Ｓｔｕ
ｐ
ａ

，Ｓｔｏｒ
ｙ ，

ａｎｄＥｍ
ｐ

ｉ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 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ｄｄｈａＢｉｏ

ｇ
ｒａ
ｐ
ｈ
ｙ

ｉ ｎＥａｒｌ
ｙ

Ｐｏｓｔ
－ＡｓｏｋａｎＩｎ ｄｉ

ａ
＊＊

． ＳａｃｒｅｄＢｉｏｇｒａｐ
ｈ
ｙ

ｉｎ ｔｈｅ Ｂｕｄｄｈｉ
ｓ

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 

Ｓｏｕ ｔｈ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

Ｅｄ ．Ｊｕｌｉａｎｅ Ｓｃｈｏｂｅｒ ．Ｈｏｎｏ ｌｕｌｕ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 ｔ

ｙ
ｏｆ Ｈａｗａｉｉ Ｐｒｅ ｓｓ

，１９９７ ．１ ６０
－

１ ９２ ．

王邦维 ：

“

譬喻师与佛典中譬喻的运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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