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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先秦 “臭”可泛指氛味，但是束漠择趣待，择人又另用

“香”泛指氛味，出现 了 “香”“臭”同羲的现 象。本文韶岛，原 因是常峙

漠藉中雏然有望富的表氛味羲的词捂 ，即缺乏泛指氛味的上位祠，而 “臭”

值管早有泛指氛味的用法，但是，到了漠代，它已趣主要用来指不良氛味。

佛超中频频 出现的 “氛味”羲和梵捂氛味羲摄的特黯，促使翻译者探用越

常指得氛味的 “香”表示 “氛味”的意羲。

    肋键铜：香 臭 氛味 佛理翻译

一 “臭”的意羲

    漠箫中的 “臭”用於表示氧息 ，《漠捂大祠典 》蹄钠篇三侗

意填：

        1．氛味 ，如 《诗 · 大稚 · 文王》： “上天之载 ，冉牟典

    臭。”郭 玄笑：“耳不闻年音，鼻不砧香臭。”

        2．香，香氛，如 《易 · 架醉上 》： “同心之 言 ，其 臭

    如 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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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前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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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械 恶之氛，如 《左傅 · 蓓 公四年 》： “一熏一蓿 ，十

    年 尚猫有臭。”

    上述三侗意羲 中，第 2 羲其宵可 以不翠列。氧味有宜人的 ，

也有令人不遭的 ，或者既不封人喜欲也不使人厥恶 的，其 中存在

着一侗竟魔的羲域 ，而 “臭”在使用 中，可以概指全艘 ，也可以

偏指其中一端 。因此 ，“其臭如葡”可 以理解岛 “它的氧味像葡

花”。徒追侗角度貌，雎然把 “臭”解释成香氧 也是可 以的，不

遇 ，藉境的提示非常重要 ，没有通富的韶境提示 ， “臭”一般不

翠镯表示宜人的氧味。“臭”表示香氧的意羲後来谨晃於文言文

献 中，在 口捂中没有固定和流傅下来 ，相反 ，“臭”被惠阴用来

表示令人不遭的氧味，跟 “香”相封 ，相赏於 “恶臭 ”的意思 ，

沿用至今。

    在束漠的佛规中，“臭”主要表示欺 简的氧味 ，也泛指氧味。

其 中，有些表示敷 阴氧 味的用法 ，舆祠组 中其他祠 的意羲相互

照磨 ：

        1） 是 身 乌 譬如 腐 囊，腥 臭。 （安 世 高 《道 地 经 》

    T15p236 )

        2） 得四神足不久在世简有三因缘，一者自厩其身臭恶

    故去 ，二者典有人能捉受经道故去，三者恐怨恶人排磅得罪

    故去也。（安世 高 《大安般 守意超》卷下 T15p172 )

          3） 如天地大界金刚山却 臭械。（支截 《般舟三昧趣》卷

    下 TI 3p916a )

          4） 及兄细 色脂粉之饰 ，刘 内租朽烟破血之臭。 （支曜

    《成具光明定意经》Tl 5p453a)

          5） 旬 日之 简，肉壤血流 ，腌眼斓臭。（竺大力、康孟祥

    《修行本起经》卷下 T3p467a)

    束漠佛超中，“臭”的使用情祝如下 （包括 1例舆 “臭”相

赏的 “嗅”，晃例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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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箭 翠揭表不迪氧味 受限表不道氧味 泛指氧 味38 例 12 例 23 例 3 例

    统舒颖示 ，“臭”在束漠的佛趣中，雎然很少用来泛指氧味 ，

但覃镯表 示令 人 不通 氧 味的用 例 也不 估 多数。不遇 ，璁 艘上

“臭”的意羲在羲域 中偏 向消拯一侧 。

二 束漠佛趣所晃 “香”的含羲

    先秦漠捂中有不少表示宜人 的氧味 的祠 ，比如 “芬 ” “芯”

“馥”“馨”“芳”“香”“秘”“卿”等等 ，它介，之简有细微 匾别 ，

其中，“香”字本来指的是觳物境熟後的氧味，如：

        6） 印 盛 朴 豆，朴 豆 朴 登 ，其 香 始 升，上 帝 居 欲。

    （《诗 · 大推 · 生民）))

    後来使用婉 圃摘大 ，“香”被用来泛指各幢宜人 的氧味，成

岛遣侗羲埸 中使用最魔的一侗祠 ，如 ：

        7） 郁郁菲菲 ，笨香登越。（司岛相如 《上林斌》）

    在束漠的佛翘中，“香”的上述意羲都有用例，如：

        8） 时有人行 出入 大空泽 中，不得钦食 ，俄 渴而队 出。

    便朴 梦中得香甘美食钦食 已，其 党，腹 中空。 （支截 《般舟

    三昧超》卷上 Tl 3p905b)

        9） 镜齿牙四十，癀舌 颊率方 ；捂刖香氛登 ，今 笑乌锥

    成。（支曜 《成具光明定意坦》T15p455b)

    舆此相鹰，带香氧的水稗 “香汁”，带香氧的油稚 “香油”:

          10）迎遮迦越王法，获康 困土 ，面四十里，平治道路 ，

    香 汁混地。（竺大力、康孟祥 《修行本起理》卷上 T3 p4 6 IC)

        n ）吾予在宫，若其澡浴 ，八锺 香汁。若今 澡浴，皆有

    何物？（蚤果、康孟祥 《中本起您》卷上 T4 p 1 5 4c)

        12）笨膳倩具 ，唯乏薪炭 。行求不得 ，出库甄布，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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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之，以供饭具。（蚤果、康孟祥 T04 p 1 6 Za)

    另外 ，“香”也用来稽各梗香料。古印度人有使用香料的晋

惯 ，佛教祀载中，盛大隆重的埸面常常用香 ；平峙居家 ，境香供

奉也是封佛橙敬 的一梗表示 ，香因此成岛一梗很重要的生活必嘴

品 ，幢颊繁多 ：

        13）忉利天上锗天人 ，持天革、名香 、捣香、泽香、锥

    香、烧香、天增、革 盖、幢 幡、伎 染，持 用 供 奏 娱 染佛。

    （支诚 《道行般若怨》卷三 TS p439C)

        14）典央数那街信百千锗天人 ，补虚空住 ，以天革、天

    梅檀锥香 、天捣香、伎染供餐，散 阿朋佛上。供姜 已，其天

    革、天香、天捣香 、天梅檀香、天锥香悉朴虚空中合住 ，化

    成圆革盖。（支铖 《阿朋佛国经》卷上 Tn p75 sb)

        15）前特跋陀和菩 菠宗规共获策 雍阴抵固，持若干撞锥

    增帷，覆一固中，其街巷市里皆巷缯幡 ，率一固中悉散 革烧

    香，作百桂味饭具。（支诚 《般舟三昧趣》卷下 Tl 3pgl4c )

        16）欲 李是定 ，不得巡心者 ，赏害是趣卷供善 ，段坐阁

    烧香敬橙 ，朝 中人 定，不失 三 特，硕 面 岛橙 ，怒侧 至 心。

    （支唯 《成具光明定意忽》Tl 5 p457a)

          17）用四月八 日，夫人 沐浴 ，童香 著新衣 伞，小如 安

    身，笋兄空中有乘 白象。 （竺大力、康孟祥 《修行本起趣》

    卷上 T3 p4 6 3b)

    遗有惠用的烧香器具香燎 ：

        18）一一榭下 ，赏其根上而有笨育之珠，其垛上者，皆

    以珍 育而乌香墟 ，皆烧 名香。 （支截 《阿 阁世王坦 》卷下

    Tl 5p399b )

    “香”表示香料 ，在 中土文献 中出现得稍晚 ，《漠藉 大祠典》

所引的初例是曹操 《内械令》中的‘句 ：

          19）昔天下初定 ，吾便禁 家内不得香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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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遇 ，在衡宏 《漠蕾傣》中，已规有 了用香燎境熏的韶载 ：

        20）女侍史轨香墟烧熏，以入壹镬衣。

    那磨 ，香料和熏香的晋惯 ，可能在更早的峙候就通通栋绸之

路傅遭了中团，因此在漠代宫廷贵家中也有香的使用。不遇，徒

曹操的韶中可 以看出，香赏峙在漠地遗是一梗奢侈品。

    在束漠佛翘 中，我们看到了 “香”的另一侗用法 ，它用来泛

指各幢氧味，追是此前未见渝及 的：

        21）若有沐身，未浴身待，譬梅檀香，或持如蜜香 ，或

    恃多核香 ，或特那替香，或特根香，或 峙皮香 ，或待 革香，

    或特蔽香 ，或恃霍香 ，或 峙宿命徒行相筋香、登香、骨香、

    肌 肉盟血香 、大便香，或特鸽香 ，或暗岛香 ，或特玩香，或

    特猪香 ，或恃狗香 ，或峙狄 香，或特鼠香 ，或特蛇香。 （安

    世 高 《地道经》Tl 5p233a )

        22）如丈夫欲兄女子色，是以好色之士，乌染岛醉乌贪

    乌汗岛惑岛著乌住乌受，捉淫女言故 ，畏久超走往 来，乌受

    葱苦。耳常欲闻淫女之斧 ，鼻欲 闻其香 ，舌欲得其味 ，身欲

      更其细滑 ，是 以长久超 走往来受苦。⋯⋯如 淫女欲 见 男子

      色，是以好 色之女 ，乌染岛醉乌食乌汗乌惑乌著乌住 岛受，

    乌士色故，畏久超走往来受苦。耳常欲闭男子之年，鼻欲闻
      其香 ，舌欲 得其味 ，身欲 更其 细滑，是 以长久超走往 来受

      苦。是故不赏岛士色斧香味细滑所 染惑也 ，赏觉知是 。 （安

    世高 《法受座经》T17p737a)

          23）蛇欲嗽矗 ，摩舐 莱香即到矗所，蛇 闻梁香即退 去。

      （支截 《道行般 若经》卷二 TS p43 lb)

          24）若师子之子 ，其瞻势氛力不如朴大。雏小，蒙大者

      之香，锗禽数闻其臭者莫不恐怖 。譬若大象而有六牙 ，其咸

      六十 ，若人 以革而乌绳搏 系其象，师子之子补革绳之所 ，大

      象砧之 嗅 便 彝 走 入 山。 （支 截 《阿 阁 世 王 趣 》卷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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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 5p399b )

    上述例子中，“香”可以受不同修饰 ，表示各颊氧味 （如例

21、23) ，或表示一幢 中性 的氧 味 （如例 22、28) ，有的甚至就

舆 “臭 （嗅）”同羲 （如例 24) ，替换使用 。

三 “香”的意羲分析

    束漠佛超 中，“香”在表示某梗氧味的特候 ，藉境 的因素 ，

含影譬了我俩封它的意羲理解。

    A . “香”有特翠镯使用 ，泛指氧味 ，如 ：

        25） 数息岛欲断内外因缘，何等乌内外？谓眼耳鼻口身

    意岛 内，色牟香味细滑念岛外也。（安世高 《大安般 守意经》

    卷上 T15pl65c )

    B. “香”也 常受 到某幢 限定 ，表 示某 植特定 氧 味，其 中 ，

用来限定的成分 ，有的是具艘的事物 ：

        26）後次拘翼，善 男子善女人 ，闻鬼神香 以岛曾知善男

    子善女人，小鬼神 赏避起去 ，大鬼神 来前 。 （支诚 《道行般

    若规》卷二 T8p435b )

    上引例 21一24也属此颊。另外，也有的限定捂是抽象的、

抨值性的，业不表示具艘事物 ：

        27）搏入鼻，鼻所闻好香不自知生减，中有五除中有

    替，不知乌疑；鼻所 闻中香不 自知生减 ，中有五 除中有 曾，

    不知岛疑；鼻所 闻恶臭不 自知生减，中有五除中有 替，不 自

    知乌疑 。（安世 高 《五十校针经》T13p396a)

        28）香乌何等？若根香、若笙香 、若花香 、若贵香，香

    香、臭香等香所香 ，是名乌香。（安世 高 《阿毗 蚤五法行趣》

    TZ 8p999a )

    例 27 中 “好香”“中香”跟 “恶臭”业提 ，“好香”是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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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香”介於 “好香 ”舆 “恶臭”之简；例 28 中 “香香，，和

“好香”同羲 ，跟 “臭香”相封 ，“香”在祠组中表示 的氧味 ，取

泱於 限定韶 ，它本身的意羲业不榷定 。

    C．有些罩用 的 “香”，受藉境 暗示 ，有表 宜人 氧味的倾向 ，

追主要是 在 “色、聱、香 、味 、细 滑” 业攀 舆 “眼、耳、鼻、

舌、髑”相磨峙 ，比如 ：

        29）何等岛五？一岛眼可色欲得欲最在心欲爱色随意可

    贪相近 ，二岛耳可斧欲得欲最在心欲爱 色随意可贪相近，三

    乌鼻可香欲得欲最在心欲 爱色随意可食 相近 ，四岛口得味欲

    得欲最在心欲 爱色随意可贪相近 ，五岛身得鹿细更知欲得欲

    最在心欲爱色随意可食 相近 ，如是乌知爱欲 。 （安世 高 《漏

    分布经》Tl p852c )

        30）眼食色，耳贪斧，鼻贪香，舌食味，身贪细滑，牵

    矜爱欲 ，或补 对 色思望 安染 ，捉是 生锗 恶本，捉 恶致 苦。

    （竺大力、康孟祥 《修行本起怨》卷下 T3 p471c )

    但是，“色聱香 味细滑”跟 “眼耳鼻舌 镯”相鹰 峙的用法 ，

业不足於肯定其 中鼻所嗅的 “香”一定是表示宜人 的氧味 ，多数

情沉下 ，它是泛指的，谨谨指鼻子所能阴到的氧味，比如 ：

        31） 何等乌六情？谓眼合色、耳受夸、鼻向香、口欲

    味、细滑岛身、衰意乌桂栽岛痰乌有生物也 。（安世 高 《大

    安般 守意组》卷上 T15p167C 比较 《孟子 · 亥心下》：“口之

    朴味也 ，目之朴 色也，耳之朴替也 ，鼻之补臭也 ，四肢之朴

    安侠也 ，性也。” 这佃意羲在 澳语 中原来用 “臭” 来表速。）

    追檬 的意思 ，也可以用 “香臭”来表逢 ：

        32）若眼视 色，心 赏抑却 ，好魄不勤；耳媳笨斧，心赏

    制持 ，典所喜怒；鼻嗅香臭，心赏制伏 ，情典所著；口贪笨

    味 ，心 赏秉持 ，想典所起 ；身更所著 ，心 赏制 止，截 典绮

    可。五除外来，制者 由心，六 情典主，隆衰典名 。 （蚤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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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孟祥 《中本起趣》卷上 T4p152c)

    在後代的翻挥佛趣 中，追侗 “香”仍然可呈中性 ，因此可以

封它作出消拯的限定 ：

        33）若闻通意斧不通意斧 ，若嗅通意香不通意香，通意

    味不通意味 ，通意镯不通意镯 ，通意法不通意法，心典染著

    亦不生嗔。（《大育横趣》卷一百一十四道龚 《育梁聚合）))

        34）不兄恶色，不闻恶斧 ，不嗅恶香 ，不曹恶味 ，不觉

    恶镯。（玄奖 《大般若波采蜜多趣》卷三百四十一）

    D , “香”也可以明榷表示宜人的氧味，如 ：

        35）其饭食香美，如天榭香 ，冉有绝特。 （支裁 《阿朋

    佛固娅》卷上 Tllp755c )

    高 了封 “香”的使用作 了全 面的缭解 ，· 我们封束 漠佛趣 中

“香”的使用情祝作了一侗统针 ：

璁箭 泛指氟味
受限表特定氧味 韶境表宜

人氧 味
香氧 香料

腥臭 泛指 宜人380例 29 例 15例 19 例 26例 13 例 62例 2 16 例

“香”和 “臭”在意羲上有静多相似虚 ，我们可 以通遇下圆

作一比较 ：

香 臭

厂了亻”’"*’.”丨｝}""’’"’．卜沐、
宜人 泛 ‘, ”指 令人不滴

L一一一― - - ― 氧 味 ― - - - - J

                              蒸 二 23 二 12 （臭 38例）

62 .13⋯ ⋯ 2619291 与 （香 164例）

然镖言己 有镖言己 熬镖言己 有镖言己 燕镖言己

    髓统地看 ，束漠佛翘中的 “香”跟先秦文献中的 “臭”用法

相同，它们都引申表示泛指氧味的意羲，在一些情况下可以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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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 。但仔细颧察 ，二者业不完全一檬 。

    首先 ，在氧味羲埸中 ， “臭” 的羲域 明颖偏 向於 消拯一侧 ，

一些遇去用 “臭”表示 的中性氧味意羲 ，在佛 规中，多用 “香”

表示 ，“香”的羲域比较竟泛 。

    第二 ，比较先秦峙期 “臭”的用法 ，可以忽高 ，束漠佛翘中

“香”被用来代替 “臭”表示的泛指意羲，追梗交替接近於完成。

    第三 ，“臭” “香” 的使用 ，大致是 “臭”的用例少 ， “香”

的用例多，在氧味羲埸中 ，“香”成高主谆形式 。束 漠佛翘 中二

者的比例高 1: 4. 3。扬 了肺橙追侗 资料 ，我们随楼封 《漠籍全

文榆索系统》中的秦漠文献作 了一侗粗略的稠查，结果是 ：“臭”

240 例 ，“香”796 例 ，比例岛 1: 3. 3，跟佛艇大致相同。

    第 四，“臭” “香”本羲雕然都是 中性 的，但具有不 同的偏

向。《貌文》：“臭，禽走臭而知其胁者 ，犬也 。”狗鼻子善简各梗

氧味，因此用来指氧味 ，由於狗感典趣的静多氧味都不是人所喜

欺 的，因此 ，它的意羲就向消拯方向癸展 了。而 “香”作高觳物

熟後的氧味，是人所喜数的，因此，它的意羲向猜拯方向癸展。

追檬的差别 ，在现代漠捂 中更高明顾 。

    简题是：束漠佛趣中 “香”出现了一侗特别的燮化 ，它在由

中性向横拯方向倾侧 的同峙，也向消拯方向横展 ，可以在受限的

情况下表示不 良氧味。

    原因在於 ，赏峙漠藉的祠晕系统 中，雎然有矍富的表示氧味

的用祠 ，但缺乏一侗更岛概 括的、能统括各植 氧味的祠 ，追 是

“香”“臭”泛指各梗氧味的徐件 。

四 “香”泛指氛味意羲的形成

    具有横拯倾向的 “香”在佛趣 中可 以在一定修件下用来表示

消拯 的意羲 ，除了它本身具有 中性的本羲 、漠箫缺乏一侗明榷、



  , 306 ” 漠藉史研究集刊 第十一辑

翠一的表示泛指氧味的祠以外 ，遗跟佛翘原典用藉有阴。

    由於漠代佛翘都没有 留存的翻泽 的母本 ，束漠锋趣 中 “香”

在原典中到底是什麽形 式，已超燕法榷定 。作高一幢捕救 的瓣

法 ，我们遗可以徒现有的梵文材料 ，来封此作一考察。

    在梵文中，有一侗祠 gandha 可以用来泛指氧味，《梵英大祠

典》 （ASanskrit 一EnglishDictionary ）给鼓祠的释羲岛 Smell

（嗅，嗅餐 ；氧味，臭氧）；。dour （氧味 ，香氧 ，臭氧）。梵文中

遗有一侗祠 ghreya也泛指氧味。《漠泽封照梵和大醉典》貌，梵
文 gandha 一祠在漠文佛典中被泽作香、氧 、氧味 ，而 ghreya 在

漠文佛典 中有特泽作香氧、有峙泽作臭氧 。

    梵文 gandha 可以祖成一些蝮合形式 ，其中 su一gandha 惠阴

指稗宜人氧味，《漠泽封照梵和大醉典 》指出，敲祠在漠文佛典

中被泽作香 、好香 、好 味 ；d盯一 gandha 在 漠文佛典 中被泽作

臭、臭氧 、臭恶 、臭稼、恶香 ；p爪i一gandha 在漠文佛典 中被泽

作恶臭、臭氧。

    梵文氧味羲埸各祠的阴像跟漠藉不同，梵文倾 向於在上位羲

位祠的基磁上附加限定匾分出下位的羲位 ，而漠捂 的氧味羲埸雎

有登富的下位羲位形式 ，谷卩缺乏一侗概括的上位羲位形式 。赏雨

植捂言接镯 ，需要把佛典原文 中的氧味概念引人漠藉 中的峙候 ，

需要在漠捂中找一侗能泛指氧味的祠来封挥像梵文的 gandha或

ghreya追檬的祠。本来，漠捂中有一侗 “臭”可以痛足追撞需
要 ，但是 ，泽规人没有探用它 ，谷卩另用了 “香”来表示 ，追侗遴

择 ，在梵漠封 比的梵文方面 ，找不到有貌服力 的解释 ，可能跟漠

韶有阴。梵文 gandha 是使用魔泛的祠 ，漠捂 “臭”雕然原来 意

羲跟它相富，但是，在束漠泛指氧味业没有成高它的固定羲填，

它的使用 也不 太魔 泛 ，表 示氧 味 ，使用 最 魔 泛 的，在 富 峙是

“香”。同峙，“臭”翠用峙已规明榷表示令人不通的氧 味，它表

示宜人氧味的用法谨保存 在文言性材料 中，如 《漠害 》中 4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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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字 ，有 3例表示令人不通氧味 ，遗有 1 例偏向中性 的 “乳

臭”；《渝衡 》中 13 例 “臭 ”都表示令人不通的氧味 。所 以，如

果不考虑文言因素，富峙漠箫祠桑中 “臭”典梵文 gandha或

ghreya 已规不封愿了，因此，雎然仍有挥人探用 “臭”来泛指

氧味 ，但多数情祝下 ，泽人登得追檬的翻锋有悖富峙漠藉 口藉晋

惯 ，也不便典佛攫原文封愿 ，他们需要找一侗更合遭的封象来表

逢 gandha或 ghreya 的意羲，於是，他们另朋蹊径，探用了富待

漠捂中表示氧味使用率最高 、中性而偏向倩拯的 “香”来表示追

侗意羲，填捕了漠藉氧味羲埸的上位羲位中的追侗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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