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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佛经的
“

所
”

字构词

竺 家宁

(国立政治大学 中文系
,

台湾 台北 )

[摘 要〕
“
所

”
字在传统训话学者的观念里

.

是一个不具实质意义 的虚词
。

但是不具词汇意义并不表示它

没有语法意义
。

因此
,

当训沽学引进了现代语法学的观念和方法
,

应该如何精确的描述这个
“

所
”
字的功能

,

就

受到 了学者的注意
。

以 “
所

”
字为专题的论文也就变得多起来

。

不过
,

一般的讨论多半倾向于先秦古书中的语

法现象
,

取材于中古语料的很少
,

探索佛经语言的更少
。

佛经是汉语言巨大的语料库
,

它反映了当时的实际语

言
。 “

所
”

字作为后缀
,

笔者曾经探索
“

有所
” 、 “

无所
”
的问题

。

本文再进一步探索其他几个
“

所
”
字作为一个成

分的构词现象
。

包含
: “
何所

” 、“
纳所

” 、 “

能所
” 、 “

宝所
” 、 “

少所
” 、 “
多所

” 、“

我所
” 、 “

我我所
” 、“
方所

”
、
“

心所
” 、

“
心心所

”
、
“
一切所

”
等

。

看看其中有哪些是后缀
,

哪些是其他情况
。

希望藉此对中古汉语双音化造词的规律

能提供一些 了解
。

【关挂词〕佛经语言
; “

所
”
字构词 ;后缀

.
中古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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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前盲

佛经是汉语言巨大的语料库
,

梁启超指出

现存佛经多达五千卷
,

它反映了当时的实际语

言
。

由于传教的需要
,

佛经不能脱 离社会
,

必

需运用通俗的词汇表达
。

另外
,

由于翻译梵文

和描写佛教哲学的新思想
、

新观念
,

因此佛经

语言不但反映了当时的实际状况
,

也创造 了许

多新词汇
。

为汉语带来 了相当大的影响
。

汉语词汇学体系之建立与完善
,

需要 由汉

语本身材料 出发
,

由本土语料进行归纳
。

才不

致空泛无根
,

或牵强附会
。

而 中古汉语的最大

语料库
,

就是数千卷的大藏经
,

这批 丰富的材

料具体的反映 了当时的实际语 言
。

我们今天

要建立汉语词汇学体系
,

不能不充分开发这批

资料
。

从其中了解汉语词义变迁的模式
,

了解

汉语词汇结构的类型
,

这是词汇学理论不可或

缺的部分
。

传统对佛经的认识
,

往往是宗教面和哲学

面
,

从教义
、

仪式上研读佛经
,

或从义理方面治

佛学
。

此外
,

就是把佛经视为翻译文学
,

把它

看作是文学史的一部分
。

现在
,

我们再从语言

学的一面看待佛经
,

运用现代语言学的分析技

术和方法处理佛经
。

这就为佛经研究开展了

一个新的面貌
。

“

所
”

字在传统训话学者的观念里
,

是一个

不具实质意义的虚词
。

但是不具词汇意义并

不表示它没有语法意义
。

因此
,

当训话学引进

了现代语法学的观念和方法
,

应该如何精确的

描述这个
“

所
”

字 的功能
,

就受 到了学 者的注

意
。

以
“

所
”

字为专题的论文也就变得多起来
。

不过
,

一般的讨论多半倾向于先秦古书中的语

法现象
,

取材于 中古语料 的很少
,

探索佛 经语

言的更少
。

二
、

佛经中的
“

所
”

后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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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

字作 为后缀
,

笔者曾经探索
“

有所
” 、

“

无所
”

的问题
。

(见 1 9 9 9
,

4
,

1 7 一 18 ,

佛经中

的
“

有所
”

与
“

无所
” ,

纪念许世瑛先生九十冥诞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 33 一 1 54
,

台湾师范大学
,

台北 )
。

证明在佛经中
, “

所
”

字和前头 的
“

有
、

无
”

关系紧密
,

已经成为带后缀 的
“

有所
” 、 “

无

所
” 。

例如
:

¹ 譬如虚空
,

无所不入
。

( 627 文殊支利

普超三昧经 )

º不能专一
,

志意犹豫
,

无所专据
,

不信佛

法
,

故得其罪殃
。

( 7 39 佛说慢法经 )

» 欲哲聪明诸根通达
。

无所不探古知今
。

(48 1持人菩萨经 )

¼ 其犹泡水
。

无所可遵
。

( 345 慧上菩萨

问大善权经 )

½ 其 心未 曾有所奔 逸
。

( 48 1 持人 菩 萨

经 )

¾ 有所谙受
。

时佛遥 见即笑
,

口 中光焰
,

乃有殊特
。

( 315 佛说普门品经 )

¿莫怀烯 望
,

有所猜著
。

( 27 4 佛说济诸

方等学经 )

本文再进一步探索其他几个
“

所
”

后缀 的

现象
。

1
.

何所

¹ 一切呆生
。

何所 归依
。

(大般涅架经 )
“

何所归依
”

就是
“

何归依
” “

饭依什么
” 。

º如上施设
。

汝知何义
。

何所分别
。

( 中

阿含经 )

» 彼何所伺
。

为何义伺
。

求何等伺
。

(中

阿含经 )

¼ 问曰
。

瞿昙
。

梵志经典何所依住
。

(中

阿含经 )

½ 何名为禅
。

为何所禅
。

为是何禅
。

(佛

说魔烧乱经 ) 这句
“

何 所禅
”

和
“

何禅
”

对举互

换
,

证明
“

所
”

是一个虚化成分
。

“

何所
”

也 出现在 四字格 以外 的句子 中
。

例如
:

¹ 佛亦当何所畏难
。

其有生者 皆当死
。

(佛般泥但经 )

º佛言
。

何所是深妙之法
。

我所可了知
。

(佛说梵网六十二见经 )

» 赖吃和罗言
。

大家子
。

何所玉女胜我

曹者
。

(佛说赖吃和罗经 )

¼ 何所因何所缘
。

(佛说鹦鹉经 )这句义

同
“

何 因
、

何缘
” , “

所
”

是虚化成分
,

作
“

何
”

的后

缀
。

“

何所
”

的结构有的学者用
“

增文解经
”

的

方式说明其来 源
,

加人几个字
,

然后再 删去
。

不如直接从当前的结构作解释
,

以
“

所
”

为虚化

之后缀
。

李书田《何所质疑》((( 医古文知识》20 0 4
.

l) 采用前人的说法
,

认 为
“

何所
”

是主谓倒装
,

其中
“

所
”

是 指示代 词
,

主语是 由
“

所
”

构成的
“

所字结构
” , “

何
”

是谓语
。 “

何所思
”

即
“

所思

者何
” 。

张亦堂《何所十 动词雏议 })( 菏泽师专

学报 19 9 4 年第 3 期 )反对
“

何所
”

的结构用
“

主

谓倒装说
”

解释
。

他认为此说的弊病在于用一

个固定的框子生套复杂 的语言现象
。

但他认

为
“

所
”

是名词
, “

何所
”

是偏正性的名词词组
。

比较深人的分析是吴东平《古汉语中 X 所的

结构新论》(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 20 卷第 3 期 20 0 0 年 7 月 )
,

他提到有些学

者认为
:

( 1)
“

何所
”

是一个疑问判断句
,

其结构是
“

所⋯ (者 )何
” 。

其 中
“

所
”

字词组做主语
, “

何
”

作谓语
。 “

卖炭得钱何所 营
”

中的
“

何所营
”

意

义是
“

所营者何
” 。

( 2 ) “所
”

字词组是谓语
, “

何
”

为主语
。 “

客

何所为 ?”直译为白话就是
“

什么是所能干的
”

(即干什么的意思 )
。

他认为
: “
何所

”

是复音疑问代词
,

意义相

当于
“

何
” 。 “

所
”

只担任音节作用
,

不表任何意

义
,

是附于
“

何
”

后之音节助词
。

这个看法是正确 的
,

但 应该更进一 步指

出
,

这个
“

所
”

在语法功能上是个后缀
。

又高育花《论衡中的疑问代词》(渭南师专

学报
, 19 9 8 年第 4期 )认为

“

何所
”

的用法有
:

( 1) 问场所
。

在名词
“

所
”

前加上作定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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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词
“

何
” ,

构成一个名词性短语
。

(2) 问事物
。

疑问代词
“

何
”

加上语气助词
“

所
” 。

意义同
“

何
” 。

位于动词之前
。

万久富《何所具何时义》引唐代刘肃《大唐

新语》
: “

君之禄寿
,

可至何所 ?’’认为
“

何所
”

的

用法
,

在中古汉语中作疑问词
,

除询 问地点
、

事

物外
,

还可询问时间
。

其中的
“

问事物
” ,

以
“

所
”

为语气助词
,

也

抓住了
“

所
”

是虚化后缀的本质
。

综合上述学者的看法
,

我们知道
“

何所
”

的

结构
,

历来是个争议较多的问题
。

我们也可以

发现
,

学者们也逐渐体会到
“

所
”

字 的虚化特

性
,

本文由佛经材料
,

更可以断定
“

所
”

字和其

他带
“

所
”

字 的佛 经词 汇一样
,

在 那个 时代
,

“

所
”

字已经发展成为汉语的新生词尾了
。

2
.

一切所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
、

《佛光大辞典》均未

收此词
。

佛经中的
“

一切所
”

是个常用词
,

例如
:

逮此总持胜 便获一切所 (三九八 大

哀经卷八 )

上句的
“

一切所
”

作动词
“

获
”

的宾语
。

显

然
“

所
”

字是
“

一切
”

的后缀
。 “

一切
”

和上文 的
“

总持
”

又相呼应
。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一切1
:

该罗事物之

称
。

明
,

杨卓《佛学次第统编 ))t 总持】
:

梵语陀

罗尼
,

译言总持
。

持善不失
,

持恶不起之义
。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 ))r 总持】
:
(术语 )梵语

陀罗尼
,

译言总持
。

持善不失
,

持恶不使起之

义
,

以念与定慧为体
。

菩萨所修之念定慧具此

功德也
。

一切所法不住想
,

是为非身想
,

是为思想
。

(六 0 三 阴持入经卷下 )这句的
“

一切所法
”

即

是
“

一切法
” 。

一切所无常 生者所有苦 (二 O 六一

宋高僧传卷七 )这句的
“

一切所无 常
”

义同
“

一

切无常
” 。

3
.

少所

若有 比丘少所知识
。

彼一切尽学一坐食
。

(中阿含经 )这句中的
“

少所 知识
”

即是
“

少知

识
” , “

少
”

是动词
“

知识
”

的状语 (佛经中的
“

知

识
”

通常作动词用 )
。

采取 于野燕麦耳 少所施与辟 支佛
。

(佛五百弟子 自说本起经 )这 句中的
“

少所施

与
”

即是
“

少施与
” , “

少
”

是动词
“

施与
”

的状语
。

4
.

多所

¹ 善哉
。

财主
。

汝为我等多所饶益
。

( 中

阿含经 )

º众人所敬
。

多所降伏
。

(中阿含经 )

迢哦如暴雨
。

多所伤害五谷种子
。

烧乱

畜畜生及于人民
。

( 中阿含经 )

¼ 彼众生中有多机巧
。

多所造作
。

(长阿

含经 )

½ 多所知识
。

名称远闻
。

犹如大海
。

(长

阿含经 )

这句 中的
“

多所知识
”

即是
“

多知识
” ,

可与

上文
“

少所知识
”

作比较
。

三
、

佛经中的其他
“

所
”

字构词

5
.

纳所

《佛光大辞典》纳所
:

禅宗寺院 中
,

司理金

钱
、

米谷等出纳之处
。

亦指寺院中承办寺务之

事务所
。

又转指掌管寺务之役僧
。

如 由俗人

担任此职
,

则其处所称为俗纳所
。

笔者按
:
检索佛经中未见此词

。

由以上之

解释
, “

纳所
"
之

“

所
” ,

指
“

处所
” ,

因此
“

纳所
”

是

偏正结构
,

并非后缀结构
。

6
.

能所

《佛光 大辞典 》能所
:
即

“

能
”

与
“

所
”

之并

称
。

某一动作之主体
,

称为能
。

其动作之客体

(对象 )
,

称为所
。

例如能见物之
“

眼
” ,

称为能

见 ; 为眼所见之
“

物
” ,

称为所见
。

又被依靠者
,

称所依
;
依靠他人者

,

称能依
。

修 行者
,

称 能

行 ;所行之 内容
,

称所行
。

而归依者
,

称 能归
;

为其所归依者
,

称所归
。

教化人者
,

称能化
; 被

教化者
,

称所化
。

认识之主体
,

称为能缘
;
其被

认识之客体
,

称为所缘
。

以语句
、

文章
、

教法等

表示意义者
,

称能诊 ;为其所表示之意义
、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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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称所诊
。

总之
,

能与所具有相 即不离与体

用因果之关系
,

故称能所一体
。

陈义孝《佛学常见辞汇 )}l 能所1
:

自动之法

叫做能
,

被动之法叫做所
。

譬如六根对六尘
,

六根是能缘
,

六尘为所缘
。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能所】
:
(术语)二法

对待之时
,

自动之法
,

谓为能
。

不动之法
,

谓为

所
。

如能缘所缘能见所见等
。

世言原告
,

即为

能告
。

被告 即为所 告也
。

金刚 经新注一 曰
:

“

般若妙理亡能所
,

绝待对
。 ”

由此可知
, “

能所
”

是
“

能
”

与
“

所
”

之并称
。

一指
“

动作之主体
” ,

一指
“

动作之客体
” 。

因此
“

能所
”

是并列结构
,

并非后缀结构
。

佛经的
“

能所
”

始见于唐代译品中
,

例如
:

¹ 唯观实 相真 性 如
,

能所 俱亡 离 诸见
。

(唐般若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 )

º初地乃至十地能所圆满
。

云何于中而

起贪
。

(唐玄类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

» 能所 分别 二 俱离
,

杂染 清净 无 所取
。

(唐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 )

¼ 诸法无能所
,

佛依如实见
。

(唐菩提流

志译大宝积经 )

½ 内外能所二相俱忘
。

(唐般若共牟尼室

利译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 )

¾ 故云相依无性
,

则能所俱空
。

(唐澄观

述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 )

¿ 以无破为破
,

则能所俱绝
,

心无所 寄
。

(唐法藏述十二门论宗致义记 )

À 真如于中则无能所差别
。

(唐昙旷撰大

乘起信论略述 )

Á 菩提法者
,

即所证
。

智是能证
。

能所冥

合
。

(宋延寿集宗镜录 )

由上下文语境
“

能所俱亡
” 、 “

能所 圆满
” 、

“

能所分别
” 、 “

能所二相俱忘
” 、 “

能所俱 空
” 、

“

能所俱绝
” 、 “

无能所差别
” 、 “

能所冥合
” ,

可知
“

能所
”

是相对的两个概念
。 “

能所
”

是并列结

构
,

并非后缀结构
。

7
.

宝所

《佛光大辞典》宝所
:
为

“

化城
”

之对称
。

谓

珍宝之所在
; 比喻究竟之涅梁

。

化城
,

比喻小

乘之涅架
,

在近而非实 ;宝所
,

即比喻大乘之涅

架
,

指真正证悟安住之场所
。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 )}[ 宝所】
: (譬喻 )珍宝

之所也
。

法华 经化城喻 品以 譬究竟之涅架
。

经 曰
: “

欲过此道至珍宝所
,

(中略 )前至宝所
。 ”

又曰
: “
宝所在近

,

此城非实
。 ”

止观一 日
: “
如是

道 品 ; 直通宝所
。 ”

戒本 一上 曰
: “

利者 以慧 资

成
,

便至宝所
。 ”

由此可知
, “

宝所
”

指
“

珍宝之所在
” ,

因此
“

宝所
”

是偏正结构
,

并非后缀结构
。

8
.

我所

《佛光大辞典 》我所
:
指为我所有之观念

。

全称我所有
。

即我之所有
、

我之所属之意
。

即

以 自身为我
,

谓 自身以外之物皆为我所有
。

于

佛教中
,

我与我所
,

被认为系一切世俗分别之

基本分别
,

故为破除之对象
。

又我所分为相应

我所
、

随转我所
、

不离我所
,

若执之
,

则称 为我

所见 (执我所有之偏见 )
。

凡我所见所执著之

五取蕴法
,

皆源于此
“

我所
”

观念
,

故集异门足

论卷十二谓
: “
于五取蕴等

,

随观见我或我所
,

从此起忍欲慧观见
。 ” (参阅下文

“

我所见
” )

《佛光大辞典》我我所
:
我

,

指 自身
;我所

,

指身外之事物
,

执之为我所有
,

故有此名
。

大

智度论卷三十一
: “
我是一切诸烦恼根本

,

先著

五众为我
,

然后著外物为我所
。 ”

又执著有实

我之妄情
,

称为我见
;
执著憧仆

、

住宅等为我所

属之妄情
,

则称我所见
。

陈义孝《佛学常见辞汇 ))[ 我所】:
我所有的

简称
。

有我见的人
,

对于身外之物都认为我所

有
,

叫做我所
。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 })[ 我所】: (术语 )我所

有之略
,

自身为我
,

自身外之万物谓为我所有
。

有我之情者
,

以为 自身外之事物
,

皆我之所有

也
。

注维摩经五
: “

肇 曰
:
我为万物主

,

万物为

我所
。

生曰
:
有我之情

,

自外诸法
,

皆以为我之

所有
,

是对我之法
。 ”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 })t 我所心】
: (术语 )想

实有我所有之 事物之心也
。

无 量寿经下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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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其国土所有万物
,

无我所心
。 ”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我所见】
:
(术语 )执

我所有之偏见
,

即不知一切之事物本为假有
,

无 自他所属
,

而误固执为我所有之偏见也
。

由上可知
, “

我所
”

是
“

我所有
”

的简称
。

指
“

为我所有 之观念
” 。

属佛家名 相
。

因此
“

我

所
”

并非后缀结构
。

佛经的用法
,

例如
:

¹ 著我所诸根
,

掉动而不定
。

(大庄严论经 )

º云何于我所
,

而生残害心
。

(大庄严论经 )

» 境界深计著
,

缠绵于我所
。

(佛所行赞卷 )

¼ 诸物悉我所
,

是名为摄受
。

(佛所行赞卷 )

下面几句中
“

我
”

和
“

我所
”

是对立的概念
,

证明两者内涵不同
:

¹ 善于内寂静
,

离我及我所
。

(佛所行赞卷 )

º如身诸根觉
,

无我无我所
。

(佛所行赞卷 )

» 非摄受我所
,

而能离吾我
。

(佛所行赞卷 )

¼ 有我及我所
,

斯见已永除
。

(佛所行赞卷 )

½ 无常苦非我
,

何有我我所
。

(佛所行赞卷 )

9
.

方所

《佛光大辞典》方所
:
方角与处所

。

即占有

空间一部分之场所
。

俱舍论卷八
: “
以无色法

,

无有方所
;过去

、

未来无表无色
,

不住方所
,

理

决然故
。 ”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 ))[ 方所】
: (杂语 )方角

与所处也
。

法华经曰
: “

善应诸方所
。 ”

由此可知
, “

方所
”

表示
“

方角与处所
” ,

属

并列构词
。

因此
“

方所
”

并非后缀结构
。

佛经的用法
,

例如
:

¹ 我思十二缘
,

解脱之方所
。

(大庄严论经 )

º内官处处来
,

无有定方所
。

(大庄严论经 )

» 阿罗呵三藐三佛陀
,

在何方所
。

(佛本

行集经 )

¼ 应舍我慢
,

宜当随逐诣何方所
。

(佛本

行集经 )

½ 方所聚落趣求所在
。

(菩萨本生翌论 )

10
.

心所

(( 佛光大辞典 》心所
:
梵语

e a it t a , 。a i t a s i -

k a ,

巴利语
e e t a s ik a 。

又作心数
、

心所有法
、

心

所法
、

心数法
。

从属于心王
。

乃五位之一
。

与

心相应而同时存 在
,

为种种复杂之精神作用
。

以从属于心
,

故对心所而言
,

心谓
“

心王
” 。

心

王与心所之间
,

有所谓五义平等 (所依平等
、

所

缘平等
、

行相平等
、

时平等
、

事平等 )之相应关

系
,

故心所又称相应法
、

心相应法
。

此外
,

如正法念处经卷三十三
,

就上述大

善地法中
,

以无壤取代无 慎
;
大 昆婆沙论卷四

十二则列举七类心所
,

即大地法
、

大善地法
、

大

烦恼地法
、

大不善地法
、

小烦恼地法
、

大有覆无

记地法
、

大无覆无记地法等
,

而列举 四十九心

所
。

陈义孝《佛学常见辞汇》【心心】
: 1

.

前心与

后心
。 2

.

心王与心所
。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心心】
: (术语 )言前

后之心
。

或言心与心所
。

仁王经下 日 ; “心心

寂灭
,

无身心相
,

犹如虚空
。 ”

陈义孝《佛学常见辞汇 ))t 心心数】:
心王与

心所
。

心数即心所的别名
。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心心数 1: (术语 )心

与心所也
。

心为身识等之心王
。

心数者新曰

心所
。

为心王所有贪 填等多数之别作用也
。

维摩经五日
: “
遍知众生心心数法

。 ”

俱 舍论四

曰
: “
心心所皆名有所依

,

托所依根故
,

或名有

所缘
,

取所缘境故
。

( 中略 )或名相应
,

等和合

故
。 ”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 》【心所】
: (术语 )心所

有法之略
。

为心王之所有
,

而有贪填等别作用

之心法也
。

小乘俱舍有四十四法
。

大乘唯识

有五十一法
。

笔者按
:
由以上可知

,

心与心所为不 同之

名相
。 “

心所
”

为
“

心所有法
”

之略
。

因此
“

心

所
”

并非后缀结构
。

四
、

结论

前人论
“

所
”

字
,

多已经指出
“

所
”

字放在后

位
,

意义虚化的现象
。

他们都把这种用法称之

为
“

语助
” ,

例如
:

《词诊》
:

所
,

语 中助词
,

无义
。 “

能进不能

退
,

君无所辱命
。

,’( 《左传》成二年 )按
“

无所
”

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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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言
“

不用
、

不必
” 。

《经传释词 》
:

所
,

语助也
。

《礼记
·

檀弓》

曰
: “

君之臣免于罪
,

则有先人之敝庐在
。

君无

所辱命
。 ”

襄二十七年《公羊传 》曰
: “

无所用盟
,

请使公子膊约之
。 ”

昭二十五年《传》曰
: “

君无

所辱大礼
。 ”

这些例子说明了先秦时代
“

无所
”

这个后

缀的用法已经 出现
,

到了中古汉语
, “

所
”

后缀

更扩展到
“

有所
” 、 “

何所
” 、 “

一切所
” 、 “

多所
” 、

“

少所
”

等
。

说明
“

所
”

字是 中古汉语 中构词力

很强的新生后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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