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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綱：

一、緣起

二、目前建置現況
1.《成唯識論》 2.《唯識三十頌》

3.《唯識二十論》 4. .《中邊分別論》

5.《解深密經》

三、《中邊分別論》數位資料庫在文本解
讀上的一些發現
1.誰的翻譯忠實，玄奘？真諦？

2.真諦譯消失的二頌。

3.大正藏的誤字。



一、緣起



二、目前建置現況：

(一)已公開上網：

1.《成唯識論》及其注疏編撰

2.《唯識二十論》梵本、諸譯本及其注疏編撰

3.《唯識三十頌》諸譯本及梵文安慧疏編撰

4.《中邊分別論》梵本、諸譯本及其注疏編撰



(二) 建置中

《解深密經》諸譯本及注疏編撰

(三)未來計畫

《攝大乘論》諸譯、釋本編撰



《成唯識論》



《成唯識論》



《成唯識論》

未來持續之工作：

1.資料庫的維護與修訂。
2.內容的增補。
3.窺基《成唯識論述記》等注釋
書之標點的再校訂。



《唯識二十論》

未來持續之工作：

1.資料庫的維護與修訂。
2.藏譯本之字詞解析。
3.玄奘譯本【編者註】的補充。



《唯識二十論》



《唯識三十頌》

未來持續之工作：

1.資料庫的維護與修訂。
2.《安慧釋》之梵文字詞解析。
3.玄奘譯本【編者註】之補充。
4.藏譯本之藏文字詞解析。





三、《中邊分別論》數位資料庫在文
本解讀上的一些發現

1.誰的翻譯忠實，玄奘？真諦？

窺基：《辯中邊論述記》卷1：
「彌勒本有一百一十三頌，初一總攝，後一結釋，中為正
宗。…… 即舊真諦已譯於梁朝，文錯義違，更譯茲日，諸不同處
至下當知。」



(1)真諦譯同於梵本、藏譯本

真諦譯同梵本、藏譯本，玄奘譯則合併五、六、七頌之後再接論文



(1)真諦譯同於梵本、藏譯本

真諦譯同梵本、藏譯本，玄奘譯則合併五、六、七頌之後再接論文



(2)二漢譯同，與梵本、藏譯本不同

二漢譯有，梵本、藏譯本無



玄奘此處所譯之「謂圓成實，二空所顯」，對應現今所見
之梵文為pariniṣpannalakṣaṇaṃ śūnyatāsvabhāvam eveti(圓成
實相即是空自性)，並未有「二」字，而在真諦譯與此句相
應的翻譯為「真實性相者，二空自性」。真諦譯與玄奘譯，
同樣都表示出在梵文中沒有出現的「二」字，藏譯本與梵
文本同。只顯示ཡོངས་སུ་གྲུབ་པའི་མཚན་ཉིད་ནི། སོང་པ་ཉིད་ཀི་ངོ་བོ་ཉིད་ཁོ་ན་ཡིན་པས(圓成

實相是空自性)。然在安慧的《中邊分別論疏》中，在其釋
文中則pariniṣpannalakṣaṇaṃ dvayābhāvasvabhāvatvāc

śūnyatāsvabhāvam eveti(圓成實相由二無性故，說為是空自
性)。玄奘與真諦在譯文中所出現的「二」雖在梵文本中並
未出現，但卻與安慧釋之意相同。



2.真諦譯〈辯相品〉中消失的二頌



2.真諦譯〈辯相品〉中消失的二頌



3.大正藏的誤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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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正藏的誤字-2



結語：

1.《二十論》、《中邊論》等多文本比較，真諦與
玄奘翻譯上的差別與特性。在文字的對應上真諦
譯多比玄奘譯更符應梵本，但亦並非全然如此。

玄奘譯則常將數頌合併翻譯後，再接論文長行。

2.現今所見梵本未必與玄奘、真諦當時所持梵本在
內容與文字上完全同一。

3.文本對讀對於各別文本在文字、意義的解讀上有
極大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