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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而不遺漏地分析詞的義例上有了確實的保障。 

十四、結論 

綜合上面的介紹，佛經語法的研究是近年來

快速發展的一個學科。探討的範圍觸及了語法學

的每一個角落，可以說是充滿了朝氣，也最具有

開發潛力。我們只要想想：數千卷的大藏經，每

一頁都是句子，語法正是研究這些句子的學問，

是我們要讀懂佛經的最重要依憑。例如疑問句，

佛經語言大多是一問一答的形式，這裡頭有無數

的問句，而自古以來，問句的形式歷經變化，這

些都表現在東漢到唐代的佛經當中。其他如被動

句、假設句情況也是一樣。詞類研究方面，在虛

詞領域做得比較多，包含了介詞、連詞、助詞等。

實詞方面做得比較少。特別是在動詞方面有許多

值得繼續討論的課題，例如雙音節動詞的發展，

是中古漢語很重要的一個特色。這些都留給了後

續的學者一個開展的空間，我們應當積極吸取上

述學者的研究經驗，以之作為基礎，繼續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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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教誨以兩個理則為中心，一是四聖諦，佛陀在此對

苦的問題進行診斷，並且指出對治這個問題所需要的方法。另

一是八正道，這是他開列出來的藥方，以實地修行來根除深植

的苦因。本書以清晰又淺顯的文句，簡要但完整地詮釋這八支

正道。 

作者以自身對佛陀教誨的體驗為堅實的基礎，檢視每一個

道支，以確定它在實地修行中所指陳的內容。最後，在總結的

那一章，他展示了這八個道支如何一併作用，而使修行者徹底理解佛教「開悟且自在」這

項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