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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寫作動機：

因為我是一名基督徒，若能這樣就能講明其寫作動機的話，那要拿甚麼東西與佛教的何物比較都沒問題。問題在於我
一直思考著其兩者是否能有正確傳遞的功能？人們是否能對兩者有正確的理解與討論？而其又是由甚麼東西當作規範
比較的？更大的問題是，作為現代信徒與學者，是否於第一手資料上能盡量排除錯誤的資訊去理解兩者的經典，而這
在對於普羅大眾的傳達上又造成了甚麼影響。

這些疑問都是對於這兩項宗教與研究的素材上，能否讓最底層支持著宗教的人有正確的理解而做的討論。同時也是對
其普遍性抱持質疑，人們是否是因為自己或是他人所加諸的不正確的想像而自認為理解了其最基礎的理論。

我並沒有對兩者做出主觀的批判與分高下的意圖，一切都是為了正確的傳達與更加客觀的思維而努力。

﹙二﹚ 期中報告內容：

1.對於基礎知識定義的不明確性。

此討論下，泛指各教各宗所謂「規範」、「真理」、「教義」上。首先是基督教，基督教繼承於猶太教發展與此，實
際上已刪去了猶太教原有的數本經典（其本應於舊約內收入）然而依然明確表達上帝選民、摩西十戒等等的法則與教
義，而在新約更是有上帝與使徒們表明定義，其皆是有明確目的性並且有跡可循的。然則佛教而論，雖在後期發展有
小乘、大乘之說，但在於佛教經典上，最早經典已非常古早，也就是說沒有再有人更動過，頂多是翻譯與研究，但卻
因其教義本身傳達的不易理解與證明上，容易在讀者之中產生錯誤的思維，如「空」一詞，對於翻譯者而言本身就是
個難以翻譯正確的詞彙，因為在佛經與原語言上就已經肯定其難以於現有語言傳達的特性。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翻譯、傳承與發展史上的等等問題，以導致兩者在理解上面對了不同的困境。

2.教導者於教導地位的正名能力。

基督教的教導者於舊約時代是為神選，然則於新約時代使徒擁有了聖靈與教會系統之後，便擁有了傳遞與對於教義理
解的權威性。人人都有對真理的理解能力，在這基礎下看似與佛教近似，然而在聖經的現代化下，實際上基督教給予
了教會一個直傳的權威性，並且在儀式保留責任與教導需求上，修道院與教會學校的發展使其教導者擁有對於經典的
理解的保證。相比之下，佛教在於經典上實際上剝奪了大部分普世價值上的教導權，剩下的只剩下悟道者與學者，並
且並沒有留下是否理解經典深淺需求的要因，這會是佛教思想在經典上肯定教導者權威的一大困難。

3.傳承的正確性。

這個問題牽扯到的方面較多，如傳承過程、經典缺漏以及翻譯問題等等。在於基督教部分，如上所說它刪去了部分的
猶太教經典，但尊重其宗教立場，我們只談新約之後的時代，新約之後，面臨著翻譯問題與方言問題，它是一個比較
幸運的宗教，因為它周遭的語言皆是與它比較相像的，那些教會也可以說是保證其傳承易難性的一種保護措施，但問
題也同時在此發生。對當代的知識份子來說，有很長一段時間是被教會壟斷的，所以聖經的傳承確實有被抓在一部分
人的手中相當久的時間，並且新約的後篇皆是以使徒們的信仰告白來訴說，在此狀況下，確實要對其傳承之正確性懷
抱疑問。
相對之下，佛教的立場就穩固的多，一來翻譯上長期在各國有所謂的一手翻譯者，二來在原國家對於佛教的原經典發
展並沒有太長與太曲折的更動。再談其刪減之問題前，我們首先就能看到佛教對於最早期教法的肯定性與研究性。這
的確可以說是它在傳承史上沒有現代化或是具物理上的權威性，但在於保證其經典的完整性上，我們可以確認它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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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更動較少的。然而這同時出現一個問題，那就是在文法上與單字上的翻譯上，連原經典都有質疑語言的傳遞能力，
自然是要質疑其在其他語言中是否能讓人有正確的認知。

﹙三﹚ 結語：

我們皆可以從上文中看見各自面對於其真理正確傳達上的困難與原因，在此基礎上，就能提出一個問題，不去對它們
作出研究能否能對其真理擁有理解呢？更何況在語言並不是使用原地區方言的狀況下，我們如何保證自己去閱讀他人
翻譯的原典就是正確的呢？
再來我們對於原典的理解又該找怎樣擁有權威的人討論呢？又要靠甚麼審查呢？原典並沒有物質上證明的狀況下難道
就毫無辦法了嗎？
常有人質疑學者對於經典的過度解讀與理解，但是在此論述上，希望擁有正確認知的狀況下，難道不需要如此研究嗎
？

在此，也不過是對上述資料提出理所當然的質問罷了，這此結論希望能對其初入經典的閱讀者指引一個方向。

﹙四﹚ 參考資料 ：

《聖經新譯本》， 環球聖經公會有限公司，2011年5月初版。
《大乘佛教思想》，上田義文 著，陳一標 譯。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91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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