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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其昱（1915-2011） 
謝和耐撰、岑詠芳譯 ∗ 

 

吳其昱的逝世，使我們在失去他的同時，亦失去了一位傑出的學者。他尤擅

長於亞洲的種種語言，並能解讀粟特文、梵文、藏文、蒙文、滿文、黨項文（中

國西北部西夏王國（1038-1227）的官方語言）及古音漢文，特別是中亞的方言。

吳其昱甚至學習過希伯來文！事實上，我們想不出有什麼語言他不通曉，至少他

有著紮實的基礎知識。他也是對全部敦煌寫本有整體深厚認識的少數專家之一

（這些抄錄於五至十世紀的寫本，除了中國和日本的少數私人藏品之外，連同最

早的刻本，分藏於巴黎、倫敦、聖彼得堡和北京）。他在法國完成的第一部著作，

是 1951 年至 1955 年，在戴密微要求下，我們兩人合編的《法藏敦煌漢文寫本目

錄》第一冊。 

吳其昱於 1915 年 9 月 8 日（證件上標明的年代是 1919 年）出生在距離上海

200 多公里，位於長江西北的東台市。1938 年為了走避日軍的炮火烽煙，他離開

故鄉，千里路遙地逃難到當時中國的大後方昆明，考入西南聯合大學外文系；及

後，日軍對昆明不斷轟炸，美國航空志願隊─飛虎隊，從緬甸起開闢一條新的

戰線，旋於昆明對日軍反擊。1941 年，吳其昱被派到該空軍招待所作翻譯員；

1942 年服役完畢返回聯大復學，他是當時少數回校復學的學生之一；1943 年他

於聯大畢業；1946 年他以語言學組第二名的優異成績考取庚款公費留學；翌年

乘船到法國。 

吳其昱留下的著作，題材廣泛，其卓越之處在於特別注重論述的精確和透

闢。他有半數論文以中文寫成，發表於臺北、香港及日本的期刊上；只有研究敦

煌景教文獻的大作〈唐代景教之法王與尊經考〉，刊登在北京大學 2000 年出版的

一份期刊上，此文是在一篇舊文的基礎上發展而成。 

大體言之，吳其昱對在中亞發現的漢文或其他語種文獻，或敦煌、吐魯番寫

 
∗ ［法］謝和耐（Jacques Gemet），法蘭西學院漢學研究所亞洲學院院長。岑詠芳（LEUNG SHUM 
Wing-Fong），法蘭西學院漢學研究所助理研究員兼漢學研究所圖書館中文書籍主任。原文載於

《亞洲學報》(Journal Asiatique) 299.1(2011)，頁 1-4。2011 年 10 月 12 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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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都很感興趣，從中發揮他語史學家特有的才華。他於每項研究，均務求盡善

盡美。他的研究，借助大量的書目，將所考文獻之同時代之史證，與音韻的溯源

相結合。以下僅從他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中試舉幾例。 

他有一篇文章討論劉義慶（403-444）《世說新語》中的外來詞「蘭闍」。這

個詞曾把著名的注釋家朱熹（1020-1100）弄糊塗了，他把它看成褒義詞；經學

大家王應麟（1223-1296）以為是梵語「蘭若」aranya（林野，寺院）一詞的譯音，

但其語意與《世說》的上下文根本不合。陳寅恪（1223-1296）終於想到與梵文

相同的 rañj（喜悅）。為了從印度類似的表述中搜羅確實的證據，吳其昱援引四

至五世紀上半葉出現中文譯音「蘭」與「闍」的所有佛教譯文。他把研究推到極

致，最終找得 rañja 一詞，證實了陳寅恪的想法。《世說》中稱為「胡」的印度

人對這個詞非常熟悉（「胡」後來被用來指居住於中亞的民族）。吳其昱提醒我們，

印度人慣以彈指（acchata）來表示喜悅或讚歎。 

他曾撰文討論四件敦煌梵文寫本：伯（漢文）2322 與伯（漢文）2778 二寫

本有用悉曇字書寫的陀羅尼（dharani）；伯（粟特文）16 寫本上有小品《般若波

羅蜜多心經》的兩個完整抄錄本，大概於八世紀出於不空（出生於錫蘭）一派。

鳩摩羅什的譯本出於五世紀的最初幾年（664 年玄奘臨終前便是念誦此經）。   

吳其昱指出，總體上此譯本被視為妙訣，在非常虔信佛教的時代，其影響也像《論

語》和《老子》一樣大。另外還有一個玄奘的譯本，它有兩處小地方與梵文本有

異，這些差異也見於所有的敦煌漢文寫本。吳其昱舉出梵文、藏文、蒙文和滿文

寫的主要版本和研究著作，以及近代的研究著述。他還轉錄了伯 2322 全文，上

面是漢文，下面是梵文。與包含玄奘譯文的伯（粟特文）16 一樣，他在文章最

後提供了這部名作的法文譯文。 

在吳其昱的各篇宏著裡，我們還可以舉出探討摩尼教的論文。他在此文中參

考波斯文資料，以及分別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和大英博物館的兩件敦煌寫本。後

者的年代為 731 年，內容是摩尼教義的概括翻譯，由一位名叫大德佛多誕的教士

奉詔譯出。吳其昱理清摩尼生平大事年表，特別指出其中最重要的三個年代：216

年他生於蘇鄰國；240 年他自組教團，宣稱神靈降示，與善惡相爭；274 年卒於

獄中。 

然而，吳其昱並沒有忽視報導學術資訊，他在這方面撰寫了好些文章。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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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年的〈最近敦煌文書研究〉；1986 年的〈八十年來之敦煌學〉；同年的〈列

寧格勒所藏敦煌寫本概況〉。 

眾所周知，在吳其昱抵法時，戴密微即建議他編修第一冊的《法藏敦煌漢文

寫本目錄》。之後的第二至第五冊，由蘇遠鳴領導的研究小組完成，吳其昱參與

了第三冊的編修。 

1960 年，法國國家科學研究院出版了一冊規模宏大，為數 10 卷的道經《本

際經》。此經失傳已近千年，一直以來只留下點滴引文。在 1900 年，困在洞窟內

的 9 世紀初期的寫本被發現，81 件《本際經》寫卷重見天日，它幾乎接近經文

的全部。吳其昱為此巨冊撰寫序言，匯集最好的抄本復製成書，幾逼近原作品。

此經借用了大量的佛教名相，涉及當時一些重要的哲學與宗教術語，譬如「法

相」、「中道」、「佛性」、「法身」或者「凈土」。這些寫本，大部分乃來自法國國

家圖書館和大英博物館，只有四卷除外。吳其昱在序言裡，將 10 卷中的經名、

作者、傳承等依次論述。各卷作者都受到一位皈依佛教的道士的啟示；而經文的

傳承，從其引述的典籍中的年代可重尋其脈絡。最後說明《本際經》在道教文學

上的重要性。 

我們當然可以就吳其昱發表過的研究成果，再補充其他例子，而這兒所引

的，相信足以說明他對種種語言的嫻熟掌握，還有他那史語家的特有天賦。 

在眾多學者中，吳其昱尤敬服他西南聯大的老師，偉大的史學家陳寅恪；還

有另一位在中國佛學與文學的建樹上，堪稱無與倫比的學者戴密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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