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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初叶，文化传播学派代表学者德国人格雷布内尔（F·Graebner 1877～1934年）与奥地利人
施密特（W·Schmidt1868-1954年）提出“文化圈理论”，认为世界上存在若干文化圈，每个文化圈包
含一定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共有成分。
此说庶几反映世界文化史实际，故近一个世纪以来逐渐被普遍采用。
　　“文化圈”作为文化传播造成的文化场，指具有相近文化特质、文化结丛的文化群体所构成的人
文地理区域，往往由某一先进民族或国度组成“中心文化丛”（或日“文化核心区”、“文化源地”
），以其首创的文化播扬于周边地区（或日“文化边缘区”、“文化受容地”），在核心与边缘的互
动中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文化圈。
当然，这种中心一边缘关系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历史进程中有所异动的。
时下学界的普遍看法是：希腊一罗马文化、从希伯来到伊斯兰时期的闪族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华文化
，都曾是具有丰厚积淀与强大扩散力的文化源地，以其为核心形成各自的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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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着眼东亚文化圈生成与发展的曲折多致历程，所选择的论著，或总论整个东亚文化圈诸国
间的文化互动（如池田温的《东亚文化交流史》、福井文雅的《汉字文化圈的思想与宗教》），或用
力于东亚文化圈某一国度的文化史（如铃木贞美的《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森贞彦的《（菊与刀）
新探》、上垣外宪一的《日本文化交流小史》），或研讨东亚文化圈内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史（如古濑
奈津子的《遣唐使眼里的中国》、阿部洋的《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刘岸伟的《小泉八云与
近代中国》）。
就浩博的东亚文化而言，这些论著所述当然只是冰山一角，却也可以一斑窥豹、以蠡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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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概观：汉字文化圈的思想和宗教——儒教、佛教、道教一、儒教二、中国佛教三、道教儒教的仁爱与
佛教的慈悲区别何在?——“仁”的本质一、问题之所在二、汉语“爱”的字义三、佛教中“爱”的字
义四、“慈悲”与“爱”的比较五、对某种反驳的回应——附结论持续努力则人性可变?——“青出于
蓝”的真意一、问题之所在二、“青出于蓝”的本义三、《劝学篇》的思想结构四、结论性善论和性
恶论——东西方的人性观一、荀子的性恶论二、性恶论的真意三、东西方的人性观佛教“照千(于)一
隅”争论的盲点——何谓“隅”?一、争论的开端二、被忽视的问题点——“隅”的意义三、关于“照
千一隅”新解释的疑点四、“照于一隅”的真意五、解决为何竟需二十余年?讲经仪式和“论义”一、
佛教礼仪研究的重要性二、讲经仪式的顺序三、“论义”形式的概要四、都讲和麈尾的职能五、“论
义”的意义六、日本讲经仪式的流变古汉文训读的长处和问题一、古汉文等于汉语吗?二、古汉文音读
的优点和条件三、古汉文教育的目的马来西亚的华人佛教管见一、马来西亚国二、马来西亚的寺院及
其活动三、马来西亚佛教界的两大组织四、南马来西亚佛教青年会培训营“道家”、“道教”的系谱
和异同点一、问题之所在二、道教概念的轮廓和语义的形成三、“道家是哲学，道教是宗教”的通常
看法正确吗?四、今后的课题佛教和道教的交流一、意为佛教的“道教”二、道教中的佛教诸相三、儒
教、佛教、道教的“三教归”四、今后的课题《斩龙》笔记——印度与道教的接触?上古日本与道教的
关系——期刊连载讨论一、写在再刊之际二、书评、新刊介绍福永光司著《道教与日本文化》三、研
究笔记津田左右吉博士与道教四、研究笔记关于福永教授的反驳有关道教的诸问题一、法国东方研究
的今与昔二、世界道教研究的今与昔三、法国的研究特色四、什么是“气”?五、道家和道教是同义词
——其形成的历史六、研究之要事——对用语的考究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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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个例子，是我讲课中的体会。
　　某年，在大学东方哲学专业四年级的研究班课程上，阅读牟子《理惑论》。
听讲学生中，有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正规留学生和一位作为受中国政府资助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学习
了两年中国哲学的日本女学生。
有一天，突然碰到《理惑论》的一部分，让他们用汉语阅读、解释，两人也完全没能做到。
其原因之一，是古文中有很多难读（很难发音）的汉字和梵文音译字（在这一点上，佛教古汉文中频
繁出现的梵文音译汉字，用日语阅读，比用现代汉语阅读更加容易理解）。
　　其原因之二是，即使努力发音、勉勉强强读出来了，最终也不能做到充分理解。
因为其中有非常多的词汇和语法在现代语言中是见不到的。
这里显示出汉语古代典籍的特征。
　　如果是欧美语言的文本，这种状况是难以想象的。
作为大学四年级学生，“不能阅读”（不能发音）或“不能解释”作为母语文本和自己的专业课程的
古代典籍，在欧美是难以想象的。
　　举出上例，并不是要说两位学生学习不用功或能力不足。
这位日本女学生作为赴中国留学的学生不用说是优秀的。
即使如此，仍然不能阅读，就是因为“古汉文不是汉语”，“即使是中国人也不一定能理解古汉文”
。
古汉文（古代汉语）就是这种性质的文献和语言，如果不提前作充足的准备，那就连发音也是困难的
。
为证明这一事实，我把用汉语阅读古汉文，与现代语言教育作了区分。
用汉语阅读古汉文，虽然有“偶然的符合”，但无论哪个国家，对古文、古典语言的理解，都是需要
一定训练的。
　　要求用现代汉语表达，认为若能阅读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自然就能阅读、理解，我想再次重申，
这种想法是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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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字文化圈的思想与宗教：儒教、佛教、道教》系着眼东亚文化圈生成与发展的曲折多致历程
，所选择的论著，或总论整个东亚文化圈诸国间的文化互动（如池田温的《东亚文化交流史》、福井
文雅的《汉字文化圈的思想与宗教》），或用力于东亚文化圈某一国度的文化史（如铃木贞美的《日
本的文化民族主义》、森贞彦的《（菊与刀）新探》、上垣外宪一的《日本文化交流小史》），或研
讨东亚文化圈内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史（如古濑奈津子的《遣唐使眼里的中国》、阿部洋的《中国的近
代教育与明治日本》、刘岸伟的《小泉八云与近代中国》）。
就浩博的东亚文化而言，这些论著所述当然只是冰山一角，却也可以一斑窥豹、以蠡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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