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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代的印度并非国家的名称，而是一个地理概念，泛指以喜马拉雅山为界，东濒孟加拉湾，西至
阿拉伯海，南临印度洋在内的广大地区，包括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以及
阿富汗部分地区在内的整个南亚次大陆（图1）。
印度是世界最早的文明发祥地之一，早在公元前2500年，印度河流域就出现了城市国家，产生了灿烂
的哈拉帕文明（图2、图2-1）。
至公元4世纪笈多王朝兴起，古印度文明经历了2600余年的发展过程。
印度文明自成一体，延续数千年，尽管其间不断有外族游牧民的入侵、商人和移民的迁入、多种文化
的干扰，但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特色。
在古印度文明发展的漫漫长河中，印度人民以他们高超的智慧和灵巧的双手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艺
术，在文学、哲学、宗教、雕塑、音乐、数学、医学、天文学、建筑学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图3、图4）。
历史悠久的古印度文化对古代东方文化以及世界文化发展的格局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人类文明史
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是世界文化的宝贵财富之一。
　　印度河流域是印度文明的发源地。
很多学者认为，印度河文明是由达罗毗荼人创造的（图5）。
但印度河文明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与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文化有着广泛的联系与交流。
约在公元前17世纪，印度河文明开始衰落。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外族入侵是主要的原因。
原先生活在伏尔加河流域的雅利安人约在公元前21世纪开始南迁。
后来，其中的一支向西进入了波斯境内，一支向东进人印度。
所以，伊朗雅利安人与印度雅利安人不但同种，而且有着同一文化的渊源，在语言、宗教、神话等方
面存在密切的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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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代的印度并非国家的名称，而是一个地理概念，泛指以喜马拉雅山为界，东濒孟加拉湾，西至
阿拉伯海，南临印度洋在内的广大地区，包括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以及
阿富汗部分地区在内的整个南亚次大陆（图1）。
印度是世界最早的文明发祥地之一，早在公元前2500年，印度河流域就出现了城市国家，产生了灿烂
的哈拉帕文明（图2、图2-1）。
至公元4世纪笈多王朝兴起，古印度文明经历了2600余年的发展过程。
印度文明自成一体，延续数千年，尽管其间不断有外族游牧民的入侵、商人和移民的迁入、多种文化
的干扰，但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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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的佛经普遍采用太子“四门出游”的传说，即太子先后四次从都城四方城门出游，分别遇见老
人、病人、死人和出家人，深感人生无常，决心出家（图18）。
无论如何，悉达多太子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毅然决然地摆脱一切去出家，以期为一切众生和自
己，找出一条解脱人生痛苦的正确道路。
如《中尼迦耶》第26《圣求经》中的记载：　　我年纪轻轻，头发乌黑，神采奕奕，正值青春年华。
尽管我的父母　　不愿意，哀哀哭泣，我依然剃去须发，穿上袈裟，离家成为出家人。
　　其实，古代印度社会盛行出家修行，这种习俗大概来自婆罗门教。
按《摩奴法论》规定，婆罗门一生要经过四个阶段：最初要学习吠陀圣典，称为“学生期”；接着娶
妻生子、成家立业，称为“家居期”；然后到森林中去完成梵行，称为“林栖期”；最后舍弃一切财
富，以乞食为生，称为“遁世期”。
可见，一个婆罗门的一生大部分时间用来进行宗教实践活动。
婆罗门是这样，其他游行沙门也是这样。
他们习惯于远离社会，到森林中去漫游、冥想，以及只有折磨自己，把肌体里多余的东西去掉，才能
净化思想，证得觉悟。
尽管婆罗门和沙门之间对‘解脱”的看法和理解不同，但对于出家、修行方式，倒有许多是相通的。
悉达多太子舍弃豪华生活而去苦行的行为，和当时的沙门思潮一样，是为完成宗教实践。
太子出家之后首先经历一系列的拜师活动（图19），先是拜阿罗逻·迦罗摩为师，学习正法、戒律，
修习梵行。
由于太子同样具备精进力、念力、定力（三昧）和智慧（般若），很快就学会并住于了无所有处法。
太子并不满足，然后又拜郁头迦·罗摩弗为师，又很快达到了非想非非想处的境界。
于是，太子又一次选择了离开，在摩揭陀国四处漫游。
太子进入王舍城乞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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