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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5年，我编了一本金克木的《书读完了》，2006年出版。
编完后，觉得意犹未尽，在余佐赞先生的督促下，又编出了这本《文化三书》。
稿件全部编讫，已经是凌晨一点钟了。
我躺在床上，照例胡思乱想，多是兴奋，偶尔失落。
　　忽然间发现自己走在一条路上。
看天色，应该是东方鱼肚白的时候。
周围只偶尔有几个人影，或前或后地走着。
路旁古木参天，一位老人穿着藏青色中山服，手持拐杖，戴一副黑框眼镜，一边抬头看着天空，一边
慢慢往前走。
我略一端详，认出是金克木，就疾步向前，来到老先生面前。
　　还没等我问句好，老先生就转过身对着我，开口说话了：你编完了《书读完了》，还要再编一本
《文化三书》，对我极尽刨根问底之能事，究竟想做什么？
难道要把我打碎弄乱，重新编排出一个精神DNA？
我已是古旧人物，退出了历史舞台，难道你要拉我进入现在的话语“圈子”，让我成为博客和论坛上
的话题、时尚的符号？
　　我熟悉老先生的这种语调，笑笑说：我不写博客，没有“圈子”，更不懂时尚。
我编你的书只是因为自己喜欢。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化三书>>

内容概要

第一辑取名“比较文化书”，主要收录的是金先生写的关于中西文化方面的文章，以解说欧美文化进
来后的思想情形的文章为主。
　　第二辑取名“旧学新知书”主要是选取金先生谈论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文章。
金先生认为要知道新意思，其实仍可以读旧文章。
　　第三辑取名“无文探隐书”，金先生认为以前识字和读书的人并不多在这部分里金先生试着从非
民间的文化查出民间的文化，从少数识字的人查出他们所受的多数不识字的人的心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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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克木（1912-2000），字止默，笔名辛竹。
生于江西，祖籍安徽寿县。
1941年先生经缅甸到印度在加尔各答游学，同时学习印度语和梵语。
1943年到印度佛教圣地鹿野苑钻研佛学，同时学习梵文和巴利文。
金先生学贯东西，知兼古今，一生笔耕不辍，留下学术专著三十余种，主要文学著作有诗集《蝙蝠集
》，小说集《旧巢痕》，散文随笔集《天竺旧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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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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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谜：科学·哲学·艺术　文化之谜：宗教信仰　文化之谜：世界思潮　东西文化及其科学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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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文化　信息场　显文化·隐文化　治“序”·乱“序”　从孔夫子到孔乙己　古“读书无用论”
　齐鲁之别与传统思想　谈“天”　门外议儒家　妄谈三皇　反传统的传统　空城对话　中国的神统
　佛“统”　三“王”的传统　两种“法”　占卜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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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化问题断想　　其一　　有一个外国人说：历史告诉我们，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另一个外国人说：历史告诉我们，以后还会这样。
有个中国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还是中国人说的好，把两个外国人的话都包括了。
“师”，既可以是照样效法，也可以是引为鉴戒。
学历史恐怕是两者都有。
二十年前发生过连续十年的史无前例的大事，既有前因，又有后果。
我们不能断言，也不必断言，以后不会再有；但是可以断言，以后不会照样再来一个“史有前例”了
。
历史可能重复，但不会照样，不会原版影印丝毫不走样，总会改变花样的。
怎么改变？
也许变好，也许变坏，那是我们自身天天创造历史的人所做的事。
历史既是不随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又是人们自己做出来的。
文化的发展大概也是这样。
我们还不能完全掌握历史和文化的进程，但是我们已经可以左右历史和文化，施加影响。
若不然，那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对历史进程可以看出趋向，但无人能打保票。
　　其二　　历史上，中国大量吸取外来文化有两次。
一次是佛教进来，一次是西方欧美文化进来。
回想一下，两次有一点相同，都经过中间站才大大发挥作用。
佛教进来，主要通过古时所谓西域，即从今天的新疆到中亚。
西域有不少说不同语言的民族和文化。
传到中原的佛教，是先经过他们转手的。
东南也有从海路传来的，却不及西北来的影响大，那里没有会加工的转口站。
青藏地区似乎直接吸收，但实际上是中印交互影响，源远流长。
藏族文化和印度文化融为一体，那里的佛教和中原不同。
蒙古族是从藏族学的佛教，也转了手。
欧美文化进来也有类似情况。
明中叶到清初，耶稣会教士东来并在朝廷中有地位，但是文化影响不能开展。
后来帝国主义大炮打了进来，人和商品拥入，但文化还不像鸦片，打不开局面。
西洋人在中国出的书刊反而在日本大量翻印流行。
所谓西方文化是经过东方维新后的日本这个转．口站涌进来的。
哲学、文学，直接从欧洲吸收而且有大影响的，是经过严复和林纾的手。
两个翻译都修改原著，林纾还不懂外文。
此外许多文化进口货是经过日本加工的。
梁启超在日本办杂志。
孙中山在日本鼓吹并组织革命。
章太炎在日本讲学。
鲁迅、郭沫若在日本学医、学文学。
从欧美直接来的文化总没有从．日本转来的力量大。
一欧美留学生和教会学校虽然势力不小，但在一般人中的文化影响，好像总敌不过不那么地道的日本
加工的制品，只浮在上层。
全盘西化，完全照搬，总是不如经过转口加工的来得顺利。
好比电压不同，中间总得有个变压器。
要不然，接受不了，或则少而慢，反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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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　　中国人对于外来文化，不但要求变压，还有强烈的选择性。
二道手的不地道的佛教传播很广。
本来没有什么特殊了不起的阿弥陀佛，只是众佛之一，在中国家喻户晓，名声竟在创教的释迦牟尼佛
之上。
观世音菩萨也是到中国化为女性才大显神通。
玄奘辛万苦到印度取来真经，在皇帝护法之下，亲自翻译讲解。
无奈地道的药材苦口，传一代就断了。
连讲义都流落日本，到清末才找了回来。
玄奘自己进了《西游记》变为“唐僧”，成了吸引妖精和念紧箍咒的道具，面目全非。
对西方文化同样有选择。
也许兼容并包，但很快就重点突出，有幸有不幸。
就艺术说，越地道越像阳春白雪，甚至孤芳自赏，地位崇高而影响不大。
反而次品有时销路大增，供不应求。
流行的第一部现代欧洲小说是林纾改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小仲马）。
一演再演的欧洲戏剧是改编的《少奶奶的扇子》（王尔德），都不是世界第一流的，而且变了样。
我们中国从秦汉总结春秋战国文化以后，自有发展道路，不喜生吞活剥而爱咀嚼消化。
中国菜是层层加工，而不是生烤白煮的，最讲火候。
吃的原料范围之广，无以复加，但是蜗牛和蚯蚓恐怕不会成为中国名菜。
至少在文化上我们是从来不爱一口整吞下去的。
欧美哲学也同古时印度哲学命运相仿。
人家自己最为欣赏的，我们除少数专家外，往往格格不入；甚至嗤之以鼻，或则改头换面以至脱胎换
骨，剩个招牌。
有的东西是进不来的，不管怎样大吹大擂，也只能风行一时。
有的东西是赶不走的，越是受堵截咒骂，越是会暗地流行。
所以，文化的事不可不注意，又不可着急。
流行的不都是劣货、次品，直接来不经转口的上等货有的也会畅销，因此大可不必担忧，更无须生气
。
　　1986年　　三谈比较文化　　我国有一大笔文化遗产现在还没有整理，这就是那些从古代印度传
来的佛教文献。
大略可以说有下列几项，都不包括中国人自己的著作：　　一、汉语译的佛教文献，即《大藏经》中
的原著部分。
　　二、藏语译的佛教文献，即《甘珠尔、丹珠尔》。
蒙古语译文可以算在这一系统之内。
　　三、新疆和别处发现的古代一些兄弟民族语文字母写的或译的佛教文献。
　　四、傣族的所谓“贝叶经”，其中应有抄写下的或翻译的佛教文献。
　　五、西藏、新疆等地区陆续发现的古代印度语的各种字体写本，还有附汉译或藏译的原文写本或
木刻本，用汉字或藏文字母等音译的印度原文，各种文物中附的不同文字的印度语原文，这些也多半
是佛教文献。
　　以上这些文献是中华民族的财富，也是世界文化的，尤其是印度文化的重要资料。
在国际上早已有人进行研究并且校勘，甚至大部头的尚无原文的汉译本如《成唯识论》、《阿毗达磨
俱舍论》（释论）、一百卷的《大智度论》，陆续有了法文译本（末一种尚未完成）。
但是国内从清末至今只有极少数人作认真的科学研究。
甚至汉译文献除许地山编的《佛藏子目引得》（和翁独健编的《道藏子目引得》一样体例，都是燕京
大学出版），吕潋编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齐鲁书社出版）以外，就只有一些零星的研究。
梵、藏、汉对照的《大宝积经迦叶品》的出版者是商务印书馆，编校者却是外国人钢和泰。
　　这些文献虽说是佛教文献，其中却也包括了非佛教的书籍。
佛教文献也不仅仅是宗教宣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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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色彩浓厚的也是古代文化遗留的一种资料。
若以现代科学的眼光观察，这些就成为语言学、宗教学、哲学、文学、史学等等研究的古代文化资料
。
不但印度人认为这些是他们的文化遗产，而且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看来，这些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变化
发展的重要因素，甚至还可说是研究现代文化来源和构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特别有意思的是，若依照比较文化的观点来研究，这些恰恰是不同文化相接触而产生变化的一个头，
是输入口，由此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反馈”、新生等等变化而从输出口显现了新的文化。
这种情况在中华民族的整个文化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
黄帝战蚩尤的传说姑且不论，商和周以及黄河流域和越、楚的“文化移入”（acculturation），直到近
代、现代的对外文化接触，都需要有全面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研究，其中也可以说要有一个现代文
化人类学的所谓“全局性的”（holistic）研究。
同样重要的是现代文化人类学的一个研究方法，“比较文化”（cross—cultural comparison）研究。
这一类工作当前还在发展中。
例如，在美国，有人比较南亚的印度教人物和美国的中层人物的“世界观”；有人比较中国人的和美
国人的家庭核心关系，以为中国的是父子，美国的是夫妇，这种关系形成民族性格的一部分。
他认为中国人颂祖先，印度人颂神，美国人重视儿童，故中国人特重传统。
虽然这种研究主要是依据生活调查，用在历史上也是重视文物过于文献，但是丰富的文献若同文物以
及生活实际相结合，其价值和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
我国历史上从三国到唐是一个极重要的文化转变时期，是一个各民族文化激烈冲突和变化的时期，单
独在汉族文化上着眼就难见全貌，对以后的五代、宋、辽、金、西夏直到元朝大一统帝国的文化渊源
也不易索解。
这个大体上从公元3世纪到8世纪的一段恰恰是佛教传入引起巨大文化矛盾的时期。
从新疆即古代所谓西域的各民族方面说，开始得更早，从晚唐到宋也还有高潮之后的波涛、转换，但
最重要的是中间这几百年。
究竟经过“西域”以及“南海”还有西南的藏、印之间的通路传到中国境内的原来的文化因素，怎样
恰好碰上了国内各民族文化（包括政治）矛盾的重要时机而起了巨大作用，从而产生辉煌的唐代文化
？
这个外来因素究竟有什么特点，经过了怎样的转化，如何被“扬弃”而成为新的东西？
如果溯其本原，对于了解它们所引起并参加的变化必然会有帮助。
历史唯物主义当然着重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但是对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大体上可说是人类学所谓
文化，但这个“文化”还包括政治以及经济结构甚至生产力，还讲到文化生态学。
）的“反馈”作用能够忽视吗？
包括中华民族的各民族在内的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不应该让外国人占先了。
不过，“参照系”（frame of reference）应当具备“全局性”，着手点还得是“深入的个案研究”
（indepth case study）。
这就有一个如何整理这些佛教文献的问题。
　　这些佛教文献传入中国，标志着中国文化史中的一个变化，这里面有一些问题。
因此我在发过上述这一番很可能为通人所笑的未必正确的议论之后，愿就这些问题来谈一谈。
　　第一是这种佛教文化怎样传进来被接受的？
这是“文化移入”问题。
它第一步到“西域”（新疆境内），第二步入中原，很快就风靡一时。
少数民族接受它不能因为是一张白纸。
文化上没有“白纸”；人类只要组成社会就有维持这个社会所必需的文化，只有指文字之类的狭义的
文化可以有空白而全部借自别人。
接受外来的完全破坏性的文化以导致自己的瓦解和灭亡，这是不可思议的。
进来的新文化必定对原来社会中至少是某一集团有利，最终导致对社会结构的稳定和发展有利，才能
被转化吸收成为新文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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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不是少数统治者或则知识分子所能决定的。
佛教传进来的，第一是和尚，第二是寺庙。
这正当印度佛像艺术开始大发展之时（公元初），同时来的就有佛像和经文。
立刻出现的是中国社会中原来没有的一种社会成分，破坏了原有结构。
简单说就是出现了寺庙经济。
这在后来成了地主收租，但开头并不是那样，是靠化缘集资（包括“勃建”），带集体公有的性质。
佛陀在世时就有大商人“黄金漫地”买“精舍”捐献，就有杀父的国王“归依”当“护法”。
佛教的经济和政治的性质及作用很明显。
更明显的是它还起一种组织群众的作用，这是几乎所有宗教直到今天都有的。
一个有严密组织的佛教宗派可以从物质上和精神上组织起很多人在自己周围。
这对于少数民族巩固自己的社会结构有利，因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可以各自加以利用：这种文化随
少数民族传到中原，在民族杂居而经济和政治结构复杂变化的历史条件下，佛教作用胜过了原有的所
谓儒家文化。
稍一检查石窟造像的题名，就可以看出这实际上起了组织跨行会的人的作用。
当“会首”的是组织者，寺庙是集中聚会地，佛像是核心的象征，香火是联络的信号。
这种社会力量一旦形成，就不能不为统治者（尤其是由弱族而要成为大国的王者）所重视。
一切宗教行为都是围绕着这一寺庙文化（应当说“僧伽文化”）进行的仪式，包括塑像和经文在内。
用比较文化的方法唯物地考察，就可以看出，这和世界上许多同类宗教派别都遵循着大致相仿的模式
。
物质利益和社会效果是根本的。
古人并不是不要实利的超人。
　　第二是佛教文化中的思想成分怎样会被接受？
这个新来成分主要是因果、报应、轮回、转世。
这在印度思想中原来也是新成分，其发展过程这里不提。
在中国，特别是在汉族中，这怎样能适应原有的文化形态？
说来话长，只要指出一个要点：这种理论的强有力的“随机”性。
看来是僵死的教条却有无比的灵活性。
它可以是承认“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因为有前定的因；又可以肯定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因为既
有前定的未知的因决定，又有今世种下来世的因的可能。
人们可以拜佛求来世，也可以伪托弥勒佛降生而造反。
佛教是戒杀的，但不排除降魔。
中国庙一进“山门”便是“四大金刚（天王）”横眉怒目；殿上笑嘻嘻的菩萨背后是手举降魔杵的“
护法”韦驮。
关于报应和轮回思想的社会作用，需要仔细的科学的分析研究。
至于其他的信仰和道德的理论，佛教的和汉族原有的并无根本差别。
“沙门不拜王者”，后来和尚让步了。
外国和尚至今还是受拜不答礼的；中国和尚除做法事时外已经是平等待人，甚至是逢人便拜的“常不
轻菩萨”了。
　　第三是佛教中的哲学思想怎样被吸收的？
这首先要分析。
那些佛教的基本论点如“无常”、“无我”、“缘生”、“空”、“有”之类，大概从来也没有真正
照原样进入中国哲学，进入的是转化了的中国式理解，往往是新术语、旧范畴。
有些在佛教哲学中原来并不着重讨论的，如“涅粲”、“佛性”等等的解说，却在汉族哲学史中成了
变幻莫测的论题。
从比较文化的角度说，重要的是“世界观”的模式。
佛教的和印度其他教派的基本上是一类，是乐生而不是寻死。
耆那教承认绝食自杀，那是像道教“尸解”一样；他们最爱惜生命，以“戒杀”为最高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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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同样是，否认变化现象的永恒真实，同时肯定复杂现象的感觉真实。
在中国，这一个模式在知识分子书中讲来讲去，实际上在信教者的实践中不成问题。
连佛陀都有生老病死，一切照常。
坐禅的人必须大吃大喝，否则不能在一炷香、一炷香的长时间内练功。
至于真实，那是指“涅槃”，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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