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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中印合起来占了其中一半。
人类总共创造出了四个大文化体系，而中印各居其一，中印合起来，可以说也占了人类文化宝库的一
半。
中印两大文化体系都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圈，对人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这两大文化体系在世界上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崇高的价值。
它们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夺目的光辉，起源之早，延续时间之长，覆盖面之广，生命力之强，门类之多
，影响之大，可谓世上罕见。
两大文化圈之间，又相互学习和影响，又促进了彼此文化的发展。
正是，文化交流能推动人类社会前进。
　　几十年来，季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广泛，加之勤钻研，他在语言学、佛学、历史学、文学、文化
学、比较文学等方面都卓有建树，但他用心最多、成就最大的则是对印度学的研究。
在印度学研究方面，他对印度的语言、历史、文学、文化及中印文化关系史等方面有独到见解，成就
斐然。
因此，印度著名的瓦拉那西大学授予他最高荣誉“褒扬奖”、印度文学院授予他“名誉院士”。
　　中外文化交流也是季羡林先生一贯重视的，与上述几个研究领域有关，内容相当广，研究的时间
也相当长，但重点还是在中印文化交流方面。
当然，他的研究“还旁及中国与波斯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文化交流”。
季先生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演说和不同的著作中，对中印文化交流都有精辟论述，这类文章都
分散在不同的书中，他的著作如“山”，读者想一一查找有关内容，费力耗时，也许不便。
为适应目前形势发展的需要和方便读者，今天，我把他的一些有关文章收集整理，精选25篇，汇集成
册，经季先生同意，命名为《季羡林论中印文化交流》，一并发表。
我想，这相文集不仅有利于中印友谊的不断发展，而且对中印文化交流会起到积极作用，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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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羡林(1911.8.6 -)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
。
　　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
194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
194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
文。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建国后，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负责人，
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
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
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东文语言文学系教授、主任，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
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委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
、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亚非学会会长，语言学会会长。
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1994年4月当选为澳门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
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对印度中进语言形态学、原始佛教语言、吐火罗语的语义、梵文文学等研究均作出重要贡献。
在印度中世语言形态学方面，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小乘佛教大众部说出世部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
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特征，著《〈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一文。
在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方面，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它所使用的语言是中世印度东部
方言古代半摩揭陀语。
主要译著有《原始佛教的语言　　问题》、《印度简史》、《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印度古代
语言论集》、《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罗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
林散文集》等，翻译了：《沙恭达罗》、《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
》、《五卷书》等，散文集有：《赋得永久的悔》。
主编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995年11月，"北京大学季羡林海外基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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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编者的话季羡林简介中印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文化交流能推动中印社会前进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复
杂性——在“东方文化系列讲座”上的报告交光互影的中外文化交流对于文化交流的一点想法中国纸
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问题的补遗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
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浮屠与佛再谈“浮屠”与“佛”西域在文
化交流中的地位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兼评美国梵文学者佛兰克林·爱哲
顿的方法论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梅咀利耶与弥勒印度文学在中国中印
友谊的又一象征——在印度政府赠送北京大学泰戈尔铜像揭幕仪式上的讲话佛教的倒流从中印文化关
系谈到中国梵文的研究印度文化特征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在印度文学院授予名誉院士学衔仪式上的演
说东方文化要重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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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近一二年以来，全国学术界掀起了一个讨论文化问题的热潮，许多专家学者，老中青都有，都参
加了进来，发表了很多很好很新很有启发性的意见。
尽管大家的意见还不能取得一致，但是这真正贯彻了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认真贯彻过的百家争鸣的方针
，这与我们提出的两个文明的建设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是我们全国人民生活中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
我在学习、思考之余，也想发表一点意见，主要是讲文化交流。
我讲的是广义的文化交流，不限于精神方面，也包括物质方面存内。
　　首先我要讲文化交流无所不在。
不管我们意识到与否，我们今天的生活，不管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无一不与文化交流有关。
试想一下，我们在学校里学习的，在科研机构或者学校里所研究探讨的，哪一件是完完全全的中国土
生土长的?我们吃的、喝的、穿的、戴的、乘的、坐的、住的、用的，又哪一件是完全十生土长的?汽
牟、火车、飞机、轮船，我们古代有吗?可可、咖啡、纸炯、可口可乐、啤酒、香槟、牛排、面包，我
们过女可都有?例子不要再举了，这都是大家熟知的。
我们的花草里面，茉莉花，连名字都不是中国固有的。
我们吃的土豆、老玉米、菠菜、葡萄，以及许许多多的水果蔬菜都是外来的。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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