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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中国》

内容概要

《海外中国学丛书·印度与中国：千年文化关系》对一千多年的中印文化交流进行了简要概述，确实
是这个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该书在有限的篇幅内涵盖了两个国家文化交流的所有方面。本
书内容从最为具象的商品贸易到最为抽象的哲学义理，从充满传奇色彩的个人事迹到跨越千年的历史
变迁，从广为人知的佛教往来到少有介绍的医学历算天文科技等无所不有。本书的主旨是要呈现人类
文明史上这一堪称奇迹的文化交流现象给中国和印度两个古国的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千年前的
中国人和印度人是以如此巨大的热情和不可思议的毅力，沿着亚洲最为艰险的山脉、沙漠和海洋前往
彼此的国度，他们的创举不仅深刻地塑造了今天的我们，而且仍然对我们的未来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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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师觉月
印度佛学家、汉学家。曾任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教授、副校长。50年代曾任北京大学访问教
授一年。通晓古汉语、梵语和中亚语言，专门从事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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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篇幅虽短信息量却很大，值得细读的经典著作
2、中印交流最多的当是佛教文化。之前影响两者交流最主要的障碍便是地理障碍。东亚是汉文化圈
，南亚便是印度文化圈。这两者都是世界上历久且璀璨的文明。只是在我们文化的潜意识里老是贬低
而看不起“阿三”的文明而已。梵文巴利文所承载的文化因子仍鲜活在南亚各国文明之中。中印研究
也有其巨大价值，而若对这世界上如此举足轻重的文明的忽视，也会让个人及其社会愈发的无知。
3、可惜有关中印之间交流的文献很少研究佛教以外的东西
4、作为一个印度学者，师觉月先生的视角跟理论和中国学者还是不尽相同的。本书着眼于证明中印
的直接交流源远流长。但更多还是从文献角度出发论证。当初听过一个汉朝考古讲座，说到实物考古
方面，还是绝少中印直接交流的实物证据的。所以想来，情况大概也不像师觉月先生所说那样乐观吧
。44年的著作，中印关系大方向跟现在当然有天壤之别。所以可见意识形态这东西，影响也是方方面
面的。嗯，讲到中国历史观念影响到印度还挺有意思的。
5、很富启发的一部书，可与丁山先生的几本书结合在一起看。印度对于中国的影响可以说是相当大
，一定程度上讲，甚至可以将中国称之为印度的文化殖民地，可惜学界一直对此课题有所忽略。该书
对于佛教的影响研究比较多，其实远不止于此。书中关于石雕方面希腊到印度到中国的一脉相承，虽
谈到较少，也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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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印度与中国》的笔记-第72页

        第五碑 怀问所立碑铭（公元1033年）
此碑立于明道二年正月。由此推测，怀问应是明道元年启程，在一年之内即从海路抵达摩揭陀国，并
在菩提迦耶建成一座佛塔。所谓中国速度，宋已有之。

2、《印度与中国》的笔记-第15页

        今印度诸国多有歌颂摩诃至那国《秦王破阵乐》者。
玄奘的宫庭谋略，居然也被作者取信，叹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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