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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季羡林全集(第19卷):学术论著11·糖史(2)》内容简介：《糖史》搜集资料⋯⋯我曾经从1993年
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除了礼拜天休息外，每天来回跋涉五六里路跑一趟北大图书馆，风
雨无阻，寒暑不辍。我面对汪洋浩瀚的《四库全书》和插架盈楼的书山书海，枯坐在那里，夏天要忍
受书库三十五六摄氏度的酷暑，挥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时候偶尔碰到一条有用的资料，便欣喜
如获至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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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二编 国际编　第一章 第一编中已经提到过的有关第二编的内容　第二章 甘蔗的原生地问题　第三
章 西极（国）石蜜　第四章 从佛典的律藏中看古代印度的甘蔗种植以及沙糖和石蜜的制造和使用　
第五章 唐太宗与摩揭陀——唐代印度制糖术传入中国问题　第六章 邹和尚与波斯——唐代石蜜传入
问题探源　附 甘蔗何时从印度传入波斯　第七章 欧、美、非三洲的甘蔗种植和砂糖制造　第八章 南
洋一带的甘蔗种植和沙糖制造　第九章 日本的蔗和糖　第十章 琉球的蔗和糖　第十一章 埃及以及其
他阿拉伯国家的种蔗和制糖　附 有关蔗糖的阿拉伯文资料　第十二章 蔗糖在明末清前期对外贸易中
的地位——读《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札记　附章 新疆的甘蔗种植和沙糖应用　第十九卷 学
术论著十第三编 结束语　在甘蔗种植和沙糖制造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以及中国在这两个方
面所起的作用《糖史》附录　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　附 对《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
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的一点补充　cini问题——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　再谈cini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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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清吴其祯《缅甸图说》也讲到清代滇缅交通道路，内容同《滇系》差不多，只是更详细了。在“永昌
、顺宁、普洱三府沿边道里”这一节里，作者以腾越厅（腾冲）为基础讲了许多条通往缅甸的道路。
他首先讲到“由腾越厅西北二百里至马面关大塘隘、又二百里入茶山土司野夷界，通丽江怒夷入西藏
”。这属于下一段b“吐蕃道”，下面再谈。下面他讲到从厅西、厅西南、厅南，从南甸土司，从陇
川，从铁壁关，从龙陵厅南，从龙陵西南，从龙陵东南，从保山县等等引出去的道路，最后终归到达
缅甸，有的明确说是到达缅甸阿瓦。下面还有很长的记载，讲明云南通缅甸的道路，头绪纷杂，路途
极多，这确实反映了实际交通情况，我们没有必要一一详尽论列，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去参考吧。道光
（（云南腾越州志》卷一，建置沿革考，讲到张骞，讲到贾耽，讲到云南通东天竺道路。清张煜南（
（海国公余杂著·推广瀛寰志略》，讲到“英人查缅甸云南通商道路”，说：“缅甸，一名阿瓦，其
都城距云南省三十八程。”李约瑟叫讲到张骞，讲到在四川和印度之间，有一条通过云南和缅甸经阿
萨密的道路。在这里，附带讲一件事：沈汝禄讲到，明代王士性著《广志绎》一书，记有自湖南常德
经过贵州、云南到达缅甸曼德勒的一条国际交通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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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季羡林全集(第19卷):学术论著11·糖史(2)》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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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久慕此书大名，今日拥有，何其快哉！
2、好书，大师的风范。
3、季老著作基本都看
4、三个小时看了30页不到，一边查资料一边看的，引用的古文很多，很多都是找不到白话的，要自己
理解。建议有一定古文基础的买。不得不说季老先生的学识之渊博实在令人佩服。
5、当然不错啦。自从当当网买了第一本季羡林先生的书后，受益匪浅，继而又买了若干本了。
6、季老的书一直都不错。但《糖史》作为学术研究是不错的，对于季老写作严谨态度很敬仰。
7、才收到  还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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