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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季羡林先生与北京大学东方学(套装共2册)》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2009年9月在北京大学
召开的“季羡林与东方学”研讨会上发表的文章。文章的作者多数是季羡林先生当年的学生，后来又
大多在北京大学工作，成为季先生的同事。也有的虽没有在北京大学学习的经历，但写了文章，也参
加了我们的研讨会。文章的内容因此都与北京大学东方学学科和季羡林先生有关。《季羡林先生与北
京大学东方学(套装共2册)》的第二部分则是学术论文，作者全部是北京大学东方学学科内的教师，既
有已经年过耄耋的老教授，也有目前活跃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中年教师，还有毕业不是很久的年轻教
员。他们分别就自己的教学研究领域中题目撰写了论文，同时发表在几个学术研讨会上，后来又经过
修改，收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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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北京大学东方学学科建立暨季羡林教授执教六十周年志庆（代序）
    第一部分
季羡林与东方学
季羡林东西文化观与东南亚文学研究
拿来·送去与季羡林先生的“送去主义”
季羡林先生的治学精神
我们的系主任季羡林教授
点点滴滴的永恒记忆
季老心中的“春天”
季羡林先生与北京大学东方学的创建
季羡林的“和谐”观
季羡林先生的留学经历与他的学术成就
穷搜百代  以竞厥功
继往开来华梵共尊
季羡林先生与印度文学
季羡林与中印文化交流
季羡林与东方比较文学
季老对敦煌文化研究的一大理论贡献
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看东西文化交流
季羡林先生创造了多少财富
季老给西方送“大礼”
季先生鼓励、提携和指导我从事尼泊尔研究
我与母校北大
季羡林教授与主题学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
《封神演义》中几个与印度有关的人物
《摩诃婆罗多》的正法观
穆罕默德·伊克巴尔
字里行间
苏菲诗人法利德丁·甘吉·谢格尔
美国外语非通用语种的教学与研究
早期佛经中的偈颂翻译
菲尔多西和《列王纪》
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创作道路
阿拉伯音韵图谱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其特点
纳吉布·马哈福兹“三部曲”中的女性人物
中国小说对越南文学的影响
从越南喃字诗歌的语言表达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儒释道在越南传播的特点
缅甸的两次文学改革运动
从《琉璃宫史》看东吁王朝的皇族婚姻
感受与体验：宗教和道德的关系
汉文学的介入与泰国古小说的生成
泰、缅、束三国政治文化中的佛教因素
作为地方性神圣历史的神话：菲律宾阿拉安一芒扬民族的神话观
对人认知与日、汉语授受动词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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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终止形与连体形同化”对动词活用变迁所施的重要影响
浅论日语文字系统之特殊性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韩国汉文文学史叙述方法刍议
对一部分高句丽地名的分析
方位词“上”字的韩国语释义
韩国语学习词典释义研究
数字与原始楔文的起源
浅析赫梯神灵赞美诗中的修辞手法
从东方国别文学、地域文学到比较文学
编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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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中外文化交流漫谈》。其中的表述是： 西域地处欧亚大陆中间偏东的地带
，有名的丝绸之路就横贯此地，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地方。人类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共创
造了四大文化体系。这四大文化体系在新疆交汇，在全世界这是唯一的一个地方。 显然，归纳起来，
季老关于世界四大文化体系汇流地区所在的论断的文字表述，前后并不完全一致，而是实际上有两种
：其一，世界四大文化体系的汇流地区“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其二，“西域⋯⋯是东西文化
交流的必由之路”、世界四大文化体系“在新疆交汇”。在这两种表述中，前者把敦煌地区列入世界
四大文化体系交汇地区所在之内，而后者并未列入。按照前者，敦煌文化就应当是古代世界四大文化
体系所共有的；按照后者，敦煌文化就应当属于古代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的中国文化体系了。那么，
季老究竟持什么看法呢？ 本来，如果不是十分专门而严格地谈论这个问题的话，把敦煌地区列入古代
世界四大文化汇流地区之中并不是不可以的，因为敦煌地区毕竟紧邻西域，和西域地区一向有着十分
密切的直接联系，古代世界四大文化体系的汇流在这里也有着相当明显的表现。然而，据我的体会，
在季老的心目中，敦煌地区并不属于古代世界四大文化汇流地区所在。这不仅是因为季老将敦煌地区
列入世界四大文化交汇地区所在之内是在1985年（《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而视西域即今新疆为世界四大文化唯一的交汇地区所在是在3年后的1988年（《西域在文化交流
中的地位》）和9年后的1994年（《中外文化交流漫谈》），时间在后的文字表述当是季老观点的最为
深思熟虑和最为确切的表述；而且是由于本来将敦煌地区列入世界四大文化交汇地区所在之内，当系
另有原因。这就是：将敦煌地区列入其中的《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本
来并不是专门论述世界四大文化体系的汇流问题，而是要说明为什么要把敦煌学和吐鲁番学合在一起
，论述其对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意义的，而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所需要的资料基本上是在和吐鲁番地
区紧相连接的敦煌地区，特别是在敦煌遗书中；事实上，季老所使用的资料也主要是出自和吐鲁番地
区紧相连接的敦煌地区，特别是出自敦煌遗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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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季羡林先生与北京大学东方学(套装共2册)》由阳光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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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前半部分对我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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