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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文学》

内容概要

许地山编著的《印度文学》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部印度文学史专著，《印度文学》共分为吠陀文
学或尊圣文学、非圣文学、雅语文学和近代文学四期。其内容丰富，并有着浓重的印度气息，对中国
的印度文学研究和中印文学比较研究作出了开拓性贡献。正如季羡林先生评价的，“小说家和梵文学
者许地山对印度文学有特殊的爱好⋯⋯他的《印度文学》篇幅虽然不算多，但是比较全面地讲印度文
学的书，在中国这恐怕还是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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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文学》

书籍目录

绪说
第一期  吠陀文学
  一、《颂》
  二、《净行书》与《奥义书》
  三、《修多罗》或《经书》
第二期  非圣文学
  一、佛教文学《毗尼耶藏》《修多藏》《阿毗达磨藏》
  二、耆那教文学
第三期  雅语文学
第四期  近代文学
  一、雅语文学
  二、非印度语文学
  三、俗语文学
    甲、宗教文学
    乙、地方文学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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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文学》

章节摘录

非圣文学中要以佛教（Bauddha darsana）及耆那教（Jaini）文学为最著。佛陀生于公元前第六世纪，
那时还没有纯正的雅语文学，却在吠陀文学堕落在仪式虚文，最坏最没趣味底时代。《奥义书》中含
有诗歌及哲学兴味底著作，可以算是佛陀时代文艺底清泉，其余的只如枯涩的成湖。文艺在婆罗门教
时期直像一泓死水，它底存留从空间与时间说，都是很久远和很故旧，一点新气象也没有。亚利安人
在这个时期已经从北印度进展到殑伽河流域一带地方，吠陀被奉为圣典，一切的制作都不敢越出圣训
，所以文艺也没有创作。在《赞诵明论》时代自五河流域，即今般遮普境以东和以南底地方，亚利安
人都不知道。到了婆罗门教时代，印度亚利安文化底中心已经建立在殑伽河两岸，当时波罗奈已成为
一个圣城。吠陀时代底西北部文化已成为历史的陈迹，而这第二个婆罗门文化中心底殑伽河流域诸地
虽然还崇奉吠陀圣典，但实在的势力已经不在婆罗门人手里，乃在刹帝利人（Ksatriyas）或武士种姓
底诸王手里。住在那些国土底人民并不十分注重习诵吠陀，婆罗门人也就不能居于首要地位。他们底
思想自由，一切传统的习惯与信仰也就失掉他们底势力。    这个光景，一方面可以解释佛教和它底文
学最初产生于东印度底原故；一方面可以指明在西北印度传统的思想及仪式的文学底环境底下也产生
了一种反抗运动。东印度底佛教纯为反对婆罗门教底仪式主义而起。在西印度产生底耆那教和它底文
学虽然也反抗婆罗门教的仪式和思想，但它始终未尝反对婆罗门教。这两大教派底文学紧接著净行书
文学时期，正和尊圣文学底末期，所谓修多罗时期同时。这是婆罗门教底仪式主义发达到极点底时期
，所以能够供给宗教文学上一种新精神和新发展。这种新的发展不出于婆罗门人底原故，在他们那时
只注萤仪文和注解古籍，因此给了非婆罗门人所立底教派一种合宜的机会去发表他们底文学思想和宗
教。    佛教文学底原型起于佛口亲说底教训。但现在所有关于佛陀遗教底经籍，是佛口亲说，抑是佛
后底追记，是一个问题。如果是佛灭后弟子追记底，那么，他所代表底佛陀时代底思想和文学成分应
有多少？从我们研究所得，佛底遗教确是口口相传，但写成文辞乃是后人底著作。这些后人著述底佛
典，在思想和精神方面确可以代表佛陀时代底情形。原始佛教文学中最有价值的，是佛陀底教诫，其
余关于僧团底律仪，和教宗底历史，多是后来的作品。    佛陀底教训最初现于文辞是用佛陀所生国土
底俗语，巴利语（Pali）写成底。这种语言和从吠陀文学发展出来底雅语，所谓散斯纥栗多文，很相
近。后来的佛教文学全用雅语写成，所以学者分佛典为《巴利》与《散斯纥栗多》两种。在文学上也
有这两种分别。原始的佛教文学，即巴利佛教文学，所表现底佛陀纯与雅语佛教文学所表现底不同。
佛陀在原始时代不过是一个贵人或大丈夫，到了后来，他便成为一个超人了。《巴利》佛典最初发现
于锡兰岛，所以也名为《南典》，用来与北方底雅语佛典区别。我们名《散斯纥粟多》佛典为《北典
》。P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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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文学》

编辑推荐

《印度文学》作者许地山（1893—1941），现代作家、学者。名赞堃，字地山，笔名落华生，文学研
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其主要著作除本书之外，还有《危巢坠简》《道学史》《达衷集》，译著有《二
十夜问》《太阳底下降》《孟加拉民间故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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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文学》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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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文学》

精彩书评

1、第一期：亚利安人从西北部向东南侵入到现在的波罗奈城（Benares，也就是今天的瓦纳那西），
此期主要为正统的雅语文学，即吠陀文学（尊圣文学）。（1）创造时代的《吠陀》本颂。（2）仪式
时代的《梵书》，解释吠陀的仪式。（3）《奥义书》，探寻祭祀的哲学思想，诗体或散文体。（4）
经书，偈颂体。a. 所闻经书，srauta sutras，司祝们应用的仪式。b. 家范经，grhya sutras，人生及家庭礼
仪等，如童子从师礼、冠礼、婚礼、丧礼等。（感觉类似于中国的《礼记》一类）c. 法经，dharma
sutras，风俗记集，法律与家教律仪。第二期：非圣文学西北部的吠陀文化过时，吠陀文学堕落在仪式
虚文、最坏最没趣味的时代。恒河流域成为当时文化的中心。（1）佛教文学（2）耆那教文学，比较
枯燥。第三期：雅语文学（1）教科书一类的雅语文学：六声明；六派哲学；天文学、算学、医学；
（2）《摩诃婆罗达》与往世书系列、《罗摩衍那》与钦定诗系列；历史与地理；（3）寓言、故事（4
）戏剧（5）兴体诗（6）雅语佛教文学：本生经，譬喻经与因缘经，记传，世记经，方广经，论藏文
学，秘密仪轨文学。第四期：近代文学（1）雅语   （2）俗语与外国语此书初版于1930年，以语言作为
文学分期的标准。反观60年代金克木的文学史，依社会阶段对文学进行分期，反映了不同时期意识形
态的差异。金克木论文学的发展，往往以社会的发展作为主要动因，比较机械。许地山的著作虽然在
前，但对吠陀文学过渡到佛教文学、再到雅语文学的发展历程，倒是有很精到的见解。在此意义上，
金书虽然全面，但还是无法取代许书的地位。许与金的另一不同是：许书可以算作是一本印度文献史
，即将许多没有多少文学意味的文献也纳入论述范围；而金书则仅仅论述文学色彩较为浓重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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