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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徐梵澄传》经孙波先生的执著坚持、多年努力，终于在徐梵澄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之际得以问世
。
孙波先生书写这一传记，是一种充满敬意、情感和责任心的投入。
顺着其思绪、激情和优美生动的文笔，我们终于可以“走近徐梵澄先生”，鲜活地认识一位“大隐于
市”的学术大师，深刻体会他毕其一生来追求“超越与会通”的学术意义和人生境界。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获得了新生，学界名流亦层出不穷。
然而，透过学术讲坛的喧闹和现代媒体的渲染，我们仍然感到当代中国学术在哲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
科领域的薄弱，真正影响一代学风、带来学问开创和转型发展的学术大家、思想巨人恰如凤毛麟角，
颇难寻觅。
正是在当代中国学术方兴未艾、任重道远的重新起步时期，这部传记带着我们近距离地接触到一位默
默耕耘、大音希声的智者，让我们感受到学术研究的真谛和学界大师的风范，使我们对当今中国学术
的深化和拓展亦有着欣喜、充满了希望。
在现实社会充满动感、流动不居的学术舞台上，一批批学者开始映人人们的眼帘，其中一些德高望重
的学界前辈和学坛精英在人们的注目中被称为“大家”、“大师”，而徐梵澄先生的公众亮相却极为
稀少，长期被看似在积极发现“新星”、“新秀”的学术舆论界和评论界所忽视、埋没和遗忘。
对于当代学人而言，徐梵澄先生奇特的求学经历、曲折的人生历程似乎颇具“神秘”色彩，其学问和
知识对常人而言也有高不可攀、深不可测之感。
这样“走近”徐先生、“了解”徐先生的人的确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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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徐梵澄传》经孙波先生的执著坚持、多年努力，终于在徐梵澄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之际得以问世
。
孙波书写这一传记，是一种充满敬意、情感和责任心的投入。
顺着其思绪、激情和优美生动的文笔，我们终于可以“走近徐梵澄先生”，鲜活地认识一位“大隐于
市”的学术大师，深刻体会他毕其一生来追求“超越与会通”的学术意义和人生境界。
　　梵澄先生宴居治学，淡泊名利，造次颠沛，不改其志，仙风道骨，出尘不染，生平修为，宛若高
僧。
对于精神境界的探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哲人已远，典型犹存。
我们希望更多读者认识这样一位典范人物，也期待更多研治印、中佛学的读者，能承接梵澄先生的治
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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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梵澄（1909．10．26—2000．3．6），原名琥，谱名诗荃，字季海，湖南长沙人。
年轻时游于鲁迅门下，留德期间为鲁迅蒐求欧西版画，后寄寓上海，受鲁迅之嘱有规模地翻译尼采著
作。
1945年底，参加中印文化交流，先后任教于泰戈尔国际大学和室利阿罗频多学院。
1978年底回国，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徐梵澄是著名的精神哲学家、印度学专家、宗教学家、翻译家和诗人，对中西印三大文明学术都有深
入的研究。
主要著译作有《苏鲁支语录》（德译汉）、《尼采自传》（德译汉）、《五十奥义书》（梵译汉）、
《薄伽梵歌》（梵译汉）及《薄伽梵歌论》（英译汉）、《神圣人生论》（英译汉）、《母亲的话》
（法译汉）、《小学菁华》（英文）、《孔学古微》（英文）、《老子臆解》、《异学杂著》、《陆
王学述》、《蓬屋诗存》等。
其一生之主要成果见于十六卷之《徐梵澄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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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高山闻道1.东乡徐氏“长沙东乡徐氏为大族，世业农，族中多读书人，多工书法。
顾于清末仕宦皆不甚显达。
”这是梵澄先生为其堂侄书钟所编著的《石鼓文书法》写的序言，落款为“戊寅冬首都初雪之日徐诗
荃撰时年九十”，时为1999年。
文末有云：“不知书钟自视其书与其尊公奚若。
毋亦如子敬之于逸少，日‘固当胜’耶？
因叙述渊源之所自。
且进三言曰：‘守传承，求进步，多读书’。
皆凡俗语。
学固无止境者也。
是为序。
”书钟尊公徐艺仙，为梵澄堂兄，乃其二伯父之子，湘中书法名家，各体兼擅，大篆于吴清卿为近。
艺仙之兄庸盒，亦书家，工行草，学孙过庭而上企二王。
至若梵澄以后的书法规模，则主之以二王行草，辅之以兼擅各体。
澄父亦长于书法，且气完力大，作榜书或擘窠，师率更体稍加丰润而风神凛凛不可企及。
他如梵澄之三兄，工楷与隶，避日寇于遵义时，应银行及商社求书匾额屡得厚润；梵澄之五伯父之子
晓溪，工小楷，习灵飞经而参以松雪，舒云铺锦，其进学试卷得有“字冠通场”之批语，梵澄之九伯
父曾书碑铭勒石于乡，书近颜平原，甚为乡人称道。
如是家珍之细数，不由得让你想起那一副意味极其深长的楹联，即“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梵澄，就是在这一氛围中长大成人。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徐梵澄传>>

后记

这部传记，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的关心下和世界宗教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支持下进行的。
梵澄先生逝世以后，他的晚辈友人冯姚平、姚锡佩、姜丽蓉和詹志芳分别写出文章以志纪念。
以此为基础，我开始收集并整理梵澄先生的相关资料。
在此前或此后，亦有周健强、陆灏、扬之水以不同的方式将他们的文字发表，也给我的写作以很大的
助益。
2006年9月12日，16卷《徐梵澄文集》出版座谈会在我院举行。
我有幸结识了闻讯赶来与会的朱元春女士，她是梵澄先生的留德好友朱楔之长女。
在这之后，她为我提供了朱楔与梵澄交往的全部诗文与日记，补白了柏林岁月、留德归来和抗战时期
的背景材料。
2007年3月初，我应台湾玄奘大学邀请访问宝岛，该校教授并弘誓学院院长昭慧法师，亲自驾车陪同我
往访华梵大学，在那里，不仅认识了晓云法师诸弟子，而且得到她老人家的若干著作，这么，泰戈尔
国际大学和室利阿罗频多学院的场景，也仿佛传映于眼前了。
同年5月，我又赴长沙拜望了梵澄先生的侄子硕朋叔，他为我凿实了几处关键环节上的疑问，并让我
带回了极为珍贵的梵澄父母及兄长和他本人大学时代的照片。
还有梵澄先生的堂侄崇善叔，他不仅写长文回忆往事，而且又给我寄来了梵澄先生与他所有信函的复
印件。
又有詹志芳，为我送来了她的日记和梵澄友人玛丽斯的信函，真是弥足珍贵。
可以说，倘使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的工作便无从谈起，又毋宁说，我的作用其实只当忝为文字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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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徐梵澄传》：世间，一人也；古今，一理也。
至道又奚其二？
江汉朝宗于海，人类进化必有所诣，九流百家必有所归。
奚其归？
日：归至道！
如何诣？
日：内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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