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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
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
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
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
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
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
文本基础。
 本书为西学书系之一。
由汤用彤撰写而成。
     汤用彤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史学者，所著《印度哲学史略》是我国第一部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印
度哲学史的重要著作。
作者在绪论中说：“摭拾中印所传之资料，汲取外人近日之研究，有文若干篇，起自上古，迄于商羯
罗，今复删益成十二章，勉取付印，或可暂为学者之一助。
”本书，包括印度上古以来西吠陀、梵书、奥义书等的哲学，至佛教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当时所谓各
种外道、哲学派别，乃至于商羯罗的吠檀多论，概括印度在西院第八世纪以前的宗教和哲学。
对于印度哲学、佛教的起源、流变进行了细致的分疏，至今仍是海内外公认的学术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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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祖籍湖北省黄梅县，生于甘肃省渭源县。
中国著名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著名学者。
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
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
　　汤用彤毕业于清华学堂。
留学美国，入汉姆林大学、哈佛大学深造，获哲学硕士学位。
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汤用彤通晓梵语、巴利语等多种外国语文，熟悉中国哲学、印度哲学、西方哲学，毕生致力于中
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和印度哲学的研究。
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用科学方法系统地阐述了佛教从印度传入到唐
朝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特点、佛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相互关系；详细地考察了中国佛教各个
学派、宗派的兴起和衰落过程及其原委。
他对中国佛教史料中关于佛教传入汉族地区的时间、重大的佛教历史事件、佛经的传译、重要的论著
、著名僧人的生平、宗派与学派的关系、佛教与政治的关系等等都作了谨严的考证和解释。
由于他对佛教有系统的研究，因而对印度哲学发展过程也有深入、全面的了解，他在《印度哲学史略
》中采录了中国所保存的不少重要史料，并作了考证和评价。
其学术成就获得中外有关学者的一致好评。
　　已出版的著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汤用彤学术论文集》（包括
《魏晋玄学论稿》、《往日杂稿》、《康复札记》等）、《印度哲学史略》等。
[编辑本段]汤用彤-生平介绍　　汤用彤，字锡予，原籍湖北黄梅。
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历月21日）（阴历）生于甘肃通渭。
　　其父汤霖，字雨三，晚年号颐园老人。
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是一位道德学问很有修养的知识分子。
汤用彤三岁的那一年，有一天突然一字不差地背出了《哀江南》，雨三公非常惊异。
由此他很早就在父亲的教馆中接受教育。
　　辛亥革命前．汤用彤便离开父亲的教馆，求学于北京顺天学堂，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与梁漱溟共
读印度哲学与佛教典籍。
1912年考人清华学校，与同学吴宓、柳治徽志趣相投，结为契友，“互相督促、切磋”。
1917年毕业，考取官费留美。
后因治砂眼而未成行，留在清华教国文，并兼任《清华周刊》总编辑。
　　1918年与吴宓一起，用庚子赔款留学美国。
先在明尼苏达州汉姆林大学哲学系，主要选修哲学、普通心理学、发生心理学。
1919年人哈佛大学研究院，与陈寅洛同时学习梵文、巴利文及佛学，仍进修西方哲学。
后经吴宓、梅光迪引见白壁德（Babbit）教授。
白氏是美国当时著名的新人文主义者，认为中西文化传统在人文方面“互为表里”，对孔子尤为称赞
，并希望中国学人能撷采中西文化之精华，以求救亡图存，而不蹈西方之覆辙。
汤用彤后来的文化观和治学态度，很多与白氏契合。
哈佛期间，他与吴宓、梅光迪被誉为“哈佛三杰”。
　　1922年在哈佛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回国，先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哲学系任教授。
其时南开大学成立不久，校长张伯苓和大学部主任凌冰在海内外到处延揽人才，尤其注意学有成就的
归国新秀。
于是，1926年汤用彤受聘转任南开大学文科哲学系教授、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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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存南开大学“文科课程纲要（1925—1926）”中，可以看出，当时有关哲学的主要课程大都由他
亲自担任。
其中包括逻辑学（形式论理学）、西洋哲学史、现今哲学、印度哲学史、实用主义、社会学纲要。
这些课程不单纯是他在美国所学，还包括他自己许多研究心得。
他回国后，有关印度哲学方面曾发表《印度哲学之起源》，有关佛教方面曾发表《释迹时代之外道》
、《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有关西方哲学方面曾发表译文《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和论文《叔本
华之天才主义》等，多见于《学衡》杂志。
对于现代哲学，他最关注实用主义，但和胡适等人的态度不同。
课程纲要关于“实用主义”的介绍说：“本学程初陈反理智主义，以测（察）源流；中言詹姆斯等心
理伦理学，以探其基本；后析实用主义各派之学说，并推求其宣张中国之利害”。
此前，杜威曾在各地讲学，并应邀来南开大学讲演《讲授科学的方法》，一时名声很大。
汤用彤对实用主义则一直采取分析的态度。
　　南开大学根据国际国内著名大学的办学经验，当时极为重视教师和学生的科学研究。
学校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由校长和各科主任，经常邀请校外著名学者来校公开讲演。
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如胡适、李大钊、马寅初、梁启超、范文澜、陶行知、贺麟等都曾先后来过南
开。
胡适的讲演有《新思潮主义》、《中国今日之思想界》。
梁漱溟的讲演为《孔子的真面目》。
汤用彤亦做过《气候与社会之影响》的讲演。
由于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和成就，南开学生学术刊物《南开大学周刊》在20年代后期，特邀请他和范文
澜、蒋廷敝、黄钰生等人担任顾问。
　　1927年5月，汤用彤离开南开大学赴南京，任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
离校前，南开师生为他举行欢送会，—一惜别。
1930年夏，又至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
在北大除讲授中国佛教史、印度哲学史、魏晋玄学等课程外，主要致力中国佛教史讲义的修改、补充
。
自1933年始，花了近4年的时间，才完成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定稿。
　　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战爆发，北大南迁。
同年10月，汤用彤与钱穆、贺麟一行3人经天津，乘船南下直抵香港。
然后转程北上广州、长沙。
最后到达设在南岳圣经书院的文学院。
于南岳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后定稿付梓，1938年元旦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印行。
同年，学校决定转赴昆明，从此，汤用彤开始了西南联大8个年头的艰辛岁月。
汤用彤先任联大哲学系主任，后又任文学院院长。
在抗战期间，又同南开师生在一起，对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西南联大精英荟萃，人材济济，但教授们却人不敷出，生活非常艰苦。
此时汤用彤岁数并不大，头发却已近全白。
在贫困中含辛茹苦的他，忍受着失长子一雄、爱女一平的巨大创伤，以民族文化的继承、弘扬为使命
，教学、著述从未间断。
他对同学教诲不倦，面无忧容，从不戚戚于贫贱，也不汲汲于富贵，既有着超脱玄远的境界，也时刻
关心国事，对当时的贪官污吏，发国难财者深恶痛绝。
在一次哲学系的大会上，他和金岳霖先生大骂以学问为进身阶梯的文人。
他为人诚恳和蔼，“蔼然仁者，即之也温”。
　　汤用彤既有家学渊源和国学根底，又对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做过深入的探讨，其教学和研究均能
“熔铸古今，会通中西”。
1922年他曾在《学衡》杂志著文《评近人文化之研究》，有针对地批评了当时三种不良倾向：第一种
是“诽薄国学者”，第二种是“输人欧化者”，第三种是“主张保守旧文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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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积极参与《学衡》杂志及其思潮，并与柳治微、王国维、梅光迪等组成《学衡》的固定学人作者，
把《学衡》的座右铭“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贯穿于毕生的学术探索和实践。
他先后开设的课程有魏晋玄学、中国佛教史、印度哲学史以及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等，
足见他会通中、西、印的特点。
　　1947年汤用彤休假赴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讲中国佛教史一年，次年婉拒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之邀，
决定回国。
1949年1月北京解放，汤用彤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
这一年，周恩来曾来北大了民堂与他及北大诸教授座谈，总理的气度与学识让他深感敬佩。
1951年后汤用彤任北大副校长，195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兼任历史考古委员会委员。
1956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成立，又任学部委员，并任《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杂志编委。
同时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汤用彤自1954年患脑溢血，长期卧床。
但稍能所及，仍谆谆教导于后学，在学术上耕耘不辍。
其间，1961年撰写《何谓“俗讲”》一文，谓“僧讲”与“俗讲”在其听讲对象各为僧俗所不同，俗
人不得听“僧讲”，出家者不得听“俗讲”，“违者当受官责”。
1962年《论中国佛教无“十宗”》一文，谓“十宗”之说是把某种学派之称为“宗”和某种教派之称
为“宗”混同为一。
由于考证精详，纠正了国内外学人长期所执之谬误，一时间脍炙人口。
　　1963年5月1日晚，汤用彤上天安门城楼观赏焰火，由周恩来总理导见毛泽东主席。
“毛询问公之身体状况，嘱公写短文，并言其阅读过公所撰全部文章。
”1964年5月1日汤用彤病逝。
1993年8月，海内外近百名学者在北京隆重纪念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学术座谈会，并筹资设立汤用彤
学术基金，奖励研究佛教、魏晋玄学和汤用彤学术思想卓有建树的青年学者。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印度哲学史略>>

书籍目录

出版前言绪论第一章 《黎俱吠陀》及《阿闼婆吠陀》  一 《黎俱吠陀》之教  二 《阿闼婆吠陀》之教
第二章 《梵书》及《奥义书》  一 《梵书》之婆罗门教  二 《奥义书》之教理  附录 《黎俱吠陀集》选
译  《奥义书》选译第三章 释迦同时诸外道  附录六师学说  顺世外道学说第四章 耆那教与邪命外道  一 
耆那教  二 邪命外道第五章 佛教之发展第六章 婆罗门教之变迁第七章 数论  一 数论之变迁  印度哲学史
略  二 数论之学说  附录 《金七十论》科判第八章 瑜伽论  一 瑜伽论之历史  二 瑜伽行法第九章 胜论  一
胜论之变迁  二 胜论之学说第十章 正理论  一 正理论之原委  二 正理论之学说第十一章 前弥曼差论  一 
前弥曼差宗义  二 声常住说第十二章 商羯罗之吠檀多论  一 吠檀多论之历史  二 商羯罗之学说附：一九
六0年版重印后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印度哲学史略>>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