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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序
现在将我发表过的研究或论及古代印度文化的24篇文章结成一集出版,以便读者参阅。
这些多是“草创”之作,不足人“方家法眼”,但也许还可以借给后来人做垫脚石。
其中有不少附了译文,也是为了便利读者。
除说明是出自古译的书以外,文言的,白话的,都是我直接从印度古文(梵语)译出的。
有些还附了原文和对照表,以供核对。
这增加了印刷排校困难,但方便了读者。
我希望这些文章能有研究印度的专家以外的读者,所以尽量写得不那么专门,使有些读者看时可以略去
专门的内容而依然能懂。
《梵语文学史》和《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人民文学版)和《中印人民友谊史话》(中国青年版),尽
管已经绝版而且估计不会再版,也仍作为专著单行,不收入集。
关于有些文章,下面再略作说明。

《梵语语法概述》列为第一篇。
《波你尼经》是一部概括全部梵语语法的“经”体的书,是用符号语言编成口诀仿佛咒语的封闭的书。
照印度传统,学文法的人只背诵零散经句作为口诀。
除专门学习“声明”(语言学)的学者以外,很少人读原著。
国际上从19世纪到20世纪陆续出版了德文、英文、法文的译注本,也是只能供专门学者应用。
照我所知道的情况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外还只有极少数学者对此书作单方面的专题研究,缺少全
面系统而且“通俗”写给注意语言思想文化的读者看的书。
我这历尽沧桑终于在“劫余”写定的《概述》,曾于80年代初《语言学论丛》第七期(商务版)得到发表,
后来收入《印度文化论集》 (社会科学版)。
现在排为首篇,不仅是有“敝帚自珍”之意,而且想引起注意,希望多些人知道这部名声极大而读本文者
极少的“经”体的书。
我在文中还提出了和别人不尽相同的意见。
我不认为这仅仅是教人学习梵语的手册,而认为是概括表述当时知识界内形成的通行语(梵语)的规范,是
一种文化思想建构的表现。
波你尼总结前人成果编成口诀,一为容易记诵,二为可以保密以见“神圣”,三则是自觉发现了(实是建构
了)规范语言的总的结构体系,以为是发现了语言的规范,亦即思想文化的,亦即宇宙一切的规范,因而必须
作成“经”体,赋予神秘性。
这部《经》和我们的《内经》、《参同契》有类似之处。
现在我又觉得这部语言符号的文法书更类似形象符号的《易经》。
两书虽都以符号组成,但所蕴含及传达的信息和传达信息的方式彼此不同,而符号网络的构成及内含的
思想根源却有相通之处。
可惜我这八十老翁纵使竭尽衰年余力也难以一字一字写文来谈这世界上的两部“难念的经”了。

第二篇是《梵语语法理论的根本问题》。
这也是据我所知很少有人注意的。
古印度人口头传授经典,不写下来,不重文字,只重视声音符号的语言,以为语言存在于口头声音。
他们从语音表现的词搜查语根,分析语法,建立结构体系。
这里出现了一个哲学思想问题。
名词(概念)在先还是动词(行动)或称“述词”(述说行为的词)在先,即,是不是名出于动?有两派争论,以主
张 “名出于动(述)”的胜利而结束。
全部语词归于不到两千语根,全是动词,即“述词”。
这样分析并归纳声音语言为语根和中国人分析并归纳形象语言的文字为五十“部”,而建立“部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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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思想路线。
一个是以声音为主的语词网络系统。
一个是以形象为主的文字网络系统。
印度的《波你尼经》成于公元前几百年,而中国的《说文解字》成于公元后百年。
较早的《尔雅》的语词分类体系不知是不是也可以算是同一思路而以意义为准。
汉语将汉字作为通行语的符号,重视形象。
《说文》的《序》中就以伏羲观象画八卦为文字开始。
印度正统思想认为“声是常”,认为声音语言永恒,即,口口相传的《吠陀》经典永恒。
反正统的佛教思想认为 “声是无常”,即,《吠陀》不是永恒的。
他们的“声”就是词,就是中国的“字”,就是语言。
中国人重视形象,以字为词,文字也就是语言。
重音的以为名出于动,行为在先。
重形的是不是以为名是第一?一动,一静。
在方音不同而文字统一的中国人看来,音有生灭而形常在,如八卦。
用希腊语写成的《新约.约翰福音》开头就说,“太初有道”。
这“道”字是logos,逻各斯,亦即语言。
记得歌德在《浮士德》中写浮士德博士宣布“太初有为”(行为,Tat)。
音和形,动和名,行为和语言,不同理论出于同一思路。
中国人思想重形,重名,两者相通(形式,符号)。
孔子立“名”,老子破“名”,都是重视语言符号。
中国人的传统宗教
思想是祖先崇拜。
拜的本来不是偶像而是“神位”,是“木主”,是碑,是文字,是名,代表活人或“死而为神”的人。
基督教在拜占廷罗马帝国时期改变了原来希腊(地中海)的文化思想。
东方影响了西方。
伊斯兰教人印度,影响了印度人本来的哲学思想。
佛教人中国也影响了中国人的传统思想。
两者都是从西到东的影响。
这三大系的文化思想都有前后两大时期的差异。
如不把前后时期分开对照以见其有同(传统)有异(变化),研究思想史就难以深入思想内涵而停留于排列
组合。
古代印度的文法理论中讨论这一名动问题的材料虽留下极少,但可能是点明这一问题的现存最早文献。
因此把这篇放在《波你尼经》概述之后,希望引起注意。
这和前一
篇都不仅是语言学问题,而是语言哲学问题,又不仅是古代哲学问题,而是连贯下来的思想文化问题。
人的群体思想是不可能拦腰一斩“彻底决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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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回国,应聘武汉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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