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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印度六派哲学经典》选译了六派哲学的主要经典。
其中最早的根本经典均据梵文原典译出，除了《弥曼差经》是节译外，其余都是全译本，意在使读者
能完整、准确地了解各派的基本体系和思想。
六派的其他典籍则多据英译本节译。
各派的早期经典年代久远，文字简略，许多经句如不根据经典上下文或有关古注是很难理解的，有些
经句中省略了许多字词，如不根据经典的上下文或古注以适当的方式补充一些具有经典暗含观念的字
句，也难于译成通畅的现代汉语。
译者在这方面作了较多的努力，在文中圆括号内加了一些沟通文意的字句，力图使译文既不远离作者
原义，又能为当代读者所理解。
除了在译文中作了这类处理之外，书中还加了大量注释。
注释分两种：一种是该经典在印度古代就有的注释，即所谓古注，这种注释加在了本文相应经句之下
，用方括号标出。
另一种注释是译者所加，采用脚注方式。
经典的古注多数根据英译本译出，少数从梵文译出，多为节译。
具体情况每篇译文中的有关脚注均有专门说明。
此外，在附录中，《古印度六派哲学经典》还收录了古译《胜宗十句义论》和《金七十论》，并加了
标点。
古印度六派哲学(即胜论派、正理派、数论派、瑜伽派、弥曼差派、吠檀多派)被称为印度的“正统派
哲学”。
这些派别在印度哲学史上所占有的地位极为重要，可以说构成了印度古代哲学的核心部分。
它们不仅在古代，而且在近代对印度的思想、政治及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着巨大和深刻的影响。
　　我国翻译印度的宗教哲学古籍已有约两千年左右的历史，但其中主要翻译的是佛教典籍，而对作
为印度“正统”的六派哲学的经典，古代翻译甚少(仅《金七十论》和《胜宗十句义论》)。
到了近现代，直接从梵文翻译成汉文的此类经典也不多。
这一方面固然与梵文难学，我国从事此种翻译的人员稀少有关，但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六派哲学的典
籍本身深奥难懂，即便是有一定梵文基础的人，若无印度哲学的专业知识，翻译时仍然会无从下手。
要把这些典籍译成国人能看懂而又不失原义的汉文确属不易。
　　从事这项工作很可能是费时、费力但又未必能做好。
尽管如此，这项工作仍然是非做不可的。
因为它是我们深入研究印度哲学的一项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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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2000.9─现在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兼职研究员1999.12─现在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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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199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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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佛教的般若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载《中国佛教学术论典》之四，佛光山文教基金会
，2001年1月（300000字）。
参著（编）1990《东方思想宝库》(部分,80000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出版，主编姚鹏等。
1990《世界哲学家辞典》(部分,8000字),重庆出版社1990年出版，主编刘蔚华。
1993《东方文化词典》(部分,7500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主编居三元等。
1994《东方思想宝库》(部分,62500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主编卞崇道等。
1996《东方文化大观》（部分，58000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主编楼宇烈1997《东方哲学概
论》（部分59000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四人合著），主编楼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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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译说明一、胜论经二、摄句义法论（节译）三、正理经四、正理花束（节译）五、数论颂六、数论
经 （节译）七、瑜伽经八、弥曼差经（节译）九、颂释补（节译）十、梵经附录一、胜宗十句义论附
录二、金七十论附录三、普拉帕格拉与枯马立拉哲学观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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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印度哲学中的专有名词繁多。
一个词的古译和今译常有很大差别。
有的词还不止两种译法。
译者在译这些词时力求全书统一，但仍不能排除一些例外情况。
如有些专有名词在某篇典籍中用古译显得与整篇译文自然和谐一些，而在另一篇典籍中则用今译更合
适一些。
在此种场合，译者常常注出这一词对应的今译或古译，而且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关于书中所选典籍的形成年代，每篇译文中的有关脚注都作了说明。
总起来讲，这些典籍的确切形成年代大都没有定论。
这和古代印度其他历史资料的情况是类似的。
《古印度六派哲学经典》中对每篇经典的年代所作的判定主要依据各国印度哲学史家中相对通行的意
见作出，也有一些是依据选译者本人认为诸种意见中较为合理的一种作出。
作这种判定旨在使读者对诸典籍的形成年代的大致范围有所了解。
　　最后，谨向所有支持《古印度六派哲学经典》编译工作的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印度六派哲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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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