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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国崛起的时代，印度再次进入人们视野，成为公共话题。
她距中国如此之近，其文化与中国文化又相差如此之远。
    作者用细腻生动的文字叙述了印度的历史与文化，介绍了他对印度文化与民族性格的深刻理解。
本书以历史时段为经，以宗教文化为纬，从不同层面展现了印度人民的精神世界。
    作者强调，宗教是印度人精神生活的核心，它渗透于文化的各个领域。
以宗教为切入点，作者还介绍了印度哲学、思想、道德、法律、语言、文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等领
域的成就，并配合以精美的插图，呈现了真实而又丰富多彩的印度文化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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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尚会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印度社会与文化、比较社会文化研究，对日本政治与文化也有所涉猎。
主要著作有《印度文化史》、《种姓与印度教社会》、《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图、行为方式和文
化心理的比较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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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商羯罗与吠檀多学派派印度教各思想流派在笈多王朝时代大体形成体系后，大都趋于保守，少有
新的建树，但吠檀多学派是个例外。
自从吠檀多学派的经典《梵经》（Brahma-stra，约形成于200年——450年）形成后，该学派一直没有
停止发展，不断有学者从各种立场注释《梵经》，阐述新的看法，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近代。
　　吠檀多思想继承了奥义书中探讨人与宇宙关系的传统，把“梵”与“我”的理论发展到十分复杂
精致的地步。
围绕“梵”与“我”究竟是一元还是二元，是有限制的一元还是没有限制的一元，是有限制的二元还
是无限制的二元等问题，分成不同的流派。
其中主张一元论的人较多，即认为“梵”与“我”是一回事。
这派理论叫“吠檀多不二论”。
对该理论贡献最大的有两个人物，一个是乔荼波陀（Gaudapda，约640年——690年），一个是商羯罗
（Sankara，约700年一750年）。
　　波陀是吠檀多不二论较早和较系统的表述者。
主要著作有《蛙氏奥义颂》（又称《圣传书》）。
他认为世界最高的原理是梵，亦即最高我。
最高我有四位：第一是普遍位，这是梵的觉醒的状态，它认知着外界的对象。
第二是光明位，此时梵处于梦眠状态，已经从外界事物和经验印象印象中初步摆脱出来，但还认知着
内部的精神。
第三是智慧位。
这是一种深睡状态，一种纯粹意识，梵既摆脱了外界印象，也摆脱了内部的精神对象。
第四是最高我的真实存在。
在这个状态下，既无主、客观的对立，亦无时间、因果的制约。
这个最高位就是梵，也是人的纯粹天性。
“四位说”早在奥义书中已经出现，乔氏将其做了进一步的发挥。
　　关于最高我与个体我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二者是同一的，正如瓶中的虚空与大虚空之间的关系一
样：当瓶被击破的时候，最高我和个我就合而为一，这叫“梵我不二”。
　　“摩耶”的理论是乔荼波陀的一个重要思想。
“摩耶”这个词早在奥义书中已经出现，但含义并不很明确。
吠檀多哲学家们对此做了阐发后，成为了吠檀多思想的一个中心概念。
这个概念的基本意思是，世界是“梵”通过其幻力创造出来的，因而是不真实的，只是一种幻象。
这也可以说是印度教对世界最根本的看法，这个概念对以后吠檀多思想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吠檀多哲学的集大成者是商羯罗。
他出生于西南印度今喀拉拉邦马拉巴尔海岸的伽拉迪（Kaladi ），属婆罗门种姓。
少年时曾随著名学者乔茶波陀的弟子牧尊学习婆罗门教的经典，以后遍游印度各地，在贝拿勒斯曾与
其他学派辩论，并在印度次大陆建立了四大修道院。
逝　　世时年仅32岁。
著有大批阐述吠檀多哲学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梵经注》（Brahmsatra-bhdshya） 。
　　商羯罗进一步发挥了乔茶波陀的不二论思想，认为最高的梵是世界之源，万物依靠梵产生而梵并
不依赖世界。
梵是统一、永恒、纯净、先验的意识。
它无内无外、无形无状，既不具有任何差别也不具有任何属性，既超主观也超客观，既超时空也超因
果。
但一般人认识不到这一点，便赋予梵种种属性。
这样，梵就有了两个：一个是上梵，即无属性、无差别、无限制之梵；另一个是下梵，即有属性、有
差别、有限制之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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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梵具体表现为神抵、个体灵魂（个我）和世男万象。
　　商羯罗也认为世界是梵通过“摩耶”制造的。
“摩耶”是现象世界的种子，现象世界是由下智的人们对于上梵的无明或虚妄所引起。
按照他的理论，梵通过“摩耶”创造世界的过程，很像一位魔术师在变戏法。
它先取来五种细微物质：空、风、火、水、地，作为创造世界的基本素材，再将这五种细微物质相结
合，产生出五种神奇的物质：空大、风大、火大、水大、地大。
空大是有1/2空＋1/8水＋1/8火＋1/8风＋1/8地所构成，地大、水大、风大、火大也是按同样比例构成的
。
现象世界就是由这几种神奇物质变幻而来。
最后，商羯罗的　　理论与其他印度哲学思想一样，最终归结到超越现象世界上。
他认为，解脱就是亲证梵与我的同一，即“我就是梵”。
解脱不是产生一种至善至乐的状态，而是除去无知的遮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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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印度，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和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民族认同。
我们中国人把民族、国家看得比较重，而在印度，对民族的认同主要在宗教。
印度人曾经容许无数异族统治者君临其上，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不大在意什么人来统治剥削他们
——无论是本地人或异邦人。
对他们而言要紧的是宗教而不是政治；是灵魂而非躯体；是无数的来生而非暂驻的今生。
外来民族可以占领国土，掠夺财富，焚烧庙宇，屠戮人民，却无法改变印度教信仰。
国家灭亡而印度教不会亡，印度教不亡民族就不会亡。
甚至那些最强有力的统治者也领略了宗教的力量：旃陀罗笈多皈依了耆那教，阿育王成了圣者，希腊
人国王弥南陀虚心地向佛教徒请教，残暴的游牧民族首领迦腻色迦王最后成了虔诚的佛教信徒，阿克
巴大帝几乎皈依了印度教。
在本世纪内史无前例地统一了印度全境的伟人甘地，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毋宁说是一个圣者。
古代印度没有使用武力，其文化却在在亚洲广大地区内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宗教上的巨大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是印度屡被征服却未被同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值得印度人引以骄
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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