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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认识文忠已经十五六年了，当时他是一个刚过二十岁的青年学生，是季羡林先生很是看重的弟
子。
一谈之下，就感到这个年轻人不仅聪慧过人，而且博闻强记，知识面之广，很是令人吃惊。
当时很为先生庆幸，终于获此理想之传人!私心认定文忠一定能在先生的培育下，领军于中国新一代杰
出学者。
　　不想世事多变，虽经我们多方奔走努力，文忠毕业后仍然未能留在北大继续他的研究，如此人才
流失，令人痛心疾首，无疑是北大的一大损失!此后，文忠流落京沪，连登记一纸平民户口亦数年而不
可得！
1999年，我去香港教书，无意中读到1999年7月的《香港书评》，一则大标题赫然在目，是“中国学术
界的希望——《瓦釜集》及其作者钱文忠”!文章对文忠的学思历程作了简要介绍，最后说，很多人以
为陈寅恪、钱钟书之后，中国学术界后继无人，而今，“有了钱文忠这样的青年才俊，顿时令人觉得
中国学界还是有希望”。
我认为这样的评价并不为过!　　1990年，文忠离开北大后，我们仍常有往来。
因他梵文造诣颇深，我在讲佛经有疑难时常向他请教。
今年9月由孔子基金会在北京召开“季羡林研究所”成立大会，我虽在病中，但这个会必得参加。
主持人临时让我讲几句话，由于我全无准备，一时不知讲什么好。
我未曾直接上过季先生的课，但一向视先生为我最敬重的老师。
要讲先生的为人、为学，也许几天也说不完，突然想到孔子总结他自己为人、为学的两句话：“学而
不厌，诲人不倦。
”我想，用这两句话来概括先生也是很恰当的。
在谈到先生的“诲人不倦”时，我提到新任命的“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钱文忠，认为文忠的古今中
外学术和多种语言基础都有条件足以步先生之后尘，使先生的为人、为学都得到继承，并发扬光大。
近日粗读文忠的《末那皈依》更感到我以上的信心和期待不会错!　　“末那皈依”是指一种精神觉悟
，是指在更高的峰巅，以更深的智慧回首浩瀚红尘。
应该说《末那皈依》这本书是本世纪初的一部很重要、很有特色的心灵史、精神史、学术史。
这里没有什么框架体系，也没有什么“宏大叙事”，有的只是瞬间一觉、人间挚情、心灵交汇，然而
，这就是构筑人类历史最可宝贵的原材料，是串联崇高殿堂的散见的珍珠。
如果历史不是先有“构架”，后找事实“填充”，而是从事实碎片出发，汇集为历史洪流，那么，文
忠书中极为宝贵的历史片段就是建立历史大厦的砖瓦木石。
清末以来，由于西学的输入，中国学术进入了一个重大的转型期，总结这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学术的发
展无疑对中国学术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
文忠的文集定名为“末那皈依”可能即有此意。
这本文集对清末以来的众多学者进行了个案研究，不仅总结他们的学术思想，而且自内而外，对他们
的心态思绪、为人风范都作了他人力所未逮的历史分析和情感分析，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百年来，我们已有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还有钱穆的同名著作，这对我们研究清初
至民国初年的学术史很有帮助，但我们还没有一本对清末以至整个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演变进行系
统研究的书。
特别是百余年来，我国学术界在翻译、介绍、研究西方学术文化方面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与此同
时，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有了不可忽视的新进展；又加
以近日新出土文献之丰富，及对其研究的重大成就，也许，可以说我们已经到了可以撰写一部《中国
百余年学术史》的时候。
这将会大大推动我国当今的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使我们得以从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和20世纪传人的
西方学术文化“照着讲”的阶段，进入以创新、开拓为本的“接着讲”的新阶段，也是中国学术文化
将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新阶段。
我认为文忠将是撰写《中国百余年学术史》的最佳人选之一。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末那皈依>>

我们期待着能早日看到他为总结中国百余年学术发展做出划时代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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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末那皈依”是指一种精神觉悟，是指在更高的峰巅，以更深的智慧回首浩瀚红尘。
应该说《末那皈依》这本书是本世纪初的一部很重要、很有特色的心灵史、精神史、学术史。
这里没有什么框架体系，也没有什么“宏大叙事”，有的只是瞬间一觉、人间挚情、心灵交汇，然而
，这就是构筑人类历史最可宝贵的原材料，是串联崇高殿堂的散见的珍珠。
　　本书作者钱文忠是季林先生的关门弟子、中国仅有的几位精通梵文巴利文的学者之一、复旦大学
历史系教授、无锡钱家的后人。
本书稿为作者的一本学术随笔集，以季羡林、王元化、钢和泰等学术大师及钱刚、李铮等中年学者为
线索，以生动的文笔、饱含的热情为我们勾画了一幅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简史。
书中既有对季羡林、王元化、黄侃等大师的评述、肯定，也有对沈曾植这样有争议的人物的重新重治
，还有对陈三立、赵元任、郑振铎、周一良等先生的侧面描写，极大地丰富了这些学界前辈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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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文忠，生于1966年，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
留学德国汉堡大学印度与西藏文化学系，主修印度学，副修伊朗学、藏学。
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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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清园先生受母亲及母系亲属影响较深。
先生母系亲属几乎都是当时的新　　知识分子。
外祖父桂美鹏先生，字抟九，是沙市圣公会首任中国会长，负责　　长江一带的传教工作。
1885年，创建沙市第一所分班授课的新式学校，即美　　鹏学堂(现改为新沙路小学)。
抟九先生旧学湛深，同时又对西方存在着朦胧　　的向往，希望中国走西方富强之路。
老先生虽然在先生出生前即已逝世，但　　是先生听母亲讲述得最多的就是外祖父，因此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外祖母江　　太夫人性情慈祥，在先生幼年时，经常带先生听戏，先生对京剧的爱好即植　　根于此
。
母亲桂月华(1887—1986)，年轻时曾从一位北欧传教士学医，后入　　上海圣玛丽女校。
通英语，对文学有浓厚兴趣，记忆力极好，能背诵古代诗　　词及清代闺阁诗人所作弹词，经常吟唱
弹词哄先生入睡。
国学也有根柢，常　　助维周先生润色中文函牍。
舅舅桂质庭、四姨桂质良，先后均以第一名考取　　清华留美学堂，赴美攻读。
这样的情况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
桂质庭获耶鲁　　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生前是武汉大学教授。
桂质良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医学博士学位，后嫁闻一多堂哥一传，在圣约翰大学教授医学，同
时自行开　　业。
与清园先生最亲近的三姨母桂德华也曾留学英国及欧洲其他地方，酷爱　　文学，后任圣约翰大学教
授，讲授外国文学。
　　先生未满周岁即随母亲由武昌至北京和父亲团聚，全家定居清华园南院　　，与王国维、赵元任
、陈寅恪为邻。
清华著名的四大建筑均在20年代落成，　　先生在清华园中度过了十分快乐的童年，与赵元任先生女
公子如兰、熊秉明　　等相友善。
罗家伦接管清华大学后，维周先生与罗抵牾，愤而辞职，转赴东　　北大学任教。
虽然全家在此时已经搬出清华园，先生却仍然寄居在清华西院　　六姨母家，就读于清华附小成志小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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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子惟文忠，英年岐嶷，苦读不倦。
开电灯以继晷，恒通霄以达旦。
中西　　兼通，古今同娴。
刮垢磨光，探幽钩玄。
手不停披，梵书佛典。
张皇妙谛于　　字罩，犀照真理于行间。
故多能发前人未发之覆，士林中多有知之者。
　　——季羡林　　“末那皈依”是指一种精神觉悟，是指在更高的峰巅，以更深的智慧回　　，首
浩瀚红尘。
立该说《末那皈依》这本书是本世纪初的一部很重要、很有　　特色的心灵史、精神史、学术史。
　　——汤一介　　相交既久，慢慢知道他不仅对欧洲汉学研究有所窥察，而且对中国经史　　典籍
、近代学术史也有不俗的理解，其文章引经据典，写来通畅惬意，见赏　　于周一良、王水兴、汤一
介、庞朴诸先生。
　　——王守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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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末那皈依》“末那皈依”是指一种精神觉悟，是指在更高的峰巅，以更深的智慧回首浩瀚红尘
。
应该说《末那皈依》这本书是本世纪初的一部很重要、很有特色的心灵史、精神史、学术史。
这里没有什么框架体系，也没有什么“宏大叙事”，有的只是瞬间一觉、人间挚情、心灵交汇，然而
，这就是构筑人类历史最可宝贵的原材料，是串联崇高殿堂的散见的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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