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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本佛经进行了直接翻译的工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 

典”翻译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5o年代中苏友好时期，先是 

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从俄文版译成中文。苏联和俄 

文在当时起了中介的作用，与佛教东渐过程中的中亚国家及 

其俗语差不多。后来，才把起初从俄文翻译过来的马列“经 

典”著作直接从德文原文重新翻译成中文。 

汉民族接触西域传来的佛教文化从 200o多年前就开始 

了，而逐渐认识基督教文化才几百年的时间。用历史的眼光 

看，中国人学习和模仿现代西方不过刚刚开始。如果看看佛 

教早期三、四百年在中国的混乱状态，或许更容易理解。为 

什么中国人直到今天对西方在许多方面的认识还是模糊的， 

还存有各种各样的误会，概念上的混乱，学习上的盲目，甚至 

是种族上的偏见。中国入学习佛教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质 

量的精选和保证取决于数量的增长和积累。人们对西方的 

认识理解和学习也要经历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的过程，中西文化的融合永远不会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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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专家纵论：建设世 界一流大学人才是关键 

甘子钊院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培养世界一流人才，这与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的目标是一致的。大学应 

能在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方面作出贡献，一流大学的学生应为国家的复兴和崛起而奋斗。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学教育必然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大众教育就是为了培养社会急需人才。 

近几年，北京大学等几所大学逐步确定了“拓宽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本科生教育理念，将 

由专业教育转向宽口径的基础教育，实现低年级的通识教育与高年级专业教育相结合，同时培养自主学习能 

力，减少课堂教学量。 

丁伟岳院士：一流大学既要有好的老师，又要有好的学生。对于当前的大学来说，老师的素质需要提高， 

没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就不可能培育出高素质的学生。 

现在中国的大学生课程都很重，没有时间进行创造性活动。要想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需要宽松的学 

习环境，需要充裕的学习时间，更需要实现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 

黎乐民院士：人才培养是和教育密切相吴的，一方面要求学校有良好的师资力量，另一方面也要给学生 
一 定的压力和竞争。一流大学的学生进入一流大学只说明考试成绩优异，而真正的能力还体现在以后的科 

研和工作 中。 、 

北京大学历史教授王晓秋：目前我国大学生比例并不高，有很多地区、很多岗位急需人才。而且特别缺乏 

蓝领和高级技师，但我国的大学生就业困难，2003年大学生一次就业率仅为 70％。这些问题暴露了我国教 

育体系、教育制度和教育方式还存在严重问题。为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科学时报)20O4年 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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