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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史与东西文化交流 
一 兼论佛教对中国思维方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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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西方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西方文化的逐渐东入，影响乃至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佛教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的能力。其中留学生和留学僧充当了中国学习西方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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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met：qlae eorranunieatlon between the West andthe East has a long history．The penetration ofthe western culture has affected and even 

c}啪  the way oftl1iI ．mg of Chinese people．The dissemination of Buddhism has．to s0rne extent，infl~ the ability of a曲 阮 pe0p to 

accept the westea'n culture．the main disseminators of which are the 0ven as students and Buddh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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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方”概念及文化比较的方法和角度 

“西方”在佛教体系里是一个美好的词(Po~itiver Bngriff)。 

按照佛教的宇宙观(Buddhische Kosmographie)，“西方世界”是 

由阿弥陀佛即无量寿佛(Amithabha Amitayus)主宰的。在那 

里除了诸神诸佛外，还有天女奏乐歌舞，彩云碧水，丰衣足 

食，既无党派之纷争，也无战争之风云，说不尽无限美好，在 

佛教艺术中多有展现。所以将之美誉为“西天”。指西方的 

天堂，“西方极乐世界”，“西方净土”，“西方乐园”(Sukhavat1)。 

观世音菩萨(Avalokiteavara)也是从西天下凡的。“西天取经” 

里说的“西天”附有神话色调，指的是西域的天竺(印度)，释 

迦牟尼的故乡。到了现代，特别是文革期间，出于意识形态 

的原因，“西方”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坏得不能再坏的、丑陋无 

比的概念。例如：“追求西方生活方式”、“西方资本主义”、 

“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等等。惟独没有被打倒的是西医，它侥 

幸地被中医结合了。改革开放以后，给“西方”评了反，至少 

西服和西方现代化逐渐被视为正常现象。 

从词源学上看，西方的文化一词来 自拉丁文 cu】tl娜 ，它 

有双重涵义：一是在古典拉丁语中，是指对土地的耕耘与作 

物的栽培；二是后来被引申为对人本身的开化与修养。早在 

1952年，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 

义的批判性问题>一书中，即对各家各派的 164种“文化”定义 

进行了综合性的介绍。6o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世界性意义 

越来越突出，增加了许多新的理论，产生了许多新的定义。 

人们从不同的研究目的出发，从不同学科的知识范畴、不同 

的角度对文化给予了不同的解释。而本文所指的文化，主要 

指实物形态的精神成果的总和，如文学、艺术、宗教、理论等 

成果，是从社会文化独立于社会经济、政治而存在这一角度 

予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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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西文化的比较和研究是一个范围很广且内容复杂 

的问题。就比较的方法而论，至少有两种：(1)横向比较，单 

纯 把东方的某种现象与西方的同类现象分析比较，找出其 

间的异同甚至优劣。(2)横向加纵向交错比较，借鉴历史找 

出某种现象之产生的历史原因以及外界给予的影响，这种方 

法在广度之上又加上了深度。另一方面，每个作比较研究的 

人所处的地理和文化角度不尽相同，因此就比较的角度看， 

也有两种方位之别：其一，如一个亚洲人以其东方文化为出 

发点，参照媒体对西方的介绍，蹲在家里，进行东西文化比较 

研究，可谓“本位东西正向比较”。其二，“远涉重洋”，接触了 

解西方世界，亲临目睹，获得了第一手材料的认识 ，之后再作 

的研究可谓“离位东西反向比较”等等。可见，不同的比较方 

法所得的结果和认识是不同的，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也会有所 

不同。 

二、汉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关系史”的两大阶段 

从公元一世纪佛教东渐汉土⋯，至今有两干余年的历史 

了。如果用粗线条划分的话 ，汉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主要进 

行了两次广泛的交锋。 

第一阶段 ：汉民族第一次广泛而深刻地接触到西方的 j 

文化、宗教、语言、技术等等是由佛教的东传促进的。公元前 

一 世纪佛教传到汉地后，在四、五世纪到八、九世纪达到鼎 

盛。直到宋代仍有到西域求法的。元、清两代，藏传佛教也 

给汉地带来了另一些异族文化的影响。从留学史上看。从东 

晋法显开始到西域取经学法的僧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代 

留学生。日本佛教称他们是“留学僧”。 

第二阶段：中国与现代欧洲的接触。所谓现代欧洲是指 

启蒙运动以后、从中世纪解脱出来的新欧洲。如果从第一代 

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算起，中国与欧洲的接触从 16世 

纪就已经开始了。可惜，好景不长，欧洲“文明”稍后不久就 

被坐着“洋船”来到中国海的“洋鬼子”用“洋枪”和“洋炮”轰 

进了中国的大门。所以人们对西方文化的直接接触，从心理 

倾向上看，一开始就是抵触的。因为直到那时为止中国经济 

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长 

期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美国资深外交官傅立民指出，亚洲大 

陆面对太平洋的沿岸地区，从东北到南部，直到 1820年，这个 

地区的经济总量还占全球经济的58％，这里曾经是世界经济 

的重心所在。在美国的独立战争年代，美国人对中国市场的 

规模赞叹不已。直到 1850年，中国的地位才由英国取代。西 

方列强轰开中国的大门，其中的一个原因应该说是长期对中 

国优秀文化的“觊觎”，由于西方列强进入中国一开始就采取 

掠夺的方式，打击了人们对西方文化接受的能力，所以导致 

了对西方文化的抵触和憎恨，文化的融和过程始终在曲折中 

前进。 

从文化的深层而论，欧美文化说到底是基督教文化。我 

们可以把上述两个阶段概括地称为“佛教文化影响的阶段” 

和“基督教文化影响的阶段”。用宗教文化来划分历史阶段， 

有些问题甚至可以看得更透彻、更全面。因为宗教是不同文 

化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习俗礼仪和思维心态等等或 

者是信仰和教理的表现形式，或者是受其影响的结果。 

三、佛教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 

上述佛教和基督教文化的两个历史阶段各有一个典型 

的代表人物。前者是佛教的求法僧，后者是基督教的传教 

士。尽管二者都是为信仰的传播奉献的人，但是他们在中国 

人的心目中的形象大不相同。说起法显、玄奘、义净等西域 

求法的高僧，人人耸然起敬。包括对中国人的传统进行深刻 

批判的鲁迅也在高僧面前退让三分。鲁迅在<且介亭杂文> 

里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从古以来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 

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 

的脊梁”。至少在这一点上，可能胡适先生也会破例地站到 

鲁迅的立场上。 

20世纪以前，由于留学生人数尚少，西方文化输入中国 

主要通过外国传教士进行。为配合传教，西方传教士曾在中 

国开设若干医院、学堂、报馆和译馆，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科学 

文化知识。但是尽管如此，传教士在中国的声誉与佛教高僧 

相比大为逊色，近现代的媒介中常常把传教士贬为“殖民主 

义的帮凶”甚至骂成“拿着十字架的恶狼”。此等仇视之态 

度，一方面与中国近代史上的反殖民主义相关联。从鸦片战 

争到义和团，伤痕淋漓，怎一个痛字了得。另一方面，那时中 

国人的思维逻辑早已受到佛教西行求法传统的影响。一种 

值得信奉的学说必须要在中国人心服口服之后，自己到万里 

之外求寻。只有置生死于度外求来的“法”，才是真谛；相反， 

送上门来的货是不值钱的。至少缺少降服“女魔王”、再过 

“火焰山”这类惊心动魄的环节。所以，在清末民初的大批留 

学生回国后，传教士不复成为介绍西方的主要力量。中国人 

对西方文化的真正了解是通过留学生的努力而达到的。欧 

洲的基督教文化之中不仅仅包括一般的科学知识，还包括现 

代的科学精神以及民主的国家体制。虽则传教士向中国介 

绍西方知识的作用不应抹杀，但他们毕竟不真正清楚中国人 

最关心、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传教士在这方面的地位后来 

被中国留学生所取代并不足为奇。 

一 个民族看待和处理某事物的角度是由传统文化熏陶 

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后，才逐渐凝结为一种独特的思维习惯。 

那么，中国人在信仰问题上的舍近求远的心理倾向是在什么 

样的历史和文学条件下形成的呢?要解释这个问题，得从汉 

文大藏经的<史传部》说起。拿常用的百册大正大藏经为例， 

《史部传》占了三大厚册，共八十一部史类和传类的著作。 

史类方面影响最深远的要属西域求法高僧写的游记。 

如法显(342--423)的<佛国记>、玄奘(60o ~,54)的<大唐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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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义净(63s一713)的<南海寄归内法转>等等。法显西行求 

法将近 l4年，玄奘出国留学长达 l7，义净在印度和南海前后 

逗留了23个岁月。这些留学僧的著作不仅在当时促进了汉 

民族和西域民族的了解，从而对佛教在汉地的传播起到了不 

可低估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当今的史学研究具有无 

法取代的价值，提供了绝无仅有的宝贵资料，包括中亚和南 

海各国的历史经济和宗教文化，海陆交通的地理，佛教早期 

历史和部派演变史，佛教经典流传史以及寺庙建筑史等等。 

高僧在传播佛教文化、翻译经典方面的功绩早就引起了 

古代学者的重视。继鸠摩罗什给马鸣和龙树等作传后，梁代 

慧皎(497--554)写了第一部系统记载名僧事迹的<高僧传>。 

该书综合性地叙述了东汉至梁初(67—519)九个朝代中257 

位中外高僧的事迹。延续这一僧传的先有唐朝道宣的<续高 

僧传>，还有宋朝赞宁的<宋高僧传>，明朝如惺的<大明高僧 

传>以及宝唱的<比丘尼传>等，历代流传不绝。在单人的传 

记中，对后代影响最大的应首推以玄奘为主人公的<大唐大 

慈恩寺三藏法师>。玄奘的名著<大唐西域记>蜚声中外，他 

在645—646年撰写此书是唐太宗的御旨，背景是唐初力争在 

政治上和经济上向西部扩张。 

第一个给留学僧作传的人是唐初从印度留学归来的义 

净。他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在书名上就把“西域求法高 

僧”从“高僧”中分别提出来。因为一般的高僧传中也包括了 

到汉地来的胡僧(外国僧侣)。显而易见，义净有意单独为中 

国的留学僧作传。在该书的序言里，义净充分地流露出他对 

先驱法显和玄奘大师的钦佩：“观夫自古神州大地，轻生殉法 

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大唐西域求 

法高僧传>记述了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至武后天授二年 

(691)之间57位僧人到印度和南海求法、游圣的事迹。义净 

的这部著作无疑是中国的“第一部留学生史”。 

在佛教大藏经的四大流传系列中(巴利文大藏经、汉文 

大藏经、藏文大藏经和流传不完整的梵文佛典)，上述三册 

<史传部>是汉文大藏经独有的宝贵资料。到了后代，高僧被 

神化，明成祖编有<神僧传>。从宗教发展的规律看，这是非 

常自然的现象。明代吴承恩作了一百回长篇小说<西游记>， 

更使唐僧取经的故事家喻户晓。直到现代，电影、连环画等 

层出不穷。由此可见，佛教大藏经和由此产生的民间文学都 

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造成深刻影响。 

四、“寻找马列主义真理”与“西行求法”之间的传袭关系 

归纳起来，以上谈了两个问题：第一，汉民族和外来文化 

的接触可以分为佛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两大阶段。 

就信仰的深度和广度而言，佛教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最为广 

泛。佛教文化传统也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重要的方 

法论影响。从 19世纪末到2o世纪初轰动一时的、影响了半 

个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共产主义的理论体系也是欧洲文化的 

产物之一。“共产主义的幽灵”之所以从。欧洲的上空徘徊” 

到中国，实际上是国人在清末民初之间认真学习西方的结果 

之一。继西行求法的佛教留学僧之后，上个世纪初赴欧．勤工 

俭学的那批青年应该算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代留学生。正是 

他们抱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希望，把马克思主义的。火 

种”，作为崇高的信仰带回了中国。在一个占世界人口1／4的 

国家里，这个主义历时几十年，渗透到社会的每个层次，从经 

济结构和行政管理到人的道德准则和思维方式。历史经历 

了百年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旅欧留学生，在实践 

中开始反思：怎样学习西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学习 

马克思主义?所以在改革开放以后，政府从 70年代后期马上 

派出了第三代留学生。至今，出国留学人员达 58万多人，分 

布在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第二，与西方关联的不少概念，如 

“西方极乐世界”和“西方乐园”等起源于佛教。当时，。西天” 

等同于信仰的故乡。为了求取佛祖的。真经”，信仰虔诚、意 

志坚定的高僧投身绝域，穿越沙漠、跨过万岭，千辛万苦到佛 

教的故乡留学，收集佛经梵本，不远万里移回汉土，归国后潜 

心翻译，办学弘教。佛经的传记文学和后代的民间文学都导 

致“唐僧取经”的理想化。 

关于上述两点的目的是想论证下面一个问题：“西行求 

法”作为中国独特的一种文化传统对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具体地说，正是从中国人接受共产主义的信 

仰和方式上，可以看到与“西行求法”模式有惊人的相似之 

处。下面，我们将举出几组措辞方式。从中可以看到，这些 

措辞中的固定概念实际上是可更换的空位。这是符号学的 

分析方法。中国人的思维正是透过空位的可更换性显示。 

也就是说近代寻找马列主义真理的文化受到了。西行求法” 

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一，佛教高僧。创辟荒途，九死一生， 

到西域取经求法”。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远涉重洋，勤工俭 

学，到欧洲寻找共产主义的真理”。第二，佛教有大藏经，如 

宝集经、法华经等“佛典”，马、恩、列、毛各有其。经典”著作。 

第三，佛学含有救渡苦海的。真谛”，如四真谛、八正道。马列 

主义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第四，玄奘受唐太宗的支 

持，在长安建立了“译经院”。网罗天下人才，培训弟子，搭起 

班子，邀请外国高僧合作，翻译了大量佛经。与此相似的是 

“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内部分工细致，有哲学组、历 

史组、文学组等。除了聘请(前)苏联和(前)东德的专家之 

外，还有国家纪委统一安排翻译人才的培养。在 60年代和 

70年代，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代表中国翻译的最高水平。因 

为要保证翻译的质量，是名牌大学外语专业的毕业生才能奢 

望的分配去向。第五，佛教东渐通过的是丝绸之路上的中亚 

各国。最初的佛经不是直接从梵文译成汉外文的，而是由当 

时在中亚一些国家的俗语(如中古印度方言 陀罗与语)翻译 

的。由于早期译本在语言上存有疑惑，不易读懂，后代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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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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