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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 $非名人 % 卫礼贤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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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文
名希圣 $ 字礼贤 $ 亦作尉礼
贤 % 副标题中第一位钢和泰 $

即赫赫有名的东方学学者&梵
文 学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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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位
颇有建树的德国汉学家 $在佛
教方面有著述 $ 但知其者不
多% '忆(字包含沈仲章回忆和
因之而起的探索%

卫礼贤与早年中国文化
名流如劳乃宣 &辜鸿铭 &罗振
玉 &蔡元培 &王国维 &胡适和
徐志摩等 $私交甚笃 % 卫氏翻
译 注 释 了 许 多 中 国 古 代 经
典 $遍及儒道 $有 )易经 * )礼
记 *)论语 *)孟子 *)老子 *)庄
子 *)列子 *和 )吕氏春秋 *等 %

据中国驻德国法兰克福总领

事馆网页$ 季羡林评卫礼贤为
'中国在西方的精神使者 (%

对卫礼贤的专题介绍已
有不少 $ 没怎么评议他与佛
学 % 但是 $父亲曾参与一个佛
经翻译项目 $ 据他回忆 $是
'帮 ( 卫礼贤 % 因未见相应记
载 $我四处查询 %

B#!$

年 $正在
撰写卫礼贤传记的德国学者
应我之求 $ 挖掘原始记录 $发
现卫氏最初涉及佛学的痕迹 %

而后我综合其他资料 $大致可
证卫礼贤对佛学之兴趣 $延续
经年 %

本文先述沈仲章在
!"B#

年代后期 $由钢和泰引导 $入
梵文学界 $译注佛经 % 再叙笔
者自

B#!A

年以来 $ 经中外多
位学者以及先辈学者家属相
助 $ 寻找父亲记忆中的卫礼
贤 $环环相接导出鲁雅文 $并
讨论钢和泰 & 沈仲章 & 卫礼
贤 & 鲁雅文四位可能当事人
的各自作用 % 然后摘引佛教

界记载与卫氏本人著述 $标
识卫礼贤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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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直至去
世前几个月 $ 其佛缘历程的
一串脚印 %

钢和泰引导沈仲章

!上"#开蒙攻读梵文

数位父辈老友对我说 $你
爸爸懂十几种外语 % 父亲则
说 $有些语种不算的 $真正能
使用的不过五六种% 搜索我记
忆中的实例 $父亲能用于对话
和阅读的 $ 有英语 & 法语 &德
语 &意大利语 &马来语和世界
语% 他自少年到老年一直能用
英文写作 $中青年时也能用法
语写作 $ 其他语种我不清楚 %

!详见拙文 $难忘的影子 %金克

木与沈仲章 !一 "&#$掌故 &第

一辑#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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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父亲学过三种印欧
古典语言 $梵文 &古希腊文和
拉丁文% 父亲说梵文的语法规
则最细致 $ 古希腊文也挺复
杂$拉丁文相对容易%

钢和泰是沈仲章的梵文
老师%

父亲
!"BC

年考入北京大
学 $

!"B&

年开始学梵文 % 相关
情节大都已写入拙文 )沈仲章
与陈寅恪之缘 * !载 $传记文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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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下面略叙
并补遗+

钢和泰讲授之课原非梵
文 $而是古印度宗教史 % 该专
题需参考梵文文献 $因此先得
补习梵文% 听课者一般已有文
史哲专攻背景 $属于研究生和
教师这一层次 $但大都认为那
门课难得出奇% 父亲和好友谢
大祺刚进北大不久 $是理科本
科生 % 他俩出于好奇加好胜 $

被人拖去插班旁听%

钢和泰上课自编讲义 $用
罗马字母注音% 梵文是印欧语
系最古老的语言之一 $变格极
为繁复 $ 父亲记得有两百多
种 % 他举例说 $第一次跨入钢
和泰的教室 $ 整整一堂课 $老
师只讲解了一个'马(%

沈仲章和谢大祺在课堂
表现突出 $ 受到钢和泰赏识 $

被邀去老师寓所继续进修% 第
二年谢大祺退学 $父亲独自去
钢和泰家求教$越来越熟%

关于钢和泰在北大教授
梵文和古印度宗教史 $早有著
述论及% 知名学者如胡适和陈
寅恪等 $都曾向钢和泰请教梵
文 $也是众所周知 % 本文皆不
赘言%

值得一提的是 $钢和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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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 写信给哈佛
大学教授 & 梵语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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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高山杉 $钢和

泰遗札一通 &# $南方都市报 &

6344

年
5

月
7

日' 高译为%(我正

通过重新把梵语研究输入这

个国家 #给中国人做点开蒙启

明的工作' )

N

钢和泰为二十才出头的
沈仲章 '开蒙 ($算来已是六七
年以后 % 我觉得也许可作例
证 $ 表明钢和泰持续不懈 $努
力'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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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仲章!忆"卫礼贤之佛缘

沈亚明

本文目的是分享父亲回忆!记录自己的搜寻解疑过程!标示可供学界深入探讨之题" 惟愿引发
卫礼贤研究者和佛学研究者的兴趣!继续沿着卫氏与佛学这条主线!串联其步履所至" 我个人
特别感兴趣的仍然是!父亲沈仲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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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左右参与的佛经翻译项目!与卫礼贤的关系到底
如何# 我认为!直接当事人之一沈仲章!对卫礼贤的印象比鲁雅文深!应有缘故!是一条可以追
踪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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