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在华 !鼓励 "支持或影响了
这个项目 # 此外 !钢和泰在总
体上对翻译佛经的热衷 !学术
界早有论述 $ 但针对具体项
目!是否有人逐一作过考察#

我感觉 !卫礼贤在中国与
钢和泰多次长谈 !回德国后不
至于完全忘了译经之诺$ 而对
为什么父亲会记得 %卫礼贤 &!

我想到几种可能'

一是钢和泰对沈仲章介
绍这个项目时 !说由卫礼贤
主 持 ! 或 说 他 与 卫 礼 贤 合
作 ( 如此 !父亲便有一个先
入为主的印象 !因而自始至

终认为 !他是协助钢和泰和
卫礼贤 (

二是鲁雅文自己开口常
言卫礼贤 ( 这第二种可能 !源
自吴素乐 %解谜 & 时所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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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意 为 '

%鲁雅文把卫礼贤当偶像 !会
老对你父亲说起他 !因此在你
父亲的脑子里这两人合二为
一( &*

从吴素乐所言 ! 也可引
申出第三种可能 !即鲁雅文自
己对沈仲章说 !译经是卫礼贤
的项目 ( 于是父亲便会觉得 !

他俩都是在替卫礼贤工作 !并
记住了

:'&0%&5

这个鲁雅文
本人强调的名字 ( 这也可从
另一角度 !支持我上述假定 !

即 作 为 卫 礼 贤 继 任 的 鲁 雅
文 !尽力继承其 %偶像 &前任
的未竟计划 (

还有第四种可能 ! 卫礼
贤确实远距离参 与该项目 !

哪怕限于道义上的支持 +名
义上的 %主持 & !或者更具实
质意义 (

上述几种可能并不互相
排斥 !可互相支持 ( 或者可以
说!钢和泰 "鲁雅文和沈仲章 !

都在某种程度上 !认为卫礼贤
对这一项目起了作用(

需要探索的是 !卫礼贤起
的是什么性质的作用# 是否可
算项目主持者或倡导人 # 还
是 !卫礼贤或钢和泰仅仅告诉
鲁雅文 !他们在

;<==

年的一些
想法#

我又仔细回想父亲措辞 !

辨析语境 ! 还是有层次差别
的 ( 父亲若描述具体工作 !被
助之人是 %德国教授 &或 %德国
学者&( 若说明为谁工作!则是
%德国 教 授 &" %德 国 学 者 &"

%

:'&0%&5

& 或 %钢和泰 )他
们*&( 这里我试用%助&和%为&

区别关系 !其实父亲口语中大
都用%帮&( %帮 &有很大弹性 !

可近距可远程 ! 可实指可虚

化( %帮&用作动词 !与 %助 &近
义 , 偏于助动类介词的用法 !

也含%为&的意思 ( )%助 &也具
弹性 !但小于 %帮 &!尤其吴语
使用有限制 ( *吴素乐猜测的
%合二为一 &!也许并没发生在
沈仲章脑中 !而是发生在听闻
者与笔录者的信息处理过程
中( 这更使我意识到有机治史
很不简单!暂不扯开(

我继续思考 !为什么直接
当事人沈仲章 !似已淡忘鲁雅
文的名字 ! 却一直记得钢和
泰!而

:'&0%&5

也长存脑中#

我盼再有发现 !可证实卫
礼贤的佛缘 !不止于他在

;<==

年与钢和泰的悬谈(

卫礼贤佛缘之持续

!上"#文献记载

我 尤 其 关 心 卫 礼 贤 在
;<=>

年左右 !是否仍然未忘翻
译佛经 ( 我转了个角度 !去佛
教界方面查询 ! 果然有记录 -

这是
·
第
·
十
·
站(

释印顺所著 .太虚大师
年谱 /!记录了在

;<=>

0

;<=<

年 ! 佛界内外广受崇敬的太
虚大师 )

;><?

0

;<@A

*访德之
行 ( 根据太虚本人回忆及早
年文献 ! 访德时与卫礼贤多
有接触 ( 下面选摘相关数则

)源自一国际佛教协会网络

版 !允许转引 *( 每则之后加
按语 !就本文主题 !稍议浅见
及可思之点 ! 一般不考证人
名地名等等 '

$

!"#$

年
%!

月%

十四日 !郑松堂以德国佛

朗府大学中国学院卫礼贤院

长之函来迓"环游记#$

B

沈按"#佛朗府$即法兰克

福 %

!"#$

年
%!

月
!&

日 !太虚仍

在比利时 !卫礼贤已派人持函

致意!可显郑重与主动%

C

十七日!晤卫礼贤$ 商定%

郑君为大师译华成徳 !编书交

敏兴之雪洛斯书店$ 中国学院

学员詹显哲 !常来为大师译语

"环游记&$

B

沈按"太虚
%'

日抵达法兰

克福 ! 第二天即会见卫礼贤 %

郑君与詹君 #为大师译语 &!皆

卫礼贤安排他人翻译之例%

C

二十九日 !大师讲 '身命

观与人生观 ( 于佛朗府大学 !

卫礼贤译语 )听者六 *七百人 !

多半为该校员生$ 大师旧识卜

尔熙公使 !亦专诚来听 $ 是讲

稿 !以缘起之 +和合 (* +相续 (

为身命 !而以唯识 *中观义说

之 $ 德人读此稿 !多有来函商

讨者,环游记#$

B

沈按 "不知德人所读 '此

稿 &是哪种文字 ( 与演讲现场

的)卫礼贤译语&有何关系( 如

果 #此稿 &是德文 !而且根据或

参照 #卫礼贤译语 &整理 !也许

可考虑是否算卫礼贤的译著 !

希望学界关注% 即便卫礼贤安

排他人翻译太虚原稿文字 !也

值得关注% 在此顺便记下逾越

本文范围之题 "如果 #此稿 &乃

太虚汉文原稿 !或可想象德国

当时汉学盛况( 而#商讨者&来

函又是何文 ( 以及延伸问题 !

学界亦可探之 !有益研究文化

交流史等%

C

$

!"&$

年
%&

月%

十二月一日 !大师偕卫礼

贤!詹显哲去敏兴,环游记#$

按 %海刊十卷一期 -佛教

史料 .! 谓大师于敏兴与中国

学院讲 +佛学大纲 (!卫礼贤译

语/ 实为卫君代讲之误$

B

沈按"摘文#按&当为印顺

按 % #卫君代讲 & 四字值得注

意 !表明卫礼贤对佛学知识有

自信 !太虚也能信托卫氏代己

演讲% 也可参照上则#此稿&是

否德文之疑!综合思考%

C

五日 !大师返佛朗府 $ 寓

中国学院 ! 常占一室以诵经

,环游记&$

(

沈按"太虚#寓&卫礼贤主

持的 #中国学院 &!可为两人会

面商谈提供方便%

)

十二日 ! 大师着衣诵经

次 !卜尔熙公使来 !卜使约大

师及卫礼贤 !作莱茵河探胜之

游 $ 与卜使谈及 %国际间相忌

相侵 ! 终无以得人世之和乐

,环游记)与德人谈话鳞爪&$

(

沈按 "虽仅录外事交际 !

然卫礼贤应约作陪 ! 也涉佛

缘%

)

十四日 !大师讲演 +佛学

之变迁大势及其新倾向 (于中

国学院!卫院长译语$ 听者二*

三百人 !皆热心东方文化及哲

学与佛学研究者 ,环游记 )海

十*一-佛学要闻.&$

(

沈按 "至此 !卫礼贤为太

虚演说#译语 &或 #代讲 &!记录

已达三次%

)

其间 ! 大师与卫礼贤商

决 %以中国学院为世院之德国

通讯处 !招集发起人 $ 于院刊

译载中文佛经,环游记&$

(

沈按"#世院&为世界佛学

院之简称 *)院刊 &指中国学院

院刊还是世院院刊 !待考 + 试

解 #其间 &二字 "自太虚
%%

月中

旬抵达法兰克福 !至少自
%#

月

*

日 #寓中国学院 &起 !便与卫

礼贤商量相关事宜 !至
!+

月
!&

日决定% 此处简单回顾上文卫

礼贤
!"++

年日记信息 ! 供参

考 "卫礼贤与钢和泰为译经之

事 !长谈多次 !某次达三小时

半%

)

$

%"&"

年
%

月 &太虚于
%"&$

年
%&

月
&'

日抵柏林%

四日 !远东协会总秘书林

待 !以卫礼贤之介 !约大师往

晤 ) 见会长叩尔纳等 ,环游

记&$

(

沈按" 协助扩展社交一

例!方便太虚弘扬佛道%

)

二十七日 ! 司泰恩凯来

访$ 司氏于禅定颇多熏习$ 卫

礼贤来访 ! 知征求世院发起

人 ! 已得各国六十余人之赞

允)大师乃与话别 ,环游记 )与

德人谈话鳞爪&$

(

沈按 "

!"+"

年
!

月
+$

日太

虚离德 %

+,

日卫礼贤来柏林 !

专程 #话别 &!并报喜讯 % 而佛

学院若遍及 #各国 &!译经自然

水到渠成%

)

我特别关注
;<=>

年
;=

月
;@

日下段 ! 卫礼贤答应太虚 !

%译载中文佛经&( 依印顺括号

注 ! 所 录 源 于 太 虚 .环 游
记 /( 据查 ! .环游记 /

;<DE

年即由大东书局出版 ! 信息
应相当可靠(

;<DA

年 !太虚著 .三十年
来之中国佛教 /一文 !进一步
回忆 ' %与德国福朗福特中国
文化学院院长卫礼贤 !有大规
模译华文佛典为德英文之约 !

惜因筹款无着及卫礼贤之病
逝 !未能有成 ( &)引自张曼涛

主编 ,中国佛教史论集 -!大乘

文化出版社!

!",$

*

对卫礼贤和太虚计划 %大
规模翻译佛经 &!洪金莲 .太虚
大 师 佛 教 现 代 化 之 研 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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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 也有提及 ' %民国
十八年 !太虚在德国与卫礼贤
共同约定翻译华文佛典为德
文 +英文 !但后来因经费拮据
及卫礼贤逝世而告中止( &

.中华读书报 /

=E;A

年
<

月
=E

日 载 李 雪 涛 .太 虚 法 师
;<=>

0

;<=<

年 的 德 国 之 行 /

)简称李文 *!介绍时任世界佛
教联合会会长的太虚出访德
国 !%一共待了

A@

天 &( 李文设
专节讲述太虚与卫礼贤的接
触 !引用不少文献 !也言及译
经计划 !还有一张卫礼贤和太
虚 法 师 及

L"2$M0-82%7 1".

L"7M0

)卜尔熙*的珍贵合影(

以上记载显示 !在太虚访
德期间卫礼贤涉佛之多方面 '

会见佛教大师 ! 陪同游览 !招
待住宿 ! 邀请演讲并翻译 !甚
至 %代讲 &!征求世界佛学院发
起人 !充当通讯处 !商量决定
译经! 承诺出版11 可见!卫
礼贤

;<==

年起念翻译佛经 !到
;<=>

0

;<=<

年兴趣不减 !而且
对理解佛学的自信已达相当
程度(

我好奇的是 !卫礼贤和太
虚在德国商决 %有计划地翻译
佛经 &之约 !与钢和泰 +鲁雅文
和沈仲章在北平的译经项目 !

有无任何关联 # 所言 %筹款无
着 &! 可否解释鲁雅文为何自
筹资金 # 卫礼贤既肯积极 %征
求世院发起人 &! 是否也会主
动征求佛经翻译者# 而鲁雅文
在北平之尝试 !有否树立榜样
之意图 # 记忆力很强的沈仲
章 !为什么偏偏 %记住 &!钢和
泰推荐他协助的是卫礼贤#

证是或证否 !都待确实依
据!暂且归于因缘(

至此先作小结 '为求证父
亲回忆 !我关注卫礼贤涉佛踪
迹 ( 通过原始日记 !窥见

;<==

年卫氏佛缘初现 ,通过佛界文
献 !又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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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卫氏佛
缘重显(

下一个焦点在于 !卫礼贤
两度许愿译经 !是相隔六七年
的两组孤例 !还是连续历程之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学人!

学林

僧袍
-

鲁雅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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