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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礼贤佛缘之持续

!下"#本人著述

上摘佛界资料所载 "意在
彰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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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佛界
领袖的外交功绩 "卫礼贤为响
应太虚号召者之一$ 前引新发
现

%"&&

年卫氏日记所录 "大概
还是钢和泰说服卫礼贤共襄
其事$ 假如卫礼贤只在遇到钢
和泰和太虚时 "才发愿扣问佛
学 "并不足以证明 "卫氏本人
对佛教的兴趣是否持续有恒 $

而卫礼贤与那两位有约译经 "

也不足以说明 "卫氏本人对佛
教的学说是否下过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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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 " 卫
礼 贤 佛 缘 几 许 ! 屐 齿 苔 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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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位 学 者 点 拨 % 那 是
&

'()) *+,-.(/0(*

' (与我的问
题 合 起 来 可 译 为 &佛 缘 在
录 ')$ 他继而指出 "通过早年
文献和当事人回忆等考证卫
氏生平 " 确是一条重要途径 $

但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 "

那便是从卫礼贤的著述中 "搜
寻有无佛学影响 $即便重点在
口述史 " 也不可忽略这一功
课 $ 讨论后我俩都认为 "治史
得根据实情 "切忌偏颇 $

这位学者给了我三本卫礼
贤的书"领我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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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本书是卫礼贤和卫
德明父子俩的 *易经 +讲座汇
编 合 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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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

解析 "卫氏关于变化之书的演

讲 #$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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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卫德明部分英译者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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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瑞,贝恩
斯 )" 卫礼贤部分英译者是
82(/( BC(2

(霭润,艾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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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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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者在书中夹了条子
做了记号 "标明我该关注的书
页和段落$

粗粗浏览 "卫德明论 &易 '

涉 &佛 '不多 "大体符合其弟子
康达维记忆 $但卫礼贤讲解的
* 易 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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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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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词语 "不断
冒出 $ 我依照标志 "翻阅了第
%GHIJ&G

页 "援引 &佛 '与 &佛
教 ' 不胜枚举 $ 聚焦第

&KL

到
&KJ

页 "基本是在比较 &佛 '与
&易 '$ 尤其

&K&I&KJ

两页 "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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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词 " 便出现不下
十次 "另有多处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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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代称
指佛 $

下摘卫礼贤议论 &佛教 '

一例 " 粗体标出关键词 " 并
加括号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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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按 "本文不议佛学知识 $不细

辨卫氏对%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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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使用 $暂保留两译 %南

方 佛 教 & 与 %南 传 佛 教 &'

%

1%*'()*+ 2(/+).) ,&--(/.0

&

同理' 试译大意"%佛教更进一

步$以苦释生' 我们此处目的$

并非表达南方
3

传佛教观点 $

因为欧洲对南方
3

传佛教早有

了解 $ 而在试图显示北方
3

传

中国佛教所体现的事件脉搏

节奏' &

V

读起来" 卫礼贤不仅对佛
学传播流派等已具一定知识 "

而且特别强调&北方
D

传中国佛
教'"以区别于&南方

D

传佛教'$

卫礼贤也提及 &禅 '"并注
明中文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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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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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书内附注 "卫礼贤这
一系列 *易经 +讲座 "原为四组

小系列 % 一组三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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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归纳为第二篇 )"另一组三讲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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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归纳为第三篇 )"再
一组两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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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秋 (归纳为
第四篇 )" 还有一组两讲在
%"#"

年秋(归纳为第一篇)$

由 此 可 见 " 卫 礼 贤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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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间 " 年年讲解
*易经 +"然也心系佛缘 "念念
不忘"时时引证$

为进一步追寻找卫礼贤
论佛踪迹"我打开第二本书$

那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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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花的秘密 %中
国的生命之书 +" 卫礼贤翻译
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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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荣格)

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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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这是卫礼贤最
后一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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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德文本首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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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J

月作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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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其好友著名心理学家荣格
筹划出版英译本$

点拨者告诉我 "卫礼贤在
*金花的秘密 + 内 " 以注解方
式 " 思考比较佛教与道教 "兼
及孔学和易经等等$

我被提醒特别关注 "在凯
瑞,贝恩斯的 *金花的秘密 +英
译 本 (

_42,+-20 >24,( `

9+.M4/AR !"Y&

)中 "附有卫礼
贤遗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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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乐
美,威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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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言 "引了一
大段卫礼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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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关佛
与道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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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按 "上摘第一句

是莎乐美(威廉的引入语 ' 引

号内选摘莎乐美引卫礼贤' 其

中 %

0)-/'4'/%+

& 可译为 %沉

思 &)%冥思 &)%冥想 &等 $也可

译作 %禅 &* 试译大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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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卫礼贤介绍这本 +禅 ,书时

写了如下之语 " +--本书综

合佛家与道家的冥想之法* 基

本观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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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信息显示 "卫礼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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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不仅关注 0译介综合
佛道的作品 "并已在其著述中
比 较 佛 教 与 道 教 的 &

C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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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观点)$

略读 *金花的秘密 +前
部 " 已见卫礼贤花了不少篇
幅 " 试图探讨佛教与道教的
基础教义 " 用词直涉一定深
度 $ 已述我不打算评议卫氏
对佛学的理解 " 因而不录成
段整句 " 仅摘短语或非完整
句 $ 以下数例取自该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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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起的宗教倾向 "//但明显
与佛教不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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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佛教主导那时的中国
思潮"其影响不容低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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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中体现若干纯佛教意念 "否定
现世"刻意转向追求涅槃')$

从上述摘语可看出 "卫礼
贤在

!"&"

年以前 "对大乘佛教

和天台等宗派已有了解 "认为
大乘佛教在中国思想史上曾
起&主导'作用$ 他还能在被译
原著中辨识所引 &佛教经典 '"

并颇具信心地谈论与 &纯佛
教'有异同之 &倾向 '0&想法 '0

&方法 '和 &意念 '"//诸如此
类$

冰冻数尺非一日之寒 "我
被引导往前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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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 "变化之书 . ) "即卫礼
贤翻译并注解之 *易经 + (凯

瑞/贝恩斯英译 $普林斯顿大

学 出 版 社 $

5"78

年第三版 )$

其中 "卫礼贤解释第
G&

&艮 '卦
时 "比较佛法与 *易经 +之侧重
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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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按 "我

请另一位较有专攻者试译大

意 $附此仅供参考 "%佛教通过

运动的消退进入涅槃而求得

静寂 $而 !易经 .则认定静寂只

是一种极性的状态 $是运动的

一种补充 $或许代表了一种练

习瑜伽的方向 ' & 译者按 "尚

未通读上下文 $猜测该小段意

思或许是佛教追求的是完全

的静寂 $而 !易经 .只是动中求

静 ' 动是常态 $静只是 %动 &的

一种特定的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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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礼贤译注的 *易经 +"几
乎可说是他的代表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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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德文初版 $ 由此可推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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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该书面世之前 "卫礼贤对佛
学已有相当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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