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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题词

□ 刘培育

一

1990年，河南大学的葛黔君教授到

洛阳市偃师玄奘故里考察，发现玄奘故

里一片荒芜，只有一座破庙和赵朴初先

生题写的玄奘故里旧碑。偃师县相关

负责人告诉她，当地政府和人民想修复

玄奘故里，但没有力量做。1991年夏，

葛教授到北京找我，说到玄奘故里的现

状。我们商量，邀请一些专家发声，阐

述玄奘大师的历史贡献和修复玄奘故

里的重要意义。于是，我撰写了《开展

玄奘研究，修复玄奘故里的倡议书》。

我把倡议书分别寄给了几位学术大家

征求意见，收到的第一封回信，就是季

羡林先生的。季先生是研究玄奘的大

家，他在信中写道：

倡议开展玄奘研究，修复玄奘故里

是一件大好事，我完全赞成，愿意在倡

议书上签名。

字不多，观点却十分鲜明。我看了

很激动，想把这件事做好的信心也增强

了。最终，在这份倡议书上签名的共有

11位专家，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

巫白慧、黄心川、刘培育研究员，北京大

学的季羡林、楼宇烈教授，中国人民大

学的石峻教授，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

联合会名誉主席罗竹风先生，敦煌艺术

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先生，中国佛教协会

副会长李荣熙先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的孙宝纲译审，河南大学的葛黔君教

授。

倡议书公开后，受到社会广泛关

注。文汇报、新文化报、人民日报（海外

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媒体先后作

了报道。时任偃师县县长汪永春来信

说，专家们的倡议极大激发了人民群众

修复玄奘故里的热情，当地干部群众自

觉集资300多万元，17户陈氏后代不讲

条件，主动搬迁腾地，两千余名群众参

加义务劳动，干得热火朝天。地方政府

全力支持专家的倡议，努力做好后勤工

作。时任河南省省长李长春针对倡议

作了批示，要求洛阳市委书记、市长“重

视专家的倡议，认真修复玄奘故里，并

使洛阳（偃师）成为玄奘国际研究中心，

请专家们担任顾问”。

1991 年 12 月和 1992 年 7 月，中国

社会科学院先后召开了落实倡议的座

谈会和玄奘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时任

中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

朴初担任玄奘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

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中国南亚

文化研究中心黄心川研究员担任主任，

刘培育、孙宝刚、葛黔君担任副主任。

张岱年、石峻、段文杰、楼宇烈等 60 多

位专家担任高级研究员，季羡林、任继

愈、巫白慧成为玄奘研究中心的顾问。

玄奘研究中心成立后，积极开展工

作，先后在偃师、西安、铜川、成都、瓜州

召开过五届大型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

和多次玄奘专题会议，出版了多种玄奘

研究著作和《玄奘研究》专刊，建立了玄

奘网站，成功组织了多次重走玄奘路的

活动。季羡林先生多次参加玄奘研究

中心的学术活动，阐述玄奘的历史贡献

和玄奘精神的现实意义。1993年12月

21日，季先生特别为玄奘研究题词（右

下图）。

二

2006年是中印友好年。为增进中

印两国人民的友谊，推动我国因明研究

的发展，经协商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

学研究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燕山大

学、杭州佛学院等共同发起，当年 6 月

在中国召开国际因明学术研讨会。会

前，我给季羡林先生写信，向他汇报会

议的筹备情况，并征求他对开好这次国

际会议和推动我国因明研究的意见。

当时，季先生身体不好，正在住院。我

的信是委托北京大学校务办公室代转

的。6 月 12 日，我收到了季先生的回

信：

培育先生：
大扎奉悉。

我对因明学几乎等于无知，不敢妄

发议论。但是，我感到你们开会推动因

明学研究，是很有意义的。祝你们召开

的国际因明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

请你顺便查一查《胡适文集》，我依

稀记得胡适有关于中国逻辑的文章，他

的博士论文好像就与此有关。

我在高中学过论理学，到大学后又

听了一年金岳霖先生讲逻辑，仅有一点

知识，到了现在也都交还老师了。

祝

康吉！

季羡林（印章）
2006.6.11

季先生收到我的来信后，还嘱咐秘

书李玉洁女士多次给我打电话，有一天

就打了三次。李秘书告诉我，季先生于

6月9日下午收到我的信，获悉要开国

际因明学术研讨会，非常激动，连连说：

“怎么这么晚才把信转到我这里！都晚

了，他们已经离开北京了吧？”季先生

说：“因明学是一个冷门学科，研究它既

没有名也没有利。现在有人为此奔波，

热心推动这门学科的研究，很不容易。”

又说：“这件事就应该哲学所来抓，别人

抓名不正言不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燕山大学、杭州佛学院是做了一件善

事。现在有个良好的开端，今后要研

究如何开展下去，困难肯定会有的，但

一定要坚持下去。”季先生还说：“如果

觉得我还有用，需要我做什么尽管说，

我会尽力去做的。我真想飞到杭州去

参加会议，可惜，我在住院，爱莫能助。”

从季先生的来信和秘书的电话中，

我清晰地感觉到，他收到我信后的几天

里，心中一直在想着因明。

因明是印度古老学问“五明”之

一。玄奘把新因明系统传入中国以后，

中国的高僧大德和学者在学习、传播印

度因明的同时，发展了因明，逐渐形成

具有中国特色的汉传因明和藏传因

明。中国成为因明的第二故乡，中国因

明是世界因明的高峰。后来，中国因明

几度衰落，至 20 世纪后半期，成为“绝

学”。季先生对中国因明当时的现状很

是焦虑、着急，当他看到终于有人、有单

位出面来抢救因明，推动因明的发展，

十分兴奋和激动。他为推动因明发展

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意见：一是要有权威

的机构出面来抓；二是鼓励学者们不为

名利，拼全力抢救优秀的传统文化；三

是这项工作不容易，肯定会遇到很多困

难，但一定要坚持下去。

首届国际因明学术研讨会于2006

年 6 月 15—16 日在杭州召开。来自我

国及美国、法国、日本的专家学者和高

僧大德 110 多人到会。我在开幕式作

主题发言时，报告了季羡林先生对大会

的祝贺和几点意见，引起了中外学者的

强烈反响。这次研讨会开得很成功，集

中讨论了抢救和发展因明的重要意义

和具体措施，交流了国内外因明研究的

新成果，成立了中国逻辑学会因明专业

委员会（筹）。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

究所、中国逻辑学会、中国玄奘研究中

心、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单位和学术组

织的参与主办，使这次学术会议极具权

威性和影响力。会上成立的中国逻辑

学会因明专业委员会（筹），也很快得到

了国家主管部门的批准。

因明专业委员会每年主持召开一

次全国因明研究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

一辑《因明》年刊，为因明学术交流提供

了良好平台。因明专委会还多次举办

因明培训班，帮助广大因明爱好者学习

因明知识，提高因明研究水平，从而也

扩大了因明研究的队伍。

这些年来，我国的因明研究取得了

可喜的成绩。一批因明方向的博士生

逐渐成长为因明研究的主力军，一批因

明课题在国家社科规划办成功立项，一

批因明研究的重要成果相继问世。我

个人在季先生的影响下，对推动因明发

展一直不敢懈怠，退休后继续工作。

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推出一批需要

抢救的学科，其中就有因明学科，并委

任我做负责人。5年里，我培养了两名

博士，指导了一名博士后和一名访问学

者。2012年，国家社科规划办推出绝学

重大招标项目“百年中国因明研究”，我

作为首席专家，带领一批优秀的藏传因

明和汉传因明年轻学者，经过8年的努

力，以优秀等级完成结项。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
研究所 本文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3年4月28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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