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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中译印经典一屋子，印译中经典不满一盒子”状况 

  【核心提示】对于中印这样的世界文明古国，除了《薄伽梵歌》和《道德经》，

还有许多重要经典，近年来，两国学术界积极致力于推动相关工作的开展。 

  

  近年来，中印不断推进人文学术交流，中印经典互译工作深入开展。印度的《薄伽梵

歌》和中国的《道德经》分别是两国最为重要的核心经典之一，中印学界对二者的翻译研

究，是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案例。学者表示，此前，中国学界从梵文原典三译《薄伽梵

歌》；如今，印度学界首次翻译《道德经》，而更多经典互译将是未来长期持续的学术工

作。 

  三译《薄伽梵歌》 常译常新 

  《薄伽梵歌》在印度文化中具有神圣经典的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徐

梵澄、北京大学东语系张保胜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黄宝生先后三次从梵文原

典翻译了《薄伽梵歌》，这在我国学界梵译汉学术工作中是不多见的。 

  黄宝生介绍说，《薄伽梵歌》是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一部宗教哲学诗

（第6篇第23—40章），是印度最流行的经典。黄宝生说，“在翻译完《摩诃婆罗多》

后，我注意到，在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印度古代经典偏少，便向商务

印书馆建议，把《薄伽梵歌》、《奥义书》列入其中。”由此，《薄伽梵歌》也推出了单

行本，该版本还增加了注释，并附了前言加以介绍。该单行本出版后颇受欢迎。 

  在北京大学南亚学系任教的印度学者高兴谈到，每个印度人都通过诗歌或者神话，直

接或间接地受到《薄伽梵歌》的影响。高兴表示，他也注重阅读中国学者翻译的汉译本，

从中了解中国人对《薄伽梵歌》的理解。 

  黄宝生表示，《薄伽梵歌》是印度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它的中译本应该常出常新。随

着时代的变化、研究的深入以及汉语表达习惯的改变，也需要有新的适应时代的可靠译

本。 

  从汉语直译《道德经》 

  《道德经》是被翻译成外文最多的中国古代经典，也是在印度引起较多关注的中国经

典。据学者考证，唐代高僧玄奘大师就曾奉诏将《道德经》汉译梵，惜已不存，目前印度

流行的多种《道德经》译本，均转译自英语，甚至是“转译的转译”，错舛甚多，迫切需

要可靠的印地语译本。 

中印经典互译事业不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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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道德经》的翻译工作，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郁龙余与印度学界交流较

多。他介绍说，印度学界对中印经典互译表现出极大热忱，其中直接从汉语将老子《道德

经》译成印地语，可以说是中国经典印译的重中之重。 

  郁龙余向记者透露，印度学者舒明经已将《道德经》译成印地语，准备出版。 

  记者还了解到，在互译的基础上，我国学界还对《薄伽梵歌》和《道德经》展开了比

较研究，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张绍斌申请了天津市教委科研基金项目“《薄伽梵歌》与

《道德经》比较研究”。 

  中印经典翻译计划正在执行 

  对于中印这样的世界文明古国，除了《薄伽梵歌》和《道德经》，还有许多重要经

典，近年来，两国学术界积极致力于推动相关工作的开展。 

  谈起近年来中印经典互译事业的进展，郁龙余颇为兴奋。他表示，与印度学界交流中

印经典翻译计划时，所受欢迎程度大大出乎意料。印度学者多为中国经典至今没有可靠的

印地语译本而深感遗憾，表示要努力改变“中译印经典一屋子，印译中经典不满一盒子”

的状况。 

  在郁龙余访印时初拟的“中国印度经典翻译计划”（草案）中，除《道德经》外，列

入计划的中国经典还有《诗经》、《周易》、《论语》、《红楼梦》等，印度经典则包括

《梨俱吠陀》、《政事论》、《古拉尔箴言》、《甘地全集》等。值得注意的是，除古代

经典外，当代经典作品也进入工作视野。来自尼赫鲁大学、德里大学、孟买大学等多所大

学的重要学者都有意参加计划，曾任德里大学梵文系主任、尼赫鲁大学荣誉梵文教授的印

度著名梵文学家夏斯特利，就主动提出要将《诗经》译成梵文和印地文，德里大学哲学系

主任、文学院院长普拉萨德则坚定而诚恳地表示，将展开《周易》翻译工作。 

  据记者了解，除学术界外，中印有关方面都在积极推动相关工作，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已陆续开展包括“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中印经典和当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在内

的中印文化交流项目。 

  “中印经典互译应成为中外关系史上的灯塔，照亮的是一片不同民族间文化交流互鉴

的和谐之境。经典互译，坚持十年，必有成效。”郁龙余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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