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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古代文学,特别是神话和故事, 除了对其伟大邻邦中国有巨大影响外, 还对其它众多国

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在西方学者中有/雅利安故事中心说0的观点。这种影响,和雅利安人

南进,亚力山大东征, 佛教外传,伊斯兰教东进等重大历史事项密切相关。印度雅利安人和伊朗

雅利安人同种同族,都是从伏尔加河、里海一带南下而来,因此古代波斯与印度有共同的文化渊

源。5阿维斯塔6中有许多传说人物和神都可以在印度古代文献5吠陀6中得到印证。[ 1]
关于这一

点, 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的注意, 如元文琪在其5二元神论 ) ) ) 古波斯宗教神话研究6一

书中,有不少文字论述印度、波斯神话的异同。[2 ]但是,印度与波斯文学的渊源关系,只是雅利安

人南下所带来的结果之一, 并不是全部。/在印度伊朗人部落迁徙的过程中,也有很多土著人学

会了印欧语言而被同化、融入印度伊朗人部落中来。0 [3 ]
另外,这种大规模的人员迁移,也为文学

和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方便。雅利安人不但传播了自己的文学和文化,同化了土著民族;同时也大

量吸收土著民族的文学和文化, 被土著民族同化。印度雅利安人和伊朗雅利安人的神话虽为同

源, 却又存在不少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是因为受到不同土著民族的文学和文化的影响与同化而

造成的。这种相互的影响与同化,就为以后/雅利安故事中心说0撒下了最初的种子。

印度与两河流域的文化联系, 可以追溯到史前。最早将印度文化与地中海文化联系起来的

是腓尼基人。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灵魂从肉体到肉体的轮回转生论, 是受到了印度的影

响。印度故事,如5本生经6、5五卷书6等,很早前就传到西方,渗入到欧洲文学的结构中。所罗门

断案判子故事便是典型一例。[4 ] 一般认为, 印度故事在欧洲的最早影响, 反映在5伊索寓言6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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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印度古代文学博大、精深、宏富, 曾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传播的原

因和形式多种多样, 各国人民的回应也各不相同。只有当各国人民出于精神生活的需要,将其融入

自己的民族文化, 并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它才表现出强大的生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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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亚历山大东征一方面给欧亚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另一方面也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打开了渠

道。这次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成果,是犍陀罗艺术的诞生。犍陀罗在印度西北部,曾是波斯帝国

的一个省,亚历山大东侵后,又成了马其顿帝国的一部分,并带来了大批希腊移民。亚历山大死

后, 希腊移民的后裔建立了巴克特里亚国。从此,这里就成了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公元前

3世纪,印度阿育王时,有大批人到犍陀罗一带宣传佛法。公元 1世纪,贵霜王国建立,其国王迦

腻色迦( Kaniska)归依佛门, 并大力弘法,举行佛教第四次结集,犍陀罗成了重要佛国。

佛教在犍陀罗地区传播,佛典中有生动记载。巴利文佛教文献中有一部5弥兰陀王问经6,记
述公元前 2世纪希腊国王弥兰陀与印度高僧那伽犀那讨论佛法, 最后国王被佛教精深的道理折

服, 归依佛法,建造了一座/弥兰陀寺院0以供那伽犀那弘法之用。这部佛经共 7篇, 前 3篇的内

容相当于汉译5那先比丘经6 (东晋佚名译)。[5 ] 弥兰陀的归依, 对佛教徒来说, 是一个重大的范

例。所以,以后佛教向外传播,总是在民间传播的同时,十分注重向国王和贵族阶层弘法。

佛教在犍陀罗地区的广泛传播, 带去了大量的印度文化, 除了佛教之外, 还有印度教 (婆罗

门教) ,以及印度的文学艺术。然而, 由于战乱和岁月的湮没, 由希腊罗马文化、中亚文化和印度

文化结合培育出来的犍陀罗文化,几乎荡然无存。1849年它被重新发现,引起世界轰动,而迄今

为人们主要了解的雕刻艺术,只是丰富的犍陀罗文化的一部分。

佛教文化来到犍陀罗,与希腊罗马文化交流融合,使佛教本身产生了许多革命性的变化。在

印度早期佛教艺术中, 尽管艺术样式众多, 艺术形象丰富, 但受教义的束缚, 佛的形象是从不出

现的,在必须出现时, 就用一些象征性手法来表示, 如以象表示佛诞生,马表示出家, 佛座表示降

魔, 法轮表示说法,菩提树表示成道, 塔表示涅槃。这种佛陀超凡、不能显相的思想, 在犍陀罗逐

步受到希腊、罗马神像造型思想的冲击, 终于产生重大突破。弥兰陀王归依佛教,使犍陀罗艺术

进入萌发期, 当时发行的弥兰陀(米南德)王钱币上刻有法轮图案, 而尚未见佛像。到公元 1~ 2

世纪的迦腻色迦王时, 情况已有重大变化。1908年在白沙互附近出土的一个青铜舍利盒上, 有

迦腻色迦国王的名字和佛陀、梵天、因陀罗的像, 其作者是一位名叫阿吉希劳斯的希腊人后裔。

另外, 还出土过一枚迦腻色迦王时代的钱币, 上面铸有佛陀立像, 周围环有希腊文佛陀 ( Bodda)

的铭文, 佛陀有光环, 表情宁静、肃穆, 隆鼻深目, 薄唇卷发; 身着富于毛质感的衣褶厚重的希腊

罗马式披袍。这标志着印度佛陀在犍陀罗接受了希腊包装,被希腊化了。同时,从犍陀罗造像艺

术上, 也可发现明显的塞族文化的影响, 如一些菩萨头上高高的发结, 秀美的脸庞, 微微上卷的

唇髭。 犍陀罗风格,给佛塔的建造也带来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以多层高塔形取代印度

原先的圆丘形或覆钵形,方形基座四角是希腊式立柱,柱上或柱间雕刻佛像或佛传故事。除了佛

的雕像之外, 还有画像。玄奘在 5大唐西域记6 中, 记载了迦腻色迦大窣堵波有一丈六尺的

画像。[ 6]

佛教外传,曾对中亚诸国产生深远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中国佛典汉译史上,也留下了许

多重要例证。如中国译经队伍中, 有不少的外籍人员。这些外国人中有相当部分来自中亚地区,

安世高是其杰出代表。就是一些姓/竺0的僧人, 不少也是从中亚地区转辗而来,而并非都是直接

来自印度。随着佛教外传, 大量印度故事, 特别是佛经故事走向世界, 为/雅利安故事中心说0播
下了第二次种子。

5五卷书6是印度的著名故事集, 被誉为宫廷课本,王子教科书。正因为它被如此看重,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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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邻国的注意。6世纪时, 波斯萨曼王朝的霍斯陆#阿努席拉旺国王派御臣巴尔祖耶 (白尔才

外) 赴印度, 设法将其携回, 尔后译为巴列维文。到 8世纪时, 伊本#穆格法又将其译为阿拉伯
语。至萨曼王朝( 875~ 999年)时, 由阿卜#法兹尔#穆罕默德 #巴尔默, 根据穆格法的阿语译

本将其翻译成波斯语,可惜此书已失传。被称为/波斯诗歌之父0的鲁达基( 850~ 940年)亦曾受

命将5五卷书6改成波斯语诗歌,也失传。现在该书的波斯文译本是 12世纪中叶阿卜 #莫阿利 #
纳斯罗拉根据阿文译出的。

[1 ]

5五卷书6的阿语译者伊本#穆格法, 深受印度、希腊、波斯文化影响, 在思想上同情中下层

人民,反对上层的腐败。他的著述都体现这一思想。他翻译5五卷书6, 是为了劝戒君王, 教育人

民, 警谕全社会。因此, 他不是逐章逐节地直译, 而是编译, 书名也变成了5卡里莱和笛木乃6。经
过穆格法的创造性劳动, 5卡里莱和笛木乃6以全新面貌出现, 完全变成了阿拉伯民族自己的精

神财富, 成了阿拉伯世界仅次于5古兰经6的一部散文经典。它在文化交流史上, 具有典范的意

义。它集中地体现出东方乃至世界各主要文化及宗教源流的交汇、融合和互相影响。印度- 婆罗

门教- 佛教文化、波斯- 袄教文化以及阿拉伯- 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及其在书中的反映自不必

说, 中国 ) 儒家文化思想在书中也不无反映。此外, 希腊- 罗马文化的影响在书中亦不难看

出。 [7 ]

5五卷书6通过5卡里莱和笛木乃6, 增多了一条通往世界的道路。它不但在伊斯兰世界广为

传播,而且还走进欧洲,许多寓言和童话不但口头流传在欧洲民间,而且在欧洲不少著名作家的

作品中也可以找到它们的踪影,如薄伽丘的5十日谈6、格林兄弟的5童话6、拉封丹的5寓言6和乔
叟的5坎特伯雷故事集6等等。5五卷书6是除5圣经6之外,世界上译本最多的一本书。这又为/雅
利安故事中心说0播撒了一次种子。

5一千零一夜6是与5卡里莱和笛木乃6齐名的名著。这部作品主要有三大来源, 其中第一个

来源是波斯神话集5赫扎尔 ) ) ) 艾福萨那6,即5一千个故事6。据研究,波斯的5一千个故事6的主
要构成是印度故事或印度化了的波斯故事。5一千零一夜6通过移植、融合、借鉴等各种方法, 成

功地吸收了印度故事,并且做到浑然天成。跟5卡里莱和笛木乃6一样,5一千零一夜6也产生了世

界性的巨大影响。/欧美作家们接受5一千零一夜6的影响,就是接受了包括印度、波斯、阿拉伯、

埃及、中国在内的古代东方文化、文学的影响。0 [8 ]
而且这种影响自古至今绵绵不绝。许多当代著

名作家, 在创作时总是受到5一千零一夜6的启发和影响。法国作家米歇尔 #图尔涅说: / 5一千零
一夜6是我创作的基本源泉。0 [7 ]这就是典型一例。

东南亚与印度文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首先是由宗教打开的。婆罗门教、印度教

和佛教传入东南亚,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和平传入, 如缅甸、泰国、安南等地;一种

是被征服后传入,如爪哇、柬埔寨和占婆等地。和平传入的是佛教,被征服后传入的有印度教,也

有佛教。在东南亚,印度教与佛教相互渗透, 壁垒没有那么森严, 后来在有的国家发展到互相依

存的地步。这与中国汉地独兴佛法的情况是大相径庭的。

印度与缅甸的文化关系, 可以追溯到公元 4世纪。在汉林地区发现的一块 4世纪的古碑上

刻有骠文。骠文字体与印度古代在南方流行的迦擅婆( Kadamba)文字相近。到公元 5世纪,除了

骠文之外,在缅甸还流行一种印度笈多( Gupta)字体。这种印度文字是由大乘佛教带来的,在摩

娑出土的一尊 5世纪左右的佛像底座上就有这种笈多文字。在缅甸影响很大的是孟文。在 5世

纪之前, 一位高僧将一部三藏经从锡兰带到了缅甸南部孟王国首府直通, 并将这部三藏经从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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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罗文译成摩揭陀( M agadha)文,亦即巴利文。从此,巴利文就在缅甸直通一带流传。孟文就是

由巴利文演变而来的民族文字。后来,在各种印度文字流传、影响的基础上,又重点借鉴印度婆

罗迷文字,创造出通行全国的缅甸文。显然, 随着印度各种文字的传入,印度文字也大量在缅甸

传播。

缅甸是一个佛教国家, 印度文学在缅甸的影响以佛教文学为主, 而佛教文学中又以本生故

事最为重要。公元 5世纪, 在传入三藏经的同时, 5佛本生经疏6也传到了缅甸。一般认为5佛本生
经疏6属藏外经典,是在公元前 3世纪佛教徒进行第三次结集之后,将5本生经6中的九千偈颂和

分散在其它典籍中的有关故事编集起来,并作了必要疏解而成。这部经有 22个集, 547个故事,

是本生故事流传的主要版本。本生故事在缅甸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不但是宗教圣典,而且是日

常的精神食粮,是老百姓和历代文人进行文学创作的题材源泉。缅甸人在 15世纪之前, 本生故

事都是由寺庙僧人根据巴利文本口头传诵的。公元 1442年,有一位僧人学者用缅甸文和巴利文

撰成5佛本生经注6,亦译5本生明释6。到了 19世纪,又先后出现了好几个注本,并于 1819年出

现了一种5佛本生经疏6的缅文译本, 书名为5五百五十本生故事话本6, 由于译风严谨, 文字畅

达, 遂成为本生故事最流行也最可靠的一个译本。进入 20世纪, 各种各样的本生故事编写本不

断涌现在缅甸,长期以来流传这么一句话: /佛本生故事就是缅甸的古代文学。0这句话真实地反
映了本生故事在缅甸的地位。

佛本生故事是东南亚诸国的共同文学财富, 除缅甸外, 泰国、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越南

等国都有流传,都对本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本生故事在东南亚没有国界, 即使是

自古属于中国文化圈、信奉大乘佛教的越南,也有不少本生故事流传。至于那些信奉上座部佛教

的国家, 往往互相拥有几个共同的版本。其中,最突出的是在泰、柬、老、缅广泛流传的5清迈五十

本生故事6。它出于泰国清迈的一位僧人之手,用巴利文模仿5佛本生故事6创作而成。因为它写
得曲折生动、又非印度原典, 所以曾被缅甸贡榜王朝的敏东王 ( 1853~ 1878年在位) 下令禁毁,

将流入缅甸境内的文本付之一炬。
[ 9]
然而此书在东南亚大受欢迎,拥有许多不同版本,至今仍富

有生命力。一般认为此书诞生于 13~ 16世纪之间,作者情况不详。5清迈五十本生故事6是东南

亚人对本生故事的理解和消化。从中透析出文学交流过程中的许多信息和符码, 具有研究价

值。

除了佛本生故事之外, 印度两大史诗5摩诃婆罗多6和5罗摩衍那6在东南亚地区也具有广泛
影响。这种影响不因时光的流逝而减弱。1971年,曾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

印尼政府联合组织的罗摩衍那剧国际观摩演出, 剧团来自印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老挝、柬埔

寨、缅甸和印尼, 会演盛况空前, /足可以说明, 5罗摩衍那6产生于古代的印度, 但从其流传的广

度和影响的深度来看,东南亚地区却毫不逊色于印度。0[ 10]

两大史诗随印度婆罗门教在公元四五世纪时就进入了爪哇地区。7世纪在苏门答腊出现了

一个当时东南亚最大的佛教王朝 )) ) 室里佛逝。后来在中爪哇又兴起一个强盛的夏连特拉佛教

王朝, 它给我们留下了伟大的婆罗浮屠大佛塔。10世纪以后, 印度教在印尼各地渐渐占据主导

地位。尽管在印尼出现过两个佛教王朝, 但留给印尼的佛教文学不多, 大量的则是印度教文学,

特别是两大史诗。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 爪哇古典文学以两大史诗为中心, 从题材到体裁,内容

到形式, 无不与两大史诗紧密相联。从一定意义上说, /爪哇古典文学的早期发展就是根据本国

的需要, 对印度以两大史诗为主的梵语古典文学移植、改造和爪哇民族化的过程。0 [1 ]
所谓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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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 就是为王权服务。在爪哇流传着众多的两大史诗的不同的版本, 但最能直接为王国政权

服务的是5篇章文学6和5阿周那的姻缘6。5篇章文学6是爪哇的达尔玛旺夏王( 991~ 1007年在

位)组织人力, 将5摩诃婆罗多6和5罗摩衍那6的内容, 按照篇章用古爪哇语逐篇改写成散文。5篇

章文学6 为印度教意识形态在东爪哇奠定了基础, 同时也奠定了东爪哇的宫廷文学的初步基

础。5阿周那的姻缘6是达尔玛旺夏王之婿爱尔朗卡组织宫廷作家完成的。
岳父战死后,爱尔朗卡依靠婆罗门和佛教僧侣的支持做了国王。由于他并非王嗣,需要意识

形态的直接支持, 所以,他组织宫廷作家创作的5阿周那的姻缘6与5篇章文学6大为不同, 对原作

内容进行创造性的增删和改造,使阿周那的经历和爱尔朗卡有较多相似之处。同时,十分注重艺

术性和风格的民族化,使5阿周那的姻缘6尽善尽美,成为后世作家学习的典范。

爱尔朗卡之后的柬义里王朝( 1042~ 1222年)时期, 东爪哇的宫廷文学有了新的发展, 形成

了古爪哇语文学的繁荣期。在此期间, 名家辈出, 佳作纷呈, 其中最主要的作品有5婆罗多大战

记6、5爱神遭焚6和5波玛之死6。

伊斯兰教传入印尼之后,印度史诗的传播发生了若干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是,故事中掺入

了部分伊斯兰内容。如罗摩故事中, 印度大神毗湿奴、湿婆被伊斯兰教的先知亚当取而代之。5史

篇6、5黑罗摩6就是这样一类经过伊斯兰教改造的代表作。在马来西亚流传的5罗摩圣传6中, 也

存在同一情况,加入了一些伊斯兰教的传说。

一般来讲, 爪哇、马来的两大史诗, 是由海路传入的, 而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的两大史

诗是由陆路传入的。它们的传入途径不同,传入的过程和发展的情况也各有所异。根据考古材料

可知,早在公元 5世纪之前,印度的5罗摩衍那6已传入缅甸。在出土的 5世纪的陶片上, 就有神

猴哈努曼鏖战十首王的场面。以后,这部史诗就向周边地区不断传播。不晚于 7世纪,它传到了

越南南部 , 在占婆的蚁垤庙中有一块石碑, 碑文由占婆明法王( 653~ 678)所写, 其中除了记述

蚁垤的一些诗文之外,还写到毗湿奴的几个化身。

由于传入东南亚的途径不同, 不同途径的传本又互相交叉, 造成了东南亚两大史诗情况的

复杂性。总的来讲, 5罗摩衍那6的影响大于5摩诃婆罗多6, 因为前者故事性强, 后者篇幅太庞大

而故事性不如前者。5罗摩衍那6的不同传本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印尼的5罗摩衍那古诗6、5罗

摩传6、5罗摩衍那话本6,马来西亚的5罗摩圣传6柬埔寨的5给林的故事6(拉玛传) ,老挝的5帕拉

帕拉姆6,泰国的5拉玛坚6和缅甸的5罗摩达钦6等, 这些传本都不是5罗摩衍那6的忠实译本, 而

是其改译本、编译本、改写本。这些传本的主要思想和情节脱胎于5罗摩衍那6,但根据本国思想、

风俗、审美爱好及政治需要,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加工改造。除了在印尼、马来加入伊斯兰故事

之外,其它各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在缅甸,上座部佛教势力庞大,所以在改编5罗摩衍那6时,给

罗摩加上了一个未来佛的头衔。

在上述众多传本中,以5拉玛坚6的传播最广,除了泰国之外, 在老挝、柬埔寨、缅甸及至我国

云南等地,都有其影响。5拉玛坚6为泰国罗摩皮影戏配音的台词 ,最早出现于大城王朝九世王

( 892~ 907年)时期。现在人们能见到的5拉玛坚6剧本至少有 8种之多, 最早是产生于大城王朝

裴特拉查国王到波拉玛沃国王时期 ( 1688~ 1758) 的台词本, 最晚的是曼谷王朝六世王 ( 1910~

1925年)时期的剧本。在泰国, 5拉玛坚6除了以剧本形式流传之外,还有诗体、游记体、故事体、

散文体等等。5拉玛坚6的母体是印度的5罗摩衍那6, 但也综合吸收了邻国众多不同版本的罗摩

郁龙余: 印度古代文学的世界影响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9年第 16卷# 76#
故事的内容, 再加上泰国自己独有的情节, 所以是泰国人再创造的成果, 属名符其实的民族文

学。/罗摩的故事在泰国已流传了至少千余年,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这个故事也有了五六百年的历

史。这个故事的流传促进了泰国口头文学的发展, 记录这个故事的过程又促进了泰国文学和对

剧的发展。0[ 11 ]

综上所述, 印度古代文学在东南亚诸国有着巨大的影响, 同时东南亚诸国对其不是简单译

介, 而是融入了自己的文学成分,都程度不同地实现了民族化。唯其这样, 印度文学在东南亚至

今仍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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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wide Influence of Indiacs Ancient Literature

YU Long- yu

(C ollege of Arts, Shenzhen Un 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Abstract : Indiacs ancient Iiterature, ex tensive, pro found and affluent, has been spread far and w ide

ane exercised a tremedous influence all over the w or ld. The reasons and fo rms of its spreading are

various and the responses of different peoples are also different. Only w hen t he people of a country, out

of t heir spiritual life 's needs, m erge t his literature into their ow n national cult ure, and then make it part

of their culture t hat this literature can demonstrate its vigor and vital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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