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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余问学录》

内容概要

本书是著名文史学者徐文堪的文章合集，，第一部分是研究汉语词汇和发展的专题文章，第二部分是
谈东方学内容，如粟特文明与华夏文明的交流，阿尔泰学人物等。第三部分谈其父徐森玉的学术，及
其师友如向达、袁同礼、方志彤等回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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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余问学录》

作者简介

徐文堪，1977年起参加《汉语大词典》编纂工作，为编辑委员会委员，主要编写和定稿人员之一。美
国亚洲学会(AAS)会员。著有《吐火罗人起源研究》、《外来语古今谈》等；译作有《中亚文明史》
（第二卷，合译）、《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合译）、《塔里木古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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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余问学录》

书籍目录

谈语言起源与古代语文的释读　1
谈《现代汉语词典》及词典的编纂　19
论印汉翻译史研究和佛教汉语词典编纂　36
《汉语大词典订补》后记　46
汉语词源词典的编纂　55
谈早期西方传教士与辞书编纂　66
马礼逊及其汉语研究　76
关于近现代汉语新词词典的编纂　87
张永言《语文学论集》读后　96
关于“身毒”、“天竺”、“印度”等词的词源　108
关于越南语的系属　112
人类起源问题上的中国声音　115
寻找北京人化石的新线索　122
基因、语言和族群起源　131
对“农作— 语言扩散假说”的审视　141
略谈有关南岛语的几个问题　151
也谈“种族”　154
维也纳归来谈吐火罗学　160
吉尔吉特写本研究的可喜成果　177
《夏鼐日记》整理编辑工作指瑕　188
巴利语佛典汉译的新开端
——兼谈我国傣族佛典的整理研究　192
“汉学”与“虏学”之互动　201
粟特文明与华夏文化　212
关于古代中国罗马城的讨论的“终结”　223
令人神往的伊特鲁里亚文明　233
由阿富汗梅斯·艾纳克遗址想到的　247
《林藜光追思》译校按语　252
不应被遗忘的方志彤先生　256
略谈王静如和孔好古　262
敬悼耿世民先生　268
永怀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者袁同礼先生　273
深切缅怀季羡林先生　286
“琐事”忆辛笛　293
功绩与精神永存　297
——徐森玉和西北科学考察团
悼印度杰出学者纳拉扬教授　307
悼念当代杰出汉学家蒲立本教授　314
《玄应和慧琳〈一切经音义〉研究》序　319
关于《向达文集》的编辑与出版　321
——纪念向觉明先生诞辰110 周年
卫匡国及其《中国新地图集》　329
读《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335
后记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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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余问学录》

精彩短评

1、多是炒冷饭的东西！英文水平都很糙，但惯于弄一堆人名和书名，再攀附几位大家装一装，此即
这类鸣人的套路，很不幸也成了某些媒体的某种主流。
2、76。有些错别字，又见“训话学”。
3、作者兴趣广泛，而且站在学术前沿评论。
4、已藏翻过
5、大部分都是综述，我以为。综述很难做，一般人做不来，做得来的不愿做。
6、作为八卦集来看的话，作者略严肃。。。
7、作为学术书，没学到什么；作为消遣书，没阅读快感。
8、读了自己感兴趣的几篇。其中中国古代罗马城的讨论，犹记得小时候在报纸上看到的报道，通过
这篇文章了解了来龙去脉，是最有帮助的一篇。
9、一时兴起，兴过无读。
10、涉及面太多了，除了辞书和书评几篇外，其他都是扫过，反正也看不懂
11、谈东方学的文章不明觉厉。。作者是徐森玉之子。。。八卦太少。。。
12、某友邻的评价，绝了，喷了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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