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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贺争鸣等主编的《实验动物福利与动物实验科学》以实验动物福利、动物实验伦理和动物实验替代方
法为主线，力求全面、准确、完整地阐述其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科学内涵。
详细介绍了国内外有关法规、条例，管理模式和实施途径，以及技术要求和实际应用等。
结合我国实验动物科学发展水平和生命科学研究对实验动物的需求，深入探讨了在我国目前条件下维
护实验动物福利、开展动物实验伦理审查和推动动物实验替代方法研究与应用的总体思路、基本原则
、运行方式和考虑要点等。

 《实验动物福利与动物实验科学》既可作为从事生命科学研究和产品(
如药品、生物技术产品、化妆品等)质量检验等科技人员的专业工具书，也可作为医学院校教师和研究
生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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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中国佛教文化的动物保护思想西汉末年，佛教传人中国，也把佛教的生态理念带到了中国。
　　佛教的基本原理为“缘起”或称“因缘”思想，就是说世界上所有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
相互依存的。
世间万物的存在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作用，不仅每一个物种都是这个世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同时任何一个物种都包含了宇宙万物生灭的通则。
因此，通过任一物种的好坏都能够窥探到世间万物生灭的特性。
在这样一种整体性的关系中，动物与人类的存在也就成为了互为有无的参照体系。
因此，《华严经》中所说的“相互包含、相互印证、相互依存”就很好地阐明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
：动物物种的减少会对自然生物链条产生影响，进而对自然产生影响，而自然的改变则最终会报应在
人类身上；人类在对待动物过程中的不当导致动物产生疫病，而疫病最终传染于人类群体中，给人类
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危害。
⋯⋯这也正好印证了佛教的“因果报应”论，也就是在“因缘”的作用下，有因必有果，万事万物的
任何活动都会得到其应有的结果（释昭惠，2007）。
　　佛教徒将自然看作是佛性的显现，万物都有佛性，都有自己的价值。
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有其存在价值。
清净国土、珍爱自然是佛教徒天然的使命。
佛教强调“缘起”、“业报”、“众生平等”、“护生”等思想，佛教“戒杀”旨在尊重生命，并严
格要求其信徒不能杀害一切生命，包括不杀人，不杀动物，也包括不随意损害动植物。
戒杀不仅仅是对行为的戒止，还有对行为动机以及人的意念上的戒止。
《大智度论》指出：“诸罪当中，杀罪最重。
诸功德中，不杀第一。
佛教强调众生平等、尊重生命，据此提出不能杀生。
并且汉传佛教要求僧人吃素，也就是以食用植物为主，这是落实不杀生的有力保证。
同时，佛教还鼓励放生，就是用钱赎买被捕的鱼、鸟等或是将要被宰杀的动物等，将其放回江河、山
野，重获生命自由。
“放生”行为可以作为我国古代传统的“动物解放运动”（吴迪，2010）。
在释迦牟尼佛驻世时，就有专门保护生命的器具，叫“放生器”。
释迦牟尼佛所处的地区--印度，天气炎热、生命繁盛。
为防止杀生，佛教徒取水之时，就用滤水袋过滤，将所得小生物放人专门的容器中，再将它们放人江
河泉池。
而且释迦牟尼佛还订立每年4月16日至7月15日为安居期，称为僧安居。
安居又称禁足，就是安居的僧众严禁出人道场，因为安居期间，也是草木、虫类繁殖最盛时，恐外出
时易误伤害生灵。
我国有史以来最早的大规模“放生”是隋朝智者大师在浙江临海所倡导建立63处之多的放生池。
而民国时期，在上海由一批虔诚的居士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动物保护会”，并设立了“放生宏法基金
”，这可谓中国最早的动物保护机构。
可以说，“戒杀”与“护生”相结合不仅能够培养“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的生命伦理
精神，更重要的是在客观上使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珍惜生命的行为实践成为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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