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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佛教从印度东传以来，在中华大地生根、发展，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
至今绵延不绝。
从东汉到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译经与格义佛教，是中国佛教的初扬时期，其结果是以某一经论为核心而
形成了部分学派，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宗派大成的阶段，华严、天台、禅宗等宗派的形成，表明了印
度佛教在理论思想上的全部中国化。
而宋元之际的佛教，又以禅、净为主流，进入佛教中国化的鼎盛时期，在民间发生了全面影响.到了明
代，圆融的思潮已经成为佛教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
　　清末民初，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回归印度佛教的思潮，以欧阳竟无、太虚大师为代表。
今天，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在呈现出多极化、全球化的趋势；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科
学技术突飞猛进.在思想、文化、学术之中，多元文化互相渗透，既有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又有东西文
化的辩论，中国文化面临着转型与重组，古老的佛教在全球化浪潮中，如何继续传统、发扬光大，如
何与时俱进，已经成为当今佛教界的最大课题。
　　历史早已说明，佛教的发展与弘扬，不可能超越于时代的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经济、学术之
外。
虽然20世纪的中国佛教曾经面临着西方文化以及政治、经济的巨大冲击，但是由于在一批高僧大德、
檀那信众，以及社会人士的关心、支持和努力下，最终艰难地度过一个世纪，现在正在朝着健康的轨
道上运转。
　　佛教从来都是一个讲智慧的宗教，尤其重视智慧的解脱，在思想方面它曾经对中国文化作出巨大
的贡献，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历代高僧大德、学士文人都非常看重义理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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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戴晓云同志是古典文学研究生毕业，很早就学习佛学，博士期间经过美术史的专门训练。
她学习、研究十分刻苦努力，这使她具有扎实的阅读文献和分析图像基本功。
　　她也十分注重实地考察，她几乎跑遍了整个河北和山西，收集需要的图像及文献资料(碑记、傍题
和题记)。
实地考察自然成为她完成论文的重要环节。
因此文章中才会有十分翔实的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
　　这篇博士论文无论是对北水陆修斋仪轨《天地冥阳水陆仪文》的考订还是对水陆画的释读都完全
证明她无愧于这样的评价。
　　北水陆修斋仪轨并非逸失，而是因为某些历史原因散逸在佛藏外。
要把这样的一份散逸在浩如烟海中的佛教文献和要研究的水陆图像对应起来，没有阅读大量的水陆图
像和其他宗教图像、扎实的佛学知识、古文献的解读能力以及敏锐的学术眼光，是无法做到的。
　　北水陆修斋仪轨重新发现，对宗教界和学术界的意义是很大的。
　　首先是宗教意义。
北水陆修斋仪轨对恢复了失传多年的曾经在元明清历史上流传十分广泛的主要水陆形态北水陆将发挥
很大的作用。
北水陆修斋仪轨的发现，对宗教界而言，无疑是个福音。
　　其次是学术意义。
经过她的研究，现存北方地区的水陆画均为北水陆图像，对应的仪文是《天地冥阳水陆仪文》，这为
解读现存图像提供了文献依据，水陆画研究中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可以得到解决，纠正了学术界
很多关于水陆画的误读。
寻找文献是为解读图像服务的。
水陆画的研究中存在难点和重点：很多神祗名称难以确定：比如十大明王的本尊名称、菩萨名称、一
堂水陆画中逸失的神祗图像、壁画中榜题缺失的图像；水陆画题材的判别。
前代学者为解决这个问题呕心沥血。
无奈文图不符，无法深入研究。
今有赖《天地冥阳水陆仪文》和戴晓云的辛勤工作，问题一一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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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晓云，字泊涵。
江西九江人。
南昌大学古典文学唐宋方向文学硕士，中央美术学院佛教美术专业文学博士。
现在国家文物局直属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室工作，专职从事佛教美术、中国古书画和鲁迅研究工作。

　　参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寺观雕塑全集》辽金元寺观造像卷，编写《中国美术分类全集·
中国寺观壁画全集》水陆画卷。
现担任《中华大典·艺术典·绘画分典》副主编、编委，《赣文化通典·书画卷》主编。
在国内外报刊杂志发表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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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水陆画中的第五组是《往古人伦》和《孤魂》。
《往古人伦》图像中出现许多儒教历史人物，这是学界认为水陆画是儒释道三教合一题材的重要原因
之一.这些历史人物包括往古圣德明君、往古后妃宫院夫人、往古协赞臣僚、往古为国亡躯力士、往古
儒流贤士、往古孝子顺孙、往古贤妇烈女等等，这些人物在图像上也沿用了以往创造出来的固有的形
象，也就是说水陆画中出现的历史人物的形象和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绘画中的人物形象是完全一样的
，因此往往让人误认为是儒家题材。
但在佛教水陆画中，这些儒家历史人物是佛教佛事水陆法会的超度对象而不是儒家题材，这是判断水
陆画题材的重要依据.为何说儒家历史人物是水陆法会的超度对象呢？
下面这段话是水陆仪文中奉请往古人伦之前的叙述：盖闻上自三皇，下该五帝，明王圣主，次第相承
。
或临万国以称尊，或居一方而独霸。
金枝玉叶，圣后贤妃，文卿武将，为国亡躯，一切英贤，九州岛四海之内，儒流释道之间，乃至今宵
施主，檀越家亲等众，任是荣枯贵贱，终成白骨微尘，同居幻化之乡，未出轮回之际，纷纷天谢，实
可哀怜，若非甘露门开，毕竟无由解脱。
是以今宵会首，大启无遮，西资极乐之因，上助菩提之路，今当召请，即是往古人伦。
这段话明显体现了佛教的六道轮回的思想。
“佛教在时间上将世界分为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认为一切众生之轮回，总在此三世中往复。
而在种类上，则将一切众生分为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牲六种，称为‘六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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