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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红楼梦》的宗教书写是非常复杂的，它承继了多种与宗教密切相关的文学传统，构成其超现实
世界描写。
探讨了《红楼梦》在现实世界的故事主体之外并存的三重宗教色彩很重的&ldquo;他界&rdquo;框架：
石头入世----回归的循环框架（又称为&ldquo;僧道框架&rdquo;）、神瑛侍者与绛珠仙子的三世情缘框
架（谪凡框架）以及太虚幻境框架牵涉到不同的文学传统和不同的宗教色彩，并分析它们对整个文本
的解读产生的不同导向与的哲理内涵，以及对超现实世界描写的荒唐感与对涉足佛门的青年女性的人
文关怀色彩。
该书还分析了《红楼梦》整体上的性灵文学色彩与宗教思想的关系，特别是贾宝玉形象与宗教思维的
关系，指出其&ldquo;不离情而合礼&rdquo;、&ldquo;不舍情欲而证天理&rdquo;的特点，与晚
明&ldquo;儒禅合一&rdquo;思想及禅宗的&ldquo;色空不二&rdquo;思想的关联，其神仙思想也是对女性
的审美情感的升华，可谓&ldquo;以情统三教&rdquo;。
这一论点在澄清贾宝玉形象与宗教思想的关系方面是有新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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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国学，男，1971年出生，瀚北天门人。
2000年6月毕业于湖北大学人文学院，获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学位，2009年6月毕业子南开大学文学院，
获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1997年以来发表中国古代小说、中国古代文化方向论文20余篇。
目前主要研究兴趣：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以及中国古代文化与当代文化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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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云南民族大学学术文库》总序 红楼隔雨相望冷——且说《红楼梦》“非现实”的一面（代序） 陈
国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小组评语 绪论《红楼梦》佛道教描写的复杂性、研究现状和拓展空间 一关于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与佛道教的复杂关系 二《红楼梦》佛道教描写的复杂性与研究现状 三本书要解决
的问题和论述思路 第一章僧道度脱框架 第一节一僧一道形象及佛道合一现象分析 一佛道二教的共同
之处 二历史上的佛道教混杂现象及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 第二节《红楼梦》对度脱剧的承袭 一度脱文
学概观 二《红楼梦》对度脱文学语汇和人物形象的承袭 三《红楼梦》对度脱文学观念的承袭 第三节
度脱与佛家性灵说 第四节石头故事与文本的关联 一僧道框架中的玉石矛盾与贾宝玉的人生、爱情悲
剧 二僧道框架中的石头故事与度脱文学的差异 第二章谪凡框架 第一节因果报应观念溯源及在文学作
品中的泛滥 一因果报应理论溯源 二因果报应理论在文学中的表现及泛滥 第二节《红楼梦》的因果报
应描写的新颖性与落脚点 一《红楼梦》因果报应框架的新颖性 二木石前盟神话与“十二缘起”思想
的关联：情之所生 第三节谪凡框架与文本的关联 第三章太虚幻境框架 第一节太虚幻境与遇仙题材小
说中的仙境 一太虚幻境与遇仙题材中仙境的构成要素 二太虚幻境中的女仙聚会与道教女性观 第二节
警幻仙姑形象探源与特质分析 一西王母形象与警幻仙姑女仙之首的地位及对浊男的批判 二高唐神女
及其他女仙形象与警幻仙姑为情作使的身份 三对晚明主情文学作品中情使形象的升华 第三节太虚幻
境中薄命司的历史文化渊源 一司命神与警幻仙姑的司命职能 二太虚幻境中的薄命司与明清时期的不
幸才女 三几位特别受到注意的不幸才女与薄命司人物原型 第四节梦境 第四章《红楼梦》佛道教描写
的整体观照 第一节三重他界框架的关系与小说的思想感情张力 一三重他界框架之间的复杂关系 二三
重他界框架之间的复杂关系与小说的思想张力 第二节《红楼梦》的谶验色彩与叙事效应 一佛道教传
记利用谶语的原因及叙事效应分析 二谶验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 三《红楼梦》应用谶验叙事的具体
分析 第三节《红楼梦》佛道教描写的整体立场与特点 一《红楼梦》他界宗教书写的“荒唐”色彩下
的人情人性立场 二人文关怀下的出入佛门的青年女性形象描写 三两个宗教观念层面的关系与小说的
特点 第五章《红楼梦》的性灵文学色彩与禅宗思想的关系 第一节《红楼梦》体现的文学创新思想与
性灵文学色彩 一《红楼梦》所描写的主人公生活与性灵文学理论的契合 二《红楼梦》的性灵人物论
：“正邪二赋”论 三《红楼梦》中包含的文学创新思想与性灵派文学理论的契合 第二节《红楼梦》
继承的性灵文学思想与佛学的关系 一晚明的性灵说与禅宗“色空不二”思想 二禅宗“色空不二”思
想渊源追溯 第六章贾宝玉形象之以情统三教 第一节贾宝玉具有“凡圣不二”的特点 一从贾宝玉“反
封建”说起 二贾宝玉：一个“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形象——贾宝玉之情与礼教、理学的复杂关系 
三“仁者”贾宝玉之“凡圣不二” 第二节“凡圣不二”的思想渊源追溯 一思想渊源追溯之一：晚明
“儒禅合一”思想 二思想渊源追溯之二：晚明“由仁义行”思潮 三以王畿为例看晚明思想对贾宝玉
形象的影响 第三节贾宝玉式的三教合一：以情统三教 一贾宝玉的神仙思想是审美情感的升华 二贾宝
玉的人生态度兼具禅宗的任运自然的风骨与对情的执著 三结论：贾宝玉式的三教合一——以情统三教
第七章关于后四十回的几个问题 第一节从他界框架看后四十回 一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与关于“通灵
宝玉”、黛玉流泪的描写 二续作中“太虚幻境”变“真如福地”及对“情”的态度的逆转 第二节后
四十回的其他宗教书写 一鬼魂精怪、神道设教 二借对涉足佛门的女子的描写而否定“情” 三对后四
十回宗教书写的一种理解 结论 参考文献 附录风月宝鉴故事的宗教渊源与意蕴探讨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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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玉帝道：“奎木狼，上界有无边的胜景，你不受用，却私走一方，何也？
”奎宿叩头奏道：“万岁， 赦臣死罪。
那宝象国王公主， 非凡人也。
他本是披香殿侍香的玉女， 因欲与臣私通， 臣恐点污了天宫胜境，他思凡先下界去，托生于皇宫内
院， 是臣不负前期， 变作妖魔， 占了名山，摄他到洞府， 与他配了一十三年夫妻。
一饮一啄， 莫非前定，今被孙大圣到此成功。
”玉帝闻言， 收了金牌，贬他去兜率宫与太上老君烧火，带俸差操，有功复职，无功重加其罪。
（第三十一回） 木石前盟与红尘还泪故事与如此之类的前身后世故事的创意绝不相同，后者也有前定
思想，但严格遵循仙界戒除情欲的规矩，前者则为宣泄文化心理中被积压的真情而来，所以有警幻仙
姑主动向绛珠仙子提出让她下凡偿还“灌溉之情”，充满温馨的人性关怀色彩；而故事的结局则浸透
着悲哀，与后者的下凡后回归天界的套路中毫不顾及人之情感萌动的书写不同。
进而言之，宝象国公主对黄袍怪没有任何留恋之情，肉身的结合之外竟不包含前世神仙之间的凡心即
男女之情，相反，宝象国王公主一直希望离开黄袍怪而最终借孙悟空之手得以实现，所以这样的故事
只出于毫无人的情感意味的因果报应的观念。
《红楼梦》中相应的红尘故事的描写还竭力揭示出理学与礼教是扼杀宝黛爱情的元凶，并不将其悲剧
归咎于前世的什么过错，神瑛侍者灌溉绛珠草的举动绝不是什么恶的行为，这与以《说岳全传》把岳
飞的悲剧归结为前世小错误为代表的传统描写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以贾宝玉之纯情慈悲的性格，按照因果报应的原则，他应该没有理由遭受不幸。
可是小说则明白无误地写出他因为不走规定的仕途经济道路，而必将走向“展眼乞丐人皆谤”的结局
，他对众女子的体贴柔情也不会有任何结果，而只可能因为随着贾府的衰亡、众女子的风流云散而落
得更悲哀的结局。
按照善有善报的标准，宝黛二人本应喜结良缘的。
而从他们的爱情悲剧可以看出，贾宝玉的一生传奇虽然被套上了因果报应的框架，实际上完全没有那
种惩恶劝善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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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的多重意蕴与佛道教关系探析》是“云南民族大学学术文库”系列之一，探讨了《红楼梦》在现实
世界的故事主体之外并存的三重宗教色彩很重的“他界”框架：石头入世——回归的循环框架（又称
为“僧道框架”）、神瑛侍者与绛珠仙子的三世情缘框架（谪凡框架）以及太虚幻境框架牵涉到不同
的文学传统和不同的宗教色彩，并分析它们对整个文本的解读产生的不同导向与的哲理内涵，以及对
超现实世界描写的荒唐感与对涉足佛门的青年女性的人文关怀色彩。
《的多重意蕴与佛道教关系探析》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红楼梦>>的多重意蕴与佛道教关系探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