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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傣族传统道德研究》以傣族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对傣族传统道德的系统梳理和深入考察，力图
客观全面地揭示傣族在处理人、社会、自然三者之间关系时的独特伦理智慧。
书稿首先对傣族传统道德观念的萌芽和发展作历史性的梳理和回顾。
书稿第二部分主要考察傣族传统社会的价值核心、道德原则及道德规范，重点论述傣族传统社会中的
婚姻家庭道德、政治道德和生态道德。
第三部分主要考察傣族伦理道德的传承与维系机制。
论文结语部分还将傣族传统道德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伦理和宗教及政治融合互渗；重道德实践轻理论
论证；贵和尚义的价值取向；柔顺不争的人格模式；浓厚的家族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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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分别有“丢拉瓦”（建寺高僧圆寂后灵魂所转变的寺庙保护神）、“丢拉添”（战争保护
神）、“丢拉勐”（部落保护神）、“丢拉章”（氏族祖先神，傣族称大象为“章”，含有吉祥和保
护氏族的神性）、“丢拉曼”（寨神）、“丢拉好”（祭司神）等。
此外，在有的佛寺里，还有水神塑像供置。
这些寨神、勐神、社神、祖先神、猎神等原始宗教神祗，融合在南传上座部佛教里，共同受到人们的
崇拜。
不仅如此，南传上座部佛教僧侣还兼行原始宗教活动，如替人们占卜禳灾，主持丧葬仪式，为死者亡
灵引路、超度，为村民驱鬼，祭祀寨神、祖先神、社神等。
 另一方面，在傣族原始宗教的神灵体系中，也包含了许多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神祗，如“叭因”（即帝
释天）、“叭捧”（即梵天）、“喃妥娜尼”等。
这些神祗原本都是婆罗门教及印度教中的神祗，后演变成为南传佛教的保护神，并逐渐流传到民间，
成为佛寺之外的神灵。
此外，傣族原始宗教巫师的祭祀仪式，也同样吸收了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仪式及法物。
如巫师举行仪式时，用纸伞、彩旗；竖立“寨心桩”（傣语称“栽曼”）时，要先将少许金银与高僧
的头发放于钵内，然后才埋入木桩（寨心）下，另在寨心桩上置一块木板，作为祭祀释迦牟尼佛祖的
祭品供置之用，为巫佛合用的神器法物。
 与西双版纳傣族地区有所不同，德宏傣族地区的南传上座部佛教除与原始宗教融合外，还具有较多的
与大乘佛教（汉传佛教）相融合的色彩。
由于德宏地区汉民族甚多，交通较为便利，商品经济较发达，因而这里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也表现出显
著的中原化风格。
例如，德宏一些地区的南传上座部佛教接纳了大乘佛教的观音菩萨，在佛寺内塑有观音像，并有观音
神龛。
每年农历正月初九，芒市等地的傣族还做观音摆（观音会）。
除观音菩萨外，还有弥勒佛等大乘佛教神祗。
这也表现出佛教本身所具有的宽容性和包容性。
 （二）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傣族化 佛教传人中国后，便不断地适应中国社会生活的需要以及中国本土
思想文化的特点，寻求落地生根、成长壮大的各种有利条件，到隋唐时期，几个中国特有的佛教宗派
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相继成立，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佛教中国化。
事实上，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南传上座部佛教进入傣族地区之后，也与本土原始宗教相
互融合，同时迎合傣族社会的需求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完成了佛教傣族化的过程，即形成有别
于其他地区佛教的“傣族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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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傣族传统道德研究》以傣族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对傣族传统道德的系统梳理和深入考察，力图客观
全面地揭示傣族在处理人、社会、自然三者之间关系时的独特伦理智慧。
书稿首先对傣族传统道德观念的萌芽和发展作历史性的梳理和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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