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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第一章开始讨论初唐时期佛教僧人对动、植物进行的分类，这一分类一方面继承了佛教律
典的传统，另一方面也结合了分类者的文化背景以及个人日常生活经验。
随后在第二章讨论南北朝隋唐佛教文献中十二生肖形象和意义的变化，从这一变化可以看出佛教世界
观在中国文化背景中被理解、接受、扭曲、修改的过程。
在第三章讨论驯虎叙事，从这一讨论中可知僧人作为中世纪社会秩序中的特殊群体，与动物在日常生
活中结下不解之缘，而其与动物相伴的行为亦被塑造成理想的宗教实践模式，这一模式与欧洲基督教
所塑造的圣徒与动物相伴的形象可以对应。
第四章讨论中古佛教文献中的动物名号变迁，着重讨论佛教在进入中国文化之后从以狮子为主要象征
性动物变成以虎为主要象征性动物的过程，同时追溯了狮子在塑造佛教思想和实践权威过程中如何被
赋予特殊意义，以及这一意义与古代印度次大陆自然环境之关系。
第六章讨论九龙在中古文献中的流变。
首先探讨佛教文献《普曜经》的汉译术语问题，探讨中国古代作为政治权威象征符号出现的九龙如何
出现在汉译佛教文献中，然后揭示了这一主题如何进入道教文献传统，以及其影响如何又进入政治话
语的过程。
这些章节均是从具体史料出发来提出新问题，并从各个角度来解决这些新问题。
在具体讨论中也引入了文学批评、人类学分析等手段对材料进行细致地分析。
第五章谈世界史视野下的猛兽与权力，则更多是从基本假设出发提出新问题，将猛兽作为象征在古代
政治权力和权威构建中的意义放在一个世界史的上下文中考察，并试图提出世界各地动物与人类社会
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具有共通性和关联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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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里所谓政治秩序主要指不同政治群体对于政权的态度和认知，以及这种不同态度和认知如何影
响政治人群的行为。
而宗教秩序主要指僧人、在家信徒、非宗教势力共同构建的秩序。
文化秩序指文化实践团体如文人、僧人学者通过写作、传播和教化构建的文化结构和文化意义。
这里关注的重点是动物如何在这些复杂的社会秩序中以不同面貌出现，并被书写、认知，从而影响这
些社会秩序的构建。
比如在政治生活中，以皇帝为中心的王权权威的确立离不开动物的装饰和象征。
具体到佛教的宗教生活，狮子则常常被用来装饰佛陀在僧团中的权威形象。
同时，驯化猛虎则被用于塑造高僧的形象。
我们如果分析动物在佛教文献和图像中由这些文献和图像的作者用来进行叙事、修辞、隐喻、象征，
可以更为细致地理解动物在人类通过宗教生活构建复杂社会和心理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体现的意义
。
　　我们的研究可以从学理的梳理和借助日常经验来进行两方面的考察。
造就历史上中国佛教的因素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两方面。
一方面佛教弘法僧由南亚、中亚介绍佛教教义和实践，逐渐建立了佛教在华发展的基调；另一方面佛
教在输入中国的过程中也不断受到中国固有传统思想和实践的影响，这些影响无疑也改造了外来的宗
教，也重新塑造了许多新的因素。
在佛教逐渐建立其在华主体性之后，中国传统的道教和儒家的思想与实践也受到佛教思想和实践的影
响，这主要反映在思维、制度和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等方面。
所谓文化实践，主要包括叙事文学、绘画和雕刻艺术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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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怀宇编著的《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从几个方面探讨了中古时期动物在政治、宗教秩序建构中
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其中反映出的人类意识，政治、宗教观念，导论部分介绍相关领域的研究状况以
及本书的主要思路和研究手段，之后主要以中国中古时期佛教文献中有关动物的几个具体的问题进行
分析研究。
第一章讨论初唐时期佛教僧人对动植物的分类，第二章讨论南北朝隋唐佛教文献中十二生肖形象和意
义的变化，第三章讨论有关驯虎的叙事及其意义，第四章讨论中古佛教文献中动物名称的变迁，第五
章讨论世界史视野下的猛兽与权力，第六章讨论九龙的形象在中古文献中的流变。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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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