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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是2010年11月6－8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
与制度”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结集，主题为中国中古时期(主要指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礼仪、宗教和
制度，包括相关文献辑考、宗教史(或宗教社会史)论考、仪式与制度的考证以及综合性研究。
本书由余欣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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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欣1974年生，浙江台州人。
2003年于北京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
职研究员。
2007—2009年，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外国人学者。
曾为香港中文大学、法国中国文明研究所、牛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并应邀赴美国宗教学
会、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发表学术讲演。

　　主要研究领域为敦煌学、隋唐史、中外关系史。
著有《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中古异相：写本时代
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并在《历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中华
文史论丛》、《人文学报》(东京)、《敦煌写本研究年报》(京都)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六十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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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学术研讨会”议程
附录2“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学术研讨会”综述
附录3“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学术研讨会”参加报告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不过，根据造弥勒像的情况分析，北方其他地区十年后才零星出现信仰弥勒的信徒
，丽5世纪60年代以后至北朝末的一个多世纪中社会上崇拜弥勒者不断，应为该崇拜主要流行期。
其中460—529年之间应为弥勒造像与弥勒崇拜的鼎盛时期，随后其势力渐衰，至北朝末年影响已大不
如前。
总体上，从弥勒造像看，弥勒崇拜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盛而衰的发展过程，转折点分别在460年
与530年前后。
 具体到平民背景的信徒，大体说来，弥勒在北魏末期以前是平民中流行的崇奉对象，北魏灭亡后，平
民中崇奉弥勒者日渐稀少。
 官吏背景的弥勒信徒早在5世纪40年代就有造弥勒像、崇奉弥勒者，但属个别现象。
弥勒造像及崇拜流行于官吏中要到480年以后，其中480—529年问弥勒造像、弥勒崇拜更为盛行，530
年至北朝末斯风渐替。
弥勒一度是官吏的一个主要崇拜对象。
 僧尼背景的信徒中弥勒造像自480年以后至北朝末一直存在，这一时期应属弥勒崇拜的主要流行期
，530年左右是僧尼弥勒造像与崇拜盛衰的分水岭，前盛后衰。
其发展亦经历了由少渐多、自盛而衰的过程。
总体上弥勒仍是僧尼的一个主要崇奉对象，只是530年以前更显流行。
 比较三种背景的信徒造弥勒像的情况，都经历了从无到有、由盛渐衰的过程，盛衰的转折点基本集中
在520—530年阃。
不过弥勒造像于不同背景信徒中兴起的时间有先后，平民最早，官吏、僧尼则稍晚。
此外，弥勒造像所占比例在不同信徒中差异较明显，无论是各个时段的比例还是总体的比例，官吏与
僧尼基本都高于同期平民的水平，有时高出一倍多，如500—529年间，易言之，弥勒崇拜在官吏、僧
尼中的流行程度要大于在同期平民中的水平。
这是三者在崇奉对象上又一不同之处。
 弥勒造像及崇拜，据现有资料，分布在北方各地，较集中的则有龙门及今山东北部地区。
6世纪初至30年代末的40年间龙门石窟造了35尊弥勒像，同期北方弥勒造像共88尊，占近2／5，可见该
地弥勒造像、弥勒崇拜之盛行。
今山东北部即相当于北魏齐州、青州地区亦流行弥勒造像。
据统计，北朝时期至少有22尊弥勒像造于山东，其中绝大部分出自山东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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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作为“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研究书系”集刊之一种，是“复
旦大学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学术事业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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