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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　　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
”　　这是李白《日出入行》中的两句。
按照唯物与唯心的论说，前一句可能属于唯心论；又按照宗教迷信的论说，后一句可能属于迷信。
假如真有人这么幼稚地理解并简单化地论定，李白将是一无是处了。
事实上，真正的唯物论者和无神论者不会有这样的看法。
因为那只是诗人的一种感受，即使是想象，也没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哲学的思考是另外一回事。
在文艺创作方面，如蒲松龄写《聊斋》，那些鬼狐故事，并非就是迷信；吴承恩写《西游记》，唐僧
率弟子孙悟空等赴西天取经，也不是宣传佛教。
在美术中，特别是古代美术和民间美术，表现宗教内容的很多，但其积极意义另有所指，是应该加以
区别的　　我一向认为，艺术的价值和积极作用，是助人向上、人生更为完美的。
因此，艺术必须直面人生、有益于人生。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宗教艺术是一种直面人生的形式，它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与人们对当时社会的现
状、对自己命运的把握等认识有关；而且，宗教艺术是以向善的面貌示人的，这也是助人向上的一种
形式　　中国的所谓“三教”，道教虽是土生土长的，由于长期热衷于炼丹长生和轻身升仙，没有佛
教思维宽阔。
佛教虽系外来，但早已融汇在中国文化之中，亦即中国化了。
儒家不是宗教，却在某些方面带有宗教色彩，特别是曾经发生过的谶纬迷信。
可能出于这样的原因，有人拿西方人对于宗教的“定义”来规范我们，说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
。
好像宗教的发生与发展是按照统一模具铸造的，不是由人们即时即地的思想和精神需要来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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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土宗教美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但是相关的研究却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突出的问题是完整
性的研究不多，缺少全局性的理论思考。
所以，“中国本土宗教美术研究丛书”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本丛书从五个选题展开研究，结构庞大，也显得比较完整，在传统文化得到普遍重视并有了良好研究
条件的今天，我们需要这样颇具规模的研究。
   初步浏览后，我对本丛书有这样几点印象：   首先，强调文献收集的全面性。
文献先行是我国的传统治学方法，本丛书争取文献资源的全面梳理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不仅是为研究
打好基础，而且《中国宗教美术史料辑要》本身就是一个填补空白的选题。
    其次，突出理论研究的系统性。
本丛书从五个选题来认识本土宗教美’术的发展，基本上可以涵盖我国本土宗教美术在各个时期的发
展形态；同时，这五个选题之间又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可以看出选题在理论建构层面上的努力。
目前，我国佛教美术的理论研究有着庞大的理论研究结构，道教美术研究等则缺少这样的研究结构，
本丛书的努力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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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主要建筑有报恩殿、天子殿、上关殿和二仙楼。
进入鬼城牌坊式的大门，再过一道“幽冥世界”的山门，在半山腰处有一座仿照九华山地藏王道场修
建的殿堂，即报恩殿。
过了报恩殿，则来到天子殿。
其左有钟馗殿，右有上关殿。
天子殿之后为平都山最古老的建筑——二仙楼。
二仙楼始建于西晋，原名二仙阁，相传为王方平与阴长生修道时的对弈之所，位于平都山绝顶，故而
登临此楼往往会有飘飘然凌虚之感，因此又称为凌虚楼。
　　2.宫观遗存　　报恩殿：两旁的偏殿中供奉着两尊神像，相传他们是地藏王的弟子兼侍从。
　　二仙楼：此楼分为三层，第一层供奉华光大帝坐像，二层供奉观音像，三层乃阴、王二仙对弈的
塑像。
上关殿：供奉关帝。
3.一般特点及沿革酆都，又名酆都罗山，自汉唐以来，这里就号称死后的归宿——鬼国都城、幽冥地
府，是道教的七十二福地。
隋末唐初，人们根据王方平、阴长生在此修炼的传说，修建了仙都观。
从此，人们根据丰富的想象，陆续在这里修建了阴阳界、奈何桥、十八层地狱。
从山脚到山顶，先后修建大小庙宇75座，其中既有道教宫观，又有佛教寺院。
并根据佛、儒、道三教合流精神，编造了一大批神鬼故事，构筑了一整套阴曹地府的职能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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