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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
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
。
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
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
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
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
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
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
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
的乐趣。
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
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
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
们价值不菲。
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
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
一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
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
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
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
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
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
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家小书·三生石上旧精魂>>

内容概要

　　阅读大家经典，感受大家风范，普及大家知识，传承大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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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化文，1930年生，北京市人。
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已退休。
主要研究方向为专科目录、敦煌学、佛教等。
已发表的单行本著作30多种，主要有《校注》、《敦煌文物目录导论》、《学习写对联》、《承泽副
墨》、《汉化佛教法器服饰略说》、《汉化佛教与佛寺》、《三生石上旧精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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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子仙、鬼、轮回与因果报应神通变化：小说助成了神佛从“一角仙人”到“月明和尚”龙女和柳毅
的传承封建士子的白日梦八仙试释如意话拂尘谈麈尾拄杖、禅杖和锡杖话“法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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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仙、鬼、轮回与因果报应所有的宗教都把人的肉体和灵魂区分开来，认为它们是可以彼此
独立的，这就是宗教的本质之一，否则宗教是无法产生的。
从古书中的记载和现代考古发掘显示的情况看：中国古代祭祀繁多，有祭天神地祗的，有祭山神、水
神、五谷神的。
表现出一种多神的、相当杂乱的人格神的系统，这个传统一直变化多端地维持到近现代。
另外，也祭死去的祖先，这就是祭鬼，这个传统也被维持下来。
战国、秦汉时期，百家争鸣，方士大量出现，他们迎合了上层统治阶级长生不老的虚幻的主观愿望，
提出有“仙人”的思想。
“仙人”是长生不老的，要达到长生不老成为仙人的目的，主要可采取修炼和服食两种方式，这两种
方式又经常结合在一起。
就以汉朝人来说，他们讲究“服食求神仙”，他们日常服食的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药品，其中矿物
质的药品常需要经过多次提炼，服下后常导致死亡，可是迷信的人还是代代都有。
《红楼梦》中的贾敬是晚期典型。
另一类是植物性药品和少量的动物类药品，如人参、何首乌、黄精、枸杞子之类，属于补养药，但其
作用经常被歪曲和夸大。
再有不属于以上两类的一种另类，那是某些想象中具有神奇效果的食品，例如交梨、火枣、天露之类
，大多是“远方珍异”的夸大，反映了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国人对“舶来品”的不准
确的认识和对东西方等远方殊域的片断的因而导致神异化的了解。
这就产生了想东赴蓬壶三岛，西访瑶池寻王母，求长生不死药的愿望，倒也促进了陆海丝绸之路的开
通。
这些，都在早期的汉魏南北朝的中国小说中有形象化的反映。
东汉末，佛教开始传人中国，在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佛教在中原和江南地区传播的第一个高潮和佛经翻
译的第一个高潮。
应该说明，早期佛教似乎是南亚次大陆占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教的对立面或说是改良派，它在创立自己
的教义的过程中，吸收和利用了大量的婆罗门教教义和经典。
可以说，没有佛教的传人和佛教本身以及受它影响的各种宗教对小说的使用，中国小说的发展史就可
能大大地推迟。
反过来说，在为宗教所用的过程中，中国小说以及戏曲等不但大大地丰富了自己，又大大地改造和丰
富了各种宗教。
后来的佛教，特别是密宗，又与印度教、耆那教等宗教相互影响，相互暗中学习。
在传教过程中，佛教又大量地采摭、使用了南亚次大陆早期的神话、民间故事和长篇史诗、说部、寓
言等，并改造非佛教的神，使之为佛教服务。
佛教向来认为佛法广大、无所不包，吸收了许多其他宗教的教义。
佛教传流中宗派众多，各时代传法高僧自然也是哪派都有。
因此，在翻译出的大量佛经中，就包含着以上所说的各种成分。
例如，我们在下面重点讲到的轮回思想，就是佛教从婆罗门教那里延续下来并加以改造，且在传人中
国后彻底汉化的。
印度教最根本的经典《吠陀经》、南亚次大陆的著名文学作品《罗摩衍那》等长篇名著的片段，也都
通过佛经汉译传人中国。
本书中讲到的“佛教”一词及其内涵，所指的就是这种混合了大量非佛教材料的，而且逐步汉化了的
一种模糊宽松概念。
道教是汉族本民族创立的宗教，大致创始于汉末，从张道陵加以改造立教时开始形成，在长期的与佛
教争胜的过程中，道教学习了佛教的许多传教方式、手法，加以改造，使之成为汉族自己的东西，为
己所用。
而混合了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各个时代各种不同的民间信仰，又有自己多方面的创造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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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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