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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译佛典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其文学价值包括内在的文学性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佛经三典研究”，探讨中国南朝时期最受欢迎的三部佛典《维摩诘经
》《法华经》、大乘《大般涅槃经》的译传和文学性；《下编》“佛典与南朝文学考论”，考察佛教
佛典对南朝诗歌、小说、文、文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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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龚贤，男，1971年出生，云南曲靖人，文学博士。
现任教于江西财经大学，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教研。
在国家权威及核心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完成专著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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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论　　一、政治经济背景概述　　在政治方面，南朝的门阀世族由盛而衰，东晋时期国家权力
由世族与皇族共享，到南朝实现了皇权对整个国家的支配。
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建立南朝的封建皇帝均出身庶族或细门。
他们凭借军功而攫取最高统治权。
如刘宋开国君主刘裕少时伐荻新洲，齐高帝萧道成自称素族，梁武帝萧衍与萧道成同族，亦非高门。
陈武帝陈霸先，始仕为里司，再仕为油库吏，可想而知其出身之寒微。
东晋末年孙恩、卢循起义给高门大族以重大打击，为凭军功出身的寒门素族的升迁开辟了道路。
如刘宋的檀道济、朱龄石、沈田子、毛修之、朱修之、刘康祖、沈庆之、到彦之等；萧齐的王敬则、
张敬儿、陈显达、崔慧景等；萧梁的陈庆之、陈伯之、兰钦、曹景宗、张惠绍、王琳、杜龛等；陈的
侯安都、周文育、黄法氍、吴明彻等。
他们“皆御武戡乱，为国家所依赖”。
二是“世庶天隔”的状况逐渐被打破。
一方面，南朝出现了寒门出身典掌机要的中书舍人、控制地方的典签、统率军队的将领，从而打破了
门阀世族一统天下的局面。
另一方面，尽管东晋以来的门阀世族的显赫地位开始衰落，但他们在政治上、社会上仍保有很大的优
势。
他们依靠门荫和特权“平流进取，坐致公卿”。
在社会生活上，世族与庶族之间不能通婚，许多方面仍然是“世庶天隔”的状况。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南朝形成了权力的某种平衡，并出现了几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如刘宋元嘉（424
—453）、齐永明（483—493），梁代从天监至大同（502一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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