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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旨在介绍中国的宗教精神生活，和源远流长的礼俗活动。
中国传统的宗教精神在于敬天：佛道兴起后，有了新的信仰，道教致力于不死的探求，倾心于神仙世
界。
佛教则逐渐本土化，终于成为中国式的佛教，以绝对与圆融为思想的特质，高僧代有所出，宗教活动
不绝。
中国的礼俗则意在亲人：婚礼表示琴瑟和谐，丧、祭表示慎终追远，长幼之伦代表礼法与亲情的结合
。
年节与民间娱乐均含有陶情怡性、移风易俗的作用。
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最亲切自然的表现。
本书的数十位作者大多受到西方现代教育熏陶，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新鲜观点，读来生动有趣，使人
增长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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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该所人类学组主任及副所长，并曾任教于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东吴大学。
主要从事对华夏及其边缘人群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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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生于台湾，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现任铭传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专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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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gt;课程理论、实践与检讨》(2003)
等文章。

　　李今芸
卢布亚那大学历史学博士。
现任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专研欧洲十九、二十世纪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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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这件事被释迦知道，他为此制订一戒。
规定比丘、比丘尼如无疾病、酷热、远行等原因，不必常洗澡。
在一般情形下，半月只能洗澡一次，以免妨碍国王。
这件事例，至少说明一项事实，即：为了弘传佛法，佛教徒对统治阶层应该尽可能地采取不违抗、不
干犯的态度。
 佛教传入我国，僧侣以戒律为平素的行为标准。
在不违背重戒的原则下，对王法一向是顺从的。
这种认同于统治阶层的态度，素为大部分正统佛教徒所秉持不渝。
前引的东晋高僧道安，就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东晋成帝时尚书令何充，也曾说：“每见（僧人）烧香咒愿，必先国家。
”影响唐以后佛教甚巨的《百丈清规》，卷首也明白地规定：丛林僧众每天必须登殿颂咒，祝福“今
上皇帝圣寿万安”。
 因此，虽然古代僧人曾有“不致敬王者”（即不向国王礼拜）的争议，但是这只是对佛教戒律的维护
，并不代表我国僧人对王权的挑战。
更何况连这种维护也并不彻底，历史上，“沙门致敬王者”的朝代还是相当多。
北魏僧官法果，即倡言信佛之国主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礼拜。
可见僧人对王权所采行的态度，大抵是低姿势的。
这应该也是僧侣阶层与统治者大部分都能和谐相处的原因吧！
 我国佛教史上，除了少数帝王因为信仰异教，或有其他具体的政治、经济原因而排佛之外，在一般状
态下，僧人大体都能得到统治者相当程度的礼遇。
但是，仔细透视这种礼遇，则会发觉其动机并不一致。
至少我们可以看出有下列几种举型。
一、直正信仰佛教而敬僧；二、为利用佛教而敬僧；三、由于赏识其人的学养德行，而特别礼遇该僧
；四、由于向往神异境界或秘术而敬僧；五、胡人君主对于同样“出自夷狄”的佛教兴起种族认同感
，故礼遇胡僧。
上述这五种动机的划分，并不十分严格。
历代国君同时具有两种以上敬僧动机的，也不在少数。
本文所以如此分类，只是为了说明时较为方便而已。
 第一类：真正是由于信仰三宝（佛法僧）而敬僧的统治者，在我国历史上所占的比例不大，其中最著
名的是南朝的梁武帝。
武帝本人从天监年间（6世纪初）开始，即不肉食、远嫔妃。
而且研佛甚勤，能升座讲经。
甚至于数度舍身佛寺，为僧人执仆役。
当他在位时，某些名僧可以自由出入宫廷，“官阙恣其游践”、“入金门、上正殿、踞法座”。
这段期间，真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僧侣阶层的黄金时代。
梁武帝之外，梁简文帝、梁元帝，五代十国的吴越王钱傲、南唐王李璟等人，也都奉佛甚诚，礼僧甚
敬，为一般国君所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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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尽管中国人被认为是宗教气味极淡的民族，但宗教思想仍不断蔓延。
本书论述佛教的角度多为国人较少措意，且比较宽广的；道教则就“永生”与“仙道”两个主题来论
述道教与中国文化之关联。
礼俗安顿人心于现世生活之上是中国文化的理想之一。
本书礼俗部分从社会生活的角度说明传统礼俗的特质、丰富的内涵及其蕴含的人文精神。
　　——台湾佛光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宗教系副教授蓝吉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刘
增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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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礼俗》的数十位作者大多受到西方现代教育熏陶，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新鲜观
点，读来生动有趣，使人增长见地。
《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礼俗》采取以问题为主的研究，完全根据问题的性质，或通贯而观，或断代而
论。
这种研究方式，保留了方法上的极大弹性，同时，也更容易彰显问题本身的性质，提出更周全的解释
。
《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礼俗》论述佛教的角度多为国人较少措意，且比较宽广的；道教则就“永生”
与“仙道”两个主题来论述道教与中国文化之关联。
礼俗安顿人心于现世生活之上是中国文化的理想之一。
礼俗部分从社会生活的角度说明传统礼俗的特质、丰富的内涵及其蕴含的人文精神。
尽管中国人被认为是宗教气味极淡的民族，但宗教思想仍不断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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