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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吴正荣先生与我本来完全可以说素昧平生，一个在云南，一个在江南，遥隔三千里河山，2009
年10月才在杭州巧遇，才过一晚，便又匆匆告别。
然阅正荣力作，读到“从佛教精神的角度”去评述佛教文学，心有戚戚焉！
近年佛教文学与本人熟知的佛教史领域一样，外表热闹甚至又“热”又“闹”，但好像被抽去了骨头
似的。
翻译、文字考订、体裁、形式等等不亦乐乎，多是洋洋万言，言不及义（佛教精神）。
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而是冷饭一炒再炒，古董煮个透烂，还有什么学术价值，思想意义？
而这部系统专著却立意不俗，心有所契，便不避才疏学浅，勉为作序。
　　此书并非一般性的概论，而是作者多年从事佛教文学研究与教学，教学相长，反复砥砺的心血结
晶。
书中引用了陈引驰先生语：“佛教是在古代印度学说蜂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释迦牟尼的传教活动为了吸引更多的人众，总是援引生动的譬喻乃至民间故事，来深入浅出地说解人
生真谛。
”的确，佛陀的解脱本怀及其凭借——空慧以及悲悯精神就是佛教文学之源。
正如作者点睛之言：“佛教文学若脱离佛法的解脱本怀来研究，人们将看不到它的真正价值所在。
”　　的确，佛教的形态虽随当时当地社会需要而变，其追求解脱——即大自在、大自由之精神始终
如一。
早期佛教以自力为主，倾向于追求个人的生死解脱，把阿罗汉树为典范。
这一形态在南亚地区得以承传。
南传佛教文学也承继了这一历史传统，因而相对地更重文学的真实性一面：作者指出，傣族著名叙事
长诗《干瓣莲花》和《兰嘎西贺》是根据印度巴利文的原著改编创造的，傣族文学代表作《召树屯》
，也是从，《佛本生经》中取的原型，同时反映出傣族人民生活的真实性。
一次次狩猎、一次次农耕都被描述得那么具有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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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佛教文学概论》是佛教文学领域里第一部自成体例、理论构架完备的学术专著。
首次明确地将佛教文学定性为生命文学，并确立了佛教文学的生命价值体系存在。
全书始终围绕佛教生命文学所体现出的人文关怀和人性高度来展开讨论，力图发掘出佛教文学的内在
生命力。
从另一个角度初步分析中国盛唐以来以意象运用为手法、意境创造为终极的诗歌，以“吟咏情性”的
理论为实践的中国传统抒情写意文学的生命力和文学价值所在。
　　《佛教文学概论》构架完备，视野宽广，既探讨了佛教经典的文学性，也探讨了佛教对中国古典
文学的影响，亦涉及现当代文学、台湾文学中的佛教因素，第一次将傣族的佛教文学纳入了研究视野
。
　　《佛教文学概论》将以僧人为主体所创作的“山居诗”作为专题来研究，并首次提出了“山居诗
”应作为一个被忽略了的，又是中国文学史上历时最长久、创作者人数最多、作品最丰富的重要文学
流派的观点。
　　《佛教文学概论》既有全面的概论，也有深入的专题探讨，更有深入到精神分析，从情感、梦幻
、悲悯、空苦等不同角度对佛教文学的探讨，试图勾勒描述出佛教文学那种孜孜不倦地寻求生命安顿
的感人情怀。
　　《佛教文学概论》可作选修教材参考，提升大学生乃至研究生的阅读视野和修养品位，也可作文
学阅读的特殊视角延伸和内在生命品质发现，还可作学术深入研究的交流探讨。
　　《佛教文学概论》必然引起人们对佛教文学的更大关注，给人带来视野和价值观的变化，使既往
的常识发酵出新鲜的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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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正荣，1958年生于云南西双版纳小勐养，深受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熏陶。
曾遇奇缘，得授私学，浸润传统文化二十九个年头。
广泛涉猎易学：中医学、佛道修炼等领域，并得其心传，领略到了“顿悟见性”的真实不虚。
为从事专业研究多添了一重亲身体验的优势。
　　现任教于云南玉溪师范学院文学院。
主要从事佛教生命哲学、美学、文学及其修养学方向的研究。
发表过生命哲学专著《生命的升华之路》及有关生命哲学、美学、文学及其修养学等方面的论文三十
多篇。
极力立论“大生命观”，倡导传统文化“修养人格，升华生命”的生命实践。
已完成《（坛经）生命论》、《大智慧禅修顿悟——生命品质提升教程》、《家长教育新思维》、《
实用养生教程》等专著。
发表过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
　　擅长将禅道顿悟见性、炼养心神与西方精神分析方法结合，快速解决各种心智疑难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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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些描写在很大程度上带着作者的想象，将它引用出来的原因是作者在此处是将佛陀当做一个有
血有肉的人的形象来描写，是较符合历史原生态的。
佛陀不过是一个觉悟以后具有大智慧的人。
“佛者，觉也。
释迦牟尼佛就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人。
”①谁也无法写出真实的释迦牟尼的状况，但若从佛教记载中理出的真迹，也可看出他是一个具有完
整人格的真实人物。
从小聪慧，内向好静，生性敏感，天生即禀赋一股深厚的文学气质，这在他日后的传道及语言表述中
，尽显文采，难怪他被称为“释迦文佛”。
这为佛教作为具文学气质，蕴涵精彩丰富的文学价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概在青春期，佛陀心理上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方使得他最终下决心离家出走，去探寻解脱人
生痛苦的真谛。
在修行过程中，亦走过弯路，吃尽苦头。
他最终开悟，找到了解决人生问题的真理与方法，并在人世间，辛辛苦苦传法四十九年，解救了无数
人的痛苦，为人类留下了探索生命出路的宝贵经验。
佛陀在《增一阿含经》中说：“我今亦是人数。
”言下之意就是：释迦牟尼，也只是人类的一分子而已。
《四阿含经》是原始佛教的经典，其中有关佛陀的事迹与形象的记载也应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
二、宗教的释迦牟尼形象　　、释迦牟尼作为佛教的创立者，被教徒当做神来膜拜是情理当中的事。
佛教的觉悟，其实是知道了宇宙人生的终极真理，那么，佛就是真理的化身。
难怪在佛教的认知里，“释迦牟尼被普遍看做法力无边、无所不知、永恒存在的超级神仙，有‘大觉
金仙’之称”。
并且人们“用金银玉石精心为释迦牟尼造像，以表达对这位心中偶像的虔诚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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