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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青编著的《海洋文化影响下的中国神话与小说》围绕海洋环境、航海活动和宗教信仰三个方面来讨
论海洋文化对中国神话与小说的影响。
本书首先探讨濒海型神话与内陆型神话在内容上的不同特点。
然后，分别讨论佛道两教和一些重要海洋神祗及其信仰在沿海地区产生、发展与流播的过程，进而分
析这些宗教信仰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在接下去的数章中，我们将相关的涉海传说与故事按照情节内容加以分类，梳理出殊方异域传说、海
上仙境传说、海上历险故事、海上得宝故事和海上大物传说这几个系列。
由航海活动产生了许多的故事与传奇，我们将其分为海上历险故事、海上求宝故事与海中大物故事三
大系列，分别探讨这些故事的产生、发展与演变过程，并指出域外（主要是印度）故事对它们所产生
的影响。
我们明显可以看出，濒海环境与航海活动是产生这些涉海传说与故事的基础，而宗教信仰对它们的形
成、演变与发展又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最后一章中，我们讨论明清之间的白话小说作家是如何利用海洋文学的传统资源，创造性地加以丰
富和发展，从而形成了自觉的海洋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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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小说《西游记》中，海洋文化气息的浓重与其中的一个主要人物——南海观世音有着密切的
联系。
我们上文说过，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唐僧取经的主要护法者还是北方毗沙门大梵天王，观世
音的地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在杂剧《西游记》中，西天取经的组织者与主要护法者才变成了南海观世音。
不过，在杂剧中，南海观世音的戏份并不重。
到了小说《西游记》中，南海观世音是除玄奘及弟子之外最为浓墨重彩的人物。
《西游记）中出现的佛道二教神祇数量多至数十位，但其中的任何一位都无法与南海观世音相比。
在小说《西游记》中，观音菩萨首先是取经事业的组织者。
小说第八回写取经缘起，由观音菩萨的毛遂自荐来拉开取经故事的序幕。
而由唐僧师徒四人组成的取经队伍完全得自于观音菩萨的挑选与组织。
其次，观音菩萨是取经事业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她一方面安排对唐僧师徒的种种考验，另一方面，则不遗余力的帮助取经人，唐僧师徒有难之后首先
想到的就是求助于南海观世音。
从组织起完整的取经队伍到最后完成取经事业，西行路上的每一场故事几乎都与观音菩萨有关，每每
到情节发展的紧迫时刻，在矛盾发展到无法解决之时就由观音出场，凭借她的无边法力解决矛盾，以
使情节由波峰降到谷底，开始乎稳发展，以待下一次重新形成高潮。
她实际上就是幕后的主导，设计情节、制造悬念、化解矛盾，调度人物依次出场，有时她甚至亲自出
场来解决情节发展中的难题，使情节顺利过渡。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洋文化影响下的中国神话与小说>>

编辑推荐

《海洋文化影响下的中国神话与小说》为东方文化集成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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