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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沈伯俊    青年学者蔡东洲、文廷海合著的《关羽祟拜研究》一书即将问世了。
我对此感到由衷的声兴。
    关羽崇拜，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十分独特的现象。
从三国时期号称“万人敌”而功业未终的勇将，到地位凌驾于历代所有武将的“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
人”，再到让芸芸众生顶礼膜拜的“关圣大帝”，其影响持续千余年，遍及海内外。
直到今天，这种影响依然随处可见。
在历史悠久而形式多样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只有对“万世师表”孔子的崇拜可以与关羽崇拜相提并论
；而至少在影响的广度上，关羽崇拜明显超过了孔子崇拜。
这种现象，蕴含着极其丰富、极其深刻的文化信息，令人惊异，更启人深思。
    新时期以来，对关羽祟拜或者说“关羽文化现象”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不仅发表了一批颇有
新意的论文，而且出版了一些有一定质量的著作。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显得不足，与关羽祟拜的巨大影响很不相称。
在积极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为了正确地认识这种文
化现象，适当地发挥其联系海外侨胞和华裔的精神纽带作用、民俗文化功能和旅游文化价值，我们需
要更多的经过精心研究的、有创见有深度的学术著作。
蔡、文二君的这部《关羽崇拜研究》，便正是一部严肃的探索之作。
    综观《关羽祟拜研究》一书，我认为有这样几个优点：    第一，“史”的意识自觉而鲜明。
关羽祟拜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蔡、文二君又是有较高专业素质的史学工作者，因此，他们十分注意
从宏观历史的高度来研究关羽祟拜现象。
一方面，认真考察关羽祟拜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另一方面，仔细清理关羽祟拜发展的历史脉络。
全书三卷，从对历史人物关羽的考察，到宋元时期关羽崇拜的形成，再到明清时期关羽祟拜的发展，
构成了历史进程的一个完整的链条，给人以清晰的印象。
这种自觉而鲜明的“历史”意识，为全书赋予了严谨求实、不发空论的学术品格，使全书的质量比过
去的一些著作有所超越。
    第二，史实考订颇见功力。
研究关羽崇拜现象的形成和发展，涉及大量的历史资料，包括正史、野史、笔记、传说等等。
这些资料固然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但它们毕竟是时人对史实的载和后人对往事的追记，往往掺有人的
选择、评判、想象、加工等主观因素，不能笼统地与史实本身划等号。
其中一些记载，常常是虚实相生，真伪杂糅；有的甚至是转相稗贩，以讹传讹。
因此，无论是历史还是文学史的研究，随时都有一个史料的鉴别考订问题。
在本书的撰写中，蔡、文二君在这方面下了许多功夫。
例如，佛教神化和利用关羽的起始时间，是关羽崇拜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古今学者主要有两种观
点：一种认为始于隋朝，另一种认为始于南宋。
前一种观点，由于南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卷六《智者大师传》中有陈、隋之际高僧智者大师在当阳
玉泉山得关羽神灵助建佛寺的记载，赞同者尤多。
对此，作者指出：智者大师的弟子灌顶(章安大师)所撰《智者大师别传》、隋朝当阳县令皇甫昆所作
《智者禅师碑文》，内容均不及关羽显灵护法之事，可见佛教神化关羽并不始于隋朝。
现存文献证明，佛教神化和利用关羽始于唐朝中后期。
释志磐的《佛祖统纪·智者大师传》，实际上沿袭了唐人董促写于贞元十八年(802)的《重修玉泉山关
庙记》中关羽冥建佛寺之说。
这样，使证明过去的两种观点均不正确。
如此考辩，建立在对文献准确把握的基础上，因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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