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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历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原子弹轰炸广岛，经历了“古拉格群岛”、文化大革命等
无可言状的精神苦难，人类曾梦想21世纪将是一个和平发展的美好的世纪；然而没有想到头一年就发
生了9．11这样的恐怖袭击。
战乱、暴动、屠杀仍然随处可见。
为什么会如此？
原因当然多种多样，然而，深刻的文化冲突不能不说是众多原因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目前，“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的冲突无疑已给世界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前者企图以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强行推广他们的意识形态，以图覆盖甚至泯没其他民族文化；后者
则采取文化隔绝封闭的孤立政策，不惜以恐怖灭绝手段，维护其停滞与不变，并与一切和他们的看法
相悖的力量拼死抗争。
随着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日益增强的武器杀伤力及其对自然生态无可挽回的破坏，这种冲突所带来的
灾难还会越来越严重。
　　目前，全世界的有识者都在考虑如何才能化解这一场有可能将人类引向毁灭的冲突。
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曾指出：策划和平要比策划战争困难得多。
同样，实行引向战争的“对抗”，也比实行引向和平的“对话”困难得多！
事实告诉我们，“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的“死硬派”，恐怕是很难对话，也不大可能
“化干戈为玉帛”的。
但是，希望仍在于两者之间的、极其广大的、不同层次的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人民。
他们对文化冲突的遏制和对文化共存的自觉将决定世界的前程。
　　西方已有学者提出必须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之外，寻求另一种全球化，即文化多元共生的
全球化。
“共生”不是“融合”，也不是简单的和平共处，而是各自保持并发扬自身的特点，相互依存，互相
得益。
多元文化共生的全球化，反对以一种文化打压或覆盖另一种文化，主张多种文化保持“共生”互利的
状态，以收和平共处、相得益彰之效。
多元文化共生的前提就是各民族对自身的文化有充分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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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探讨的是比较文学学门中的文化移植课题，所探讨之内容则属中国文化西渐的范畴，专注于研究
中国禅如何移植到美国文学作品之中。
首先，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美国，东亚的禅已经成为一种信仰，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且广为传播及落
地生根，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不少美国作家在其作品中采用大乘佛教思想、中国禅文学作品的内容及典故，并且在作品中注入自己
的禅修经验    本书的目的是试图解答以下几个问题：从历史的与文化的角度上来看，中国禅如何传入
美国文化界、文学界？
二十世纪中叶到二十一世纪初的美国文学作品中，吸收了什么中国禅文学的养分？
在这大规模的文化移植中，中国禅文学的英译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英译呈现了什么文化上的误
读(misreading)现象？
文化上的误读又导致哪些移植上的变种？
更广泛地说，禅文化对美国文学产生了什么冲击？
所谓禅文化还包括美国作，家阅读大乘佛经时在其中所吸收的思想，他们吸取的佛陀、菩萨、中国禅
师之故事、中国禅画对他们有什么启发？
还有美国作家们的禅修经验如何影响其作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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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禅西渐的文化背景与历史　　“禅”一字的源起概述如下：“禅”一字是梵
文Dhydna的音译，最早的中文音译是“禅那”，后略为“禅”。
Dhydna在中译的佛教经典中也有意译为“弃恶”、“功德丛林”、“思惟修”、“静虑”等。
其实“禅那”是古印度各教派普遍采用的打坐修行方式，类似《奥义书》中所讲的“瑜珈”（“Yoga
”），瑜珈也是静坐调心，制御意志，超越喜忧，其目的是体认“神我”。
因此“禅那”是一种境界，一种过程，不等同于静坐，但与静坐有密切关系。
而且不论大乘、小佛教的修行者都采用静坐法来制心一处。
“禅那”又与大乘佛教经典中的六度之一有关，即六波罗蜜之一的禅定度，六度是指由生死轮回之此
岸抵达涅槃寂静之彼岸的六种途径：即布施度、持戒度、忍辱度、精进度、禅定度及智慧度。
中国佛教习惯把“禅”与“定”并称为“禅定”，认为通过“心注一境”可以有效地制约个人内心之
干扰和外界之引诱，精神集中于被观察之对象，按规定的方式进行思考，以化解烦恼，去恶从善，由
痴转智，由污染到清净。
中国禅大致经由日本传去美国，故“禅”字的英译普遍采用的是日文发音的罗马字Zen，后来也有学
者与译者用中文发音的罗马字Ch’an或Chan。
“禅”一字的内涵本为一种修行方法，于五世纪至七世纪在中国发展为一大宗教宗派的名称，其内涵
已远超过静坐调心之法，因为此一字已经代表了禅宗之宏旨与信仰。
唐朝以后，禅宗在日本、朝鲜半岛、中南半岛广为流传，到了二十世纪又流传到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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