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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西双版纳过去一往情深地寻找天国宝座的那些傣族信众，正在被现代物质文明的温情所
指使；守望精神家园的信徒，也正成群结队地走在通往世俗乐园大道上。神圣与世俗在
当下的西双版纳傣族社会中已经走得很近了，以至于我们难以界定其各自的疆界。
  本书分11个章节，对西双版纳傣族赕佛世俗化的人类学进行了研究，具体内容包括西
双版纳傣族南传佛教与赕佛消费、西双版纳傣族赕佛消费与佛寺、西双版纳傣族赕佛消
费中的行为与仪式、西双版纳傣族南传佛教与原始宗教在赕佛消费中的交融等。该书可
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在全球性宗教世俗化的大背景下，上帝和佛祖似乎已不复存在。神和佛的远去，带走
了人们的精神童话，留给人们的是一个巨大的惊叹号和在这个惊叹号面前的无序与精神
恐慌。然而，在一次又一次造神运动和捣神狂潮中，上帝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死去。人
们反叛上帝，并不仅仅在于上帝的虚幻和无稽，而在于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无所不能
的法力。同样，人们祈求神与佛
，亦出于相同的缘由。
西双版纳过去一往情深地寻找天国宝座的那些傣族信众，正在被现代物质文明的温情所
指使；守望精神家园的信徒，也正成群结队地走在通往世俗乐园大道上。神圣与世俗在
当下的西双版纳傣族社会中已经走得很近了，以至于我们难以界定其各自的疆界。  本
书分11个章节，对西双版纳傣族赕佛世俗化的人类学进行了研究，具体内容包括西双版
纳傣族南传佛教与赕佛消费、西双版纳傣族赕佛消费与佛寺、西双版纳傣族赕佛消费中
的行为与仪式、西双版纳傣族南传佛教与原始宗教在赕佛消费中的交融等。该书可供从
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在全球性宗教世俗化的大背景下，上帝和佛祖
似乎已不复存在。神和佛的远去，带走了人们的精神童话，留给人们的是一个巨大的惊
叹号和在这个惊叹号面前的无序与精神恐慌。然而，在一次又一次造神运动和捣神狂潮
中，上帝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死去。人们反叛上帝，并不仅仅在于上帝的虚幻和无稽，
而在于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无所不能的法力。同样，人们祈求神与佛，亦出于相同的
缘由。  在当下的宗教生活中，神圣与世俗的日愈弥合，彰显出利他主义的宗教原则正
在与凡夫俗子们的利己主义座右铭融为一体。人们表面所尊崇的所有的宗教原则仅仅是
能接近神或佛的桥梁，其终极目的在于能获得向往已久的人世生活的幸福，并拿到出世
生活的一张进入天国的门票。如此，便决定着在任何宗教信仰者那里，利他主义行为并
非就是高尚而神圣，其灵魂深处同样存在着利己主义世俗生活的自我意识的扩张；如此
，亦决定着教民们的宗教消费观及宗教消费生活不断地靠近“世俗之城”；如此，还决
定着僧侣们的生活方式进一步跨入世俗生活轨道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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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西双版纳傣族南传佛教与赕佛消费
一、南传佛教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传播与流变
  南传上座部佛教亦称南传佛教或小乘佛教。南传佛教何时传人西双版纳傣族地区，众
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有学术界的推论和考证，也有民间流传的说法。
王海涛所著的《云南佛教史》中称：“南传上座部佛教人滇时间较之大乘佛教要晚得多
，大约在公元7世纪，首先由泰国勐润经缅甸景栋传入西双版纳地区。”
王懿之所著的《民族历史文化论》中称，南传佛教早在公元前三四世纪就传人到了西双
版纳一带。其根据是，王先生1981年到西双版纳进行傣族社会历史调查时，在勐海县看
到一份傣文佛经《帕萨坦》。此经记载：公元前545年6月15日，释迦牟尼在印度毗舍离
城拘施那伽圆寂。在涅槃前，其弟子就到缅甸西双版纳等地传播佛教。后王先生又根据
傣文史料和其他有关史料实地调查，“认为南传佛教传人西双版纳应该是在公元前三四
世纪，释迦牟尼及其弟子就曾到东南亚及我国西双版纳一带传过教。公元前后，佛经、
佛教相继传人，并先后在景洪、勐龙、勐海等地建盖了佛寺和佛塔，最后才从景洪逐渐
传到勐腊等地”。
郑鹏程、丁波编著的《中国宗教流变史》称：“早在公元7世纪初上座部佛教就从缅甸孟



族地区传人中国云南的西双版纳地区。但那时的佛经主要靠口传心授的方式流传。13世
纪以后，上座部佛教进一步由泰国传入，同时，傣族人民根据巴利文创制了自己的文字
，能够将巴利语佛经用傣文字母书写在贝叶上。这使得上座部佛教在西双版纳地区得到
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并向云南其他地区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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