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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江流域傣族佛经文学 “世俗化”现象探究

陈孟云
( 云南财经大学 传媒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1)

摘 要: 傣族佛经文学从翻译印度佛经开始便涌现出大量的文学作品，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叙事技巧成熟，

傣族佛经文学的“世俗化”现象成就了其较高的艺术价值。究其成因，主要有以下因素: 首先，傣族具有优秀的文

学传统，印度佛教传入傣族地区丰富了其文学内容和形式，出现了傣族佛经文学，它有别于其他佛经文学，主要原因

是傣族佛经文学获得了傣族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感; 其次，佛经文学借助悲剧艺术震撼力达到传播佛教赕文化并深入

人心的效果; 再者，运用大量具有艺术生命力的寓言故事，傣族人民生活智慧的寓言和格言警句，借助文学的魅力体

现救赎功能又超越道德规训的隐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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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澜沧江流域傣族佛经文学

“世俗化”现象的出现

“世俗化”一词的出现是相对于 “宗教”这

一概念而言的，在十七世纪的欧洲最初是指教堂的

财产变为皇亲国戚们的私人控制的财富和可供其随

意调配的物品。后来，世俗化一词含有教职人回归

世俗社会，或脱离宗教而获得自由。在文学领域出

现世俗化亦是相对于文学里的宗教因素而言。在东

方文学史上，有学者认为 “所谓 ‘世俗化’，既是

相对于第一个文学时代的宗教信仰而言的，既非宗

教化和贫民化”①。如果把傣族文学放在整个东方

文学的背景里考察，它与印度文学、阿拉伯文学、
日本文学等出现世俗化的文学时代既有相同规律同

时也具有自己的独特性。
傣族佛经文学在中国文学领域里独领风骚。傣

族是个跨境而居的民族，境外主要分布在东南亚老

挝、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国家，在中国主

要居住在云南的西南和南部。云南境内的傣族集中

生活在澜沧江流域的西双版纳、景谷、孟连、双

江、耿马等地区和瑞丽江流域的德宏等地区。傣族

喜欢选择依山傍水的坝子居住，精神信仰主要以原

始宗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为主。从公元 4 世纪开

始，佛教逐渐传入，并逐渐被澜沧江、瑞丽江流域

的傣族民众所接受，在印度的贝叶经籍影响下孕育

并萌生出具有地域特点的傣族贝叶文化，它给傣族

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出现了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数量众多的文学作品。到了 14 世纪继明清以

来，傣族地区相继进入封建领主的社会结构，由于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加上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

术传入，生产力得到发展并形成稻作文化，水田农

业和手工业、商业的出现，傣族地区成为了中国西

南地区和东南亚进行贸易的重要交通枢纽，促进傣

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加上傣族民间除

了佛寺收存贝叶文献外，普通家庭也有收集贝叶经

的传统习俗，在傣族重要民俗活动赕佛中就有世俗

众生赕坦献经或赕簿献书的活动。在赕佛这个民俗

活动的影响下，傣族民间诵读经书蔚然成风，这些

社会因素促进了文学繁荣的景象，为傣族文学的创

作提供了物质基础，最明显的特征是傣族文学创作

已经逐渐由信仰时期的创世和英雄史诗向带有市井

意味的世俗化文学过度。这时期，散文、小说大量

涌现，叙事技巧日趋成熟。
综上所述，傣族稻作文化的肥沃土壤和新的佛

教思潮文化空气的交织叠合，傣族的贝叶经文学在

明清时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民众成为文化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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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力量，也成为文学创作与文学欣赏的主体，傣

族佛经文学迎来了世俗化的文学时代。

二、“世俗化”之一: 佛祖形象与傣族文化身份认同

傣族佛经文学世俗化现象首先表现在佛经文学

作品里的傣族文化的身份认同。印度佛经文学与傣

族文化碰撞后，保留了印度佛经故事痕迹用傣族文

化书写的文学，在书写过程中获得了傣族文化身份

认同。傣族 佛 经 故 事 《贝 叶 经》里 的 重 要 作 品

——— 《佛祖巡游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是以

生活在傣族地域文化里的 “佛祖”为主体建构而

成的鸿篇巨作，通过佛祖巡游活动来获得傣族文化

的身份认同感。这个佛祖就在傣族身边，每一寸土

地都有他的脚印，每个山川河流都是他命名的，民

众生活习俗的形成和他的故事息息相关。作品仅仅

在开头部分还存在以印度佛经为蓝本改编的痕迹，

故事开头这样描述:

“佛祖圆满菩提正觉的时代，投胎生成一位少

年，取名叫麻都塔腊珈玛纳瓦，一天，他和相依为

命的母亲随船出海。船队航行到第七天，商船突然

破裂下沉，船上数百名商客全部遇难，麻都塔腊珈

玛纳瓦和母亲在水中拼命挣扎。在危难时刻，麻都

塔腊珈玛纳瓦为了拯救母亲，以极大的毅力，背着

母亲，奋力向岸边游去。他们在海里游了七天七

夜。此刻，一尊在梵天界里的大梵天①看到这对在

海里挣扎的母子，产生了怜悯世间生灵之心，就从

天上下来施法，让少年心中产生要成为普渡众生、
救苦难的佛祖的念头。麻都塔腊珈玛纳瓦感受到了

这突然萌生的念头，背着母亲努力向岸边游去。他

们又游了七天七夜。这时，大海的守护神喃灭哈腊

丢瓦拉帕受到天神的指责，就施法将母子送上岸

边。母子俩脱离危险后，麻都塔腊珈玛纳瓦先向母

亲叩拜，再默默虔诚祈祷: 让我们成为一尊通晓一

切智慧的佛吧，在将来的时代里，让我们去解救世

间众生吧。”②

傣族地区流传的佛祖生平故事，既有佛经文

学的神圣感同时又有具有傣族文化身份认同感，两

者交融并存。它从传入到成为该地区南传上座部佛

教的经典，甚至在傣族民间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

响。为何这部作品会成为经典? 主要是两方面原

因。首先，佛教与傣族文化的有机融合，并借助文

学的特殊功能来宣扬佛教教义，因而佛经文学首先

是文学其次才是佛经文学。《佛祖巡游记》记述了

南传上座部佛教世尊佛祖的前世和今生，通过佛祖

生命里历经的苦难和顿悟过程叙事讲述一代师宗成

长的故事，作品内容丰富，情节曲折，人物形象丰

满，故事感人至深，能触动读者心灵。佛经文学的

特点是既有真实感人的一面同时又充满了神圣感。
德国宗教哲学家鲁道夫曾阐释 “神圣感”为: “是

一个宗教领域特有的解释范畴”③。由于宗教神圣

的内涵通过文学叙事而呈现出具有 “神秘感”的

世俗化故事。鲁道夫曾分析过宗教神秘感这种二元

结构性 质 的 东 西。一 方 面 是 让 读 者 产 生 “畏 惧

感”。这样的畏惧感在文学作品里占据过多会引起

读者心理上的抗拒，甚至会让崇拜者在这个高高在

上的超自然的神秘力量面前产生自惭形秽、卑微渺

小的心里感受。另一方面，“神往感”驱使崇拜者

会在超自然的神秘力量面前顶礼膜拜甚至战战兢兢

或唯唯诺诺。佛经文学的神圣感在流传过程中往往

能起到教育的作用。这适应了在古代法律制度尚未

健全，社会秩序需要依靠宗教道德意识来约束人们

的需求。
《佛祖巡游记》的佛祖是傣族心中的佛祖，既

至高无上又仿佛无处不在。原因是该故事在传入

时，聪敏的傣族人民以本民族文化书写使其获得本

民族的文化认同感。西方学者认为 “文化”是人

类生存的第二空气。在 《佛祖巡游记》里体现了

傣族文化的形成过程中的集体无意识。从表层看，

是佛祖的个人智慧，佛祖巧妙地结合当地的风物山

川，在其巡游过的山川河流和傣族居住的地方都给

其取了山川名称和傣族人们居住的寨、勐等名称，

其实是傣族先民的集体智慧，这些名称体现了先民

们如何适应自然环境生存下来的经验，带有明显的

傣族 文 化 特 征 延 续 至 今。故 事 巧 妙 利 用 佛 祖 的

“巡游”把傣族人民居住的地理环境作了介绍，对

山川地貌地理特征描述得十分详尽，其中值得关注

的是如何给其命名的文化内涵，集中体现了人民的

集体智慧并形成集体无意识。荣格认为，不同时代

和社会的艺术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问题乃是各民族的

各种集体无意识原型观念，人们因其被唤醒这种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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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在心中的集体无意识原型而获得审美愉悦。傣族

地区为何选择依山傍水的地方居住? 为什么命名时

有的是“曼”有的是“勐”，傣族村寨的选址命名

都是傣族先民的智慧结晶，其中可以看到傣族文化

里集体无意识所包含着的傣族先民的生存智慧的原

始意象。诸如傣族文化里的水崇拜意象，竜林意象

等等。
佛教与傣族文化在 《佛祖巡游记》里交融成

一个整体。傣族文化身份认同与佛教的宗教神圣感

在文学作品里具有整合功能和感召力，能使社会的

不同个体、群体或各种社会阶层的人凝聚成一个统

一的整体。这样的整合功能是宗教借助民族文化使

之共同体内唤起一种强烈的仁同意识，将其所信仰

的教义乃至领袖奉为神明，佛教的道德规范对于人

们的行为发挥着强大的约束作用。

三、“世俗化”之二: 赕文化传播与悲剧艺术震撼力

赕是傣族文化的核心内容，既: “行善，布

施，修来世”，赕文化在傣族地区由传入到深入傣

族民众人心，与文学作品的传播有一定关联。例如

《维先达腊》这部文学作品的流传与赕文化的传播

有着一定的作用。故事情节取材于印度佛经 《菩

萨本原经》中的《太子须大擎》，带有印度佛经故

事痕迹，原经书共有十三卷，在贝叶上共有八百多

页，有的版本字数多达一百多万字。体裁有叙事

诗，后来又有根据叙事诗改编而成的长篇传奇小

说。这部作品在傣族佛经文学里具有代表性，它通

过人物形象遭遇厄运和苦难的经历来阐释佛教行为

“赕”的诸多好处。伊格尔顿认为悲剧在人类社会

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作为人类社会之所以

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表征着社会变革和历史转

型。佛教的传入仅仅是僧侣们的说教就能深入人心

吗? 如果没有生动的文学故事和人物遭遇厄运的悲

剧因素的故事，是不能打动人心接受教义的。这部

讲述维先达腊怎样成长为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忠实信

徒故事，作品内容主要为宣扬赕佛思想，感人至深

的不是贯穿其中的宗教道德意识，而是作品里的人

物悲剧命运。故事梗概是:

维先达腊原来是一位召勐，他性格温厚喜爱做

赕，天神变作潘，向他讨要了他的一头能为人间播

雨的白象，他就慷慨赕给他了，接着把马车也赕给

潘。多年后，他把自己的全部家当都赕光了，于是

被人们赶入深山。他的妻子和一对可爱的儿女跟着

他到森林里过着流亡的生活，此刻他一无所有。贪

婪的潘又来了向他索要孩子，维先达腊便狠心将孩

子们赕给了潘。亲眼看着潘用绳子捆着并用鞭抽打

着他们赶着带走，孩子们悲惨的呼叫和哭声撕裂了

他的心，但他克制住自己的内心情感，任潘把他们

带走。在途中孩子们挣脱逃回抱住他的腿乞求时，

他还是任潘把孩子栓走，此刻妻子心碎昏厥过去，

后来他还将妻子也赕给了潘，妻儿们在潘家里做奴

隶忍饥挨饿受尽折磨。他自己在森林里漂泊多年后

感动了天神，最后让他和家人团聚并荣归故里。
整个故事情节最扣人心弦的是主人公的悲剧命

运。悲剧效果超越了宗教的枯燥说教，维先达腊悲

剧命运引发读者的阅读共鸣，人们在阅读过程中激

发了内在情感，达到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这是因

为悲剧能引起读者的恐惧与怜悯之情，悲剧能够借

助于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之情来使人们的灵魂得

到净化和陶冶。主人公维先达腊身上一件接着一件

苦难事件发生，所产生的悲剧效果比单纯说教更深

入人心。从傣族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发生的个人人

生苦难，维先达腊由于赕的行为让他遭受了不应遭

受的厄运。自然引起人们对于他的怜悯之心，但同

时也加强了人们对于赕的行为认识，这是由这个遭

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而引起的。人物形象厄运才

是构成悲剧的重大因素，悲剧中的受难形式往往是

一般观众获得强烈心灵震撼的来源，维先达腊这一

人物形象遭受厄运在悲剧中产生的地位和作用。布

拉德利认为厄运纳入到命运观念的轨道悲剧更具震

撼力。在他看来，悲剧都是偶然的意外事故在起作

用。作品中另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 “潘”是个集

贪婪、狡诈于一身的市井小民形象，由于 “潘”
的阴谋致使维先达腊遭受磨难，先是失去家园带着

家人流亡于森林，再接下来就是失去孩子和妻子，

最后年老病多孤苦一人以致感动上天让他重返家

园。叔本华认为悲剧世俗化是悲剧剧情常常与人类

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它能引发人们对于人类普遍命

运的理解。维先达腊的故事围绕傣族民众自身承受

的痛苦以及如何摆脱这种痛苦展开的，而这一点刚

好吻合了佛教认为人生是痛苦的，人生最大的痛苦

根源在于人的欲望，而人的欲望又是永远不可满足

的渊薮，所以人生的本质是痛苦的，解决人们精神

痛苦的一剂良药———赕，通过赕的行为来达到心理

调节的作用。傣族悲剧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人生痛

苦，使得人们直观到人类的欲望带来的精神痛苦，

悲剧因素在文学作品里表现出的是生活里彼此斗

争，相互摧残，因而维先达腊人生悲剧的结局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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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冲突双方斗争的解决，而是斗争的双方在认识

中对生命意志的否定。《维先达腊》跳出了以前固

定不变的道德架构，变为苦难与精神危机之间更具

活力的关系。通过人物形象的悲剧行动展现苦难正

是为了超越苦难。维先达腊在历经了世间所有磨难

后，才宣扬佛教道德要通过 “赕”的行为才能让

普通人去获得纯净心性，这是人类道德的终极源

泉。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以 《维先达腊》为代表

的佛本生经故事成为傣族文学艺术的启蒙作品。

四、“世俗化”之三: 超越道德规训

的完全世俗化寓言故事

《苏帕雪》收集了傣族的格言、警句、俗语、
箴言以外，最精彩的是生动的寓言故事，这些寓言

故事不仅仅是借助宗教而流行的，它有大量作品呈

现出完全世俗化的民间寓言故事的特征。它绝不是

单纯的说教，皆是通过一个个生动有趣的寓言故

事、断案故事、机智人物故事等的精彩叙述，通过

文学鲜明人物形象的悲欢离合故事告诉人们生活常

识和生活哲理。例如，一个被关的故事、和丘比争

吵的故事、酒的罪孽、维突拉尼梯达、挖银坑……
等等诸多形象生动的世俗故事，没有宣扬宗教道德

和虔诚信仰，或是劝诫人们解脱涅槃，而是很直白

甚至赤裸裸地讲述世人对于物质生活的利益追求和

生活享受。并启示人们生活中处处皆有生存智慧，

因而特别关心交友之道，甚至通过动物之间的关系

反映出傣族村社中的人际关系，指导个人在集体中

如何避害而趋利，如何生存，提倡不轻信和不冒

失，尽量去结交对自己有利的朋友，甚至尽量避开

或讨好有权有势者，提倡弱小群体团结起来共同对

付强敌等观点。从上述故事可以看到，这样的智慧

和世故是从市井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因而具有较强

的生活经验和直观感受，可以说字字珠玑，是饮食

男女们永远值得铭记的生活智慧。在叙事技巧上采

用了民间故事里常用的手法，即大故事里套着小故

事的连串插入式结构，把各种故事环环相套，既错

综复杂又浑然一体，这种形式与印度和阿拉伯民间

故事结构很类似。
从《维先达腊》、 《佛祖巡游记》、 《苏帕雪》

等等傣族佛经文学作品，不仅具有世俗生活的感性

美，大胆想象的神话美、民族文化的器物艺术美，

且在世俗化故事情节叙述中让读者感知佛教的哲理

和神圣美感。哲理常常隐藏在生动形象的世俗化故

事里，在文学世界的生动形象人物的命运和戏剧冲

突中展现人性美。在傣族佛经文学殿堂里，世俗化

的感性生活与佛教的说教交相辉映，以佛的超自然

美映衬一个个感性的生活在世俗空间的人性美，这

就是傣族佛经文学的魅力。它是傣族世代传承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重要内容，亦是傣族民族文化传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傣族社会历史的演进，佛经文

学不仅在其所属的民族中世代传递，而且被不同时

期的人们不断增添新的内容。从傣族佛经文学数量

众多、叙事发达等现象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历史

越悠久，文化积淀就越丰厚。因而，许多传统的佛

经文学形象，例如召树屯、孔雀公主、金瓣莲花、
唯仙达纳、苏帕雪、苏拉翁等，已经成为傣族或傣

族居住地区的文化符号。

Secularization of Buddhist Sutra Literature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 Dai Nationality in the Lancang －Ｒiver Area

CHEN Meng － yun
( School of Transmission，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Kunming 650221，China)

Abstract: Buddhist Sutra literature of the Dai nationality originated from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utras in India and it is rich in con-
tent，diversified in style and skillful in narrative． The secularization of such Buddhist Sutra literature helps people understand its artis-
tic value． The emergence of this kind of literature has the following causes: Firstly，the Dai nationality has an excellent literary tradi-
tion．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Buddhist Sutras from India，the contents and styles of the original Dai literature got enriched and then
formed its own style in the Dai － inhabited area． Buddhist Sutra literature differs from other kinds of Buddhist Sutra literature because
Dai literature has its own cultural identity and sense of belonging． Secondly，the combination between Sutra literature and the art of
tragedy has great power in spreading Buddhism． Thirdly，fable stories with great artistic vitality，parables and aphorisms with Dai' s
wisdom render Dai literature some strong redemption function and richer value than moral instruction．
Key words: Lancang － Ｒive area; Buddhist Sutra literature; Dai literature; sec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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