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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阐述了南传佛教对云南傣族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事实。
先从宏观着眼，介绍了南传佛教及云南傣族的历史、地理、社会、原始文化等基本状况。
考索了南传佛教传入德宏的路线、时间、方式，探究了西双版纳傣族统治者乃至全民信奉佛教的社会
文化原因；接着介绍了西双版纳佛教的寺庙、戒律、管理、经济、节庆、礼仪、佛事活动、佛教徒的
日常生活状况等，勾勒出一幅西双版纳佛教的全景图；之后从社会伦理道德、法律、文字、建筑、绘
画、习俗、医学、天文历法等多个方面，论述了佛教对西双版纳傣族文化的全面影响，说明佛教促进
了傣族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在“化傣族”的过程中适应傣族社会而被“傣族化”。
        总之，本书全面论述了西双版纳地区南传佛教的历史、现状，填补了中国佛教史研究的空白，具
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平，又具可读性，可以作为西双版纳佛教文化的导游书，对于正确认识和
管理云南上座部佛教，对于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具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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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之清，1971年9月生，云南禄丰人。
现为云南师范大学哲学系教师。
云南师范大学政治学（法学）学士，于2001年8月——2006年7月，分别在云南民族大学、四川大学获
哲学硕士、博士学位；先后师从张桥贵教授、陈兵教授；专业为“中国佛教”，研究方向是“南传上
座部佛教”，近年从事“云南傣族社会与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研究、有《小乘佛教与云南傣族》、《
论傣族奘房教育与回族经堂教育的异同》、《论民族体育的宗教渊源》、《原始宗教图腾论》、《原
始宗教与生态环保》等论文在《宗教学》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发表；参与国家重大课题《云南边疆民
族地区宗教问题的性质、特点、发展趋势及其对策研究》的研究；正主持“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研究
”、“南传上座部佛教与云南傣族社会互动发展研究”、“云南傣族社会伦理学研究”等课题；参与
由伍雄武教授主持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之“傣族、布朗族哲学思想史”的编写工作；已出
版专著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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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引论　　第一节　南传上座部佛教　　一、小乘佛教　　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南传
和北传两大派系。
南传派系在亚洲南部，包括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和我国云南的傣族地区，这一支属
于上座部佛教，俗称小乘佛教。
南传佛教的范围，是指盛行南传上座部佛法的国家和地区，内容属于早期斯里兰卡大寺派的传承，而
斯里兰卡的大寺派又出自于上座部“分别说系”的“铜牒部”。
佛教传人东南亚最早的说法，是始于阿育王时派遣传教师须那与郁多罗二位长老往金地弘法。
公元前247年顷，摩西佗长老前往斯里兰卡传教，佛教发展迅速，两百多年后教团统一于大寺。
至公元前29—17年，教团分裂为大寺派与无畏山寺派，两派佛教形成对抗达十个世纪之久。
大寺派坚持上座部佛教的传统精神，无畏山派则采取开明的态度。
公元430年，觉音论师在斯里兰卡大寺注释三藏完成，奠定了大寺派复兴的基础，形成今天流传的南传
佛教。
　　人生在世，就要面对存在及与存在的无常无我的特性，佛陀发现这个真理后就教导人类应该客观
认识身心和身心呈现的无常本质。
弄清这一点，整个心理的错误认识就会自动消失，随之会用新的眼光看世界，不会拒绝世间存在的呈
现，也不再拒绝存在之普遍性的现象，并如实去观察世界。
于是，人就不再悲伤，身心处于寂静，指向涅槃。
人从此不会再认为世间存在是永恒的，他如实地生活但不再迷恋尘世，因为错误的认知已经结束，完
成这一转变的人就是“阿罗汉”。
要取得这一成就，必须进行以戒律、禅定为基础的内观禅训练。
在上座部佛教中，道德被认为是根本教义是否能成功实行的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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