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今昔物语集（全两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今昔物语集（全两册）>>

13位ISBN编号：9787020065219

10位ISBN编号：702006521X

出版时间：2008-4

出版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张龙妹　校注；北京编译社　译

页数：全两册

字数：1023000

译者：北京编译社 译,张龙妹 校注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今昔物语集（全两册）>>

内容概要

《今昔物语集》是日本平安朝末期的民间传说故事集，共三十一卷。
因每卷开头皆有“今昔”之字，故书名称“今昔物语集”。
内容包括佛教故事与世俗故事，前者系说明佛教信仰之功德与因果报应之思想，后者则叙述历史人物
之逸事与孝子、烈妇等道德故事。
此外，尚有文艺爱情、生灵、怪物、狐狸、仙人、盗贼等各种传奇故事。
每一则故事皆含有通俗处世教训之寓言。
    此物语系相对于当时广泛流传有关贵族社会生活之物语及正统王朝文学之日记类而撰，故为了解当
时逐渐抬头的武士与庶民生活、思想之重要资料，且为后世镰仓时代之宇治拾遗物语与古今著闻集等
说话文学之创作源泉。
《今昔物语集》对于后世文学之流传，具有极重要之地位，若以其集说话文学之大成的性质而言，则
更具世界文学之价值，故被视为文学素材之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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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卷十一　本朝佛法　　第一篇　圣德太子始于本朝传播佛法　　从前，本朝有位圣人叫作圣德太
子。
是用明天皇尚为亲王时所生的王子，母亲是穴穗部真人的女儿。
这一天，母夫人忽然得了一梦。
见一个金色的和尚对她说道：“我有救世誓愿，想暂投夫人腹中！
”母夫人问道：“你是何人？
”和尚回答说：“我乃是救世菩萨，家住西方。
”母夫人闻言便道：“我腹中污秽不净，大师为何要来投胎？
”这时，只听和尚说了句：“我不嫌污秽。
”便纵身跳进她的口中。
母夫人顿时梦醒，只觉有件东西噎住了她的喉咙，从此便身怀有孕。
　　不久，用明天皇之兄敏达天皇即位那年的正月初一，母夫人正在宫中漫步，走到马厩门口便生下
了这位太子。
当宫女把太子抱进寝殿时，忽然闪出一道金光，照得满殿通明，太子的身上同时也放出了一种异香。
降生后刚满四个月，就像大人般地谈吐自如。
翌年二月十五日，一清早，就见他面向东方合掌朝拜，口里还念诵着南无阿弥陀佛。
　　太子六岁时，有位僧人从百济国携来了经论，太子奏请准予阅览，天皇不禁大惊，当即询问缘由
。
太子回奏道：“我从前在汉国时，曾南岳修行佛道多年，现转生至此，还想阅览佛经。
”天皇闻言颔首应允。
太子焚香已毕，打开经论，读罢奏道：“每月的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和三十这六天，
叫作六斋日，是梵天帝释视察阎浮提观政的日子，全国应该一律禁止杀生。
”天皇听罢，立即准奏，于是传旨命全国每逢斋日一律要禁止杀生。
　　在太子八岁这年的冬天，从新罗国传来了佛像。
太子见佛像后奏道：“这就是西方圣人释迦如来之像。
”后来，从百济国又来了一位名叫日的僧人，身体发光。
太子穿上一件褴褛的衣裳，混在下等侍童中间，同往难波的馆舍去看望日罗僧。
日罗僧指着太子露出惊异的神，太子见此便忙想脱身而去，不想，日罗僧却向太子屈膝跪倒，合掌念
道：“敬礼救世观世音，传灯东方粟散王！
”念到这里，日罗僧的身上突然放射白光，同时，从太子眉宇之间也放出来一道和太阳一样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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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今昔物语集(本朝部插图本)(上下)》对于后世文学之流传，具有极重要之地位，若以其集说话
文学之大成的性质而言，则更具世界文学之价值，故被视为文学素材之宝库。
此物语系相对于当时广泛流传有关贵族社会生活之物语及正统王朝文学之日记类而撰，故为了解当时
逐渐抬头的武士与庶民生活、思想之重要资料，且为后世镰仓时代之宇治拾遗物语与古今著闻集等说
话文学之创作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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