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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艺术和宗教在人类的表达中是不同的范畴，各自以独立的方式存在并发展——但是它们也互相影响。
宗教需求在哪一点上、怎样开始影响艺术实践?艺术形式在何时、怎样变成宗教实践的重要手段?审美
因素——工艺的精美、材质的精良、比例的协调——在何时、怎样获得宗教意义?艺人或是工匠如何表
达深奥的宗教理念?诠释这类问题在研究中国佛教艺术的过程中普遍适用，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王静芬的《中国石碑》一书为探究这类问题建立了坚实的平台。
例如，她指出中国竖立纪念性石碑的习俗远早于佛教的传入。
她追踪了佛教思想上的变化，从集中于个人禅修转移到怜悯一切众生，这使得宗教图像、象征符号发
生了根本的变化。
她证明了这一思想体系从外来到中国如何逐渐适应本土习俗。
最重要的是，她描述了心灵手巧的艺人的创造性，他们大大地丰富了佛教艺术的外来风格，帮助这一
信仰如此深刻地渗透进入这个庞大国家的群体意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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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静芬(Dorothy
C．Wong)，现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艺术系副教授，她专攻中国中古时期的佛教艺术，从事宗教与社
会关系以及宗教文本与视觉表现之间的关系等艺术史课题的研究。
除本书外，她还著有《法隆寺再思》(HOryOjiReconsidered)一书(任主编并有论文发表，2008年)，并发
表多篇与佛教艺术有关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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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四和五世纪，大批离散的佛教社团有：（1）由佛图澄及其弟子道安在河北邺城建
立的佛教中心，于公元351年随着后赵政权的覆亡而瓦解；（2）道安领导的襄阳（湖北）佛教社团被
解散，因公元379年左右东晋和前秦军队在此出战；（3）在道安和鸠摩罗什的主持下，后秦都城长安
的佛经译场非常活跃。
道安是这三处佛教中心的领袖人物，他很有远见，为了确保佛教的存在和发展，将其追随者派遣到远
离中心的地区进行传教。
道安、慧远谱系中至少有三名信徒在四川进行持续不变的传教活动，无疑他们对这地区佛教的特性深
有影响。
这些僧人中第一位是法和。
在邺城陷落的混乱中，道安带领约四百人南渡黄河。
从公元365至379年，在居留襄阳期间，他分派许多信徒到全国各处宣传佛教。
他遣送法和到成都，提及“山水可以修闲”。
到达成都后，法和很快赢得当地有识之士的尊重。
后来他又和道安在长安会合，从379年开始在长安主持佛经译场。
第二位僧人是慧远之弟慧持。
兄弟俩由350到375年都是襄阳佛教团体的成员，也受教于道安。
慧远成为道安在般若学教义方面最有才华的弟子。
当襄阳的佛教社团在379年解散时，兄弟俩和他们的信徒南下，最终在江西庐山安顿下来。
慧远在此创立了著名的白莲社，以阿弥陀佛为崇拜对象。
兄弟俩的学识为他们赢得了南方朝廷和贵族的尊敬。
16公元399年，慧持前往四川进行传教工作，因为他听闻四川是繁华之地，而且他想要游览峨眉山。
峨眉山在那时候是重要的道教圣地，仙人之土；它后来也成为佛教圣地。
慧持在龙渊寺居住讲经，吸引了大批信徒。
他和益州的地方长官交好，成为当地宗教界的重要人物，并在四川居留，直至412年圆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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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石碑:一种象征形式在佛教传入之前与之后的运用》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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