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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5年，一位名叫彼得·辛格的哲学家出版了一本有关动物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以及人与动物关
系的书，书名是《动物解放》。
这本书的出版不但在伦理学、哲学和其他领域激起波澜，而且引发了意义深远的社会运动。
　　人与动物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世界上不同文明和宗教各有其对动物的思考。
在现代社会，由于人口数量的大幅增长，也由于工厂式密集饲养动物，以及在科学实验中广泛使用动
物和把动物用作娱乐工具等现象的出现，人与动物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要求人们对人与动物关系问题做出新的思考。
《动物解放》就是这一思考的一个结果。
而它之所以引人注意和特具影响力，就在于它第一次系统地从伦理的角度，有力地揭示出人对动物的
剥削关系，指明人类的“物种歧视”偏见对动物造成的持久伤害。
他的书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具有某种深刻的道德含义；而动物的活法，动物的
命运，与人类对待动物的态度密切相关。
　　从那以后，关于人与动物关系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
在彼得·辛格的功利主义伦理学之外，又出现了动物权利理论和动物福利理论；在世俗的动物福利和
动物权利考量之外，又有神学的动物福利和权利理论。
在这个主题下面，人们不仅重新探究和诠释传统；并对以往支配我们行为的道德、法律和文化理念进
行反思。
新的思考促成了新的观念和态度，并影响行为，引发社会运动、制度变革和新的生活方式。
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业已对人类的道德和生活世界产生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就是这一历程的一部分：它反映这一历程，同时也参与了这一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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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代中国人如何看待自然？
如何应对自然万物？
这乃是中国传统智慧中最丰富、迷人的部分。
中国人的动物观就孕育其中。
    了解古代中国人的动物观，须要拓宽视界，不但要走出“轴心时代”而进入纯真的远古，而且要超
越“制度性宗教”而深入神仙鬼怪活跃其中的民间信仰，更要摆脱汉族中心主义的藩篱，去亲近其他
民族的文化和宗教传统。
    这是一个伟大的渊源久远的传统，也是一个在急速的现代化过程中几乎被我们遗弃和忘却的传统。
重拾这一传统，发掘它在现代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正是我们今天须要完成的最急迫的一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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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 悲悯与护生：佛道传统中人与动物　　一、佛教的护生理念与实践　　佛教不是中国本土
宗教，但它在西汉末年从印度传入中国之后，逐渐适应中国社会的环境，与中国本土思想结合，进而
深刻地影响了道教、儒家乃至民俗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而佛教的护生思想则　　佛教慈悲救度的观念从一开始就不局限于人类的疾苦，而是将动物与人平等
相待，这是佛教与世界上其他主要宗教相比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
在释迦牟尼佛为太子时，一次他在树下见农夫犁土，掘出蚯蚓，鸟儿飞来啄食，引起他对众生互相残
杀，弱肉强食的悲思。
　　据佛经记载，释迦牟尼佛过去生为菩萨的时候，遇见一只老鹰正在追赶一只鸽子，鸽子见到菩萨
，就投身避难。
鹰对菩萨说你想要救鸽子，为什么要让我饥饿？
菩萨问鹰：“你要吃什么？
”鹰回答说要吃肉，菩萨就用刀割自己胳膊的肉来补偿它。
鹰要求割下来的肉应该与鸽子的　　重量相等。
可是菩萨虽然割了许多肉，却总是比不上鸽子的重量，最后菩萨纵身跳进割肉的秤盘中，要以全部的
生命来换回鸽子生命。
这时，鹰问菩萨是否后悔？
菩萨回答说：“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悔恨，如果这话真实不虚，愿令我的身肉恢复如故！
”誓愿刚发，身体就立刻恢复如故。
　　这时，鹰变成了天帝的身体，在空中不停地礼拜赞叹。
类似的感人故事还有众所周知的舍身饲虎等等，这些经典内容经过长期不断地宣传，让佛教徒生发出
悲悯动物的情感，塑造了佛教保护动物的独特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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