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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疆，与缅甸、老挝、泰国、越南、柬埔寨、斯里兰卡等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
的东南亚、南亚国家毗邻，是亚洲“贝叶文化圈”的一个组成部分。
2006年4月，由云南大学和云南省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二届全国贝叶文化研讨会”在西双版
纳州景洪市召开，参会的专家学者们就贝叶文化展开了广泛的研讨。
这说明现在贝叶文化的学术价值在国内社科领域进一步获得了肯定，其社会价值和影响在进一步扩大
。
　　《贝叶文化与民族社会发展》这部书作为《贝叶文化论集》第二卷，从原先第一卷时较为单一的
，带有考古、考证、一般知识介绍性的研究，到现在能够结合当前民族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几大
板块的专门研究，并且探讨如何吸收贝叶文化的精髓，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促进国家和谐社会构
建等问题，使得贝叶文化的研究内容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把贝叶文化的研究层次提升了，把贝叶文化
的研究搞活了。
　　贝叶文化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巴利语系南传佛教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过去，我们对佛教的研究大都是“就佛教论佛教”，主要关注佛教的历史、传播、流派、组织、经典
等问题，没有跳出“照相式地对佛教的躯壳外表进行描述”的模式，而对于佛教文化的精神和内涵这
一核心问题，却很少有人真正碰触，除了巴利语系南传佛教外，世界其他佛教流派也有着同样的问题
。
现在，随着时代的演进和变化以及社会科学研究思路的不断开阔，研究者更加解放思想，逐渐敢于接
触佛教的核心部分。
贝叶文化就是通过记载在贝叶上的巴利语系南传佛教经典，了解它的主张、哲理和内涵这些南传佛教
最核心的部分，这比僧团制度、寺院管理这些问题重要得多。
让佛教的核心部分逐渐被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超脱现在蒙在佛教身上的玄学、神秘的外壳，能够了
解佛学真正的内涵和精神，这应该是贝叶文化今后研究的一个出发点和最终的落脚点，也是我们这一
代学者身上肩负的一项光荣事业，意义深远。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贝叶文化与民族社会发展-第二届全�>>

内容概要

贝叶文化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巴利语系南传佛教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随着时代的演进和变化以及社会科学研究思路的不断开阔，研究者更加解放思想，逐渐敢于接触佛教
的核心部分。
贝叶文化就是通过记载在贝叶上的巴利语系南传佛教经典，了它的主张、哲理和内涵这些南传佛教最
核心的部分，这比僧团制度、寺院管理这些问题重要得多。
    贝叶文化这一国际性的文化形态和现象正日益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关注的一个新领域。
它内涵丰富，具有国际性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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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社会群体集团与文化传承双向促进　　傣族的社会群体集团本质上属于社会组织的范畴，只
不过它相对于严格含义上的组织而言有其特殊的特征。
文化传承与社会组织结构之间自始至终存在着一种互相支撑的动态平衡关系。
因为群体集团是由个体社会成员组成的，文化传承可以解构为社会的个体成员之间的文化信息传递，
在这一过程中，每个参与信息传递的个体总是归属于一定的社会群体，这种组织结构的完备和严密程
度往往会通过个体在传承的强度上、方式上得以表现。
①比如，傣族地区通过“拜老庚”结拜，扩大了家庭的外围关系，并且建立起一定的经济集团。
通过这种联系生发的和谐的社会秩序反过来会加强个体成员的信任感和认同感，最终又影响着文化的
传递与传承。
　　2．社会群体集团文化传承的稳定性由于社会群体集团在形成的过程中，也伴随着每个群体集团
约定俗成的规范的产生，这种规范基于群体之间共同的心理和认同意识，因此它是稳定的、不可轻易
更改的。
这种规范内含着共同理想、共同信仰、社会道德、社会交往、生产技能等文化的传承内容，这种文化
的传承在这个群体集团内部是稳定的。
从这一点上说，它有助于文化传承的稳定性。
如在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傣族地区，在祭仪和传习中具有明显的性别集团特征，在宗教仪式主持、
宗教事务管理以及寺庙文化传承中，凡涉及宗教实质性要素的时候，都由男子承担这些角色，女子没
有任何传习的机会。
这一方面是父权制观念的产物；另一方面，在傣族的传统农耕中，除了扶犁和分配水源等少数几项活
动外，其他大部分农事活动妇女均可承担，管家理财也是妇女的事，这样，男子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和
精力进行寺庙文化的传习。
过去傣族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化知识甚至社会历史、天文历算、文学艺术、医学知识等都能在寺庙文化
中习得，从而使男子集团稳定地一代一代地传承着傣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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