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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的文学原型意义 

作者：侯传文 [2001-8-27 10:39:52] 

        佛经是东方文学的一个象征渊源和原型库，因而对其进行原型分析是大有可为的。

荣格和弗莱等人的原型批评理论主要基于对西方文学传统的研究考察，他们是站在欧洲中心

论的立场上以特定的文化视野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的，而对于更丰富、更广阔、更加源远流

长的东方文化和文学所知甚少，间或涉及也多是无知妄说，难免偏谬。这样建立起来的“文

学人类学”〔1〕当然是有缺陷的。实际上，  原型批评是对于文学的一种文化批评，其理

论方法和对象都与一定的文化传统相联系，因而不同的文化传统就应该有不同的原型系统。

弗莱标榜他的原型批评是像物理学、天文学、化学和生物学一样的科学，然而只根据一种文

学传统建立起来的文学理论，充其量只能算作一种假说，是否科学，还有待于其他文化系统

的检验。即使假定它是科学的，也需要其他文化系统的材料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弗莱在创建

和阐述其原型批评理论时曾广泛借助于《圣经》，将其视为“西方传统中未经置换变形的神

话的主要来源”而着重研究。〔2〕实际上，佛经无论在古老程度、  规模容量以及影响的

范围和深度方面都不亚于《圣经》。如果说《圣经》是全面了解西方文学的必要基础，那

么，也可以说佛经是全面了解东方文学的重要前提。因为产生于南亚又在东亚、东南亚和中

亚一带广泛流传的佛教，在东方诸文化之间起了沟通和整合作用，作为佛教文化主要载体的

佛经便成为东方文学的一个原型库。本文以原型批评方法来研究佛经，旨在挖掘佛经中蕴藏

的丰富的文学原型，进一步揭示佛经的文学价值及其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并通过佛经文

学与原型批评理论的互相阐发，丰富和发展原型批评。 

                        一、模式的探讨 

        原型批评的显著特色是对文学的宏观分析和整体观照，其具体成果是从文学史上林

林总总的文学现象中归纳出几种原型模式。弗莱在这方面用功最多，成就也最大，他所概括

的一些原型模式在佛经文学中既有对应，也有差异，值得进行比较研究。 

        其一是死亡—复活的原型模式，特点是将英雄神话原型扩展为一种普遍的生—死—

复活的循环模式。〔3〕在佛经文学中，  与这种生死复活模式比较接近而又分量相当、地

位相称、具有可比性的是轮回转生模式。轮回转生理论认为人有前生、今生和来生，其间生

命主体不断生死流转。这种理论与业报理论相结合而形成业报轮回思想，由生命主体生生世

世所作的善恶不同的各种业力，决定其转生的不同档次，从地狱饿鬼、动物、人类到天堂神

仙，无一不受业报轮回的制约，在宇宙中生生死死流转不息。佛经文学中的主角佛陀是经过

无数次的轮回而生为释迦牟尼的，《佛本生经》便描写了他五百多次转生的故事。佛的弟子

们也都有自己的前生后世，佛祖说法中时常点出某一角色是某位弟子的前身或预言某弟子的

来生前途，《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则集中讲述他们的前生故事。轮回转生观念在印度源

远流长，而且通过佛教的传播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各民族所普遍接受。轮回转生与生死复活

模式有相同之处，如同样基于对死亡的恐惧和超越的集体无意识心理等。但二者也具有明显

的差异。其一是不同的原型特征。生死复活模式的个体具有不变性，而轮回转生是在不同的



生命个体之间进行的。其二是不同的伦理内容。二者都表现了对人类死亡悲剧的象征性超越

的生命意识，但轮回转生与众生平等和善恶报应等伦理观念紧密联系，表现了对和谐的自然

和社会秩序的追求。其三是不同的象征渊源。与生死复活模式基于自然节律不同，轮回转生

的象征渊源更为深广，也更扑朔迷离。学者大都认为轮回转生观念源自非雅利安的印度土族

文化，可以上追到公元前三千年前的古印度河文明。但由于古印度河文明的文字还未破译成

功，因此难以找到确凿的文字材料和可靠的神话阐释，只能根据蛛丝马迹来推测和想象。如

有人从图腾崇拜中寻找其象征之源；有人从宇宙演化中探索其想象基础。〔4  〕也许二者

的结合才形成了轮回转生的神话原型，因为轮回转生中既有和图腾相关的人类与动物之间的

亲缘关系，又有时间无限循环不息的宇宙意识。 

        其二是文学类别模式。弗莱以主人公的能力大小及与他人和环境的关系为依据，将

文学作品划分为神话、传奇、史诗悲剧、现实主义和讽刺五种基本类型。〔5〕在佛经文学

中，  这五种模式都可以找到对应的人物和作品。如被神化的佛祖如来和诸大菩萨属于在种

类上高于他人和环境的神，他们神通广大，超越任何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自在变化，任意而

为。佛经——尤其是大乘佛经——实际就是以佛和菩萨为主人公的系列故事。作为教主和导

师的释迦牟尼佛和他的一些著名大弟子则属于传奇主人公。释迦太子的出生与众不同，有许

多异兆和奇迹，构成佛经中十二分教（或九分教）之一的“未曾有”或“希有法”。他的出

家、求道、悟道和传教过程都具有传奇性。他的一些大弟子或者有不平常的经历，或者具有

非凡神通，也都富有传奇色彩。释迦牟尼和他的大弟子在程度上高于他人和环境，行动卓越

非凡，但他们是人而不是神，因而以他们为主人公的早期佛经，大部分属于传奇作品。佛经

中也有一些属于“高贵的模仿”的作品，主人公或者是佛弟子，为佛教事业鞠躬尽瘁，或者

是佛陀前世转生的人物，行善立德，舍身求法。如《太子须达拿经》中的须达拿坚持信念不

惜施舍一切；《贤愚经》中的尸毗王割下自己身上的肉来换取一只鸽子的生命。这都属于佛

教提倡的高尚行为。有些写实性较强的作品可归入“低贱的模仿”之列，主人公大都是来自

现实生活的普通人或佛的一般弟子，具备七情六欲，常有错误过失，是那种既不高于他人、

也不高于环境的平常人。如《中阿含》中的《赖吒和罗经》中的主人公就是一个普通僧人，

他先要求出家，父母不同意，他便不吃不喝，父母只好任其出家，没有任何神奇高贵之处。

一些律经中常有关于戒律制定缘由和过程的故事，一般是有的僧人犯了过错，佛陀因此订立

规章作为惩戒。至于主人公在智力和能力方面都低于常人的讽刺性作品，在佛经文学中也不

少见。佛教强调智慧的作用，因而常以愚痴为讽刺对象。如《百喻经》（又译《痴华蔓》）

便是一部专讲愚人故事的作品，收集了近百个小故事。另外，《贤愚经》、《佛本生经》等

佛典中也有许多讽刺性作品，有的讽刺不明事理的愚人，有的讽刺贪财吝啬的商人，有的讽

刺忘恩负义的小人。弗莱总结的五种文学类别模式具有普遍意义，但他以五种模式的依次更

替来解释文学发展过程却显得牵强。从佛经这一文学现象便可以看出这种模式存在的问题。

如果把佛经看作一个时代产生的一部作品，其中便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物模式，不存在循环

问题。如果着眼于佛经产生的历时性，将它看成是历经千年不同时代的产物，有一个发展变

化的过程，那么这一过程与弗莱的循环模式也相去甚远。早期的阿含类佛经写实性最强，基

本上忠实地记录了释迦牟尼传教说法的真实情况和佛教僧团发展的状况。数百年后产生的大

乘佛经才开始神化佛陀，创造神通广大的菩萨形象和有关他们的神话故事。佛陀形象经由原

始佛教、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的不断创造，逐渐被神化。而弗莱的五种模式却打破了这种创

造的历时性。另外文学类别以主人公能力大小为基础划分也有问题，如佛陀在佛经中具有不

同的身份，他是经过无数次轮回而生为释迦王族的太子，他是经过长期出家求道修行圆满而

得道的觉悟者，他是创建僧团游行教化的沙门导师教主世尊，他又是全智大慈大悲的救世

主。因此关于他的故事就不能只属于一种类型。 

        第三是关于文学的意义和叙述的辩证模式。弗莱认为文学中存在着两种基本的叙述



运动，一是自然秩序之内的循环运动，二是自然秩序和启示世界之间的辩证运动。自然循环

的上一半是传奇和天真类比的世界，下一半是现实主义（反讽）和经验类比的世界。由此可

以得出四种主要的叙述运动类型，即传奇中的上下运动和经验中的上下运动。向下是悲剧型

运动，向上是喜剧型运动。这样就有了四种文学叙述的基本要素，弗莱称之为叙述程式或类

属情节〔6〕。  其叙述程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可以用这样一个循环运动图示来表现： 

                                ←传奇（浪漫主义） 

                愿望：（天真类比的世界、理想的境界） 

            悲剧↓                                                    ↑喜剧 

            焦虑：（经验类比的世界、非理想的境界） 

                                反讽（现实主义）→在佛经文学中，这种辩证模式有普

遍性的表现。四种基本途述程式完全具备。属于传奇式叙述的有关于33天的天界故事，有关

于佛国净土庄严殊胜的描绘，还有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讲述等等。相对的反讽和现实主义的

叙述有关于地狱的故事，有对现实苦难和不幸的描绘，还有关于未来世界劫难的讲述。有些

作品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佛教初创时期的社会现实，真实描写了僧侣们出家前后的生活，也属

此类。向下运动的悲剧性叙述有关于佛陀灭度的故事，如属于小乘佛典的长阿含中的《游行

经》和属于大乘佛典的《大般泥洹经》等都是描写释迦牟尼寂灭涅ｐáｎ＠①的作品。另外

还有关于人生无常、盛者必衰的故事等皆属此类。向上运动的喜剧性叙述有大量的善有善报

的故事，有历经磨难最终团圆的故事等等。由四种基本程式的辩证运动而形成的混合型叙述

模式在佛经文学中也大量存在。如许多结局美好的神话故事都属于喜剧性传奇，许多舍身求

法的神话和民间故事都可以看作悲剧性传奇，许多愚人故事属于反讽式喜剧，大量恶有恶报

的故事可以看作悲剧式反讽。坚实的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分析学的理论基础使原型批评具有广

泛的适用性；而佛经的神话特征、传播构成和包罗万象的巨大容量，使它能够接受各种批评

方式和文学理论的解剖。 

                        二、母题的研究 

        原型与母题的关系比较复杂。母题是19世纪以来民间故事和神话学研究的主要范

畴。到本世纪初，故事母题研究成为一门成熟的显学，而且超越了民间故事和神话的范围，

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母题研究也是原型批评理论的来源和基础之一

〔7〕。  但原型和母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只是在作为文学叙述的基本结构形式、基

本构成因素和交际单位方面有所交叉。一些宏观的原型模式和大量微观的原型意象都不能看

作母题；一些以取材改编和流传影响为基础的题材类同型的母题，以及由于故事的主题或结

构相似而形成的故事类型意义上的母题，一般不具有原型意义。只有那种具有叙述代码性质

的原型和那些具有神话象征渊源和广泛交际性的母题的结合，才能构成“原型母题”

〔8〕。原型母题首先要具有古老的神话象征渊源，  即与人类的原始仪式和亘古之梦相联

系。其次是作为叙述代码，它具有很强的伸缩性，大可以接近叙述模式，小可以近似具体意

象。在作品中它可以大于故事，即一个原型母题可以涵盖许多故事；也可以小于故事，即一

个故事中可以含有若干原型母题。其三是具有广泛的交际性，在空间上它超越民族国家甚至

文化圈；在时间上它跨越不同时代，具有长期延续性，而且不因具体时代的文学潮流和时尚

而改变。这也体现了原型批评的文学人类学特点。 

        原型批评家们在西方文学中挖掘出的一些常见的原型母题，在佛经文学中也大都有

所表现，只是在具体内涵和表现形式上有些差异。比如西方文学中常见的“拯救”母题，在

佛经文学中有大量的关于佛和菩萨救苦救难的故事来表现。而且拯救母题中所包含的救世与

救人的双重意义在“救苦救难”母题中也有对应。但是二者也存在差异。拯救母题一般与审

判相联系，体现了正义和公正；救苦救难母题一般与慈悲相联系，体现的是悲悯与仁爱。类



似的情况还有牺牲、殉道、启悟、漫游、历险、堕落、探求等等。佛经中具有原型意义的母

题很多，这里仅就因缘果报、神变斗法、出家求道三种略作讨论。 

        因缘果报（相依缘起）是佛教的基本思想和核心问题之一，所谓“因缘”或“缘

起”是指一切事物有赖他事物而生成、存在，其经典说法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

作为佛教哲学的缘起论，它主要解释宇宙生成演化和说明诸法性空的本质。然而原始佛教和

早期佛经主要关注人生问题，对因缘的阐述也主要在人生层面进行。所谓“十二因缘”即无

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是人的生命之流循环不已的十

二个相继而生的阶段。所谓“果报”又称业报，是在自然事物的因果律中加入了人的行为因

素。业即造作，是人的行语意等运作而产生的能量。每人所作的善恶之业作为因，总会得到

应有的报作为果。而且这种因果关系具有“已作不失，未作不得”的绝对性。果报与因缘相

结合，共同构成一种关于人生道德伦理的因果关系。佛经以大量的故事来表现，从而成为佛

经文学的基本主题。而且，其更古老的神话渊源和作为文学叙述代码的深远影响，使其具有

原型母题性质。因缘果报母题在文学作品中有多种表现和多方面的意义。其一，解释说明人

际关系。人际关系的延续性构成因缘果报母题的基础，前世的亲仇爱恨会延续到今生和来

世，而且由于恩恩相还和怨怨相报还会不断加强。佛经中常常讲到佛陀与其弟子、亲人和敌

人的前世因缘。后世文学创作中，因缘母题常常与爱情题材相联系，要么是重续前缘，要么

是来生再聚。其三，强调善恶报应。善恶有报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宗教伦理观念，它基于人类

共同的对自然和社会的有序性心理期待。尽管各种宗教关于善恶的所指不尽相同，但都主张

赏善罚恶。佛教的赏善罚恶没有执法者，全由个人的“业力”依因果律自然进行，从而与因

缘母题合二为一。 

        “神变斗法”是佛教神话中最具魅力的拿手好戏。神变即神通变化，是佛、菩萨及

罗汉们的看家本领；斗法是指具备变化神通的敌对双方通过比试神变来制服对方，决定胜

负。这实际是将一般人的肉搏以及智者的舌辩等提高到神话层面。神变斗法在佛经文学中有

许多精彩的表现。如《贤愚因缘经》中须达长者为佛买花园建精舍的故事，《根本说一切有

部毗奈耶药事》卷九中如来世尊降服龙王的故事，都有神变斗法的描写。《佛说菩萨本行

经》卷中也有一个佛陀降服恶龙的故事，其中也有精彩的斗法描述。这两则佛陀降龙的描述

与舍利弗斗劳度差不仅神变斗法的母题相同，而且如来和舍利弗制服对手的方法也一样，肯

定是一家先出，另一家抄袭模仿。根据成书时间和神话逻辑，应该是如来降龙故事在前

〔9〕。此类神变斗法故事在佛经中比比皆是，  由此形成一类故事母题。这种母题在后世

神话传奇小说中最为常见，敦煌变文中的《降魔变文》和《破魔变文》直接取材于舍利弗与

劳度差斗法的故事。著名神话传奇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的神通变化，以及他先与杨二郎

斗法、后在西行途中与各种妖魔斗法的故事都是佛经中神变斗法母题的再现。〔10〕这种神

变斗法母题在神话小说中是神通幻力和仙法道术的赌赛，到武侠小说中被置换成内力武功和

剑法拳术的比拼，到现代战争和警匪文学中，则进一步置换成枪法战术的较量。 

        “出家求道”中的“求道”是一个普通语汇，包含各种学习修养，泛指一切知识追

求。“出家”却不是一般的离开家庭，而是一种求道的方式，又称为“舍家”、“无家”、

“出离”等。“出家求道”有特定的文化背景和宗教内涵。作为文化现象，出家求道主要源

于印度。这种现象在印度源远流长，在古印度河文明时代已经存在，并影响了后来的雅利安

人，出现了一些远离社会人群的修道士仙人，他们大都出身婆罗门阶层，是婆罗门教的基

础。然而正宗的出家人主要指与雅利安人的正统婆罗门教相对抗的“沙门”。他们舍弃家

庭，脱离世俗生活，专心学道，追求解脱，建立僧团，游行教化，不聚财物，以乞食为生。

虽然佛教只是众多沙门僧团之一，但由于在世界范围的巨大影响，出家人成了佛教和尚的专

用名称。佛经中讲述最多的是出家求道的故事，无论是佛陀本人还是佛的弟子们，都是出家

求道者，关于他们的故事，便集中表现了出家求道的文学母题。作为文学母题，出家求道与



启悟比较相近，都含有追求知识获得教养的内容和四处游行参访的形式。但二者又有很大差

异。其一，启悟主人公虽然也常常离开家庭，但不是“出家”，他们最终要回家或建立家

庭；而出家求道者是一去不回，永远离家。其二，启悟主人公是入世者，积极参与世俗生

活，他们求道的目的是为了创业；出家主人公是出世者，他们远离世俗生活，视人间现世为

苦海和羁绊，求道的目的是为了解脱。其三，启悟主人公所求之道是建功立业的本领，具有

外在性；出家人所求之道是一种智慧境界，具有内在性。另外，“出家求道”母题与“漫

游”和“探求”等文学母题也有一定的联系，同时也有鲜明的区别。可见文学原型母题大都

具有一定的交叉性。 

                        三、意象的整理 

        意象（形象）是文学作品中的基本成分，是文学交际中最小的独立单位，相当于语

言中的词汇。原型即“一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11〕。因而在意象层面原型获得最

细致最充分的阐释。借鉴弗莱《批评的解剖》中的分析方法，〔12〕我们可以将佛经文学意

象进行归纳整理。启示、天真类比、理性类比、经验类比和魔幻五种基本意象类型与神明世

界、人类世界、动物世界、植物世界、无机世界、建造世界和自然现象世界等七个层面的具

体物象互相对应，可以构建一个佛经文学的象征意象体系（见下面图表）。 

        从这一表格中可以看出，佛经文学中启示和魔幻两类意象最丰富，最有特点。这是

与其神话特色和宗教文学性质相统一的。相反，其中理性类比意象则比较薄弱。天真世界基

本是启示世界在人间的对应物，经验世界与魔幻世界也有相似的对应关系。下面对一些影响

较大的重要意象略作分析。 

          意象              启示意象              天真类比意象            理性类

比意象 

          类

型              (神    话)              (传            奇)            (高贵模仿) 

物象 

层面 

神    灵                    如来佛、菩          天界、天王、 

世    界                    萨、罗汉、佛      天女、龙宫龙 

                                国、净土等          王、金翅鸟等 

人    类                    释迦牟尼、弥      转轮圣王、声            国王、大

臣、 

世    界                    勒、诸佛及菩      闻弟子、护法            上座高僧、

有 

                                萨各应化身          大王

等                        德长者等 

动    物                    狮子、孔雀、      猴子、大象、 

世    界                    九色鹿等              虎、牛、马、 

                                                              鹰、鸽、兔等 

植    物                    莲花、菩提          璎珞树、园林            吉祥树、

花 

世    界                    树、杨柳枝、      (祗园奄罗园)            园、金花、

芒 

                                旃檀香等              阎浮果

等                    果等 



无    机                    琉璃、七宝、      如意宝珠、金            金、银、玛 

世    界                    灵鹫山、须弥      刚、水晶、清            瑙、玉石、

雪 

                                山等                      凉山

等                        山、恒河等 

人    工                    化城、宝塔、      金城、宫殿、            楼阁、僧

舍、 

建    筑                    寺庙、佛像、      金瓶、鼓钟、            静室、袈

裟、 

                                净瓶等                  灯烛

等                        学堂等 

自    然                    日、月、光          星宿、雷电、            静寂、明

亮、 

现    象                    明、甘露、雷      净水、海洋、            四大缘起、

大 

                                音、电光等          风雨

等                        千世界等 

            意象                      经验类比意象            魔幻意象 

            类型                        (低贱模仿)              (反    讽) 

物象 

层面 

神    灵                              夜叉、阿修                魔王波旬、阎 

世    界                              罗、紧那罗、            摩、女妖、饿 

                                          罗刹等                        鬼、地狱

等 

人    类                              婆罗门、梵                提婆达多、暴 

世    界                              志、普通僧                君、外道、淫 

                                          尼、纭纭众生            女、恶世等 

动    物                              羊、狗、狼、            鳄    鱼、鼠、 

世    界                              豺、鸠、猪、            鳖、蚁、蝼、 

                                          蛇等.                          各种死

动物 

植    物                              药草、稻麦、            荒野、槁木、 

世    界                              田野、一般花            糠秕、坏种子 

                                          草树木                        等 

无    机                              铜、铁、土                黑铁、污泥、 

世    界                              石、沙砾、微            地洞、死灰等 

                                          尘等 

人    工                              房    舍、厨、            监狱、刑具、 

建    筑                              厕、琴瑟、弓            废墟、坟墓、 

                                          箭、车秀船等                火宅等 

自    然                              风雪、烟雾、            黑暗、腐朽、 

现    象                              灰尘、浪涛、            泡沫、坏劫、 

                                          火焰等                        火灾、寒



冰等 

        神灵世界中的启示意象佛、菩萨、罗汉等，都是佛教的崇拜对象，在后世宗教和世

俗文学中都影响深远，有待专题讨论。神灵世界中的天真意象主要是天界中的天王。佛经中

的天界不同于基督教的天国。天界的居民称为“天”或“天人”，有一定的神性，在环境和

能力方面都高于人类。但他们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神，他们不具有永恒性，也有生老病死，

也受业报轮回规律的制约。他们对人类没有主宰能力和审判能力，也没有救护的责任，所以

也不是崇拜对象，只是人类的一种向往或对人类世界的理想化，因而属于天真意象。诸天的

天王在佛教神话中占有一定地位。他们有大威力大神通，在佛教中主要起护法作用。天王有

许多，可大致分为三类。其一是具有天帝特征的大天王，主要是帝释天、大梵天、那罗延

天、大自在天等。他们都来自古老的吠陀神话和婆罗门教的万神殿，在后世佛教特别是密宗

佛教中，他们也成了崇拜对象。帝释天即因陀罗，是吠陀中的雷电之神，婆罗门教的主神，

在佛教中居天帝位置，相当于一般所谓“天爷爷”和神话小说中的玉皇大帝。大梵天是婆罗

门教的造物主，与帝释天在佛经中经常出现，有时是对菩萨愿力进行考验，有时是对菩萨功

德或佛的说法表示赞叹。这些形象既可上溯到雅利安人的原始信仰，又可下探到近代传奇文

学，因而具有原型意义。其二是佛教寺院中常见的“四大天王”，即东方天王提多罗吒、南

方天王毗琉璃、西方天王毗留博叉和北方天王毗沙门，他们是帝释天的下属，居住在须弥山

的半腰，各自率领其眷属和部下护持一方天下，因此称为“护世四天王”，俗称“四大金

刚”。这些形象也有古老的神话渊源，因而具有原型意义。他们具有降魔伏怪的威力，对后

世神话小说影响很大，如人们熟悉的托塔李天王和那吒父子，便是由毗沙门天王父子形象演

变而来。其三是诸天界的众天王，他们以群体形象出现，经常率领部族参加佛陀法会和菩萨

道场，是所谓“天龙八部”〔13〕之一。 

        龙和金翅鸟虽然是动物形象，但它们基本上是幻想的产物，属于“天龙八部”之

列，常在神话传奇小说中出现，因而归入神明世界中的天真意象。龙（Naga）音译那伽，是

介于动物、人、神、怪之间的一种形象。他们一般住在水里，江河湖海都有，以海为主。他

们有自己的国度，统治者是龙王。龙这一形象比较复杂。它与蛇（Naga）同名，其间肯定有

一定的渊源关系，但不应等同，可以说龙是在蛇的基础上想象和创造的一种特殊生命。龙的

外形有时现人形，有时现动物形（身长无足，近似蛇），有时半人半兽（人首蛇身）。龙的

神通一般在人类之上，能腾空飞行，能行云布雨，能变换形体。龙有善有恶，善龙在佛宴坐

时曾为佛遮挡风雨；恶龙曾危害人类，与佛为敌，后被佛降伏。龙的种类数量很多，著名的

有八大龙王，各有臣民无数。佛和大菩萨都曾教化龙众，龙众皈依佛门成为佛教的八部众之

一，传说龙树曾入龙宫取得大乘佛典。龙的形象不是佛经所创造的，在两大史诗等非佛教文

学中也有关于龙的故事，他们都来源于更为古老的印度神话。据学者研究，这种半人半兽半

神半魔的龙，与原始的图腾崇拜、太阳崇拜和性崇拜都有联系。〔14〕佛经传入中国，Naga

被译为“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发生混淆，造成混乱。其实后世神话传奇小说中

的龙，包括《封神榜》和《西游记》中描写的东海龙王和李朝威《柳毅传》中描写的洞庭湖

龙君龙女，都是佛经中Naga形象的演化，与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的龙并不是一会事。只

是这两种龙经过长期流传，在民间信仰的层次上已经融合在一起了。在中国传奇小说中，龙

的外形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般是头上有角，身上有鳞，体若长鱼。这一形象已经具有两结

合的特点。 

        夜叉、阿修罗和紧那罗等虽然都属于佛的八部众之列，但由于形象不美，本性不

良，因此我们将其归于神明世界中的经验类比意象。 

        神灵世界中的魔幻意象主要是地狱、阎王和魔王。佛经中的地狱象但丁笔下基督教

的地狱一样，是一种恐怖的非理想境界。但佛教的地狱居民也不具有永久性，只是六道轮回



中的一道，是众生恶业所得的一种果报，如果发善心作善业，地狱众生也会往好处转生。地

狱有很多种，最基本的是八热地狱和八寒地狱，合称十六根本地狱。这些地狱都处于地下世

界，有十八层地狱之说。地狱之王是阎摩（Yama），俗称阎罗王或阎王。佛经中的阎摩不是

魔鬼，不同于基督教的地狱之王撒旦，而与古埃及的奥西里斯等冥神有些相似。阎摩及其部

下也信受佛法，地狱众生也是佛菩萨救护的对象，因此阎摩形象并不恐怖丑恶，他的宫殿所

在是一个优美的地上花园。阎摩形象源远流长，古老的《梨俱吠陀》中便有死神阎摩形象。

传说他是第一个死人。由于吠陀中还未形成明确的地狱或者下界阴间观念，所以死神阎摩居

住在天国，他的臣民——死人也跟他一起居住天国，因此吠陀中没有对死亡的恐惧。〔15〕

还有一种说法，阎摩（Yama）意思是“双”，是兄妹两个，他们是太阳神的女儿，共同主持

地狱之事，兄管男，妹管女，故阎摩又有“双王”之称〔16〕。另外，阎摩又与波斯古经

《阿维斯塔》中的人类祖先伊摩（Yima）同源，而伊摩又与伊朗古代英雄贾姆席德的传说相

联系。阎摩形象不仅有古老的神话渊源，而且有广泛深远的影响。他在佛教中掌管地狱，在

印度教中仍司死神之职。佛教传入中国后，他成为主管阴曹地府的阎罗王，不仅是地狱之

主，而且管辖所有死人；不仅管死人，还掌握着每个活人的寿限。在佛经神话的基础上，中

国佛教徒还创造了“阎罗殿”和“十殿阎王”的神话故事。阎摩及其所领导的地狱不是佛的

对立面，而是佛的信徒和救助对象，只有“魔”才是佛的天然对头。佛经中与佛作对的主要

是魔王波旬，他经常破坏佛陀、菩萨及佛弟子的修持，干扰佛的说法活动。释迦牟尼成道之

前，他曾派魔女诱惑，诱惑不成又派魔军攻击，也被击败。释迦牟尼灭度前，魔王波旬再三

催促，致使佛祖先答应了他而不能接受弟子们让佛常住人间的劝请。〔17〕 

        佛经中许多动物意象也具有文学原型意义。一是传说中的动物，如前述龙和金翅鸟

等，宜归入神灵世界。二是印度人公认的吉祥动物，如狮子、孔雀等，佛经中也因袭了这些

传统，宜归入启示意象。三是佛陀前世曾无数次转生，其中多次转生为动物。佛陀转生过的

动物，包括鹿、大象、猴子、牛、马、兔等，都具有一定的神圣性。特别是一些有大善事

迹、影响巨大、形象较美好的转生动物，如《佛说九色鹿经》中的九色鹿等，经过历代传诵

和各种文艺形式的改编塑造，成为影响深远、具有启示意义的原型意象。菩萨转生过的动物

大都形象可爱，可归入天真意象。 

        在众多的植物意象中最具原型意义的是菩提树和莲花。菩提树即毕钵罗树，是佛教

的圣树。菩提即觉悟，由于释迦牟尼在一毕钵罗树下觉悟成道，因而有菩提树之称。菩提树

是一种常绿乔木，叶子卵形，茎干黄白，花隐于花托中，果实称“菩提子”，可以做念珠。

圣树现象在宗教中非常普遍，印度教中也有类似的圣树。古印度河文明遗址出土的浮雕中也

有圣树，可能是后世印度各宗教圣树的渊源。〔18〕圣树是远古时代植物崇拜的遗存和积

淀。尤其在炎热的印度，一棵浓荫大树很能激发人的快感和想象力。莲花是佛经中出现频率

最高的一个植物意象，也是一种具有启示意义的象征。佛经中有许多故事将莲花与佛相联

系，如《瑞应本起经》讲述了释迦牟尼前世向燃灯佛献莲花，因而被燃灯佛授记的故事。许

多佛经将莲花与佛理相联系，如《妙法莲花经》的题意即是将大乘妙法喻为莲花。此外，以

莲花譬喻清净圣洁具足圆满在佛经中比比皆是。另外在佛教艺术中莲花也常与佛菩萨形象相

伴随，有的以莲花为座台，有的手持莲花，有的脚下生莲。莲花成为佛教圣花不仅由于其美

丽可爱，更由于其出污泥而不染的特殊品格与佛家生于世间又出世离欲的精神相通。另一方

面，正如莲花不能脱离其污泥之根本，佛门弟子也不能完全脱离世间人生而存在。莲花作为

具有丰富内涵的象征意象不仅属于佛教，也频繁见于佛典之外的印度古代文献和文艺作品，

并且渗透到印度民族审美心理中去，眼睛或面容如莲花成为美女的象征标志。莲花意象还有

更古老的象征渊源，在古印度神话中莲花曾与大地女神信仰相联系。据说“此类图形是大地

神格化形象的固有情节所不可或缺的”〔19〕。 

        注释： 



        〔1〕〔3〕弗莱《文学的若干原型》，见胡经之等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81、382—383页。 

        〔2〕同上书第181页。另外弗莱80年代还出版了《伟大的编码：圣经与文学》一

书，进一步用原型批评方法解读《圣经》，并通过解读《圣经》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其原型批

评理论。 

        〔4〕轮回转生观念起源的图腾说见《季羡林学术论者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

版社，1991年，第513页。  宇宙循环说见渥德尔《印度佛教史》，王世安译，商务印书

馆，1987年，第30页。 

        〔5〕参阅叶舒宪《探索非理性的世界》，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年，第104页。 

        〔6〕〔7〕〔11〕〔12〕见叶舒宪选编《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1987年，第241—215、104、151、181—208页。 

        〔8〕故事文学母题有不同层次，  笔者根据其叙述代码象征性的深浅程度将母题

分为“显型”、“隐型”和“原型”三类。参见拙文《〈佛本生经〉与故事文学母题》，载

《东方丛刊》1996年第1辑。 

        〔9〕汉文《贤愚经》并无梵本，  它由昙学等八位僧人将在于阗无遮大会上听到

的故事整理汇编而成，时间是公元五世纪。参阅方广＠②《佛经典籍百问》，今日中国出版

社，1989年，第29—30页。三者中《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属小乘律，产生最早，一

般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 

        〔10〕参阅季羡林《〈西游记〉里面的印度万分》，见《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

集》，三联书店，1982年。 

        〔13〕“天龙八部”是佛教护法队伍中的杂牌军，包括天众、龙众、乾达婆、夜

叉、阿修罗、紧那罗、迦楼罗和摩喉罗迦，又称“八部众”，基本来自婆罗门教万神殿和民

间神话传说。 

        〔14〕参阅石海峻《斯芬克司与那伽》，载《东方丛刊》1995年第4期。 

        〔15〕参阅季羡林主编《印度古代文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16〕见宽忍编著《佛教手册》，文史出版社，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

研究所佛教室编《佛教文化面面观》，齐鲁书社，1989年，第163页。但《梨俱吠陀》中阎

摩之妹另有名字“阎蜜”（Yami  ），因此单说“阎摩”似乎不应看作双王。 

        〔17〕见《长阿含》卷三《游行经》。 

        〔18〕参阅渥德尔《印度佛教史》，王世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3页。 

        〔19〕参阅克雷默等著《世界古代神话》，魏庆征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

294页。 

【责任编辑】王纪宴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般下加木 

                ＠②原字为钅右加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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