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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序 陕西曾经长时期作为中国政治经

济文化的中心，先后有十多个王朝在

这里建都，历时一千二百多年，差不

多占了中国历史时期的三分之一，并

因之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主要中心；

同时，在陕西建都的周、秦、汉、

隋、唐时期都充满了辉煌，这又使陕西

成为古代中国强盛时期的集中代表。

开展对陕西历史文化的研究，其

实是很不容易的事。就资料方面言，

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受到特

殊重视的国度，历代积累下来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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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实物资料浩瀚如烟海，其中涉及到陕西的也

多到看不过来，然而这些资料基本上是围绕中央王

朝的宏观角度而产生的，从地方史的微观角度能够

加以利用的并不多，也很不容易。譬如说，我们要

知道唐王朝首都长安的情况，是很容易查到很具体

的资料的，但要了解当时的陕北、陕南的具体情

况，那就很困难，其难度一点也不下于别的地方。

这里长安是属于中央王朝史范畴，而陕北、陕南却

只能归于地方史。显然，中央王朝史不等于地方史

的简单叠加，而地方史也不等于中央王朝史的直接

分解，想利用中央史的资料解决地方史的问题是不

容易的。此外，从研究的方面说，以往的研究往往

偏重于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而许多很具体的历史

文化门类却少有涉及，即使有文章中谈到也比较肤

浅和零碎，缺乏系统、深入的专门探讨，高质量的

学术专著更为少见。这样，围绕陕西就有非常发达

的中央王朝史，非常发达的政治经济军事史，也有

很不发达的地方史、专门史；古代许多煌煌史学巨

著都出在陕西，大历史学家司马迁、班固都是陕西

籍人，但唐宋以后陕西当地人士所修的地方史书、

方志，却难于获得高的评价，在全国产生大的影

响。质言之，围绕陕西历史文化还缺乏有质量的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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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史、地域史、专题史。

陕西可供展开研究的题目应该说相当多，有的

还非常有意义，深入研究不仅是拾遗补阙，拣起一

门被遗忘的史学缺门，也不仅仅是温故知新，而是

其本身就有值得研究的价值。站在史学研究的角度

看，研究那些过去少人研究的史学门类，实际上就

是一种创新。将那些潜藏着的历史文化资料发掘出

来加以研究，甚至对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也能有具体

的参考作用。用今天的话来说，研究它们就是盘活

一种古老的文化资产，让它能够存量变增量，成为

促进西部发展的一种动力。举例来说，陕西历史上

的森林、植被情况怎样芽采伐、破坏的原因何在、程

度如何芽这就直接关乎到今天的林业建设，关乎到

“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大西北”如何实现的问题；又譬

如，弄清楚陕西的石窟寺开凿、破坏、保存状况，

实际也就是关乎今天旅游业发展的一种资源调查，

是促进我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基础研究。

由陕西历史博物馆和三秦出版社共同编辑出版

的 《陕西历史文化丛书》，正是在各种陕西通史、陕

西断代史之外的又一套关于陕西的历史丛书。它们

是陕西的专门史、偏门史，作者们基本上都是中青

年文史研究者，或者其工作与文史研究有关。作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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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普遍很年轻，风华正茂，富于朝气，受过正规的

基础教育和专业训练，又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现在参与本丛书的编撰，是自身学

养与工作经验以及表达等各方面的能力释放，也是

一种检验。其中有人是第一次参加类似的写作，这

种处女作就更加有意义。为了发现新人、锻炼新

人，本书在制定选题计划时有两个考虑：一是应该

选什么角度，二是可能选什么角度。前者是在通

史、正史之外的大范围内，偏重于文化角度，特别

是物质文化角度的各种题材，只要有益于陕西历史

文化的深化与进步，适合广大读者的要求就都可以

选；而后者则是哪些人适合写哪种题目，只要有合

适的人选就可以确定某个题目，如无其人则可以暂

缓。要是有人在我们考虑的选题之外，自告奋勇要

承担某个题目，我们是会认真考虑的。这样作，更

加有利于发现人才、推陈出新，或者说叫标新立

异。总之，在选题方面我们采取灵活的办法。

在写作方法方面，我们没有划固定的框框，为

的是鼓励多种方式百花齐放，鼓励多学科交叉和更

多进入新生学科、边缘学科，鼓励学术创新和文化

创新。现在的历史文化研究，早已不是纯粹的史学

研究，而是涉及诸多学科的互相配合、交叉、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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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也进入到很多边缘学科与新生学科。譬如前边

提到的林业史，真要写起来，它本身直接涉及到的

起码包括植物、地理、土壤、地质、水文、气象、

物候等学科，以及相关的属于人文方面的垦殖、采

伐、战争、木材加工利用等，再稍微展开，又会涉

及到林中的动物，包括走兽、鸟类、有益的和有害

的昆虫等，还有森林受地震、天文变化的影响等，

都不是单纯的历史学能够概括得了的。我们希望本

丛书在比较宽阔的知识层面，能有各种新的见解，

能给人以启迪；在文风上，我们主张写得生动活泼

一点，既有较高的学术含量，但又有浅显、优美的

文字，让人看起来比较轻松，有所收益，成为一种

文化维生素，一种赏心悦目的精神享受。

从已收到的文稿看，其质量普遍是很不错的，

有些甚至出乎我们的期望值。作者们展开想象的翅

膀，涉及范围很宽，竭思殚虑、用心用力，以很认

真的写作态度下笔，字里行间不时闪现出智慧之光

和一股股朝气、锐气。当然，个别地方的考虑不

周，有些文笔还略显稚嫩，有些资料引用和处理、

见解看法未必都妥当等问题也是有的，我们都尽量

向作者们指出，以帮助他们修改。但即使如此，由

于我们审校水平的有限，完成的书稿肯定还会有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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疵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望每一位看到本丛书的

读者不吝指教。

在本丛书的首辑出版后，我们也将根据读者的反

映，不断总结经验，以利提高，争取全丛书的质量愈来

愈高，给广大读者奉献一套精美的文化套餐。

是为序。

陕西历史博物馆

《陕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圆园园员 年 缘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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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庭院深深深几许

——— 走进佛寺

员援 佛与佛的故事

公元前 远 原前 缘 世纪，古代印度有一个迦毗罗卫 穴今尼

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 雪王国，国王叫净饭王，夫人叫摩

耶夫人。他们结婚许久却一直没有孩子。有一天夜里，摩耶

夫人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头六牙白象驮着一个人从右肋撞入

她的腹中。醒来以后，她觉得很奇怪。不久，夫人就怀孕

了。国王非常高兴，精心地呵护她。按照当时的习俗，妇女

生产时必须回娘家，所以，待到临产的时候，摩耶夫人便起

程回自己的父母家去。半路上，突然一阵剧烈的腹痛袭来，

她知道孩子要出生了。摩耶夫人走进路旁的无忧树林，双手

抓住了树干。这时，奇迹发生了，一个漂亮而健康的男儿从

她的右肋下出生了！天空飘飘洒洒降下芬芳的花雨为他沐

浴。他在花雨中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第二步⋯⋯就这样一

直走了七步，每走一步，他的脚下便生出一朵洁白的莲花。

然后，他站在那里，伸出右手指着天空，左手指着大地，大

声地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人们都被这情景震撼了。

· 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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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耶夫人带着孩子回到王宫，国王为王子举行了盛大的

庆祝会。会间，有一位老者预言王子将来不会继承王位，而

要出家。国王听了大惊。从此，他瞒着王子，将王子与外面

的世界隔离起来。他为王子挑选年青俊美的青年男女作为侍

从，将王宫变成一个乐园，让娱乐和快乐整日陪伴着王子。

就这样，王子渐渐地长大了，国王为他娶了妻子，他们夫妇

还有了自己的孩子。王子始终不知道在自己的宫廷外面，还

有另外一个世界。

有一天，王子坐着花车游玩，人们都向他欢呼。当走到

东城门时，突然，在拥挤的人群中，王子看见了一张从未见

过的脸，那是一张老人的脸，布满了皱纹。王子非常吃惊，

于是他向南门走去。没想到一个被病痛折磨得痛苦不堪的病

人正在那里呻吟，吓得王子急忙往西门跑。但是，西门正在

为一位死者举行葬礼。他继续向北门跑，这时，他看见了一

位悠然飘洒、仪表庄重的僧人。这一天，他看见了人们衰

老、病痛和死亡的不同的状态，感到震惊，不知道这是为什

么。于是，他下定决心离开家门去寻求解脱这些苦恼的办

法。国王知道了他的打算，为了防止王子出走，他派士兵将

城门把守起来。夜里，王子趁士兵睡觉时，悄悄骑着白马逾

城而走。从此离开父母妻儿，开始了他的苦行生活。

王子首先来到苦修林中修炼苦行，整日不吃、不喝、不

睡，渐渐变成了皮包骨头的样子，但还是一无所获。于是，

他来到尼连河边，洗去了往日的尘垢，昏倒在那里。这时，

一位女子为他送来了乳糜，喂他喝了下去。他苏醒过来，谢

了女子，重新开始寻找解脱的办法。

王子来到一棵巨大的菩提树下打坐，沉思冥想了七天七

· 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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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战胜了风雨、魔王、魔女、魔军，终于悟出了 “四

谛”、“十二因缘”的道理，获得了觉悟，成了佛。当时他仅

有 猿缘 岁。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的感悟，王子首先在波

罗奈城的鹿野苑为跟随他的弟子讲述这些理论。这一活动，

佛教史上称为 “初转法轮”。此后，跟随他的人渐渐多起

来，不仅收下了五百弟子 穴其中著名的有十大弟子 雪，还组成

了佛教的僧团，并奠定了佛教的基本教义。他的名声越来越

大，被尊称为 “释迦牟尼”，意思是 “释迦族的尊者”；或被

尊称为 “佛”，意思是 “觉者”、“获得觉悟的人”。

这些颇具传奇性的记载，常常使佛经故事读起来引人入

胜。在佛教雕刻和绘画等艺术作品中，这一系列的故事情节

就像一幅幅活动的连环画，更是常常被淋漓尽致地雕刻在石

窟中、佛教器物上，或被绘制在寺院的墙壁上。历史也就这

样被记录出来。

事实上，佛教的产生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相关联

的。公元前 远 ～前 缘 世纪，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代，印度大

地上出现了一些以城市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城邦国家。这些

国家实行严格的种姓制度，把人分为四等，包括婆罗门 穴祭
司 雪、刹帝利 穴武士、军事贵族 雪、吠舍 穴农民、手工业者和商

人 雪与首陀罗 穴雇佣劳动者、奴隶、被征服的土著居民 雪。婆

罗门居于当时的统治地位。各种姓的社会地位、权利、生活

方式等都有明文规定，不能随意超越。而且，在婆罗门教所

信奉的法典 《吠陀》中还大肆宣扬这种等级制度是神的意志

的体现，因为造物神 “梵天”是用口创造出婆罗门的，用肩

和手创造出刹帝利，用膝盖创造出吠舍，用脚创造出首陀

罗。只有前三个种姓可以在死后再次转生为人，他们有权阅

· 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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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吠陀》经典；而首陀罗则只有一次生命，无权阅读 《吠

陀》经典。人们必须严格遵守种姓法规，才能够转世为较高

一等种姓，并能最后归于宇宙的最高主宰——— 梵。随着社会

的发展，农业的地位提高，祭司的地位下降，婆罗门的地位

也随之动摇；由于各城邦国间连年不断的战争，刹帝利的地

位逐渐提高起来；吠舍阶层的一部分人沦为奴隶，另一部分

人则成为工商业奴隶主或社会的占有者，随着他们在经济上

的富有，进而要求相应的社会地位；首陀罗处于社会的最底

层，他们不断进行反抗。这样，印度的社会便动荡不安起

来。佛教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

面对着社会上日益尖锐的政治、经济问题，在思想领域

也形成了两种主要思潮：一是传统的婆罗门教及其支脉，一

是反婆罗门教的各派别，统称为 “沙门”，主要包括顺世

论、佛教、耆那教、生活派和不可知论。虽然有这么多的沙

门派别，但他们的共同点都在于否认 《吠陀》经典的权威，

反对婆罗门的特权统治。

佛教是沙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派别，它针对婆罗门教主

张的 《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的三大纲领，提

出了自己的纲领：不承认 《吠陀》的经典地位，宣传人人都

可入教，不主张祭祀，并认为不需要祭司的引导，人人都可

靠自己的修行达到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只要乐善好施，就

可获得幸福和升入天堂。它还针对婆罗门教主张婆罗门为最

高种姓，提出众生平等的主张，反对特权统治，因而受到除

婆罗门外的其他一切种姓的拥护。

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在阐述 “苦”、“空”二字，集中体现

在 “四谛说”、“十二因缘”、“三法印”和因果报应、轮回说

·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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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中。

所谓 “四谛”也叫四圣谛，是指四条真实不虚的真理，

包括苦、集、灭和道谛。这就是释迦牟尼得道后，在鹿野苑

为侨陈如等五人初转法轮时所讲述的道理。

苦谛是讲现实人生中所存在的种种痛苦现象。最基本的

有八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取

蕴 穴五盛阴 雪。前四苦本来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但人们往往

意识不到，总是千方百计地找寻各种方法以求长生不老，由

此而产生种种痛苦。后三种苦是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造成

的，仇人总相见，相爱、相好却不能守在一起，需要的东西

偏偏得不到，由此造成种种痛苦。但这诸种痛苦的原因却是

“五取蕴”，也就是五盛阴苦。五蕴是指构成人的五种成分：色

穴物质 雪、受 穴感情、感觉 雪、想 穴理性活动 雪、行 穴意志活动 雪、识

穴统一前四种成分的意识 雪，他们与 “取”即一种固执的力量联

结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种种贪欲。因此就产生了苦。

集谛讲造成痛苦的原因或根据，也就是人本身所具有的

“业”与 “感”。一切众生贪嗔愚痴的行动，造成了善恶行

为的业因，这种业因能感召将来的生死苦果。

灭谛是指苦的消灭，这是佛教修行所要达到的最高目

标，也就是所谓无苦的涅槃境界。

道谛是指出达到涅槃境界的道路，即必须遵循的佛教理

论和方法。

十二因缘说是佛教认识世界的哲学基础。佛教认为世界

上的一切都处于因果联系之中，都因一定条件而产生变化，

但各种条件的形成却是偶然的，一切事物的现象也都是由偶

然的条件凑合而产生的，世界上并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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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都是变幻无常的。既然一切都变幻无常，当然也就一切皆

空。这就是佛教的缘起说。十二因缘说就是通过这种缘起说

来解释社会的人生现象。它把人生划分为十二个环节：无

名、行、识、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它

们的相互因果联系是：对佛理的无知 穴无名 雪，引起人们世俗

的意志活动 穴行 雪，由意志引起精神统一体的 “识”。识由

名、色两部分组成，名指精神，色指肉体，有了精神和肉

体，就有了眼、耳、鼻、舌、身、意 穴心 雪等六种感觉器官

穴六处 雪，有了感觉器官就引起了对外界事物的接触 穴触 雪，由

触而生感受 穴受 雪，由感受引起贪爱 穴爱 雪，有了贪爱就有了对

外界事物的追求 穴取 雪，由取引起了各种思想行为，这些思想

行为是能产生未来果的善恶业，故名为 “有”。由以上的

爱、取、有所生起的迷惑和所造的善恶业，必然产生果报，

从而导致来世的再生 穴生 雪。有了生就必然有老、死。这十二

个环节，辗转感果，所以称为因，同时又互为条件，所以称

为缘，合称十二因缘。佛教认为人们若要解脱人生的痛苦，

首先应从去贪爱着手，不要追求变幻无常的东西。

三法印是佛教针对人生的 “无常”、“无我”而提出的三

个命题。首先是 “诸行无常”，认为世间一切变化物都是变

幻无常的，没有永恒的事物；其次是 “诸法无我”，世间一

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没有起主宰作用的实体、我或

灵魂；第三是 “涅槃寂静”，个人应该远离烦恼、解脱生

死，进入超脱生死轮回的涅槃境界。

释迦牟尼在初转法轮之后，传教活动逐渐频繁起来，在

当时印度众多的城邦国家中，他不断地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

国家。在历时 源园 年的传教生涯中，他走遍了摩揭陀、拘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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