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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文学在中国的流传与影响 赎 ,

郁 龙 余

中文 系

三
、

对我国汉族文学的影 响

佛教曾在我国与儒
、

道成鼎足之势
,

流行了近两千年
。

其间
,

虽然发生过几次佛教

徒称为
“

法难
”

的灭佛事件
,

但时间大都不长
。

在我国几乎整个封建社会的 漫 长 岁 月

中
,

佛教及其文学对我国汉族的文学产生 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

对文学体裁
、

文学题材的影响

我国文学以古代神话为最早
,

继有诗经
、

先秦散文
、

楚辞
、

秦汉词赋
、

汉代传记文

学和乐府民歌
。

至魏晋南北朝时代
,

在建安文学
、

陶诗
、

南北朝乐府 民歌和骄文兴起的

同时
,

一种新的文学体裁 —
志怪小说产生了

,

并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

成为我国文学史

上一大文学类别
。

志怪小说的出现
,

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文学发展本身的原因
。

但是
,

佛教及其文学对它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
。

鲁迅先生在 《中国小说史略 》中写道
“

中国本信巫
,

秦汉 以来
,

神仙之说盛行
,

汉末又大畅巫风
,

而鬼道愈炽 , 会小乘佛教亦入

中土
,

渐见流传
。

凡此
,

皆张皇鬼神
,

称道灵异
,

故 自晋讫隋
,

特多鬼神志怪之书
。 ”

另

外
,

鲁迅先生还写道
“

魏晋 以来
,

渐译释典
,

天竺故事亦流传其间
,

文人喜其颖异
,

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
,

遂脱化为国有
,

如晋人荀 氏作 《灵鬼志 》,

亦记道人入笼子中事
,

尚云来 自外国
,

至吴均记
,

乃为中国之书生
。 ”

志怪小说的数量很大
, ,

除了鲁迅先生提到的 《灵鬼志 》之外
,

还有张华的 《博物

志 》 ,

曹王的 《列异传 》 ,

王嘉的 《拾遗记 》 ,

刘敬叔的 《异苑 》 ,

祖台之的 《志怪 》 ,

刘之遴 《神录 》 ,

谢氏的 《鬼神列传 》 ,

殖氏的 《志怪志 》 ,

郭季产的 《集异记 》,

干宝

的 《搜神记 》 ,

吴均的 《续齐谐记 》 ,

曹毗的 《志怪 》 ,

托名陶渊明撰的 《搜神后记 》 ,

托名郭宪著的 《汉武洞冥记 》 ,

托名东方朔撰的《神异记 》,

托名班固著的《汉武故事 》,

托名任防作的 《述异记 》等等
。

志怪小说受到佛教影响
,

除了
“

阳羡鹅笼
” 、 “

鹦鹉扑火
”

等故事直接取材于佛经

之外
,

更主要的表现在作品的题材和思想内容之上
。

佛教徒为了弘扬佛法
,

动用了 当时

一切可以利用的宣传工具
,

同时对风盛一时的玄学采取 比较亲近的态度
。

这样
,

就使得

那些不满黑暗政治
、

只得在清谈中寻求寄托与安慰的文人很容易接受佛教所宣扬的那一

套人生哲学
。

所 以 ,

在他们的志怪小说里
,

宣传因果报应
、

轮回转生
、

天堂地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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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规劝人们阪依佛门
,

成了一大题材
。

例如著名志怪小说 《搜神记 》中的
“

阮瞻
”

的

故事和
“

蒋济亡儿
”

的故事
, 《冥祥记 》中的

“

沙 门开达
”

的故事等等
,

都是这一类的作

品
,

它们在思想内容上是志怪小说的糟粕
,

但是其中不少作品写得曲折动人
,

在写作技

巧上给了后世的小说创作有益的借鉴
。

志怪小说除直接受到佛教及其文学故事的影响外
,

还受到它的间接影响
。

佛教的东

传和迅速发展
,

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本土宗教 —道教
。

在与佛教的争斗中
,

道教一方

面努力创造
、

大量改编 民间神话和 民间传说
,

用 以丰富
、

加强 自己 另一方面则从佛教

中吸取能借用的成分
。

这样
,

就使得许多描写 中 国神仙鬼怪的志怪小说
,

也往往带上了

佛教的影子
。

到了唐代
,

传奇小说盛极一时
。

在这类小说里
,

印度故事的影响也很显著
。 ①

跟志怪小说一样
,

传奇小说的兴起也有着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
。

到唐代
,

随着城

市经济的不断发展
,

新兴的市 民阶层 日益壮大
。

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地位
,

受到世族

豪门的压迫
。

为了表达和寄托 自己的思想感情
,

他们中的知识分子在志怪小说的基础上

前进一步
,

创造 了传奇小说这一种崭新的文学体裁
。

小说
,

早在我国汉代就有了
,

到了

魏晋南北朝
,

更有志怪小说的大量涌现
,

但是总的来说
,

唐代以前的小说
,

篇幅大都很

短小
,

内容 也比较简单
,

描写手法也不多
,

往往从头至尾都是平铺直叙
。

而传奇小说的

情形则大为不 同
,

许多作品结构宏伟
,

布局严谨而巧妙
,

情节复杂
,

故事有头有尾
,

遣

词造句也很下功夫
。

毫无疑问
,

传奇小说的 出现标志着我国小说发展到了一个相 当成熟

的阶段
。

传奇小说语言生动活泼
,

大量运用诗歌
,

这种韵文和散文相结合的形式
,

就是从佛

经和变文中学来的
。

在作品的思想内容上
,

传奇小说跟志怪小说一样
,

也受到了佛教的

很大影响
。

如阴司地狱
、

轮回转生
、

因果报应等佛教思想
,

在唐宋传奇中常常出现
。

唐

代传奇受到佛教影响的一个著名例子
,

就是有关龙王 和龙女的故事
。

龙
,

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
。

但是在我国古代神话里
,

龙并不是什 么水神
,

而是拉

车代步的象牛马一类的东西
,

与我们现代人心 目中的龙不大一样
。

《山海经 海外东经 》云
“

东方勾芒
,

鸟身人面
,

乘两龙
。 ”

《山海经
·

海外南经 》云
“

南方祝融
,

曾身人面
,

乘两龙
。 ”

《山海经
·

海内西经 》云
“

西方募收
,

左耳有蛇
,

乘两龙
。 ”

《山海经
·

海外北经 》云
“

北方禺疆
,

黑身
,

手足
,

乘两龙
。 ”

茅盾先生在 《神话研究 》一书中写道
“

把海神想象为龙类
,

大概盛于唐代 李朝

威的 《柳毅传 》
一

说洞庭君与钱塘君均为龙王 ⋯ ⋯” ②这种
“

想象
”

当然不 是 无 中 生

有
,

也不是突然出现的
,

而是由于受到了汉译佛典的启发和影响
。

在 印度语言中
,

一词的意思是蛇
,

也指一种人首蛇身的神
。

在翻译佛经时
,

佛教

徒将 。。 。译成了龙
,

将 。译成龙王
。

有龙王就有龙女
,

佛典中不少经卷都有龙王 和

龙女的敌事
。

如 《华严经 》中有无量诸大龙王
,

如毗楼博叉龙王
、

婴竭罗龙王等
,

莫不勤

力
,

兴云布雨
,

令诸众生热恼消灭
,

云云
。

又如《法华经 》说 有龙女常听文殊师利菩萨说

《法华经 》,

深受教化
,

后来见佛献宝
,

变成男身
,

立地成佛
。

《旧 杂譬喻经 》中有一个
“

龙女出游
”

的故事
,

一开始讲
“ “

昔龙王女出游
,

为牧牛者所缚捶
。

国王 出行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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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女便解之
,

便使去
。

龙王问女
‘

何因啼泣
’

女言
“

国王枉捶我
。 ’

龙王 曰
‘

此王

常仁慈
,

何横捶人
’

⋯ ⋯
”

在这个佛经故事中
,

龙王是个拥有大量财宝
,

通晓百兽鸟虫

的语言
,

能
“

化作数百头羊度水
”

的神
。

《柳毅传 》对龙王 和龙女的刻划描写
,

大大超过了佛经
。

在李朝威的笔下
,

龙王龙

女完全族民族化了
,

成了两个为中国人 民所喜 闻乐见的
、

性格鲜明的文学形象
。

佛经翻译以唐代玄类为界线
,

在他以前的称旧译
,

他和他以后 的称新译
。

一般来讲
,

旧译大多古质严谨
,

但不少译品晦涩难读
,

新译则有很大改观
,

译品一般都比较通畅流

利
,

文采也好
。

然而
,

不论 旧译也好新译也好
,

对一般 的布衣百姓来说
,

都难 以通达真

意
。

这就成 了佛教进一步发展 的一大障碍
。

为了扫除这一障碍
,

僧尼们便对佛经进行俗

讲
, ,

就是用 白话叙述经义
、

渴赞歌唱的形式
,

把佛家教义通俗化
、

故事化
。

果然
,

这

种 俗讲形式大受人们的欢迎
。

封建帝王 为了维护 自己统治的需要
,

大力提倡佛教
。

到了

隋朝唐时代
,

这种俗讲的形式极为盛行
,

于是产生了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
“

俗讲僧
” 。

开 始
,

俗讲僧们 比较拘谨
,

宣讲经义不敢离题太远
、

发挥过多
。

后来
,

为了吸 引更多的

人听
,

他们对佛经的演绎越来越多
,

文学的色彩愈来愈浓
。

例如 《维摩谙经 》 中
“

佛告

文殊师利
,

汝行诣维摩话问疾
”

这么仅仅十四个字
,

竞被敷演成 了人物众多
、

情节生动

曲折的长篇俗讲
。

这种俗讲的底本被称为
“

变文
” 。

变文俗讲
,

不仅一般的老百姓爱听
,

而且连士大

夫阶层甚至皇帝也爱听
,

韩愈的 《华山女 》诗说
, “

街东街西讲佛经 撞钟 吹 螺 闹 宫

廷
” ,

描写的正是这种盛况
。

在数 目众多的变文中
,

《大 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 》的影响最大
。

它是僧人根据 《佛

说 孟兰盆经 》
、

《经律异相 》等佛经演绎而成 的
。

讲 目连的母亲青提夫人因不敬佛
、

法
、

僧三宝 结果坠入阿鼻地狱
,

目连为救母亲
,

出家苦修
,

证得阿罗汉果
。

到地狱中见母

亲受苦
,

他多次向佛请求
,

母亲才转生为狗
。

目连按照佛的教导
,

设 盂 兰 供 养
,

遂使

母亲得升天上
。

这 篇变文宣扬的是因果报应
、

轮回转生的思想
,

影响是消极的
。

文中描

写 了一幅 阴森可怕的阴曹地府的图景
“

女卧铁床钉钉身
,

男抱铜柱胸怀烂
,

铁钻长交

利锋刃
,

馋牙快似如钻锥
。

肠空 即以铁丸充
,

唱渴还将铁汁灌 ⋯⋯
”

目连变文 以及整个

佛教对阴曹地府的描写
,

对我国后来的冥土故事的影响很大
。

茅盾先生 《神话研究 》一

书中指出
“

后代的书籍讲到冥土的故事极多
,

然而大抵掺入了佛教思想
、

印度神话
,

已

经不是中国民族的神话的原样子
。

佛教在中国的兴盛
,

恐怕是中国本有的冥土神话绝灭

无存的最大原因了
。 ” ③

随着历史的发展
,

后来变文发生了两个变革性的转折 一是内容逐渐离经叛道
,

向

非宗教的方向发展 , 二是摆脱了僧尼独家经营的局面
,

出现了大批以说唱变文为职业的

民间艺人
。

在变文初兴之时
,

其内容清一色全是佛教故事
。

俗讲僧们所 以那样不辞辛劳
,

目的

是为了宣传佛家教义
。

但时间一久
,

老百姓听厌了佛教的内容
,

就渐渐创造了大量以中

国的历史传说
、

民间故事
、

古代神话为内容的变文
,

逐步摆脱了佛 教 的 束 缚
。

这就使

变文获得了新的生命
,

成为一种我们人民喜爱的崭新的文学体裁
。

这类作品 是 变 文 中

的精华
,

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孟姜女变文 》
、

《伍子青变文 》
、

《王昭君变文 》 、《秋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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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文 》
、

《张义潮变文 》
、

《张淮深变文 》
、

《汉将王 陵变文 》
、

《董永变文 》 ,

等等
。

变文的语言通俗易懂
,

结构奇巧
,

想象丰富
,

情节曲折动人
,

具备了 白话小说的许

多特点
。

变文的产生和发展
,

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

不论其内容还是其韵文和 散

文相间的的文学形式
,

都对后世的文学
,

尤其 是说唱文学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
。

宋真宗时 公元
—

年
,

明令禁止僧人讲唱变文
。

城门失火
,

殃及池鱼
。

民间说唱变文的艺人也受到了打击
。

从此
,

变文这种风行一时的文学体裁便消声匿迹
,

默然无闻了
。

但是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任何人也压制不住的
。

说话和话本小说开始于隋

唐时代
,

到 了宋代
,

尤其是在变文遭到禁止以后
,

说唱艺人将 自己的智慧和精力全都投

入到说话和话本小说的创作之中
,

使得说话和话本小说在宋元两代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

由于变文的突然消失
,

给文学史的研究工作造成 了许多疑难
。

本世纪初
,

发现敦煌

藏书中有许多变文
、

话本
、

诗词和其它各种文学体裁的作品
。

学者们经过研究认为 变文

不但对唐宋传奇和宋元话本
,

而且对宝卷
、

诸宫调
、

弹词
、

鼓词等民间说唱文学的 日趋

成熟
,

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

关于变文对我国说唱文学影响
,

除了敦煌藏书中的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外
,

我们还

可以找到活的证据
。

我国吴语地 区
,

在 民间一直流传着一种叫
“

念宣卷
”

的说唱形式
。 “

卷
”

就是由变

文发展而来的宝卷
,

念宣卷就是说唱宝卷
。

演出者三至六人不等
,

伴奏的乐器有木鱼
、

竹 板 和钟
。

演出时
,

根据实际需要每个演出者得扮演几个角色
,

说唱相间
,

说的是 散

文
,

唱的是韵文
。

每当某个演出者唱完一个段落
,

其他演出者一齐跟着和唱
“

南无
”

或

者
“

弥陀佛
” 。

这是佛教留下的一个尾 巴
。

不管所唱内容 与佛教有无关系
、

只要唱完一

段
,

众人必和
“

南无
”

或
“

弥陀佛
” 。

在上 海浦东一带农村
,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五十

年代
。

后来
,

艺人的思想觉悟提高了
,

觉得这尾 巴迷信落后
,

就将 它改成了
“

解放
”

一

词
。

现在
,

再来看看变文对我国戏剧 的影响
。

戏剧在我国出现得很早
, “

我国演故事之戏剧固早始于汉
,

而盛于唐
。 ” ① “

唐变文与

唐戏之关系最为显著者
,

以现有资料言
,

莫过于 《维摩洁经变文 》唱 白分清
。 ” , 李商隐

在他的 《骄儿诗 》中写道
“

或学张飞胡
,

或笑邓艾吃
,

忽复学参军
,

按声唤苍鹊
。

又

复纱灯旁
,

稽首礼夜佛
。 ”

这一段对儿童学戏的生动描绘
,

告诉我们在唐代佛祖释巡牟

尼 已经被搬上了舞台
。

元代杂剧 的兴起
,

使我国戏剧 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

变文对杂剧以及对杂剧之后的

戏剧 的影响
,

是十分明显的
。

例如 在 《伍子青变文 》之后
,

元代杂剧 中有 《伍子青弃子

走樊城 》
、

《采石渡渔父辞剑 》
、

《洗纱女抱石投江 》
、

《说专诸伍员吹箫 》 ,

明代有 《举

鼎记 》
、

《院纱记 》 ,

直到今天犹在演唱 《文昭关 》 在 《孟姜女变文 》之后
,

出现了宋

元南戏 《孟姜女送寒衣 》
,

元代杂剧 《孟姜女送寒衣 》 ,

明代的 《长城记 》传奇
,

清代

的 《记梁妻 》传奇
,

一直到近代还有孟姜女的戏 在《王昭君变文 》之后
,

元有马致远的《破

幽梦孤雁汉宫秋 》 ,

明有陈与郊的 《昭君出塞 》 , 元代石君 宝 的 杂 剧 《鲁大夫秋胡戏

妻 》 则是 《秋胡变文 》的进一步加工和发展
。

以佛经故事为题材的变文
,

也对我国戏剧产生过很大影响
。

由《目连变文 》演变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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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目连戏 》 ,

同时因地而异
,

种类很多
。

明代郑之珍的 《目连救母劝善戏文 》是一部

长达一百多出的大型连续剧
。

各种 《目连戏 》 曾在我国戏剧舞台上风靡一时
,

往往一演

就是几个晚上
,

吸引无数观众
。

因为它是神怪戏
,

许多地方在演出时有不少讲究
。

例如
,

体弱
、

怀孕和面带晦气者不得观看
,

因为据说每演这 出戏
,

观众中必定 会 生 一 个
,

死

一个
。

又如 看完戏必须天亮后 回家 不然会把鬼带到家中
,

等等
。

由此可见
,

虽然这

出戏假借地狱世界对人间黑暗的现实社会有所揭露
,

但是它主要是宣传迷信
,

劝人遁入

空门拜倒在 佛 的 脚 下
。

所 以它的消极影响很大
,

它的被淘汰是理所 当然的
。

印度文学的影响除了上述的 以外
,

我们还 可以在其它中国古籍甚至正史 中找到
。

例

如
,

《三国志
·

魏书 》卷二十 《邓哀王冲传 》中的
“

曹冲称象
”

的故事
, 《列子

·

汤问

篇 》 中的
“

僵师戏
”

的故事
,

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的著名寓言 《黔驴之技 》
,

明代刘元

卿的 《应谐录 》里的
“

鼠猫
”

的故事等等
,

都明显地打着印度文学的印记
。

这个
“
鼠猫

”

的故事来源于 《五卷书 》第三卷
。

它除了在 《应谐录 》 中有类似的记

载之外
,

还一直在我国汉族人民的 口头流传着
。

故事说
,

一个苦行者将一只小老鼠收为

义女
,

用法术将它变为一位姑娘
。

后来义女长大成人要出嫁了
,

日
、

云
、

风
、

山她都不

中意
,

最后她嫁给了一只能在山 中打洞的老鼠
。

相传老鼠成亲那一天是正月二十五
,

所

以每年一到这一天
,

家家户户都不点灯
,

好让害伯光亮的老鼠平平安安
、

高高兴兴地拜

堂成亲
。

除了这个故事
,

在 民间还有一幅
“

老鼠成亲
”

的木版年画 ⑥
。

画面中一群老鼠

穿红戴绿
,

吹吹打打
,

一顶花轿中坐着一位妙龄女子 , 新郎骑着高头大马走在花轿前面
,

一只老鼠替他执着华盖
,

另外有两只老 鼠各擎着一面旗帜
,

旗上写着
“

喜喜
”

字
。

真是好

一派 中国民间迎亲的喜庆景象
,

全然看不出一点儿 印度的痕迹
。

可见其
“

国有
”

到 了何

种程度
。

现在
,

再简单谈谈佛教对中国文体产生的间接影响
。

东汉年间
,

随着佛教的东渐
,

印度的声明论 音韵学 传入我国
。

印度僧人在传教

及译经时需要学习汉字
,

他们就用梵文字母注音
。

由此中国学者受到启示
,

就用两个汉

字做字母拼汉字字音
,

将中国原有的急读合音法发展成 了反切法
,

改变了昔 日那种
“

读如

某字
”

的落后注音方法
。

这在我国音韵学史上
,

是一大变革性的进步
。

到齐
、

梁时
,

沈约

将音韵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到辞章的创作之中
,

不但提出了
“

四声八病
”

之说
,

而且身体

力行
,

创造了风行一时的
“

永明体
” 。

这对我国韵文从古体阶段逐渐进入律体阶段产生

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

我国宋代
,

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 —语录
。

这种文体语言扑素
,

活泼生动
,

明 白易

懂
。

它的产生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

唐宋两代
,

禅宗在我国十分兴盛
,

禅宗对 日常生

活采取
“

随缘任运
”

的态度
,

一切言谈举止
,

纯任本然
。

所 以
,

禅师们说法开示也都单

刀直入
,

明白如话
。

禅门弟子将师傅的言论记录下来
,

便称为语录
。

例如 《瑞州洞山 良

价禅师语录 》
、

《抚州曹山元证禅师语录 》等等都是
,

数量很大
。

宋明的理学效仿禅宗
,

将理学大师们的言论记录整理成语录
。

这样
,

语录便成了记 录传道
、

讲学
、

论政用的一

种新的文体
。

自然
,

理学受佛教影响
,

不仅仅是这么一个语录的问题
。

任继愈主编的 《中国佛教

史 》指出
“

其实宋儒是以孔子为招牌
,

大量吸收了佛教和道教宗教世界观和宗教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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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如提倡涵养静坐
,

以观喜怒哀乐未发气象
,

致力于
‘

天理人欲之辨
, 、

要人们
‘

存

天理
、

去人欲
’ 。 ‘

存天理
、

去人欲
’

不是一个哲学问题
,

而是一个神学问题
,

是如何教

人消灭罪恶
,

拯救灵魂
,

进入天国 理想的精神境界 的问题
。 ” ⑦理学在宋代具有很

大势力
,

在明清两代在思想界取得 了统治地位
,

它的存在不能不对文学的创作产生影响
。

鲁迅先生在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中写道
“ ”
一宋时理学极盛一时

,

因之把小说

也多理学化 了
,

以为小说非含有教训
,

便不足道
。 ”

理学家的这种
“ 以为小说非含有教

训
,

便不足 道
”

的思想
,

正是佛教将教义 当作灵药
、

故事 当作包药用 的树叶的思想的翻

版
。

其结果
,

只 能使文学作品充满封建说教
,

脱离现实生活
,

走上僵化和窒息的绝路
。

对文学形象
、

文学语言的影响

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不少形象
,

是从 印度来的
。

除了上面提到的龙王
、

龙女之外
,

还

有如来佛
、

阎王
、

观音
、

四大金刚
、

十六罗汉 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鬼神
。

这些形象虽然

来 自印度
,

但是都经过 了不同程度的加工改造
,

有的已经变得面 目全非 了
。

例如那位观

音
,

原本是阿弥陀佛的左胁侍
,

是位男菩萨
。

可是从南北朝起
,

观音在中国寺庙中被塑

成 了女相
,

文学作品中也被描写成一位美丽的妙龄女子
。

渐渐地
,

同西施
、

王昭君一样
,

观音成 了美女的代名词
。

如冯梦龙的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在描写王公小女三巧儿时写

道
“

吴宫西子不如
,

楚国南威难赛
,

若 比水月观音
,

一样烧香礼拜
。 ”

观音性别的变

化
,

说 明中国文学 已经对这位印度菩萨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
。

《西游记 》中的孙悟空
,

是 中国人 民最喜爱 的文学形象之一
。

关于这一形象的来 源
,

中外学者长期 以来众说不一
。

归纳起来
,

大凡有三派意见
,

一派是外来说
,

认为孙猴子

诞生于印度
,

是舶来品 二是原产说
,

认为孙猴子来 源于 《古岳读经 》中的
“

无支祁
” ,

是 中国的土产 三是结合说
,

认为孙猴子既不是纯粹的舶来品
,

也不是完全的国货
,

而

是 二者的结合和发展
。

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发展
,

结合说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
。

李羡林先生在《 西游记 里 面的印度成分 》一文中旁征博引
,

对孙猴子的来源作了翔实

的论证
。

他指 出
“

我的意见是
,

不能否认孙悟空 与 《罗摩衍那 》的那罗 与哈奴曼等猴

子的关系
,

那样做是徒劳的
。

但是同时也不能否认 中国作者在孙悟空身上有所发展
,

有所

创新
,

把印度神猴和 中国的无支祁结合了起来
,

再加以幻想润饰
,

塑造成 了孙悟空这样

一个勇敢大胆
、

敢于斗争
、

生动活泼的
,

为广大人 民所喜爱的艺术形象
。 ”

近年来
, 日本学者矶部彰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进展

。

他发表文章认为 孙猴子

的产生 与唐代盛行密教
、

崇拜观音的背景有关
。

密教经典 《白宝钞 》的 《千手观音法杂

集 》里说
,

护法神大称猴是千手观音的亲随
。

在 《觉禅钞 》卷三
“

药法师
”

的十二位神

将中
,

有一名安底罗大将
,

是申位
,

猴头人身
。

因此
,

护送唐三藏玄奖去西天取经的猴

行者的形象
,

还来 自护法神将
。

矶部彰还认为 孙行者的形象与张世南的 《游宦记闻 》所记福建永福县流传的猿猴

的故事以及洪迈的 《福州猴王神记 》所讲的内容有关
。

在南宋末刊 出 《西游 》之前
,

在

北宋末南宋初之际
,

就存在称猴行者奉三藏法师取经的故事
。

原来的称猴行者只是与西

天取经有关
,

后来吸取 了福建野猿的故事和风俗而丰富起来
。

以齐天大圣为前期
,

饭依

佛门的悟空为后期
。

花果山上野猿的特性
,

是宋本 《西游 》中完全没有的
。

矶部彰还认为
,

孙悟空身上还加入了中国传统 雷神 雷公咀 的形象
,

两者融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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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了
。

以上矶部彰的这些见解
,

对于探讨孙悟空的来源问题不无裨益
。

它基本上可以归入

结合说之中
。

另外
,

孙悟空的形象与影戏中的猴王有一定关系
。

影戏在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
。

印

度的影戏也很发达
,

并且随着商人先后传入缅甸
、

爪畦
、

逞罗
、

占诚而至我国
。

印度最

早的影戏演的是罗摩和悉多的故事
,

其中猴王安伽 陀的角色最为重要
。

南宋时
,

影戏在

我国十分盛行
。

印度的猴王皮影戏大概就是在那时候传入我国南方的
,

并且产生了很大

影响
。

一直到今天
,

福州
、

漳州 , 泉州一带仍然称影戏为
“

皮猴戏
” 。

还有
,

我国元代时印度教曾在泉州一带有很大影响
。

印度教建造的庙
,

规模宏大
,

当地人称之为
“

蕃佛寺
” 。

这些寺庙在元末就 已经被毁
,

但大量的印度 教石刻却留了下

来
。

在这些精美绝伦的石刻中
,

神猴哈奴曼的形象占有重要的地位
。

你罗摩衍那今和 《摩

何婆罗多 》这两大史诗一直被印度教奉为圣典
,

哈奴漫的形象由印度教徒介绍到泉州是

完全可能的
。

泉州是当时中国有数的大商港
,

人员来往频繁
,

流量极大
。

所 以 ,

这个哈

奴曼通过 口 口 相传来到长江流域和中原一带
,

也是可能的
。

总之言之
,

越来越多的材料告诉我们 孙悟空是中国的无支祁和印度神猴的结合和

发展的这种说法
,

是较为合理的
。

除了孙悟空
, 《西游记 》中猪八戒和沙和 尚也受到了印度的一定影响

。 ⑧

由于佛经的大量汉译和佛教在中国的长期盛行
,

汉语中出现了大量的印度梵语的译

词和借词
。

梁启超在 《饮冰室合集 》中说
“ ”·

⋯其见于 《一加经音义 》
、

《翻译名义集 》

者既各以千计
,

近 日本人所编 《佛教大词典 》所收乃至三万五千余语
,

此诸语者非他也
,

实汉
、

晋
,

迄唐几百年间诸师所创造
,

加人吾国语系统中
,

而变为新成分者也
。 ”

这些

译词和借词大大丰富了汉语的词汇
。

经过千百年的漫长 岁月
,

来 自梵语的译词和借词
,

大部分被淘汰了
。

但是仍有相当

的一部分被保留了下来
,

并且与汉语原有的词汇水乳交融
,

派生出了许多新的成语
、

谚

语和歇后语
。

我们不妨把其中最常见的一部分分类写在下面
。

常用的一般词汇有
“

宝塔
” , “

地狱
” , “

法宝
” , “

阎王
” , “

菩萨 ” , “

造孽 ” ,

“

因缘 ” , “

慈悲 ” “

真谛 ” , “

因果 ” 等等
。

常用的成语有
“

一尘不染 ” , “

大慈大悲 ” “

三生有幸 ” , “ 四大 皆空
” , “

极乐世

界 ” , “

放下屠刀
,

立地成佛 ” , “

若海无边
,

回头是岸 ” , “

神通广大 ” , “

在劫难逃 ”

“

半路出家 ” “
菩萨心肠 ” , “

粥少僧多” , 等等
。

常用的谚语有
“

一人吃斋
,

十人念佛 ” “
一个和 尚挑水吃

,

两个和尚抬水吃
,

三

个和尚没水吃 ” , “

小庙里放不进大菩萨 ” “

不入佛门不受戒 ” , “

不见真佛不烧香”

“
不看僧面看佛面” “

无事不登三宝殿 ” “

宁舍千斤献真佛 , 不拔一毛插猪身 ” , 等

等
。

常用的歇后语有
“

阎王审案子 —尽是鬼事
” , “

阎王爷不戴帽子
—鬼头鬼脑

” , “

阎王奶奶害喜

病 —怀鬼胎
” 多 “

泥菩萨洗脸 —越洗越难看
” , “

老虎挂佛珠 —假慈悲
” , “

佛爷

脸上刮金子一刻薄
” , “

蚊子咬菩萨 —认错了人
” , “

和尚打伞无法 发 无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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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菩萨过江
—自身难保

” “

平时不烧香 —临时抱佛脚
”

等等
。

还有一些常用词汇
,

如
“

唯心
” 、 “

悲观
” 、 “

知识
”

等等
,

虽然是近代从 日语 中借

来的
,

但是追本溯源
,

它们都出 自汉译佛经
。

日本人把它们借用过去
,

赋于新的意义
,

而我国又从 日本借用过来
。

其 意义 虽然 已经有所变化和发展
,

但它们毕竟源于佛典
。

从上面这 些例子中可 以看到
,

佛教的传入确实对我国语言的影响很大
。

同时也可以

看出
,

中国人 民十分善于学习
,

对外国的东西具有很 强的消化吸收能力
。

上面所例举的

一般词汇
、

成语
、

谚语和歇后语中
,

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国人 民长期以来 以 印度外来语为

材料改造加工而成的新词语
,

大多数 已经失去宗教的色彩
,

甚至看不出外来的成 分了
。

这些词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

它们不仅大量地出现在人 民的 口 语中
,

而且大量地出现在

文学作品里
,

成了 中华民族文学语言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中国汉族文学接受印度佛教及其文学的影响
,

具有深广和持久的特点
。

从魏晋六期

的志怪小说
,

唐宋的变文
、

传奇
、

诗词
,

宋元的话本小说
,

元 明的戏剧
,

一直到 明清的

小说
,

几乎无一不受其影响
。

我国文学史上的许多大作家
,

如陶明
、

王维
、

白居易
、

苏

东坡
、

吴承思
、

蒲松龄
、

曹雪芹等等
,

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佛家思想的影响
。

这样情况

的出现
,

原 因是多方面的
。

历代封建帝王为了麻醉人 民
、

维护 自己的统治
,

大力提倡佛教
,

使佛教在我国盛行

了近两千年之久
。

佛教徒为了扩大 自己的影响
,

动用一切宣传手段弘扬佛法
。

佛教有一

套 比较完整
、

缤密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
,

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麻醉作用
。

生活在水深火

热 中的中国人 民对它很容易接受
,

希望从 中寻求 寄托 和安慰
,

并努力用文学的形式把他

们的这种思想和感情表达 出来
。

另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

佛教文学中的许多故事水平的确很高
,

有的佛教经典本身

就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
,

引起 了中国文人的兴趣和喜爱
。

总而言之
,

只 要我们把中国汉族文学深受印度佛教及其文学的影响的问题
,

放到当

时的政治
、

宗教
、

社会的背景中去研究
,

就会发现这是历史的产物
,

并没有什么奇怪之

处
。

当然
,

印度佛教及其文学对中国汉族文学的影响
,

既有积极的一面
,

也有消极的一

面
。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
,

消极的影响已经逐步消失
,

积极的影响则被保留了下来
,

片

将永远地保留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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