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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猴》

内容概要

两大东方文明古国印度和中国的古典文学中都有代表性的“神猴”，印度神猴是著名史诗《罗摩衍那
》中的“哈奴曼”、中国神猴是著名神话小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印、中神猴故事也流传到
泰国，并深受泰国百姓的喜爱和推崇。谢玉冰著的《神猴--印度哈奴曼和中国孙悟空的故事在泰国的
传播》从民间流传和文本流传两个方面入手，以两个神猴在泰国社会文化中的影响为线索，相互交流
的现状为重点，对印度哈奴曼、泰国哈奴曼以及“中国哈奴曼”——孙悟空三者进行比较研究，以期
找到他们形象演变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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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参考 I351.072/3713

福州、漳、厦都有大圣庙，泉州没有，但大量出口工艺品去海外；台湾宜兰电力公司拜大圣，求猴子
不要骚扰

说到变身斗法，没有指出劳度叉斗圣的渊源。

哈努曼的来源：雅利安人征服南部泰米尔人(达毗罗荼?)人系时，个大，黑皮肤，厚嘴唇，卷头发，文
明低，被比喻成猴子；雅利安人征战时使用他们作为雇佣军来帮助自己作战。

敌人常常对泰国哈努曼施用美人计，然后被他将计就计，还生了一堆娃~(中国元代杨景贤西游记其实
也有色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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