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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邦的文明》

内容概要

从周达观《真腊风土记》再出发
聚焦于吴哥王城中各种文明因素的关键点——阿加和僧侣
揭示柬埔寨人自我与他者的观念
...................
※编辑推荐※
前往柬埔寨这个“异文化”之地，探寻柬埔寨人如何汇集外来宗教力量创造吴哥文明。从周达观《真
腊风土记》的再出发，作者以细致的实地考察感受中国古人书写异域的智慧。呈现柬埔寨人穿越内与
外、传统与现代、自我跟他者之间种种界线的强大力量。
...................
※内容简介※
本书是基于作者2011年在柬埔寨吴哥王城的田野调查而写就的民族志。受古代中国描述“诸夷”的异
域志书，尤其是元朝周达观《真腊风土记》等以中国人的眼光和智慧认识与理解其他文明的著述之启
发，本书聚焦于吴哥王城中将古今内外各种文明因素“并接”的关键人物——佛教僧侣和被称作“阿
加”的仪式专家，通过他们在家庭、社区、王国的宗教与仪式中的关系，呈现出柬埔寨人如何将这两
种宗教知识传统吸纳入自身社会并形成自身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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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杨，重庆万州人，1984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博士，现为中国华侨华人历史
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社会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东南亚宗教与华侨华人社会、闽南宗教与文化
等。曾发表《从法显到郑和时代中国人笔下的印度洋世界》《在“周边”的文明——从〈真腊风土记
〉看“海外圈”的古代东南亚世界》《吴哥的微笑：柬埔寨人的生活观》等论文十余篇，翻译《人性
的西方幻象》《莫斯的学术自传》等英文著作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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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邦的文明》

精彩短评

1、这本书不断在强调的是历史在宇宙观中的介入、在仪式中的再现，既是佛教与印度教的融合，也
是地方文化对生死观的想象。【Erik W. Davis的Treasures of the Buddha：Imagining Death and Life in
Contemporary Cambodia讨论了类似的问题，不过重点放在丧葬仪式。】
2、这本书对我最大的推动，是让我去孔夫子上掏了一本《沿湄公河而上——柬埔寨和老挝纪行》。
最有价值的一句话是：“划龙舟这个活动原本起源于信仰佛教的吴哥国王阇耶跋摩七世，带有超度亡
灵的性质”。p.204
3、以和尚与阿加为代表的佛教与印度教在柬埔寨地方社会中的活动，以及它们与本土生活的融合与
同化。展示了多种宗教和谐相处的一个样本，以及宗教与世俗自然渗透的双向互动。毗湿奴对柬埔寨
的印度化影响较大，而P207有关神牛的那个神话最概括地说明了柬埔寨被暹罗征服的命运轨迹。
4、本来只是为去吴哥窟做功课，结果看完了对人类学和民族学更有兴趣。
5、170112－170316  本是为更好地了解柬埔寨文化和去那里旅游而买的背景学习读本，没想到激发了
我对人类学的兴趣。这是罗杨写的一本基于田园考察的民族志，没有任何实用旅游信息，却极其详细
的讲述了柬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宗教信仰，文化和历史。读过之后，就会知道为什么今日的柬埔寨是
现在你眼中看到的样子。最后一章升华到对人类学存在意义的讨论，罗杨的旁征博引令人佩服。很想
读读费孝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柬埔寨，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6、本书是基于作者罗杨2011年在柬埔寨吴哥王城的田野调查而写就的民族志。
受古代中国描述“诸夷”的异域志书，尤其是元朝周达观《真腊风土记》等以中国人的眼光和智慧认
识与理解其他文明的著述之启发，本书聚焦于吴哥王城中将古今内外各种文明因素“并接”的关键人
物——佛教僧侣和被称作“阿加”的仪式专家，通过他们在家庭、社区、王国的宗教与仪式中的关系
，呈现出柬埔寨人如何将这两种宗教知识传统吸纳入自身社会并形成自身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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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邦的文明》

精彩书评

1、　　打开“时间胶囊”　　“如同为世界环绕的诸多传统宫殿，且最著名者如那些印式宫殿一样
，在其纯粹的物化形式上，是一种神圣的象征，是秩序的副本⋯⋯其布局通过另外的中介物而重现了
宇宙的深层几何学。”　　这是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中对巴厘
岛上充满宗教意味的政治结构作过的评论。尽管他对印度教主旨的认识有限，但他作为人类学家对异
文化的高度敏感，使他犀利地发现了那些位于东南亚社会最深层的文化烙印。　　在佛教和伊斯兰教
影响这个地区前，印度教是古典时代对东南亚最丰厚的文化遗产。从中国的泉州南到爪哇岛，无不留
下这一古老宗教痕迹，而其中最令人瞩目的莫过于位于柬埔寨古高棉王国首都暹粒的吴哥窟。吴哥窟
兴建于信奉毗印度教（湿奴教）的真腊国王苏耶跋摩二世时期，他改奉大乘佛教的后代阇耶跋摩七世
又在其中增加了大乘佛教元素。在15世纪初期，真腊（柬埔寨古称）在暹罗的南侵下放弃了吴哥，全
面接受了小乘佛教。由于上座部佛教强调个人修行，放弃了印度教或大乘佛教那样对仪式和空间格局
的强烈呈现，使得吴哥尽可能地保留了当年的样貌。可以说，为中世的柬埔寨文化保留了重要的“时
间胶囊”。【今天小乘佛教成为了柬埔寨的国教，吴哥窟更以其混合了热带风光和古老宗教的高耸塔
林吸引着各国游客。对于大多数观光客，身在须弥山下，若能打开那枚叫做吴哥窟的“时间胶囊”或
许就能找到登山的路径，窥到那个古老的南海秘境。——发表版本此段改动】　　阿加与和尚　　罗
杨博士的《他邦的文明：柬埔寨吴哥的知识、王权与宗教生活》通过对吴哥窟遗址区四个村子的调查
，呈现出了一个在当代佛教柬埔寨背后的真腊的轮廓。　　作者纠正了一个认识上的偏差，吴哥窟并
不是被欧洲人的“发现”。在它放弃作为首都后的几个世纪里，并没有沦为丛林占据的无人区。它的
周围始终都有居民居住，居民们把它当做庙宇使用，其中都有修行者驻节，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
　　即使被当做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起来，吴哥窟仍是当地居民重要的寺庙。从宫殿到寺庙的转变似乎
不可思议，可对柬埔寨人并不突兀。当年周达观眼中的宏伟都城：“周围可二十里，有五门，门各两
重⋯⋯城之外巨濠，濠之外皆通衢大桥⋯⋯城门之上有大石佛头五，面向西方。中置其一，饰之以金
。门之两傍，凿石为象形⋯⋯”，是如何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寺庙？　　他从吴哥窟中活动的两类宗教
人士展开探索。一种是我们熟悉的和尚、僧人。另一种则是被称作“阿加”的人。“阿加，柬埔寨语
中意为‘走在前面的人’”。有关阿加起源的“两种说法解释出阿加与自身过去的两种关联。一方面
，他们是自上而下从宫廷流出到民间的婆罗门祭司⋯⋯另一方面，阿加起源故事暗示着这群人既在佛
教仪式外又在其内的双重性。”　　和尚与阿加都在寺院中举行仪式，但他们各自有不同的活动区域
，僧人一般在“庙堂”活动，而阿加则在仅次于庙堂的“萨拉”举行仪式。这两种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共栖方式给外来者留下奇特的印象。　　为了具体呈现和尚与阿加的差异，该书分别从人生礼仪
（出家、婚礼、丧礼）、祭祀“鬼、神”的方式这几个方面展开对比。以对待来世的态度为例，在代
表印度教传统的阿加看来“人与世界都在循环往复中上升，而佛教则认为他们都在不可逆转地衰降。
”从更通俗的角度理解，僧人是以行善积德的方式，为未来生活将要遇到的不幸（如死后的轮回）预
做打算，提前为来世做准备。阿加则直面当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麻烦或不顺，都会去找阿加
“做法”、问道。　　从两者身份关系来说，“当小乘佛教在柬埔寨历史上替代先传入的印度教后，
阿加们在延续印度教传统的同时，以两种方式融入小乘佛教中，其一，做和尚是成为阿加的前提，在
阿加师承之外径加入佛门内部的谱系；其二，充当佛教和民众的媒介，在遁世修行、追求涅槃的和尚
与俗人这无法跨越的圣俗二分等级之间，阿加是黏合剂，也是维系这种等级之别的中介。”　　从宫
殿到寺庙：一座没有演员的舞台　　解释了僧人与阿加的联系，就看到了叠覆在柬埔寨文化中的两个
层面。但这两方面只包含了本书副标题中的三分之一“宗教生活”，仍旧没有解答吴哥是怎样“从宫
殿变成寺庙”的。　　这时，需要再次请出人类学家格尔茨，他说“宫殿可被视为或大或小的舞台的
复合体，当然也可以被看成一个大舞台。”在吴哥窟中心位置的三重台基和五座宝塔，象征位于中心
的须弥山和周围由“东胜神洲、南赡部洲、西牛贺洲、北俱卢洲”组成的“四洲”世界。这就是印度
教和佛教共有的宇宙观，所有的河流和道路都以须弥山为中心。当有人去世，逝者的灵魂又会回到须
弥山上。这种文化的核心在于，这个宇宙观并非是想象，而是真实存在的。于是，信奉印度教的古柬
埔寨人，就真的在人世间建造了这样一座恢宏的舞台。　　同时，舞台搭建完成，还需要演员上场。
在印度教徒心中，以须弥山为中心的宇宙，是大神毗湿奴创造的。毗湿奴又以化身众多著称。在十三
世纪的真腊，毗湿奴在人间的化身就是高棉国王苏耶跋摩二世。他每年在吴哥按照毗湿奴创造世界的
剧本主持迎水和送水仪式，正如格尔茨对印度教王国的描述：“在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国王并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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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牧师的角色，他就是世界超凡的中心，祭司则是他的神圣特性征象、组成和效应物。”担任过印
度教祭司的阿加的前辈，的确如神话演绎的那样，为毗湿奴的世界迎、送生命之灵。与其说那个由毗
湿奴化身执政的王国是“政教合一”，不如说王国中的所有成员，从国王到祭司到民众，都扮演了印
度教神话中的一角。　　但真腊王国为了维护毗湿奴的舞台，不免耗尽了信徒们的生产和积蓄。对现
实世界的失望和失落，使阇耶跋摩七世从专注现实的毗湿奴教，转向了遁身来世和轮回的大乘佛教。
除了给周达观留下“城门之上有大石佛头五，面向西方”的吴哥印象外，还真实地反映了真腊王国面
对现实的无力。引入北部暹罗力量，为阇耶跋摩七世的后人赢得了短暂的喘息。但因暹罗介入高棉事
务，难以维持雇佣费用的真腊王国不得不接受失去吴哥的命运。伴随暹罗人一同到来的还有小乘佛教
的僧侣们。正是后者带来了以出家、修行、面向来世生活的信仰。　　至此，历史上的真腊，随着江
河日下的现实让位给梦想伟大复兴的来生，曾经毗湿奴用林迦展现创世力量的宇宙中心的宫殿，转变
成南传上座部佛教灯油闪烁的寺庙。吴哥窟从过去的神圣殿堂，成了我们今天看到杂糅了多元脉络的
世界文化遗产。这正是历史人类学应该展现给我们的结构维度。　　古代柬埔寨遗留给我们的毗湿奴
、湿婆、诃梨诃罗、洛什弥、雪山女，以及各种菩萨的无数塑像。这些建筑物的用途则为这些在人间
的神祇搭建了舞台，“印度诸神居于山巅，并随着飘忽不定的宫殿移动，这些建筑物的构图为金字塔
形，显然是力图使人想到大山。”法国东方学家乔治·赛代斯这样总结了吴哥的建筑艺术。　　今天
，曾经的演员早已不复存在，而这个舞台，以及舞台上的种种布景、陈设，留给我们无限的想象空间
。这就是那座印度教到佛教神祇轮流登场的吴哥窟。2016年07月23日 星期六 新京报 第B09：书评周刊
·文化http://www.bjnews.com.cn/book/2016/07/23/4109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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