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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梵文版《丹德罗的故事》是著名故事集《五卷书》在南印度的一个重要异文版本，并被翻译成泰米

尔语、爪哇语、兰那语、老挝语和泰语等多种语言在南亚、东南亚地区传播。泰文版叫做《娘丹德莱的故事》，是众

多翻译传播的版本中差异最大的一个版本。它保留了原故事中连环穿插的框架形式，但是在主干故事、穿插故事

的内容和数量上均有较大的改动，增添、删改了很多内容，以适于泰国人的文化习惯，有独特的传播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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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卷书》（Ｐａｎｃｈａｔａｎｔｒａ）是古印度的一部著名

的寓言童话故事集。它不但在印度文学、梵文文学

史中占据特殊地位，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广泛传播，

具有重要的 地 位，影 响 巨 大，被 季 羡 林 先 生 誉 为 是

“一部征服了世界的寓言童话集”。泰国自古代立国

以来就一直深受印度文化影响，古代印度的宗教、文

学、艺术等都深刻地影响着泰国的文化，《五卷书》这

样一部重要的作品自然也传入了泰国。但是在泰国

流传的《五卷书》并不是一个结构完整的连环穿插式

故事集全译本，而是化整为零，以某个主干故事作为

单行本出版，最重要的三个单行本分别是《公牛的故

事》（ＮｏｎｔｈｕｋＰａｋａｒａｎａｍ）、《飞鸟的故事》（ＰａｋｓｉＰａ－
ｋａｒａｎａｍ）和《魔 鬼 的 故 事》（ＰｉｓａｔＰａｋａｒａｎａｍ）。此

外，泰国传播的《五卷书》也不是直接来自梵文原版，

而是通过它的异文版本，主要是《娘丹德莱的故事》

传播的，而且在传播的过程中融入了本土的文化，形

成新的文本。本文主要讨论泰国流传的《五卷书》故

事的来源及其传播的特点。

一、东南亚 地 区 传 播 的《五 卷 书》异 文 版

本：《丹德罗的故事》

印度的《五卷书》成书年代久远，流传广泛。因

此，后世的传本也很多，季羡林先生指出，《五卷书》

的传本在印度和尼泊尔都有，西方人士根据繁简的

不同，划 分 出“简 明 本”、“修 饰 本”和“扩 大 本”

等［１］译 本序第２页。美国 的 梵 文 学 者 富 兰 克 林·艾 哲 顿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Ｅｄｇｅｒｔｏｎ）通 过 对 诸 版 本《五 卷 书》的 研

究，总结了《五 卷 书》的 四 大 版 本 分 支，分 别 是：《说

薮》（Ｔａｎｔｒāｋｈｙāｙｉｋａ）一 支、南 印 度 本———尼 泊 尔

本———《益世嘉言集》（Ｈｉｔｏｐａｄｅ ａ）一 支、《大 故 事

花束》（Ｂｈａｔｋａｔｈā）一 支 和 巴 列 维 语 版 本 一 支［２］５２。

这四个分支又沿着不同路径向各地传播。其中第二

个分支中的南印度本，无论在内容还是语言上都最

大程度保留了《五卷书》原本的特征和面貌，甚至大

段使用原本的原话，艾哲顿认为有超过四分之三的

大段韵文来自原本［２］１８。南印度本也是许多在东南

亚地区流 传 的《五 卷 书》故 事 的 原 始 本。南 印 度 本

《五卷书》在传播过程中，在保留基干情节的基础上，

又加入了不少新的寓言，出现了许多改编本，最著名

的一个改编本即《丹德罗的故事》。有泰国学者认为

《益世嘉言集》也是南印度本 的 一 个 著 名 改 编 本［４］，

相对于强调道德训谕的《益世嘉言集》，《丹德罗的故

事》更注重故事的娱乐性，传播的范围也更广。

梵文版的《丹德罗的故事》在传播过程中被译成

泰米尔语、爪哇语、兰那语（泰北地区）、老挝语和泰

语等版 本。１９１４年，梵 语 学 者 赫 特 尔 教 授（Ｊｏｈａｎ－
ｎｅｓ　Ｈｅｒｔｅｌ）经过研究发现，在东南亚地区传播的爪

哇的《娘丹德利的故事》、老挝的《娘丹黛的故事》和

泰国的《娘丹德莱的故事》都来自某一个版本的《五

卷书》，但 他 无 法 确 定 究 竟 是 哪 一 个 版 本。直 到

１９７５年，另一位学者阿托拉教授（Ｇｅｏｒｇｅ　Ｔ．Ａｒｔｏ－
ｌａ）发现该版本的《五 卷 书》，即 梵 语 的《丹 德 罗 的 故

事》，同时也发现了泰米尔语的版本《娘丹德鲁的故

事》①。这些 版 本 都 是 以 楔 子 故 事 中 的 女 主 人 公 的

名字命名的，在不同的语言中稍有差别，如在泰米尔

语中叫娘丹德鲁、在爪哇语中叫娘丹德利、在老挝语

中叫娘丹黛、在泰语中叫娘丹德利。

梵文版《丹德罗的故事》原始版本已散佚。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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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哇版《娘丹德利的故事》在公元１１世纪初就已在

印尼地区广为流行了。因此，作为它的原本，梵文版

《丹德罗的故事》应该存在更古老的版本。现存最早

的梵 文 版 是 收 藏 在 印 度 喀 拉 拉 大 学 图 书 馆 中 的

１７０７年贝叶刻本，１９３８年首次印刷出版，列在《特里

凡得 琅 梵 文 系 列》（Ｔｒｉｖａｎｄｒｕｍ　Ｓａｎｓｋｒｉｔ　Ｓｅｒｉｅｓ）

中②。阿 托 拉 认 为 《丹 德 罗 的 故 事》的 名 字

“Ｔａｎｔｒｏｐāｋｈｙāｎａ ” 最 初 应 该 叫

“Ｐａｎｃｈａｔａｎｔｒｏｐāｋｈｙāｎａ”［４］，意 为“讲 述《五 卷 书》

（Ｐａｎｃｈａｔａｎｔｒａ）里 的 故 事”，后 来 随 着 时 间 的 流 逝，

“Ｐａｎｃｈａ”一词脱落了。

《丹德罗的故事》沿袭了《五卷书》的大故事套小

故事的讲述方式，即连环穿插式的结构形式，但是在

内容安排上和其他《五卷书》版本相比则有较大的变

动。《五卷书》除 楔 子 部 分 外，分 成５个 主 干 故 事。

按照季羡林先生的汉译本分别是《朋友的分离》、《朋

友的获 得》、《乌 鸦 和 猫 头 鹰 从 事 于 和 平 与 战 争 等

等》、《已经得到的东西的丧失》和《不思而行》五卷。

而《丹德罗的故事》除楔子部分外，只讲了４个主干

故事。具体内容也有变化，分别是《公牛的故事》（或

音译为《南 突 的 故 事》）、《飞 鸟 的 故 事》、《青 蛙 的 故

事》和《魔鬼的故事》。这里面只有《公牛的故事》和

《五卷书》的第一个主干故事《朋友的分离》能够对得

上，讲的都是一头被商人放弃的受伤的公牛与森林

中的 狮 王 结 成 了 朋 友，狮 王 的 两 个 狐 狸③ 大 臣 从 中

挑拨离间，结果公牛与狮王争斗起来，最终公牛被狮

王咬死。其余３个主干故事都和《五卷书》对不上。

此外，现存贝叶版的《丹德罗的故事》并不完整，

缺少了开头的楔子部分和最后一个故事《魔鬼的故

事》。但是在其他语言的文本中，楔子故事被保留下

来了，它和《五 卷 书》的 楔 子 部 分 截 然 不 同。《五 卷

书》中是讲一位国王有三个蠢儿子，为了教会他们治

国安 邦 的 知 识，国 王 请 来 婆 罗 门 韦 湿 奴 萨 拉 曼④ 教

导他们。韦湿奴萨拉曼便通过讲故事这种灵活有趣

的方式，在短时间内教三个王子掌握了一切政治学

问。他一共讲了５个大故事。每个故事中再穿插着

小故事。而《丹德罗的故事》楔子部分的情节和阿拉

伯地区的《一千零一夜》故事接近，讲的是一位国王

命令一位大臣每晚都要献上一名美女，然后在清晨

杀掉。一年 之 内 不 能 中 断，否 则 就 治 罪 处 死 大 臣。

在连续献上１００多名美女之后，大臣再也找不出人

了。他的女儿丹德罗自告奋勇进宫为国王讲故事，

不断推迟行刑时间，最终成功地救了他们父女俩和

其他女子们的性命。按照爪哇语和泰米尔语版的说

法，在楔子部分的最后提到，丹德罗一共讲了４个大

故事，即公牛的故事、飞鸟的故事、青蛙的故事和魔

鬼的故事。每个故事包含９０个小故事，总共有３６０
个故事⑤。当然，这个数字只是概数，实际上的故事

远没有那么 多，但 它 表 明 一 个 完 整 的《丹 德 罗 的 故

事》是由楔子故事和四个主干故事组成的。

二、泰文 版《丹 德 罗 的 故 事》：《娘 丹 德 莱

的故事》

在泰国流传的《丹德罗的故事》有两种文字的版

本，分别是泰北地区的兰那文版本和中部地区的泰

文版本。而兰那文版本是泰文版《娘丹德莱的故事》

和老挝的 老 挝 文 版《娘 丹 黛 的 故 事》的 原 本。１９８１
年，泰国学者古素玛·拉克萨玛尼在清迈社会研究

所发现了大量泰北地区的寺庙保存的兰那文《丹德

罗的故事》故事的贝叶材料，主要分布在清迈府、帕

府、南邦府、难府和帕夭府的寺庙之中［５］２４－２６。一 些

西 方 学 者 像 布 雷 恩 格 斯（Ｂｒｅｎｇｕｅｓ）、施 威 斯 古

（Ｓｃｈｗｅｉｓｇｕｔｈ）推测，这些贝叶材料可能是清迈的僧

人到锡兰和印度南部求法时带回来的，之后译成兰

那文，并 向 东、向 南 分 别 传 入 老 挝 和 泰 国 中 部 地

区［５］４９－５０。《丹德罗的 故 事》或 兰 那 文 的《娘 丹 代 的

故事》通过口传的方式在泰北的大泰人、泰泐人和泰

痕人等很多族群中都有流传，在瓦·普兰厄搜集编

选的《智慧与爱情：北部人民的故事》中就收录了一

些口传文本［６］。

泰文版的《娘丹德莱的故事》传入中部地区的确

切时间难以确证，很可能是在清迈臣属阿瑜陀耶时

期传到中部地区的。至迟到１７世纪末阿瑜陀耶王

朝后期就有了《娘丹德莱的故事》的抄本，包括贝叶

抄本和泰式奎册抄本⑥。泰文版《娘丹德莱的故事》

的手抄本收藏在泰国的国家图书馆中，共有２０本泰

式奎册本。其中《公牛的故事》９本，《飞鸟的故事》５
本，《魔鬼的故事》６本。每本的篇幅长短不一，故事

的顺序也不连贯。有些故事还重复出现，而且这里

面只有３个主干故事，缺少《青蛙的故事》。

曼谷王朝（１７８２－今），《娘丹德莱的故事》影响

进一步扩大。１８３６年，曼谷王朝三世王借修缮卧佛

寺之机，命宫廷学士和作家们挑选重要的文学作品、

佛教典籍、星相卜文、传统医学等知识刻在卧佛寺的

石墙上，以进行推广和传播。能够被选入镌刻的作

品都是被视为国家文化精华的作品，有重要的意义，

其中就包括《公牛的故事》和《魔鬼的故事》的部分内

容。

尽管泰国 人 很 清 楚《公 牛 的 故 事》、《飞 鸟 的 故

事》和《魔鬼的故事》都是《娘丹德莱的故事》的一部

分，是一个有前后承继关系的整体。但是泰国始终

都没有推出过一个完整的《娘丹德莱的故事》，而是

分别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过《公牛的故事》、《飞鸟的

故事》和《魔鬼的故事》，楔子部分的内容则放到第一

个主干故 事《公 牛 的 故 事》之 前，作 为 故 事 的 前 引。

１８世纪末，西方的印刷技术传入泰国，特别是１８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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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布拉 德 利（Ｄａｎ　Ｂｅａｃｈ　Ｂｒａｄｌｅｙ）引 进 泰 文 字 模 之

后，泰国开始印刷出版泰文的书籍和材料。１８６９年

曼谷王朝五世王时期，皇家印刷厂第一次印刷出版

了《飞鸟的故事》和《魔鬼的故事》⑦。之后每个故事

又分别单独印刷，用于在葬礼上作为功德纪念分发。

１９６１年，泰国艺术厅将在泰国流传的、较有影响的，

并经过皇家学术院丹隆拉查努帕亲王、功门皮塔亚

隆功等学者 根 据 抄 本 编 辑 审 订 的 外 来 故 事 结 集 出

版，书名定为《伊朗王道故事（故事汇编）》，但实际上

《伊朗王道故事》只是这本故事汇编里面的第一个故

事。全书共分为 六 个 部 分，按 顺 序 依 次 是：１．《伊 朗

王道故事》；２．《飞鸟的故事》；３．《魔鬼的故事》；４．《僵

尸鬼的 故 事》；５．《公 牛 的 故 事》；６．《益 世 嘉 言 集 故

事》。尽管书名无法体现里面全部内容，它只是其中

六分之一的内容，后来教师委员会在１９６３年再版重

印该书，并将 全 书 分 成 两 册，但 是 书 名 依 然 沿 用 了

《伊朗王道 故 事（故 事 汇 编）》⑧，故 事 排 序 也 未 作 变

动。时至今日，泰国也没有单独推出以《娘丹德莱的

故事》为名的故事全本。此外，在故事汇编中，故事

的排序是被打乱的，按《娘丹德莱的故事》的顺序，应

该先是《公牛的故事》（包括楔子），然后才是《飞鸟的

故事》和《魔鬼的故事》。但是这３个故事在书中分

别是第五、第二和第三个故事，并且中间还插入了一

个《僵尸鬼的故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泰国人并

不注重故事的整体框架，更习惯将每个主干故事分

开来独立欣赏。此外，这里面缺少了《青蛙的故事》

这个主干故事。而在梵文原本、兰那版和老挝版中

都是具有这个故事的，这说明泰文版《娘丹德莱的故

事》很可能不是以一个完整的整体传入的，而是每个

故事分别传入的。在文本的传播过程中，又经过多

次传抄、修改和补充，故事和故事之间的联系也变得

松散起来。除 了 楔 子 部 分 和《公 牛 的 故 事》与 梵 文

版、兰那版基本一致外，《飞鸟的故事》和《魔鬼的故

事》的内容和原本差别相当大，像泰文版《飞鸟的故

事》有１８个故事。其中１５个故事与其他版本不同，

泰文版《魔鬼的故事》甚至连主干故事都和其他版本

不同。可见，这是３个主干故事传入泰国后，沿着不

同的路径各自传播和发展的结果。

泰文版《娘丹德莱的故事》也受到西方学者的关

注。法国的巴勒格瓦神父（Ｊｅａ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Ｐａｌｌｅｇｏｉｘ）

是最早提及该故事的西方人。他在１８５０年编著的

一本《泰语语法》（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　Ｌｉｎｇｕａｅ　Ｔｈａｉ）中列

举了一份与宗教无关的泰文书目名录，其中就包括

《娘丹 德 莱 的 故 事》里 的 这３个 故 事：“《公 牛 的 故

事》，关于聪明的黄牛……《飞鸟的故事》，关于聪明

的鸟。《魔 鬼 的 故 事》，关 于 魔 鬼。”［７］１７５１８６３年，阿

道夫·巴斯蒂安（Ａｄｏｌｆ　Ｂａｓｔｉａｎ）带着《魔鬼的故事》

原本和《飞鸟的故事》翻译本以及《十二角的故事》到

了德国。１８９４年，穆勒（Ｆ．Ｗ．Ｋ．Ｍüｌｌｅｒ）将从巴斯

蒂安那里获得的《魔鬼的故事》译成了德语，但只翻

译到第６个 穿 插 故 事。１８７２－１８７３年，在《暹 罗 宝

库》（Ｓｉａｍ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杂志刊登了《魔鬼的故事》和

《公牛的故事》的简明英译本，译者未署名。《公牛的

故事》还有一个法文译本，是１９２７年由洛尔茹（Ｅｄ－

ｏｕａｒｄＬｏｒｇｅｏｕ）翻译的⑨。１９１０年，克罗斯比（Ｊｏｓｉａｈ

Ｃｒｏｓｂｙ）为 了 研 究《飞 鸟 的 故 事》而 将 其 译 成 英

文［８］５－８０。此外，《魔 鬼 的 故 事》还 有 一 个 简 译 本，是

由金斯伯格（Ｈｅｎｒｙ　Ｄ．Ｇｉｎｓｂｕｒｇ）翻译的［９］２７９－３１４。

三、《娘丹德莱的故事》的结构和特点

泰文版《娘丹德莱的故事》在结构上延续了《丹

德鲁的故事》（《五卷书》）的“大故事套小故事”的连

环穿插式结构。即使三个主干故事分别抄录或刊印

传播，每个故事也都采用这种连环穿插结构。这种

结构的好处在于可以把相互没有关联的故事用一根

线索串联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此外在传播的

时候可以化整为零，穿插的小故事可以单独传播，也

可以化零为整，以一个框架整体进行传播，而且具体

传播时的故事数量和内容还可以灵活变换，穿插故

事数量的增减甚至替换删改，都不会影响框架整体。

正是因为这种结构特征，连环穿插式故事在传播过

程中很容易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口头传播或跨文化、

跨地域传播的时候，会经过本土化的改造，在新文本

的形成过 程 中 都 会 加 入 本 土 的 文 化 特 征。每 一 个

《丹德鲁的故事》的异文版本相对于梵文原版都经过

了改造，即使是通过贝叶抄本方式传播，也或多或少

有些差异。而在众多版本中，泰文版《娘丹德莱的故

事》的变化是最大的，本土文化的特征也最为鲜明。

由于现存梵文原版有缺失，而兰那版在整体上

比较接近梵文原版，可以通过对比泰文版与兰那版

文本，管窥泰文版的本土化改造及其特点。

首先，在主干故事的内容上，泰文版和兰那版有

很大的差异。泰文版将《娘丹德莱的故事》的楔子部

分，即娘丹德莱主动入宫为国王讲故事，阻止他每夜

杀戮一名女子的行为的情节，和兰那版的第一个主

干故事《公牛的故事》连缀到一起，并将这个连缀文

本冠以《公牛的故事》。但是原《公牛的故事》的主干

情节，即一头叫做南突的公牛与狮王詹塔兴哈叻结

为密友，但遭到狐狸桑瓦坦和瓦尤帕的挑拨而互相

残杀，在泰文版中被降格成为一个较长的穿插故事。

兰那版的楔子故事部分比较简短，而泰文版的楔子

故事却十分冗长，穿插了大量原版中没有的故事，或

将后面的故事提前插入，分别是在娘丹德莱劝慰父

亲（穿插了８个故事）以及娘丹德莱进宫后与国王对

话之时（穿插了１１个故事）两处，之后才开始进入公

牛南突的故事。整个《公牛的故事》共有５２个穿插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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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楔子部分就占去了三分之一强。泰文版《飞鸟

的故事》的主干部分和兰那版基本一样，是由《五卷

书》第三卷第１个穿插故事“众鸟选王”变化而来，并

加入了印度神话中“搅乳海”的母题，讲众神和阿修

罗用仙山作为搅棒搅动乳海以求仙水和各种宝物，

惊动了在仙山和乳海中的众鸟，它们聚在岸边商议

推选一位鸟王，来领导弱小的鸟类。泰文版对“搅乳

海”的前因后果交代得更为详尽一些。泰文版《魔鬼

的故事》和兰那版对比，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兰

那版是讲一群魔鬼为了争食战场上阿修罗的遗骸而

产生矛盾，有人提议推选出一个魔鬼之王进行裁决，

每个魔鬼都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开始讲故事。这个思

路和《飞鸟的故事》有些接近。而泰文版则是讲魔王

要和一位人类公主结婚，但遭到大臣的反对，大臣为

了说服魔王就开始讲故事。魔王结婚的故事是泰文

版独有的，其他任何一个《丹德鲁的故事》异文版本

都没有，换句话说，这个主干故事是泰国人原创的。

其次，在具体的穿插故事上，泰文版也作了较大

改动。泰文版《公牛的故事》共有５２个穿插故事，而

兰那版除去主干故事外只有２０个穿插故事，这其中

只有１６个故事出现在泰文版中，剩下４个故事中，

除了１个故事（“大象与塞鸟”）出现在泰文版《飞鸟

的故事》中外，其余３个不见于任何泰文版本。也就

是说，泰文版的５２个故事中只有１６个故事与兰那

版相同，其余３６个故事都是泰文版插入的新故事。

这些新插入的故事都是在泰国流传的民间故事和佛

本生故事，其 中 有 不 少 是 直 接 出 自《清 迈 五 十 本 生

经》⑩ 中的故事，如第１２－１５个穿插故事即出自《清

迈五十本生经》前部第４０个故事“素帕希提本生”和

后部第４个故事“素拉帕本生”，第１７个穿插故事出

自《清迈五十 本 生 经》后 部 第７个 故 事“素 宾 本 生”

等。泰文版《飞鸟的故事》除主干故事外共有２４个

穿插故事，兰那版则只有１６个故事，其中仅有３个

故事是相同的。而《魔鬼的故事》，泰文版有３１个穿

插故事，兰那版仅有１９个，二者的主干故事就不相

同，穿插故事差别就更大了，仅有１个故事相同。

由此可见，泰文版《娘丹德莱的故事》要比其他

版本复杂，穿插故事也更多。从数量上看，几乎有一

半左右的故事是原版没有的，还有一些故事被改头

换面，重新安排位置。如“大象与塞鸟”的故事原本

在《公牛的故事》中，在泰文版被插入《飞鸟的故事》

里。这些新加入的穿插故事大部分已不是以动物为

主人公的寓言故事了瑏瑡，基本都出自《清迈五十本生

经》、《佛本 生 经》及 其 他 在 泰 国 民 间 广 为 流 传 的 故

事，因此带有强烈的泰国民间文学的特征。许多故

事都带有浓厚的佛教训谕色彩，宣扬因缘果报、慈悲

解恚，如《公牛的故事》中第４３个故事“猎人”中，面

对屡次恩将仇报的猎人，猴子们都以德报怨，在被猎

人打伤、杀死之前还不忘替猎人引路。当然，最后罪

孽深重的猎人堕入阿鼻地狱，受到应有的报应。还

有的故事表现 出 泰 国“加 加 翁 翁”类 故 事瑏瑢 的 特 点。

这类 故 事 充 满 了 奇 幻 的 魔 法，还 具 有“寻 妻（得

妻）———遇险（失妻）———第二次得妻”这样相似的结

构［１０］６１－７５。在泰文版《魔鬼的故事》中，到第１５个故

事时魔王已经和公主成婚，但后来又加入格里沙纳

努叻王掳走并迎娶公主、与魔王交战、岳父出兵接回

公主、格里沙纳努叻王迎回公主等情节。泰文版《魔

鬼的故事》后半部分基本上就是一个“加加翁翁”故

事，男主人公也由魔王变成了人类的格里沙纳努叻

王了。

四、结语

泰文版《娘丹德莱的故事》最大程度上利用了连

环穿插式故事的结构特点，从框架结构到主干故事

和穿插故事，对原故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改和增

添。尽管它最初源自《丹德罗的故事》，再往上可追

溯至《五卷书》。但经过本土化改造之后，已经带有

鲜明的泰国民间文学的特点，也更符合泰国人的欣

赏习惯。在泰国传播的其他古印度的故事，如《益世

嘉言集》、《僵 尸 鬼 的 故 事》等 也 都 带 有 这 种 传 播 特

征，而《娘丹德莱的故事》篇幅最长、结构最复杂，本

土特征表现得也最为突出。

注　释：

①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Ｈｅｒｔｅｌ，Ｄａｓ　Ｐａｎｃａｔａｎｔｒａ：ｓｅｉｎｅ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ｕｎｄ　ｓｅｉｎｅ　Ｖｅｒｂｒｅｉｔｕｎｇ．（Ｌｅｉｐｚｉｇ：Ｔｅｕｂｎｅｒ，１９１４），ｐ．

３３８；Ｇ．Ｔ．Ａｒｔｏｌａ，“Ｐａｎｃａｔａｎｔｒａ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ｆｒｏｍ

Ｓｏｕｔｈ　Ｉｎｄｉａ”，Ｔｈｅ　Ａｄｙａ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ＸＸＩ，ｐｔ．

３－４（１９５７），４１．转引自［泰］古素玛·拉克萨玛尼：《泰

文版＜五卷 书＞故 事》（泰 文），《艺 术 大 学 文 学 学 刊》，

总第２年 第１、２期 合 刊（１９７８年６－１１月 号、１９７８年

１２月－１９７９年５月 号），文 学 院１０年 纪 念 特 刊，第８３

－８４页．

②　［泰］古 素 玛·拉 克 萨 玛 尼：《泰 文 版＜五 卷 书＞故 事》

（泰文），《艺术大学文学学刊》，总 第２年 第１、２期 合 刊

（１９７８年６－１１月号、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９７９年５月号），

文学院１０年纪念特刊，第８４页。

③　季羡林先 生 译 为 豺 狼，在 有 些 语 言 中 狐 狸 和 豺 是 一 个

词，阿拉伯语的《卡 里 莱 和 笛 木 乃》中 两 个 大 臣 就 是 狐

狸。

④　季羡林先生译为“毗搜纽舍哩曼”。

⑤　Ａ．Ｖｅｎｋａｔａｓｕｂｂｉａｈ，“Ａ　Ｊａｖａｎｅｓｅ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ｎｃａ－

ｔａｎｔｒａ”，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ｈａｎｄａｒｋａｒ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ＸＬＶＩＩ，Ｐｔ．１－４（１９６６），６０；Ａ．Ｖｅｎｋａｔａｓｕ－
ｂｂｉａｈ，“Ａ　Ｔａｍｉ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ｎｃａｔａｎｔｒａ”，Ｔｈｅ

Ａｄｙａ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ＸＸＩＸ，Ｐｔ．１－４ （１９６５），

·９８·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４３卷　

１２５．转引自［泰］古 素 玛·拉 克 萨 玛 尼：《泰 文 版＜五 卷

书＞故事》（泰 文），《艺 术 大 学 文 学 学 刊》，总 第２年 第

１、２期合刊（１９７８年６－１１月 号、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９７９
年５月号），文学院１０年纪念特刊，第８５页。

⑥　奎册是泰国古代使用的书本，即用奎树皮制成的纸浆制

造，再用墨汁浸泡 染 黑 晾 干，粘 接 成 长 条 状，反 复 折 叠

装订成书。

⑦　丹隆拉查努帕亲王：《飞鸟的故事》和《魔鬼的故事》前言

部分，［泰］泰 国 艺 术 厅：《伊 朗 王 道 故 事（故 事 汇 编）》

（国家图 书 馆 版），曼 谷：智 慧 宝 库 出 版 社，１９６１年，第

８１、１５９页。

⑧　在这些故事中，《伊朗王道故事十二则》（或称《十二角的

故事》）并不是传 播 最 广 的 故 事，但 是 它 是 讲 为 王 之 道

的训谕故事，对江山社稷有用，在曼谷王 朝 一 世 王 时 曾

被宫廷作家重写补充，献给国王。相 比 于 其 他 故 事，它

对国王的重要性更大。

⑨　［泰］古 素 玛·拉 克 萨 玛 尼：《泰 文 版＜五 卷 书＞故 事》

（泰文），《艺术大学文学学刊》，总 第２年 第１、２期 合 刊

（１９７８年６－１１月号、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９７９年５月号），

文学院１０年纪念特刊，第８９页。

⑩　《清迈五十 本 生 经》本 身 就 是 一 部 民 间 故 事 集，是１４５７

－１４７７年间，由一位曾 在 锡 兰 研 习 佛 经 的 泰 北 清 迈 地

区的高僧模仿 印 度《本 生 经》的 写 法，把 当 时 流 传 的 泰

国民间故事、少量埃及和波斯民间故事，用 巴 利 文 改 写

成的经书。分 为 前 后 两 部。前 部５０个 故 事，后 部１１
个故事。另有３个非本生故事。

瑏瑡　《五卷书》等印度故事集中的故事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

故事多为寓言故事，主人公是各种动物。

瑏瑢　“加加翁 翁”故 事 是 指 泰 国 王 子、公 主 的 冒 险 和 爱 情 故

事，从故事的内容和类型上看，都是泰国的魔法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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