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师介绍： 

陈亚才陈亚才陈亚才陈亚才  

Tang Ah Chai 

♦ 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 

♦ 曾于1988年至2000年，及2004年担任雪华堂

青年团团长，现任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

堂执行长。 

♦ 长期关注政经文教与社会动态，积极参与社

会教育的推广工作，投入的范围包括非营利

机构的经营管理、社会组织与领导、古迹保

存与导览，以及青年团体运作等。 

上课日 ： 每逢周四 

上课时间 ： 7.30pm - 9.30pm 

开课日期 ： 9/1/2014（星期四） 

课    数 ： 十二堂课 

上课地点 ： 陈氏书院 

课程收费 ： 公众人士（RM180） 

  会员（RM150） 

  学生（RM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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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ty Library 人文图书馆人文图书馆人文图书馆人文图书馆 

〈 为社会读书，为文化垫底 〉 

从马来西亚的印度庙 

认识印度教与寺庙建筑 

询问询问询问询问    / / / / 报名处报名处报名处报名处 

陈氏书院人文图书馆 

172, Jalan Petaling, 50000 K. Lumpur. 

humanitylibrary@yahoo.com 

HP: 016 - 226 5330（廖国华） 

HP: 012 - 956 4215（梁莉思） 

我国历史发展曾经历印度化时代；印度人

是与我们共同生活的族群；印度庙遍布我

国大城与小镇；大宝森节、屠妖节是我国

重要节庆。对于这个拥有数千年文化传统

的民族，我们并不陌生，但似乎也并不那

么熟悉，尤其是走进众神并列的印度庙，

大家常常说不上一个完整的故事。 

这个课程属于概论性入门课程，内容包含

马来亚/马来西亚印度庙创建的历史、印

度教与印度哲学的核心思想、经典、一般

南方印度庙的建筑结构、供奉的神祗等；

并且将通过实地考察印度庙来加深认识和

印象。 

课程采用讲述和讨论的方式进行，希望通

过交流互动，能够将一些概念和脉络梳理

得更有条理，更为清晰；同时也期许激起

一点跨文化学习的风气，让我国丰富的多

元文化得以发扬光大，成为这个国家共同

的文化资产。 



人文图书馆是陈氏书院及雪隆理华同学会联合设立的一间以“人文”为主题的图书馆。我们的愿景是“以推广

阅读风气为主，建立人与知识结合的人文自觉”。一直以来，图书馆秉持着为社会提供阅读人文书籍的场所，

以图书馆作为聚点，让各方有识之士以书会友，进行思想冲击与交流，让各思维在其间迸发。目标是希望能够

打造出一所“人文空间”，以散播各类人文思想，并提高社会对人文思想的认识。承办系列的“人文课程”即

是朝向成立人文学习中心的开始，也是推动“人文空间”的延续与深化。我们希望人文课程最终能培养出对社

会与自我具反思能力、亦能对社会多一份人文关怀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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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纲要、简介 

主办：人文图书馆 人文图书馆 人文图书馆 人文图书馆 Humanity Library（陈氏书院及雪隆理华同学会联合成立）  询问详情请联络：016-2265330（廖国华） 

地址：No.172, Jalan Petaling, 50000 Kuala Lumpur. （位于陈氏书院内）  亲临图书馆接洽，开放时间为周四至周日 

1）马来西亚的印度人与印度庙 

• 印度人南迁至马来半岛概论； 

• 马来亚/马来西亚最早的印度庙遗址； 

• 荷兰统治马六甲时期的印度庙； 

• 英国统治马来亚时期印度庙； 

• 近年来印度庙的发展概况。 
 

2）印度教与印度哲学核心思想概略 

• 开场白：为何研究印度教与印度庙？ 

• 印度教（Hinduism）名称的起源； 

• 吠陀教（Vedaism）、婆罗门教（Brahmanism）与

印度教（Hinduism）的关系； 

• 印度教的内容； 

• 印度教与种姓制度（Caste System： 

   Brahman、Kshatriya、Vaisyas、Sudra）。 
 

3）印度教与印度哲学经典简介（一） 

• 吠陀：《梨俱吠陀 Rig Veda》、《娑摩吠陀 Sama 

Veda》、《耶柔吠陀 Yajur Veda》、《阿闼婆吠陀 

Atharva Veda》； 

• 《梵书 Brahmana》 

• 《森林书 Aranyaka》 

• 《奥义书 Upanishads》 

• 《往世书 Puranas》：《大往世书》、《小往世

书》、《大赞》、《种性往世书》。 
 

4）印度教与印度哲学经典简介（二） 

• 《罗摩衍那 Ramayana》； 

• 《摩诃婆罗多 Mahabharata》； 

• 《薄伽梵书 Bhagavad Gita》。 
 

5）印度庙的建筑结构 

• 寺庙的名称：Kuil、Kovil、Alayam、Aalayam； 

• 印度南方寺庙的特色； 

• 印度寺庙建筑结构与人体对比：Gopuram、

Kodimaram、Bali Peedem、Vahanam、Maha Manda-

pan、Artha Mandapan、Antharaalam、Garpa Gra-

ham； 

• 寺庙主神所在位置之塔结构与人体对比：Stubi、

Sigaram、Kala4hi、Pirastharam、Pada Varkam、

Kumbha Panjcharam、Athistaanam、Ubapeedam。 

6）众神出列（1） 

• 印度教众神系谱； 

• 印度教三大主神：梵天 Brahma、毗湿奴 Vishnu 及其十个化

身、湿婆 Shiva / Natarajah / 林伽 Linga/Lingam。 
 

7）众神出列（2） 

• 出自神话的诸神； 

• 出自《摩诃婆罗多 Mahabharata》的诸神； 

• 出自《罗摩衍那 Ramayana》的诸神； 

• 自然神话信仰的各种。 
 

8）众神出列（3） 

• 印度教中的女神：雪山女神 Parva6、吉祥天女 Lakshmi、辩

才天 Saraswa6、黑天女/卡莉 Kali、难近母 Durga 等； 

• 印度教中的动物神：象头神 Ganesha、猴神 Hanuman、蛇神 

Naga、金翅鸟 Garuda、其他； 

• 马来西亚民间盛行的神祗：Mahamariamman/Amman、

Muneswarer、Muniandy、自然崇拜及其他。 
 

9）印度庙实地考察（1）： 

   Sri Mahamariamman Temple, Jalan Tun HS Lee, KL 

• 寺庙历史与特色； 

• 寺庙建筑； 

• 寺庙神祗； 

• 大宝森节的传统。 
 

10）雪隆地区一些印度庙欣赏 

• 吉隆坡十五碑（Brickfields）寺庙：The Kandaswamy Temple、

Muniswarer Temple、Hanuman Temple、Krishna Temple、

Sivan Temple； 

• 巴生区、瓜雪区印度庙、Bukit Rotan印度庙； 

• 吉隆坡市区的印度庙。 
 

11）印度庙实地考察（2）： 

         Batu Caves，Selangor 

• 黑风洞的发现和寺庙的创立； 

• 寺庙建筑群； 

• 寺庙神祗； 

• Murugan神之信仰； 

• 大宝森节的特色。 
 

12）综合讨论/课程终结 

• 政局、印度人与寺庙；  

• 交流； 

• 课程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