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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根据英国塞德维克和杰克逊出版公司1914年最新增订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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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序····································张紫晨
引言
第一部分     信仰与行为
第一章  大地与天空
第二章  植物界
第三章  动物界（兽类、鸟类、爬虫、鱼类、昆虫）
第四章  人类
第五章  人工制品
第六章   灵魂与冥界
第七章   超人的神灵（神、小神及其他）
第八章   预兆和占卜
第九章   巫术
第十章   疾病与民间医术
第二部分       习俗
第十一章   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
第十二章   人生礼仪（出生、成年、结婚和死亡）
第十三章    职业和工艺
第十四章    历法、斋戒和节庆
第十五章    游戏、体育和娱乐
第三部分        故事、歌谣、俗语
第十六章     故事
第十七章     歌曲和民谣
第十八章     谚语和谜语
第十九章     有韵的俗语和俚语
附录一    术语解释
附录二     民俗学问题格
附录三     印欧民间故事若干类型
附录四     引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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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虽然框架过时，但是她对民俗的理解没过时，很多观点反而有其值得坚持的地方。
2、还行。
3、前言在今天看来依旧不过时
4、两年前从图书馆翻出来的。
5、书籍的民俗分类是最早的，逻辑线非常明显的分类。而书中列举的众多民俗事项，实际上能够很
好地展示早期民俗学者关注的对象。书最后对核心和关键的概念都进行了总结，是一个不错的入门书
籍哟。
6、我的入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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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翻开博尔尼女士的这本《民俗学手册》，第一印象就是她对民俗的所属的界定——“落后民族”
或“较先进民族无文化阶段”。当然，我想这并不是说非此二者就没有民俗了，只是民俗“流行于”
其中。民俗“本质上是社会集团中无文化和落后人们的属物”，“现在流行于蒙昧和野蛮民族中”。
在别处，也就只算作“残存物”了，源头都在“古人”那里。那么是不是就是说，文明民族自己没有
民俗，今人也没有自己的民俗呢？或者说，再过个千百年的，今人成了古人，才可能“有”民俗了？
显然并非如此。不过也不难理解在作者那个年代，刚从人类学等走出的民俗学，其所关注的范围和对
象相对于今天的来说自然要狭窄许多。而这种定义也就显得合理了。本分散于人类学、心理学、神话
学、民间文学各领域的部分，凑在一起，其感兴趣的对象，自然会是那种原始的、奇妙的、费解的东
西。并且这些，至今仍在民俗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分量，也是很多人一提到“民俗”二字，便会想起的
第一个念头。第二个印象极深的，是作者对民俗的内容的阐释——“精神秉赋”，“心理表现”。那
段可以说经常见引的“不是⋯⋯而是⋯⋯” ，清楚地表达了作者对于“什么是民俗”的看法：属于民
俗的东西皆为无形的，是精神层面的，而具象的事物、同生活生产实际相关的技术就不能算是民俗。
关于这一点，从其后文对于民俗的具体地详细地例释性地叙述中可以很清楚地体会到。引言部分之后
的三章正文——信仰与行为、习俗和故事、歌谣、俗语——所写的都是精神的、心理的事情。即便谈
到工艺，说的也是某行业的禁忌和某些特殊时刻的仪式，而不是这种工艺本身。事实上，禁忌和仪式
的内容占了正文的一大部分，而产生某种禁忌或仪式中某项的原因，往往就追溯到“古人的心理”上
，即古人的信仰和认识。三章正文中，介绍信仰与行为的第一部分几乎占去一半。作者讲信仰分三级
：一为物活论或物力论，二是万物有灵论，三我姑且称其为灵居论。在读了其例举的众多实例后，我
所理解的信仰的第一级就是指物自身有命或具神秘力量，对这种命或力量的认识是模糊的，甚至连想
象中的具体形式都没有，哪怕是精灵那种不可见的形式。第二级是说物有灵，为灵的体现或者说物自
身就是灵。第三级最好理解，物为灵的居所，即一种载体，一个容器。拿太阳打个比方。在第一级信
仰中，太阳是一个具有神秘力量的事物，第二级信仰认为太阳是一个神，到第三级信仰，太阳就成为
太阳神的居所了。而对于动物来说，处于第一级的动物它还是动物，只是在信仰者心中它跟别的动物
地位不同，处于第二级的动物是神，第三级的动物则是神变成的。这三级信仰看来存在于人们对于一
切事物的认识中，从自然界的日月山河、草石虫兽到人工制品。虽然这种“形体和灵魂”的“双重性
”并不是所有无生物体都有，但并未被公开承认具双重性的物体或者可能有这方面的潜质，或者是“
没有被人注意到”(P7)。所以归结一下，也就是万物都有了。看书的时候，我差不多在每一处我认为
可用信仰级别来定义的地方写上了①、②、③。然后在通览的时候发现，自然事物，比如天体、树木
，通常位于第二、第三级信仰中，人工制品则多是第一或第三级，比如具占卜功能的水晶球(P43)、被
巫医赋予神力的护符(P51)。这其中，有种情况引起了我的思考，就是神木。有的时候，树木是守护神
的居所，比如丹麦农民所认识的接骨木守护神(P15)；有的时候，树木是守护神的体现，比如东孟加拉
卡查里人的宅神巴曹(P17)。这两种情况都很好归级，但神木的情况似乎就有点复杂了。人们是相信作
为神木的那棵树有神秘的力量，还是认为它就是一个神呢？或者本来是畏惧于其神秘力量，然后在崇
拜中将其化为了神？神木在其崇拜者心目中到底是怎样的意象？这大概得具体事例具体分析了。另外
还有被缅甸克伦人看作有灵魂的稻子(P54)。作者说“这种信仰不同于关于精灵化身为树木或岩石的信
仰（即第二级），甚至也不同于精灵进入人造器物的信仰（即第三级）”，那么这种事物本身具备灵
魂的认识，可不可以算作物活论呢？既然对事物有此种关于“灵”、“神”类的认识，生活与它们相
联系的人同这些“灵”、“神”之间也就自然存在着各种关系。看下来，这类神力与人的关系大致存
在三种情况。第一，神力是高高在上的，其职责是保护是救助，人们对它是敬重的，就比如奥玛哈男
子的动物保护者(P23)。在第二类中，神的职责是监督，就好像是纪律监察会。人们甚至可能都不崇拜
它，但是认为它“会惩罚违反法规的人”(P82)，它在一定意义上维护着群体的道德与社会标准。第三
种情况中的神力同人的关系最密切，可以说非常社会化。它和人之间就像存在着一种盟约一般。人尊
重它，但也可威胁它，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利害关系。这种既有求又施威的情况，可从对树木实
行鞭打令其结实(P14)和黑人部落对待已故父亲的态度(P60)中得见。人们向神求愿祈福，在危难的时
刻求助，如愿后往往是要还愿的。还愿的过程往往伴随着痛苦，比如黑脚印第安人中在危难时向太阳
起誓者还愿时“要经受严酷的折磨”(P11)。而有的时候，这种惩戒在许愿求助的时候就展开了，比如
忏悔、反省、自我约束等(P88)。罗马和希腊的教堂在重大关头用古老的摩擦方法燃祭仪之火避祸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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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P47)，巫师在学习中“或多或少地经受艰苦考验”(P102)，这些是不是为了仿效始祖当初的经历，
受所福就要历其苦，以牢记得来不易呢？有一点我以前就想过至今仍不太清楚：以慈悲为怀的佛为什
么会因为一些拜祭中的小失误就翻脸呢？他们不该是超然地大度的么？还有一点是有关禁忌的。似乎
权力越大、职位越高的人所害怕的事物，所不能做的事情，所要遵守的规矩就越多。这是不是可以算
作平衡呢？那么就足以见这整套体系是怎样的结构复杂而运作协调了。在关于交感、象征和接触感染
的内容中，有一些地方还没弄得很明白，比如古代秘鲁人战前饿黑羊(P112)。这还需要进一步地相关
阅读。民俗的内容是整个集团所认可的，通过习惯和传承存在。它是动态的，不管从它的流传性还是
从它自身的内容来说：事项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而改变。另外作者认为民俗研究的结果是“关于人
类以往历史的观念”，通过民俗可以发现文学艺术的始端和发展，即民俗研究是追根溯源的，重视过
程。这本书名为“手册”，除了“入门读物”功能外作者还旨在“为资料搜集者提供指南”，因此在
书中有许多关于研究方法的指导。在这些文字中，可以清楚看到几点反复出现——资料的原始性，重
视细节，贴近被访者的心理与感情。在每类事项之后都有关于研究记录方法的叙述，而且多是应该注
意、易被忽略或产生疏忽的地方。在这里面，可以看到“精确”二字不停再现，还有就是一份严谨的
态度。对于我这样一个入门者来说，在通过这本书对民俗理论和内容进行学习和思考之外，更为实际
并感到亲切的，就是这些方法性的指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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