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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研究和论述了中国河南等地的伏羲信仰。对伏羲信仰的历史和现状、组织和机制、活动形式
和信众结构都作了比较系统的调查和研究。特别是对伏羲信仰的社会学功能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是
一部独特的中国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专著。伏羲据传是中国人的祖先，是亦人亦神的历史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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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自己也是要写学位论文的人，自然知道其中的艰辛和痛苦。只是这本论文从概念到材料，从论证
到结论，都存在大量的问题与错漏，也就让我有机会对这本书说三道四了。作者是一位宗教社会学的
博士生，因此作者在开篇以非常大的篇幅不断论证“伏羲信仰”是否为宗教，以此为自己博士论文的
选题背书，划清自己的学科立场。作者是如何操作的呢？首先确立一个广义的宗教概念，然后从民间
信仰是非制度性宗教确定了伏羲信仰是一种泛化性宗教。然后还从宗教起源、宗教形态和伏羲信仰与
道教关系出发，强化这个立场的正确。最后定位伏羲信仰为“民间信仰”，然后从后者与宗教的关系
出发来确定伏羲信仰是宗教。换言之，作者潜意识里首先把伏羲信仰视为“民间信仰”，又基于学术
界对民间信仰的认知是游离于宗教的，必须要曲线救国，就变成了一个“伏羲信仰＜民间信仰＜宗教
”的反证逻辑。作者接着以马、恩的唯物史论和宗教论来分析伏羲信仰作为宗教，以宗教市场的“补
偿论”作为理论，又丢出一个概念体系。这就等于前一种基于发生学的概念确立在此被悬置，作者又
重新在另一个功能论背景下对“民间信仰”做出界定，枝蔓冗繁。问题就是，既然作者拉出了杨庆堃
，那这种包含关系就已经消弭了“民间宗教/信仰”与“宗教”的界限。那么，作者开篇的这种纠结有
何必要？这个论证思路实际上已经在杨庆堃的“制度宗教/弥散性宗教”划分以及“民间宗教=民俗宗
教=民间信俗”的概念辩论中得到广泛讨论，花费如此大的篇幅重复讨论前人的研究结论，欠缺必要
性。实际上，在作者坚持的宗教社会学立场领域之内，杨庆堃所作出的划分可以有效论证这一本书的
合理性和适用性，从而省去对核心主旨之外的问题做过多纠缠，而作者这种在杨氏划分基础上打补丁
的做法，有将民间信仰的综摄性理解为理性的市场选择的嫌疑，而市场论这一缺陷已经被很多学者批
评。接着，又从宗教学角度对伏羲信仰进行界定。就如前面说的，作者前面15页本就是宗教学的角度
，现在又跳出一个“宗教学体系”，实乃重复性的失误。看来，作者仍然是把第一层“民间信仰”论
证视为“不完全”的论证，民间信仰仍然不是宗教学体系的内容。好，我们暂且把它认为这是作者很
重要的理论，毕竟要是为认为作者写的民众信仰不是宗教，作者可能就会失去理论的学科边界。问题
就在于，一旦以这一逻辑进行推导，那意味着作者之前论述民间信仰=宗教的讨论过程全部付诸东流
，这显然是本书最自相矛盾的地方。让我们回到该书的方法论，即作者主要使用的问卷取样之上。该
书使用调查问卷和田野调查的方法，但是在周口田野调查，调查问卷在郑州发放，尽管我们能够理解
作者希望兼顾城市和乡村的不同信仰状态和可能性，但是两个空间乃至信众的重合度概率非常低，使
得读者无法在行文中找到一点与主题有关系的论证： 郑州问卷调查跟周口田野调查两份材料的内部关
系到底是什么，能说明周口何种问题？两个地点的选取本身就存在差异，那么结论指向信仰的差异性
岂不是必然？作者并没有对这两点问题进行说明，使得该书的随机调查显得过于随机和随便。此外，
殊为可笑的是，即便是在周口，也是存在城乡差异的，但作者无论是郑州还是周口，他的调查对象都
是农民。这就等于作者早就在脑海里把不符合自己“农村伏羲信仰”定位的潜在研究对象一笔抹杀了
。这种人为排除固然能够切近作者的预设，材料符合结论这一圆满论证的可能性提高了，但是它失去
了严谨理论的意义和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规范，读者也并不能因为调查对象持农民的社会身份就进一
步推定他们对农村的伏羲信仰认知更为丰富。接着，作者分析调查问卷数据时，在宗教学理论视域下
得出如下博士论文结论：年龄越大、文化水平越低的人越信伏羲，女性占主要比例，离伏羲庙越远信
的人越少，对现实不满的人才会寻求保佑。这些结论让人颇为疑惑：难道这不应该是自己研究的起点
？有些问题已经通过“民间信仰”的概念厘清成为前提条件，也内含在民间信仰本身的属性之内，使
得该书走进了循环论证的模式。因此，作者将这些问题当做了本文最为主要的结论十分不妥，甚至毫
无必要：毕竟，民间信仰庙宇的信仰圈与信众的居住范围本身就是重合的，因此“距离伏羲庙越远而
对伏羲的信仰虔诚度反而变得更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甚至反常。故而，使用调查问卷来分析该结
论，必然得到预设问题的一种数据上的映证，因为这些结论本来就是事实，差别只在于相关性的显著
程度。就此而言，这就让人不得不怀疑作者设置问卷的必要性和科学性，乃至本书的问题意识是否成
立。更进一步，作者还忽略了深入分析数据的必要性：对这些社会现象的动因进行分析。作者认为伏
羲信仰主要在农村，并且把这个选点理由移到结论，是另一个可能造成研究不够全面的失误。理论上
，我们一旦要研究伏羲信仰，本身就应该包括村庙和日常家庭祭祀，而不能因为像作者所持的理由，
认为伏羲神像数量多、可能容易变动的假设就砍掉对日常民众祭祀仪式的关注。换言之，如果从一开
始作者就将自己的研究范畴（尤其是作为民间信仰研究）严格界定得更加名副其实的话，完全可以直
接框定研究伏羲庙，毕竟也有前例可循（如村庙信仰的诸多研究可循为先例），同时能够突出本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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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也避开还需兼顾其他旁枝末节是否讨论得充分的问题。本书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该书文献综
述与文献使用部分都太过敷衍。要知道，文献综述是一个课题研究的起点和基础，也反映了作者的知
识面和对问题的熟悉程度。事实上，学术界很早就开始对这个课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硕果累累。历
史学方面，吕振羽（他很早就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伏羲，与作者的研究路径非常贴近，是作者
最应该阅读的资料）、蒙文通、顾颉刚、杨向奎、钱穆、徐旭生、尚秉和和王献唐诸位先生的研究都
是值得作者参考的早期资料。民国的闻一多、芮逸夫、茅盾，之后的王孝廉、刘惠萍也都研究过伏羲
神话。最近杜谆的《近世以来伏羲信仰研究综述》，兼顾历史学和民俗学领域的成果，梳理得很清晰
，可作为他山之石帮助作者攻玉。只可惜，作者仅对闻一多一人的研究进行了梳理。难道，其他的先
进研究就可以视而不见了？还是作者认为这些前辈的研究与自己的主旨不相符合，就可以丢在一边？
该书的研究对象“伏羲”乃是中华文化“三皇五帝”之一，因此在诸子百家的论著中皆有涉及，众说
纷纭，因此十分考验作者的文献学功底。可是，作者既说人家考古研究论文未形成证据链，可自己的
论述中又用这类文献；说某书作伪又处处引论，文献性质和可信度不作分析说明，不区分古文献的写
作目的、社会背景和真伪，不按照年代进行梳理，随意并列分析，有争议的文献和结论也不加以辨析
，作者的某些推定又怎能扎实得了。此外，作者一方面作者疑惑于伏羲是人还是神，一方面又勾勒所
谓的伏羲信仰的历史图景，其内在逻辑根本就认为伏羲是历史人物，然后强调神话的历史性，本来倒
也无妨，但是现在神话与信史等同，本末倒置。也就理解作者为什么会以大地湾文化遗址出现的“人
头蛇身”图像定伏羲的生活年代了。试问，人头蛇身就是伏羲，那是不是女娲呢？即便图案内容是伏
羲，图像出现年代就是伏羲所处时代这种时间的对等推导，也是存在逻辑错误的。引用《古本竹书纪
年辑证》和《诗经·商颂》言商人崇拜鸟，是东夷族后裔，然后言太昊是东夷始祖，商人崇拜祖先就
等于祭祀伏羲（当然，作者在这里提到了太昊和伏羲是在商代合为一人的，可惜没做陈述和分析）。
这种推定且不说很多结论都存在争议，即便成立也应知道文献之间所存在的错位，很多文献是在前人
著述的演绎，不应该拿来与原初文献或者早期文献并置讨论。前有古史辨的疑古之说，后有李学勤等
学者对上古史的重建，按理说前述凿凿，作者自可判断选择，自然论之成理（实际上，徐旭生的著作
以及李零的《考古发现与神话传说》都是作者可以依仗的参考。随着当代考古与出土文献的研究深入
，“伏羲”的真实面貌逐渐丰富清晰犹未可知）。可惜，书中行文左右顾盼，导致立场混乱，令人不
明所以。既然考古当先锋，那也就明确了作者主张伏羲是历史人物的立场，也就要大费周章说明他的
出生地、画八卦地方，然后论证伏羲和太昊是否为同一个人，这都是合理的推理过程。可是，作者找
到的文献最早的是西汉，考古文献又不够分量，只好折中推测伏羲氏是一个名号，加之所论述的观点
使得作者抛却了一大堆神话、传说研究成果，直接扎进考古材料里还未能理出一根明确的脉络，最后
也就让人觉得是作者自己把自己给埋了。说白了，作者就是想说清楚神话故事与考古历史之间的关联
，可惜并没有点透。换言之，上古文献本身就不是统一的，很多叙事更早发生的历史之文献，完全可
能是后出的。故而，作者过分相信或者说只关注了书面传统，却并未注意到上古一直留存在文献（甚
至是后世经典）之中的口头传统（神话、传说、故事）体系，因此证明起来就力不从心了。此外，作
者在具体论证的时候，也没有对伏羲信仰相关的口头叙事进行至关重要的区分：是神话，还是传说。
两者的差异对于推定伏羲是否为历史人物的重要性显然是不言而喻的。不过，我想说的是，信仰中的
伏羲形象最好还是视为神话领域的问题，这并不妨碍提出它的“历史的真实”（就是作者一直在琢磨
的“历史图景”）。既然研究伏羲祭典，那么作者还应该熟悉古代祀典、礼制的变化。然而，该书
页95言及元代的伏羲崇拜，一方面说国家垄断伏羲祭祀，一方面又说国家推广伏羲庙，作者就此还得
出“国家宗教具有垄断性和排他性”就令人费解了，因为国家收入祀典不是对民间信仰的一种认可，
即便是出于礼教的观念，那也未必一定压制和否定吧。在这个问题上，瞿大风的《元朝时期的山西地
区：文化·教育·宗教篇》援引多方文献碑记证明了从帝王到普通民众之间的民间信仰和祭祀活动之
丰富和隆重，加之关帝、妈祖信仰的祀典案例为佐证，都说明了作者这个论断过于偏颇。同时，作者
误解国家祀典的出发点，错误定位封建时代的伏羲信仰，以现代“人文始祖”的定位（文章多处使用
这一说法来分析古代的伏羲文化）来质疑元代伏羲信仰的降格和祖先角色的淡化，却不从古代的礼书
、祀典出发，毕竟各朝《礼志》罗列伏羲祭祀的篇章布局可以说明古代官方对伏羲信仰的定位：古代
帝王从未将其定位为“中华民族祖先”，而是普通的帝王和医药神灵。当地民众口中所言的“人祖爷
”与现代“民族—国家”语境下的“人文始祖”的意义并不一致，也应该有一定的变迁说明，而不该
是混为一谈。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民国期间只有炎帝和黄帝被选择用来表述华人的文化身份
与历史渊源了。换言之，这也将让我们对本书的立论产生明确的疑虑：伏羲信仰，尤其是作者强调的

Page 7



《中原农村伏羲信仰》

这种农村伏羲信仰，它的文化认同究竟从何而来，是地方性（甚至只是乡土性）经验，还是更大范畴
、更大层次的区域文化符号呢？作者未对这一问题进行解读，但是又对伏羲信仰的特殊意涵十分强调
，就会导致所谓的“文化认同”分析不过是作者自己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人文始祖”是近代民族主义
建构这一事实，对“伏羲文化”进行建构的想象误导后的再一次自我呐喊。如此一来，就落入拿后代
之观念强求古人的窠臼罢了，更令读者怀疑作者的核心观点是否经得起推敲。此外，作者书中有关宗
教和民间信仰的某些观点和资料直接就是抄自甘满堂的著作。举个最明显的例子，页49根本就是甘满
堂总结的内容。页51 的“姉崎正治”，人家写成“崎正治”，作者还就老实抄错，不得不让人质疑作
者没有对引述的文献进行必要的核对，甚至有没有真的去阅读原作，否则何至于造成如此明显的错误
。当然，对“民间信仰”这个概念的引介史梳理得较为清晰的国内学者大有人在，黄海德的《中外学
术界关于“中国民间信仰”概念的认知与检讨——附带论及社会中宗教与社会的联系与互动关系》一
文应该是一篇很好的参考文献了。最后说两句题外话：这篇”准书评“就事论事，希望抛砖引玉，引
起大家对民间信仰研究的讨论与重视。纵观整本书，本人认为从立论到论证，从材料到分析，诸多环
节的疏失凸显出这本著作的不成熟。最后，我希望大家把本人的说三道四纯粹当做本书的一个“杂音
”，而非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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