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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名人推荐
随着中国社会各民族经济文化的整体发展，中国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研
究呈现了“百花齐放”的态势，中国的萨满文化研究也形成了专门学科，民间的萨满文化研究也异军
突起，并卓有成就。白玉芳（尼阳尼雅·那丹珠）女士亦是其中的佼佼者。10多年里，她每年赴东北
乡村和边地实地考察和学习萨满文化，她曾与我谈起在田野调查时曾经历过的洪水跋涉，在外生病就
医的痛苦和艰难，正是这些艰辛的积累，换来了她对萨满文化的领悟和创作的底气。她以开放包容的
心态，以现代民族文化的意识，将满族浩如烟海的原始传统文献资料整合和归类，进行叙写“中国海
洋萨满女神系列丛书”的选择和诠释，使之成为构架满族文化与各兄弟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民族文化
之一页，描绘了各民族共有的精神
家园，为彰显中国的多元文化，为续地天通，作出了重要贡献。
纳日碧力戈
（国际萨满学会副主席、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中国海洋萨满女神系列丛书”中所呈现的民俗文化，是综合性的，即有人类初年文明原始文化的讲
述，又含有女真族群民俗文化的形成与嬗变；即有满族文化的叙写，又含有满族文化与其他兄弟民族
文化的交往、交流、融合；它以图文并茂的萨满口述历史和满族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给我们展示了
一副中国社会“民族和睦、和亲、和荣”的历史画卷：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各兄弟
民族文俗互相融合，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共同拥有了一个由民俗学与社会学、人类学与民族学元素
互相交融，又各有侧重；既有古老族群历史，又有独具民俗特色的多元文化，这正是共同建设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石。
安 俭
（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教授、上海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委员会特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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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在书店里读完的，比较浅。简单的介绍而已，大部分都在讲满族的一些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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