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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三江流域民俗概览》

前言

春风又拂三江水，杏蕊遥盼燕归巢。欣闻《东北三江流域文化丛书》即将出版发行，感到由衷的高兴
与欣慰。东北三江流域，即松花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经的广阔区域。冠有“东极新天府”之誉的
佳木斯正处于三江平原腹地，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在此汇流，不仅有富饶壮阔的沃野山川，而
且有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光荣的革命传统。这里有7000多年的人类活动历史，曾是肃慎之
国，挹娄古都，五国盛地，满族故乡，至今瓦里霍吞古城等大批古文化遗址仍保留完整。抗战时期，
佳木斯是东北抗联诞生地和主战场。1945年解放后，佳木斯市是合江省会，成为当时东北革命根据地
的大后方，被誉为“东北小延安”。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当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所在地和三
江平原腹地北大荒核心区域的中心城市，使佳木斯又形成了独特的“北大荒文化”和“知青文化”。
这些都是佳木斯人引以为自豪的人文资源和精神财富，也是佳木斯人对于城市认同的向心力和共同的
精神家园，激励着佳木斯人不断进取前行，成为佳木斯人奋斗不息的精神动力。多年来，我们始终致
力于深入挖掘、整理、保护和弘扬东北三江流域文化。特别是近年来，我们立足于建设三江文化名城
，用科学发展理念改造建设城市，提升城市品位，全力推进区域高端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努力提高区
域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为推动经济社会科学跨越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挖掘和
弘扬以红色文化、北大荒文化、知青文化和赫哲文化等为核心的三江流域文化，我们秉承“打造时代
精品，传承永续文化”的理念，以《佳木斯历史文化研究》为代表的一大批区域文化研究专著相继面
世；以电视连续剧《松花江上》和歌剧《红雪花》为代表的一大批文艺精品不断推出；敖其湾影视基
地、汤原抗联密营等影视拍摄基地、敖其赫哲新村先后建成；知青文化广场、双拥主题公园以及东北
小延安和抗联系列城市主题雕塑点缀城中；以历史文化为核心的各类精品景点和旅游线路初步形成，
基本实现了三江流域文化在各类文化载体中的渗透、负载和永续传承。为使城市历史文化在时代发展
中焕发新的生机，市委、市政府还精心策划了春季三江杏花节、夏季三江国际旅游节、秋季三江知青
节和冬季三江国际泼雪节等四个大型节会，让城市的历史在节会中积淀，让城市的精神在节会中弘扬
，让城市的文化氛围日益浓厚，逐步叫响的“东极新天府，快乐佳木斯”城市名片，也赋予了三江流
域文化以新的内涵。一个民族不能没有历史，一个地域不能没有文化。东北三江流域文化源于民众生
活，是三江人民劳动智慧的浓缩，承载着广博的历史文化信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佳木斯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我市正全面推进三江文化名城和高端文化中心建设之际，黑龙江
教育出版社和佳木斯市联合推出的国家“十一五”规划重点图书《东北三江流域文化丛书》恰逢其时
，这是佳木斯地域文化研究工作的一件盛事，也是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重大突破。这八部专著内容丰
富，涉猎广泛，融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从多学科和多视角，深刻剖析和阐释了东北三江
流域文化的精神和血脉，在很多方面填补了三江地域文化研究上的空白，具有很强的创见性、实用性
和资料性。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挖掘、整理和弘扬东北三江流域文化，必将产生
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在此，对于直接参与编撰的几十位专家学者付出的艰辛努力表示诚挚的慰问，对
于丛书的出版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一本好书，阅其者千百；一种优秀的
文化，传其也永续。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人与人沟通的桥梁；文化是精神的家园，承载着历史
积淀的精华和灵魂的归属。我衷心希望这套丛书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使这套丛书真正架起一座通
往全国乃至世界的桥梁，让更多的三江人走进这回望历史的寻根之旅，让更多喜欢三江文化的朋友们
走进我们引以为自豪的精神家园。同时，我也真诚地希望广大致力于三江流域文化研究的各方面专家
学者，创造更多的三江流域文化精品，以三江人共建精神家园的责任和使命，奉献智慧，挥洒汗水，
播种希望，浸润三江碧野，催生新绿红花！201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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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三江流域民俗概览》

内容概要

《东北三江流域民俗概览》（作者张树东、刘殿生、吕品）是“东北三江流域文化丛书”中的一本。
《东北三江流域民俗概览》以其地域性和民族性为基点，即定位于三江平原，以源起于三江平原的肃
慎族系历史发展脉络为经，以其民族性不同历史时期民间民俗内容上印记为纬，依据有关文献史料，
参酌官私记载、方志档册、金石谱系、文集图录、出土文物、传世遗物，进行左右采获，分类排比，
去芜存精，错综铨次，对民俗事项，剖白其精神内涵，诠释其图腾般的原始意义，努力把三江民间民
俗作一概略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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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三江流域民俗概览》

作者简介

张树东：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文博协会会员、黑龙江省摄影家协会会员、佳木斯市三江收
藏研究会会长、北大荒收藏家协会副会长兼专家鉴定组组长。业余专集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
出版物、古代三江流域传世物和萨满教传世神物等。参加黑龙江省收藏协会举办的《祖国万岁》收藏
展，参展的《东北解放区出版物》专题获最高奖“大金奖”。在北京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举办《中共
在北满》个人主题收藏展，在中共党史研究界引起轰动。此次参与《东北三江流域民俗概览》、《东
北书店书刊收藏与鉴赏》两部专著的组织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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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萨满只不过是这种动物神灵和祖先神灵的代表和化身，他可以直接和神灵相互交流，
是动物与神灵之间的桥梁。这种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错误了的、歪曲了的、颠倒了的
、幻想着的思想意识.构成了萨满教这一原始宗教的思想体系。萨满在宗教仪式中的行为，只不过是一
种宗教文化的表象，这种文化表象，充分地表现了萨满教这一原始宗教的文化内涵。萨满的产生，也
标志着人类思维已经发展到能产生复杂的幻想的地步。尽管它是荒诞的，但它毕竟奠定了人类文明的
最初基石。萨满教是广泛存在于北亚和东北亚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创世纪神话中的第一位萨满都是女
萨满，供奉神祗也以女神为主，由此可以推断萨满教起源于母系社会。猛犸神是萨满教普遍供奉的重
要神灵，它参与了创世活动，是它用獠牙开辟了山川河谷，形成了人们看到的地貌，而猛犸象是第四
纪更新世晚期哺乳动物群中的代表性动物，它们曾与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类同时生存，依此推测萨满
教在旧石器时代已产生，并延续至今。萨满教随着时代发展、人口的迁移，不断改变其外形与内容，
但其基本的宗教信仰观和祭祀基本形式却世代延续下来。在三星堆文化里。殷墟在祭祀时跪拜的人肩
上扛着和神手里拿着的象牙就是这一信仰观和祭祀的延续。三星堆的文化起源于萨满教。从肃慎传到
中原，再传到广汉地区。“蜀”字就有可能是“玉猪龙”器型的象形字转变而来。萨满教认为宇宙是
多层次结构的，有三、九、十三等等诸层。每层都居住着善神和恶神。世上万物各有头呈菱形、头部
刻有眼的职司神，却无一主神控制全局。萨满俗称为“大神”，是族众的保护神，为了祛灾驱魔，或
为指导生产，或为求得军事胜利，而周旋于各层神灵魔怪和人之间。她的灵魂能游荡飞升，克服重重
艰难找到所需请的神，并使之附体。三江平原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萨满教文化。就一定意义讲
，萨满教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源头，尤其是北方文化的源头。中国北方地区是中国文明、文化的源
头之一。三江流域中心地带的三江平原是渔猎文化、农耕文化区。它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是中华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挹娄、黑水棘羯、生女真、满族人都曾占据中国半壁江山或建立统一的大帝国
，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文化，为汉文化（中原文化）注入了蓬勃的活力，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都产
生过深远的影响。萨满教文化既是三江平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国古代北方文化的重要载体
。萨满继承着三江平原文化的遗产，是氏族的、部落的、民族的文化传承者和体现者。作为人类社会
最初形态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萨满教，其萌生、形成、发展、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在
有关记载古代三江平原的肃慎、挹娄、勿吉、黑水棘羯和生女真习俗的史籍中，都可以看到萨满教与
这些民族文化发生必然联系的某些痕迹。流行着与渔猎经济密切相关的自然崇拜、动物崇拜和祖先崇
拜；特有的树葬、火葬、土葬等不同葬俗；萨满以跳神祈福求子；以及不同的饮食、居住和祭祀中扮
演着主要角色，而且，在往昔民族生活中的大事，如出征、打围、婚嫁、育子、送葬等，都要请萨满
祈祷或经过仪式来求得神灵的庇护。萨满教是原始社会渔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它反映了原始人类
从事捕鱼、狩猎等物质生产活动和世界观。从事原始社会渔猎经济活动的肃慎、挹娄、勿吉、黑水棘
羯、生女真、满族、赫哲族先民们，为了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必然会发展那些适合本民族思想体系
的宗教形式和宗教思想，并使这种宗教文化融合到本民族文化当中，从而形成具有鲜明特征的民族文
化。宗教结构的包容性，决定了宗教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必将情况不同地涉及哲学、道德、艺术、文
学、语言、法律、教育、科学、民俗等其他领域。萨满教的世界观正是渗透于原始社会的各个方面，
渗透于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活活动中，渗透于流传口头文学和艺术创作中。在东北历史上，萨满教是一
种最古老最有影响力的、原始的、土著的民间宗教形态，是东北诸民族民间文化和民俗形态的母源。
它对东北民众的生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现代东北文学和民间艺术等等所受的萨满教文化影响就是
源于这种浸透了萨满教精神的民间文化。一、萨满神偶神偶，原始宗教中被神格化了的某种灵物或偶
像。萨满供奉的神偶，按性别分，有男神偶和女神偶；按制作的材料分，有金属的、木头的、兽皮的
、鱼皮的、草编的、布画的、骨头的；按形状分，有人形的、动物形的、植物形的、抽象的；按功能
分，有主管自然的、主管动物的、主管植物的、主管疾病的、主管渔猎生产的。萨满神偶的特点：多
样性、形象性、功能性、崇拜性、神秘性。清朝以前神偶一直是三江流域民族重要的信仰物，它反映
了某民族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观念。萨满的斯翁有几十种，除极少数是铁、银、铜、锡
制成的外，大部分是用旱柳、白桦等软质木制作成的，形似人、兽、鸟、蛇等形状的神的偶像。主要
有如下十种：1.爱米：扁体人形，头部刻有眼、鼻、口，双臂贴身，双腿弯曲。爱米是萨满最得力的
神，每次活动必不可少的斯翁。它不仅帮助萨满做事，还帮助萨满请其他神来，同心协力为病人治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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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三江平原，过去民间称作“北大荒”，意思这里是一直荒无人烟。究其实，这是想当然的误解。还有
一种说法，黑龙江流域历史上缺失文化底蕴，根基浅陋。究其实，这更是没有根据的臆测。迄今，三
江平原已经发现的汉魏时期的城址和遗址，大约超过千处。据黑龙江省考古专家干志耿考证，汉魏时
期的三江平原最多时大约有逾10万人在此生活。这标志着这一地域社会历史发展到了一个特殊的历史
阶段，即跨入了国家阶段和文明的门槛。丰富的考古遗迹和物品，印证了黑龙江流域同长江、黄河流
域一样，曾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黑龙江流域旱在17万年前就已有古人类生息繁衍，即阿尔泰语系
的通古斯一满语族、蒙古族和古亚洲语族；新旧石器时代的诸多文化遗存，显示了当时的黑龙江流域
文明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东北三江流域民俗概览》的写作，就是对古代三江平原以及黑龙江流
域的民俗、文化、文明的一次寻觅、采撷、体味过程——“北大荒”并不荒凉：黑龙江流域文化土层
深厚。三江平原古代民俗充满着神秘、灵性和活力，值得珍视、吸纳并加以传承。可近年来，在旅游
业兴起的过程中，随着民俗村的建设、民俗表演的增多等，“伪民俗”、庸俗化、乱改造、反科学等
现象屡屡发生。一次，一座新落成的民族博物馆在布展后，邀请前来主持另一项仪式的民族老人参观
，顺便提提意见。民族老人也不客气，说让我提我就说实话。老人指出，你们把给狗铺的垫子，给人
铺上了。老人高声斥责，怎么在杠子上烫上了龟，是顶杠啊，还是顶龟？净瞎乱整，说不上碰上哪个
愣头青，急眼了，拿大砖头给玻璃砸了⋯⋯分明看见，展柜的大玻璃都镶好了，就是再打开，重新布
置，也是人员物资的浪费呀！为什么不在布展方案成形后，在正式布展前，邀请民族老人和有关专家
审查一下？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在一些“半瓶醋”策划者的指导下，某些急于出政绩或为完成任务
敷衍塞责的官员便“拍脑袋”决策，将本来产生于漫长渔猎、农耕文明语境下，有着特殊寓意的民俗
事象，随意臆造，随意改造，弄得不伦不类，低俗不堪，既破坏了地域文化或民族文化的纯洁性。又
伤害了民族自尊心，还造成了大量的、不必要的浪费。现实需要有类似《东北三江流域民俗概览》这
样的著作，参与研究，参与指导，参与普及，参与提高。这部书稿在丛书中是最早写出的，却最后成
形。当出版社把书稿重新交给我们后，又再次进行了梳理与修改。三江平原，又称三江低地，位于黑
龙江省东北部。由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冲积而成。它的范围，西起小兴安岭，东达乌苏里江，
北迄黑龙江。南抵兴凯湖。包括佳木斯市及其所辖的汤原、桦川、桦南、富锦、同江、抚远；双鸭山
市及其所辖的集贤、友谊、宝清、饶河；鹤岗市及其所辖的萝北、绥滨；七台河市及其所辖的勃利；
鸡西市及其所辖的鸡东、密山、虎林等共23个市县。三江平原的面积10.03万平方公里。肃慎、挹娄、
勿吉、女真等古族先民，就曾在昔日的“北大荒”，今日的三江平原.上演过威武雄壮的活剧。今日赫
哲族的先世，活跃的地域，几乎与现在的三江平原相重叠。而且，一些习俗仍在沿袭，比如食生、食
冷。四本书作者之一的张树东，热心地方民俗实物收藏，一些博物馆里都有他捐赠的藏品。更为可贵
的是，他还对这些藏品有着独特的发现和自己的思考，这些发现和见解在本书中多有体现。另一作者
吕品，对三江地域文化颇有研究，曾出版有三部专著，对赫哲族文化的发掘积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这也是本书厚积薄发的依托所在。正因为有上述两位作者的贡献，才使本书资料翔实，佐证有力，论
据坚实，见解独到。五《东北三江流域民俗概览》一书，也可以说是用考古、收藏的遗迹、遗物复原
三江民间民俗史。因而，配发一幅幅相得益彰的图片便显得十分重要了。本书另一著作者刘殿生擅长
摄影，为此作出了极大的付出。我们到外县拍片，不管路途多远，都是他开车。到了目的地，不论是
参加大型活动，还是深入地方博物馆，他都要不停地拍照。最长的连拍两个小时，最多一次拍300多张
。特别是在依兰北江沿拍新建的《依兰历史文化长廊》，新推平的小广场，看似平坦，实藏险象，光
顾拍片的刘殿生踩下去，双脚却陷了进去。在汤原拍片，县委宣传部及县文联给予支持，县博物馆提
供了方便；在依兰拍片，得到了县档案局局领导班子的帮助，在县文化局安排下，县博物馆打开已闭
馆的大门，召回两个解说员，这些都令我们深受感动，在此表示谢意！部分照片翻拍，赵营亦作出贡
献，一并表示感谢。值此，我不禁忆起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的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
》一书中的一段话：“我们应该完整地把握我们人类所谓继承的全部内涵，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
生理上所遗传下来的行为只占很小一部分，而文化上的传统的接力过程却起着极大的作用。”这也许
既能代表作者的写作初衷，又能体现所有为本书出版作出过努力的朋友们的本愿。编者201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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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三江流域民俗概览》

编辑推荐

《东北三江流域民俗概览》：这套“东北三江流域文化丛书”内容丰富，涉猎广泛，融学术性、知识
性、趣味性于一体，从多学科和多视角，深刻剖析和阐释了东北三江流域文化的精神和血脉，在很多
方面填补了三江地域文化研究上的空白，具有很强的创见性、实用性和资料性。《东北三江流域民俗
概览》(作者张树东、刘殿生、吕品)是该系列中的一册，对民俗事项，剖白其精神内涵，诠释其图腾
般的原始意义，努力把三江民间民俗作一概略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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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三江流域民俗概览》

精彩短评

1、了解一下东北人性格形成的客观条件，气候、风俗都是造就一个地区人格的主要条件。民俗正在
消失，有人说是历史在进步，但是真的都失去个性的时候，我们失去的也许更多。
2、非常喜欢这本书的封面，内容也很好，不错。
3、东北三江流域，是从遥远的过去传下来的民俗风情，可以说是这边生活的民众的一大瑰宝，然而
，随着社会的进步，这些东西正悄然消失，我们应该足够的正视这一现象，保留我们祖先所留下的为
数不多的文化遗产，这就需要我们从心底做起，把握自己，挽救即将消失的民俗
4、需要懂历史才好
5、本书是东北三江流域文化丛书之一，以东北三江流域古代民间民俗文化特色为基础，以肃慎族系
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民族性为基点，按照生产、生活、礼仪、节庆、祭祀、艺工的内在顺序编排，以物
带史，追溯其起源，勾画其传承演变，剖白其精神内涵，诠释其图腾般的原始意义，为读者了解东北
三江区域古代民间民俗文化，提供不同角度和视野，从中获得民族、地理等方面的知识和艺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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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三江流域民俗概览》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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