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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是一个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机构。从学科的设置和专业
方向来看，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经济学、宗教学、
文献学、政治学、法学、国际关系、影视人类学、民俗学、古文字学等，还包括蒙古学、藏学、突厥
学等专门的学科。这些学科和专业方向的多样化构成了研究所的多学科、综合性特点，而这些学科的
研究对象则是人类社会民族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着重于对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含义的民族共同体
（people、ethnos、nationality、nation、ethnic gmup）及其互动关系的研究，显示了研究所诸多学科的
共同指向。研究所以民族学和人类学冠名的目的是为多学科建构一个共同的学术平台，在研究对象统
一性的基础上实现多学科的互补与整合，在多学科的视野中建立综合性研究优势，增强中国民族学和
人类学的学科性发展。　　人类社会的民族现象及其所伴生的民族问题，是人类社会最普遍、最复杂
、最长久、也是最重要的话题之一。中国是世界上古代文明延续不断的东方国度，也是统一的多民族
国家。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多民族的互动关系不仅是历朝各代最突出的社会现象之一，而且也是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不断发展的重要动能。因此，中国几千年来的民族现象和各民族的互动关系
，为我们解渎人类社会的民族现象及其规律性运动提供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古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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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第2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孟慧英
主编，汇集该所多位学者就民族宗教信仰、民族文化和习俗等问题撰写的论文，以及国外同行学者相
关著述的译文。内容涵盖原始宗教、现代民族的宗教信仰，阐述了它们与民族文化和习俗的关系．对
人类学与民族学学者深入研究上述问题颇具学术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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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孟慧英，女，生于195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萨满文化
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文学学士、民俗学硕士、哲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1991
～1992）、美国印第安那大学访问学者（1992～1993）、韩国汉阳大学访问学者（2002）、瑞典斯德哥
尔摩大学访问学者（2006）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妇女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妇女委员会
委员。出版学术著作11部：《西方民俗学史》、《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寻找神秘的萨满世界》
、《彝族毕摩文化研究》、《满族萨满教研究》（合作）、《尘封的偶像——萨满教观念研究》、《
满族萨满文本研究》（合作）、《活态神话——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萨满英雄之歌_伊玛堪
研究》等，并有译著和主编、合编著作出版。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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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再论原始宗教　　孟慧英　　一　问题的提出　　当代学术界关于“原始文化”和“原始宗教”
概念提出了很多质疑和责难，指出诸多以往在认识方式、研究方法和具体材料中的不足和错误。虽然
“原始宗教”概念仍然使用，但研究者们对它已经小心翼翼。　　关于“原始宗教”概念的批评既有
政治性的，也有文化性和学术性的。我们首先来看“原始宗教”中的“原始”概念。就知识体系和专
业实践而言，“原始”概念及其相关的民族志是民族学、人类学发展中一个有价值、有生命力的部分
。众所周知，关于原始文化的研究造就了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尽管“原始”概念对学科发展十
分重要，但是这个概念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不但原先的“原始社会”和“原始宗教”研究成
为反思的内容，“原始”一词也在各具特色的田野调查中遭遇批评和品头论足。就像某些学者认为的
那样：“原始”这个术语很不雅，因为它含有落后社会的意思，或者是指处于进化线上后进的社会。
有时人类学家会使用“无文字”这个术语，因为这些社会通常还没有自己的文字记载。我们已经发现
，由于“原始的”一词表面上带有否定、贬损、偏见和“政治”的涵义，以及它所含的粗俗、落后、
狭隘和缺乏进步的隐义，已日益迫切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19世纪的早期人类学者、宗教学者利用
“原始”概念来探讨那些西方人不熟悉的特殊宗教传统中的经验材料，通过把“原始”作为一种文化
类型来建立研究宗教史的一般化基础。原始宗教的许多理论，通过生物模式的进化论发展出各种说法
，“进化的模式”成为宗教比较的形式基础。因此在一些学者看来，原始宗教研究的历史“从一开始
也是一种理想的历史。一种神话叙事，它成为现实是西方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19世纪的人类
进步的神话在20世纪之交粉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使西方人对自己的文明价值不那么坚信了。
在普遍的怀疑和恐惧中出现了新原始主义的理论乡愁，人们希望通过古代原始状态回归来帮助现代人
治疗他们失去的和谐人性，反对“科学进步”下掩盖的非人性观念和行为。此类的研究者把原始宗教
精神技术的获得作为获取神圣信息、转向古代人类存在状态的突破口，由此人类回归到最自然的条件
，从而获得“人的宗教”。　　新原始主义要重建当代社会与土著传承的联系，进而培养现代人对当
今非西方文化伦理、政治、历史事件的感受力。他们利用象征——民族神话、图腾动物，甚至利用巫
师或萨满作为力量动力来唤醒民族意识。还有某些妇女原始运动，它们制造性别象征，提倡生物的性
别文化。比如利用子宫作为部落的史前仪式象征，强调部落生活的自然秩序以及血液、土地的重要性
。新原始主义喜欢咒语、占星术或炼金术的神秘，似乎表现出对文明的逃遁或解脱；但同时它也发展
为一种政治性的思潮，它通过诱惑人的寻古梦，通过传统来清除人性的污点，实现人的反抗。　　当
代生活中的原始主义是应对当今社会各种弊端的一种反映。现代人要回归古代原始，寻求的不是复古
而是再生，所以这种原始寻求是时尚的风潮。新原始主义在当代政治发展中表现出浓厚的民族主义色
彩和多元文化诉求。人们希望通过原始概念提供理解差异的方法，并由此在民族学和人类学中拓展原
始宗教和原始文化的研究空间。在这种思潮中，我们不得不重新面对原始宗教概念，力求寻找它在后
殖民主义时代解释各个国家、民族所面临的知识与政治方面的问题时发挥作用的可能性。　　就原始
宗教研究的发生来说，过去的学术成果更多地强调了它所包含的欧洲启蒙主义理念，而没有看重这种
学术也深受殖民主义的影响。很多学者认为，就是在殖民地区，欧洲探险家、旅游者、传教士、殖民
地管理者记录了他们发现的土著人的宗教，而这些记录成为认识原始宗教的重要基础。到了20世纪初
期，研究者通过田野调查意识到，他们研究的对象并非生活在早期人类学者所描述的那种原始的“自
然”状态之中。后来的人类学家，努力重构生活于殖民地“非自然”状态下的土著人的宗教。大量民
族调查中呈现的原始宗教是不断变化的，在变化了的民族志面前，“原始宗教”概念遭遇了挑战。后
来的民族志资料要求学术界必须对变化的问题进行创造性的思考。由此，人们希望原始宗教知识体系
更多地依赖地方性知识，而不是原始文化研究中那些殖民化色彩的话语霸权。研究者需要向土著居民
学习，从而获得他们的知识。　　近些年来，由于受到各种理论和实践的挑战，原始宗教术语中的“
原始”问题遭到更多的质疑。在回应、回避、应对这种挑战中，原始宗教研究的经验性、相对性倾向
更加明显。“尽管今天我们比过去拥有了更多的关于原始社会宗教的材料可供使用，但很明显，人类
学家们极少敢于跨越对他们所选择的研究领域的狭隘区域所进行的纯粹描述。再没有任何更多的综合
性材料的呈现，能像进化的比较方法那样给予我们一个概要的视野。”　　那么，我们是否必须从各
个社会自身的角度去理解每个社会特殊的原始宗教现象，而不是人类普遍的原始宗教？在原始宗教研
究中，是否存在解释原始宗教现象的普遍规则？我们能否在一种科学研究的视野中，处理原始宗教题
材下的各种宗教事实及其表现形式，使之适合于原始宗教研究的意图和学科范围，至今依然是原始宗

Page 6



《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第二辑）》

教领域所面临的问题。　　二　“原始宗教”的定义种种　　原始宗教是一个有着深厚学术积累的领
域。在探讨的人口处，我们首先面对的是来自不同思想流派、不同学者的“原始宗教”概念。我们的
理解不能脱离已有的基础，否则将无法制约谈论的话题，约束讨论的范畴。那么以往的学者主要从哪
些方面来认定“原始宗教”呢？　　（一）时间性的视角——最初的宗教现象　　学者们一般认为宗
教这种文化创造是历时性的，宗教历史作为一种一般性的时问过程，有它自身的序列。原始宗教是整
个人类宗教的历史在过去某个时间点上的开始。如果原始宗教被看作整个宗教历史发生阶段的现象，
那么在宗教作为整体的时间持续存在的过程中，原始宗教具有自身的限定性，即原始宗教代表了人类
宗教文化的起点。　　根据这种认识，人们关于原始宗教的定义主要表现为两种取向。　　其一，“
原始宗教”是人类一切宗教的发端，是宗教的起源点。它把共时性的原始宗教作为一种历史维度，强
调宗教历史在起点上时间维度的一般性。埃文斯一普理查德（E.E.Evans。Pritchard）指出：“原始宗
教是作为属概念的宗教里的一些种类。所有对宗教感兴趣的人都必须承认，对原始人形形色色的宗教
观念与实践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获得关于一般宗教本质的某些结论，并且也有助于我们获得关于高级
宗教或历史与实证宗教或启示宗教，包括我们自己的宗教本质的结论。它们为比较分析提供了极具价
值的材料，而比较分析的目的则在于确定宗教现象的根本特征，并对宗教现象作出一般的、可靠的和
有意义的陈述。”中国大多数学者认为，原始宗教是整个宗教研究的最初出发点，是认识宗教的本质
和特点的基本来源。“原始宗教包括前宗教现象是后世一切宗教的起源，包含了宗教的大部分本质和
特点，是认识宗教的来龙去脉和发展逻辑的基本源头和线索。认识原始宗教的起因、发展过程及其特
点可以对认识宗教的演化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奠定基础。”　　其二，原始宗教是某个文化群体、某个
文化区域的宗教发端，它强调的是每一种宗教文化自身的历史。　　这种研究主要来自提倡实证主义
的学者，他们坚持奉行具体宗教文化历史和文化经验的研究。这些研究者密切关注原始宗教材料的实
际来源和它们在经验中的意义，希望从现实材料中获得更为直接和准确的理论启示。为此，原始宗教
研究呈现着多种不同的方法：“文献学家们致力于对涉及宗教事件的文本进行最为精确的诠释。人种
学家致力于勾勒出某个原始人类的宗教活动和仪式的细节。社会学家致力于理解某个宗教社团的组织
和结构以及它与世俗社会的关系。心理学家分析不同人的宗教体验。所有这些学者在他们自己学科的
范围和界限内运用与他们的学科相适应的方法来研究宗教材料。”　　在这种视角中有两种原始宗教
定义值得特别关注。　　第一，从史前考古发现的宗教遗迹认识原始宗教，称史前宗教为原始宗教。
有学者指出，史前宗教指的是从第一个直立人到文字的出现这一漫长发展阶段的人类早期宗教形态。
对史前宗教的研究，主要依靠考古学家对有文字记载之前的一些史前文化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来获得零
碎的信息，包括兽骨崇拜、丧葬方式、带有巫术或宗教意图的岩画、壁画、宗教实物等。　　第二，
作为理解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发展初期宗教现象的原始宗教概念。它的前提是原始宗教不仅是一个文
化模型而且是很多具体的存在，原始宗教是多个不是一个。原始社会是分散的，它的宗教必然呈现出
不同的地域性、空间性和群体文化同质性。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采取的是一种灵活的文化相对主义立
场。　　从经验的观点看，这种原始宗教的研究属于文化人类学，它主要涉及的是土著民族宗教材料
，研究者要掌握的是他们的宗教现象和他们对于这些现象的理解和解释。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为此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博厄斯强调，探讨文化的起源需要的只是通过每种文化本身特有的历
史过程来了解它。博厄斯坚持历史的、个别文化的深层研究必须先于比较研究，所以应该在一个文化
历史脉络里和当下情境中理解它的原始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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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宗教类教材。好书一套值得搜藏

Page 8



《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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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