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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江流域土家族始祖信仰现代表述研究》梳理了清江流域土家族始祖信仰的流变历程，讨论了清江
流域土家族始祖信仰的诞生机制和文化结构，阐释了清江流域土家族始祖信仰发生的文化基因及其发
展的动力源泉；肯定了始祖信仰在清江流域土家族身份认同和文化多样性以及民族性格形成过程中发
挥的重要作用，以及政府、学者和乡土文人在土家族始祖信仰传统复兴和重建中特殊的角色功能；研
究了在现代性和全球化环境下，以信仰为核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种表现以及在民族认同和民族经
济建设中的功能和价值，提出了建立在现代观念和手段基础上的清江流域始祖信仰表述方法，凸显了
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传统传承方式到现代保护等表述方法的转换；突出了土家族始祖信仰类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当代表述之于文化品牌建设的特殊价值集中体现为始祖信仰符号的意义。

《清江流域土家族始祖信仰现代表述研究》由林继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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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研究内容　　始祖信仰包含两层意思：始祖如何在土家先民生活中诞生和始祖如何适应土家
人的生活不断发展。
我们说的“始祖”，并不是某位人物，也不是某一时刻出现的人物。
虽然土家族始祖神产生的时间遥远，但是，在土家族的发展过程中，始祖神却没有消失，一直以各种
形式伴随土家人拓荒疆土、守护家园，诚如恩格斯所讲：“这样在每一个民族中形成的神，都是民族
的神，这些神的王国不越出它们所守护的民族领域，在这个界线以外，就无可争辩地由别的神统治了
。
”①　　始祖信仰不同于祖先信仰，虽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有些许相似之处，但是，始祖诞生在民族
初创时期，或者后人将这些神灵当做民族生活、民族文化的创立者而倍加崇拜。
祖先崇拜则是建立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包括民族祖先、地域祖先和家族祖先。
因此，始祖崇拜不同于家庭祖先崇拜、地域祖先崇拜。
在土家地区，与祖先相关的信仰层次较多，其中每个家族信仰的祖先也有区别。
比如，鹤峰田氏家族信仰“大二三神，田氏之家神也。
刻木为三，其形怪恶，灵验异常，求医问寿者，往来相属于道，神所在，人康物阜，合族按户计期迎
奉焉”②。
来凤、咸丰、宣恩、利川等地将三抚神当做祖先来崇拜。
“三抚神，相传为三姓土司，生有惠政，民不能忘，故设而祭之乡社。
”③这里的“大二三神”和“三抚神”一个为家庭祖先神，一个为地域祖先神，但是他们之间又有直
接的承继关系。
也就是说，在清江流域，家族祖先神、地域祖先神和民族祖先神以及始祖信仰与祖先信仰是既有联系
又有明显区别的。
　　本书借鉴民俗学人类学和民族学方法，从民族身份和文化象征的视角解释始祖信仰诞生地，为清
江流域土家族始祖信仰的发生、土家族文化的形成和始祖信仰的现代表述提出建设性的观点。
　　从廪君与土家族白虎崇拜、廪君与盐水女神、廪君与夷水等关键环节人手，解开廪君信仰发生的
文化基因和廪君及向王在清江流域土家族信仰发展中具有强大活性的动力源泉。
　　廪君与向王天子同为清江流域土家族祖先信仰的重要神灵，他们代表不同时段土家人的信仰内容
，人们对清江流域土家族始祖人物关系众说纷纭。
本书将通过考古资料、民族志资料、民俗资料梳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为廪君与向王等始祖信仰在现代
社会生活中的转换提供阐释学的理论依据和历史基础。
　　分析政府、学者和乡土文人在土家族始祖信仰传统的现代转换中的角色与作用。
本书将从不同方面对政府、学者和乡土文人三股力量推动民间信仰传统复兴和民间信仰传统重建中的
种种举措进行系统深入地考察。
　　分析清江流域土家人如何利用始祖信仰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如何在打造文化产业过程中传承始
祖信仰，如何在传统始祖信仰中实施创新发展满足当代人们的生活需求。
　　通过历史文献梳理和现代民族志考察，勾画出清江流域土家族始祖信仰演化及其始祖信仰与其他
信仰在发展过程中互动关系的图卷，揭示古老的始祖信仰实施现代转换和表述的动力资源具有的社会
基础和内在的结构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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