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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2年新疆师范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建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新疆少数民族原生型民间信仰
以及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变迁的研究，一直注重人类学的方法并坚持田野调查，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田野
资料，其中也包括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拍摄和记录下来的影像资料以及大量的民间手抄文献。
随着近年来新疆少数民族社会的急剧转型，一些传统文化成分渐渐被淡忘而面临失传或消亡，在这样
的背景下，这些资料越发显示出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从理论界定以及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民族宗教、世界宗教及其民间化问题等方面来说，学术界
对民间信仰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说法。
如何划分民间信仰的界限是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这关系到学术研究的系统性和规范性问题。
但民间信仰的确是一个源远流长且异常复杂的范畴，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发挥过重要的作
用，它满足着后来传人的世界宗教所不能满足的人们精神和心理深处的需要，特别是在中华文化绵延
不断的历史传承中，它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在中国社会每一次的动荡和变革中也处处可见民间信仰的影子。
改革开放以来，在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下，许多曾经被认为是早已消失的民间信仰事象和习俗又重新
抬头，并迅速蔓延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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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锡伯族的民间信仰是个庞杂的系统，其中既包含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在信仰上的依存关系，又涵盖
人与神鬼以及民间信仰与巫术、禁忌、原始宗教、创生宗教等关系方面的丰富内容。
锡伯族的萨满教将历史形成的形形色色的信仰事象均纳入其中，成为较全面反映本民族民间信仰文化
的“万花筒”。
目前，在锡伯族民间，真正意义上的萨满虽然已经消失，但相通（又称“相同”，“相童”）继承萨
满的衣钵，将其文化延续了下来。
而与民众生活和行为方式多有联系的其他大众化信仰现象，有的已完成其历史使命，与现代人道别了
，有的仍以顽强的生命力流传至今，为部分人所崇奉，成为活的文化化石。
本书所辑，即含已消失的信仰事象，又有现代人继续奉行的信仰现象。
辑录已经消失的，意在保存资料，为后人留作遗产；记述现存现象，旨在阐明文化发展、变化的规律
，引起人们珍惜传统文化，为现在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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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民间信仰的历史嬗变　　第四节 当代民间信仰遗存　　任何民族的民间信仰，作为具有
很强传承特点的文化现象，无论是其落后成分还是中性或先进成分，退出历史舞台或受到削弱，都有
自己的运行规律。
刻意促使其变化或改头换面，或人为铲除都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做法。
在“文化大革命”中，民族传统文化遭到浩劫，人们的传统文化意识被严重扭曲，民族古老的传统文
化被破坏殆尽，中国文化延续的链条被割断，出现了严重的文化发展空白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迎来了我国各民族政治、文化、经济发展的春天。
由于文化发展运行规律的作用，以及新的政治、文化环境，各民族人民开始重新审视各自的传统文化
。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各民族在各自的文化领域，掀起了重拾传统文化的高潮，使各民族的民问
信仰之火又重新燃起。
在锡伯族民间，人们根据历史记忆和书本知识，将民间信仰体系基本重建了起来。
但是，这时的民间信仰，无论是其内涵还是其运作形式，和以往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这些变化当中，既有变异的成分，也有变革的因素；既有时代赋予的因素，也有人们加工创造的痕
迹。
作为一种精神寄托或留恋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这时反映出来的民间信仰文化现象，
大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因而重新有了相应的群众基础和社会氛围。
改革开放后历史又逝去三十年，审视这三十年中的锡伯族民间信仰文化的遗存情况，我们又看到了民
族传统文化延续和运作的自身规律，看到了民间信仰文化的传承性特点，以及锡伯族群众对自己传统
文化的认同和钟爱。
当代锡伯族的民间信仰文化，可以说呈现出残缺支离的局面，失去了其系统性和完整性，只能说是该
文化的枝叶性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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