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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绪论部分介绍了本项研究的提出理由、理论意义、实际意义以及禁忌习俗在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同时
提出了研究对象，树立了由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组成的方法论体系。
    正文由五章共十五节组成。
    第一章详细论述了禁忌的定义，在此基础上解释了禁忌与法律、道德等其他社会控制形式的异同问
题。
另外，与前辈学者的理论观点相结合，在六个方面探讨了禁忌起源的内在和外在原因。
    第二章将注意力转移到维吾尔民间禁忌上，论析了维吾尔民间存在的与“禁忌”近意的概念。
由于禁忌习俗与宗教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出于对维吾尔民间禁忌历史演变理解的必要性，简要
地论述了维吾尔先民所信仰的宗教以及宗教对民间禁忌的形成产生的影响。
最后介绍了中外学者对禁忌结构与分类提出的理论和分类方法，同时制定了维吾尔民间禁忌分类的标
准和具体分类模式。
    第三章是对维吾尔民间禁忌的阐释性探讨。
其中利用各类相关学科的成果，在不同的项目中对每一个禁忌事象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使维吾尔民间
禁忌在“人体禁忌”、“礼仪禁忌”、“日常生活禁忌”、“行业禁忌”和“事物禁忌”等五大类
及23个亚类中得到了解释。
此章是本书的重点部分。
    第四章是关于维吾尔民间消除灾害，治疗和补救违禁犯忌所引起的凶祸的方法——禁忌禳解方法部
分。
其中，具有民族特色的禁忌禳解方法分成两类，即事前设防的禁忌禳解方法和事后补救的禁忌禳解方
法。
笔者列举了一些代表性的事物和活动，简明地探讨了民俗文化中的祛恶辟邪措施。
    第五章涉及到有关维吾尔民间禁忌的一些理论和实际问题。
首先，历史地总结了禁忌习俗在维吾尔族历代社会生活中起到的积极的和消极的作用。
其次，分析了民间禁忌的传承方式，同时提出了研究民间文学中禁忌主题的一些观点和主张。
最后，探讨了当代社会的演变给维吾尔民间禁忌带来的本质性冲击问题和民间禁忌目前的淡化、消失
等情况。
    最后部分列出了本书的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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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间禁忌概述　　第一节　禁忌的界定　　一、禁忌与塔布　　“禁忌”一词在人类学
、民俗学、社会学中都得到广泛的使用。
西方学者认为“禁忌”一词是来源于中太平洋波里尼西亚的Tonga岛的土语，它的原词是“Tab00”或
“Tabu”。
据说，它是18世纪英国航海家柯克（James Cook，1728～1779年）船长第三次航海时，考察了波里尼西
亚群岛的民俗后带回到欧洲的。
柯克曾指出，在波里尼西亚Tonga岛风俗中存在着一种奇特的现象，如酋长们常用人作祭品；凡是接
触过尸体的人，当地的波里尼西亚人都不敢与他们接触；某些场合只规定男性成年人进出，而不许女
性或者儿童进入等。
当地的土著人把这种现象称为“Taboo”。
在那里，“Taboo”本意为“禁止”，并可指对任何言行．的禁止。
礼仪的规则、首领发布的命令、针对儿童而不涉及成人的禁令等，都可用上“Tabo”一词。
　　“Taboo”一词通过柯克船长被介绍到欧洲以后，在学术界逐渐流传开来。
当时人类学家中流行的观点是禁忌习俗的存在仅局限于太平洋沿岸的棕种人和黑种人中。
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民族学和人类学学科的产生与发展，认为只有波里尼西亚人才有禁忌习俗的观
点发生了改变。
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通过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波利尼西亚人有关禁忌的行为和信仰仅是这类迷
信体系中的一例。
这些迷信体系在很多民族，甚至所有民族中曾以不同的名称和多种变异形式，为在社会诸方面或诸要
素间建立起一个复杂的社会网络起过很大的作用。
社会诸方面或诸要素在这里指的是宗教、社会、政治、道德和经济等各个领域。
”从此以后，人们发现所谓的“塔布”现象几乎在世界任何民族的生存空间里都可以找到。
在人类学、民族学和宗教学中，“塔布”（Taboo）一词常用来泛指那些与上述波里尼西亚例子在本
质上相似的遍布于世界各地的习俗。
于是，“塔布”一词成了具有特定意义的学术专用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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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禁忌是一种广泛流行于民间的文化现象。
《禁忌与维吾尔传统文化》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根据个人的田野调
查资料与有关文献记载相结合，试图对维吾尔民间禁忌进行全方位的探索，讨论渗透于民俗生活各领
域的禁忌事象的产生、发展、演变及其对社会生活的规范作用等问题，并简要地论析与维吾尔民间禁
忌禳解方法相关的巫术活动和巫医仪式。
《禁忌与维吾尔传统文化》由绪论、正文和主要参考资料三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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