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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传统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研究，尽管出于自尊，我们不太愿意说我们的研究是受外人影响而
来的，但是，真正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确实可能是和西洋和东洋人的刺激有关，比如，1892年以
后陆续出版的荷兰人格罗特之《中国宗教系统》六大册，1914年后陆续出版的法国人亨利道勒之《中
国迷信研究》十大册，以及那个时代逐渐“进口”的西洋民俗学、神话学、人类学等方法，确实刺激
了中国学者反身回看自己的民间宗教信仰。
20世纪的20年代到30年代，在江绍原的《发须爪：关于他们的迷信》（开明书局，1928）、许地山的
《扶箕迷信的研究》、郑振铎《汤祷篇》（写于1932年12月，发表于1933年第30期《东方杂志》）中
，都能够看到东洋和西洋的关注领域、研究方法和分析理论的痕迹。
　　中国学术界对于本国民间宗教信仰有“产权”也有“特色”的研究，虽然受到这些来自西洋东洋
的理论、方法以及成果的影响，但是，主要的进展却表现在历史领域，中国学者向来有历史嗜好。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是复旦文史丛刊中的一种。
该书以张王、祠赛社会、祈雨、祠神信仰传播、正祀与淫祀五个个案为例，将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置于
唐宋社会变革的背景下，全面考察了祠神活动存在、演变的真实状况，及其复杂的社会、政治与文化
背景。
在史料分析的基础上，本书检讨并纠正了前人的若干观点，如正祀、淫祀二元对立，商人是祠神信仰
传播的主要力量、社首与会首混淆等，将国内外的同类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

作者简介

皮庆生，江西新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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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概念阐释与研究范围　　一、概念阐释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民众
的信仰图景十分复杂，为此研究者在使用概念时颇费思量。
就我所知，国内学界先是有中国有没有“宗教”之争，后来在讨论释道之外的民众信仰时有过“民间
宗教”、“民间信仰”、“大众宗教”和“民生宗教”等不同说法，海外学者则使甩过“folk religion
”、“popular religion”、“diffused religion”、“local relgion”等概念。
不同的概念反映了研究者理论、方法上的差异。
在这些概念中，笔者比较倾向于使用“大众宗教”和“diffused religion”，这也是本书使用“民众祠神
信仰”这一概念的原因之一。
　　当然，直接原因在于本书的讨论对象乃是民众崇奉的祠神，即地方祠庙、神祠中所供奉之神祗，
我认为它们也是过去所说的“民间信仰”的核心。
宋代以来的方志中，往往专设“祠庙”或“神祠”一门，来记载这些佛教寺院、道教宫观之外的地方
性宗教活动场所，而本书的讨论基本是围绕祠神展开的信仰活动，用“祠神信仰”这一概念显然比较
合适。
　　出于同样的考虑，本书没有使用“民间信仰”或“民问祠神信仰”，而用“民众祠神信仰”来指
称这一研究对象，因为“民间信仰”有强调其信仰群体、价值观念等方面均为下层的意味，同时隐含
着将此类信仰活动与释道区分的意思。
事实上，传统中国社会的祠神信仰的信众涵盖了所有阶层，包括士人群体，并将儒释道的一些核心观
念有机地融汇进来，所以使用“民众祠神信仰”较“民间信仰”似乎更具体、更合理，且表示不排除
某些祠神所带有的释道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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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该书不仅弥补了我国学界在宋代民间信仰研究中的一个弱项，而且回应了欧美、日本中国研究界
在这一领域所提出来的一些新见解和新问题。
作者全面深入而细致地检查宋代文献，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新材料。
书中每一章虽具体而微，但整体上看却是对宋代祠神信仰的全面研究，既有宏观的眼光，又有深入考
证，作者把祠神信仰置于学界关注的“唐宋变革”大背景下，几乎每一章中都深入探讨了大问题，如
中央与地方、伞国性精英与地方士绅、理学与现实、区域与跨区域，以及中国文明的推进等等，因而
超越了一般民间信仰研究的局限。
　　——复旦大学文吏研究院教授葛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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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
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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