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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研究：以三皇和城隍为中心》以三皇和城隍信仰为中心，探讨了中国古代民
间信仰在古代民间文化中所具有的生命力，在漫长的文明史中留下的深刻烙印。
　　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具有比较顽强的生命力，其在各地的传承，在漫长的文明史中留下了深刻的烙
印，成为民族文化的心理积淀之一，是民间深深的精神依赖所在。
这种依赖，几乎渗透到民间社会的方方面面。
其中不乏荒诞的形式，但显然也包蕴着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理想的人生蓝图设计。
那些载歌载舞的盛大赛会场面，集中倾吐了普通百姓的悲苦情怀。
《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研究：以三皇和城隍为中心》无力对此进行全面的阐释，唯求以三皇及城隍为中
心，做一点小小的阐释功夫。
囿于水平所限，错误恐怕难免，恳请方家学者不啬赐教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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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上篇 三皇神话与民俗研究第一章 伏羲、女娲神话之人文意义一、伏羲神话之人文意义1. 伏羲制琴
作瑟之文化意义2. 火食的发明与食礼3. 伏羲画卦二、伏羲女娲交尾合体形象的形成及其内涵1. 女娲、
伏羲部图腾形象的合体2. 女娲、伏羲合体形象之成因3. 伏羲、女娲兄妹婚问题第二章 伏羲、女娲神话
与补天穿、立春习俗研究一、女娲神话与补天穿、炼干及填仓习俗研究1. 补天穿习俗产生之中心区
域2. 对补天穿民俗事象的考察3. 对炼干事象的考察及其与补天穿关系的辨正4. 对填仓事象的考察及其
与补天穿关系的辨正二、五方帝与迎气礼俗1. 西汉以前的帝、五方帝问题2. 元始与永平迎气之制3. 迎
气之制的发展与终结三、东汉至清代迎春礼俗分析1. 东汉迎春礼俗分析2. 迎春礼俗在南北朝一明时期
的发展3. 清代进春仪四、清代府州县迎春礼俗分析1. 礼制与民间文化的结合2. 府州县演春者的身份构
成及其隐喻意义3. 春天之象征——春官的演春、“说春”及报春4. 对迎春礼俗的分析5. 鞭春及送春礼
俗分析第三章 炎、黄以及三皇庙祀之建立与发展一、炎黄神话及其在民间的演绎1. 炎帝与神农2. 炎帝
与火神3. 农神与蜡祭、腊祭4. 籍田与专祀神农5. 古代民间的黄帝信仰二、三皇庙祀的建立与发展1. 历
代帝王庙祀的建立2. 元代三皇祭祀3. 明清中央先医之祀及民间药王信仰下篇 械隍民俗文化研究第四章 
城隍信仰民俗的由来与发展一、城隍信仰之由来1. 城隍与水庸无关2. 城隍庙祀始源的时间和空间问题
二、城隍信仰民俗在历史上的发展1. 从民间文化到列入祀典2. 朱元璋对城隍祀典的更定3. 明清江南市
镇城隍庙祀问题第五章 城隍职能及人格化一、城隍与社及土地1. 关于社祀2. 社公、土地和中霤3. 社与
城隍的关系二、城隍人格化及其职能社会化问题1. 城隍职能的社会化问题2. 城隍人鬼化问题第六章 城
隍与冥世文化一、“报庙”与“接三”之俗1. 民间五道信仰风俗2. 传统灵魂观问题3. 报庙、接三风俗
分析二、中元节与城隍祭厉1. 中元施食的由来与发展2. 清代中元城隍祭厉风俗第七章 城隍赛会及祈雨
风俗一、城隍赛会及庙会风俗1. 赛会和庙会的区别2. 赛会与会社二、城隍信仰与社会控制1. 民间祈雨
风俗2. 官府祈雨问题3. 城隍与司法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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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伏羲、女娲神话与补天穿、　　立春习俗研究　　作为三皇之首的伏羲，由于五行理论体
系包括五德终始之说的完善和逐渐流行，并进入国家政治统治领域，在东周时期被神化为五方帝之首
，并且与太昊形象发生了粘连。
于是，太昊伏羲在中国的文化系统之中，遂成为东方和春天之神。
因为所固有的农桑立国的传统，太昊伏羲及其属臣在古代中国的立春庆典礼俗之中，遂扮演了一个在
特定岁时之内能够带给尘世以普遍希望的大神的角色，成为官府劝农的一个权威代言人。
立春庆典，实际上分为两个方面，即完全属于庙堂祀典的四时迎气之制，和由官方主导的、民间各等
级广泛参加的立春节日礼俗。
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十分巨大的。
前者体现了古之执政者是如何执著而十分艰难地构建政治大厦与天帝神殿之间的因果性联系的努力，
而后者则更多地展现了那个时代从皇帝到贫民的更为贴近自然的心灵活动过程。
立春礼俗又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朝廷内部举行的庆典，在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是以地方官员
向皇帝报春为主要内容，明清之时谓之进春仪。
为论述方便，我们将此类庆典统统以此称之。
另一类是在国家之统一规划之下，由地方府州县行政主官主导的，各社会等级参加的迎春庆典活动。
相对于呆板的、充满了神秘的神学教条的四时迎气之制和范围局促的朝廷进春仪而言，此类迎春庆典
乃是欢快的、充满了几乎是农业社会全部美好希冀的全民性的狂欢活动，也是传统文化形式的一个比
较集中的展现。
为论述方便，本书将清代进春仪放在第三节中，而以第四节作为清代地方迎春礼俗之专论。
　　几千年来脍炙人口的女娲补天神话在民间得到了广泛流传。
但是与文人学者不同，民间对传说中女娲的壮举几乎是信之不疑，并且将自己对生活的美好希冀寄托
在其身上，以巫术的形式再现其补天壮举，以保护自己的身家与田园。
于是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上演变出诸如补天穿、填仓等民俗节日。
本章也将对这些民俗节日的发生演变作出剖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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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民间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亦十要丰富，其传承的历史悠远绵长，民间信仰在其中占有十
分重要的地位。
《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研究：以三皇和城隍为中心》对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在各地的传承，在漫长的文明
史留下的深刻烙印，及其在民族文化的心理积淀作了较为详尽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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