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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何谓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发生什么样的联系？
这是民俗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民俗学者始终关注的问题。
民间信仰是一种普遍的民间文化现象，也是伴随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文化现象。
只要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就会有民间信仰存在。
但是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是一个无信仰的国家，事实上中国流淌着一条民间信仰的长河，这条长河
有多长？
关于神话的一组论稿回答了这个问题。
《蒙古族与藏族山神信仰的比较研究》、《中亚狼和乌鸦信仰习俗及神话传说比较研究——以阿尔泰
语系乌孙和蒙古的事例为中心》、《鄂温克族神话和鄂温克族的民间信仰》等文章说明在我国多民族
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每个民族的神话蕴涵着深刻的民间信仰。
初民社会的宗教以鬼神崇拜和巫仪活动为先民信仰中心，久远的神话就是民间信仰的产物，它伴随着
初民的生活，是人类第一颗智慧的果实。
民间信仰存活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有人类就有民间信仰的存在，它是人类最为古老的信仰之一。
民间信仰的研究有何意义？
从古至今，民间信仰伴随着各民族的生活，而对民间信仰的研究却一直难以有所突破。
新时期以来，民俗学的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几本新出版的民俗学概论都涉及到了民间信仰。
之后一批研究民间信仰的较高水平的专著，冲破了以往学术研究的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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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许多学者研究民间信仰的特征，往往总结为原生性、多元性，我认为中国民间信仰的最大特征是
民间性和生活化。
本书定名为《民间信仰与民俗生活》，旨在把民间信仰还原于生活，将民间信仰作为理解民众生活、
民间社会的一种思维方式。
本书除了一部分深层的理论文章外，还特别注重个案的研究、注重来自于田野的调查成果，这也是众
人通过身体力行对民俗学学科所做的贡献。
    如何评价民间信仰？
我在《观音信仰》一书中说：“观音信仰是中国人的智慧创造。
观音信仰是一种虚构的幻影，这种幻影一旦人们信以为真的时候，它就无限丰富，无比多彩，占有无
穷的空间和时间。
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有成千上万的中国百姓，就有成千上万个观音。
面对现实，中国人用他们的‘诗性’智慧获得了一种超验的钦慕。
信仰过程中蕴涵的文化结构和社会意义构建了华夏文明的源远流长及博大精深。
”这就是民间信仰存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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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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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化多样性下的民间信仰中国加入了WTO后，如何保护民族文化，保持中华民族的文化个性，继承和
发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振奋民族精神，是值得我们思考与严肃对待的一个课题。
中国民俗学家的思考既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又是与世界同步的。
自从新世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的多样性宣言》发布以来，国际间多次召开保护文化的多样性的
重要会议。
我国文化部已经规划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各民族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学术界也召开了
一系列会议对有关理论和保护的实际操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在我国正掀起一个保护多民族民间
民俗文化遗产的高潮。
在谈到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必须珍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组成这个国家的56个民族的民俗文化无比丰富。
每一个民族都有对于自己民族文化渊薮的认同，都突出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和与众不同的地方，强调文
化的多样性，这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
与汉族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相比较，少数民族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脆弱，消失得很快，消失
的东西是不可能再造的。
我们希望国家非物质遗产保护的专家和在座的学者对少数民族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予更多的关
注，特别是提高少数民族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对自己的宝贵财富的保护意识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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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论文集编辑结束即将付印的时候，内心涌动着无限的感慨和感激。
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研究具有深厚的传统和得天独厚的优势，自博士点建立以来，得到国内外学者的
热情关注，“东北亚民间信仰学术研讨会”和“神话与民间信仰学术研讨会”得到校、院两级领导的
大力支持。
陈理、马文喜、喜饶尼玛三位副校长亲临会议指导，在此深表谢意。
论文集收录的32篇文章，从不同侧面对民间信仰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民俗学的同仁们不仅在会议上与我们分享各自的学术思考，而且还在会后全力支持本论文集的编纂。
我们在此一并表达敬意。
本论文集的出版得力于文传学院的科研经费资助。
白薇院长、柳春旭书记和陈允峰副院长十分关心论文集的编辑和出版工作。
借此机会，对他们及文传学院诸位同仁的支持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如有疏漏之处，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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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间信仰与民俗生活》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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