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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虽然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宗教信仰淡薄的国家，也有人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可是一旦走
入民众间，就会发现，中国的民间信仰文化极其丰富。
日月星辰、山川河流、各种人物等都可以成为人们的崇拜对象，而且崇拜方式多种多样，纷繁复杂。
那么，这些看似五花八门的信仰现象背后蕴涵着什么样的意义？
仔细探究之后，我们发现，作为一种重要的信仰文化，民间信仰与宗教的起源关系密切，因为民间信
仰某种意义上就是原初形态的宗教。
本收正是以此为切入点，对至今仍百家争鸣的宗教起源问题进行探讨的初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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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9月生于贵州省天柱县地笋村。
1982年贵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到黔东南州民族行政管理学院任教。
1987年调贵州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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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由观念簾起　　第一节 观念的产生　　观念是支配着人们行为的意识活动之一。
它的特点是使人超越本能的追求，而按照对周围客观事物的理解来开展其活动，这种活动是人区别于
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
　　观念是怎么产生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与欲念结合起来才能说明。
所谓欲念，就是指人出于本能的需要而在头脑中产生的一种意向性活动，这是一切动物共有的。
在这种活动中，人只是出于本能的需要而与周围客观事物发生联系，至于在这种联系中，人与客观事
物是什么样的关系，人们还没有形成认识。
说明在欲念阶段，人与周围客观事物发生联系完全是盲目的，但也正是在这种盲目的联系中，使人们
的观念得以产生。
它是们通过与周围客观事物的各种盲目接触，实现了对周围客观事物以及这些事物与人之间关系的认
识。
而这些认识，正是人们的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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