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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黑龙江萨满文化》主要内容包括：先秦时代的黑龙江萨满文化，秦汉时代的萨满文化，三国魏
晋时代的萨满文化，南北朝时期的萨满文化，隋唐时期的萨满文化，契丹人的萨满文化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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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南北朝时期的萨满文化一、勿吉二、高句丽三、豆莫姿国四、乌洛侯国五、高车人六、室韦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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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满文化一、从达斡尔族说起二、契丹人立国之前的萨满文化三、萨满在契丹建国过程中的作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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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功效六、关外满族堂子简介七、皇太极对萨满信仰的限制八、萨满信仰与尚武精神第十章 清代的萨
满文化一、满族入关前的萨满教二、官方萨满信仰三、清代黑龙江地区的民间萨满信仰第十一章 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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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先秦时代的黑龙江萨满文化　　肃慎，是见干古代文献的黑龙江地区的最早民族，也是东
北地区的最早民族，又称为息慎、稷慎、诸申等（在古代中国人的世界版图中，肃慎是东北极的居民
。
此外再无人居。
历代的官修史书，述及东北民族，无不至此而止）。
　　研究民族史的学者使用“族系”概念指称肃慎，认为他们是一些风俗、语言相似的部落。
有可能，这一群体当中的某一个部落拥有比较先进的文化、居于优势或者是主导地位，称为“肃慎”
，于是中原古代人士遂以“肃慎”来指代整个地区的居民。
　　在先秦时代的中原居民看来，肃慎位于极为遥远的东北方《竹书纪年·五帝纪》载：“肃慎者，
虞夏以来东北方大阅也。
”晋人郭璞给《山海经》作的注称：“今肃慎国去辽东三千里。
　　肃慎的具体方位，在今长自山以北。
《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
”不咸山，现代学术界意见基本一致，认为是长自山脉。
《晋书·四夷传》更加明确地说是在不咸山以北。
向南到夫余国有60天的路程。
肃慎的东面，濒临大海。
我们参照地图，可以清楚地划定这个民族的生存方位，正好是黑龙江的下游、乌苏里江流域，东而是
日本海。
研究者还认定，肃慎的西界至松花江。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第420页，张碧波、董国尧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
年8月第一版。
）　　在这片区域内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密山县境内，考古学和文化学界称之
为新开流文化。
俄罗斯在黑龙江下游北岸的马雷舍夫发现了类似的文化遗存。
据碳十四法测定，新开流文化的时问约在距今6080+85年，即6000-6160年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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