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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与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同样，在蒙古族文化的发展历史中，异文化对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结果使得这一游牧民族文化具有了鲜明的复合性、多样性和变异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复杂性，处于民族
文化基盘的民间信仰也表现出了这些特点。
众所周知，这些异文化中，尤其是汉族农耕文化和藏传佛教所产生的影响绝不可低估，而这也正是学
者们常常论及的问题。
但是，既然异文化的影响使得蒙古族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蒙古族文化特质（这里指固有的特
质以区别于传统的文化特征）的问题则应该是理解这一民族文化的基础。
毋庸赘言，迄今为止，关于蒙古族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并且在近年西方学术思想
的影响下，已开始走出传统的研究方法与领域的模式，正在拓展新的方向与视野。
但是，亟待探讨的问题还非常多。
就本论著将讨论的蒙古族祖先崇拜来讲，主要倾向于对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家族的祭奠、对于各地习俗
的介绍以及《蒙古秘史》等古典文献中的相关内容的研究等，而对于文化固有特质的论述尚不多见。
而这正是在与异文化的比较中对于本文化的反思和认识所不可缺少的。
因为只有把握本民族文化的特质才有可能与异文化进行比较研究。
在游牧文化即将全面转入定居文化的时代，做挽救性的调查和考察，发掘蒙古族固有的潜在的文化要
素，留下宝贵的、即将消失的信息和资料是一项迫不及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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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揭示蒙古族祖先崇拜所体现的文化特质的一本论著。
分七个部分探讨勒埋葬地、祭祀、禁忌等蒙古族祖先崇拜的主要内容，在展示其变迁的同时，重点揭
示根源于游牧经济、受藏传佛教与汉族农耕文化渗透之前的固有特征及其文化蕴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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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翁衮的含义探讨祖先崇拜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祖灵的住处即所在地。
根据蒙古人的固有信仰，祖先的埋葬地即为祖灵的住处。
本章讨论表示祖先的埋葬地点的概念-翁衮（ongyon）的有关问题。
关于祖先的埋葬地，众所周知，在《秘史》第70节中有yekes-e yajaru的表述，其词根yeke Yajar可直译
为“祖先之地”。
而现在，很多地方将祖先的埋葬地称为翁衮（ongyon），呈现出普遍性（参见第二章第一节）。
本文在表示祖先的埋葬地时采用翁衮这个概念。
然而，翁衮的含义不仅仅限于此，在蒙古人的信仰中，翁衮通常拥有两种基本的含义，即祖先的埋葬
地——坟墓以及萨满的守护灵。
毋庸赘言，表示萨满的守护灵时，更为常见的是使用其复数形式即ongyod。
翁衮作为祖先的埋葬地是祖先崇拜的重要内容，并且与萨满教密切相关。
萨满教被定义为“它是以处于出神恍惚（trance）的异常心理状态，与超自然的存在（神灵、精灵、亡
灵等）直接接触·交流，这期间进行预言、天启、神托、占卜、治病、祭祀仪式等的人物为中心的巫
术·宗教形态”。
这里所指的神灵、精灵、亡灵等这些所有超自然的存在都可以用翁衮来表现。
作为萨满教的承担者和表现者的萨满的所有功能都与翁衮有关。
正因如此，萨满教还被称为ongyod—un situgen，即意为翁衮的信仰。
翁衮在祖先崇拜和萨满教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虽然关于翁衮的研究也是长期以来引起学者关注的一个内容，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有待商榷的问题
应该说还不少。
迄今为止的很多研究探讨了作为萨满守护灵的翁衮，根据各种田野调查所得到的这方面的报告非常多
，为相关的研究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第一手资料。
在这里仅列举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海西希在蒙古人中问搜集了关于翁衮的传说、神偶并主要从萨满教与藏传佛教斗争的角度进行了论述
。
阐述了由于藏传佛教的影响，翁衮的神偶、传说以及有关咒语等的变化。
日本学者村上正二从族祖传承的视角，探讨了《史集》中两处出现的翁衮的记载，考察了其意义，并
主张它们分别表示祖灵与图腾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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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作者于2004年4月回到内蒙古大学后，在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的同时坚持科研工作.承担了若干个科研
项目，本书是其中的一个成果。
该著述旨在蒙古族文化发生巨大变迁的现实中，如何把握其固有的特质，以便与异文化特别是汉族农
耕文化相区别。
由于作者的留学经历，所以在进行比较研究时，选择了日本文化，当然，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一点，近
些年关于蒙古地区的移民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各种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这些研究中论述了蒙古族与
汉族文化的相互影响等问题）、日本学界关于日本文化的系统论所属问题的探讨等也是选择日本文化
的重要理由。
由于祖先崇拜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以及本书的宗旨在于展示蒙古族祖先崇拜的固有特征，所以将跨文
化比较研究的内容限定在了祭祀这一侧面。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遇到过不少困难，最重要的是非常切实地感到了建立蒙古族民族志的迫切性和
重要性。
应该说，目前还没有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所说的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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