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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是一篇生动的、以作者大量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的博士论文，选题既具有强烈的学科特点（民族宗
教学），又具有十分鲜明的现实性。
论文研究的是正在发生的“历史”：这是在民族地区的一场宗教信仰重建（或者说是宗教运动）。
论文从历时性视角回溯了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短短五六年间，布洛陀信仰重建的三个阶段，考察和跟
踪研究了正在广西田阳县发生的壮族民族民间信仰恢复和重建的具体过程；亦从共时性视角描述和分
析了民众、知识界（学者、文化人）、政府等不同要素介入这一过程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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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时国轻，河北省赵县人。
1 992年考入河北大学哲学系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l 996年获哲学学士；1 996年被河北大学哲学系录取
为中国哲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方向)硕士研究生，师从商聚德、王永祥、段景莲、李振纲、
卢子震和朱晓鹏等先生学．中国哲学(文化)，1 999年获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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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笔者生长在华北平原中部的一个乡村，在幼时的
记忆中，外祖父曾得过一场大病，虽然经过县医院、省医院乃至北京一个军队医院的治疗，但是病情
还是没有好转，于是便从医院回到家里等待最后的日子，家里也为他准备好了后事，后来，家里请了
一个懂阴阳的先生想最后试试，阴阳先生来过两次后，外祖父的病竟然奇迹般的康复，直到2002年去
世。
这也许是我对神秘的民间信仰的第一次记忆。
　　笔者读中学的时候，中学所在地范庄镇的庙会——龙牌会——那神秘的龙牌、神奇的白蛾传说、
布棚里众多的神灵、虔诚信徒的香火和着一种香香的馅饼和馄饨——使我至今记忆犹新；在攻读博士
学位期间，笔者逐渐了解到“龙牌会”原来吸引了那么多优秀的从事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民俗
学等学术研究的学者们关注和研究。
再后来我到赵县一中读书，由于诸多的因缘，使我对学校相邻的教堂和大寺——柏林禅寺产生了兴趣
，我曾到过教堂一次，在学校北面的小巷中，“那是我的血”、“那是我的肉”以及“诚正清恒恕”
的标语给了我很多的启示；学校东面隔马路是大寺——柏林禅寺，当时那里只有几棵古柏和一个老塔
，三两个和尚几个居士。
读大学后，听说有个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在这里当了和尚，同是学哲学的我内心极其震惊，于是
便在十一放假时到大寺探个究竟，从此便与明海法师结了缘。
柏林禅寺从一塔数柏到殿堂重重、从僧众十数到僧众数百、从祖师禅到生活禅的重建，使我对中国传
统宗教的复兴有了较多的思考。
读研期间，1因为攻读的是中国哲学专业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方向的硕士学位，我对以儒释道为支柱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有了较多的关注。
研究生毕业后，因为开设宗教学原理、佛教、道教等传统文化的专题课以及参与本地天主教及民间信
仰等宗教现实问题的调查研究，我关注五大教的同时，以弘阳教为代表的民间信仰的复兴现象进入了
我的视野，也让我有了越来越多的困惑；同时使我认识到同为中国传统文化，以民间信仰为核心的民
间文化面临着与儒释道同样非常复杂的这样那样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2003年考人中央民族大学师从牟钟鉴先生系统学习宗教学理论、方法并旁听了两年人类学和社会学的
课后，反观以前遇到的宗教信仰问题，虽无桶底脱落之悟，却有譬如饮水之感；同时当我认识到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56个民族各有自己的民族文化，长期以来我仅仅把汉族文化等同中国文化其实是不确
切时，一个新的问题也产生了，那就是，经历了和正经历着同样巨大社会变革的其他兄弟民族的民族
文化正在经历着怎样的变化呢？
作为其民族文化核心的宗教信仰的现状又如何呢？
是否也和我们经历着一样的民族文化复兴与重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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