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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宗教学研究中的信仰与仪式密切相关，信仰与仪式始终是宗教的两个重要范畴。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宗教文化呈现出多种形态。
在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教以外，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是另一并存的宗教形态。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宗教，以它优美的神话传说、丰富的祭祀经典、原始的神灵信仰、古朴的祭祀仪式
，构成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
秦汉以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本形成，这为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相互融摄提供了条件。
本书以文化传播视野下的信仰与仪式为中心，具体探讨西南少数民族与道教的关系，比较分析原始宗
教与神学宗教融摄互补的文化意义。
本书充分吸取比较宗教学的理论方法，运用西方人类学的文化传播理论、象征理论，对中国西南少数
民族宗教与道教的祭祀仪式进行实证研究。
本书在道教传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南诏大理时期的道教，梅山教的源流，西南少数民族宗教
的坛场科仪，西南少数民族与道教的法师及其威仪，西南少数民族祭祀的科仪格式，西南少数民族法
师的禹步、掐诀、存想、符咒、科仪文书，瑶族度戒仪式道教化的宏观、微观考察，西南各民族宗教
的传度仪式，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的超度仪式，西南少数民族民俗活动的道教色彩等诸多方面，
都有作者新的思考与见解。
本书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观为指导，通过道教在西南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影响，来探索中国文化
大传统与小传统相互结合的路径，有力说明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认为当今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传承的道教，是经历长期历史文化积淀的结果，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与道教
的关系是双向渗透、相互影响的，从而形成具有中华特色的道教与西南少数民族传统宗教。
本书资料翔实、立论严谨、分析深入、文笔流畅，独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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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泽洪，四川三台人，1955年9月生。
先后获武汉大学历史学硕士、四川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现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兼职教授，西藏大学兼职教授。
2002年度遴选为四川省学术带头人。
2005年为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创新研究基地学术带头人。
中国民族学会理事。
主要研究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西南少数民族与道教关系、道教学。
学术著作有《道教神仙信仰与祭祀仪式》、《道教斋醮符咒仪式》、《道教斋醮科仪研究》等，参加
《中国道教》、《道教大辞典》、《道教仪礼》、《四川省志·民族志》等十六种著作的撰稿，专著
及撰稿著述共计235万字。
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75篇，其中CSSCI核心刊物85篇。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宗教》、《民族研究》转载14篇，《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转摘l篇。
在国际刊物《东亚人文学》发表3篇论文，在台湾国际汉学著名刊物《汉学研究》发表1篇论文。
在宗教学、民族学、历史学权威刊物《世界宗教研究》、《民族研究》、《中国史研究》发表8篇论
文。
《道教斋醮符咒仪式》获2000年度“卿氏学术基金会道教文化优秀著作奖”，获四川省人民政府第九
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道教神仙信仰与祭祀仪式》（台北：文津出版社，2003年1月），获四川省第十一次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三等奖。
译著《坐禅如斯》。
先后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1年度重大研究项目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
张泽洪学术研究领域广泛，成果涉及宗教学的道教研究、民族学的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是近
年国内具有创发力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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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山会盟与五斗米道关系辨证    三、南诏大理政权神异事迹中的道教色彩    四、道教在巍山的传播　
第二节　唐代道士杜光庭的云南传道遗迹考辨    一、杜光庭在云南的传道遗迹    二、杜光庭在蜀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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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祭祀的文化意义：　　一、宗教信仰与仪式研究的意义：　　在人
类宗教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信仰与仪式始终是宗教的两个重要范畴。
各种宗教都有对神灵的信仰，而表达乃至实践信仰的行动就是仪式。
按照宗教学的理论，宗教活动是宗教的四大要素之一，宗教活动的核心是祭祀。
苏联宗教学者约·阿·克雷维列夫更将祭祀仪式独立出来，作为宗教的五大要素之一。
宗教仪式是人与神交通的重要方式，是向神灵的祷告和祈求，宗教仪式的本质是神灵信仰。
人类远古宗教的产生发展，可谓是人类社会及理智、道德的一大进步。
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认为，宗教包含信仰理论和实践行动两大部分。
“这两者中，显然信仰在先，因为必须相信神的存在才会想要取悦于神。
但这种信仰如不导致相应的行动，那它仍然不是宗教而只是神学。
”而取悦于神的行动，就是祭祀神灵的仪式。
宗教仪式是宗教信仰的表现形式，只有通过族群祀神的仪式活动，才能体现宗教信仰对个人和社会产
生的作用。
　　人类学家的研究发现，神学宗教中的一些仪式，其最初源头在原始宗教的巫术。
英国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就认为：巫术通常有三个要素，即所用的东西，所做的举动，所说的话，
而所做的举动就是仪式。
马凌诺斯基则说：“巫术和宗教是有分别的。
宗教创造一套价值，直接地达到目的。
巫术是一套运作，具有实用的价值，是达到目的的工具。
现代的宗教中有许多仪式，甚至伦理，其实都该归入巫术一类中的。
若我们不管那些神学的解释，而专看大众所实行的，这是更为显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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