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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阿尔泰学是建立在语言学基础上的国际性学科。
在18世纪前半叶，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今天称之为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一通古斯语族的诸语言之间
存在着某些共同性。
经过近两个世纪的探索，由芬兰学者兰斯铁提出阿尔泰语假说，认为以上诸语言彼此同源，它们来自
原始的共同阿尔泰语，从而为阿尔泰学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
自兰斯铁的阿尔泰语系假说以来，阿尔泰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这种成绩的取得始终伴随着主张和反对阿尔泰理论的激烈争论。
同阿尔泰语系假说相对的理论认为，被称作阿尔泰语系的诸语言之间之所以存在着共同性，是因为这
些语言相互接触、彼此影响的结果。
或许阿尔泰学假说是永远无法得到证明的。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阿尔泰语系假说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平台和一个对话的空间。
无论认为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共同性是因为它们来自共同的原始阿尔泰语，抑或是因为语言接触和语
言影响所致，学者们之间的讨论和对话都在推动着对这些语言的研究不断深入，使我们对阿尔泰语系
诸语言不断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然而，学者们围绕着阿尔泰语系假说所展开的争论始终是在语言学领域展开的，他们所关心的更多的
是语言自身的规律：出发点是语言，归结点仍然是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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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满——通古斯语族民族宗教研究——宗教与历史》一书包括序言，附录，后记和十三个章节内
容，对通古斯语民族和生存空间，文化信仰和通古斯民族的萨满教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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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奇文瑛，女，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北方民族史及历史地理教学，研究方向为明清北方民族史、满族史。
发表过相关论文十数篇，合著有《明代政治史》、《中国民族史纲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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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满一通古斯语族民族及其生存空间第一节 满-通古斯语族民族的生存空间第二节 满-通古斯
语族民族一、渔猎经济下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及赫哲族二、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满族和锡伯族第二章 
满一通古斯语族先民的文化及信仰特点第一节 从肃慎到棘羯的渔猎文化和信仰一、从肃慎到勿吉的渔
猎经济及其信仰二、靺鞨发展的不平衡在宗教上的反映第二节 辽金女真的发展和信仰特点一、辽金女
真的发展变化二、辽金时期女真人信仰的特点第三章 满一通古斯语族民族的萨满教第一节 萨满教的
一般特征第二节 满一通古斯语族民族的多神崇拜一、自然万物皆有灵二、动物神灵之崇拜三、自然、
动物神灵的崇拜特点第三节 萨满与萨满祭祀一、萨满产生的基础二、萨满的特点三、当萨满的条件四
、萨满祭祀及其职能五、氏族萨满职能的分化第四章 满一通古斯语族民族的萨满教特点-第一节 鄂伦
春族和狩猎鄂温克族萨满教特点一、神灵的自然性特点二、萨满仪式中血祭和直观形象跳神的特点三
、萨满仪式中的氏族（家族）特点四、外来文化的影响第二节 渔猎经济下的赫哲族萨满教特点一、萨
满教有较完善的发展形态二、跳神的原始特征与家祭并存的特点第三节 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满族萨满教
特点一、满族萨满教的历史变迁二、皇太极对萨满教的某些限制三、人关后萨满教的异化四、东北满
族的萨满教特点第五章 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多元并存第一节 佛教一、满族奉佛特点二、锡伯族和
鄂温克族的拜佛特点第二节 道教及民间宗教一、关帝二、城隍神三、东岳大帝与碧霞元君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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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冒出的烟都可以起净化作用。
祭祀前，萨满的神衣、神器等，都要用爬山松的烟火熏过以除邪。
祭祀场地也要经烟火净化，鄂伦春语称此仪式为“伍实仁”。
　　鄂伦春人和狩猎鄂温克人崇拜火，已经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内容和年节仪式。
平时吃饭、喝酒之前都要祭火，先往火中投些酒肉，说些祝福的话，然后才能吃饭。
每年腊月二十三要祭拜神，即送火神上天。
仪式是向篝火叩头，以祈祷幸福。
年三十的午夜，也要先敬火神。
即先给“斜仁柱”外东边的篝火磕头，再给西边的篝火磕头，同时往篝火中投放兽肉（狍子肉）和酒
以敬献火神，祈求火神保佑全家幸福。
客人来拜年时，也须先向火神叩头。
显示了火神在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满族也曾有拜火的历史。
满族有“托阿恩都里”（汉意即火神）的神话故事，传说是他盗来天上真火给了人间。
人间原来没有火，真火存在天。
每年秋季阿布凯恩都里（天神）率八部天神巡视人间时，会把天火带来，让人们享受一天，然后就又
带回天上。
除了这一天，人们都过着没有火的日子。
有个叫托阿的人；聪明勇敢，勇力过人，被天神看中后招到天上专门看管天火库。
他从人间来，最知道没有火的苦难，遂趁天神巡视人间，举行天火大会之际，盗得一葫芦火种带回了
人间。
田鼠告知天神，托阿被抓回天，火种也被收回。
是后在喜鹊的帮助下，得以逃脱。
他又去盗火被发现，天神罚他在天上打石头。
他利用这个机会又把盗得的火种，分别装到石头里，送到人间。
教人们打石取火。
于是人间又有了火。
而天神却始终不知道人间的火是从哪里来的。
从那以后，人们感谢托阿，每年春、秋两季都要祭祀他①。
　　清光绪年间的《扈伦七姓满洲火祭神书》中有关于满洲火祭的记载，场面极为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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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满——通古斯语族民族宗教研究--宗教与历史》在细致的田野调查基础上，搜集到丰富的萨满
信仰资料，从文化视角审视民族历史，将宗教演变与民族历史结合起来，考察了满—通古斯语族民族
宗教信仰演变及萨满教基础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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