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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鄂温克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可谓“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
鄂温克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传统文化，其中神话故事尤为绚丽多彩，而且带着浓浓的原生形态
。
汪立珍博士所著《鄂温克族神话研究》，对鄂温克族神话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作了理论上的阐
释和总结。
这是我国第一部深入研究鄂温克族神话的学术专著，也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可喜收获。
回顾中国神话研究的里程，少数民族神话研究起步很晚。
在建国前，少数民族神话与中国神话研究无缘，当时的所谓中国神话研究，实际就是汉族神话研究。
建国后，人们开始注意到了少数民族神话，在中国神话研究中出现了“少数民族神话”一说。
然而，看上去少数民族神话似乎同汉族神话有了同等地位，可是实际研究还是没有真正展开，学术成
果廖若晨星。
究其原因，不是少数民族没有神话，也不是人们不愿意去探讨，主要是神话资源没有得到应有的挖掘
。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有了根本的变化。
随着神话资源的挖掘和翻译作品的增多，少数民族神话以其神秘性、丰富性以及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学
者们的兴趣，少数民族神话研究开始活跃起来。
这其中当然包括鄂温克族神话。
鄂温克族是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民族，其神话几乎没有文字记录，全靠口耳相传，流散于民间。
20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在鄂温克族社会历史调查中搜集到一些神话。
后来出版的《鄂温克族民间故事集》也收入了一些鄂温克族神话，但是数量少，种类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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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鄂温克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可谓“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
鄂温克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传统文化，其中神话故事尤为绚丽多彩，而且带着浓浓的原生形态
。
汪立珍博士所著《鄂温克族神话研究》，对鄂温克族神话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作了理论上的阐
释和总结。
这是我国第一部深入研究鄂温克族神话的学术专著，也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可喜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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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前文，对国内外神话学研究史上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关于传统神话概念以及新界定的神话内涵进行一
番梳理与总结。
通过跨越时空界限的神话概念的阐述，我们对国内外神话学发展历史轨迹，不同语境下神话意义的积
淀等关于神话本体的叙述，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神话理论框架与认知。
国内外学者关于神话概念的论述，尽管表面看起来很不一致，但是经过周详的研究我们发现，他们都
从不同的侧面接近神话的本质，并且对神话的内涵、传承、结构、叙事、功能等问题达成了很多共识
。
尤其是语境神话与文本神话概念，对于我们进行鄂温克族神话研究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
首先，我们对神话概念的理解更加真切而具体。
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神话至少应包含如下几层含义：神话是氏族社会时期以宗教祭祀为主体的综合
性文化；神话是关于人、世界和自然的形成，以神灵为主角的神圣性解释；神话是神圣、真实、可信
的最高叙事形式；神话有情节、可叙述的内容，以故事的形态出现；神话具有超民族超语言超文化的
性质，表征着特定群体的宗教信仰的语言艺术；神话在道德价值、社会秩序、宗教信仰等方面发挥权
威性的作用。
上述几个方面神话含义的框定，对于我们理解鄂温克族文本神话以及在鄂温克族现代生活中还传承的
陈述远古社会荒古实体的活态神话，提供解答的“钥匙”。
特别是，对我们进行鄂温克族神话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次，我们在鄂温克族神话研究中应坚持整体性与动态性两项原则。
一是整体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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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鄂温克族神话研究》历经多年的酝酿、撰写、修改等方面的磨炼，今天终于在阳光明媚的初春之际
尘埃落定。
此时此刻，我的心情非常激动。
有的人激动说不了激动的话，我也犯这个毛病。
但是，有些话，在这里必须说，我不是鄂温克族，丈夫和女儿是鄂温克族。
我对鄂温克族神话从兴趣入手，不知不觉便越走越深，以至于成为我的研究专长。
本书选题颇费周折。
最初选题为“萨满教与鄂温克族民间文学的关系”。
这个选题的确立是基于我多年的研究基础与实地考察。
我从1987年开始，投入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鄂温克族民间文化，并且每年暑假到鄂温克族聚居地的
鄂温克族自治旗、陈巴尔虎旗等地进行田野考察，深入鄂温克族家庭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习俗，并且
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家庭环境等多方面的角度，考察鄂温克族宗教信仰、生活信念、精神价值追
求、审美情趣等传统文化。
经过多年的深入鄂温克族聚居地、牧民家庭的实际调查，以及与当地鄂温克族民间艺人的访谈，我对
鄂温克族神话、传说、故事等口承文化产生极大的兴趣，并且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调查资料。
更为重要的是，对鄂温克族的心理、性格以及民族历史发展进程有一个全方位的认知。
在此基础上，我开始对鄂温克族萨满教，萨满教与鄂温克族民间文学的关系等问题展开初步的研究，
并且公开发表一些论著。
2000年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把博士学位论文定为“萨满教与鄂温克族民间文学的关系”。
后来，我发现本论文选题过于庞大，作为一本专著很难把这门深入复杂的问题论述清楚。
于是，2002年下半学年我把本书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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