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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部专题研究著作是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概论》基础上，经过适当的增减、修改形成的。
为什么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再版呢?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这部著作原本就是一部专题研究，只是为
符合上世纪90年代末“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课程教材编写委员会”统一体例之要求，改为章
、节、目、参考书目和思考题等结构形式出版的。
这套教材于1997年8月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经过近十年的使用，现已脱销。
　　第二，经过多年的使用，我深感这部教材叫“概论”二字有些欠妥，因为，这部教材不能概述中
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全貌，只是若干专题的研究，且在这些专题中只涉及我所熟悉或我可以接触到资料
的一些民族的相关思想，远远没有把各民族相关的思想和资料包括进来，更何况，后来的实践证明，
我所未涉及的许多民族，在我所列的几个专题中，均有着十分深刻的哲学思想和丰富的哲学及社会思
想史资料，有的甚至还有相关专著。
比如苗族“一分为三”的自然观，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大家知道，中国哲学上有“一分为二”和“
合二而一”的哲学命题。
“一分为二”起初是讲宇宙生成论的，后来逐步发展为对立统一辩证思想的重要命题，“合二而一”
是明清之际思想家方以智提出的哲学命题，意指对立面的交感、同一等，他在《东西均》中说“有一
必有二，二本于一”，认为“合二而一”是以“一必有二”为前提的，宇宙间的每一事物都有对立的
两个方面，二者相感相交，相辅相成，如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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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过多年的科研和教学实践，我更加坚定了中国少数民族有哲学思想的观点。
中国少数民族不仅有哲学思想，而且在许多哲学领域有十分深刻十分丰富的哲学思想，到目前为止已
经陆续出版的少数民族哲学专著和专论，就是极好例证。
但是，也不要将问题简单化，以为有些民族如蒙古族、满族、维吾尔族、壮族、白族、苗族、彝族等
出版了哲学专著，就认为每个少数民族都能写出一部系统、完整的哲学专著，这是因为我国少数民族
发展不平衡，有些民族几乎与汉族同步发展，有些民族直至建国前还处于农奴制或奴隶制社会，有些
甚至还在阶级社会门槛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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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哲学萌芽于原始社会的原始崇拜意识，主要指如下两种情形：第一，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滋生
了人类最早的知行观的萌芽。
人类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刻也离不开大自然的怀抱，仰赖于大自然以维持其生存的需要。
终日以生存为务的原始人群，由于对变化无常的自然现象，不可能理解，对于有时给他们带来灭顶之
灾，有时给他们带来实惠的神奇的自然力，不能控制和不可抗拒而产生敬畏和恐惧，又由于这些自然
现象和自然力的变幻莫测而极大地刺激了他们的想像力，使他们对这些异己的自然力由恐惧和不可理
解而萌生一种希冀和期望，从而产生了自然崇拜，同时，为生存需要又迫使这些原始人群必须依赖由
血缘结成的群体共同劳动，这种共同的生产活动，又把他们牢牢地拴在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中，使其
无法摆脱这一无形关系的制约。
健康的人在这种关系中有一种依赖感和安全感，老弱病残和不适应大自然的人则被这种关系所无情地
淘汰，从而使他们对这种异己的社会力量由迷惑不解而产生祖先崇拜。
　　自然崇拜一般都是与原始人居住的自然环境和生产劳动方式直接相关的，比如，我国许多少数民
族都崇拜古老、高大的树木。
视其古老、干粗、叶茂，不畏狂风暴雨、酷暑严寒，生命力强，以之象征本民族的兴旺发达。
可以说，这就是原始人类对于人和自然的矛盾以及人与社会矛盾的认识和解决。
第二，图腾崇拜，萌生了人与自然界关系理性思考的萌芽。
图腾崇拜是原始人意识中人与自然朦胧未分之际将某一自然物视为氏族祖先和氏族象征的原始崇拜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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