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萨满教是历史上起源最早，延续最久的原始宗教，是一种以民族为本位的原始自

然宗教，它的产生、发展与母系社会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

低下，主要以采集、狩猎来维持生存，依赖自然共同生活，人们不能正确认识客观事

物，更无力战胜自然灾害，于是便对自然产生恐惧的心理，畏怕自然界这变幻莫测的

现象，这样人为地把自然神化了，随之便产生了崇拜自然万物的意识观，普遍认为自

然万物都是有神灵的，能控制世间的一切，基于这种心理，人们把自然界附加上超自

然的力量。认为“万物有灵”，把各种自然物和变化莫测的自然现象与人类本身联系

起来，使人们形成了对自然、图腾、祖先的崇拜心里，并加以祭祀崇拜因而逐步形成

一种特定的宗教文化现象。

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

的幻想的反映，……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①费尔巴

哈也指出:“自然不但是宗教的最初的、原始的对象，而且是它的始终如一的基础，

是它的虽说潜藏然而持久的背景，”②

萨满文化属于原始宗教文化的范畴，也可以说萨满教是我国原始文明的核心，“萨

满”一词的意思是神与人的中介者，也是民族精神文化的载体。

萨满教分布范围较广，曾为东北亚、北美、北欧等地区众多民族世代信奉，在我国主

要集中在北方地区(黄河流域以北地区的民族中较为集中)。在我国北方的民族中，有通古

斯语族的满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锡伯族等；突厥语族的维吾尔族、哈萨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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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柯尔克孜族等；蒙古语族的蒙古族、达翰尔族等历史上都信奉萨满教，他们以不同的

生产方式，或耕、或牧、或渔、或猎，用勤劳和智慧共同开发了我国北方的沃野和草原，他

们所创造的绚丽多姿的文化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鲜明的民族风格，并以其独特的民族

艺术特征，形成了我国北方特有的萨满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萨满文化是北方民族在狩猎时代，对大自然崇拜基础之上逐步形成的又一种原

生态民族民俗信仰文化。我们认为信奉萨满教的民族是以大自然崇拜为主体的民俗

信仰文化，是社会民族意识心理的反映。它主要以大自然中的自然现象、与民族有

关的动植物以及祖先作为崇拜的对象，这种崇拜是人与自然关系中主要的原生态文

化形式，从文化角度分析更具有民族民俗信仰文化的品格及其特征。

萨满文化造型艺术，作为萨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它自身的特征与重要

性，并伴随着信奉萨满教的民俗崇拜与信仰而不断地发展与完善。在萨满文化造型

艺术中，主要包括萨满绘画、面具、服饰、神器、神偶、剪纸等艺术造型形式与表

现。本书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以上这几个方面为切入点，着重对他们所崇拜的神灵的

造型设计、制作及艺术形式表现，进行梳理、分析与研究。因为这些方面是萨满文

化造型艺术的核心体，也是信奉萨满教的民族的神灵崇拜意识观在形象化方面的集

中体现。同时，对于揭示萨满文化艺术的内涵及其价值颇有意义，也愿为他人的研

究提供有一定价值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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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国北方萨满文化的绘画艺术

一、萨满绘画中的岩画造型艺术

岩画在萨满文化造型艺术中，追根溯源是绘画的先行者，岩画顾名思义是在岩石上绘制和刻

成的图画，它是先民们借以记事表意的一种符号形式。在世界各地都有分布。我国北方信奉萨满教

的地区，先后也出现了大量的古代岩画。至少有阴山岩区，巴丹吉林岩区、加山岩区、黑山岩区等主

要地区，可以说是萨满造型艺术的最早的艺术表现形式。

我国北方地区的岩画是分布世界各地反映萨满教信仰岩画的一部分。其题材形式多样，表现

了自然现象的一切动植物、狩猎、放牧等生产、生活场景。岩画的内容大部分与萨满教有关，其主

题有两种，其一是萨满教崇拜的对象，包括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

拜等；其二是反映萨满教祭祀、舞蹈、仪式等的岩画。其中自然崇拜是萨满教原始的崇拜观念，凡

自然界的一切物象，都被视为有神灵的，如天神、山神、日神、月神及象征天神、太阳神的人面像

等。另外动物崇拜和生殖崇拜岩画在北方岩画中占有重要比重，种类繁多，例如，马、羊、犬、牛、

虎、鹰、蛇和反映生殖崇拜的生育交媾、男根、女阴内容等等，在岩画中都有反映。从中可以看出，

无论哪种题材内容的岩画，不仅形象地在现了北方猎牧人的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同时更加反映出

他们的信仰与崇拜观念，从而也表达了他们审美情趣和审美意识。

   （一）自然神灵崇拜岩画

大多岩画的内容都具有原始宗教的色彩，是为原始宗教目的服务的，那时的岩画所表现的基

本是史前宗教的意识形态，其形式特点显得稚拙和纯真，是积极的，是通过个人主观意识在岩石表

层的具体体现，并赋予这些岩画图形以思想和感情。

原始宗教的核心思想是相信“万物皆有灵”，形成了多种神灵崇拜，其中天神、地神、山神、娘

娘神和树神是崇拜对象的主要部分天神为上，天神即为太阳神，是至高无上的，认为它是万物的主

宰，能保佑人畜平安，另外还崇拜火神、水神等10多个神灵。萨满教具有复杂的灵魂观念，在万物

有灵信念的支配下，认为各种神灵的意志是不可抗拒的。

萨满教的神灵崇拜，大多是以偶像和图画形式来表现出来的，这些偶像多似人形，并在岩画

中大量出现，充分表明原始宗教的各神崇拜的象征意识，也是古代先民将所崇拜的各种神灵拟人

化，赋予生命和灵性，以增强原始人群向自然抗争的勇气和信心。⑧

在神灵崇拜中，常见的岩画是对太阳形象的刻画，太阳有光芒四射之感，给世间万物带来温暖

和光明，使自然万物生长、繁殖、兴旺。于是人们对太阳的崇拜心理日渐强烈，将其视为神灵崇拜，

为此，将太阳神塑造成形象化、寓意

化及个性化，形状各异，都是围绕着

发光、发热、滋润万物生长这一意象

来造型表现的，图形四周布满辐射

状线条，象征太阳光芒四射，有的还

将多个太阳放在一起加以表现，有

的将太阳神形象表现为太阳和人面

两种形象的结合，更为形象与人性

化。如图1、2自然界中的风、雨、雷、

电等自然现象以及随之而来的灾害，

都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经常危

害人类的生存，使人们产生恐惧的心

理，人们在这些自然现象面前感 到
图1  岩画太阳神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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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能为力，认为是各种神灵所致，由此产生了对自然神灵的崇拜，如天神中的风神、雨神、电神、火

神等等。

土地是人类生存的舞台，也是万物的载体，被人类视为母神，是各民族萨满教信奉的主要神

灵，后来发展为土地神。山神是从土地神中分离出来的，凡信奉萨满教的民族有山的地方都有山

神的崇拜，岩画中也有的直接表现出山神的，萨满教先民们认为人类的始祖是从大山中走出来

的，于是产生了以山神为主题的神话。传说中，满族始祖布库里雍顺就是天池仙女误食长白山朱

果受孕而生，从长白山顺流直下而来。而中国将泰山、华山、恒山、嵩山称为”五岳之神”，古代帝

王多去拜祭或派钦差大臣前去祭祀。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全国有数十座大山被神化，并修建

图2  岩画动物图像

图3  岩画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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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庙加以祭奠。

古代萨满教就有拜山的习俗，认为山是氏族部落祖先的起源地和居住地，并主宰着各类禽兽。

于是以山石为刻画的原始地，将岩画刻画在山涧、沟口的山坡或峭壁上，山谷前多为视野良好的开

阔地带，这些岩画，当初是古代先民的祭祀之地，岩画中常常出现的人面像，应当视为所崇拜的山

神、天神、祖先神等形象。至今在蒙古人中，对山的崇拜感也是十分虔诚的。⑨

   （二）动植物神灵崇拜岩画

由于信奉萨满教的民族是多神崇拜的民族，无论是人或是其它动植物，在他们的意识里都

成为崇拜的对象。人面岩画，在我国北方内蒙古的阴山岩画、桌子山岩画、乌兰察布岩画、黑龙

江流域岩画中均有呈现，人面像岩画表现的是对神的崇拜，也是远古时期先民对神灵崇拜的延

续与发展。

在我国北方岩画的人面像中，相当一部分是神灵图像，也有一部分是人面像，象征着天神和天

象。其中在神灵图像中，表现动物的图形比较多，也就是动物岩画。动物岩画在北方岩画中有着重

要的地位，动物的图形刻画种类繁多，有马、羊、犬、牛、骆驼等家畜，也有狼、虎、豹、狐、鹰、蛇、

鹿、山羊、鱼等野生动物，在岩画中都有反映，充分体现了北方猎牧人的精神风貌和生产生活状

况。在众多的动物图形中，既有古代猎牧人的狩猎对象和畜牧情景，又有萨满教崇拜的动物神、守

护神、及反映原始观念的狩猎巫术等内容.恩格斯指出：“人的依赖感是宗教的基础……人在自己

的发展中得到了其它实体的支持，但这些实体不是高级的实体，不是天使，而是低级的实体，是动

物。由此产生了动物崇拜”。在岩画所表现的动物神画像种类中，如阴山岩画中的鹿、阿拉善岩刻

中的鹰等都属于动物精灵。蛇的图案在查干扎巴岩画和阿雅湖湾岩画中都有出现，有的刻在类似

人形的胸前或躯干上，有的则与几个动物刻在一起。在萨满教观念中动物图象是神圣的，它所反映

的观念，有些恰好与民间传说相印证，也就是说岩画和民间的传说都是以不同的方式保存并展现

图4  岩画图像

远古时代先民的世界观和精神生活的世界。							

   （三）生殖崇拜岩画

生殖崇拜是原始社会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是萨满教的崇拜观念之一。在我国北方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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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岩画图像

民族中，生殖神以神偶、神话和形式各异的求子仪

式，在本民族间世代传承着。岩画作为一种古老的

文化遗存，对先民的生殖崇拜观念有着生动形象的

反映。在岩画中，有许多反映生殖崇拜的图形，有

的是以表现男根、女阴、交媾、生育、舞蹈等符号，

作为表现内容的。男女交媾岩画在青海怀头他拉岩

画、内蒙古巴丹吉林岩画、白岔河岩画、呼和楚鲁

岩画、阴山岩画、宁夏贺兰山岩画中都有出现。常

常在岩画旁刻有小孩的形象，表明原始先民已经

对性交与生育的关系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

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岩画较集中地反映

了原始社会后期的生殖崇拜观念，在一幅大约120

平方米的大型岩画上，布满了大小不等的男女人

像，他们或立、或卧、或衣、或裸，不少男性生殖器

和睾丸都清楚地显露出来，女像多为裸体，或叠压

在男像身上，或与男性呈性交姿态。岩画的下部雕

刻着群舞的图像，形象地表现了人们祈求生殖，繁

育人口的情态与愿望,	呼图壁岩画规模宏大，雕刻

细致，保留着古朴的艺术特色。

在阴山岩画中也同样有类似的画面，其中有一

幅雄性对马，从形态看，是两匹发情期的公马，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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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组单独图样，表现了对雄性生殖能力的崇拜。在新疆和内蒙古等地，还发现了交媾的岩画。塔

城地区巴尔达湖的一幅交媾岩画，描写三个裸体人在牧场放牧，其中一男一女正作交媾状，女子手

臂平举，双腿微曲，表现出迎合男子的神态。如图8

在阿泰地区的一幅交媾岩画，也以牧场为背景，在牧羊旁，刻着两个臂部相连，双腿分开，

正在交合的男女。旁有一位执箭者，箭头正射中两个交合之处。

图6  动物图像

  （四）狩猎岩画

我国北方岩画不

仅反映了萨满教的崇

拜观念，而且生动地

展示了与崇拜观念相

关的各种仪式，再现

了原始人类的精神生

活画卷。对狩猎对象

形象地刻画是岩画

反映的又主题之一，

狩猎是原始人类的主

要生产活动，也是原

始人类赖以谋生的方

式。在狩猎活动中，人

们既懂得凭生产经验

和技能来获得狩猎成

功，又笃信通过某种

意念和行为有助于狩

猎的丰收，从而产生

了形形色色的狩猎巫

术。在北方岩画中，有
图7  岩画动物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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