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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区。在历史上，自发的原始宗教，国内

创立的宗教，还有国外传人的宗教，先后均曾在黑龙江地区的广袤土地上，在不

同民族中，在不同范围内存在着。历经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至今全省尚存佛

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等6种主要宗教，宗教信仰者约25

万人。

在黑龙江地区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原始宗教。考古证实，在今黑龙江境内的

昂昂溪、新开流、莺歌岭等地先后发掘的出土文物中，发现古代先民中已存在自

然崇拜、图腾崇拜以及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迹象。至于具有原始宗教形态的萨

满教，自古以来曾在黑龙江地区广泛流传o“萨满”一词，系通古斯——满语音

译，为“巫”的意思，通古斯——满语称巫师为“萨满”o萨满教无成文的经典、教

义，无规范化的教规、礼仪，无体系化的组织、团体，靠世袭并由老萨满指定传人

代代流传。萨满自称能传达神的意志，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人，并以神的名义给

人跳神治病或占卜。东北肃慎、东胡、涉貊三大族系均在萨满文化的波及圈内。

在他们的后裔诸民族中，包括满、蒙、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锡伯、赫哲等民族，

仍残留着萨满的某些风习遗迹，偶见于乡间的那种以“跳大神”方式进行驱魔医

病者，即属原始宗教萨满的一种残余o ．

8世纪中叶，佛教传人黑龙江境内。考古证实，位于今宁安境内的渤海上京

龙泉府城内外，有9处佛教寺院遗址。佛教曾在渤海广泛传播并得到统治阶级

的推崇。土著人信奉的萨满教，则在下层劳动人民中流传。当时的佛教，不仅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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