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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志者，记也。志书亦即孔子所谓“述

而不作”之类，与史书同源而又有别。史

书注重人与事，尤注重人们的言语与活

动，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是也，

是先个体而后集合l志书则关注凝固化

的业已定型的自然、制度以及作为群体

的人们的思维与行为习惯，是先集合而

后个体。与之相应，史家追求的是“究

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要把史家之史观付诸史笔，褒贬裁量，评

判古今，其叙事则是详往而略今。志家

追求的是事物之本来，叙而不议是其根

本特色，并不注入志家个人的议论评判，

其记述则是详今而略往。志与史是中国

文化之两大渊薮，其意义均不待言。

志书之由来也渐，若计其源头，大

略有四，即《禹贡》、《[周礼》、《c山海经》、

《c华阳国志》。中国古代志书之类别亦以

此分焉。

《禹贡》为《尚书》之一篇，成书于

周秦之际，基于“茫茫禹迹，画为九州”。

全面记录九州之山川，土壤、物产、贡

赋、道里等等，实为中国地志之源。《禹

贡》之后，代有绍述，晋挚虞之Ⅸ畿服

经》，南朝陆澄之《地理书))、顾野王之

((舆地志》，隋虞茂之《区宇图志》，唐李

泰之《括地志》、李吉甫之《元和郡县图

志》，规模渐大，内容也更为丰实。至宋

又有乐史之《太平寰宇记》、王存之《元

丰九域志》。元明清三朝均有规模宏大的

一统志之编修，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

已达560卷之巨。

《周礼》亦成书于周秦之际，以六官

为纲备列西周制度，有天官冢宰，上自

大宰，下至夏采，计63种官职职掌，又

有地官司徒、舂官宗伯、夏官司马、秋

官司寇、冬官司空，所领官职均过于天

官。对六官所属各官职，《周礼》均先记

官名、爵秩、人数，再罗缀其职掌，此

乃中国典志之源。自《(周礼》后，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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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国古代志书的一大门类。该类志

书以制度为主，兼及其他。最具代表性

者，有杜佑之《(通典》、郑樵之((通志》、

马端临之《文献通考》，亦即“三通”。此

后，又有《续通典》、((续通志》、《续文

献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

朝文献通考》。上述6种志书连同。三通”

合称“九通”。另外，诸朝之“会要”，如

《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唐会要》等，

亦属典志之类。

《(山海经》包括《五藏山经))，《海内

经》、《海内外经》、((大荒经》等内容，基

本部分成书于秦统～前，主要记述涉及

诸地的风土民俗、地理环境以及物产与

神话，由于其内容中多有后人不能认知

之成分，常被斥为荒诞不经。《汉书·艺

文志》将其归于形法象《隋书·经籍志》

并以后之志多将其列入地理之书；《四库

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是“小说之最古者

尔”；鲁迅先生在Ⅸ中国小说史略))中则

认为是“古之巫书”。我们认为，从其主

体内容看，既以记录风土民俗、神话传

说为特色，应当是中国风土志之源。在

《山海经》之后，风土之志渐兴，有地域

性风土志、事类性风土志等等，前者如

晋周处之《风土记》、宋范致明之《岳阳

风土记》、宋孟元老之《：东京梦华录》、清

王柏心之《监利风土记》等；后者如南

朝梁宗懔之((荆楚岁时记》，北魏杨街之

之《洛阳伽蓝记》、唐韩鄂之《(岁华纪丽》、

南宋陈元靓之((岁时广记》等。另外，综

合性的通志式风土记也间有出现，东汉

应劭之《风俗通义》是其代表。

《华阳国志))为晋常璩所撰。该书亦

名《华阳国记》，所记地域为古九州之一

的梁州。《禹贡))日“华阳黑水惟梁州”，

故称((华阳国志》。该志内容包括地理、

人文历史与人物三部分，是有关该地的

综合记录，故可视为中国方志发端之代

表作。此前的春秋战国迄秦汉时代，亦

多有地域性著述问世，东汉的“郡国之

书”更是风行，但都是某一类的专志，或

记历史，或记地理，或记乡党耆旧，还

不是完整的方志。((华阳国志》之后，方

志之书蔚然而兴，尤其是明清时代，省

有通志，州府县镇亦各有志，知名学者

多参与其中，一地之地理、人文、沿革、

物产、田赋、教育、风土、人物、灾异

等均囊括其中。方志之续修补纂亦保障

了其功能与内容的常新不辍。据统计，仅

清代编修的方志就达4655种。

综上所述，地志、典志、风土志、方

志构架起中国传统文化的横向支架，它

们与各种史乘所构架的中国传统文化的

纵向支架相组合，便生成了中国传统文

化代相传承的来龙去脉，涵括了中国传

统文化几乎所有的内涵。

近世以来，随着新理论的传入与建

一一仲中一信2



立，面向社会与人文的新学科也层出不

穷。古代志书中的地志、典志已完成其

历史使命，或汇入新学，另成门户，或

湮没无闻，未有绍述。方志与风土志则

未有替代者，无论其编纂方式，编纂内

容，还是其基本功能、学术意义与现实

意义，都不可替代。故尔，20世纪七八

十年代后，新方志之编修勃兴，自各省

之省志至各市县之市志、县志，多编修

一过，至于镇志、村志亦颇有编修。与

之相应，各种形式的民俗志亦承风土志

之主脉，悄然兴修。有地域性民俗志，上

承周处之《风土记》，一省之民俗志、一

市一县甚至一村之民俗志陆续面世，有

事类性民俗志，上接《荆楚岁时记》、《岁

时广记》，自婚丧居住到岁时节日均间有

问世者。惟涵括全国，上承《风俗通义》

之民俗通志尚付阙如，这对于民俗志、民

俗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都是一大缺憾，

亟待匡补。这是我们发起编纂《中国民

俗通志》的本意之一。

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民族文化的构

建中，民俗与民俗学的意义是前提性与

基础性的。在人类文明的进化与竞争中，

民俗与民俗学对于所在文明体的生存与

发展同样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人类文明的进程看，各文明体都

走过了一条从封闭、碰撞到冲突的道

路，又都在经历着交流、融合与统一的

进程。在文明的行进中，似乎一直存在

着两种不同的归宿，或者说是两种不同

的道路。一种道路是文明的冲突。在文

明的初发阶段，各文明体的形成与演进

相对独立，古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两

河文明、中国古文明等等，都是在相对

隔离的状态下独立形成的文明单元，此

后不久，文明的碰撞也告产生，从希腊

罗马、印度半岛到东亚地区出现了更大

范围的文明体；纪元以来，人类文明进

入到定型与扩张阶段，西欧文明、斯拉

夫文明、阿拉伯文明、玛雅文明都形成

于这一时期。文明体的定型又与其扩张

密不可分，无论是定型中的文明还是业

已成型的文明，都伴随着激烈的竞争与

扩张。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各文

明体的发展日益失衡，而资本主义的扩

张陛与掠夺性，直接造就了愈演愈烈的

文明冲突。时至今日，文明的冲突依然

如故，未来文明的前景似乎也应当是不

断的冲突与抗争。这一现象是“文明冲

突论”者立论的基点。

另一种道路是文明的交流与融会。

自文明生成至今，各文明体之间的交流

一直存在，而且，随着冲突时代的到来，

这种交流日益强化。迄今而言，文明的

交流已覆盖了所有文明体及其所有主体

内容。无论是语言、文学、宗教信仰，还

是民风民俗、艺术审美，无时无刻不在



进行着交流与融合。在这种交流与融合

中，各文明体之间的差异不断缩小，各

自的特征也不断减弱，人类文明的同一

性日渐彰显。这一方面是由于文化兼并

与文化殖民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

现存文明体的开放性、兼容性越来越强，

对于自身以外的文化的吸收、容纳已成

为绝大部分文明体的共性。在这一过程

中，人类文明的前景应当是一元同一，这

是“文明同一论”或。文明融会论”者

立论的基点。

对于“文明冲突论”抑或。文明同

一论”、。文明融会论”，我们不必评判其

得失，因为它们所立论的基点都是文明

进程中的客观实在。我们需要看到的

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经济与

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最大限度地拉

近不同文明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距

离，使之互相依赖、互相依存，使人们

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不断趋同。在新

的世纪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内，全球经济

一体化与信息一体化必将实现，地域与

民族的分野会不断减弱。但我们还必须

看到，文明的同一只是人类文明进程的

理论上的终极方向，在通往这个方向的

路途中，不同文明体的多元共存与竞争

甚至冲突是维持人类文明行进的根本动

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的多元性对

于人类文明的意义与生物的多样性对生

命世界的意义同等重要。到人类文明实

现完全同一之日，恐怕也就是其走上衰

亡之时。我们更要看到，在人类文明冲

突与同一的矛盾运动中，任何一种文明

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选择，就四大古代

文明而言，纪元前2000年左右，埃及文

明便告衰歇。纪元之初，希腊文明消逝

而去；此后不久，富有特色的吉印度文

明也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些逝去的文明

或沉淀为文化遗产，或同化人新的文明

形态，逝者斯夫。历经沧桑的中国文明

在步入现代文明之林后，面临着比以往

任何一个时期都要严峻的竞争与冲突，

沉舟侧畔与枯木身边的故事依然故我。

中国文明究竟何去何从，是像古埃及与

希腊文明那样沦为文化遗产，还是继续

保持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活力?我们的

愿望当然是后者。

既如此，如何构建面向未来、面向

世界的中国文明，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的历史责任。在新的中国文明的构建中，

绵延几千年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与民

族意识是不可合弃的坚固基石，只有植

根于坚实的民族优秀文化传承的沃壤，

中国文明之千才会枝繁叶茂、常青不衰。

而面对几千年文明的积淀，如何清理芜

杂，铺就基石，如何开垦优秀文化传承

的沃壤，则是我们民俗研究者义不容辞

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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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无论是民族精神、民族

文化，还是民族意识，其基点都是民众

百姓中所萌发、所传承、所蕴含的存载

于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中的行为习惯、

思维偏好与审美价值取向，也就是民俗。

自文明产生之后，社会文明或者说社会

文化就区分为雅与俗两大部分，而且。在

传统社会，这一分野的距离在不断的扩

大中。中国古代的“风”与“雅”、“俗”

与。礼”所反映的就是这一分野。风与

俗是民间社会所拥有，雅与礼则是上层

社会的专有物，也是所谓的正统文化所

在。长期以来，研究历史也好，研究传

统也好，对以往的研究往往关注于充溢

于文卷、人们都可以津津乐道的正统文

化上，从四书五经到二十四史，从楚辞

汉赋到唐诗宋词，还有儒道法墨，但这

些并不是中国文明的全部，也未必是中

国文明的本体所在，我们的视点还应当

同时或者说更多地放到负载着几千年文

明的芸芸众生之中。

从文明的进程我们不难看出，风与

俗是雅与礼之源，几乎所有的正统文化

都是由风、俗而来，是对风、俗改造加

工的结果，无论是繁复的礼制礼法还是

典雅的唐诗宋词，都来自民间的风俗、歌

谣。正统文化对风俗的改造吸纳是不间

断的过程，民间风俗的萌发、生成以及

它们对正统文化的影响与冲击同样也是

不问断的过程。正统与民间的这种矛盾

互动酿就了几千年的中国文明。从这个

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风与俗就是中

国文明的源泉所在。我们还可以看出，作

为正统文化的雅与礼虽然不断地向民间

渗透、征服，但它们从来没有真正征服，

改变民间社会的风与俗，民间社会生生

不息、源源不断的风与俗依然是最多数

民众的自发选择。即便是那些上层社会

中人，礼与雅的光影下仍时时可见抹不

去的民间风俗的遗存，这又缘于他们本

身大多来自民间，这也是中国社会与欧

洲社会的一个基本分野点。

基于中国文明双元结构的特性及其

特定的矛盾运动方式，要真正认识把握

我们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与民族意识，

真正认识我们的文明、我们的国情、我

们的民族性，就必须全面认识千千万万

民众中所生发、传承、使用并认知的民

间风与俗，这是我们发起编纂《中国民

俗通志》的本意之二。

事实上，对于民间风与俗也就是民

俗的关注由来已久，自周秦至明清，观

采风俗、注重民间文化的学者不乏其人，

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际，随着近代人文

社会科学体系的形成，民俗研究与民俗

学也正式肇始。自1919年前后的歌谣征

集处和歌谣研究会的成立，《歌谣》周刊

的创刊至今已八十多年。在中国民俗学



八十多年的历程中，民俗学人们筚路蓝

缕，历尽坎坷，初步构建起中国民俗学

研究的基本架构，民俗调查工作与民俗

理论研究都取得了历史性进展。当然，由

于历史的坎坷与民俗学科自身建设的不

足，在学科领域还有相当数量的荒芜之

地等待开垦。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俗

学概论》提出，民俗学的内容可以分为

六大部分，即民俗学原理、民俗史、民

俗志、民俗学史、民俗学方法论、资料

学。我们认为这六部分内容又可以合而

为三，即：理论前提——民俗学原理与

民俗学史；民俗研究本体——民俗史与

民俗志，民俗研究手段——民俗学方法

论与资料学。八十多年来，尤其是近二

十多年来，上述部分的研究都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进展，但也都存在着不等的缺

环与不足。以民俗研究本体而论，民俗

史的研究成果颇丰，既有通史性的《中

国风俗通史》、《中国风俗史》，又有民俗

事象或民俗断代史的大量成果。现有研

究虽然学术价值与学术质量仍有参差，

但已覆盖了民俗史的基本领域，其中一

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学术界深厚的历史研

究基础与近数十年来社会史研究的进展。

与民俗史相比，民俗志应当是本体中的

本体，是整个民俗学的基础所在。近数

十年来，民俗志的编修也是方兴未艾，既

有以地域为基点的地方民俗志，又有以

± 堕 基笪塑 查
信伸春

民俗事象为基点的专题民俗志，这得益

于广大民俗工作者对民俗学田野调查的

重视以及丰富的田野调查成果的问世。

与此同时，民俗学界也开始了面向全国

的民俗志的编修。段宝林先生曾经发起

编修的((中国民俗大全》与陶立瑶先生

正在主持的((中国民俗大系》是两项富

有开创意义与基础意义的民俗学工程，

对于全国性民俗志的编修进行了富有价

值的探索。但毋庸讳言，它们还不是真

正意义上的民俗通志的编纂，一方面，其

内容与体例还不是严格的志书体，另一

方面，它们都仿民初胡朴安《中华全国

风俗志》，以地域为单位分别编修，属于

各省民俗之合编。上述两书之命名为“大

全”与“大系”，也是恰当的。因此，能

够反映中国民俗全貌的中国民俗通志至

今尚未出现，这是民俗志研究的一大空

白，也是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一大缺憾。这

是我们发起编修这部《中国民俗通志》的

本意之三。

《中国民俗通志》在编修中力图体

现“通”与“志”两大特性。所谓“通”，

旨在打破地域界限，面向全国范围，以

民俗事象为纲加以贯通。全书共分为22

卷，计有：节日志、生养志、婚嫁志、丧

葬志、生产志(上、下)、商贸志、服饰

志，饮食志、居住志、交通志，宗族志、

江湖志、庙会志、交际志，信仰志、禁



忌志、演艺志、游艺志、民间文学志(上，

下)、民间工艺志、民间语言志、医药志。

本志各卷使用统一结构，采用章、

节、目的形式。各章节的设置力求做到

能够全面反映某一民俗事象在全国流行

的概貌，同时也突出重点区域和重点民

族，反映出地域差异和民族差异。所记

述的民俗事象以汉族为主，兼及各少数

民族有代表性的内容。撰写中充分尊重

各民族风俗习惯，对于有争议或容易产

生争议的少数民族民俗事象，以受到多

数人赞同的本民族学者的观点为准。书

稿中凡涉及跨界民族问题，均按国家颁

布的文件处理；凡涉及民族政策的，亦

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令。

所谓“志”是突出其志书特色，具

体而言，力图处理好五个问题：

一是史与志的关系。史与志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所谓。纵通”与。横通”的

问题，《中国民俗通志》采用纵通与横通

相结合的方式，以横通为主，以纵通为

辅。因此，在每卷的前面设立“概说”部

分，该部分内容包括：概述所述民俗事

象的历史沿革，介绍学术界对所述民俗

事象的研究状况，本卷记述民俗事象的

理论依据或突破。概说后再分章叙述有

关内容。

在具体事象的叙述中，根据内容的

需要，用恰当的方式和文字，点出事象

的源头或演变，但绝不做过多的铺陈，而

是点到为止。．

本志所记民俗事象的时间是以20世

纪前50年为基点，主要记述正在发生的、

行将消亡的、消亡未久的民俗事象。对

于50年代以后所出现的民俗事象，采用

慎重处理、点到为止、缺而不论的原则。

这种时间纬度，是在充分考虑民俗事象

所具有的传承性的基础上确定的。

二是述与论的关系。民俗志是一种

志书，它必须遵循志书写作的基本要求。

在述与论的关系方面，以“述”为主，“述”

是全书提纲和行文的基点。本志的“论”

首先体现在全书前面的概说部分中，其

次，在具体内容的叙述中，通过对材料

的取合、剪裁也可以体现出作者的理论

视角。

三是个案与一般的关系。作为民俗

志，如何体现出民俗鲜活生动的特点?

我们在编纂中主张采用点面结合、疏密

得当的方式。所谓“点”，就是民俗个案，

通过对个案的运用，将“点”写细，使

全书“出彩”，所谓“面”，就是在有限

的文字中照顾到民俗事象的多样性、多

面性，以民俗类型为经纬，体现通志全

面、周到的特点。

四是民间与官方、乡村与城市的关

系。民俗通志是对中国民众民俗事象的

记录，这些事象长期以来在中国的乡间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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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着，存活着，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

化的根基。因此，本志在记述上，采取

“重乡村，轻城市，重民间，轻官方”的

基本原则。

五是资料的运用。作为志书，对于

资料的运用，提倡以田野报告等第一手

资料(或别人所做的、可靠的田野资料)

为主，以近现代田野资料为主，以文献

记录资料为辅。对于田野资料，应该以

尊重的立场和中性的态度来对待，尤其

应该重视并且注意运用近二十年来的大

量的田野调查资料。对于文学作品中的

有关资料则应慎用。

我们力争在前人研究探索的基础

上，按照上述构想，完成不负于时代与

! 堕 垦 塑曼 查
信■者

学术要求的《中国民俗通志》。令人感动

的是，自此议首倡到编纂委员会的组建、

编修学者的确定，直到今日全部通志的

杀青付梓，我们始终得到全国民俗学界

诸师长同仁的奖掖支持。他们或参与其

中，或出谋划策，或指点评判，令人感

铭。山东教育出版社的领导慨然支持《中

国民俗通志》的编修与出版，不殚辛苦，

多方组织，为民俗事业和中华文明之复

兴竭力襄成，更令人感铭。

《中国民俗通志》编纂委员会

200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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忐者，记电。忐书亦洲扎予所谓“述

而不作”之类，与史J 5同源而又有州。史

}5注重人Lj事，尤注重人仃J的离‘语与活

动，所渭“左史“吉，也史记事”是也，

是先个体而后集龠；志书则关注凝l倒化

的、IJ!L定7性的自然、制度以及作为群体

的人们的思维与行为习’眦，是先集合mf

肝个体。与之捌应，史家追求的是“究

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高”，

要把史家之史观付诸史笔，馁贬裁每，评

判古今，其叙事IJ!『J是洋往而略今；志家

追求的是事物之本1)|∈，叙而不议是萁根

本特色，计小沣入志家个人的议论}平判，

其记述jl|IJ足洋今mj略往。志与史是一p围

文化之两大渊披，其意义均不待言。

志一¨之由求【乜惭，若汁其源头，火

噼有四，即《禹贡》，“周礼》、《山海经》、

“华阳叫志》。中国古代志B之类别亦以

此分焉。

《禹贡》为《尚书》之‘简，成I_51：

刷案之际，皋于“茫群禹迹，l曲为九州”，

全而l己求九州之山川、I‘壤、物产、贡

赋、道里等等，实为中国地志之源。“禹

贡》之后，代有绍述，晋挚虞之《畿服

经》，南朝陆滞之《地理∞、顾野]三之

《舆地志》，隋虞茂之RlK宇图志》，府李

泰之《括地志》、李吉甫之《J÷年ll郡县I冬|

志》，规模渐大，内容【!；l蜓为丰实。至来

又有乐史之《太平寰宇记》、r存之《死

丰儿域志*。元明清二朝均确规模宏大的

统志之编修，嘉庆重修《人清一统志》，

U达56()卷之巨。

《删礼》亦成_5于周秦之际，以7、’阿

为纲备列四周制度，有天官踩宰，r白

大宰，F至夏采，计63种下『职耳l!掌；义

有地官司徒、睿官东伯、复’自’司马、秋

官州寇、冬官司宅，所领fr职均过于天

官。对六官所属各官职，《J吉】礼》均先记

官辑、爵秩、人数，再罗缀其职掌，此

J，叫11到典志之源。白ⅨJ嗣礼》后，典志

一～』上i』



至两汝)

从信仰民俗产生的远r～时期到四

汉，是中国信仰民俗发展的第一阶段。在

该阶段经JJJ厂阿次人的信仰民俗“帮

俞”。

第一次是硝蒯时期。巾幽社会的发

展从分散的氏族组织到部落组织、1}}|；搭

联盟，到夏州建立国家，商-剐时周家机

器进一步完善，随至珂周确立了宗法制

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腱过程。到了

两周叫期，社会从小断征战。h逐渐稳定

r_下来，再加上周文上、周武王认识到

了以礼治吲的剪铿性，因此对自远占叫

期以来产生并流行的各种自然崇拜、神

灵信仰、巫术方术等进行』’令面的梳理，

行以礼俗的形式幽定了下来，集中表现

存《札记》、《周礼》的大量记载中。

第二次足两汝叫期。东删以降，-寸1

国义陷人r渚侯纷争的动乱时期．两剧

时期她』。的礼俗全而被打破，即所谓的

“礼崩”。各渚侯国在建国的同叫，也建

立_，符合本地区的礼俗制』蔓，如战幽时

期“七国异族，清侯制法，各琳刊俗”m，

形成r许多各具特色的地域性民俗吲，

如燕赵、齐鲁、巴蜀、吴越和荆楚等，信

仰民俗的情况也是如此。秦朝统一六倒，

其疆域“东争海娅朝鲜，西至临洮、羌

中，南至二㈦}l】户，北据河为塞，JP阴⋯

至辽东””。在这样辽阔的士地r，风尚

习俗难免干差万别，秦始氅制法令，据

删法，纠肃风俗。仍由于秦圈、，．刚|1hJ问

太矩，真』E完成信仰民俗的第一次整合

烂杠四汉时蝴。

“议承秦制”，凹汉时期，统治者继

续以政权I：涉的力式划风俗进行整饬，

同叫汁意以经治国，以经易风，“以礼制

面f汀Ⅻ再《而于百#丽
②【沮1司马迁-《史记纂姑皇拳圮》



俗”。力图将一切风俗习惯纳入儒家的道

德规范之中，以达到“整齐风俗”的目

的，以共同的文化来凝聚和划一人们的

生活方式。西汉时期，统治者将先秦流

传下来的各种礼制，均加以重新整理和

规范，并将推行礼制作为巩固大一统局

面的主要措施和手段。经过西汉统治者

的大力整肃，使得异地异俗开始出现趋

同的态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明

显地出现了天下为一，万里同风的格局。

秦汉沿袭了先秦的各种信仰活动，并使

之更为系统化、规范化。信仰民俗诸事

象中，有相当部分形成于秦汉之前，东

汉以后的演变，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增减

和变异。

该时期信仰民俗的特点是：

第一，基本保留了原始自然崇拜的

面貌，没有人为宗教的影响。信仰的内

容大致包括自然崇拜，祖先信仰、鬼神

信仰、巫术信仰、仙人信仰等。其中仙

人信仰产生较晚，发端于春秋时期，经

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等的推波助澜

及方士的大肆宣扬，在战国后期基本形

成，至秦汉时期形成高峰。

第二，仍未脱原始野蛮的遗风。如

先秦时期的人殉，《墨子·节葬下》记载．

。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

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人殉

以商代为最盛，如殷墟侯家庄西北岗

100l号“亚”字形大墓，墓内腰坑、二

层台、墓道中发现殉人23个，墓外东侧

发现陪葬人殉坑22个，共68人，合计91

人。至周代，人殉之风已大衰，但遗风

犹存。

第三，保留了原始的信仰形式。祭

祀方式也呈现了自然的属性，如祭拜日

神的迎日、送日，《礼记·祭义》记载：

“祭日于坛⋯⋯祭日于东”t对天上的神

灵用“燎祭”，《尔雅·释天》记载“祭

星日布”(使祭品散布开来，使众星普遍

受祭)，《(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

樵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对地

上的神灵用“瘗埋”、。投祭”(放于山中

地上)、。悬祭”(悬挂)，对水神用“沉

祭”、“浮祭”，《尔雅·释天》记载“祭

川日浮沉、以男女交欢的方式求雨，《淮

南子·主术训》记载：“汤之时，七年旱，

以身祷于桑林之际，而四海之云凑，千

里之雨至。”

(二)交融与重构期(东汉至元朝)

之所以把东汉作为该阶段的起点，

是因为在东汉发生了两件对中国信仰民

俗产生重大影响的大事：一是佛教的传

入，二是道教的产生。

该阶段历时一千三百多年。其历史

文化的特点是一直处于各种文化的冲突

和交融之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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