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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谈 萨 满 巫 俗 的 习 合

色 音

按着辩证准物主义的观点
,

一切事物都有其

产生
、

发展
、

消亡的客观规律
。

萨满教作为一种

人类文化现象也要遵循这一 自然的法则
。

从总体

上来看
,

世界各民族的萨满教作为一种比较古老

的宗教形志
,

正在走向习合
、

消亡的历史轨道
。

习合
、

消亡是萨满文化的两大归向

下面我们看看萨满巫俗的习合化倾向 纵观

世界各民族萨满教之历史发展都有一段习合化的

过程
。

至今为止可以说没有纯粹的萨满巫俗
。

因此

我们考察萨 为巫俗时必须要弄清楚纯萨 满 性 质

的 萨 满 巫俗积经过习合化的萨满巫俗
。

否则有

时会很难把萨满巫俗和其他宗教习俗明确地区别

开来
。

从总的来看
,

萨满巫俗的习合有两种基本

方式 一种是 以萨满巫俗为主的 习合
,

另一种是

萨满巫俗退居次要地位的 习合
。

以达斡尔族为例
,

达斡尔族萨满巫偌灼习合

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表现在不同文化之问的

习合
。

另一方面表现在不 同宗教之间的 习 合
。

随着喇嘛教的传入
,

达斡尔族 传 统 的 萨 满 巫

俗中也渗透了不少喇嘛教的因素
。

以前祭天祭火

等 都 是 由雅德根 即萨满 牙习三持
,

到了后来

有叮也请喇嘛念经和祭火神
。

海拉尔地区达斡尔

族人把所供的喇嘛教的神称为
“

沙热
·

巴尔肯
”

黄教的神
,

把萨满教的神称为
“ ·

合热
·

巴尔

肯
”

黑教的神 来区别
。

异文化
,

恃别足邻近

的民族文化对达斡尔族的传统信仰也有深 刻的影

响
,

一部分达斡尔族人家 也供奉关帝 关羽
,

关帝庙内的关帝画像中体现着它 , 习合二涛征
,

画

像两侧有龙王
,

也有娘娘神等各种民间神位
。

此

外
,

邻近的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对达斡尔族的

传统信仰有所影响 玻那达斡尔族有一则传说中

说
,

早先达斡尔人和鄂伦春人
、

蒙古人 相 邻 而

居
,

在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
,

亲如兄弟
。

后来分

开了
,

离别时恋恋不舍
,

互相交换了 巴尔肯 即

神偶 作为纪念
。

鄂伦春人送给达斡尔 人 的 是
“

麻罗 巴尔肯
” ,

蒙古人送给 达 斡 尔 人 的 是
“

诺
·

巴尔肯
” ,

达斡尔人
一

也把自己的 巴尔肯送

给了鄂伦春人和蒙古人 ① 这个传说某种程度上

较真实地反映了异文化之间的影响
。

达斡尔族萨

满所信奉的古雅其
·

巴尔肯是蒙古族和其他民族

的萨满教所共有神灵
。

另外
,

祭敖仓的习俗也是

达斡尔族和蒙古族萨满巫俗所共有的
。

山神白那

查的信仰在北方民族萨满教中也很普遍
。

除了异

民族间的萨满巫俗互相渗透之外
,

不 同宗教形态

间的 习合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

据本世纪四十年

代初 日本学者大间知笃三的调查
,

除夕之夜 点

左右
,

呼伦贝尔南屯的达斡尔族人都分别到各自

氏族的莫昆雅德根家里聚会
,

举行过年的节行活

动 在他所调查的一户雅德根的家里举行过年活

动时
,

西屋西炕的一角设了神坛
,

神坛工摆满了

雅德根的祖先神像
。

同时还并列摆放着、朝嘛教的

佛像
。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

在达斡尔的萨满巫俗

中巳经习合了一定的喇嘛教因素
。

在他所见到的

萨满法具
、

法服上饰有各种装饰物
,

巫冠的鹿角

型
、

胸部的猪牙等具有北方游牧文化的特征
,

而

在法服的衣襟上饰有十二支兽等则是具有中国文

化的特征
。

另外
,

还有类似于喇嘛僧服的特征
。

据他了解
,

这一特征不仅是南屯的四个萨满所共

有的特征
,

而且布特哈地方的萨满也有 这 一 特

征
。

南屯萨满所用的法具中有借于 巴尔虎蒙古的

铜面
,

也有借于喇嘛的
“

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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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的萨满教受到汉文化和其他外来文化的

影响
,

也走上了习合的道路
。

据有人调查
,

帕岩

的满族曹氏族中有一个传说
,

说族中有一波依太

太一天坐在炕上
,

突然耳朵上三副钱子 哗 哗 作

响
,

波依太太心里一动 不好了
,

三儿子在战场

上
“

折了
” 。

不久果然飞马来报
,

三儿子战死在

战场
。

后来波依太太坐化而死
,

鼻涕自 鼻 中 流

出
,

家人为她打了坐棺
。

波依太太是对女萨满的

又一称呼
, “

三副钱子哗哗作响
” ,

显然是钱子

显灵
,

坐化则是佛教习俗 ①
。

这个故事从某种角

度上反映了萨满与佛教的 习合
。

蒙古萨满教也不例外地走上了习合 化 的 道

路
。

西藏喇嘛教传人蒙古地区之后
,

蒙古萨满教

分成两个派系
。

一是黑派
,

固守萨满教的传统
。

一是白派
,

为了保持存续
,

迎合喇嘛教徒的心理

改变了些传统的萨满巫俗跟喇嘛教的习俗习合
,

形成了一种混合型的萨满派系
。

在东亚
,

韩国萨满教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和

外来宗教习合
,

变成了较复杂的复合形态
。

其中

佛
、

儒
、

道三种宗教的影响非常大 早期的习合

主要是传人朝鲜半岛的民间道教同固有的朝鲜萨

满之间的习合
。

后来逐渐演变为更多渠道的复杂

的习合形态
。

据有人研究
,

韩国萨满教同外来宗

教之间的习合有以下四种类型
。

类型一
,

创造性

习合
。

以外来宗教作为媒介
,

把原有的萨满巫教

升化到更高的层次
。

如花郎道 新维
、

八圣信

仰 高丽
、

东学 李朝 等都是属于 这 一 类

型
。

类型二
、

混合性习合
。

表面上呈现出外来宗

教的形式
,

但内容却保留着传统宗教的内容
。

譬

如
,

外佛内巫形式的八关会
、

燃灯会和外儒内巫

型的洞察等
。

类型三
、

吸取性习合 摄取型

吸收了外来宗教的诸要素
,

但萨满巫教原有的内

容不变
,

对巫教的结构和外形没有影响 如借用

一些佛教
、

儒教等的神名
、

用语
、

经文等
。

类型

四
、

侵入性习合
。

萨满巫教的要素侵入到外来宗

教中
,

部分地渗透或内在化于外采宗教的整体结

构中
。

如民众佛教信仰中的以消灾招福为主的三

神信仰等属于这一类型
。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
,

和儒教习合的洞察
、

和道教习合的读经巫等的形

态及其构造都有所变化
,

呈现 出 较 复 杂 的 现

象 ②
。

萨满教是生命力极强的一种宗教
。

任何发达

的高等宗教传入盛兴萨满教的地区之后或多或少

地把萨满教的因素吸收过来
,

习合萨满教的部分

内容才能站得住脚
。

从伊斯兰教的传播来看
,

在

信仰萨满教的中亚地区
,

伊斯兰教始终没能把萨

满教完全消灭掉
,

甚至有些伊斯兰教的因素被吸

收到萨满教中
。

据哈斯列娃等人的研究
,

中亚萨

满教中增加了好多伊斯兰教的名字和概念
,

并 且

在萨满的 让文中同萨满教所固有的名词
、

概念并

存
。

萨满教的巫仪中也加进了不少伊斯兰教巡礼

团的热狂仪式 特别是到了 世纪末
,

萨满教和

伊斯兰教之间的相互影响特别大 本来伊斯兰教

理应是灭绝萨满教的
,

但始终未能做到这一点

伊斯兰教在自己的体系内吸进了好多萨满教的观

念
。

以不宽容为著声的伊斯兰教都对萨满教采取

适当的妥协措施
,

乃至合流并存的历史实事更加

表明萨满教的生命力确实比较强
。

伊斯兰教和萨

满教之间的习合既是中亚萨满教的特征
,

又是中

亚伊斯兰教的特征
。

中亚的伊斯兰教在 圣 者 崇

拜
、

圣职人员的活动以及宗教民俗方面受到了许

多 萨满教的影响
。

纵观世界各地萨满教之历史发展
,

无 一例外

地走上了习合化的道路
。

在这一习合化的过程中

萨满教吸收了许多外来宗教的因素
,

其结果出现

了萨满巫俗的多样性和混合性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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