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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北方少数民族萨满教的历史变容

色 音

提要 本文认为
,

中国 北 方 各 少数 民族的 萨满教信仰 都进入 了 衰落的 阶段
,

但 衰 落并 不

意味着很快就要消亡
。

各 民族 萨满教在 外来宗教的 冲击 下 由盛 变衰 的过程 中采取 了一 些灵 活

多样 的 生存策略
,

以 改 头 换 面 的 变异形 态残 留至今
。

可 以 把 各族 萨满教 的 历 史 变 容 归 纳 为 习

合化 变容
、

科 学化 变容
、

艺术化 变容
、

民俗化 变容等几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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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各少数 民族的萨满教信仰都进入了衰落的阶段
,

但衰落并非意味很快就要消亡
。

各 民族萨满教在外来宗教的冲击下 由盛变衰的过程 中采取 了一些灵 活多样的生存策略
,

以 改

头换面的变异形态残留至今
。

我们可 以 把各族萨满教的历史变容归纳为以下 四点

一 习合化变容 萨满教与其它宗教相习合的方式存续下来了
。

如达斡尔族萨满教的生

殖神信仰与汉族的娘娘神信仰相 习 合变成 了一种混合型 民俗信仰
。

根据大间知笃三报道 ①

在达斡尔族中娘娘神主要是有关天然痘 以及肿疮的神灵
。

同巴 克西一样没有法服
,

也不能进

人神灵附体状态
。

据说
,

在 巴 彦旗
“

鄂图士
”

专门从事治愈天然痘
,

他有神衣 和军队值

班所用肩章相似的东西
,

左肩 黄色
,

右肩维 色
,

他们手持一种纵横一尺五寸 的红旗而进行祷

告
,

有时他们还充 当预言者或产婆
。

在海拉尔群体 中
,

敖托 西手里持有 叫作
“

得尔布如
”

的念

珠
。

在该群体南屯有掌握敖托西职能者有二位男性
,

但他们都是兼职的
。

其 中之一是扎布萨

满
,

另一位是阿拉克产
·

莫 昆 的托古主
,

他 以 下面要介绍 的巴 力也沁 为本

职工作
,

兼而既是 巴 克西
,

又是敖托西
。

致使扎布
·

萨满巫兼敖托西的原因如下 他的祖先之一

人曾经是敖托西
,

但他在一次天然痘治疗 中死去
。

到了扎布
·

萨满这一代他们部落中流行天然

痘
,

这时他的上述祖先的敖托西之灵下命令把 的本领附给他们莫昆内的某一个小孩
,

并

要求那个孩子画娘娘的像进行祭祀
。

因此扎布
·

萨满遵着神命对娘娘神致祭
,

又把前述祖先的

敖托西作为爷爷
·

布尔汗 , ,

祖宗神之义 一起祭祀
,

他 自己 充当敖托西施术
,

这时孩

子们的天然痘全都痊愈
。

这样 他既作为亚他堪祭祀斡卓尔神
,

又作为敖托西祭祀娘娘神 以 及

爷爷
·

布尔汗
。

高丙 中博士对青海五 十村土族生活进行调查后也指出
“

村寺和
‘

崩康
’

是喇嘛教信仰的载

体
,

显然是接受的藏族文化
。 ‘

鄂博
’

和
‘

苏克斗
’

则是 三个信仰系列组合的产物 其一
,

它们 的

修建 由喇嘛或阴阳先生负责皆可
,

说明藏式信仰和汉式信仰都被容纳 其二
, ‘

鄂博
’

所用 的柳

枝
、

白石和 弓箭是萨满教的遗存 其三
,

它们的地底下起巫术作用 的东西则是 萨满教
、

汉族 民间

宗教和道教惯用 的驱邪避鬼的降物的混合 其四
,

嘛呢杆是喇嘛教的工具
。

它们包含了三个信

仰系列的因素
。 ” ②



《二 科学化变容 萨满教在发展演变的过程 中吸收 了一些科学因素
,

使 萨满 医术得到了

充实和完善
。

以科尔沁蒙古族的整骨 医术为例
,

来源 于萨满医术 的蒙医 整骨学现 已 成为中国

医学宝库中独立的一门科学
。

现任内蒙古哲盟蒙医整骨 医 院党支部书记兼副院长
,

蒙医 骨伤

科主任医师的包金 山就是清代著名女萨满娜仁
·

阿柏的曾孙
。

娜仁
·

阿柏
,

别号
“

神 医太太
” ,

内

蒙古哲盟科左后旗人
,

年 出生
,

卒 于 年
,

享年 岁
。

相传
,

娜仁
·

阿柏是成吉思 汗时

代阔阔出萨满的后代的徒弟
,

科尔沁萨满首领郝伯格泰的后裔
,

是整骨术的
“

巫都干
”

蒙古语

称女萨满为
“

巫都干
” 。

她是科尔沁近代蒙医整骨 史上最早的继承者和发展者
。

包金 山作为
“

神医
”

娜仁
·

阿柏的曾孙
,

在继承她的萨满医术 的基础上
,

使其更加完善
,

更加科学化
,

结合 多

年的临床实践写出了《包氏祖传蒙医 整骨学 》③等 医 学专著
。

目前
,

他 的整骨 医术虽 然 从萨满

医术分离出来成为纯粹的医学技术
,

但仍然保 留了一些 萨满 医术 的神秘色彩
。

他在有一 份工

作汇报 ④中写道 年
,

首届 中医骨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召开
。

来 自澳大利亚
、

日本
、

新加坡
、

台湾等 多个国家和地 区
,

以及国内 多个省市区 的各路高手纷纷登 台表演整骨绝

技
,

来 自草原土生土长的医生
,

一个在国际国内医学界没有任何头衔且能参加这样的盛会我感

到非常激动
。

登台的表演者一个个的过去 了
。

没有什么惊人的场面
,

也没有激动人心的时刻
,

只有几分得意和几分遗憾
。

当大厅里的广播用英语和 国语点到我时
,

我非常 自信地登上 了表

演台
,

我面对的是一个左肚骨裸上骨折的患 者
。

当我的第一 口 白酒随着功力的喷出
,

一声尖利

的啸响后
,

大厅里象开了锅一样
,

人们好象嘲弄般地笑 了
。

这时有几个外 国人抢先拍照
、

录相
,

在他们眼里
,

我似乎根本不是个医生
,

而是一个玩幽默的滑稽演员
,

或许有一天他们又要展示

一下 中国医生的洋相
。

随着我用奇特祖传蒙医 正骨手法
,

经过 分钟治疗
,

这个 岁 的少女

康复如初
,

从表演台上下来
,

自如地在大厅前走了起来
,

寂静的大厅顿时爆发 出了长久的掌声
,

人们离开了坐位拥 了上来
,

一睹这神奇的医术
。

类似包金山一样从萨满医术 中吸收合理因素
,

使其更加科学化的方式来继 承下来的蒙古

整骨医师为数不少
,

他们 目前仍然活跃在农村或城市
。

三 艺术变容 有些 民族的萨满教音乐
、

舞蹈
、

神话传说等经过一段艺术化的过程变 成了

民间文学和 民间艺术
,

以 民间艺术作品的形式流传 于后世
。

以蒙古族萨满的
“

安 代
”

音乐为例
,

它现在 已成为一种 民间歌舞形式
。 “

安代
”

最早是 萨满治病 的跳神仪式之一
,

几经 变迁虽游离

于宗教音乐之外
,

成为独立 的音乐形式
,

但它与萨满音乐仍有着不 可分割 的联 系和 渊源 关 系
。

有人认为 ⑤“

安代
”

作为 民间歌舞
,

其 音乐
、

舞蹈 及演唱形式都与古代狩猎 歌舞有许 多相 似之

处
,

而萨满音乐的最初来源就是狩猎音乐
。

由此可见
,

古代歌舞艺术被萨满吸收并保存下来
,

之后又送还于民间
, “

安代
”

就是一证
。

《四 民俗化变容 萨满教的部分禁忌
、

祭祀
、

仪式等渗透到 民间 民俗生 活 中
,

成为 、 俗文

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

以土族踏青 歌舞
“

鸡 蛋 会
” ⑥为例

,

现今 的
“

鸡 蛋会
”

沿袭 古风
,

请 人 装扮
“

法师
”

跳
“

邦邦会
” 。 “

邦
”

是象声词
,

因法师跳神时手持单面扇形羊皮鼓 土语 叫坑格尔十
,

边

舞边用木棒敲击鼓面
,

其声
“

邦邦
”

而得名
。

土族 旧 习 不唱戏
,

不演灯影
,

不耍社火
,

其文化娱乐

除逢年过节婚礼喜庆转
“

安召
” ,

参加各地举行的花 儿会外
,

便是观赏寺院宗教舞蹈和庙观法师

舞蹈
。

较为有名的
“

邦邦
”

会
,

如二月二东沟大庄龙王 会
、

三 月三东沟姚麻
、

李 丰
、

纳家
、

崖头神

会
。

依农事季节索 卜沟定 在三 月 十八
。

法 师舞与寺院喇嘛宗教舞风格迥异
。

法师着道 家装

束
,

黑袍长衫
,

乐器道具 只羊皮鼓一种
,

一

也有执锣帮衬的
。

一般无故事情 节
,

舞时五 至七 人不



等
,

由长者领舞
,

转动鼓面敲击
,

所 以俗语有
“

反打羊皮正打鼓
”

之说
。

随着鼓点缓急
,

表演相应

的动作
。

与南方 民间打太平鼓颇有相似处
。

技艺高超的法师前后 空 翻
、

打车轮
、

海底捞月
、

寒

鹊探梅
,

劈叉踢腿时鼓点不绝
,

颇为精彩
。

近年表演的
“

法师
”

由年轻的新手 充任
,

披红挂彩
,

十

分精神
。

只是动作等闲
,

逗得围观群众开怀大笑
。 “

法师
”

舞毕
,

酬神告一段落
。

人们三五成群

开始
“

散火
”

意为吃喝狂欢
,

或席地猜拳饮酒
,

或拉开场子转
“

安召
” 、

唱
“

花儿
” ,

歌手互相盘洁

酬答
,

群起吃喝和之
。

男妇老幼莫不手持鸡蛋敲打游戏
,

一睹输赢
。

有经验的人往往挑选红壳

鸡蛋
,

煮得时间长点
,

坚固结实
。

比试之时如打擂台
,

常胜将军十分荣耀
。

土族好客
,

来客的兜

里被塞满鸡蛋
,

邀进花儿场地听歌
。

在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中
,

类似这种通过民俗化的途径保留

下来 的萨满教遗俗并不罕见
。

总之
,

古老的萨满教信仰通过习合化变容
、

科学化变容
、

艺术化变容
、

民俗化变容等改头换

面的形式延续至今
,

并成为北方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

所以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它
,

不能够简单地把它当作宗教迷信来消灭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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