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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族 学飞

萨满教的神灵体系及诸神的分工

色 音

自 然 神 系 统

萨满教的 自然神系统主要以无生命的 自然事物和 自然忽象之神为主
。

自然事物之神包括

天地神系统 和 山石神系统 两大部分
。

自然 现象之神则包括风
、

雨
、

雷
、

火等 自然界诸现 象的神

灵
。

我们知道萨满魏是基于万物有灵论基础
一

上的一种 自然宗教形态
。

在萨满教的观念 中 , 宇

宙万物
,

人世祸福都是由鬼神来主宰的
。

自然界并不是一个客观的
、

自在的体系
,

而是由某
种超 自然的东西在支配它

。

它是神灵的创造物
,

依神灵的主观意志而发展
,

变化的
。

自然的

每个部分都是由某个笋定的神灵所管理的
。

在萨满教的 自然神系统中
,

天地神系 统 占首要 地位
。

天地滋 养 着万物
,

日月温暖着世

界
。

这种自然的伟大而神秘的力量 被 萨满 教所神化
,

变成了人们所信 奉
,

祟拜的对象
,

首
先

,

被称之为 “万物之父 ” 的天得到了特殊的意义和地位
。

因为不管是对农业民族也好
,

或

者对游牧狩猎民族也好
,

天是具有最大生产意义的自然因素
。

就拿蒙古族的游牧生活为例
,

一旦下大雪或刮大风
,

他们的牲畜会大量死去
,

帐房会全部被刮走
。

因此
,

天在蒙古族的萨

满教信仰中成为诸神 中之第一位神
。

古代蒙古人
,

每年 “ 正月初一必拜天
,

重午亦然
, ⋯ ⋯无

一事不归之于天
。

凡饮酒先酬之
。

其俗敬天地
。

每事必称天 ,, ①
。

蒙古语称天为腾格里
。

蒙

古萨满教认为腾格里有九十九个
,

西方的五十五个腾格里是善的
,

东方的四十四个个腾格里

是恶的
。

这表明蒙古萨满教是从明显的功利 目的出发去解释 “ 腾格里 ” 的
,

因而给它涂上了

一层伦理的色彩
,

把它分成以善恶为代表的两个互为敌对 的阵营
。

儿乎在所有民族的萨满教
一 户 护一 丫 年 洲 产 一 了 一 一 一 产 ,

一 “ 、尸 一 了 权产 、洲
,

, 一 钾 勺 、 、 厂一 一 、 尸 产 户
一
一 、厂 碑 ‘

中

消极方面
,

但总的来说
,

他对 世纪中期金代整个社会南北文化交流与发展
,

作出了开拓性的
贡献

,

特别是对费国北疆地区的开发
、

建设和发展
,

甚至疆际形成都有一定的奠基作用 , 在

金代熙宗
、

海陵
、

世宗三朝廉治
、

治世方面的贡献和影响也是必须给予充分肯定的
。

①② 《 金史 》 , 卷 , “ 宗弼传 ” 。

⑧ 《金史 》 , 卷
, “ 那宗本纪 ” 。

④ 《金 史 》 , 卷 , “ 白彦敬传 ” 。

⑤ 《宋史 》 , 卷 , “ 地理志 ” 。

⑥ 《 金史 》卷 , “ 地理 志 中 ” 。

⑦⑧ 《金史 》 , 卷盯
, “ 地理志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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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 中天神居 首要的地位
。

赫洲
一

族萨满教听崇敬的神
,

为 “ 伏尤亥玛法 ” 意即天神
,

供

在大树
。

满族萨满教 中天 神电是特别重 要的 冲灵
。

以清代的官庭萨满教为例
,

宫庭萨满祭

祀的 ‘卜
,心内容 是 堂子祭天

。

堂子是 祭天的爷所
。

有 人认为 “ 堂
一

户之为祭天
,

其 说起于乾隆

年
,

盖高宗自为文饰之语
。 ” ②在达斡尔族的萨满教中 也是天 即腾格尔 成 为诸神中的第

一位 神
。

祭天没有洪奉的偶象
。

祭天时
·

般杀 二岁牛或 杀猪做为供物
。

萨满教所理解的天从

某种意义 仁来说已经失
一

去了它的物质性
, 一

经成 种代丧神灵的精神实体
。

土地神是各民族萨满教所信奉的另
一

胜要神灵
。

恩格斯说 “ 一 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

中的特定 自然条件和 自然产物
,

都被搬进 了它的宗教坦
。 ” ③对于 信仰萨满教的大多数游牧

民来说
, 几地虽然不如农业 民族那么重要

,

但在逐水草放牧畜群时
,

选一个好的地方放牧 也

是一 件很幸运的事情
,

因此 地神在以游牧民族为中心的萨满文 化 圈 中 也占有
,

席之地
。

据马哥波罗记载
,

古代蒙古族的萨满教神灵中有个叫 “ 纳蒂盖 ” 的二 地神颇受崇敬
。

《 马 可

波罗游记 》载 “ 他们还信奉 一 种 名叫纳蒂盖的神 它的神像 用毡子或其它布正盖着
,

家家

户户都供奉这种神
。 ” ④另

一

位 外国旅行家普兰尼
·

加尔宾也提到过古代蒙古萨满教还信奉

一种叫亦脱合的土地神
。

除天地之外
,

日月星辰也是萨满教 自然崇拜的主要 内容
。

对 日月星辰的崇拜首先来 自于

它的光和热
。

在鄂伦春族的萨满教中
,

太阳神叫做 “ 得勒钦 ” ,

各种神像 仁都画着太阳的图

象
。

每逢 阴历正月初一都要拜 “ 得勒钦 ” 。

月亮神叫 “ 别亚
” ,

除了在神像上画有月亮外
,

每月阴历八月十五 日都要供奉 “ 别亚 ” 。
⑤在古代蒙古族的萨满教中也有过 “ 择 日行事则视

月盈亏以 为 进 卜
, ·

一 见新月必拜 ” 的信仰习俗
。

这种拜 日月的萨满教信仰习俗在我国

民族中较普遍
。

天 仁的星辰也是萨满教崇信的重要神灵
。

如
,

在鄂伦春族的萨满教观念中星

有星神
,

他们把北斗星叫 “ 奥伦 ” 神
,

每年旧 历除夕或正月初一都要供奉它
。

认为北斗七星

是七姐妹
,

并象征长寿
。 ‘珍 蒙古族的萨满教观念也认为星能赐给人们健康和长寿

。

北斗星一

般被称为 “
一

七老翁 ” 。

从此看来对
一

星辰的人格化是北方少数 民族 萨 满 教观念中较普遍的现

象
。

特别是北斗七星被想像成七姐妹
、 一

七老翁 等
,

并有一 定的 象 征意义
。

在锡伯族萨 满教

中
,

把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定为 “ 萨满节 ” ,

出过萨满的人家
,

都举行一次祭祀北斗七星的仪

式和跳神活动
。

⑦黑龙江省富裕 县的柯尔克孜族在每年 月 日祭太 自金星
,

祭树神
,

祭时

杀牲
,

集会一 天
,

并赛马射箭 在 月 日祭北斗星
。

满族萨满教中也有祭星的习惯
。

《 吉

林通志 》载 “ 祭祀典礼满州最重
,

一祭星
,

二祭祖
。 ” 山由岩满族的婚礼仪式中有一种拜北

斗的习俗
。

祭祀北斗还伴有萨满歌舞
。

达斡尔族萨满教 中也称北斗星 为 “ 多罗
,

霍得 ” ,

当

小孩体弱闹病时祭祀它
。

萨满教的 自然事物之神中还包括山石神系统
。

萨满教对 神山的崇拜有两种情况
。

一是把整

个山的全体当作神体来崇拜
。

另一种是把山的某一个部分当作神灵所居地方来崇拜
,

如某一

块石头或某一个山洞等特殊的部分有特殊的意义
。

纵观各民族的萨满教之历史发展
,

在早期

的阶段土某
一

条山脉或某一座高山更具有神秘的意义
。

在游牧 与狩猎民族的萨满教观念中山

神往往和森林之神联系在一起成为管理森林动物的神灵
。

人们之 听以能猎获动物是由于山神

和森林之神所赐予的
。

所有的森林动物都归山神所管理
。

以鄂伦春族萨满教的山石崇拜为例
,

在鄂伦春 族 的萨 满 教信仰 中
,

山有 山神
,

岩有岩

神
,

甚至山上的某块石头都有其各自的神灵
。

鄂伦春萨满教的山神叫 “ 自那恰
” ,

凡是 高

峨岭
、

悬崖绝壁或是 什么洞窟之类
,

都被认为是山神所居的地方
。

山中的
一

垛老树的树皮剥



去
一

块
、

画个脸形
,

卜而挂块红布
,

或是在一块布 卜画一个山 神爷
,

说这就是山神的形象。
。

赫哲族萨满也供奉山神
,

塑一男神像
,

赫哲语叫 “ 特格玛嘎尼刻 ” 。

它的头
一

顶
,

有九个山

神 意为山峰 塑一女神像
,

称 “ 楚 日莫嘎尼刻 ” ⑨
。

满 族 萨 满 教习俗中
,

在 由 仁立山神

庙
,

每年腊月二十三到山神庙前供祭
,

祝告 山神保佑人畜平安 ⑩
。

蒙古族萨满教 中对神山和

山神的崇拜古来有之
。

《 蒙古秘史 》载
,

三蔑儿 乞惕部落来侵击时
,

铁木真 少年时代的成

吉思汗 向不儿罕山去躲 避
。

三蔑儿乞惕 退去之后
,

铁木真对 着不儿罕合勒 敦 山感谢道
“ 于合勒敦不儿罕

,

遮护我如蚁之命矣
。

我惊惧极矣
。

将不儿罕合勒敦山
,

每朝其妈之
,

每日其祷之
,

我子孙之子孙其宜省之
。

言讫
,

向 日 ,

挂其带于颈
,

悬其冠于腕
,

以手椎鹰
,

对 日九跪 ,

洒奠而祷祝焉
。 ” 。 蒙古萨满教 曾把蒙古地方的学格多山

、

查苏 马海 日罕
、

杭爱

山等山脉 当作神山来崇拜并祭祀过
。

在萨满教的观念 中除了自然界的事物之外
,

一些 自然现象
,

如风
、

雨
、

雷
、

火等 自然界的

现象被神化了
。

每种现象几乎都各有各自的神灵
。

首先
,

对火这一 自然现象的神化是各民族

萨满教所共有的普遍信仰
。

蒙古萨满教中的火神叫 “ 嘎力嘎力罕额和 ” ,

祭火的时候往往把
“ 高山一样多的食物

,

把大海一样多的饮料
,

祭献给威严的火汗
。 ”

布里亚特蒙古萨满教

中
,

火神的形象往往被描写成红老人或穿红衣的老人
。

类似这种拟人化的火神形象在其他 民

族的萨满教 中也较常见
。

如
,

果尔德人的观念中
,

火神是穿红套的老太婆
。

萨摩亚人的萨满

教传说中火神也是红色的
,

或穿红衣的
。

而雅库特萨满教的火神则是灰色的
。

⑩在鄂伦春族

的萨满教中
,

火是比较神圣的东西
。

火神叫做 “ 透欧博如坎 ” ,

每当腊月二十三 日送火神上

天时
,

人们须向它供祭一次
,

春节早晨还要供一次
,

禁止在火 仁倒水
,

或用刀子
、

木棍在火

中乱捣
,

认为这样会触怒火神
。

⑩萨 满 跳 神时必须有一人拿一团 烧红的火炭在萨满前边引

路
,

否则萨满的神灵不能附体
。

赫哲族萨满教 中
,

称 “ 佛架玛法 ” 为火神爷
。

对 火有许多禁

忌 不能跨过火堆 在 用水灭火时
,

要说 “ 请火神爷爷把脚挪一挪 ” 。

猎人见到火堆要叩

头
。

⑩ 一
、

在诸多的 自然现象中除火之外还有风
、

雨
、

雷等 自然现象也常常作为萨满教的神灵来出

现
。

鄂伦春族萨满教的风神叫
“

阿丁博儿 ” ,

雨神为
“

莫都儿
” ,

雷神叫做 “ 阿克的恩都力 ” 。

在

雅库特萨满教中
,

风被认为是睡在山里的神灵
,

通过吹 口 哨可把它 叫起来
。

布里亚特萨满教

也有类似的观念
,

在没风的时候站在打谷场旁边吹 口 哨
。

他们还认为风是 由于旋风的恶神所

引起来的
。 ⑥古代蒙古族萨满教认为打雷是天神在叫

。 《 黑糙事略 》记载
,

古代蒙古人 “
每

闻雷声
,

必掩耳
,

屈身至地
,

若躲避状
。 ”

总之
,

从 自然事物到自然现象
,

一 切自然的力量都被人们所神化和人化
,

变成了萨满教

所信奉的神灵
。

自然崇拜是萨满教的最主要的内容
,

一

也是萨满教和其它宗教相区别
『

的基本特

征
。

社 会 神 系 统

萨满教的社会神系统主要以被称之为 “ 厅物之灵 ” 的人为对象
。

特别是祖先神是萨满教

社会 神 系 统 的中心
。

随着灵魂观念的产生和发展
,

人们对待死者的态度更加复杂化了
。

人

们对祖灵和 祖先神的崇拜是基于灵魂不死观念发展下来的
。

祖先崇拜的物质对象是祖先的造

像 —祖先神像
。

而非物质的精神对象则是祖灵
。

萨满教所崇敬的祖先神可以归纳为家祖神



系统
、

族祖 神系统
、

巫祖神系统等 二大系统
。

家祖神主要是一个家族或家庭的成 员所崇敬的祖光神
。

家祖 神往往是和家族成员有直接

血缘关系的祖先
。

赫哲族萨满教的祖先神叫 “ 别布玛法
“ , ,

每年春 节时
,

仁七在尼 内西炕的桌

卜
,

焚 “ 僧其勒 ” 香草
,

川猪头做供品
,

以表示对 讯先的祭奠怀念
。

种 满族萨满教的家祖神

崇拜是较具 代丧性的
。

家祭听祭祀的对象 要是祖宗和天
。

其
‘
归初祭和 夕祭是专门祭祀祖宗

的
。

据《满州祭神祭天典礼 》载
,

满族在书歼于萨满教祭典的时候
,

不用酒而 用水
,

把这 做

祖 光酒
。

满族萨满教中还有 种供祭祖光的祖宗板
。

黑龙江爱浑满族曾于正屋内西墙 一 ,

置

一 泛 、寸宽
、

一尺半长的木板
,

卜洪祖宗
。

⑩满族萨满教家祭的 冬祀人 员必须是本姓的男女

老幼
,

家祭神职人员称家萨满
。

族祖神是一 个氏族
、

一个种族或者一个民族听共 同崇敬的祖 光神
。

一 个种族或民族的历

史 做出过重大贡献 的伟大人物往了卜被该种族或民族的子孙后 代所神化
,

变成该种族或民族

的守护神
,

以蒙古族为例
,

在蒙古萨满教信仰中自古以来把成吉思汗当作祖 光神来供奉下来

的
。

葱必烈汗建立元朝
,

登基皇位 以后
,

在北京举行大规模祭祀祖先的盛典
。

《 元史 》卷七

十 七载
,

元朝每年 。月 日在大都 北京 举行祭典
,

跪拜呼唤成古思汗 名
。

祭祖活动是蒙

古萨满教传统祭祀仪式的重要内容
。

据古代文献 记载
,

祭祖 “ 由珊蛮 即萨满 一人而向北

大声呼成吉思汗及诸敌汗名
,

洒马乳于地 以祭
。 ” 这一 古老的信仰习俗

,

在今天的内蒙古地

区萨满教祭祖活动中仍有遗踪可寻
。

如至今保存比较完整的内蒙古西部地区成吉思汗祭典是

较典型的族祖祭典活动
。

成吉思汗察典的成例
,

自窝阔台汗时代即已开始
,

到了忽必烈建立

元朝
,

登基继承皇位后
,

在大都举行大规模的祭祖活动
,

并规定 了祭祀成吉思汗的 “ 四时大

祭 ” 。

前儿年有人在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里发现托 年察哈尔左翼镶黄旗的根墩先

生所立的祭祖牌
。

据台湾学者哈勘楚伦先生分析
,

祭祖牌 仁刻的蒙古文字为古文
,

一共刻有

十四行始祖名称及内蒙古部 族名号
。

⑩达斡尔族 祖先崇 拜观念也充分地体现在萨满 教信仰

中
,

达斡尔族听崇信的祖神叫霍卓尔
·

巴尔 肯
。

每一 莫昆均有 自己的礼 草尔
·

巴尔 肯
。

祖神

被认为是该莫昆的守护神
。

巫祖神大致有两种
。

一是所有萨满的共同祖先
,

即世界 的第
一

个萨满
, 一

是某一地区

或某一教派的萨满祖先
。

巫祖神的称呼
、

来历等不象家祖、
一

族祖神那么明确
,

宁往 以传说的

形式来解释它
。

有关最初萨满的来历有个传说在
‘ 一

为流传 最初 比 没有疾病
,

后来恶灵用

疾病和死 亡之鞭来折磨人类
。

对此神灵从天 派一 以跨到人间来帮助人类
。

后来那一个鸯就

变成了第一个萨满
。

这一传说解释了最早的萨 满栩先的来厉
,

这 样 畴被认为是 萨满的巫祖

神
。

还有一些传说是解释某个地区或某个种族的巫祖神之来历
。

达斡尔族今特科莫昆斡
一

草尔

雅德根的传说中说
,

登特科莫昆的先辈博霍尔岱
,

带领 普他的奴仆博恒绰应征 参 军于 在一 次

战役中
,

主人受了致命伤
,

向奴仆博恒绰说完遗嘱后死 去
。

后来博扭绰也在行军中病死
。

他俩被族众供奉为霍卓尔
·

巴尔肯 即祖神
。

登特科莫昆的最早的斡 卓尔雅德根 即祖先

萨满 就是领这个温果尔的雅德根
。

⑩科尔沁蒙古族的巫祖传说中
,

经常出现有一个叫郝伯

格泰的萨满
。

相传郝伯格泰是科尔沁萨满的祖 光
,

是 成吉思事于时 代阔阔出萨满的后代
。

科尔

沁萨满们都敬奉郝伯格泰萨满
,

并把他尊称为 “ 郝伯格泰父亲
” 。

科尔沁萨满的神歌中常常

唱到 “ 科尔沁蒙古是故乡
,

郝伯格泰萨满是教祖
,

黄漂马是坐骑 ” 等语句
。

萨满教的巫祖传

说虽然也有一定的可信性
,

但它 毕竟是真真假假混杂在一起的
。

听以确定
一

个地区或一个种



族之巫祖神是较 难
,

它不象家祖神
、

族 神那么明确
。

以 仁我们把萨满教的祖先神归纳为二个基本类型
。

从 总的来看
,

除 了灵魂观念之外还要

有 血统观念
,

祖先崇拜才会盛行
。

生 物 神 系 统

萨满教的生物神系统包括有生命的动物神和植物神
。

动物在萨满教中主要扮演着两个基

本角色
。

一是作为萨满之补助灵或救助灵的动物
。

另一 种是作为图腾的动物
。

图腾动物往往作

为某一 氏族或部落的祖先而存在
。

血缘关系和功利关系是图腾观念所建立的最基本的两个前

体
。

图腾动物和人之间被认为有血缘关系
,

并且作为图腾的动物必然要给人带来一种利害现

象
。

正如费尔 巴哈所 说 “ 动物是人不可缺少的必要的东西 人之所以为人
,

要依靠动物
,
而人

的生命和存在所依靠的东西
,

对人类来说
,

就是神
。 ” 萨满教图腾祟拜的对象不是指某一

个体
,

而是该类的全体
。

也就是说 “ 类动物 ” 或 “ 类植物 ” 。

以熊图腾为例
,

指的是所有熊

类
,

而不是某一只个别的熊
。

在布里亚特蒙古族的萨满教传说中熊从前曾经是一名猎手
,

一位

王者或某个英雄或萨满
。

在许多传说中传授着人和熊之间的非凡的亲密关系
,

熊被形容成穿

毛皮外套的老人
、

伯父等
。

所有的布里亚特人几乎都崇拜熊
。

值得提出的是
,

并非所有的动物崇拜的现象都是图腾的信仰
。

有些动物在萨满教巫仪中

只是扮演补助灵的角色
。

我们不能把这种动物 同图腾动物混为一谈
,

必须要认真辨别之后才

可确定是否图腾崇拜
。

补助灵和萨满之间的关系只是保护和被保护以及合作关系
,

并没有血

缘关系
。

而 图腾崇拜则强调图腾动物和人之间的血缘关系
。

补助灵不是作为萨满的祖先而出

现
,

而 只是以萨满的伙伴或合作者的身份出现
。

如
,

爱斯基摩萨满的补助灵有狐
、

熊
、

狗
、

鱿等
,

并且补助灵越多
,

萨满的法力也越强
。

补助灵除了保护萨满之外
,

还可以帮助萨满
。

通古斯萨满的补助灵往往是一条蛇
,

所以巫仪过程中经常 出现模仿爬行动物的动作 , 也有模

仿动物声音的怪声
。

埃利亚德认为
, “

这种模仿行为都是获得补助灵之援助的一种方式
,

并且

萨满为了和补助灵合一或达到和谐往往戴动物面具或披动物皮等来表示 自己 已变成动物
。

补

助灵是萨满的第二个 自我
。 ” 在达斡尔族萨满的祭词中作为萨满补助灵的动物较多

,

常 见

的有 金色的龟
、

银色的蛙
、

翁翁叫着的刺蜂
、

爬行的蜘蛛
、

蠕动的晰蛇 , 高鸣着的布谷
,

吼叫的豹子
、

雄豪的公猪等
。

满族萨满的补助灵也有好多种
。

我们从《 尼山萨满传 》的文句

里可 以知其一斑
。

尼山萨满每当逢到阻碍的时候
,

便召唤她的动物助手

爱枯里
,

叶枯里 〔咒语 〕大鹰

爱枯里
,

叶枯里
,

在天 卜旋的

爱枯里
,

叶枯里
,

银色鹊鸽

爱枯里
,

叶枯里
,

在海 仁转的

爱枯里
,

叶枯里
,

恶蛇

爱枯里
,

叶枯里
,

沿着海岸蠕动的

爱枯里
,

叶枯里
,

八条蟒蛇

爱枯里
,

叶枯里
,

沿着涧河走的
。

经她念咒召集
,

这些精灵便都飞 了起来
, “ 好像云雾一般

。 ” 从这段唱词来看
,

萨满

的补助灵不止一个
,

而是有好多种不同的动物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
, ‘

官们在萨满的巫仪中



能够有机会各显其能
。

萨满 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随时可以召唤不同的补助灵
。

在蒙古族科尔
沁萨满的唱词中经常出现少布翁

一

占特 鸟精灵
、

珠 贵 翁 古 特 密蜂精灵
、

巴 日翁古特

虎精灵 等多种动物精 灵
。

我们把作为图腾的动物和作为补助灵的动物加以区分的同时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

在

萨满巫仪中有些动物既作为图腾动物出现 , 又有时作为补助灵出现
。

也就是说
,

有些动物在

萨满巫仪中扮演着双重角色
。

至于 什么情况下作为图腾动物出现
,

什么情况下作为补助灵出

现等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

在萨满教信仰中树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植物
,

和其它植物相 比
,

树和萨满教之间的关系是

最为密切的
。

萨满教观念中它既作为神灵所居的圣所出现
,

又作为图腾物出现
,

而又 有时则作

为天地的柱子
、

宇宙的梯子而出现
。 一 般来说

,

神树的崇拜往往和生命力的崇拜相结合的
。

纵观各民族萨满教中的神树崇拜
,

其作为崇拜对象的神树往往是形状独特怪异而寿 命较 长的

树
,

这种树在萨满教观念 中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

诸 神 的 分 工

在所有的宗教中萨满教是神灵最多
,

而且神的分工最细的宗教
。

萨满教所信奉的诸神灵各

有各的性格
,

并各有各的管辖区
。

虽然其它宗教中也有神的分工
,

但其分工意识不如萨满教

强
。

萨满教的分工意识 由它的多神崇拜所决定的
。

我们可以把这种分工意识理解为人的分工

在宗教意识 形态中的反映
。

如果没有人的分工
,

神的分工也就缺乏存在的依据
。

从各民族萨

满教的整体来看神的分工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
。

举几个例子来看
,

达斡尔族萨满所信奉的神

灵中光天神就有父天 阿查
·

腾格尔
、

母天 额屡
·

腾格尔
、

公主天 达列
·

喀托
、

官人天 诺托尔
·

诺尔 等不同的称呼
,

并有各自的分工
。

此外
,

还有霍列尔
·

巴尔
一

肯
、

霍

卓尔
·

巴尔肯
、

博果博
·

巴尔肯
、

吉雅其
·

巴尔
一

肯
、

哈音
、

傲雷
·

巴尔肯
、

花然
·

巴尔肯
、

巫西
·

巴尔肯
、

娘娘 巴尔 肯
、

斡蔑
·

巴尔肯
、

温沁巫西
·

娘娘
、

阿巴嘎尔歹
、

翁胡尔
·

巴尔

肯
、

苏木
·

巴尔肯等各种神灵
。

它们都有各自的分工和专管区
。

神界中的各种 “ 事务 ” 是通

过 “ 责任制 ” 来完成的 如霍卓尔
·

巴尔肖是祖先神
,

敖雷
·

巴尔肯是狐仙神
、

斡蔑
·

巴尔

肯是保胎神
、

苏木
·

巴尔肯为庙神
、

吉雅其是畜牧保护神等
。

蒙古族萨满教天神腾格里的分

工也较细
。

札牙嘎腾格里是命运之神
,

能保护牲畜和财产
。

苏勒德腾格里是平民和士兵的保

护神
,

歹青腾格里是战神
,

基萨干腾格里是胜利之神
、

巴图尔腾格里是勇敢
、

勇气之神
。

此

外还有福神卓拉等
,

其分工各有不同

个
,

保护雷和闪光的腾格里神 丈天神

。

布里亚特蒙古族萨 满 教 诸 神中保护天的守护神有七

有
一 一

个
、

管理各种发光体 太阳
、

月亮
、

星等 的有

八个
、

管理大气层的有
一

个
、

专管疾病的有三个
、

主管人的情欲及刁
‘

能的有三个
,

经济方 而的

保护神有四个
。

⑩ 比较起来看
,

达斡尔族和蒙古族的萨满教在其神灵的种类之多
,

分
一

二之细

等方面有好多共同之处
。

「本学者泉靖一 曾把达斡尔族 萨满 教 的诸 神分成内神和 外神两大

,

又在内 神中分为 天 帝
、 地 神

、

灶神 等几种
,

在外神中分为狐神
、

蛇 神
、

火神 等 若
二 二

。
⑩赫哲族萨满教

中的神灵也较多
,

并有各自的专管区
。

额其和神是专司驱逐兽类的神
,

鹿
、

抱等兽类
。

坞神是萨满的领路 冲
,

萨满跳

类类

当萨满与鬼怪斗法时
,

额 其和能变成虎
、

熊
、

神作法时
,

即山鸡 神领路寻找 受米神

说成 “ 阔力 ” ,

是向 卜挖掘的意思
。

。

萨满作法过阴时
,

则 用鹰神领路
,

这种鹰神
,

赫竹 语

此外还有 艺爷神
、

娘娘神
、

鹿神
、

虎神等
,

务有专司
。



在东亚各国萨满教中
一

,

韩 国萨满教对神的分 〔也是比较细致而复杂
。

如
,

家有家神
、

村

有村神
、

海有海神
。

韩伺萨满教中对诸神的分管区主要 以家为中心来划分的
。

家内的诸神和

家外的诸神各有各的分管区
。

这种分类方式构成了
一

个独特的二重分类体系
,

先把诸神分内

神和外神
,

然后再次把它分为几类
。

我们可以把韩国巫俗中对神的分工之分类方法概括为内

外二重对立构造法
。

韩 国萨满教 中特别是对家内诸神的分类是相当细的
。

家屋内的不 同场所

有不同的神灵
。

如岱 主
·

岱主大监是管理屋内的神
,

同时也管理屋内的财产
。

这一神一般是

屋内转绕
,

不 出屋外
,

更不管屋外的事情
。

成造神是主要管理建房的
。

建房时举行上梁式祭

祀成造神
。

管理家屋内部厨房等饮食空间的是产神或帝释神
。

此外还有厕所里的厕神
,

滞留

在酱汤
‘、

酱油缸里的
一

七星神等
。

屋外的神 中有村神城煌 以及死 了以后暂时没有去处的亡灵和

杂鬼等
。

城隆神是守护整个村庄的大神
。

⑩

一从总体 二来看
,

我们根据诸神的管辖区和管理方式可 以把萨满教中诸神的分工划分为分

管型
、

统管型和交错型三种类型
。

分管型是指特定神灵对特定领域的专管
。

譬如
,

赫哲族萨

满教中的额其和 冲是专司驱逐兽类
、

鸡神是萨满的领路神
,

鄂伦春萨满教的卓拉神是马神
,

蒙古族萨满教的玛尼罕腾格里是畜牧保护神等等
。

分管型神灵的特点是它的权力 只限于它的

管辖范围内
,

不能够 “ 越境 ” 到其它神的管辖区
。

统管型是总体上管理所有神灵或部分神灵
。

这种类型的神是专管神灵 界
,

而不管 自然界

和社会的现象
。

譬如
,

蒙古族萨满教 中的 “ 孟和腾格里 ” 即长生天 就是至高无 的神
,

它能管理所有天神的管辖区
,

同时也能支配所有的天神
。

鄂伦春族的
“

透伦玛路
”

神也是统管

型的
,

是众神中最大的神
,

并可以统治众神
。

雅库特萨满的至上神也是统管型神
,

它没有特定

管辖区
,

总体 七管理神灵界
。

统管型神灵除了
“

孟和腾格里
” 、 “

透伦玛路
”

等整体上管理所有
神灵的整体统管型神灵之外

,

还有一种管理部分 “ 神灵集团 ”
的局部统管型

。

如
,

布里亚特

蒙古族萨满教中的罕秃尔魔斯神是管理西方的五十五个善天神
,

其它天神它无权干涉
。

而阿

塔乌兰神是管理东方 的四十四个恶天神
,

与善天神无关
。

雅库特萨满教中善神由乌勒根来统

管 , 而恶神由艾 日力格来统管
。

交错型是指不同神灵所管理 的管辖领域互相重叠或同一个神的权限范围之重叠
。

譬如
,

在韩国萨满中成造神和 岱主神的管辖区在厨房交 叉
,

厨房成为既是成造神的管辖区
,

同时又

包括在岱主神的管辖范围内
。

达斡尔族萨满教中的 “ 吉雅其博如坎 ” 也是属于交错型的
。 ’

臼

既是财神
,

又是个畜牧神
,

兼司人畜之事
,

同时管理不 同的管辖区
,

它的权力范围是交错重

叠的

恩格斯曾说过 “ ‘
神

’ 只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
。 ” ⑩按照马克思主义

的观点
,

我 们也可 以把神的分工理解成人的分工和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
、

歪曲了的反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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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族 攀
,

论朝鲜族宗教信仰与炕柜文化

俘德富 金京振

无论古代朝鲜民族 光民的 原始宗教
,

还是后传入的外来儒释道
,

对朝鲜民族的思想
、 ,

活
、

文化
、

道德的影响极 为深远
。

直至今天
,

一些宗教文化影响到朝鲜族的民族心理和 日常

生活的各方面
。

如炕柜文化就是明证
。

一个民族的建筑特点
,

室内的布局
,

家具及 日用装饰等
,

不 仅反映了这 个民族的生 活习

俗
,

厄且深刻地反映着这个民族的审美情趣和文化特点
,

朝鲜族的居室布局和炕柜装饰就是

典型的一例
。

朝鲜族的居室布局有其独到特点
。

其中最为引人注 目的是炕的面积 占据绝大部 分空间
,

所以家具
,

如波服柜
、

衣挂柜
、

三层柜等都摆在炕 匕
,

构成了独具特色的炕柜装饰与炕柜文

化
。

在民间
,

最为普遍的是扁方形的炕柜
,

两个为一对
,

或
一

单列摆放
,

或 几
、

下叠放
。

其尺

寸一般为宽 厘米
、

高 厘米
。

门安在前 扛方
,

向前拉开
,

取
、

存衣物等十分方便
。

其炕柜

多涂桐油
,

显露出木纹
,

呈茶色或栗色
。

富贵人家也有涂火漆的
,

乌黑发亮
。

最有文化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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