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萨 满 教 的 观 念 体 系 及 其 特 征

色 音

在萨满教的世界观体系 中
,

宇宙观
、

自然观和灵魂观是相辅相成的有机体
,

三者有机 地

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体系
。

这三种观念是萨满教最基本的思想和理论
,

它贯

穿着整个萨满教的观念体系
。

一
、

宇宙观

萨满教的宇宙观是人们在观察宇宙
、

认 识宇宙的过程 中自发产生的
。

萨满教宇宙观的中

心集中在宇宙构造和宇宙起源的两大问题上
。

而且不管是对宇宙起源的解释还是对宇宙构造

的解释
,

几乎都和某种神圣动物或神圣植物有关
。

宇宙树 以及地震鱼
、

地震龟的观念较普遍
,

当宇宙处于静止状态的时候宇宙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宇宙树使宇宙固定在某一个位置
、

某

一个点上不让它运动和移行
。

而宇宙动物往往使宇宙发生某种运动和变化
。

在萨满教宇宙观

中宇宙之所 以运动是由于它和有生命的动物有关
。

没有生命的事物不能运动
,

既然它运动了

肯定和生命有关
,

这是萨满教所理解的宇宙运动的基本法则
,

也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直观认识
,

宇宙本身没有生命
,

而没有生命的是不能运动的
。

宇宙没有生命而动是 由于有生命的动物使

它移动或摇动
。

萨满教的宇宙观往往把宇宙分为以现实生活为中心的俗空间和 以非现实性的精神生 活为

中心的圣空间
。

纵观世界各地萨满教的宇宙观体系
,

宇宙的结构有十七
、

三十三
、

七层
、

五

层等不 同的说法
。

但其最基本的宇宙结构模式是
“

三界宇宙观
”

或
“

宇宙三分说
” 。

把宇宙

分成上
、

中
、

下三界
,

并认为上界是神灵之所
,

中界是生灵之所
,

下界是死灵之所
。

界 中分

层
,

不同的层面构成一个界
。

宇宙有不 同的层面
,

不 同的层面通过组合形成更大的世界
。

髻

如
,

在 日本冲绳岛上的萨满教宇宙观中
,

世界被分为三个部分
。

地上住着人
,

天上住着神
,

而

地下是死者所住的他界
。

巫女虽然住在地上
,

但她可 以在天界和他界之间 自由地交流
,

能够

把神的意志和死者的心情传达给世俗世界
,

也能够把世俗人间的祈愿和要求传给神和死灵
。

她是神
·

人
·

鬼之间的使者 ①
。

这种宇宙观类似于东北西伯利亚 以及中国北方少 数 民 族 萨

满教 中的天界
、

地上
、

地下界的三重宇宙构造模式
。

在满族萨满教中
,

认为世界分为上
、

中
、

下三界
,

中间是 由宇宙树相连接的
。

萨满可以从宇宙树那边上天或下地狱
,

在天
、

地
、

人之

间 自由往来
。

满族萨满教的宇宙观还认为
,

宇宙是多层的
。

最多见的是九层
。

在祭天仪式 中

所设神杆即选九枝
,

象征九层天
。

满族萨满的宇宙神偶为椭圆柱形桦皮盒
,

内盛三位创世女

神木像
,

盒外部表面绘有云朵
、

水
、

柳叶
,

盒底中央有一日孔洞
,

意为与下界联系
、

沟通的

路径
。

这种桦皮盒偶象便是多层世界之一层
。

满族有神谕道
“

登天云
、

九九层
、

层层都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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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见宁宙刃
一

个心层的立体世 界
,

各种灵
、

神充满其中
,

组成了一 个完整的宇宙

宇宙的最大的单位是界
,

界共有二二个
。

而界义分成好多层
。

如
,

界 可以分为七层

每层都住着无数的神灵
。

宇宙天守有九十九层
,

每个层都遍布了大大小小的宇宙精

龟
,

神出差到那匹龟旁边
,

在它的肚子 上筑建了世界
。

地震是 由于大龟累 了以后摇身而 引起

的
。

通古斯萨满教也有类似的观念
。

卡尔梅克蒙古人的萨满教观念认为由于太阳晒得厉害龟 忍

受不住动了一下身子
,

因而引起世界的沉没
。

各地蒙古族的神话中也常出现一种支撑世界之

柱的一匹金龟
。

在北美印第安人那里龟也是发挥着同样的作用
。

而在中亚地区
,

鱼往往作为大地的支撑者来出现
。

阿尔泰塔塔尔人的萨满教观念认为大

地的柱子是三条鱼
。

至上神创造大地时把它漂浮在水上
,

大地中心的背面一条
,

旁边两条
,

共安排 了三条负
。

在俄罗斯的大地起源神话 中也经常出现一 条或儿条鱼作为大地的柱子而 出

现
。

在东亚地区一些民族萨满教观念 中也有鱼支撑着大地的观念
。

如
,

日本的爱努族认为地

震是 山于支撑 日本列岛的世界鱼的运动所造成的
。

下面我们来看萨满教宇宙观对天体的解释
。

在萨满教宇宙观中
,

天被
一

认为是覆盖在大地

上的屋顶
,

星辰是那个屋顶上的无数个小孔
。

光和风从那些小孔吹进大地上
。

北极星有时也

作为固定天盖的钉子而出现
。

蒙古族人至今把北极星称为阿拉坦
·

嘎达斯
,

即金钉子
。

他们

认为天 腾格里 固定在那个全钉子
,

并围绕着那个钉子回转
。

阿尔泰塔塔尔人 及布里亚

特人认为在天幕中央立有一根柱子
, 。

那柱子被认为是天的柱子
,

萨满可 以从那儿爬上天
。

宇

宙山 或世界山 和宇宙树 世界树 的观念也是和天地之柱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
。

在中亚

各民族萨满教的宇宙观念 中
,

认为宇宙的中
』

白是耸立于大地之心的一座大山
,

雅库特人称之

为乳 白色的石 山
。

蒙古族的萨满教观念中那种宇宙山往往 由 三 层 构 成
。

雅库特萨满教也一

样
,

认为宇宙山是三层
。

布里亚特蒙古人和卡尔梅克蒙古人把 宇 宙 山 称为 森 卜

尔 山
。

宇宙山的顶上往往住着至高无 的神
,

山顶是神的
“

黄金座
” 。

宇宙树的观念也在

萨满教的宇宙观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

在阿尔泰地区的传说中经常出现长在大地之中央
,

作

为万物之中心的巨树
,

在树枝上住着至上神
。

蒙古族的萨满教传说中宇宙树往往长在山顶上
,

从树上往下看漂浮在宇宙海上的大地好象马蹄一样小
,

从树上往
一

下放巨石五十年后才着地
,

等到落地就变成羊羔那么小 了
。

在西伯利亚的萨满教宇宙观中人的生命首先以灵魂的形式落

在宇宙树
,

然后从那里变成小鸟降到人间
,

通古斯萨满教也有类似的观念
。

古代波斯人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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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树称作蜂的树
。

从这个意义 上说
,

宇宙树就是一种生命之树
,

宇宙万物从此诞 ,

曲
。

在萨满教宇宙观中鄂伦春族的天弯观较具代表性
。

鄂伦春萨满教对 日月星辰等天体系统

都有独特的解释
,

尤其对星座的解释甚详
。

据本世纪三十年代
,

日本学者泉靖一的调查
,

当

时鄂伦春萨满教所解释和提到的星座及星名有以下几种
。

北方的星群有 ①

指北斗七星
。

② 一 意为黄马
,

是一种星
。

在它的周围还有四颗星 以

弧状的形式分布
,

其北端为 意为金钉子
,

即北极星
。

③ 意

为髻
。

④ 意为金钉或天轴
。

东方的星群有 ① 意为七个天女
。

② 包括此星在内

的呈三角星的三星之一
。

③ 意为猪
,

一种想像 中的巨 兽
。

④
“ 意为锅

,

类似五星的一群星座
。

⑤ 。峨 一种 半 月 形 的 星 座
。

⑥

意为弓
。

⑦ 意为矢
。

⑧ 想像中的 一 种

巨怪
。

南方 星群有 ① 意为人
。

②
, 。

③

等
。

西方的星群有 ① “ 仪 “ 由明亮的两颗星所构成
。

其两 颗星为一叫“

、

另一个叫
。

前者为想像中的狗
,

后者为小 狗
。

② 也 由 两 颗

星所构成 一 为
、

一为七 ③ 指银河
。

④ 流星
。

据泉靖一先生的记载 ④
,

鄂伦春萨满教所理解的天体星座大致如下 图
。

除宇宙结构之外
,

萨满教字宙观所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宇宙的起源问题
。

大地起源
、

天

地分开等神话
、

传说都从某种角度表现 了宇宙起源观念
。

蒙古族的萨满祈祷文中经常出现天

地未开之时
,

或天地刚刚分离之时等语句
。

类似这种观念在其他各民族的萨满教中也常见
。

蒙古族的萨满教观念中宇宙大地的起源往往和悠久的
、

无边的原海联系在一起
。

神秘的原海

是一种乳状物质
。

卡尔梅克蒙古族萨满教观念的理解中原海的表面上漂浮着的乳状物逐渐变

厚
,

依次出现了植物
、

动物
、

人和神灵
。

原海中有个棒
,

由于摇动那根棒而海中出现 了大陆
,

大陆的周围回转着宇宙万物
。

有趣的是
,

在萨满教宇宙观中不仅讲到宇宙起源问题
,

而且还

涉及到宇宙的毁灭
。

在通古斯的萨满教传说中讲到大火灾疯狂地连续烧了七年烧尽了所有的

物体
。

那时只剩下两个人
,

那两个人骑着鹜
一

飞上天
。

他们在空中迷路转了片刻后发现有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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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发所形成的陆地
,

最后落到那里 ⑥
。

萨满教对
’ ‘宙的认识主要笼通过感性 认识去观察宇宙的结果

,

在这种 认识过程中想像起

着重要作用
。

针对这种朴素的宇宙观列维一布留尔曾说过
“

在他们看来
,

宇宙充满了神灵

的影响
,

这些影响有时是善的
,

但恶的居多
”

⑥
。

在他们的直观认识中宇宙万象都带
一

七了浓

厚的伦理色彩
。

他们并不凭理性思维去解释宇宙现象
。

其结果整个宇宙不过成了一个幻想的

大舞台
。

二
、

自然观

由于人类生存在特定的 自然环境中
,

因此 自然及其各个不同的部分
,

无论在哪里都是被

当作人类最初的神明的
。

人类之初对 自然采取过两种态度 一是硬的
、

一是软的
。

所谓硬的

态度
,

是指人类对 自然的征服态度
,

即控制自然的努力
,

这往往 以神话的方式表现出来
。

而

所谓软的态度就是与此相反
,

跪倒在 自然的脚下
,

祈求自然的保护和恩赐
,

这一般以宗教的

方式表现出来
。

在生产力发展低下的社会条件下人类在大 自然面前主要靠这两种精神生存下

来的
。

没有征服 自然的神话精神人类就无法创造物质财富
,

而没有屈服 自然的宗教精神也无

法忍耐和克服暂时的挫折
。

在生产力和认识能力低下的社会条件下
,

仅仅拥有神话精神是不可

能解决一切 问题的
。

如果说神话精神是积极的
,

那么我们可 以说宗教精神是消极的
。

不管是

积极的
,

还是消极的
,

这两种精神都是人类早期发展过程 中的互补的
、

缺一不可的因素
。

萨满教的 自然观是一种神格化
、

人格化了的观念体系
。

在萨满教的 自然观中没有纯粹客

观的 自然
,

也就是说 自然界失去 了它的客观性
。

当然
,

在无数的 自然事物和自然现象中只有

对人发生直接影响
,

跟人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 自然力量才能作为神来出现
。

如果跟人间社会

毫无关系的话
,

自然界的事物绝不会作为人的崇拜对象而出现
。

要么是对人有益的 自然事物

或现象
,

要么对人有害的 自然力量或 自然现象才能成为人的崇拜物来出现
。

特别是在萨满教

自然观中自然崇拜有着一定的伦理基础和道德逻辑
。

萨满教主要通过神格化 山是神
、

树是

神等
、

人格化 星是老人
、

月亮为姑娘等 和伦理化 自然物有善恶等感情 的三种方式

来给 自然赋予某种宗教意义和文化意义
。

自然界是怎样产生的
,

自然事物的本质和根源是什

么等问题是萨满教 自然观所关心的主要间题
,

也是萨满教 自然观的基本内容
,

没有对 自然的

观察
、

认识和解释就没有萨满教的 自然观
。

萨满教所理解的 自然是很复杂的
。

拿鄂伦春族萨满教为例
,

在鄂伦春族萨满教的 自然观

中
,

自然界是作为一种整体来存在的
,

而不是孤立的存在
。

因此鄂伦春族萨满教所信奉的 自

然神也几乎都是一种
“

类神
” 。

所谓的类神是指专管自然界的某一类事物和现象的神
。

虽然

在萨满教的神界体系 中存在着诸神的分工
,

但其分工的范围并不是把自然界的某一类事物的

各个分子都当作对象
,

而是 以那一类事物的总体作为对象
。

如
,

树神就总体 管理各种树木
,

而并不是单独管理某一棵树或某一种树
。

树神是类概念
,

是指所有树的神
。

在萨满教中诸神

的分工是 自然万物的类和类之间的分工
,

而在同一类事物中的各个分子之间没有多少细致的

分工
。

萨满教的 自然观作为一种人类意识形态
,

有其独特的认识论价值
。 “

类神
”

的出现是

对无限事物进行有限分类的结果
,

由有限的 认识只能去认识有限的事物
。

我们可 以把萨满教

的这种认识方式理解成一种
“

分段 认识法
” 。

在蒙古族的萨满教 自然观中
,

自然神的分工也

是 以
“

类神
”

的方式出现的
。

但有些类神也有更详细的分工
。

如天神 腾格里 系统 内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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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分工有呼尔穆斯塔腾格里
、

岱青腾格里
、

巴图尔腾格里
、

基萨千腾格里
、

苏勒德腾格里
、

吉雅其腾格里
、

保牧乐腾格里
、

阿塔腾格里
、

额尔和图腾格里
、

嘎力罕腾格里
、

玛尼罕腾格

里等各种腾格里 天 神
。

萨满教 自然观对 自然的解释是一种朴素的
、

幼稚的直观 认识
。

鄂温克萨满教的 自然观 认

为
,

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 由神灵来主宰的
。

如
,

认为风是 由风神主宰的
,

世界的边

缘上
,

有个披头散发的老太婆 女神
,

她的头发很长
,

只要她把头发一甩
,

人间即刻狂风

大作
。

对于下雨则认为是雨神一旦发怒
,

就可降下暴雨使人间泛滥成灾
,

也可以滴水不降而

造成干早
,

使万物枯萎
。

野兽是属于山神所有和饲养
,

猎手能捕获到猪狗是 由于
“

山神
”

恩

赐的结果
。

火也有火神
。

他们在吃饭和饮酒的时候
,

总是先要举行简单的祭火仪式
。

即用一

些饭菜酒 肉投入火中
,

然后 自己才能吃起来
。

他们搬家时也不敢扑灭火种
,

甚至对他们危害

很大的山林野火也不敢去扑灭
,

认为那是 由火神放的
,

是太阳在驱除
“

恶魔
”

⑦
。

赫哲族萨

满教的 自然观也与此相类似
。

赫哲族称
“

卧杜玛玛
”

为风神
,

是住在东方地的裂缝中
,

祈求

东风时
,

便向东方烧香叩头
,

或者请萨满求东风
。

打雷他们认为是雷公用唾子在敲打砧子而

发出了雷声 霹雷是把砧子放出去击妖魔鬼怪
。

闪娘娘在降雨
、

打雷时
,

都是随雷公 同行 ,

她有一面镜子
,

打闪时
,

她用这面镜子照妖精
。

雷公借闪娘娘的照妖镜
,

看准鬼怪
,

予以 击

之 ⑧
。

如上所述
,

在他们看来每个 自然事物都有与它相应的神秘解释和赖以存在的神秘依据
。

总的来说
,

萨满教的 自然观是一种直观的认识形态
,

与其说它是一种理性认识
,

不如说

是一种感性认识
。

这种直观认识很大程度上缺乏科学依据
,

具有许多局限性
。

它只停留在现

象到现象的表面层次上
,

而未能达到通过现象看本质的理论高度
。

正如马
、

恩所 说
“

自然

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 己的
、

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 制服的力量
一

与人们对立的
,

人们 同它的

关系完全象动物和它的关系一样
,

人们就象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利
,

因而
,

这是对 自然界的

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 自然宗教
”

⑨
。

萨满教的 自然观实际上正是属于这种
“

动物式的

意识
” ,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

我们可以说萨满教的真正本质在于它的 自然宗教性质
,

自然崇

拜是萨满教最主要的内容
,

也是最基本的特征
。

三
、

灵魂观

人有灵魂并且灵魂不灭
,

这是萨满教灵魂观的最基本的思想
,

也是萨满教观念体系的认

识论基础
。

恩格斯说
“

在远古时代
,

人们还完全不知道 自己身体的构造
,

并且受梦中景象

的影响
,

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 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
,

而是一种独特的
、

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
。

从这个时候起
,

人们不得不思考

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
。

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 肉体而继续活着
,

那末就没有任何理 由

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 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
”

⑩
。

萨满教灵魂观的最明显的特征

是人的灵魂可以进行体外旅行
。

灵魂的活动是 以体外旅行为主的
。

灵魂在体内的时候处 于静

止状态
,

而在体外的时候是运动的
,

进行垂直和平行两种旅行
。

在 日本列岛南西端的南岛上一直到近年还流传着一种招魂习俗
。

日本萨满教的灵魂观和

世 界其他地方的萨满教一样
,

也是一种 多元灵魂观
,

即把人的 肉体和灵魂 分别开来
,

认为人

的肉体只是灵魂所暂住的地方
。

灵魂有生灵和死灵两种
,

住在人体中的是生灵
。

正是因为生

灵住在人体内
,

人才能发挥着生命物体的作用
。

生灵往往想找机会离开身体
,

所以为了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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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脱出
,

往往在幼儿的衣服上缝挂一些被认为能够守护灵魂的东西
,

在奄关 群 岛 之一德

之岛上
,

认为人有灵魂和守护躯体的两种东西
,

既使躯体死 了灵魂照样能活 ⑩
。

在爱斯基摩

人 中
,

萨满教的特技有治病和祈愿猎物满载
,

风顺雨调等
。

其中治病仪礼的观念基础就是认

为人生病是 由于被死人的恶灵偷走了灵魂而引起的
。

所 以萨满必须通过到天界或到海底去进

行昏迷旅行才能够找出被偷的灵魂
。

并把它带回来重新附给病人
。

萨满有着神秘的交灵术
,

陆
、

海
、

空全地域都是萨满所能够到达并 自由通行的地方
。

同样的灵魂观在马来西亚
、

印

度尼西亚的萨满教中也常见
。

如印度尼西亚的
“

灵魂之舟
”

就是一方面萨满寻找病人的灵魂

时用它
,

另一方面把死者的灵魂送到他界的时候也要用它
。

灵魂的流动有两种形式
。

一种是上
、

中
、

下三界之间的天界上升和冥界下降等垂直流动
,

另种是 生 世 死 世之间的他界平行流动
。

人从诞生到死亡
,

其灵魂主要是以垂直流动为主
,

而人死后的灵魂主要流向他界进行平行流动
。

据《马可波罗游记 》记载
,

古代蒙古族萨满教

的灵魂观认为
“

灵魂是不死的 当一个人一旦死去
,

他的灵魂立即就转世投胎
。

并且这个人

将来的状况依照他生前行为的善恶
,

也会变好或变坏
”

⑥
。

古代蒙
一

占萨满教的灵魂观还认为

人死后其灵魂返回他生前的地方扰乱其子孙或同村人
,

所以
一

占代蒙古人曾采取过防止死人的

亡灵回来的措施
。

《心史 》记载
“

糙粗风俗
,

人死不问父母子孙
,

必揭其尸
,

家中长幼
,

各鞭七下
,

咒其尸 日 汝今往矣 不可复入吾家
,

庶断为案之迹
” 。

而这种观念后来发展成
“ 以为死人即由此世渡彼世

,

其生活与此世同 ⋯⋯在墓旁以其爱马及备具鞍髻并器具 弓矢殉

之
,

以借死者彼世之用
”

据普兰加尔宾
、

兽布鲁乞等外国旅行家的记述
,

古代蒙古萨满

教观念还相信
, “

在死去以后
,

他们将生活在另一世界里
,

在那里他们的畜群将会繁殖
,

并

且吃喝和做其他的事情
,

象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时所做的一切
”

⑥
。

除对给家人带来祸害的

恶灵之外
,

还有一种亡灵是 为家人带来幸福和财富的
。

正如拉法格所说
“

一个家庭的或者

一个氏族的死者的灵魂将为其成员服务 亡灵将在梦中访问他们
,

给他们忠告和保护他们不

受活着的和死了的敌人的侵犯 亡灵还参加他们的战争和为他们作战
”

⑩
。

关于灵魂
,

各民

族都有 自己独特的称呼名称
。

蒙古语 中灵魂叫苏尼斯
,

脱魂叫苏尼斯摘拉呼
,

招魂叫苏尼斯

都达呼
。

萨满教的灵魂观在赫哲族的丧葬习俗中表现得更为具体
。

如赫哲族的小孩死后
,

不埋葬
,

用桦树皮捆扎起来扔掉
。

小孩死后的第三天或第九天晚上
,

其母亲要到别的人家去住
,

否则
,

认为孩子的灵魂离不开母亲
。

丈夫死了
,

妻子头上扎白布条
,

腰间扎 自布带
,

拖在身后边
,

还拴个小铃挡
,

便于丈夫的灵魂听到铃声跟着走
,

不使他迷失方向
。

亲人向死者的灵魂告别
,

叫做
“

出魂
” 。

男人死后七天
、

女人死后九天的晚间
,

举行这种仪式 把死者生前用的被
、

褥仍放在他生前睡觉的炕上
,

白天将被子收拾起来
,

晚间照 旧铺好
,

表示给死者灵魂盖用

炕上放桌子
,

摆上斟满酒的杯子和食物
,

叫作
“

档子
” 。

活人每天吃三顿饭
,

也给 ‘档子
”

装三次烟
, “

出魂
”

时亲戚朋友也来敬酒
。

“

撂档
一

子
”

是送魂
。

举行的时间要根据死者的家庭经济情况而定
,

一般在死后百 日举办
。

“

撂档子
”

要举行隆重的仪式
。

用苇席或白布搭棚
,

四周 围起来
。

居住在富锦县大屯街 口村

一带的赫竹人不搭棚
,

只在死者住过的室内
,

用木头做一个
“

木古法
”

人偶
,

穿衣服
、

鞋
、

戴帽子
,

以代表死者
,

放在屋内
,

请的
“

送魂萨满
” ,

在
“

木古法
”

旁边喃喃自语地跳

三天神
。

萨满的
“

神力
”

大小不同
,

据说有的萨满能与死者灵魂
“

讲话
”

萨满对跪在
“

木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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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占法
”

前死者的子女们说
“

你们的老人很快乐
,

他告诉我说你们给他放了 好东西
” 。

“

撂档子
”

的第三天晚间
,

将
“

木古法
”

放在
“

拖日气
” , “

送魂萨满
”

敲鼓唱着
“

我
一 定要把你护送到阴间

,

请你放心走 吧
,

不要留恋家乡
”

等
,

这时
“

送魂萨满
”

的手里举着
“

阔里
”

用木头制做成鹰的形象
,

象征神鹰
。

送走死者灵魂时
,

萨满还 自言自语地说
“

现在走到什么地方了
,

遇到了什么险阻和鬼怪
” 。

说萨满如何砍死了凶虎
,

如何从怪蛇肚

子中钻出来等等 ⑩
。

据凌纯声先生的调查
,

赫哲族萨满教的灵魂观中
,

人有三个灵魂 一是

生命的灵魂 奥任
,

人和动物皆有
,

人死后便离开 肉体
,

所以它是与生命相终始的 二是

思想的灵魂 哈尼
,

能在人睡觉时暂时离开肉体 三是转生的灵魂 法扎库
,

人死 后离

开 肉体
,

它有创造来世的能力
,

在神灵的示意下重新投生世间 ⑧
诀

承认灵魂的存在
,

并通过招魂
、

送魂的方式来管理灵魂
,

这是我国北方各少数民族萨满

教灵魂观的共同特点
。

达斡尔族的萨满巫仪中也有
“

招魂
”

之俗
,

认为人生病是 由于灵魂离

开身体所造成的
。

西清《黑龙江外记 》载
“

达呼尔病
,

必 曰 祖宗见怪
,

召萨玛跳神攘之
。

⋯⋯小儿病
,

其母黎明以构击门
,

大呼儿名口
‘

博德珠
’ ,

如是七声
,

数 日病辄愈
,

谓之叫

魂
,

处处有之
。 ‘

博德珠
‘ ,

家米之谓
。 ”

⑩

在萨满教观念中灵魂观和祖先观念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
。

祖先崇拜是在灵魂不灭论的丛

础上形成的
,

祖先的灵魂可 以给子孙带来财产和幸福
,

也可 以给子孙带来祸害
。

这样
,

为了

不让祖灵作祟
,

必须要让它高兴
,

而使它高兴的主要办法就是祭祀它
、

供奉它
。

《黑龙江外

记 》载
“

达呼尔家父子
、

兄弟如干人
,

其西壁草人亦如干
,

微具眉 目
,

囊其半身
,

死去之
,

生增之
,

岁时祭祀
,

所谓祖宗也
,

巴尔呼亦然
。

其祖宗最忌动摇
,

触之主人必病
,

病则祭以

肉
,

举家分肥
,

故下户狡绘者
,

馋则阴撼壁上囊
,

可笑也
”

⑩
。

满族的
“

祖宗板
”

也是以灵

魂观作为基础的祖先崇拜的表现之一
。

在满族民间儿乎每一个家庭西墙都置祖先
,

祖先一般

不绘像
,

用一尺多长的各色续条表示
,

置放匣内
。

也有个别绘像的
。

匣里藏家谱
、

祖上留下

的箭及祭祀用的檬子
。

匣子置放净板上
,

俗称祖宗板
。

总之
,

在萨满教观念中灵魂观和祖

先观是结合在一起的
,

不能把二者分别开来
。

祭祖先实际上是祭祖先的灵魂
,

而不是 沮先腐

烂的遗体
。

祖先的灵魂中
,

一般祖先的灵魂只对家庭成员有影响
,

而伟大
、

帝王的灵魂对整

个 氏族
、

甚至对整个民族有影响
。

如
,

在蒙古族的灵魂观念中成吉思汗的灵魂被认为是整个

蒙古民族的佑护灵
,

它世世代代保佑蒙古民族的子孙后代
。

伟人的灵魂是灵魂群中的特殊灵

魂
。

灵魂也有它的特定的安置所
。

所以在萨满教的灵魂观小也产生丁与此相应的送魂习俗

把招来的灵魂或无处停留的游魂都要送到一 定的场所让它安定下来
,

防止它到处扰乱
。

管理

这些灵魂的主要任务 由萨满来担当
。

拉法格在他的 《思想起源论 》一书中说
“

灵魂一经发

明就必须为它在地上或天 构造住宅
,

以便在 尸体腐烂之后可 以安置它
,

目的是 阻止它因无

处安身而游荡和扰乱活人
。

灵魂的思想在野蛮民族和半开化民族中是很活跃的
”

⑩
。

在鄂伦

春族的送葬仪式中有一 种扎草人送亡灵的习 俗
。

人死后
,

当天和第二天
,

要向死者供祭两次

出殡时
,

要请萨满扎一草人
,

上系很多条线
,

死者子女们每人拉一条线
,

萨满也拉一条线
,

并向死者祷告
。

最后山萨满用他的法具
“

档士
” 止将线打断

,

把草人仍出二
、

二
一 一

步之外
,

这

意味着死者的灵魂即远离而去 ⑩
。

鄂伦春族送葬习俗中的这一象征仪礼
,

正是反映了鄂伦春

萨满教的灵魂观念
,

即人死后其灵魂远离肉体而列遥远的阴问世界
。

蒙古族萨满教观念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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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的安置之处常见的有两个地方 一是遥远的阴间
、

一是近身的墓地
,

萨满送魂词中常常唱

到
“

呼 日特森苏尼斯哟
,

附在身上的恶灵哟

呼呼 口翁根旦哈口格敦 回到墓地那边吧

等语句
,

即使人死了
,

其灵魂总是 以某种方式存在于特定的地方
。

值得提出的是在萨满教观念中灵魂往往是多元的
,

复数的
,

而不是单一的
。

以满族的灵

灵观为例
,

仅祖灵就有远祖
、

近祖
、

家祖灵等区别
。

纵观各民族萨满教
,

灵魂有生灵
、

亡灵
、

祖灵
、

游灵等各种类型
。

据有人考察
,

吉尔吉斯人的萨满教灵魂观中
, “

灵
”

有三种类型

一是萨满的
“

守护灵
” 、

二是萨满的补助灵
、

三是恶灵
,

在这里灵魂是作为萨满本人的神灵

来出现的
。

萨满教多元灵魂观的另一种表现是不仅给人
,

而且给动物也附予灵魂
。

如
,

在鄂

温克族萨满教的观念 中
,

不仅人有灵魂
,

而且动物也有灵魂
,

所以对熊等图腾动物进行风葬
,

以安慰它的亡灵
。

风葬时之所 以把熊的头
、

肝和心脏作为风葬的主要组成部分
,

是因为他们

认为动物的灵魂主要停留在那些器官中
。

以上大体上论述了萨满教的宇宙观
、

自然观
、

灵魂观等三大观念形态
。

关于萨满教的观

念体系及其特征在学术界有不 同的观点
。

但总的来看
,

认为萨满教是一种原始的 自然宗教
,

其

特点是 以万物有灵论为基础的多神信仰和祖先崇拜
。

苏联学者约
·

阿
·

克雷维列夫在《宗教

史 》一书中提出
,

跟信仰发展过程中的多鬼崇拜阶段相适应
,

萨满教 曾经成为最流行的宗教

崇拜形式 ⑧
,

克列维列夫的分析比较具体
,

但缺乏高度的理论概括
。

著名通古斯研究专家史

禄国在 《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 》一书中对萨满教的特征作了高度的理论概括 ⑥
。

我认为
,

萨满教的垠基本的特征在于它的非体系化特征
。

在萨满教的观念体系 中神界体系和神格类型

以及神理教义都是不系统的
。

此外
,

在萨满教的神灵体系 中 自然神占主要地位
,

其神格较单

纯
。

神际关系并不复杂 这也是萨满教区别于其他宗教的特征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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