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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课题的民间信仰

!高丙中

本文主张把民间信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个核心问题来认真对待。文章通过回顾民俗学

等学科关于民间信仰的研究，指出已有的著述既是我们今后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我们要反思的对象。文章提

倡以新的观念开展能够回应这个时代知识需求的调查研究，让民间信仰在公共知识中“名副其实”，不再简单

地被污名化；在人们当下的现实生活中“归其本位”，不再被恶意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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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丙中 （)10!—），男，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

民俗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公民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族志。 2北京 )"".#- 3

本文为教育部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生态建设”（项目批准号："0456"""0）的初期研究成果。

“民间信仰”作为与制度性宗教相对的范畴，

是指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所持奉的信仰及其仪式

表现。民间信仰是所有以中国的社会和民众为对

象 （或资料来源）的学科或者分支学科的基本范

畴，百年来尤为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

宗教学、社会史、政治学所重视。过去主流的学术

和政治是从逆向来看待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的

关系，把民间信仰视为应该从中国社会清除的对

象。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给我们一个正

向审视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的关系的视角 2刘锡

诚 !""- 3。我们相信，这个视角能够产生有益的

知识，对于我们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诸多

问题至关重要。

一、过去的研究积累

诚如葛兆光 2 )110 3 所言，学者要把握中国民

间信仰的真实图景是困难的。关于民间信仰的学

术成果，我们不能仅从一个单纯的范畴进入，而

要从一个知识谱系的宽度来把握。围绕 “民间信

仰”，从制度发展水平来看，相关研究的范围包括

系统化、组织化的 “民间宗教”，也包括弥散性的

民俗活动；从学者立场来看，相关研究的对象包

括偏向贬损的 “迷信”，也包括偏向正面对待的

“民间文化”，后者现在又转化出价值肯定的 “非

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在英文学术文献中，“民间

信仰”的相关研究主要从 789: 和 ;8;<9=>（其次是

;>?@?A?BC）与 DC9?C7 和 >C9?E?8F 的多种组合所界定

的范畴进入。关于民间信仰的研究还涉及多学科

的问题，因为现代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都是以大

众为研究对象的，自然都要重视民间信仰。因此，

本领域涉及非常广泛的学术文献。

我们看到，“民间信仰”在英美人类学、民俗

学学术期刊中出现是在 ).1! 年 2 G?FHICJ ).1!；

K8:C ).1! 3，在日本成为学术概念是在 ).1# 年。

绝非偶然的是，中国学者大致在 )"" 年前开始用

“迷信”指民间信仰，在 )1!" 年代开始使用“民间

的信仰”、“民众信仰”、“民间宗教”等术语，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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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信仰”在 !"#$ 年开始成为稳定的术语 %陶思炎

!""& ’。在现代学术语言初创时，民间信仰一开始

就是从 “迷信”概念被界定的。从利玛窦、艾儒略

到德·葛鲁特，西方传教士和来华学者历来关注

中国本土的民间信仰，但是中国学界是从 !"($
年前后民俗学在中国兴起之后才把民间信仰作

为专门的学术探究对象的。北京大学的《歌谣》周

刊、中山大学的 《民俗》周刊是发表此类文章的主

要刊物，顾颉刚、江绍原是此类研究者中最重要

的代表，他们的标志性成果分别是北京妙峰山的

民间信仰活动的调查报告 %顾颉刚 !"() ’ 和有关

迷信 （范围等于民间信仰）的国外理论的申说以

及 对 各 种 具 体 的 迷 信 的 分 析 % 江 绍 原 !"#$
*!")" + ’。从 !",$ 年代到 !"&$ 年代，民间信仰是

文化革命的对象- 因而成为政治批判的对象，却

不是学术研究的对象。从 !")$ 年代以来，民间信

仰在全国各地复兴起来，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

注，于是重新成为调查研究的对象，并很快在学

界把探索引向历史的纵深。

国内最大量、最集中地研究民间信仰的学科

当然是民俗学。查阅这些年的民俗研究论著和几

十期的 《民间文学论坛》（北京）、《民间文艺季刊》

（上海）、《民俗研究》（山东）、《民俗曲艺》（台北），

我们发现，无论是从业者的实地调查，还是文献

研究，大多会涉及民间信仰。其中，从总体上描述

中国民间信仰的著作一是乌丙安 % !"), ’、陶立

、张紫晨等分别出版的民俗学概论，二是金泽

% !")" ’、宋兆麟 % !""$ ’、乌丙安 % !"". ’、高丙中

% !"") ’ 等人的专著，此外也有一些文章对民间信

仰加以分类总揽 %董晓萍 !"", ’。而专门性的调查

研究大致可以分为/ !、神灵系列，如杨利慧的女

娲研究 % !""& ’，邢莉的观音研究 % !""0 ’，顾希佳

的蚕祖研究 % !""! ’，吕微的财神研究 % ($$$ ’，李

乔 % !""$ ’、赵世瑜 % ($$! ’ 等的行业神研究，叶春

生和蒋明智等的龙母信仰研究 % ($$# ’；(、庙会系

列，如高有鹏对各地庙会的综述性研究 % ($$$ ’，
刘其印、刘铁梁、高丙中等 % !""& ’ 对河北一个龙

牌会的调查研究，中日民俗学者多年对北京妙峰

山庙会的调查 %刘锡诚 !"".，吴效群 ($$."，樱井

龙彦 ($$. ’；#、“原始”信仰系列，如何星亮的自然

崇拜的研究 % !""( ’，孟慧英 % ($$$ ’、富育光

% !""! ’、色音 % !""( ’、郭淑云 % ($$! ’ 对萨满的调

查研究，庹修明 % !")& ’、萧兵 % !""( ’ 等人对傩文

化的历史和现存状态的考察；0、禁忌系列，如任

骋 % !""! ’、万建中 % ($$! ’；,、节日庆典系列，如萧

放 % ($$( ’ 对传统节日民俗中的信仰因素的清理，

高丙中 % ($$0 ’ 以端午为例对节日民俗复兴时原

有的信仰因素被抽象的分析；.、仪式系列，如郭

于华的丧葬仪式研究 % !""( ’ 和她组织的一批中

青 年 学 者 完 成的 民 间 仪 式 与 当 代 社 会 的 研 究

% ($$$ ’，安德明的求雨仪式研究 % ($$# ’。他们的

仪式研究发挥了民俗学长于民俗事项描述的特

性，也借鉴了西方人类学家 %123456!")) ’ 对中国

民间仪式进行个案调查研究的方法；&、民间文化

复兴系列，如刘晓春的经验研究 % ($$, ’ 以及大多

数关于当代庙会的个案调查与论述。民俗学界在

最近一些年出现了人类学化的倾向，特别重视以

长期实地调查为基础的经验研究，此种趋势突出

反映在一系列博士学位论文之中，如吴效群对妙

峰山信仰活动的研究 % !"") ’，岳永逸对河北赵县

梨区庙会的研究 % ($$0 ’。民俗学的著述全面地描

绘了中国民间信仰的 “地图”，并能够把民间信仰

放在与民间文学、民间艺术（年画、剪纸、戏剧）的

有机联系之中来研究 %姜彬 !""( ’，由此奠定了内

涵充实的 “民间文化”概念 %钟敬文 !""$，高丙中

!""" ’。
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关于民间信仰的论

著以扎实的田野作业和自觉的理论关怀见长。这

主要是因为它们承接着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的人

类学研究的理论方法。

西方人类学者对于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是从

民间宗教 % 757892: :;9<=<56’的范畴进入的，学者们

对于民间宗教的定义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观点

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分层

的看法，认为“民间宗教”指的是下层民众的宗教

%>?26!",#’。第二种观点认为，民间宗教代表大众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课题的民间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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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享有的实践与信仰，具有更高层次的社会整合

的功能 &’()*+,-.#，/*0+,--% 1；大众在此是一个

普遍的概念，涵盖所有的社会阶层。第三种观点强

调文化所包含的差异与抗争，将民间宗教放在社

会冲突的框架中理解 &2*33 ,-.-，405*6 07+ 8*33*9
,-.#: ;0+<9*+ ,-.= 1。这些观点从不同的角度阐

释了民间宗教的内涵以及民间宗教在社会文化体

系中的地位。关于民间宗教（民间信仰）所包含的

内容，杨庆堃&>0+< ,-?, 1的研究指出，中国宗教

有两种存在模式，第一种是制度性宗教，第二种是

弥散性宗教，亦即民间宗教。他认为在中国传统社

会，弥散性宗教无处不在并反映了人们关于社会

构成的基本观念。因此，关于民间宗教的研究实际

上就是从作为整体的社会生活中去把握民间宗教

的存在形态，借此来理解人们如何看待人与人、人

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

从以上路径出发，人类学对民间宗教的具体

研究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 其一，对中国家庭

或宗族的宗教实践的研究，较为强调民间宗教的

社 会 团 结 功 能 &A)*9+ ,-#% : 20B*9 ,-#- : C6D
,-=.: >0+< ,-?, 1。这种研究被国内学界所认同，

衍生出大量关于祖先崇拜、宗族祭祀的论著。其

二，E(6*F) G**7)0H&,-I?1对民间信仰中体现出来

的宇宙观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社会关于组织

构造的哲学可以从五行与阴阳观念中得到最好的

解释。其三，还有不少学者对通过仪式进行了研

究 ，包 括 对 出 生 仪 式 &J(F3*K ,-#= 1、婚 礼

&L9**7H0+ ,-#" 1、葬 礼 &8056(+ ,-.. 1 和 节 日

&J*M6*9 ,-..1、朝圣 &G0NDM+ 0+7 >D ,--!1的研究。

西方人类学关于中国民间信仰最具代表性

的研究是象征人类学的著述。,-#=年出版的由

A95)D9 8(3O 主编的《中国社会的宗教与仪式》具

有 承 先 启 后 的 学 术 地 位 。它 上 承 德 · 葛 鲁 特

&49((5 ,.-! P ,-," 1和杨庆堃&>0+< ,-?, 1把中国

宗教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方法论，除了 Q(R*95
;HM5) 在“跋”中表达的不同意见，作者们大都承

认在中国宗教中有一个“民间宗教”& F(FD309 9*3MS
<M(+ 1存在，并可以通过对社会生活（香港、台湾）

的实地调查（人类学的田野作业）而把握它: 其理

论特色就是象征人类学的。8(3O 本人就认为，民

间信仰中的鬼、祖先、神分别是对外人、族人和官

员的象征，于是将神灵世界与社会群体联系起

来。其后，;5*T*+ ;0+<9*+& ,-.# 1 : ;5*F)0+ L*DU)5S
V0+< & ,--! 1等人用民族志体裁进一步揭示具有

“中国性”的民间宗教如何在“个别的”社区存在：

或者是通过对认知结构的实践 & ;0+<9*+1，或者是

通过社区人士对王朝仪式的操演 & L*DU)5V0+< 1。
它们仍然在象征人类学的框架内，但是已经引入

了布迪厄连接文化与个人的实践理论 &2(D97M*D
,-## 1。从这个时期开始，对于民间信仰的研究比

较注意利用主流的社会理论。,-.#年，美国的《近

代中国》杂志出版了由 CM33 405*6 等人主持的以

“C*<*H(+K 0+7 ’)M+*6* L(3B W7*(3(<M*6”为题的专

辑，把民间信仰又视为“民间意识形态”，从文化

霸权、抵抗等新的文化研究的范畴来审视信仰和

仪式中民间与官方的关系。

中国的人类学者关于民间信仰的民族志研

究也大都能与当下国际社会理论接轨，如景军在

对西北一个村落仪式的研究中对象征资本、集体

记忆理论的发挥 & EM+< ,--?: 景军 ,--. 1，其他学

者的个案研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的采用

&王铭铭 ,--#，郭于华 !"""，高丙中 !"", 1。
民族学者对于中国各个民族的宗教信仰都

有比较系统的调查，积累了大量的资料。较早有

俄国民族学家史禄国对通古斯诸族和满族的萨

满教的介绍。中国民族学者 ,-!" 年代开始在对

南方民族的调查中注意到民族的宗教信仰生活，

由 《民俗》（先周刊后季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

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如 ,-!. 年的 “西南民族研

究专号”、“瑶山调查专号”）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少

数民族的婚俗、起源神话、宗教信仰 （如梁钊韬

“粤北乳源瑶人的宗教信仰”）的文章。到抗战时

期学者们大量迁入西南，他们调查少数民族的宗

教信仰更加便利。,-I" 年代是对中国各民族的社

会历史文化进行全面调查的高峰期，众多关于民

间信仰的调查报告列入文集 （国家民委五套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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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出版，成为后来的学者写研究文章的基本资

料，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从 !"#$ 年代后期开始

出版的各民族民俗志 （都有关于民间信仰的专

章）主要就取材于这些报告。!"#$ 年代开始，各民

族的宗教信仰有 “民族文化”这个正面价值概念

的保护伞，比汉族的民间信仰有更宽松的恢复空

间，因而较早就重新成为民众的日常生活的组成

部分。学者们又可以对现实进行调查研究。大致

说来，他们的成果具有比较强的资料性，少数注

重学理性的探讨 %色音 &$$$ ’。就思想路径来看，

民族民间信仰被纳入两种不同的话题：作为民族

传统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加以保护，作为生活

方式的组成部分需要加以重构 %谭明华 !""(，高

丙中 !"") ’。
史学界的许多前辈参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

开创性事业，涉足民间信仰的调查与研究，顾颉

刚对于泉州土地神、天后的论述是其代表。在当

代的有关研究中产生跨学科的重要影响的代表

作首先是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者杜赞奇 !"## 年出

版 （!""* 年中文版）的 《文化、权力与国家》，接着

是耶鲁大学历史学者韩森 !""$ 年出版 （!""" 年

中文版）的《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杜

赞奇以冷水沟为例，证明庙会 （组织）和关帝信仰

如何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提供文化网络，并且分

析了这个网络从帝国时期向民国的转变。他能够

在论述国家建设（+,-,. / 0-1234）的宏大叙事中纳

入通常不会进入这类议题的一个乡村的民间信

仰，是受到了 5-346.3 和 7.89:,;-34 关于台湾的

民间信仰的个案研究的启发 % !""*：!!* ’。他的创

新还应该部分归于对福柯的权力理论和葛兰西

的文化理论的吸收。韩森通过南宋民间宗教审视

国家政治与社会的关系的变化，并特别着墨论述

区域性神祗的兴起及其社会经济原因。他们的文

本和早前 <-0.+ =-,+>3 %!"#? ’关于天后信仰在历

史 上 的 演 变 的 文 章 ， 台 湾 中 研 院 的 许 嘉 明

% !")? ’、施振民 % !")? ’、林美容 % !"#) ’ 关于祭祀

圈和地域社会的个案研究，一起成为国内的社会

史和历史人类学专家研究地方神崇拜的范例，如

陈春声等对于樟林三山国王的研究 % !""* ’、郑振

满 和 陈 春 声 主 编 的 《民 间 信 仰 与 社 会 空 间 》

% &$$( ’之中的一些个案研究。这类个案研究虽然

散布到全国各地 （有地方神灵崇拜传统的地方几

乎都有了考据其历史流变和地域传播的文章），

但是在 “客家人”和 “闽台”这两个范畴下聚积了

其中最大量、最专业的论著，前者如劳格文主编

的 “客家传统社会丛书”中对各地客家人庙会和

宗族的多册著述，后者以郑振满、陈春声、石奕龙

% &$$$ ’、王振中 % !""@ ’、林美容 % &$$( ’ 等人的论

文为代表。他们经过努力，利用本来有限的地方

史料、文书，梳理出一个地方神信仰发生、演变

（因为灵验，从皇朝获得了正统性）的轨迹，从而

发现这个地方的核心组织和组织机制，或者赋予

这个地方一个一以贯之的叙述线索，或者得出一

个历史时期的民间信仰的特点。这类研究都在有

意无意地回答一个问题：特定的神的信仰如何使

一个地方在时间、空间上成为 “这一个”地方。不

过，除了少数人，国内社会史学者的这些研究相

比之下不如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更具有对社会理

论 % +>92-A ,:.>6B ’ 的自觉关怀。这些少数人中，较

早的有赵世瑜关于中国庙会的分析对巴赫金的

民间节日狂欢理论的借助 % !""@ ’，而最近陈进国

出版的围绕风水在一个地方的实践的巨著，结合

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把乡土信仰与社会的历史

研究在学术上的可能性发挥到了极点 % &$$? ’。
另一个重要的方向是从宗教学和宗教发展

史的方面开展对民间信仰与制度宗教的关系、民

间宗教教派的教义和组织流变的探讨。最有代表

性的有马西沙、韩秉方对民间宗教各教派的源

流、教义、组织详加论述的鸿篇巨制 % !""& ’，李世

瑜 % !""$ ’、濮文起 % !""! ’、欧大年 % !""( ’、路遥

% &$$$ ’ 对民间秘密宗教 %教门 ’ 长期的资料搜集

与研究。他们的论著为学界勾勒了被历史湮没的

民间 （秘密）宗教的面貌，通过对教派文献的分析

更好把握从弥散在民俗之中的信仰不容易概括

的民间思想，并且能够展现一个组织起来的民间

社会。对于中国本土的宗教观念的发生和断代史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课题的民间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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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 &詹鄞鑫 ’((!，张荣明 !""’，韩森，贾二强

!""! )也是值得注意的基本文献。

还有必要一提的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于民

间信仰的政治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从来没有停

止过。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每年都有一些现实

针对性很强的文章，通过把民间信仰的某种表现

界定为迷信而加以批判，为政府执法部门拆庙、

制裁信仰活动的组织者提供学术的依据。这种批

判在不同的时期发挥的作用不同，有的适当，有

的过头。我们比较一下其他地方对待“迷信”概念

的使用情况，会得到一点启发。日本在 ’(*" 年

代、台湾在 ’(#" 年代经济社会发展起来，民众得

到知识界的更大尊重，“迷信”概念在学界的使用

明显减少，学者们转而把民间信仰作为发展经

济、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的思路来研究 &李
亦园 ’(+,，’((! )。我们今天也在面临类似的情

况，日本、台湾地区的学术观念呼应时代变化的

历程值得我们今天深思。在中国大陆从事人类学

研究的海外学者比较早地从积极的角度表述中

国的民间信仰、民间文化 & -./ ’(+( )。我们也已经

有学者用心良苦地主张拿 “俗信”来限制 “迷信”

的过度使用 &陶思炎 ’((( )，我们也开始尝试从一

个民间寺庙同时具有博物馆身份的例子看民众

与学者、地方政府的合作，观察民间信仰作为社

会的 公共文 化资源的 可能性 和条件 & 高丙 中

!""* )。这种思路在今天仍然需要进一步拓展。

学科路径也许有差别，但是关于民间信仰的

学术表述已经形成一些共同的基础。在理论方

面，“民间信仰”已经是一个学术范畴，已经是一

个多学科有共识的研究对象。从定义来说，民间

信仰是与制度性宗教相对的信仰，是与成文教义

相对的生活中的信仰，是与精英意识形态相对的

普通人的信仰。但是，关于民间信仰的经验研究

（历史的、现实的）很多，分门别类的事实描述很

细，理论概括却明显不够。并且理论的运用也颇

显陈旧，与当前的社会理论不能及时地衔接。还

有一个关键的缺陷，即对民间信仰的研究缺乏把

“民”作为社会主体来看待的思想方法和立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带来了我们不再把

普通民众当作思想观念有重大缺陷的认识对象

的机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就是英文的

01232145 所包含的内容，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 “民

俗”或 “民间文化”的内容，民间信仰是其中的核

心内容。与“民俗”或者“民间文化”相比，“非物质

文化遗产”所指的对象并没有多少新意，但是，它

所伴随的话语却是全新的。民间文化所伴随的话

语对于其对象和其固有的实践者来说一直都是

不利的。民间文化在现代文明主宰下的社会里是

边缘的、弱势的。“民间”之“民”的典型意义是指

充分现代化之外的人，其中农民最具有代表性。

民间文化，尤其是其中的民间信仰，被表述为与

大城市、现代化文明、国家等范畴是格格不入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裹挟其中的话语在性质上

有很大的不同。它抽象掉了 “民”、“民间”这种归

属性的成份，从而假定：不管其内容在历史上或

者现实中是依托于谁的，它们在被认定为文化遗

产的时候就被注定是属于全体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本身就标明特定对象具有无可置疑的、不

可替代的价值 &高丙中 !""% )。
二、新的观念与新的定位

我们今天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话语里进一

步 研 究 民 间 信仰 ， 就 应 该 以 广 义 的 社 会 理 论

& 617.82 9:514; ) 为依据梳理中国民间信仰的历史

演变，调查民间信仰的当前状态，反思关于 “民间

信仰”的表述与现代学术和政治的关系，探讨把

它转变为建构民族国家内部正面的社会关系的

文化资源的可能性和方式。研究民间信仰，在经

验的层次，是调查、描述、理解民众在日常生活中

的仪式活动及其相关的组织和观念；在理论的层

次，是要换一个角度认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社会

史、思想史、政治史和学术史；在实践的层次，是

要厘清民间信仰与国家的文化认同和公民社会

建设之间的密切关系。

“民间信仰”是我们理解中国民众的一个必

要的范畴，因而是中国整个现代学术的关键词之

一。民间信仰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是指制度性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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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的信仰，集中体现在普通民众的身体力行之

中。作为社会大多数的民众从近代以来越来越成

为强大而又难以把握的社会力量，因而受到政界

和知识界越来越多的重视，国家关于民众的知识

需求也急剧增加，一些社会科学学科才乘势发展

起来。按照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研究民众以便国

家控制这股不雅驯的力量，是社会科学的若干门

类在近现代发生、发展的凭借和使命。而研究民

众的信仰自然又是其要务和难题。中国也恰是在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急剧转变的时期从西方引

入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民众 （流民、劳工、

平民、国民）既承载着这个时代的问题，也是这个

时代的动力。关注他们，表述他们，改造他们的

“落后”思想，激发他们的 “革命”潜力，都要认真

做好“民间信仰”这篇文章。尽管民间信仰在社会

主义革命运动中逐渐沉寂下来，不能公开张扬，

但是近三十年来，民间信仰复兴，再次成为民众

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和他们精神世界的基

本方面。民间信仰今天仍然是认识我们共和国的

基本群众和民族精神的基本层面的必修课业。

“民间信仰”是我们认识中国的社会团结

! "#$%&’ "#’%(&’%)* +发生机制的一个核心范畴。中国

社会存在着多种制度性的宗教，但是中国社会并

没有按照宗教的分类集结成各自分立的群体。中

国传统社会没有中东和欧洲那样的 “异教徒”观

念，许多人没有明确的宗教归属，有宗教认同的

人也能够在日常活动和社会礼仪中包容他人，他

们出了寺庙仍然能够与其他人打成一片。这些现

象的背后都有民间信仰的作用。各种民间信仰是

使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紧密联系成为可能

的一种重要因素。民间信仰弥散在民俗之中，是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全体成员在文化上的最大

公约数。从结构上看，中国的社区、地方、国家得

以形成和维系的机制也可以从民间信仰的客观

存在来分析。民间信仰发生在一个具体的小地

方，各地有明显的差异，但是在比较抽象的文化

层次上，却保持着某种价值和结构上的一致性。

杜赞奇 ! ,--. + 在谈关公信仰在多地点传播的事

实时已经很明确地论述过这种看法。

“民间信仰”是我们探究中国历史的连续性

和民族国家认同的一个有效的范畴。中国历史上

不断发生王朝更迭、人口迁徙，但是中国历史始

终能够保持多方面的历史连续性，其中既有书面

经典的作用，也有民间信仰代代沿袭的作用。就

像民众作为政治的基础，民间的神圣符号和观念

一直都作为活着的传承贯穿在这个庞大国家的

悠久历史进程之中。要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历史，

就必须认真研究国家历来的民间信仰。民间信仰

不仅是一个古代史的范畴，还是一个当代史的范

畴，是有时间纵深的现实存在。在当前中国的国

家认同进行重新调整的局面中，民间信仰中具有

广泛群众基础的文化符号成为连接现实与古代

乃至上古的中介。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各地的

乡村，民间信仰的象征和实物载体被赋予或重新

赋予了历史感和某种中国特性 （“中华性”），又一

次在现代背景下的巨大社会变革中代表了中国

普通人的生活文化的历史连续性，并重新成为中

国的国家认同的文化标志。

关于民间信仰的知识和话语对中国今天建

立公民社会和公民身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今

天的知识生产要有 “公民身份”的自觉意识，尤其

要引进公民身份的文化维度，即把尊重他人的价

值观、尊重其他群体的文化特性作为共同体成员

之间的一种文化修养和道德规范。公民之间在知

识上的差别与在思想信仰和人生观上的不同应

区别对待，对前者要通过学校教育来缩小，对后

者要理解，并且创造有益的观念促进人与人之间

对于不同价值观的宽容和尊重。在这个意义上，

民间信仰是公民可以选择的一种文化资源。怎样

对待他人的宗教信仰 （当然应该包括民间信仰），

是公民社会的发育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要建立文化的公民身份意识，“民间信仰”又

是一个急需进行学术反思的范畴。在近一个世纪

以前，中国知识界为了国家的 “救亡图存”而借助

西学的学术权威把民众改造为 “新民”，主要以民

间信仰为例把中国的民众在文化和价值上界定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课题的民间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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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愚昧落后的。其中的技巧是把民间信仰说成迷

信。这些知识在当时有利于迫使民众改变文化结

构、接受新文化，在总体上推动中国从传统向现

代的转型。但是它也造成了贬低民众的一些标

签，如“迷信”、“愚民”。这些标签为国家和知识界

在文化事务上任意处置民众，在政治上不信任民

众提供了正当性。在这些标签的重压下，民众不

容易在必要时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主张自己即

使是正当的权利，行使自己本来拥有的权利。我

们十分有必要反思关于 “民间信仰”的学术所承

载的正反面意义，反省通过贬低、压制而维护文

化和政治秩序的知识生产机制，创造公民之间通

过交流和沟通而达致相互理解、相互适应的公民

社会机制。

三、观点和诉求

中国要使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作为

整体立得住脚，就必须先学会从正面看待所谓的

民间信仰。这就需要我们对一些基本的观念加以

清楚的陈述。中国的“民间信仰”是中国人的核心

价值 （元价值）在生活实践中的仪式及其表现，从

文明早期的天道观、阴阳观、神灵观和巫的观念

往后代代相传，经过吸收儒、道、释和其他哲学、

宗教的符号和观念，在唐宋时期演化为非常繁盛

的内容，历明清而登峰造极。民间信仰经过近现

代的科学、教育和政治的洗礼、冲击，在当前又复

兴出其基本的或者证明有生命力的内容。从国家

仪式，到平民百姓在人生仪式、全国和地方性的

节庆、面临重大事件或灾异事件的反应，都见证

着我们习惯称为“民间信仰”的表现。实事求是地

面对中国人的生活日程，我们看到，“民间信仰”

是大众的 （&’&()*+）的信念和仪式，具有广泛的群

众基础；它并不像一些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专属

于没有现代文化的乡民 （,’)-）。我们到边缘地方

的农民之中观察民间信仰，并不说明它是农民所

专属，而是出于一种调查研究上的便利和效率的

考虑而已，因为农民更可能以比较直接的方式表

现民间信仰。

我们从民间信仰认识中国社会，不是从明确

陈述教义的宗教学的角度，而是从作为中国人的

生活世界的常识、作为我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

识的基础或基本内容的大众信仰的角度。因此，

我们关于民间信仰的关怀和讨论必然是在一个

很广泛的层面，也就是在我们民族和文化的共同

的 . /’00’12、基本的 . 3*45/ 2层面上展开。又因为

其关键部分源于我们文明的早期，民间信仰或者

以之为支撑的文化符号被认为是我们固有的、具

有本真性 . *(678165/569 2 的，因而是中国作为一个

政治共同体在文化上的一种认同基础。

在传统时代，民间信仰基本上是适应当时的

人民、社会和国家以积极、正面的方式建立相互

关系和整体关系的 （当然也不乏阵痛性的短期冲

突）。在近现代，我们的民族遭受了外部冲击所造

成的民族灾难，我们在民族自我意识的低潮时期

曾经对我们的文化极度失望，悲愤欲绝地予以糟

践。如今，全体中国人民经过不折不挠的奋斗，我

们的民族，包括我们的文化的若干基本方面都幸

存下来了，我们的国家也逐渐兴旺起来了，现在

是我们思考如何善待我们的基本文化问题的时

机了。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学界应该诉求一个

目标，也就是让民间信仰在公共知识中 “名副其

实”，在人民当下的现实生活中“归其本位”。

我们所谓的 “名副其实”是要让民间信仰不

再被随意地贴上迷信标签。近代以来，民间信仰

被学者用 “迷信”污名化，成为精英阶层、政治权

力通过建立贬低民众的话语而驯化民众、领导民

众的功利性知识。自然发展状态下的信仰是以神

圣之心、敬畏之心为基础的仪式体系，善意和正

面的社会功能是其常态；迷信是变异到有害状态

的民间信仰，是信仰中一个极端的状态。我们今

天已经过了需要这项污名化技术所生产的知识

的时代了。我们要通过充分的反思、充分的经验

研究来提供一种公共知识，在社会中形成通识：

迷信是迷信，民间信仰是民间信仰；迷信和民间

信仰之间是一种可能的联系，不是一种必然的联

系；知识界和政府可以有所作为的是努力减少民

间信仰转化为迷信的可能性，而非以一个 “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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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贬损一切民间信仰。

我们所谓的 “归其本位”是要让民间信仰不

被恶意利用。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具有丰富的科

学技术可资利用的时代。信仰是民众生活的组成

部分，科学技术也是民众生活的组成部分。为了

大多数人有更大的机会过一种幸福的当下生活，

应该有民间信仰一席之地的方面，就应该将其归

于民间信仰；应该归于科学技术的方面，学界和

政府有道义为民众提供应有的科学技术的硬件

和软件。民间信仰不能越俎代庖，否则就真成迷

信了，甚至成为黑道、邪教的帮凶了。这是我们要

认真对待的。我们希望，今天在非物质文化遗产

概念感召下的相关研究有助于在我们的共同体

之中让 （民间）信仰和科学技术各就各位，让民间

信仰更好地成为积极的公共意识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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