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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文化生态与地方性知识： 
萨满主义的本体论模式

曲 枫

“人类世”（Anthropocene）概念的横空出世使人们猛然意识到人

类生命已处于人类史上，甚至是地球史中从未有过的大变局中。人类

与地球的关系正经历着一个地球史上从未有过的时期。2009 年，国际

地层委员会（ICS）专门设立了“人类世工作小组”（The Anthropocene 

Working Group）。经过 10 年的研究论证，人类世工作小组中的 20 多

位科学家于 2019 年 5 月通过投票，将人类世确立为地球史中的一个地

质单位，时间起点为 20 世纪中期。这意味着 1 万 2 千年前开始的全新

世或将永远成为历史，人类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自然力量并以一种不

可逆的方式彻底改变了环境和自然。然而，对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

学者来说，人类世不仅标志着一个地质时代的结束，更意味着以人类

中心主义为特征的传统历史哲学的终结。历史的过去与自然的过去不

再是截然分开的二元关系，而是合而为一的整体性关系。历史不是以

人为中心的历史，而是自然史中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可以确认人类可

以是一种地质力量，那么，对历史的考察则必须采用有深度的地理时

间视角，而非人类时间视角。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人类世概念有着丰厚的社会理论背景。

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即是人类学领域中日益兴盛的本体论转向思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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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主义的反思、对现代性的质疑使人们意识到主导人类观念达数个

世纪之久的人类中心主义已将人类推至一个危险边缘，不仅祸及地球

家园和其他物种，也危及人类生命自身。当我们为始于 300 年前的工

业革命时代所带来的大气二氧化碳含量的飞速增加而忧心如焚的时候，

我们未曾深度觉察的是，人类又进入到另一个更不确定的、暗含更大

危机的智能化时代。

徐新建先生根据生存资料的获取方式及经济形态将人类史分为四

个时期。第一期是采集—狩猎期，人类从自然中直接获取食物与其他所

需，人类与环境之间发挥着基本平衡的关系。第二期是游牧—农耕期，

森林被改造为农场与牧场，栽培、养殖技术主导了经济形态，地貌大

为改观。第三期为工业时期，工业兴起，食品生产对农药与化肥形成

了严重依赖，地球上的生物链遭遇前所未有的破坏。第四期是转基因

食品与人工智能期。转基因技术与电子技术彻底改变了有机食品的

生产模式，人类自身的生物系统面临着吉凶莫测的改变。自第三期开

始，人类开始充当地球终结者的角色，资源被消耗殆尽，环境被肆意

破坏，生态危机使人类作为物种走向了否定自身的道路。 徐新建因此

建议，人类摆脱异化的关键因素是向第一期“原住民”知识体系回归，

从而与地球达成和解，如此才可能实现人类对自身命运的救赎（徐新

建 2018）。

本体论转向思潮揭示了启蒙时代以来以笛卡尔主客观二元论为基

础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危险性，并极力推崇环

境、自然的主体性地位，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本体论转向理

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Bruno Latour）认

为，世界是由人与非人行动者（actors）共同组成的，人与非人均具

有主体性，并组成了互相关联的行动者网络。因而，主体与客体的根

本界限从未存在，生态危机并非环境的危机，而是人类现代性与科学

的危机。只有使用以行动者网络为特征的“非现代性”来取代以社会

与自然二元分离为特征的现代性，用非现代性而不是现代性来重建人

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才可以摆脱人类的生存困境（钟晓琳、洪晓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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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本体论转向理论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巴西亚巴逊、北

美北极地区、西伯利亚等地原住民的知识信仰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

即人类学家长期以来所关注的萨满主义信仰。巴西人类学家维维洛

斯·第·卡斯特罗（Viveiros de Castro）、法国人类学家菲利普·德

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以及英国人类学家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通过对以上各地民族志数据的考察发现，自然与社会的二分

思想并不存在于原住民知识体系中。在原住民所普遍信仰的萨满主义

宇宙观中，人与非人生命构成了平等互惠的主体间关系（曲枫 2020）。

萨满主义宇宙观是北极原住民的传统信仰，其仪式实践在北极民

族的传统文化生态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中心位置。在 20 世纪，萨满实

践者在北极各地区不约而同地受到了主体社会意识形态的挤压或迫害，

一度近乎消亡。然而，自 20 世纪最后一个 10 年开始，萨满仪式实践

在西伯利亚、斯堪的纳维亚、蒙古、中国北方等地以超出人们想象的

方式强劲回归，并与各有关国家的边疆民族文化形成了互构。在现代

性、全球化与非地方性逻辑的冲击下，北极民族文化处于被同质化和

边缘化的危机之中，而仪式实践则重塑了历史记忆与传统价值，突出

了民族文化的异质性，进而实现价值上的平等。北极民族的萨满实践

者通过仪式结构将社会外延扩大到人类世界之外的其他生命群体中，

与动物、植物以及其他自然物种构成了互惠式关系，并与它们共享文

化与社会，构建了人与非人行动者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

来自欧美各国以及国内的学者为本期奉献了一组有关仪式人类学

的精彩论文。本刊副主编、聊城大学北冰洋研究中心教授迈克尔·克

努佩尔（Michael Küppel）博士通过搜集、整理民族志学资料和有关研

究文献，为我们复原了关于尤卡吉尔人萨满主义信仰的学术研究历史。

内蒙古大学的奥地利人类学家史蒂芬·克里斯特（Stefan Krist）博士

为我们揭示了俄罗斯布里亚特人的传统体育活动的仪式性本质，并论

述了布里亚特民族中人与非人生命之间的关系构建。对于布里亚特人

来说，所有的体育运动都是仪式的展现，是人类与非人生命交流的神

圣媒介。内蒙古社会科学研究院退休研究员赛音塔娜女士从达斡尔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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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英雄史诗中发掘出萨满主义内涵，并提供了独到的分析与释读。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伟博士则聚焦于草原敖包的仪式性及其政治

化和世俗化意义。从其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到，对传统的重塑凸显了边

疆民族对“边疆我者”形象的文化建构。黑龙江大学唐戈教授为我们

叙述了东正教传统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本土化事实，其精确的田野数

据与穿插其中的精彩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人类学研究的“深描式”

范本。

俄罗斯人类学家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ff）的族

体（ethnos）理论和心智复合体（psychomental complex）模式对今日

的人类学研究仍然发挥着非凡的影响，在萨满教研究领域内更是如此。

2019 年适逢史禄国逝世 80 周年，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于 12 月

下旬举办的“首届东北亚社会与文化论坛”便以“史禄国生平与学术

思想研究”为主题，藉此缅怀这位不朽的人类学大师。史禄国的名作

《通古斯的心智复合体》（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he Tungus）是伊利

亚德（Mircea Eliade）《萨满教：古老的出神术》（Shamanism： Archaic 

Techniques of Ecstasy）之前最有影响的萨满教研究著作，于 1935 年

在伦敦出版。伊利亚德受史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写作大量采用

了史氏的田野数据并借鉴了他的理论观点。遗憾的是，至今为止，史

氏著作并无中文译本出版。令人欣慰的是，吉林师范大学于洋博士不

辞辛苦，正在做该书的整体翻译工作，并有望在 2021 年出版。本刊捷

足先登，将其中有关萨满社会功能的章节先行刊于本期。

俄裔美国学者、萨满教学术史上最负盛名的田纳西大学教授安德

烈·兹纳姆斯基（Andrei Znamenski）博士专门为本期奉献了《洞中

意识：当考古学遇上萨满教》一文。他于 2007 年出版的《原始之美》

（The Beauty of the Primitive）一书使其在世界宗教史研究领域一举成

名。该书是目前继伊利亚德《萨满教：古老的出神术》之后最有影响

力的萨满教研究专著之一。本文原为《原始之美》中的一章，但因为

某种原因在最后出版环节未能收录书中。该章的缺失不仅成为该书作

者的遗憾，也是遍布世界各地读者的遗憾。兹纳姆斯基博士能够郑重



将此章书稿交由我刊在双语栏目发表，体现了对本刊及聊城大学北冰

洋研究中心的支持与信任。该文的发表是本刊的荣幸。

兹纳姆斯基的论文为我们描述了一个 20 世纪下半叶发生于考古学

科内的学术神话。当然，这个神话目前已经褪去了当初的颜色。至少

在考古学界之内，很少有人像 20 世纪 80 至 90 年代时那么为之神魂

颠倒了。一些有着人类学背景的考古学家依据神经心理学的实验室数

据，采用科学尺度测量史前的艺术与宗教。其实验结果是在史前艺术

与萨满教之间画上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等号。对结构性通则的探寻永远

是拒绝意义的，因而神经心理学模式其实是全球化逻辑与科学主义思

维在考古学内的翻版。令人注意的是，兹纳姆斯基的这一论文并无结

语，因为结论也许已经寓于他冷静的、不动声色的叙述之中。从这一

点上来说，如果此文收入 2007 年出版的《原始之美》中，的确有些过

早，超出了时代的学术步伐，在沉寂十几年后的今天发表则是恰当其

时。如果置于本体论理论的框架下，我们不难发现，萨满主义并非人

类大脑中的意识风景，而是与人类日常生活及生计方式息息相关的原

生态文化实践。

本期开卷之作是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人类学教授、丹麦国家文理科

学院前任院长克尔斯滕·哈斯特鲁普（Kirsten Hastrup）博士等人有

关北极水域生态系统与人类生计方式之间关系变迁的研究论文。该文

研究区域为远离人类中心的格陵兰岛西北部的一片水域——史密斯湾。

即使在 1000 年前，它也并非一个与世隔绝的区域，考古发现的金属器

物证明了早期人类与外界的贸易与交往。当货币经济、商业因素与现

代技术在近代大量涌入，该地的生态系统被重新塑造，使这片北极水

域与全球利益链紧密相连。生态系统的可塑性、社会系统的驱动因素

与自然环境、气候变化完全交织在一起，使人类与非人动物的生存状

态与结构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从这一研究可以看到，人类世概

念并非危言耸听。

在我们编辑本期稿件的同时，一场波及全球的疫情深刻改变了我

们对世界的认知。鄂伦春学者关小云女士在刊于本期的论文中为我们

卷首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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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2019 年 10 月的一天，鄂伦春萨满关扣

尼老人在弥留之际已然预见到了 2020 年的大疫。她说：“明年光景不

好，天下要乱，会发生很大的事情，你们可要小心注意啊”（见本期关

小云文）。需要说明的是，先知式的预言不过是萨满主义实践中的技术

性表征。更为重要的是，萨满主义宇宙观代表着弥足珍贵的地方性知

识，使我们认识到世界的本质以及人类与世界的关系。正如丹麦人类

学家拉内·韦尔斯莱夫（Rane Willerslev）所言：“这个世界并没脱离

我们，它是我们的生活之所——正是因为我们参与其中，它才具有了

意义”（韦尔斯莱夫 20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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