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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民间信仰研究的现状和走向思考 

 

陈勤建 衣晓龙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上海 200062） 

 

摘要：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就是如何看待现实社会中广泛存

在的民间信仰。近几年，学界对什么是民间信仰，展开热烈的讨论，有关“民间

信仰”的定义也众说纷纭，但是，大多论者对民间信仰往往只注意其信仰的层面，

并以宗教学的知识、理论进行解说，缺乏该信仰与现实社会关系的研究。新的研

究走向，拟从当代社会流行的民间信仰和民众生活的关系，从一种不脱离信仰的

生活切入，以点带面，实践调查，理性分析，科学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

的对策，为国家对民间信仰的管理提供政策的依据，为中国现当代思想文化建设

做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当代；民间信仰；民众生活 

 

 

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就是如何看待现实社会中广泛存在

的民间信仰。追本溯源，“民间信仰”在英美人类学、民俗学学术期刊中出现是

在 1892 年，在日本成为学术概念是在 1897 年。中国学者大致在 100 年前开始

用“迷信”指代民间信仰，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使用“民间的信仰”、“民众

信仰”、“民间宗教”等术语，“民间信仰”从 1930 年开始成为稳定的术语。①由

于特殊的社会环境，民间信仰在我国曾经是比较敏感的话题，这一点从诸多的权

威辞典对此采取回避态度可以看出，如《宗教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

《宗教大辞典》、《宗教词典》、《宗教工作手册》、《中国神秘文化辞典》、《中国各

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等大型工具书中都无“民间信仰”词条，仅《辞海》(1989 、

1999 彩图珍藏本) 、《中国民间信仰风俗辞典》和《中国原始宗教百科全书》等

不多的辞典中有相关的词条。近年来，随着社会的改革开放，民间信仰的研究日

益提到议事日程上，然而这些研究往往就信仰而研究信仰，回避民间信仰在当今

民众生活中的实际位置，缺乏该信仰与现实社会关系的研究。本文不揣粗浅，就

此作一梳理和思考。 

 

                                                        
①陶思炎、何燕生. 迷信与俗信[J ] . 开放时代，1998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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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民间信仰研究现状 

 

近几年，学界对“民间信仰”概念内涵的关注和研究颇多，学术界则对什么

是民间信仰，展开热烈的讨论，有关民间信仰的定义也众说纷纭，不下二十余个。

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四种观点，简要综述如下： 

第一种观点认为，民间信仰不是宗教，而是一种信仰形态。这一派观点强调

民间信仰的自发性和民俗性，否定其宗教的本质属性。 

此说以 1989 、1999 彩图珍藏本《辞海》为代表。《辞海》“民间信仰”： 

民间流行的对某种精神观念、某种有形物体信奉敬仰的心理和行为。

包括民间普遍的俗信以至一般的迷信。它不像宗教信仰有明确的传人、严

格的教义、严密的组织等，也不像宗教信仰更多地强调自我修行，它的思

想基础主要是万物有灵论，故信奉的对象较为庞杂，所体现的主要是唯心

主义，但也含有唯物主义和科学的成分，特别是民间流行的天地日月等自

然信仰。 

类似观点还有： 

台湾学者姜义镇：“中国的民间信仰，从古代的自然崇拜、庶物崇拜、灵魂

崇拜等原始宗教到后代的道教和通俗佛教等多神教都包括在内，也受到儒家思想

的影响。这些宗教和思想累积混合以后，就构成了巨大民间信仰体系。”①日本学

者樱井德太郎：“不属于宗教领域，而产生和成长于一般民众之间的日常性的庶

民信仰。”②  

掘一郎：“民间信仰是由古代的、非宗教性的自然宗教的遗留和继承现象，

和正式宗教的调和而成的复合性的信仰形态。”③  

乌丙安：中国的民间信仰是“多民族的‘万灵崇拜’与‘多神崇拜’”。④ 

《中国民间信仰风俗辞典·民间信仰》：“民间存在的对某种精神体、某种宗

教等信奉和尊重。它包括原始宗教在民间的传承、人为宗教在民间的渗透、民间

普遍的俗信以及一般的迷信。”⑤宋兆麟：“民俗信仰又称民间信仰，是在长期的

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民众中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和相应的仪式制

度。”⑥ 

贾二强：“所谓民间信仰，是相对于正式的宗教或得到官方认定的某些信仰，

在一定时期广泛流传于民间或者说为多数社会下层民众崇信的某些观念。”他认

                                                        
①姜义镇. 台湾的民间信仰[M] . 武陵出版社，2001. 
②宫家准. 宗教民俗学[M] . 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5. 5. 
③宫家准. 宗教民俗学[M] . 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5. 5. 
④中国民间信仰[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4. 
⑤中国民间信仰风俗辞典•民间信仰[ Z]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 11. 
⑥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 C]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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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民间传统的神鬼观是民间信仰的基本内容。”①  

赵匡为：“何为民间信仰？ 其含意十分宽泛，它是相对传统宗教和占有社会

主导地位的宗教而言的一种群众性的信仰现象。主要是指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

中，那些存在于民间又不同于传统宗教信仰的一切其他信仰现象。有的有相对较

固定的组织，表现为人们的一种较鲜明色彩的习俗，而被某一民族、某一群体或

某一地区的相当多数群众所信仰和遵从。”②  

王健：“所谓民间信仰就是指与制度化宗教相比，没有系统的仪式、经典、

组织与领导，以草根性为其基本特征，同时又有着内在体系性与自身运作逻辑的

一种信仰形态。”③  

第二种观点认为，民间信仰本质上是宗教。此说以台湾学者李亦园为代表，

他把民间信仰称为“普化宗教”(diffused religion) ：“所谓普化宗教又称为扩散

的宗教，亦即其信仰、仪式及宗教活动都与日常生活密切混合，而扩散为日常生

活的一部分，所以其教义也常与日常生活相结合，也就缺少有系统化的经典，更

没有具体组织的教会系统。”④  

类似论说还有： 

金泽：“中国民间信仰是深植于中国老百姓当中的宗教信仰及其宗教的行为

表现。”⑤  

王铭铭：民间信仰为“民间宗教”，民间宗教“指的是流行在中国一般民众

尤其是农民中间的(1) 神、祖先、鬼的信仰； (2) 庙祭、年度祭祀和生命周期仪

式； (3) 血缘性的家族和地域性庙宇的仪式组织； (4) 世界观(worldviews) 和

宇宙观(cosmology) 的象征体系。”⑥  

日本学者渡边欣雄称民间信仰为“民俗宗教”，认为：“(民俗宗教) 乃是沿

着人们的生活脉络来编成，并被利用于生活之中的宗教，它服务于生活总体的目

的。……所谓民俗宗教构成了人们的惯例行为和生活信条，而不是基于教祖的教

导，也没有教理、教典和教义的规定。其组织不是具有单一的宗教目的的团体，

而是以家庭、宗族、亲族和地域社会等既存的生活组织为母本才形成的；其信条

根据生活禁忌、传说、神话等上述共同体所共有的规范、观念而形成并得到维持。

民俗宗教乃是通过上述组织而得以传承和创造的极具地方性和乡土性的宗教。”⑦

此说强调民间信仰的本质属性，同时充分注意到民间信仰与其他宗教、民间宗教

的区别和联系。 
                                                        
①贾二强. 唐宋民间信仰[M] .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1～5. 
②新世纪中国的民间信仰问题探析[J ] . 福建宗教，2004 ， (3) . 
③王健. 近年来民间信仰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社会史角度的考察[J ]1 史学月刊，2005 ， (1) . 
④李亦园. 文化的图像(下卷) [M] . 台北：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180. 
⑤金泽. 中国民间信仰[M] .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 1. 
⑥王铭铭.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M] . 北京：三联书店，1997. 
⑦渡边欣雄. 汉族的民俗宗教：社会人类学的研究[M]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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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观点认为，对民间信仰的界定不必要太精确，模糊一点更有利于研究

的进行。此说以叶涛为代表，他在 2005 年 5 月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的

“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学术研讨会上说：“我想如何界定民间信仰，如何

认识它与儒释道的互动关系，有一个偷懒的做法，就是正统宗教以外的都是可以

拿进来，包括民间宗教、秘密教门、老百姓的习俗等。模糊一点比精确一点好，

因为无法精确，水至清则无鱼。” 

在此次会议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陈进国对叶涛的观点

予以正面回应：应该用动态的、辩证的眼光去看中国的“民间信仰”，对其界定

可以模糊。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民间信仰与其他制度化的宗教形态有着非常密

切的互动关系。目前很难给民间信仰一个精确的界定，比如中国佛教的民俗形态、

道教的民俗形态，伊斯兰教，基督教的民间形态，都跟中国地方社会生活紧密联

系在一起。解放后仍然在民间顽强存活的民间宗教教门形态，也很难用严格的教

门、教派的定义来界定它，它实际上是通过民间信仰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相对

模糊的界定办法更能开阔我们的研究视野。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路遥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认为对民间信仰的界定

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民间信仰与宗教的区分和联系。二者之间是

双向的互动关系，而不是单向的线性发展。如至今仍普遍存在的祖先信仰，它是

“宗教”还是“俗信”？这一问题不宜一刀切。在上古原是属于宗法性传统的宗

教今天有的已转化为俗信，不能统以“宗教”看待。但最复杂的，还是民间信仰

同民间宗教、教派等准宗教、膜拜团体之间的界限与关系。我们不能忽视民间信

仰与正统宗教之从属关系，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之互动关系。① 

第四种观点是福建师范大学的林国平教授在综合学界各派观点的基础上所

提出：民间信仰确实具有一般宗教的内在特征，即信仰某种或某些超自然的力量，

但又不同于一般宗教，它不是以彼岸世界的幸福而是以现实利益为基本诉求。民

间信仰也有祭祀仪式、活动场所、禁忌等宗教元素，但又没有完备的教义、教规、

戒律、教阶制度、教团组织等一般宗教的外在特征。因此，无论是主张民间信仰

是信仰形态还是主张民间信仰是宗教形态，均有不够周密的地方。民间信仰介于

一般宗教和一般信仰形态之间，权且称民间信仰为“准宗教”也许比较准确些。

民间信仰是指信仰并崇拜某种或某些超自然力量(以万物有灵为基础，以鬼神信

仰为主体) ，以祈福禳灾等现实利益为基本诉求，自发在民间流传的，非制度化、

非组织化的准宗教。②这一观点发展了叶涛等人“模糊”处理的观点，具有相当

的合理性，在分析民间信仰现象时有较强的弹性。 

关于民间信仰的特点，学界也有很多种观点，概述如下： 
                                                        
① 陈建坡.“《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编纂研讨会”综述[J ] . 文史哲，2006 ， (1) . 
② 林国平. 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几个问题[J ] . 民俗研究，2007 ，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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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丙安在对民间信仰和宗教全面比较之后，将民间信仰的特征概括为十大

“没有”，即：1. 民间信仰没有像宗教教会、教团那样固定的组织机构；2. 民间

信仰没有像宗教那样特定的至高无上的崇拜对象；3. 民间信仰没有像宗教那样

的创教祖师等最高权威；4. 民间信仰没有形成教派；5. 民间信仰没有形成完整

的伦理的、哲学的体系；6. 民间信仰没有像宗教那样有专司神职教职的执事人

员；7. 民间信仰没有可遵守的像宗教那样的规约和戒律；8. 民间信仰没有像宗

教那样的特定的法衣法器、仪仗仪礼；9. 民间信仰没有像宗教那样的进行活动

的固定场所；10. 民间信仰者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像宗教信徒那样的自觉的宗教意

识。①而在《中国民间信仰》一书中，乌丙安进一步将民间信仰的主要特点概括

为多样性、多功利性和多神秘性。此外，贾二强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自发性、多

变性。② 

郑立勇则认为，中国民间信仰具有群众性、低层次性、功利性、民俗性、海

外性诸特点。金泽认为民间信仰具有五个特点：1. 属于“潜文化”或“隐文化”

的范畴，它的基本信众是生活在社会下层的老百姓；2. 它的神祇十分庞杂；3. 它

与原始的氏族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4. 不是“正统”的宗教，也不同于活

跃于明清时代的盛教；5. 禁忌(“讲究”或“避讳”) 特别多，与此相关的禳解

之法也是任何一种“正统”宗教所无法比拟的。③而林国平教授更进一步将民间

信仰的特征总结为：自发性、功利性、任意性、庞杂性、融合性、民俗性、区域

性、民族性、草根性、顽强性。④ 

 

二   民间信仰研究走向的新思考 

 

通观上述学者对民间信仰认知的研究，我们看到这些学者的研究大致集中在

三个方面： 

(1) 民间信仰本身的研究 

集中在对民间信仰本体的研究上。有专题性的思考解读，如早期的江绍原《发

须爪》，当代的杨利慧《女娲的神话与信仰》、拙作《中国鸟信仰》等；有整体构

架范畴、类别的概说，如乌丙安的《中国民间信仰》、《中国风俗辞典》、《中国民

间信仰风俗辞典》、《中国民间禁忌（增补本） 》等；有史的研究，如马西沙、

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陶思炎的论文《论民间信仰的研究体系》（该文指出，

日本学者崎正治 1897 年率先从理论上对“民间信仰”的概念、构成、对象、方

                                                        
① 乌丙安. 中国民俗学[M] .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 242～245. 
② 乌丙安. 中国民间信仰[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③以上均转引自林国平. 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几个问题[J ] . 民俗研究，2007 ，(1) ：7. 
④林国平. 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几个问题[J ] . 民俗研究，2007 ， (1)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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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提出界说，这对认识中国民间信仰的发展和走向有所启示）；有实践性的调

查研判，较多是调查报告和论文，如徐芳《民间信仰的恢复和重建》等；有理性

的解析，如(英) 塞缪尔·斯迈尔斯《信仰的力量》、(美) 克里斯蒂安·乔基姆《中

国的宗教精神》、(日) 宫田登《民俗神道论》(日文版) 、(日) 野村昭《俗信社会

心理》(日文版) 、荆学民《人类信仰论》。这些对我们从深层次理解民间信仰有

帮助。 

(2) 民间信仰与文艺或科学等关系的研究 

前者的代表作，有姜彬主编的《吴越民间信仰民俗——吴越地区民间信仰与

民间文艺关系的考察和研究》。该书以在吴越稻作区广泛田野调查基础上汇集而

成的民间信仰的第一手资料为主。因课题设计所限，侧重于信仰和民间文艺的联

系。后者如(日) 渡边欣雄《东方社会之风水思想》，刘德龙主编、张廷兴副主编

《民间俗信与科学文化》，刘沛林《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等。《民间俗信与

科学文化》在国内媒体上有较大的流传，对流传的民间俗信本身，逐条进行科学

和迷信的剖析，功力深厚，但它对民间信仰与现实社会生活的关系关注不够。 

(3) 乡土社会和历史研究中涉及的民间信仰研究 

如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 (美) 

孔飞力《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

秩序、公正与权威》，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由法国学者劳格文主持策

划、杨彦杰主编的研究报告集《闽西的城乡庙会与村落文化》，赵世瑜《狂欢与

日常 ——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杨知勇《家族主义与中国文化》，梁景

之《清代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这些著作涉及面广，学术性强，更侧重于社会

学的思考，但与我们下文要谈到的新思考——“当代民间信仰和民众生活研究”

视角不同，出发点和落脚点有别。不过，他们关注的这些问题本身就是民间信仰

或民众生活的一部分，虽有不同视角，却与本方向的研究旨意有交叉。其间一些

研究成果，对认识民间信仰在民众生活中的影响、作用和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的

相互关系有所启迪，在研究方法和技术思路上也可以借鉴。 

针对上述问题，新的研究走向，拟就当代社会流行的民间信仰及其和民众生

活的关系，以点带面，作实践的调查，理性的分析，科学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相应的对策，为国家对民间信仰的管理提供政策的依据，为中国现当代思想

文化建设做应有的贡献。本方向的研究，不论在学术价值上，还是在实践意义上，

都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该视角涉及我国现当代人思想文化研究中一个尚未开拓的新领域。从

此拓展，深入研究，有利于人文学科建设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我国在现当代对民间信仰的关注和研究，专著文章，还是时而可见。民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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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内容庞杂，有俗信，如生肖属相、祖先崇拜、龙凤崇信，也有迷信等不乏负面

的东西。但是，大多论者，对民间信仰，往往只注意其信仰的精神的层面，并以

宗教学的知识、理论进行解说。然而，民间信仰在现实中，是和我们民众的世俗

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独特的信仰形态。它既是信仰，又是生活，是一种不脱离

信仰的生活相。 

民间信仰是与宗教不同的信仰形态。我们华东师大教育部文科基地中国现代

思想文化研究所有一个重大攻关课题“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课题组于 2005 年

暑期实施社会问卷调查。数据表明，在年龄为 16 周岁以上的中国大陆人口中，

信仰宗教的人数占 31. 4 %。如果按照我国现有的人口比例来推算，可以得出结

论，我国大陆具有宗教信仰的总人口超过了 3 亿。且不论这数据是否需进一步调

查验证，其人数众多是无疑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信仰宗教”，

可以做进一步推敲。因为，我们在各地考察调查中发现，广大农村民众说自己或

他人“信佛”，实际上，此佛大抵不是佛教之“佛”，而是民间杂神而已。或者，

如周氏兄弟周作人、周树人(鲁迅) 早年所言，中国人大多是信道教的，懂得了

中国的道教，就懂得了中国人的国情。这里所谓的道教，在民间其实也不是真正

的道教，而是民间信仰罢了。总而言之，民间信仰在民间影响极大。一般而言，

它不受宗教的约束，也不同于一般的宗教。现实生活中，它与民间民众日常生活

场景的方方面面，如盖房买房、生老病死、养育嫁娶、读书上学、外出行商、打

井造桥、种田捕鱼等等纠缠在一起，并有意无意地规范制约人们的言走向。在世

俗的生活中，民间信仰极大地约束着人们的思想言行和人生观。民间信仰是一把

双刃剑，其负面，对民众生活有害。因立场观念的差异，时代的不同，实际危害

的程度和个人的感受有所差别。民间信仰中蕴含的民间权威文化符号和信息，具

有不同于法律的法约力量，其合理适度的流行、应用，往往与遏止人性的劣根性，

促进人性的良知，保护生活生产的生态环境，祈求人生福禄寿、美好幸福等生活

目的相联系，内含有利于现实民众生活和社会公共秩序的和谐发展的积极因素，

在维系社会规范，促进社会稳定，改良国民性等方面，具有政府行政管理无法替

代的影响和作用。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索、剖析，可以为我们当代思想文化和相

关学科提供新的理论。 

其次，对当前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如何进一步凝聚民族性具有实际的意义。 

由于多种原因，我们对民间信仰在民间生活中的实际状况，调查不足，研究

薄弱，知之甚少，加上国家原来也没有对民间信仰的管理机构，从各级领导到普

通民众，普遍缺乏对民间信仰的科学认识，民间信仰一直处在无序的自发状态。

在近 20 年的田野调查中，我们常可见一些领导干部，对民间流行的民间信仰简

单斥为迷信，一概排斥，对佛教、基督教等宗教，称其不是迷信，一切从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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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阶层宗教信仰认识上的无知和“崇洋迷外”，造成了民间，特别是广大农村民

众信仰思想文化的混乱。我在浙江沿海调查中发现，一部分基督教徒在传教中，

学着我们个别领导的口吻，指责民间信仰乃至道教等中国本土信仰为迷信，称自

己是国家法定的宗教而不是迷信，弄得不少渔民、农民分不清楚，为了不搞迷信，

放弃本土民间信仰而皈依洋教。个别地区，这一问题已十分严重。浙江一些沿海

乡村乃至楠溪江上游深山沟里，也是教堂矗立。西方传教士，远至上千年，近至

几百年，一心想做而做不成的事，在近 20 年做来全不费工夫。本土民间信仰的

弱化，外来宗教信仰的强化，对于民族的思想文化和凝聚力，民族身份的认同，

无疑是一种精神的“偷心术”，后患无穷。20 世纪初，鲁迅先生慧眼独具，早已

看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在《破恶声论》中，指出民间信仰对中国社会和民

生的重大影响，倡导参照国外经验，进行科学调查梳理，为现代社会的建设服务。

近百年过去了，事情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务必对此进

行研究和提出对策。 

本研究的新思考是我们在长期相关的田野考察研究积累中提出的。在日常的

学术关注和当初对中国期刊网、google 网等的多次检索中，除极个别文章题意有

点相近外，尚没有发现与本思考的名称和理念完全一致的研究思路。与此相关的

研究主要表现为如上述所说的对民间信仰本身和民间信仰与文艺或科学等之关

系的研究。在有的村落、家族、庙会、仪式等的研究中，虽有所涉及，但如本思

考直接将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融为一体综合研究者甚少。 

另外，学界虽然也有一些与本研究走向较为相近的文章发表，如乌丙安《俗

信 ——支配中国民俗生活的基本概念》，向柏松《传统民间信仰与现代生活》，

陈明文《试论民间信仰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作用》，张鸿石《论传统民间信仰与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文章中不乏一些对策和卓识，对本方向的研究提供了一

定的技术思路和理论启迪，但是，尚缺乏多学科的整体性、综合性的思考，总体

上还是不够深入，尚无民间信仰本身就是民众生活的一部分这样的新理念及深入

的分析研究。 

 

三、新思考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从“当代民间信仰和民众生活关系”的视角展开研究，需从时下现实社会民

众生活中流传的民间信仰出发，从民众生活实际出发，由点到面地调研，结合作

者二十多年来积累的田野调查材料以及众多学者、基层文化工作者的调查材料和

国际学术合作研究和交流中的有益经验，从学理的高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进行

分析，探讨当今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互渗和交融的独特场景的形态特点、内在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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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实际功能、地位作用、问题对策，反思自 20 世纪初近百年来，特别是 1949 

年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制定和执行对待民间信仰问题的政策方面的得失，参

照国外一些国家在解决民间信仰问题时所采取的方法，特别是一些成功的经验，

结合我国的文化传统和具体国情，着眼于当今思想文化建设的现实状况，提出我

们的理论思考和解决方法。 

这一研究思路的目标，是正视当代民间信仰和民众生活交织融合的现实，并

对此作科学的界定，探讨当代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之间有机构成的内在结构，研

究当代民间信仰在民众生活中的特殊功能、独特地位，尤其是对当今民众生活中

客观存在而又不断出现的新民间信仰现象，从理论层面作进一步的思考，并从可

操作性的角度提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和对策，填补中国思想文化建设中的一块空

白，为政府主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供中央和地方政府参考。 

这一研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于民俗学的立场，建立在广泛的社会

调查和田野考察的基础之上。以调查、考察的第一手资料和相关的文化材料为基

点，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注意多学科的观照，综合运用民俗学、宗教学、

文艺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对当代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

的问题作理论分析。首先，梳理近 20 年来设计者和参与者在田野调查中所得的

资料，同时搜集这些年公开发表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资料；其次，对一些重点地区、

重点案例进行详细的学术考察和调查。在这个过程中，召开各种调研座谈会，听

取各方面人士(地方政府官员、学者、民间普通百姓、民间信仰从业人员等) 的

意见。考虑到当代民间信仰在民众生活中的内容极为广博，各地区各民族之间存

在着一定的差异性，本方向的研究重点以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为中心，同时

兼顾东北、华北、西北、中南、西南等全国各地，以汉族地区为主，同时兼顾少

数民族地区。在分析具体问题时，采用解剖麻雀的方法，以分析重点案例为突破

口，最后写出既有理论深度，又具有可操作性的调查研究性专著。在一些重要章

节附个案调查报告。 

新的研究思路拟可突破的重点是，生活化的民间信仰——民间信仰生活相，

在当今社会民众的世俗生活中，究竟应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功能？ 而我们对以

往常常被笼统归入“迷信”范畴的民间信仰究竟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制定什么

样的对策？ 如何合理地利用民间信仰的文化信息构建民间权威对现实社会秩序

的维系？ 当然，民间信仰的研究本身是一个十分复杂困难的事情，本研究走向

也不例外。中国历史悠久，幅员广阔，民族众多，民间信仰极为庞杂，就凭几位

学者有限的时间、物力、财力，对它进行全面把握，是有很大难度的。在现实的

世俗生活中，民间信仰极大地约束着人们的思想言行和人生观。民间信仰是一把

双刃剑，其负面，对民众生活有害，但它与民众日常生活场景的方方面面纠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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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如何科学地梳理又是一大难题。 

本研究思路的实施，其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针对性强，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民众生活中民间信

仰自发性复兴，如何对待这种现象，成为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的棘手问题。由于处

理不当，已引发了一些民众与政府部门对抗的恶性事件。本研究，就是针对这样

一个现实问题而作的。 

2. 观念的创新。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将民间信仰同民众的日常生活分离

开来，而我们强调民间信仰就是民众世俗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是信仰决定生

活，而是生活决定信仰，生活产生信仰。对待民间信仰，以往我们主要关注的是

它的负面影响，而忽视了它的积极一面，本研究在具体分析当代民间信仰与民众

生活关系时，将更多地挖掘民间信仰在当代民众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中的合理因

素，以及民间信仰内聚的民间权威文化信息在加强民族凝聚力、维系社会稳定方

面的积极作用。 

3. 研究视角、方法的创新。已有的研究成果，注重的是传统的纯粹的民间

信仰研究，很少有人关注当下现实生活中的民间信仰及两者的关系。本课题定位

于现行民众生活中的民间信仰的多学科、综合性的调查研究。方法上，注意采取

民俗学视野下的三重论证法，注重研究者自身的田野第一手资料、考古发现、文

献资料的整体把握和理论关照的结合，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一定的开拓性。 

4. 研究成果是当代思想文化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理论问题，同时又具

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久违的五光十色的民间信仰在民

众的生活中重新曼延开来，从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趋向。究竟

如何看待和处理民众生活中民间信仰的存在和流行问题，实际上，一直是政府部

门，特别是我们现行体制下管理者和思想文化工作者十分棘手的问题。在充分调

查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具体可行的操作建议，可为政府主管部门制订相关

政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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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urrent Research Situation and Prospect of Folk Belief 

 

Chen Qinjian  Yi Xiaolong 

 

Abstract： There is an unavoidable fact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ideology and 

culture research that is how to define folk belief which widely exists in the current 

society. There are lots of heated discussions on what is folk belief and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folk belief in the academic world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most of t 

he scholar s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e sphere of belief and analyze it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knowledge and theory of the science of religion， instead of the 

research on t 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lief and society. The author s of t his paper are 

of the view that future research of folk belief should be based on t 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lk belief and people’s life ， which means to research folk belief in it s 

aspect of people’s life ， to focus on the concrete folklore phenomenon ， to do field 

research and investigations ， to evolve definitions and analysis scientifically and 

rationally ，and on t he basis of it ， to put forward strategies contributing to the 

management of folk belief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ideology 

and cul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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