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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间信仰的生态内质及现代意蕴  

□ 张祝平

  从生态文化的视角观照民俗文化，传承于我国数千年的民间信仰最能体现人类与大

自然之间与生俱来、密不可分的精神关联。民间信仰中蕴含的大量具有原始思维特点的

观念及信仰形式，源于人类对大自然的种种生存体悟，至今仍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们的

思想与行为，其对整个生态文化系统的形成、推演、发展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建构和影响

作用。 

  民间信仰的生态观照 

  民间信仰主要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广大民众自发产生的有关神灵崇拜的观

念、行为、禁忌、仪式等信仰习俗惯制，也称信仰民俗。从总体上看，我国民间信仰极

其重视人与自然彼此交融、和谐相生、互利发展的朴素生态意识，在历史沿袭中得到了

很好的保留。 

  民间信仰承袭了原始信仰“万物有灵”的朴素自然观。  我国学者金泽认为，民间

信仰作为一种广泛流传于民间社会的现象，从史前延续到近现代，是在社会生活各方面

发挥作用的活态宗教。在原始信仰中，举凡天、地、日、月、风、雨、山、河、动物、

植物等，皆有神灵，都是人们崇拜的对象，这充分体现出原始先民“万物有灵”的信仰

意识。这种朴素的生态自然观也是后世民间信仰传承的主要内容。在我国的民间信仰传

统中，几乎每类物都有物神，树神、花神、桥神、宅神、井神等，数不胜数。这些百物

杂神大多没有寺庙宫观，多数神灵也没有具体形象，对其的崇信和祭拜在很大程度上还

保留着原始时代的自然崇拜性质，具有原始朴素的生态自然观。 

  民间信仰承载了儒释道“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观。  几千年来,尽管民间信仰从

来没有被接纳为主流信仰，也很少通过文字进行传承，然而却依附我国传统的儒、释、

道,并与之盘根错节,成为我国文化传统和民风民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传统的民间信仰意识中，人只是自然界中的一分子，只有同自然界融为一

体，才能达到终极真理。天、地、人共同遵循的“道路”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

殆”的自然法则，如此才可以天长地久，国泰民安。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就是对古老民间意识中天人关系的集中概括。我国传统文化在人与自

然关系问题认识上的“天人合一”理念，就是主张人类与自然应该相生相谐、互利发

展。正如英国学者唐通所阐释的那样，“中国的传统是很不同的，它不奋力征服自然，

也不研究通过分析理解自然，目的在于与自然订立协议，实现并维持和谐……”这种生

态文化观及其价值取向，对我国民间信仰文化具有重要影响，并从不同层面规约和控制

着广大民众的文化心理、行为方式和生活习俗。 

  民间信仰内含了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生态道德观。  敬畏、顺应、尊重、爱护自

然，在我国传统民间信仰的价值体系中一直都是居于价值坐标中心地位的观念与取向。

对于与自身生存利害攸关的自然物和自然力，人们普遍怀有敬畏的情愫，并因此演化出

大量带有生态维护性质的习俗和禁忌。比如，在我国西南一些地区，人们将村寨附近的

山林、水塘视为“神山”、“神水”或风水之地，严禁砍伐和污染；北方地区传统狩猎

忌讳断群，忌捕杀怀胎、带仔的母兽及幼兽，每次围猎之后，都要放生一批；对青蛙、

蟾蜍的崇信是具有南方区域生态特征的民间信仰，江南一些地区民间将其视为“护谷

神”，在浙江奉化的民间传统中就有农历五月初五拜“护谷神”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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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传统文化的“贵生”观念以及对人伦道德的推崇，一开始就是民间信仰的主要

内容。“贵生”意味着对一切生命的敬畏，不仅指对人的生命还包括对其他动物和植物

的生命，都应该保持尊重与敬畏之心。民间信仰认为生命是神圣的，“无论是天地的至

灵——人类，还是遍布山川空间的禽兽鱼虫，它们的生命都是大自然的杰作，都是大道

至德的显现。”人们应当总是怀着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从事保护生命、善待自然万物

的事业。 

  生态领域的民间信仰关怀 

  当下，在不断升级的现代化生活浪潮下，涌动着的是日益膨胀的反自然、反社会、

反人类的倾向。有学者指出，人类若无对自身本质的深刻反省，不能遵循自然进化的规

律进行目标自律，就不可能走出今天的生态困境。可以说，挽救地球，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人类如何调整、端正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有效挖掘地球生态系统中的精神资

源。 

  近现代以来，生态文化理论的发展，使人们不仅注意到精神文化与生态问题的表层

关系，而且也注意到表层掩盖着的深层问题。在现代生态学奠基者怀特看来，我们现有

的科学和技术都有一点正统基督教傲视自然的味道，我们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不可能在其

自身内部得到解决，因为这个问题本自源于宗教，所以弥补的方法也应该是宗教的。由

挪威著名哲学家阿恩·纳斯创立的深生态学是当代环境运动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

折和主导力量，它强调以生态整体主义看待环境问题以及人与自然环境应和谐相处的理

念，认为造成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文化危机，在于人类旧有的、不合理的价值

观念、行为方式和社会文化机制。 

  我国传统民间信仰蕴含着的 “万物有灵”、 “天人合一”、尊重自然和敬畏生命

等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无不体现出深生态学理念。 

  民间信仰的朴素自然观显现了幽远的生态意识。  在万物有灵观念的影响下，民间

信仰的信众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并举行各种祭祀活动。在有些传统农村社区至今还保留

着神山神水的观念，这一方面可以满足广大信众的崇拜，另一方面因信众的敬畏而使得

这些树木、山林、水源得到保护，在客观上有效地维持了生态平衡，体现出了一种基于

认识基础上的道德情感。各种祭祀看似是人神间的交流，事实上，其所要表达的正是人

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感激之情，所要追求的就是人与自然物和谐统一的生态伦理境界，

以及适于人类居住的秀美生态环境。 

  民间信仰的生态文化观及其价值取向反映出了深刻的生态理念。  民间信仰承续了

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精髓，将生命主体与生态环境视为统一体，认为天地

同根、众生平等、万物一体，一切生命都是相互联系并依靠大自然而生存的。这种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观念及其价值取向，建立在尊重自然规律、维护人与自然万物共同

利益的基础上。其中所隐含的生态价值观念，有利于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观念，树

立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整体主义意识，对于建立人与自然的新型生态关系，维护

正常的生态环境具有现实意义。 

  民间信仰的生态道德观在客观上为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可能。我国传统民间信仰中

尊重自然、敬畏生命、仁爱万物的宗教伦理思想，把自然万物都看成与人类同样有价值

的关爱对象，主张不为物役，节约用度，合理开发利用自然；把仁慈与因果报应理论联

系起来，认为系仁心于万物必得福报，戕害生灵必遭恶报。这些思想观念与深生态学倡

导的“人们除非为了满足生死攸关的需要，否则无权减弱这种生命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具有同样的作用，即不过分攫取自然、节制物质消耗。但是深生态学只是把这样做的目

的放到对生态系统的保护上，而我国传统民间信仰内含的生态伦理道德则更深入地看到

了物质生活的过度奢糜对人的道德品质的戕害，更具人本精神。面对人的物化和道德迷

失，传统民间信仰的现代价值转换，对于唤醒现代公民的生态自觉，克服与现代工业文

明并生的道德失范、人伦失落等社会问题，以及市场经济环境下熵化的社会秩序的整肃

都具有独特的作用。 

  生态文明时代民间信仰的生态保护实践 

  在面临生态危机的今天，重视民间信仰中这些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因素，充分发

掘其潜能，应该是发挥宗教积极因素的重要内容之一。 

  国家在政策层面上应积极引导民间信仰为生态环境建设服务。  当下，发挥民间信

仰在环境保护中的积极作用是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一宗教政策的具体体

现。国家在加强民间信仰管理的过程中有必要建立健全相应的政策，积极引导民间信仰



为保护环境而努力。具体而言，一要完善制度，加强对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管理者、信仰

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以及骨干信众的指引，把传统民间信仰泛爱万物的观念引导到爱生

活、保护环境上来，把行善意识引导到为生态环境建设作贡献上来。二要依法管理，对

于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或者位于风景名胜区内的寺庙宫观等信仰活动场所，宗教事务部

门要指导和监督寺庙管理人员精心保护。三要以理性的思维审视和探寻民俗生态价值观

念，大力宣传有利于优化生态环境的民间信仰习俗及其文化精神，引导信众正确认识和

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自觉维护大自然的和谐，更好地实现其信仰追求。 

  更为重要的是，民间信仰应适时进行现代价值转换，积极介入现代环境运动。  20

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的宗教界开始积极关注和回应生态问题。与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主

的西方宗教思想不同，我国的民间信仰天然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内质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

意识，但这些内容大多是被动的，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现在应该变被动为主动，更好地

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人类社会在历经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如今已迈

入生态文明时代。这一新型的人类文明形态认为人类应该与自然共存亡，应该在保护资

源的前提下开发资源，环境问题是人类共同的问题。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民间信仰

应当积极介入，主动进行现代价值转换，发挥好其中早已蕴含却被长期忽视的生态思想

内涵，引导和敦促现代社会民众摒弃破坏生态环境的陋习。这是当今人类走出生态困境

的重要选择，也将是我们需要长期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方水土抚育一方文化，一方文化滋养一方生态。我国传统民间信仰蕴含的生态保

护思想，通过隐性制约或显性强制的方式体现在民众的民间信仰文化中，虽然它不系

统、未定型，属于低层次的生态意识，并且在动机上有很强的功利性，但是也在客观上

起到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作用，有利于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当然，民间信仰

文化中也存在着大量不合理的，甚至需要坚决抵制的不利于生态环境的恶风陋俗。这些

需要我们在进一步的挖掘和梳理时加以仔细区分，使民间信仰文化乃至民俗文化在生态

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作者单位：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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