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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国内第一个萨满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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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中国第一个以研究萨满文化为宗旨的学术团体——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萨满文化研究中心，日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正式成立。在2001年2月9日举行的成立大会上，院领导、有关负责人及中国萨满文化研究专家50余人出席了中心的牌仪式。 

    萨满教是一个普及面相当广泛的原始文化现象，在有关的萨满仪式及神歌中，保留有大量的原始文化因子，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遗

产、文学遗产，均保留在了这一古老的原始信仰之中，故学界有“祭坛即文坛”的说法。可以说，萨满文化是研究人类思想史、文明

史，研究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天文、历法及原始信仰的重要参照，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生长点，近年来受到

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国际学界，萨满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但在中国，由于长期以来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这一学科的发展相当缓慢。许

多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随着老艺人、老萨满的离去，也已消失殆尽。打倒四人帮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这一一直被视为封建糟粕

的萨满文化，又一次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关注，1980年，我研究所的第一届老所长贾芝同志，即顶着巨大压力，举办了我国解放以来的第

一次萨满文化讨论会。近二十年来，我国学者已出版有关学术论著、译著数十部，论文、译文数百篇，制作影视节目数十部，搜集萨满

文物逾千件，事实上，萨满学已经成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学术生长点。为弘扬民族文化遗产，使中国的萨满学早日腾

飞，在各方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萨满文化研究中心。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萨满研究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纪

元。 

    本中心首次聘请各类兼职研究员72名，其中教授、研究员44名，副教授、副研究员19名，博士16名，这些研究人员来自北京及中国

各少数民族地区，堪称中国萨满文化研究的顶级人才，随着这些优秀研究人才的引进，本中心不但已经成为中国萨满文化研究的学术中

心，同时也必将成为中国萨满文化研究的资料中心、信息中心和与国际学界沟通的窗口。它的建立，必将为该领域的学者，提供更多的

方便。 

    本研究中心的业务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积极组织本中心研究人员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文化，特别是其中的萨满文化进行系统调查、整理和研究。 

  二、积极开展与国际同行联系，交流，使我国萨满文化研究工作尽快与国际学界接轨。 

  三、积极开展各类学术活动，不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讨论会及经验交流会。每两年组织一次学术年会。 

  四、编辑出版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萨满文化研究方面的学术资料、研究丛书等各类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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