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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山西曾是华夏文明的摇篮中心区。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历史悠久的三晋文化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
我们三晋文化研究会致力于研究三晋文化，发掘和弘扬其精华部分。
这对于当今山西的文化强省建设乃至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素养，增强国家
的软实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近二十年来，三晋文化研究会已经取得不少研究成果，编纂出版了约八千万字的图书，受到各界
的关注与好评。
即将出版的《诸神与众生——清代、民国山西太谷的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是三晋文化研究丛书中
的又一新作。
　　一些人类学家认为，复杂社会中存在着大小两种文化传统。
大传统是指以都市为中心、以绅士阶层和政府为发明者和支撑者的文化。
小传统即指乡村社会中一般民众尤其是农民的文化。
借鉴这一观点，我们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包括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两个分支，其间既有区别又有联
系。
文化研究对这两个分支都应重视而不可偏废。
民间信仰属于小传统文化、大众文化，但它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不可低估，文化研
究理应对之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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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同时，文化与社会的生态、生活、结构、功能密切相关，对社会的运行、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文化研究不仅应当考察文化本身，而且应当开启社会的视角，探讨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这是文化
研究深入发展的途径之一。
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民间信仰是传统乡村社会的一种意识形式，它在广阔社会中的影响和
作用超过了任何一种学说与宗教。
因此，从社会角度考察民间信仰、揭示其社会根源与社会效应，对于拓宽文化研究的视野、提高文化
研究的水平也很有必要。
同时，对传统时代特别是近世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考察，还能为当今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与和谐
社会的构建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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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应当说，学者们对上述问题的关注是完全必要的。
但民间信仰与社会的关系还包括其他一些重要方面，例如民间信仰与区域社会的环境、资源之间的关
系，民间信仰与佛教、道教的关系及其在整个传统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民问信仰在民众物质、精神生
活中的作用及对民众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影响，民问信仰与现代性、现代化的互动及其在当今社会
中的复兴，如此等等。
相对而言，已有研究对这些方面考察颇少，明显不足。
　　从研究的视野来看，一些全国性神灵（如关帝、天后等）得到了较多考察，而对某一地方民间信
仰体系所做的全面、深入的探讨则尚少见；在区域研究中，已有成果主要集中于南方地区，对北方地
区民间信仰的考察还远远不够；至于各区域之间民间信仰的比较研究更是仅才起步、任重道远。
　　此外，一些研究中还存在着就信仰论信仰的情况，偏重对神灵源流的追溯和有关传说真伪的考辨
，停留于信仰事象的描述及其类型、特征的分析，未能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去发现更深层次的历史内涵
，学理性研究相对薄弱，关于民间信仰与社会复杂关系的理论体系更未建构起来。
　　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和薄弱环节，可能成为今后研究发展的突破口与增长点。
笔者认为，未来一定时期内，社会史的民间信仰研究可能会有下述的发展趋向。
　　第一，信仰领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民间信仰与社群关系及社区发展的历史进程、民间信仰与乡
村社会的整合及秩序、民间信仰的演变与地方社会的变迁等问题有着深入探讨的巨大空间，这些问题
仍将受到关注，相关研究将会更加充分地开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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