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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阿尔泰学是建立在语言学基础上的国际性学科。
在18世纪前半叶，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今天称之为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一通古斯语族的诸语言之间
存在着某些共同性。
经过近两个世纪的探索，由芬兰学者兰斯铁提出阿尔泰语系假说，认为以上诸语言彼此同源，它们来
自原始的共同阿尔泰语，从而为阿尔泰学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
白兰斯铁的阿尔泰语系假说以来，阿尔泰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这种成绩的取得始终伴随着主张和反对阿尔泰学理论的激烈争论。
同阿尔泰语系假说相对的理论认为，被称作阿尔泰语系的诸语言之间之所以存在着共同性，是因为这
些语言相互接触、彼此影响的结果。
或许阿尔泰学假说是永远无法得到证明的。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阿尔泰语系假说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平台和一个对话的空间。
无论认为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共同性是因为它们来自共同的原始阿尔泰语，抑或是因为语言接触和语
言影响所致，学者们之间的讨论和对话都在推动着对这些语言的研究不断深入，使我们对阿尔泰语系
诸语言不断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然而，学者们围绕着阿尔泰语系假说所展开的争论始终是在语言学领域展开的，他们所关心的更多的
是语言自身的规律：出发点是语言，归结点仍然是语言。
尽管随着阿尔泰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人们的注意力早已不仅仅局限在语言的范围之内，人们的研究
已经涉及了阿尔泰语系民族的历史、民俗、书面和口头文学等诸多方面，但是这些研究常常是分散的
，往往独立于阿尔泰学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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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蒙古语族诸民族宗教史》试图将蒙古语族诸民族的宗教放在一个更大的文化背景下，进行一番
科学的考察、描写、分析和研究，以求对蒙古语族诸民族宗教的产生、发展、流变的历史及其相关的
宗教现象有更新、更高、更深的探讨和认识，进而对宗教这一人类特殊的精神文化现象的奥秘有所揭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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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佟德富，1938年11月生，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人，中央民族大学宗教研究所名誉所长，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副理事长，蒙古国科学院荣誉哲学博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
哲学教授。
 出版专著有《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概论》、《哲学——思维与智慧之花》、《走近先民的智慧》等；合
作、主编教材、专著、文集等18部，在中、日、韩及台湾、香港等海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
其中部分作品获得北京市、国家民委和中央民族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
 曾应邀赴蒙古国、日本、美国、芬兰、瑞典、挪威、俄罗斯、越南、韩国以及港、澳、台等地讲学与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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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萨满　　(一)萨满的服饰和法器　　萨满的法服分为法冠和法裙两大部分。
　　法冠是一顶铁帽，帽顶由许多铁箍组成，还装饰了两个角，后面是九环铁链，链子下面是一个矛
状铁。
在铁帽两侧各有一个铁环，这叫做“浩勒宝嘎斯”。
用丝、布条、天鹅绒捻成的蛇状物，吊在帽子的两侧及后面，并系着各种颜色的布条。
　　科尔沁地区的法冠以毡子制成，状如圆盅，周围有一圈帽檐，顶端有疙瘩和红缨。
这种法冠叫做“德日很玛拉盖”。
　　法裙由“上衣”和“围裙”两部分组成。
上衣用狍子皮制成，大小与其身相当，鞣掉毛皮，染成红色，长度达膝部，袖子剪成穗状。
围裙用一张完整的猎物皮制成，鞣掉毛皮，系上25个铸铁环和25个生铁环，每组环上另有三个“浩勒
宝嘎斯”，在猎皮内侧系上许多小铃铛。
　　科尔沁地区的法裙由“衬裙”和“罩裙”两部分组成。
衬裙用布料制成，分左、右两片，每片上窄下宽，用一根布带连接，系于腰间。
罩裙，是一宽围腰，下垂很多飘带。
飘带很长，呈上窄下宽状。
有些飘带的中间和末梢还缀有小铃铛和穗。
飘带的片数不尽相同，有21条、23条、27条不等。
　　蒙古萨满的法器有法杖、神鞭、神鼓、铜镜等。
　　法杖为一根拐杖样的木棒，上端代表马头，在颈部系上一个带三个“浩勒宝嘎斯”的圆环，这叫
马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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