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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韩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两国的友好历史源远流长。
尤其是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从经济贸易合作开始，已经发展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
体育等诸方面的全面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也不断达成很多共识，发挥其重要的区域性作用。
两国关系已经发展到可靠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其合作范围越来越广，合作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且还有更广泛的合作空间。
中央民族大学朝鲜一韩国学研究中心和朝鲜语言文学系是北京的朝鲜一韩国学重要教学、研究基地，
有着雄厚的教学、科研力量与研究基础。
曾于2007年向韩国科学技术部和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提出申请，参加“海外韩国学核心大学建设项目”
，并于2008年被选定为预备建设大学，2009年正式定为“海外韩国学核心大学”。
这一项目是世界性课题，目前世界上只有10所大学参加，即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哈佛大学、伯克利
大学、华盛顿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荷兰雷
登大学，中国南京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
本中心致力于把本土朝鲜学与国外韩国学，包括海外的韩国学与当地文化融合而形成的变异的韩国学
结合起来，共同研究。
以朝鲜语言文学为基础，对韩国学的各个方面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宗教学、历史学、
人类学、法学、艺术学、教育学等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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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几年，本人在中央民族大学主讲《朝鲜古代宗教与思想概论》、《韩国宗教文化概论》等课程。
现奉献给广大读者的这本书是在上述课程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加以概括和总结，并运用历史和逻辑相
统一的方法及比较分析方法，利用课余和暑期时间撰写而成的。
    本书的第一章阐述了中韩原始宗教的主要思想、特点及作用并作了比较；第二章对中韩儒学(儒教)
思想作了重点阐述并予以对比；第三章对中韩佛教思想作了重点论述并作了类比；第四章对中韩道教
基本思想作了重点说明并阐述了它们之间的相同点和相异点；第五章阐述了中(台湾地区)韩新兴宗教
的主要思想观点并在此基础上作了概括性的比较。
在本书的最后附有相关的统计表，这些统计表对理解和研究中韩宗教思想的基本概况并进行比较研究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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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京振，朝鲜族，吉林省长白县人，1948年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197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
兼任国际高丽学会亚洲分会常务理事、东亚宗教文化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
学会常务理事等。
曾出版有《哲学方法论》、《当代外国伦理思想》(合编)、《朝鲜古代宗教与思想概论》、《朝鲜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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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外发表过论文1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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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满族中，曾盛传清朝统治者的始祖不库哩雍顺为天女佛库伦吞神鹊所衔朱果而生，故人们均以鹊为
神，从不加害。
满族对狗也特别有感情，有相沿不准杀狗、食狗和使用狗皮的遗风，这些都可被认为是某些氏族曾将
鹊、狗作为图腾崇拜的遗迹。
在内蒙古自治区陈巴尔虎旗鄂温克苏木（区）的鄂温克族中，每一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嘎勒布勒”。
“嘎勒布勒”是鄂温克语，意思是“根子”或“起源”，也就是以各种动植物或其他无生物为标记的
始祖图腾。
人们认为自己的氏族是由该物起源而来的，于是该物便被视为自己的祖先。
如纳乌纳基尔氏族的“嘎勒布勒”是一种名叫“奥腾”的灰色长脖水鸟；西拉纳妹他氏族的“嘎勒布
勒”是一种名叫“哈伊嘎斯”的全身黑、头顶白的鸟；造鲁套特氏族的“嘎勒布勒”是鹰；额乌特巴
亚基尔氏族的“嘎勒布勒”是天鹅；杜拉尔氏族的“嘎勒布勒”是一座名叫“给连恩道勒”的山。
这里的人们不仅尊敬自己氏族的图腾，而且也尊敬图腾动物。
对图腾动物不仅本氏族人不得伤害，而且也不允许外族人伤害。
并且，这里的鄂温克族男子，凡是在饮酒时看见本氏族的图腾动物从天上飞过，必须向它以酒致敬；
若是女人在挤奶时看到本氏族的图腾动物从天上飞过，则要向其挥洒奶子，嘴里还发出“哟！
哟！
”的呼喊声，以示敬意。
还有以动植物及其他无生物物质作为氏族名称的现象。
例如，新中国成立以前赫哲族的每一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名称，而这些名称有的是因氏族居住的地方而
得名，也有的是以某种动植物或其他无生物命名的。
现黑龙江省饶河县西林子乡中赫哲族姓傅的，赫哲语原意为“旱柳”；姓胡的，赫哲语原称“马林卡
”，意为虎；姓黄的，赫哲语原为“朝日朝恩克”，意为黄鼠狼。
这些很可能都与远古时期氏族图腾有关。
4.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是在图腾崇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当图腾崇拜伴随着氏族公社走下坡路的时候，祖先崇拜即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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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韩宗教思想比较研究》：中韩文化交流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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