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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初论：神圣的结构和形态　　1．“神圣”和“世俗”　　迄今为止对宗教现象所下的全
部定义有一个共同之处：每个定义都用自己的一套方式表明神圣的、宗教的生活就是世俗和现世的生
活的对立面。但是，一旦着手规定神圣这个概念的范围就会遭遇到各种困难——既有理论的困难，也
有实践的困难。因为，在尝试给宗教现象下一个定义的时候，你必须知道从什么地方寻找证据，而且
首先必须寻找到那些能够在“纯粹状态”下看到的各种宗教的表现——亦即那些尽可能“素朴的”、
尽可能接近其源头的表现。不幸的是，这类证据是根本找不到的；在任何我们已知其历史的社会里，
在任何“原始人”及当今未开化的民族中间都找不到。我们在任何地方所看到的宗教现象几乎都是一
个复合体，表明其有着一个漫长的历史进化过程。　　因此，就是将某个宗教的材料加以收集整理，
也会遭遇相当严重的操作上的困难。甚至一个人仅仅研究种宗教，终其一生也不足以完成此项研究，
若想做比较宗教的研究，则好几辈子也不足以达到目的。然而我们想要的正是这样一种比较研究，因
为，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发现神圣不断变化的形态及其历史发展。所以在着手这项研究之际，我们必须
从历史学或者人种学已经发现的诸多宗教中撷取若干种，然后仅仅去研究它们的某些方面和某些阶段
。　　这种选择，即使仅限于某些主要的神圣的显现，也是一件颇为棘手的事情。如果我们想要对神
圣作出一些限定和规定，我们必得拥有足敷操作的一定数量的宗教表达以供使用。如此的话开端已属
不易，那么，这些宗教表达之纷繁复杂则将令我们愈加气馁。我们会面对各种仪式、神话、神圣形式
、神圣和敬拜的对象、象征、宇宙观、关于神的话语、被祝圣的人、动物和植物、圣地，不一而足。
每一个范畴都各有其自身的形态（morphology）——各有衍生的、繁复的内涵。我们不得不处理一大
批杂乱无章的材料，美拉尼西亚的宇宙起源神话或者婆罗门的献祭，以及圣特雷莎（St.Teresa）或者
日莲宗僧人的神秘著作、澳大利亚土著的图腾、原始民族的入会礼（initiation）、“婆罗浮屠”
（Borobudur）、西伯利亚萨满举行仪式的服饰和舞蹈、许多地方发现的圣石、大女神的神话和仪式、
古代国王的登基以及附丽于宝石之上的诸种迷信，都值得我们关注。每种现象都必须被视为一个神显
，因为它通过某种方式表达了神圣在历史上的某个瞬间所表现出来的某种模态，也就是说人类已有的
诸多神圣经验中的某一种。每一个现象皆因其告诉我仃丁两件事情而具有意义：其一，它是一个神显
，所以它揭示了神圣的某种模态；其二，它是一个历史事件，所以就揭示了当时人类对于神圣的态度
。例如，以下的《吠陀》文本是送给一位死者的：“爬回到你的母亲，大地那里去吧。愿她将你从虚
无中拯救出来！”这份文献表明了大地崇拜的特点；大地被视为母亲，大地母亲（Tellus Mater）；但
是它也表明了印度宗教历史的某个特定阶段，当时大地母亲——至少在某个团体里面——被当作抗拒
虚无的女保护神而被认为是有意义的，而在《奥义书》的改革和佛陀的教训中这种意义就被清除出去
了。　　我们且回到开始之处，如果我们想要对宗教现象有所理解，则每一种类型的证据（神话、仪
式、诸神、迷信，等等）在我们看来实际上都是同等重要的。对宗教现象的理解总是和历史联系在一
起的。我们所观察到的每一个神显也是一个历史事实。神圣的每一种显现都发生在某种历史情境里面
。甚至最个人化和最超越的神秘经验也受到它们所处时代的影响。犹太先知得益于重大的历史事件，
重大的历史事件证明了他们的正义，证实了他们的真实；他们也得益于以色列的宗教史，以色列的宗
教史使他们能够解释所经验到的一切。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不过不是作为一种个人经验——某些大
乘佛教神秘家的虚无主义和本体论若是没有《奥义书》的沉思、梵语的发展以及其他事物便是绝无可
能的。我并不是说每一种神显和每一种宗教经验都是在神性活动中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偶然事件
。最伟大的经验不仅在内容上有所相似，而且在表达上也经常是相似的。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
在爱克哈特大师（Mei—sterEckhardt）和商羯罗（Sankara）的语汇和术语中就发现了许多共同之处。
　　一个神显总是一个历史事件（也就是说，总是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中发生），这个事实并不削弱其
普遍性。某些神显仅仅在当地才有意义；而其他的神显则拥有或者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意义。例如，
印度人称某树为菩提树（agvattha）；在这棵特定的植物中显现的神圣仅对他们而言具有意义，那是因
为仅对他们而言菩提树不仅仅是一棵树。因而那个神显不仅具有时间的特定性（每一个神显均无例外
），而且具有区域的特定性。尽管如此，印度人还有宇宙树（大地之轴EAxis Mundi]）的象征，而这
个神话一象征的神显是普遍的，因为我们在诸古代文明中都能找到宇宙树。但是请注意，菩提树之所
以受到敬拜，在于它具体体现了在生命的不断更新中的宇宙的神圣意义；事实上，它之所以受到敬拜
，是因为它体现了各种神话中宇宙树所代表的那个宇宙（参见§99），或者说是这个宇宙的一部分，
或者象征着这个宇宙。然而，虽然我们可以用在宇宙树拥有的同样象征来解释菩提树，但是，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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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植物形式转变为一棵神树的神显，只是在特定的印度社会中才有意义。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在此例子中，一个神显被相关民族的现实历史所遗弃：闪米特人曾经在历史上崇拜过飓风和生殖
之神巴力（Ba‘al）和丰产女神（尤其是大地的丰产）贝利特（Belit）所组成的一对神界夫妻。犹太先
知称这些崇拜是渎神的。闪米特人认为——也就是由于摩西改革后那些获得了一个比较纯粹、比较完
全的上帝观念的闪米特人的观点——这样一种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不过古老的闪米特人对巴力和贝利
特的崇拜也是一种神显：它表明（尽管具有不健康的、魔鬼般的形式）有机生命、血液的基本力量、
性和丰产的宗教价值。这个启示的重要性即使没有延续数千年，至少也有数百年的历史了。作为一个
神显，它占据统治地位，直到被另外一个神显所取代，而这种新神显——在精英宗教的经验中臻于完
满——证明其自身令人更加满意，达到了更完满的程度。耶和华的“神圣形式”胜过了巴力的“神圣
形式”；它显示出一种更加完满的神圣性，它赋予生命以神圣，却不会任集中在巴力崇拜中的那些基
本力量的肆意放纵，它揭示了一种灵性的经济学，人的生命和命运可以从中获得一个全新的价值；与
此同时，通过它可以获得一种更为丰富的宗教经验，一种比较纯洁、比较完善的与神交流的形式。耶
和华的神显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因为它代表着一种神圣的普遍的模态，它所具有的本性就是要向其他
文化开放；它通过基督教而变成全世界的宗教价值。因此可以看到，某些神显拥有或者通过这种方式
而变得具有普遍的价值和意义，而其他一些神显依旧是地方性的和阶段性的——它们不对其他文化开
放，而最终甚至在它们由之产生的社会中也消失了。　　2．方法的困难　　但是，我们暂且回到前
面提到的巨大的实际困难上来：那就是材料的极端多样性。更为严重的是，每当我们将这些成千上万
的零碎证据收罗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材料所涉及的范围似乎是无限多样的。首先（正如所有历史材料
一样），我们必须处理的材料多少是由于偶然的原因而留存至今的（文献如此，纪念建筑、碑铭、口
头传说和习俗亦概莫能外）。此外，那些偶然留存下来的材料来源各不相同。例如，如果我们想要拼
接出早期希腊宗教的历史，我们只有为数不多相互迥异的纪念建筑以及某些还愿品；在日耳曼和斯拉
夫宗教那里，我们只有利用一些简单的民间传说，在处理和解释这些传说的过程中必然是险境重重。
一份鲁尼文碑铭、一个在不知其意且历经数世纪之后方才记载下来的神话、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绘画
、一些史前纪念建筑、大量的仪式以及大约一个世纪以前的民问传奇一一日耳曼和斯拉夫宗教的历史
学家手头就只有这些材料。如果人们只研究一种宗教，这些东西混在一起还好说，但是当人们试图进
行比较宗教的研究或者试图把握大量不同的神圣模态的时候，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了。　　这完全
如同一位批评家手头只有一些拉辛（Racine）的手稿、一份拉布鲁耶（La Bruyere）的西班牙文翻译、
一些外国批评家曾经引用的文本、一些游客和外交家的文字回忆、一份外省图书馆的书目以及其他一
些诸如此类的文献，就不得不去写作一本法国文学史一样。一个宗教史学家能够得到的全部材料大抵
如此：大量残缺不全的祭司口传知识（这是一个阶层独有的产物）、旅行家的笔记摘录、外国传教士
收集的资料、世俗文献中反映的内容、一些纪念建筑、一些碑铭以及依旧保存在当地传统中的记忆。
当然，历史学就是要将这类零碎的偶然的证据串连起来。但是宗教史家面对一个比历史学家更为重大
的任务，历史学家只是将保留在他那里的一些证据组合成为一个事件或者一系列事件；宗教史家不仅
必须追溯一个特定神显的历史，而且必须首先理解并且解释该神显所揭示的神圣模态。而在任何情况
下，要解释一个神显的意义就已经够困难了，而所得到的证据的歧义性和偶然性会加大这一工作的难
度。想象一个佛教徒试图凭着一些福音书的残篇断简、一本天主教的每日祈祷书、式各样的装饰物（
拜占庭的图像、巴洛克的圣徒雕像，也许还有一件东正教的圣袍）来理解基督教，但是另一方面他能
够研究欧洲某个村庄的宗教生活。毫无疑问，我们这位佛教徒观察家将会注意到，在农民的宗教生活
方式以及乡村教士的神学的、道德的以及神秘主义的观念之间的明显区别。然而，虽然他能够把握到
这种区别固然没错，但是如果他仅仅因为那位教士只是一个个体——如果他坚持认为，只有作为一个
共同体的村庄所表达的经验才是真实可靠的——而拒绝根据这位教士所保存下来的传统来判断基督教
，那么他就是错误的。基督教所揭示的神圣模态实际上更加真实地保存在教士表达的传统（尽管具有
很强的历史的和神学的色彩）而不是村民的信仰里面。这个观察家感兴趣的不是基督教历史上的一个
瞬间或者基督教世界的一个部分，而是基督教本身。在整个村庄里面只有一个人可能拥有关于基督教
的仪式、教义和神秘主义的正确知识，而该共同体的其他成员所得到的相关知识是错误的，他们的宗
教生活沾染了迷信成分（也就是被抛弃了的神显的残余），这个事实对于他的研究而言或许无足轻重
。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个人保存了比较完整的，即使不是原创的基督教经验，至少也是其最基本的
因素，以及其神秘的、神学的和仪式的价值。　　我们在人种学研究中常常发现这个方法上的错误。
由于传教士古兴德（Gusinde）在其研究中仅仅局限于一个人，保罗·拉丁（Paul Radin）就认为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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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他所得出的结论。这种立场只有在严格局限于社会学研究对象时才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要研究在
一个特定时期火地岛（Fuegian）共同体的宗教生活，不妨采取这样的立场；但是当我们要发现火地岛
民有多少宗教经验的能力，那么我们的立场就完全不同了。原始人认识不同模态的神显的能力是宗教
历史上最为重大的难题。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证明（正如在最近数十年中所作做到的那样），最原
始的民族的宗教生活实际是极其复杂的，它们不能被化约为“万物有灵论”、“图腾崇拜”或者甚至
是祖先崇拜，它们包含各种拥有一个造物主一上帝的一切全能的至上神的想象，那么，那些否认原始
人能够接近“高级的神显”的进化论假设就是无效的。　　3．神显的差异性　　当然，我为了说明
宗教史家所掌握的证据之稀少而进行的比较乃是一些虚构的事例，并且必须这样看待它们。我的首要
目的就是为了证明，我在《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中使用的方法是有其合理性的。考虑到我
们的证据的歧异和稀少，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谈论不同的“神圣的模态”呢？这些模态之存在
，乃由一个事实所证明，亦即一定的神显可以被一个共同体中的宗教精英和其余成员以极其不同方式
所共享和解释。对每年秋天大批涌入加尔各答的迦梨戈特（Kalighat）神庙的信徒而言，杜尔迦
（Durga）只不过是一个恐怖女神，耍向她献祭山羊；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受礼的虔敬者（gaktas）而言
，杜尔迦展现了宇宙生命持续不断的、剧烈的更新。很可能在那些供奉湿婆林伽（1ingam）的人中间
，许多人只是将其视为一个生殖器官；但是也有人将其视为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代表着宇宙节律性
的成住坏灭——宇宙通过各种形式显示自身，并且周期性地回到自己初始的、先于任何形式的统一体
，然后再复生。杜尔迦和湿婆的真正意义究竟是什么——是受礼之人的解读还是大量信众的观点？在
《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中我将试图证明两肴具有同等意义；大众所赋予的意义与受礼者的
解释一样，都是代表着杜尔迦和湿婆的神圣的真实模态。我能够证明这两种神显是一致的一它们所显
示的神圣的模态绝非矛盾，而是相互补充，是一个整体的不同组成部分。这就确保我赋予大众经验的
记载与仅仅反映精英的记载以同样的重要性质。这两类范畴都是必不可少的——使我们不仅能够追溯
神显的历史，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确立神显显示自己的神圣模态。　　这些想法——《神圣的存
在·比较宗教的范型》还会予以充分的证明——可以运用于我前面谈论到的大量不同的神显中。正如
我所说的那样，证据不仅在来源上均衡的（有的来自祭司和受礼者，有的还来自大众，有的仅仅是片
言只语、残经和语录，而有的却是完整的经文），而且在形式上也是不均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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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中，伊利亚德还将神话和象征引入神显的研究，这有助于从另一
个侧面深化对古代社会和原始民族的宗教世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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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宗教研究必读。
2、关于神的领域。自己所接触到的最后的领域。对宗教的信仰给出了非常深刻的解析。。。对理解
现在的马克思教。儒教。。。佛教。。很有帮助。对破除个人崇拜很有帮助。
3、这本书能告诉你宗教学、人类学的精华！
4、神显 退位神 捆绑 神圣空间 再生 丰产 周期  自然节律 化约论 玛那 象征 神话范型 仪式 神族婚姻
5、帮同事买的，她说好看。
6、关于宗教与神话的问题，历来就是让学者分歧很大的问题，能够用明白晓畅的话语，层次清晰的
说明二者关系的著作实在不多见，伊利亚德不愧为世界级的宗教学大师。此书非常值得推荐。
7、好多啊，看不进去。。。
8、还没开始看，不过感觉很好
9、想再看一遍!
10、宗教现象学
11、沒想到那么厚。
內容 很豐富。感覺很有收穫 

看到很多正統的東西。
12、宗教民俗学方向的读本，印刷很好，也颇具可读性
13、第一章讨论宗教的具体表现形式（神显），第二至九章讨论具体的崇拜类别以及与之相关的象征
符号、神话仪式，第十章、十一章是神圣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第十三章是象征（符号）的整体性叙
述。
14、这本书介绍了各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吧``实质性的内容不是很多``不过要是想了解每个民族的共同之
处和不同之处`着本书是个不错的选择`
15、话说把双子座翻译成吉米尼真的好么 不会误导读者么 
16、嗯，还行
17、本书对于原始宗教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18、: �
B929.1/2221-1
19、体系很庞大，视野很宏大，很厉害。不知道是不是个人水平原因，总是觉得概念不清楚。。。
20、哈哈，俺的伊利亚德。
21、建造一座祭坛，就是重复世界的创造⋯⋯佛教传统也提供了同样的观念：世界的创造是从第一个
顶峰，一个点开始的，也就是说既是从中央也是从超越之处开始的。由于达到了宇宙的顶峰，佛陀同
时就变成了世界的开端。佛神奇地消弭了时间和存在，置身于世界创造以前的永恒瞬间。每一个“创
造”，每一次和“中心”的联系都会消除世俗的时间，进入奇妙的创造世界的那个从前⋯⋯因此，一
切房屋，如同一切的神庙、王宫和城市，都处在完全相同的地位，处在世界的中心。这是一种超越的
空间，与世俗空间的性质极为不同，它允许多元而无限的“中心”的存在⋯⋯每一个意识都具有此刻
、现在发生的特征。基督受难而死并且复活不仅仅是在礼拜日的崇拜中受到纪念；这一事件确实就在
信徒的眼前的那个时刻真实地发生了。而一个虔信的基督徒必然觉得他和这些超历史的事件是同在的
22、当时读的之痛苦，现在也是似懂非懂
23、体力活
24、仿佛是《神圣与世俗》的扩充版
25、最近搞搞到了中译本， 正在读，读过原文，看看中译能否表述清楚伊利亚德的内在思想
26、像伊利亚德这样的真正大师级的学者，其著作应该多多翻译过来，让国内还处于50年代水平的宗
教研究得到促进。
27、有感：或许，人性是懒惰的，而所谓的勤劳勇敢，开拓进取只不过是人类的动物本质的展现。又
及，神话，宗教，科学之间并非是断裂的，三者统一于人的持续不断地作死之中，而幸亏人作为动物
有求生本能。
28、大师之作。稍有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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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天才！膜拜！
30、神一样的伊利亚德 
31、T-T。区别在于我没有通过仪式而见到她，我是通过与她结成神圣同盟的他们得知的。奇怪的时
间线。通过一切的圣化，而回忆创世之初的神圣。
32、名家名著，值得一阅！特别是对宗教有兴趣的读者。
33、国内就应该多引进这类书籍 我们需要信仰
34、初人的生存际遇+“神话思维”-->神话范型；不断流变-->各种象征，但原初范型始终若隐若现或
隐或现。
有趣之处太多，不一一列举，重要是伊大的中心思想。
35、如此好书。读得有些迟了。
36、非常好的书，不管是对神话学感兴趣，还是原始宗教，或者人类学，这本书都是很好的启发。一
开始很难读，不过后来就顺了。作者还索引了很多权威的参考书目，恩，可以去找找看。
37、读
38、yes。稍微解惑。象征：p391:二元统一性，壮族神话中的稻米（稻母，男性精液）。p396:道家传
统里，“吐纳”两种性别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蛋，亦即太一，宇宙学图式成为道家神秘生理学模式
。（oh麽经）。
39、本书实际上是对人类社会早期的各种崇拜，如太阳崇拜、月亮崇拜、拜水等，进行比较研究，因
此可以说是原始宗教比较研究。本书的分析框架能否延伸到研究主要的大宗教，还有待观察。
40、论述“神圣”（the Scared）和“神显”的比较宗教学著作，与米尔恰后来的《宗教思想史》一脉
相承。两相对照着看，对“神圣”的起源和演变、“比较宗教学”的研究范畴和米氏所称之“宗教史
”的理解终于得以前进了一步。（不由得开始期待《永恒回归的神话》了啊>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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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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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神圣的存在》的笔记-第11页

        一个事物变得神圣是由于它体现了某种超越自身的东西。

2、《神圣的存在》的笔记-第37页

        神的超越性直接显现为天的不可企及、无限、永恒和创造力。

3、《神圣的存在》的笔记-导读

        只知其一者，一無所知

4、《神圣的存在》的笔记-第45页

        14."退位神"
但是，毫无疑问，至上天神的自主性、崇高和首要的地位绝对没有降低，至多不过说明“原始的”民
族和开化民族一样，在觉得对神灵已无所求的时候就会很快忘却他们；生活的艰难迫使他们更多地关
注大地而不是天空，人类只有在面临来自上天的死亡威胁时才发现上天的重要性

5、《神圣的存在》的笔记-第15页

        不习惯、不寻常的显现一般会引发恐惧和退缩。

6、《神圣的存在》的笔记-第26页

        正如仪式总是包含有重复祖先或者诸神的原型行为一样，人类则试图通过神显赋予其甚至最普通
不过的、毫无意义的行为以一种“存在”。通过这种重复，行为就与其原型相一致起来了，时间也就
被取消了。也就是说，我们见证着在宇宙的黎明之际发生的同样行为。因此，通过将其全部的生理行
为转变为仪式，原始人努力“到达彼岸”，将自己抛出时间（和变化）之外而进入永恒。

通过已经转化为仪式的最基本的生理行为而进入真实的、神圣的努力，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宗教经验，
虽然在形式上是模糊不清的。

⋯⋯

大多数原始人的行为在他们看来，只是在重复神灵或者神话人物在时间开始之际所做的最初行为。一
种行为有意义仅仅是因为它重复了一种超越模式或一种原型。

7、《神圣的存在》的笔记-第55页

        创造和宇宙律法这两个概念密不可分。天空是宇宙秩序的原型。天神保证宇宙节律的连续和不可
捉摸，确保人类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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