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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民族文化之根与抵制同化

— 北美印第安人萨满文化的复兴

苑 杰

【提 要 】北美印第安人世代传承的 、 以万物有灵信仰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属于广义的萨

满文化范畴 , 其在历史上曾是北美印第安人所信奉的民族文化之根 。 世纪以来 , 北美印

第安人遭受到种族灭绝和文化同化的双重打击 , 萨满文化作为 “基督教 ” 的对立面也遭到

了仇视 、禁止 。 世纪以来工业文明在全球迅速普及 , 北美印第安人萨满文化的衰微也随

之加速 。然而近年来 , 在北美印第安人表达抵制同化的意愿的过程中, 萨满文化作为民族

文化之根出现了恢复和复兴的趋势 。这是全球 萨满文化复兴的重要类型之一 , 也是萨满文

化当代变迁的一个重要观察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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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术界对萨满教和萨满文化的发现始

于 世纪欧洲人对美洲的探索 。这一时期 , 民

族学家 、 历史学家乃至一些传教士等在美洲土

著人 , 也就是印第安人当中发现了一些被称为

,̀ 亡, , 的人 ,

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是声称 自己能够与神灵取得

沟通 , 并以此来学习有关生命的知识 , 并为集

体服务 。这些人在 “萨满 ” 一词在 世纪逐渐

成为学术惯用语之后 , 也被称作是萨满 , 而他

们所传承的和部落民众所信奉的以万物有灵信

仰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也被看作是广义的萨满文

化 。目前 , 按照学术界对萨满文化核心区域和

非核心区域的划分习惯 , 北美印第安人萨满文

化被认为是与典型的萨满文化具有相似现象和

功能的文化现象 。作为北美印第安人传统文化之

根的萨满文化在近几个世纪以来经历了剧烈的变

迁 , 是全球萨满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观察点 。

一 、 匕美 印第安人萨满文化复兴
的政治与社会环境

世纪以来 , 殖民者把世代传承于印第安

各部落中的萨满文化树立为 “文明的 ” 基督教

的对立面 , 并对这种 “野蛮落后的文化 ” 采取

了仇视和禁止措施 , 古老的萨满文化传统因而

遭受重创而走向衰微 。 世纪到 世纪中期 ,

殖民者开始实施文化同化和种族灭绝的双重官

方政策 , 对印第安人及其传统文化实施有组织

地弱化和摧毁 , 在这样的冲击下 , 印第安人被

迫进入保留地 , 被迫放弃狩猎生活方式和狩猎

文化 , 并且人口骤减 。

世纪末 , 印第安人曾经掀起大规模的反

抗白人运动 , 他们在与白人斗争当中恢复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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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叫做 “鬼魂舞 ” 的萨满舞蹈仪式 , 想借此重

拾印第安人的信仰和认同 , 增强印第安人整体的

凝聚力 。这种萨满教舞蹈意识的恢复及其在印第

安人当中所起到的作用 , 引起了殖民者的恐慌 。

年 , 当一些印第安人再次聚集起来共同跳起

这种舞蹈的时候 , 殖民者动用武力禁止这种仪式 ,

并屠杀了著名的印第安领袖 。这次大屠杀最终导

致了印第安人反抗白人的运动彻底终结 。从此 ,

印第安人彻底陷入了被压迫的状态 。

与世界上很多一直保持着较为古老的生产方

式的民族一样 , 印第安人在 世纪和 世纪也

不可避免地受到工业文明和现代化的冲击 , 与此

同时 , 印第安人还遭受着当时的美国政府所推行

的 “美国化 ” 和 “强制同化 ” 等文化政策的压迫 。

基督教的教士被派往印第安人的保留地 , “秉承着

造福于那些可怜的异教徒的信念 , 他们大肆宣扬

自己的宗教 , 并宣称印第安人是无知的恶魔信

徒 。',①传教士还把印第安人的孩子带出保留地,

送往遥远的寄宿学校接受教育 , 强迫他们减掉长

发辫 , 不许他们讲自己的母语 。在这种情况下 ,

很多印第安人都接受了印第安文化是 “落后的 ”

和 “野蛮的 ”思想 , 并产生了严重的自我厌恶情

绪 。很多心理学家都将这看作是一次大规模的文

化创伤 。 世纪 年代 , 美国政府又开始鼓励

印第安人结束部落生活 , 离开居留地 , 搬到美国

的其他城市生活 。然而 , 只有少数印第安人具备

在异乡生存所必须的技能 , 大多数印第安人最终

还是回到了居留地 。但是 , 印第安保留地几乎都

是自然资源匾乏 , 特别是土地贫痔的地方 , 而此

前已经被迫放弃了狩猎生产方式的印第安人几乎

失去了生存技能 , 结果是 , “整整六代印第安人完

全依赖于美国政府 , 致使印第安民族传统和自身

认知的消亡 , 以及失业 、酗酒 、黑帮 、萎靡不振 、

部落领导权派系丛生 、 以及对公正和重塑辉煌未

曾实现的夙愿等一系列更深层次的问题 。',②也正

是在 年代末到 年代中期 , 西方世界兴起了

对殖民化的反思思潮 , 人们开始对改变了他们对

于萨满的印象 , 开始更多地从文化的角度看待萨

满及其信仰和活动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 印第

安人开始回归传统 , 试图从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

中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 。由此 , 印第安人的

萨满文化经历了一场复兴运动 。

二 、 北美印第安人的萨满文化
复兴的具体表现与事件

一 当代泛印第安主义神话

自古以来 , 印第安各个部落就传承着天地 、

宇宙起源及各个部族起源的神话 。印第安各部落

关于天地及宇宙起源的神话在情节上基本相同, ③

特别是其中关于 “萨满 ” 这种人神中介的形象非

常鲜明 , 且具有明确的共同之处— 他们能够通

天入地 , 可随意在人与其它生物之间转换 , 与天

地万物相通而不受任何限制 , 也就是说 , 萨满在

人类与自然之间充当着中介 。在有些部族的宇宙

起源神话中 , 萨满还充当着大地以及自然万物的

创造者的重要角色 , 推动了早期人类的进步与发

展 与上述神话不同的是 , 关于各个部族起源的

神话则因各部族信仰和习俗的差异而各有不同 。

近些年来 , 在印第安萨满文化复兴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种新的神话 , 这种神话的模式 “是用二元

对立的词语介绍美洲印第安人和 白̀人 ' 的文化价

值唯灵论 唯物论 , 心平气和 好斗 , 信任 奸诈 ,

也把健康及有助于健康的一切与疾病及引起疾病的

原因相对比, 把尊重自然界并与自然界和睦相处与

污染和破坏自然界的浪费相对比。',④这些神话试

图 “揭示一种真正印第安人的古老传统 , 这种传

统可以追溯到 白̀人来到以前很久 ' 的时期 。',⑤

这种神话旨在通过树立印第安整体的理想化的

至 , ' ,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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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美国学者惠特 ·沃格林 曲 和穆尔

对这种天地及宇宙起源的神话进行 了模式 的归

纳 人类之祖起初都生于地下 四周黑暗无光 随后他们

借助于自然界的力量或神的力量从地下的小孔洞中升到地

面, 然后学会生活耕作 , 与自然和谐相处 从而开始了真

正的人类生活。

沃尔夫冈 · 吉莱克 《萨满舞蹈在北美印第安人中的复

兴 》, 《第欧根尼 》 年第 期。

沃尔夫冈 · 吉莱克 《萨满舞蹈在北美印第安人中的复

兴 》, 《第欧根尼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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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形象 , 达到与白人社会中真实的或想象的

缺陷进行对 比或对抗的目的 。总之 , 这种神话

试图在肯定美洲印第安文化优于 “ 白人 ” 文化

的基础上 , 建立一种泛美洲印第安民族主义 。①

二 拉科塔印第安人的太阳舞

拉科塔印第安人是北美平原苏族印第安人的

最大分支 , 其下又分为奥格拉拉族 、洪克帕帕族

等五个部族 。他们现在居住在达科他州和那科他

州 。根据拉科塔人的传说 , 他们就发源于今天南

达科他州的布拉克山。拉科塔人在历史上曾经过

着游牧和狩猎为生活 , 他们的足迹遍及威斯康辛

州到怀俄明州的大角山 , 北起加拿大 , 南至堪萨

斯州 。猎取水牛曾经是拉科塔印第安人的主要谋

生手段 。他们与白人最早的接触始于皮毛贸易 ,

然而到了 世纪中期 , 由于白人的大量涌人 , 不

仅水牛被猎杀殆尽 , 印第安人的主权和文化也遭

受到空前的威胁 。 世纪末 , 国家禁止印第安人

从事游牧业 , 这项政策使得印第安人开始完全依

赖于政府的食品供给 , 苏族印第安人几乎彻底丧

失了传统的狩猎生活方式和狩猎文化 。也正是在

这个时期 , 被称之为 “鬼魂舞 ” 的萨满仪式在印

第安保留地上大规模地兴起了 。在一位名叫沃屋

卡的派尤特印第安人先知也就是萨满号召下 , 印

第安人认为自己都应该跳 “鬼魂舞 ”, 以此来唤醒

死去的先人 , 让被猎杀殆尽的水牛重归大地 , 让

白人从美国的土地上消失 。包括拉科塔苏族在内

的印第安人大规模地加人鬼魂舞的行列 , 这最终

引起了政府的恐慌和武力禁止 。拉科塔苏族印第

安人在青松岭一代的伤膝河遭受重创 , 从此 , 拉

科塔苏族与其它部族的印第安人一样 , 结束了抵抗

白人的武装运动 , 被迫走上了被 “强制同化 ” 的历

程 , 经受着自身认知的消亡 , 以及失业 、酗酒 、黑

帮 、萎靡不振 、部落领导权派系丛生等问题的困

扰 。太阳舞仪式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恢复的 。

太阳舞是深深植根于印第安人古老的狩猎文

化和萨满文化传统的本土仪式 。它是以战争和捕

猎野牛为中心的神话主题为核心的集体仪式 。一

般需进行三四天 , 在仪式中 , 男人们不停地跳舞 ,

象征性地表演和再现印第安人在狩猎和战争中所

忍受饥渴 、伤残和痛苦的过程 。然而 世纪中叶

以来 , 印第安人遭受到主权和文化的殖民, 并且

失去了狩猎对象和狩猎生产方式 , 所以传统的太

阳舞失去了它的作用 。 世纪末 , 拉科塔人因为

参与鬼魂舞而遭受重创 ,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 ,

太阳舞在拉科塔人的保留地上也几乎绝迹了。与

此同时 , 怀俄明州温得河流域的肖肖尼族萨满吸

取了鬼魂舞运动的教训 , 开始用太阳舞来治病 ,

为发生战争的地方的人们减轻苦难 。由此 , 太阳

舞作为一种处理直接或间接地由白人人侵引起的

健康问题和社区问题的治疗手段而得到的复苏 ,

然而 , 这种作为治疗手段的太阳舞在印第安人中的

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直到 世纪 年代 , 在大环

境的变化下 , 太阳舞在拉科塔等地区的印第安人当

中才重新以集体性的萨满教仪式的形式而得到真正

的复兴 。②在拉科塔 , 太阳舞仪式的复兴是直接由

两位著名的萨满所促成的。复兴以来 , 太阳舞逐渐

成为印第安人用来解决由殖民政府造成的社会 、政

治和心理问题的重要公开性的和集体性仪式。

据人类学家丹尼尔记录 , 在 年 , 在奥

格拉拉青松岭上的苏族人保留地上只举行了一

次太阳舞 。 年 , 美洲印第安运动组织在当

年美国政府屠杀拉科塔印第安人的旧址与警察

对峙长达四个月 , 终于使拉科塔印第安人内部

的长期派系斗争结束 , ③此后 , 苏族人决定在保

“泛印第安主义 ” 是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 ·霍华德 」

一 在 年的一篇论述俄克拉荷

马地区印第安人帕瓦仪式的文章中提出的, 该文探讨了印

第安不同部族部落之间通过音乐聚会在音乐表现上相互借

鉴的现象。同 “印第安融和主义 ” 一样 , “泛印第安主义 ”

也是借鉴与被借鉴的部落双方有意识的文化活动 , 但是与

“印第安融和主义 ” 表现所不同的是 , '̀泛印第安主义 ” 主

要表现在印第安部落之间的相互借鉴与融合 , 这种文化交

流使不同部落的印第安音乐在向当代印第安音乐的发展过

程中表现出一种共性 。转引自王现 《美国印第安人音乐的

“印第安融合主义 ” 和 “泛印第安主义 ”》, 《中国音乐学 》

年第 生期 。
一。 , 二 、〔。 勺 阴

` 尸 亡 , ,

。世纪 年代 , 一个名为美国印第安运动的武装组织开

始与当时负责治理印第安保留地的腐败保守派展开了斗争

他们一度行进到华盛顿 占领印第安人事务局长达数 。

而后回到苏族人的保留地 , 年在伤膝河大屠杀

年美国政府为镇压参加鬼魂舞的拉科塔苏人的武装屠杀

的旧址前展开的与联邦警察长达 个月的对峙 在对峙中

拉科塔苏人各个派系之间终于放下了派系间的争斗 , 开始

团结起来 一致对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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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地每个夏天都举行太阳舞 。虽然 年青松岭

拉科塔人的奥格拉拉分支 的太阳舞仪式期间 ,

只有四位太阳舞者参与 , 但是到了 年 , 已经

发展到 位舞者参与该仪式 。十多年以来 , 夏

延河苏族人保留地上每一个传统的社区都一直在

举行太阳舞 , 每一次都有不止 位太阳舞者 。①

在仪式期间 , 萨满带领参与者集体跳起太阳

舞 , 集体经受自我牺牲和自我训诫 , 太阳舞者经

历了一些自我训诫 , 以此来表达他们对被忽略 、

疾病和贫穷的抵制 。②近些年来 , 越来越多的年

轻印第安人积极参与到太阳舞仪式中 , 不仅如此 ,

青松岭等拉科塔苏族印第安人的保留地上的太阳

舞也成为来 自不同保留地乃至其他国家的参与者

的跨部落仪式 。在拉科塔人乃至全体北美印第安

人当中 , 太阳舞已经成为是否是 “真正的印第安

人 ” 的检验标准 , 传达着印第安人的民族认同和

民族自豪感 。还有一些东部印第安人的萨满文化

复兴团体在试图恢复他们的传统萨满仪式时候 ,

也前来参照和借鉴拉科塔苏族人正在复兴中的信

仰和仪式 , 以此来调试他们自身的信仰和仪式 。

三 拉科塔人的萨满治疗仪式

近些年来 , 拉科塔人正在着手恢复的还有

被他们称之为 的仪式 , ③也就是神灵集

会 。神灵集会原本以治疗某些个体的疾病为主

要目的 , 当代的 仪式仍然大量采用了萨

满文化传统象征物和传统的实践方法 以神圣

的石头作为 个神灵的伟大化身 、 以具有致幻

作用的鼠尾草和黑红黄白四色旗帜圈定仪式场

地 , 后者被当代拉科塔人解释为黑红黄白四个

人种 , 而且还有捆绑起来献给神灵的烟草等 。与

传统的神灵集会不同的是 , 当代的 仪式

中, 萨满通过进人意识变形状态来进行预言和治

疗等 , 更为重要的是当代的 诚 仪式不仅关注

个人的健康问题, 更关注群体的健康问题 此外 ,

拉科塔印第安人还恢复了他们著名的 “洁身礼室 ”
作为净化和治疗个人乃至社会问题的手段 。

总之 , 通过这些古老仪式的恢复 , 萨满们

要传达的绝不仅仅是一种信仰的动机 , 而是

“正在试图不仅仅在个体层面和社区层面上 , 抑

或是保留地层面上为人民谋取福利 , 还要试图

在所有的印第安人乃至民族层面上为他们谋取

福利 。 ·····一 些萨满甚至说 , 他们愿意帮助追

随 祖̀先之路 ', 也就是奥格拉拉族的圣人黑糜

鹿所说的 红̀色之路 ' 的所有 种̀族 ' 的人 。', ④

三 、 重要的政治表达 — 北美

印第安人萨满文化

复兴的诉求

纵观世界各地萨满文化复兴的状况 , 北美

印第安人萨满文化与西伯利亚诸民族和地区萨

满文化在复兴过程中均以政治表达为诉求 , 但

两者也有很大的不同之处 西伯利亚地区则主

要是由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机构的政府所主导

的 , 在西伯利亚新近恢复的集体性萨满仪式中 ,

主持和组织祭祀的几乎都是政府的领导或者代

表 , 他们本人并不懂得萨满仪式中的祷词以及

很多象征性的活动的精神内涵 , 而完全是借助

这种仪式的古老性和宗教性来传达国家重塑民

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需求 。北美印第安人的萨

满文化复兴主要是由萨满 , 或者兼任萨满的部

落精神领袖作为主导力量 , 在北美印第安人新

近恢复的萨满仪式中 , 萨满不仅仅是倡导者和

组织者 , 也是亲自带领参与者进行祭祀和舞蹈

等活动的主要角色 。比如 , 丹尼尔根据考察指

出 , 迄今为止 , 印第安人还是相信只有

① , , 、̀, 即 ` ,

泛̀、 尸 亡 , ,

② 丹尼尔曾经这样描述了拉科塔印第安人的太阳舞仪式 他

们一直在禁食并且喝很少的水 鼠尾草茶 。他们用一根生

皮搓成的绳子将熊或鹰的爪子或木棍等固定在他们的胸前 ,

生皮绳与中心柱也就是太阳柱连在一起 太阳柱代表以太

阳 、生牛皮和雷鸟为媒介进行与伟大神灵进行沟通的方

式 。另一些人则用绑在他们胸前或者后背上的较短的皮绳

将自己悬挂在太阳柱上。还有一些人选择被悬挂在四根太

阳柱之间, 并在肩膀和胸前穿过两根钢针 , 另两根从胸前

穿过。他们通过忍受这些恐怖的痛苦来为他们的印第安民

族的亲属和 “所有的人和善良的愿望 ” 祈福。然后他们将

奋力获得解放 , 跳起狂野和痛苦的舞蹈以抵制被忽视 、疾

病和贫穷。转引自 , 。、 二 。

肥勺 , ,̀ 月` 扭削 。̀ 、 亡,,。

, ,

③ 文中之所以将 一词保持未翻译的状态, 是要用其作

为与传统的神灵集会的区分和对比。

④ , , 、〔` 勺 ` , ,, ,,

`月尸 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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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萨满 , 才能够主持太阳之舞 。 世

纪 年代以来 , 在苏人保留地上恢复的太阳舞

仪式也确是由两位萨满 率真的牛和鹰羽 所

促成的 。沃尔夫冈对拉科塔人青松岭保留地的

太阳舞仪式的记录中也表明 , 萨满就是亲身领

导仪式进行的人 , “一些参加者和大批观众聚集

在南达科他州的松树岭保留地 。有些跳舞者许

愿 , 要在一年一度的仪式中跳得皮开肉绽 。在

茅屋里洗净汗水和互相传递过表示和好的烟斗

后 , 跳舞者们由一个戴着野牛头骨的男子和太

阳舞的首领— 即根据传统确定仪式程序的首

席萨满— 率领着鱼贯进人跳舞的场地 。按照

歌声 、鼓声和鹰骨笛笛声的节奏 , 他们依次向

场地中央的木柱冲去 , 然后散开 , 在东南西北

四个方向上跳四次舞 。那些许过愿的人被一根
皮带捆在木柱上 , 萨满使皮带穿过他们胸膛的

皮肉 , 但伤口没有血流出来 。他们紧紧抓住一

面旗帜的旗杆 , 有时要跳一个半小时的舞 , 直

到 皮̀开肉绽 ' 。',①

尽管萨满在北美印第安萨满文化复兴中充

当了非常重要乃至不可或缺的角色 , 并使得复

兴中的北美印第安人萨满文化呈现出更加浓厚

的信仰色彩 , 但是通过对这些事件背后的意图

的考察 , 我们发现 , 虽然印第安当代新出现的

泛印第安神话和复兴的太阳舞仪式都源出于古

老的萨满教传统 , 但很显然 , 无论是作为倡导

者的萨满 , 还是作为参与者的普通印第安人 ,

都并没有过多地关注这些神话和仪式中的信仰

或宗教性 , 而是将这些神话和信仰看作一种从

古老的传统中寻找解决当代问题的方式 。

上述状况表明 , 北美印第安人在近些年来所

恢复和复兴的萨满文化 , 首先是一种承载民族认

同和民族自豪感的载体 其次 , 诸如太阳舞仪式

等 , 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被用来解决个人的健康问

题的层面上 , 而是成为解决集体心理问题乃至社

会无序问题的重要手段 再次 , 它更是一种政治

的表达 , 通过泛印第安神话和集体性的太阳舞仪

式和神灵集会 诚 等 , 印第安人表达他们

对 自己的文化被同化 、 自己的生存资源被掠夺 、

自己的社会地位被忽略的抵制 。

本文作者 中国艺术研究院亚太中心助理

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

学系毕业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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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沃尔夫冈 · 吉莱克 《萨满舞蹈在北美印第安人中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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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代 限 即 如吐

飞公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