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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中国东正教徒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 额尔古纳地区由于长期与俄罗斯本土隔绝, 加之受汉族宗教信仰

的影响, 其东正教已呈现出若干特点, 主要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与汉族宗教信仰的结合, 部分东正教特质的丧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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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正教是基督教三大教派之一, 早在元代东正

教即已传入中国。目前中国有东正教徒数万人,他

们绝大多数都是俄罗斯族 (含华俄后裔 ), 主要分布

在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和北京等省市。 17世纪东

正教传入额尔古纳地区 (内蒙古额尔古纳市 ) , 目前

该地区是中国东正教徒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由于

长期与俄罗斯本土的隔绝, 加之受汉族宗教信仰的

影响, 额尔古纳地区俄罗斯族东正教已呈现出若干

特点。本人根据实地调查, 并参考有关文献,
[ 1- 2]
对

此作简要论述。

一 � 东正教作为一神教在边缘文化中的特殊性

俄罗斯族在中国 56个民族中具有特殊性, 这种

特殊性在于这个民族不单纯是俄罗斯本土的俄罗斯

人向中国的移民,包括额尔古纳地区的俄罗斯族在

内,她从一开始就是俄罗斯人与中国人 (主要是汉

族 )通婚的结果。从体质特征上看, 中国的俄罗斯

族兼具俄罗斯人和汉族两个族群的特点; 从文化上

看,俄罗斯族的文化也兼具俄、汉两种文化的特点。

笔者认为中国俄罗斯族是一个边缘族群, 其文化是

一种边缘文化。

标准的边缘文化应当是这样的: 在这个大的文

化系统中,来自两个不同的母文化系统的文化特质

( cu lture tra it)各占 50%。但兼具两种文化特点只是

一个大致的说法, 具体到某一类文化特质    文化

丛 ( culture company ), 反差可能会特别大。也就是

说在不同类别的文化特质    文化丛中,两种文化

所占比例是不一样的。在俄罗斯族的文化中, 几乎

在其文化的任何一个方面, 我们都既能找到来自俄

罗斯母文化系统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丛,又能找到来

自汉文化系统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丛。惟独在其信仰

和宗教领域几乎是来自俄罗斯母文化系统的文化特

质和文化丛一统天下,而很少能看到来自汉文化系

统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丛。

俄罗斯人信仰东正教,东正教是一神教,一神教

具有不宽容性和不妥协性。而汉族要么是没有信

仰    无神论,要么是多神信仰, 包括民间信仰、道

教和汉传佛教等。多神信仰是什么神都信, 反过来

是什么神都不信。在信仰这个文化子系统里面, 当

一神教与多神教发生冲突时, 多神教往往是拱手相

让, 而由一神教一统天下。

这种一神教的强势表现到具有中俄两种血缘关

系的家庭中,当最初中国父亲与俄国母亲结合时,没

有一位俄国母亲放弃东正教而改信汉族传统的信

仰, 倒是有许多中国父亲皈依了东正教。

俄罗斯族在信仰方面的这一特点还突出表现

在, 在其节日系统中缺少两个汉族民间传统节日:清

明节和鬼节 (阴历七月十五 ), 因为这两个节日关乎

神, 关乎鬼,关乎信仰。直到今天俄罗斯族仍然普遍

禁止按照汉族的习惯祭奠死去的亲人, 如烧纸钱等。

笔者曾采用问卷法调查向阳村的俄罗斯族, 其

中宗教信仰是我们调查的一个重要方面。有一个问

题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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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中你信什么?

A 跳大神; � B 算命; � C 气功; � D 狐仙

或黄仙; � E 观音; � F 关公; � G 财神; � H 风

水; � I 佛教; � J 基督教 (新教 ) ; � K 天主教; �

L 伊斯兰教

在对 20几位俄罗斯族人的问卷调查中,只有几

位选择了风水,更多的人选择了财神,其余各项无一

人选择。

二 � 汉族宗教和习俗对本地东正教的影响
然而俄罗斯族的文化毕竟是一种边缘文化,在

其信仰系统中,我们多少能找到一些来自汉民族信

仰的特质,并且这些特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与东正

教发生结合。此外, 汉民族对待宗教信仰的态度在

俄罗斯族人身上也有所体现。

(一 )汉族宗教的影响

1、神婆 !治病 ∀
恩和村一位俄罗斯族人曾到哈尔滨, 让当地的

一位神婆为他治病,他称这位神婆为活神仙。从他

的谈话中可知这是一位次生形态的萨满。

2、财神信仰

关于财神,一般人认为那只是一幅画,从城里买

来,贴在墙上而已。临江村一位村民的家中供财神。

据她说: !我结婚后开始和公婆住在一起, 公公供财
神。现在,快过年时总有人送财神爷,我就请来供到

面板等干净处,从初一供到十五。期间, 每天上香,

供品主要有苹果、桔子、饼干、糖等。初五和十五吃

饺子时供些饺子。十六撤供。到小年 (农历腊月二

十三 )时神仙升天,就把财神升天到上界 (放到炉子

里烧了 ) ∀。

3、龙王庙

最能体现东正教与汉族宗教信仰相结合的例子

是吉拉林 (室韦 )村的小龙王庙。这座小龙王庙位

于吉拉林村村东, 紧临额尔古纳河, 在一片柳树丛

中。据该村村民 YYG (格沃尔格,男,已去世 )说:吉

拉林村原有一座砖结构的城隍庙, 1958年大炼钢铁

时拆除,拆下来的砖用于搭建炼铁炉。出于宗教生

活的需要, !文革 ∀结束以后, 吉拉林村村民在城隍

庙原址之上搭建了这座小龙王庙。有人称这座小龙

王庙为土地庙。笔者认为这个各称较为适合, 因为

它是在城隍庙原址之上搭建的。城隍是社区    城

镇的保护神,土地是社区    村庄的保护神。称龙
王庙的原因是这座小土地庙的一项重要功能是祈

雨。

这座小龙王庙为砖结构,砖体外刷白色粉浆,一

米见方,双坡铁皮顶。小庙四周是一圈用细木棍夹

成的不太高的栅栏。在这圈栅栏的外面还有一圈栅

栏, 系用窄木板夹成, 其顶部被削成三角形, 并涂以

天蓝色油漆。小庙内一共供有 11幅 (座 )神像和神

灵牌位 ( 2004年 8月 )。其中有东正教圣像 4幅, 其

中一幅为木版彩绘圣母怀抱圣子像; 一幅为黑白纸

印圣母怀抱圣子像;一幅为彩色纸印耶稣受难像,耶

稣左右两侧各站立一位圣徒; 一幅为彩色纸印圣徒

米克莱 (尼古拉 )像,它们各装在一个镜框里。另有

3枚木制的神灵牌位, 牌位上写有该神灵的名字, 但

已看不大清楚。笔者根据这种形式,判断这 3位神

灵应当是汉族民间的神灵。又有 4尊观音塑像, 其

中一尊观音像是一位俄罗斯族妇女放进去的。她是

从外地买回这尊佛像的,先前放在家中,后来菩萨给

她 !托梦∀,她才把它放进了小庙。在小庙四周那圈

用细木棍夹成的栅栏上挂满了长条形的红布, 据说

这些红布是将白布用红色染料染成的。由于雨淋和

阳光的照射,红布上的红颜色正漫漫退去。笔者认

为这种做法与萨满教有关。

(二 )汉族习俗的渗透

1、两个清明节

黑山头镇位于额尔古纳地区的南部。如果说额

尔古纳地区是俄罗斯文化分布的边区的话, 那么该

地区的南部就是俄罗斯文化边区中的边区。额尔古

纳地区的俄罗斯族大部分只过一个清明节, 即巴斯

克节 (复活节 )后第 9天的上坟节 (代亡人祈日 ), 而

黑山头镇的俄罗斯族人却过两个清明节,一个是俄

罗斯的清明节,即上坟节,一个是汉族的清明节。按

着当地一位俄罗斯族妇女的解释, 第一个清明节是

给母亲过的,第二个清明节是给父亲过的。这位妇

女的母亲是俄罗斯侨民, 东正教信徒, 父亲是汉族

人, 非东正教信徒。过汉族的清明节时,当地的俄罗

斯族人要按着汉族的习俗给已故的父亲烧纸钱。

2、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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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信仰的成分。 1947年恩和村村民有一次祈雨活

动。祈雨的组织者    村长是汉族人, 村里的汉族
人和俄罗斯族人都参加了。杀了一口猪, 由 4个人

抬着,其他人跟在后面敲锣打鼓扭秧歌。这一切看

来都是汉族的,但仪式却是在十字架前举行的,祈求

的也是上帝。据恩和村村民 GPZ (玛鲁夏, 女, 66

岁 )讲, 恩和村还有一次祈雨活动,也是到一个十字

架前。当地的一位老师, 也是一个汉族人, 组织学

生,抬着一个大铜箱 (佛龛 ), 里边放一尊大铜佛。

仪式结束后就把铜佛放在那儿了, 就象把圣像放在

那儿一样。

3、坟墓前的十字架

在额尔古纳地区,俄罗斯族有单独的公共墓地。

每一座坟墓前都立有东正教特有的那种十字架,大

小与山顶上的十字架相同, 是俄罗斯族坟墓区别于

汉族坟墓的标志之一。十字架面对死者的一面悬挂

或镶嵌有一幅小型的耶稣像,并写有死者的俄文姓

名,其具体位置是耶稣像位于上面那个较短的横杠

与竖杠的交叉处,而俄文姓名则写在下面那个较长

的横杠或斜杠上。十字架背对死者的一面, 与耶稣

像相对的位置悬挂或镶嵌死者的头像, 并在竖杠上

写死者的中文姓名以及其中国籍贯和出生、死亡日

期。这样十字架背对死者的一面就很像汉族的墓

碑。笔者认为这些竖立在坟墓前的十字架是俄罗斯

十字架与汉族墓碑的结合。有的坟墓是既立东正教

的十字架,又立汉族的墓碑。

(三 )汉族传统观念的冲击

1、东正教的功利性

额尔古纳地区俄罗斯族东正教的一个突出特点

是它的功利性。功利性来源于汉族的传统, 汉族对

待佛教、道教以及各种民间信仰无不如此。最能体

现当地俄罗斯族东正教信仰功利性特点的是在山顶

上所立十字架前的许愿、还愿活动,包括祈雨活动。

当地人为什么要立这些十字架呢? 通常一个人

得病了,尤其是得了像癔病这样的精神病, 久治不

愈,或者家中出了其他的事,再或者结婚多年没有生

育后代等等,就要立十字架了。立完十字架,还要在

上面系上一块长条形布, 然后求神 (上帝或其他神 )

保佑使病人的病得以痊愈,或消除家中的灾祸,或早

得贵子,并许下誓愿: 一旦 !灵验 ∀, 一定再到十字架

前 !还愿 ∀。向阳村村民 ZYS(维佳,男, 42岁 )患有

多种疾病,身体一直不是很好, 2006年上山节 (基维

亚特巴吉节 )那一天, Z家为他在马鞍山立了一个小

十字架。不过这个十字架不是东正教特有的那种十

字架,而是拉丁式十字架。据说在以后的两年中,每

一年的这一天许愿者都要往该十字架上挂一块新

布。如果病人的病果真好了,或其他的事得以灵验,

就再往上挂一块布, 即为还愿。并非人人都要立十

字架,如果先前有其他人立的,可以利用这个已立的

十字架,往上挂布就行了。由此每一个十字架上都

挂满了布。

此外,当地人日常在自家 !神龛∀ (圣像台 )或圣

像前的祷告,包括餐前、餐后的祷告,入睡前的祷告,

雨天的祷告,无不带有极强的功利色彩。餐前的祷

告主要是求神保佑吃下餐桌上的饭菜不会生病, 对

于那上面的每一样食品都要祷告一次。这个仪式是

在把每一样食品都摆放到餐桌上以后进行。餐后的

祷告比较简单,内容不外乎感谢神赐给了他们这桌

丰盛的美餐。睡前的祷告主要是求神保佑入睡后平

安无事,家里不会出现盗贼。下雨天, 雨下得很大,

还夹杂有雷电、冰雹,也要祷告。

2、东正教的世俗化

额尔古纳地区俄罗斯族东正教的另一个突出特

点是它的世俗化。主要表现在各种宗教节日上, 比

如巴斯克节 (复活节 ) , 人们不大关心它的宗教内

容, 更看重它的娱乐性。又如柳条节, 即圣棕枝主

日, 系纪念耶稣最后一次进圣城耶路撒冷,时间是巴

斯克节的前一个星期日。
[ 1]
这一天的前一天, 即星

期六,额尔古纳地区的俄罗斯族人要到野外采来开

花的柳枝 (哈尔滨的俄罗斯后裔称柳条节为柳绒

节 )。花一定要大, 越大越好,是希望秋天庄稼的籽

粒长得也如柳花一样大。如果采来花小的柳枝, 则

意味着当年不会有好收成。选择其中的一些, 扎成

两小束,放在 !神龛 ∀上神像的两侧, 也有放一束的。
另扎一束插在自家的院门上。第二天,即柳条节的

正日, 一大早, 人们手持一束一米多长的柳枝去

!拍 ∀他人。主人将其挡在屋门外, 不让其进入, 于

是便谎称有其他的事。此时这家的小孩还没有起

床, 于是掀起被子就往小孩身上 !拍 ∀。人们也用这

样的一束柳枝驱赶牲畜, 意思是不让它们生病。从

柳条节的活动内容来看, 它对人的关注远远超过了

对神的关注,庄重、神秘的气氛也已荡然无存。

由于东正教内容的日益丧失,人们对很多仪式

的起源作了重新解释,而这种解释又充满了世俗性。

笔者认为额尔古纳地区俄罗斯族东正教的世俗化特

点来源于汉族,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样,汉族要

么是多神信仰,要么是没有信仰, 即无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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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本地俄罗斯族东正教某些特质的丧失

额尔古纳地区是俄罗斯文化分布的边区, 而文

化边区的一个最大特点是, 与文化中心相比 !表现

其文化特征较为淡薄∀。这是因为文化在由中心向

边区传播的过程中,会有很多文化特质丧失掉。

(一 )活动场所和神职人员的丧失与转换

谈到宗教, 我们立刻会想到那些高大的宗教活

动场所和生活在其中的神职人员,无论佛教、伊斯兰

教、天主教、基督教都是这样。东正教也不例外,它

的活动场所是东正教教堂,神职人员主要有牧首、都

主教、大主教、督主教、主教、副主教、大司祭、修士大

司祭、主持司祭、司祭、修士大辅祭、辅祭和诵经士

等。
[ 2]
但是额尔古纳地区的俄罗斯族从一开始就没

有自己的教堂,也没有自己的神职人员。 !文革 ∀以

前,尤其是 1955年以前,他们还有机会去当地俄侨

开办的教堂, 参加由专门的神职人员主持的活动。

!文革∀开始以后,这种偶然性的活动也没有了。

额尔古纳地区的俄罗斯族的东正教从一开始就

以家庭中的主室为主要活动场所。我们认为俄罗斯

族的主室比生活在俄罗斯本土的俄罗斯人的主室和

当地俄罗斯侨民的主室承担了更多的宗教职能,除

了每日从早到晚的祷告外, 星期日上午及各东正教

节日的集体聚会也在这里举行。事实上它们承担了

部分教堂的职能。在主室举行活动时以 !神龛∀为

中心, 正如在东正教堂里以圣所 (指位于东正教堂

尽头以圣像壁与大厅相隔的神职人员专用场所 )为

中心一样。与此相联系的是一些老年妇女部分地取

代和承担了神职人员的职能, 成为准神职人员。这

是因为额尔古纳地区俄罗斯族主要因俄、汉通婚而

产生, 而其通婚的主要模式是中国 (汉族 )男子娶俄

罗斯妇女。俄罗斯族的东正教信仰传自母亲而不是

父亲。这些老年妇女在当地东正教中的主要作用

是: ( 1)组织集体活动, 尤其是祈雨以及各东正教节

日在山顶上的十字架和小龙王庙前举行仪式的时

候。 ( 2)通知各户某天该过某节。东正教的节日活

动非常多,很多人记不准各节日的准确日期,加之有

一部分节日没有固定日期, 以及并非每一户都有当

年的俄文儒略历,因此就需要那些谙熟东正教事务

的老年妇女挨家挨户地通知。 ( 3)为集体活动提供

场所。 ( 4)负责制作某些节日所需特殊圣物, 包括

食物。

恩和村过去的准神职人员是嘎巴 (无国籍侨

民, 已去世 )。向阳村当代的准神职人员有 3位, 分

别是 HPN (玛丽亚,女, 76岁 )、LHM (玛丽亚,女, 69

岁 )和 PYL(卡利娅, 女, 66岁 )。HPN老人虽然和

幼子一家生活在一起,但她拥有自己单独的一幢房

屋, 当代向阳村的东正教集体活动主要在她的主室

中进行。PYL家有一个较大的烤炉, 向阳村每年的

主升天节所需要的那个梯状饼干都由她负责制作。

(二 )东正教的口头化和民间化

东正教不同于原始宗教和民间信仰, 它有自己

的经典。但额尔古纳地区的俄罗斯族普遍不识俄

文, 他们对圣经内容的掌握主要靠口授心记,就象民

间传说那样,事实上他们对圣经的传授也常以讲故

事的形式出现。这样从一个传给另一个,再创造以

及由此产生的变形也就在所难免。在我们的调查中

只有恩和村的 QCS(伊万, 男, 85岁 )家和 SDF家的

!神龛∀上供有俄文圣经,但 SDF并不懂俄文。向阳

村只有 LHM和 ZSZ(格里什克, 男, 70岁 )懂俄文,

但他们二人并没有俄文圣经。

(三 )东正教内容的丧失与形式化

由于长期以来远离俄罗斯东正教的中心, 缺少

交流,没有专业神职人员的点拨, 加之无法阅读圣

经, 额尔古纳地区俄罗斯族的东正教越来越失去它

的内容,只剩下了一堆形式。笔者在调查过程中,面

对他们提供给笔者的一套复杂的仪式程序, 总要问

为什么,它的意义何在, 为什么必须这样而不能那

样。对方的回答往往是: !我也不知道,我妈妈以前

就是这么做的。∀

笔者对额尔古纳地区东正教的调查始于 1995

年, 因此本文所讲的特点主要是针对 20世纪 90年

代后期至 21世纪初该地区东正教的状况所作的概

括。但进入新世纪以来, 随着与境外东正教联系的

加强和境外东正教的渗透, 额尔古纳地区东正教的

发展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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