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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在日本神道教的历史上，伊势神宫一直备受瞩目。本书集中研究江户时代庶民阶层的伊
势信仰，从信仰组织、信仰行为和信仰思想等三个方面考察庶民的伊势信仰。庶民伊势
信仰组织的特点在于庶民以家庭为单位与伊势神宫的御师结成师檀关系；其行为形态分
为直接参拜伊势神宫的类型和非参拜神宫的、以地方社会为平台的行为类型；其思想特
点是重视天照大神而轻视丰受大神，天照大神既是保佑现世功利之神，又是国家神。伊
势信仰与天皇制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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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伊势信仰的发展轨迹：从古代到近世
  第一节 伊势神宫的创建：皇室对伊势信仰的垄断
  现位于日本三重县伊势市的伊势神宫，是由一系列规模不等的神殿组成的神社群。在
这个神社群中祭祀着两位主神——“天照坐皇大御神”和“丰受大御神”，现代通行的
称呼是“天照大神”和“丰受大神”。而供奉两个主神的神殿在各个时代有不同的名称
，在奈良至平安时代的文献中，祭祀天照大神的一般称为“太神宫”、“伊势太神宫”
或者“皇大神宫”，祭祀“丰受大神”的称为“度会宫”，有时也称为“丰受大神宫”
或“丰受宫”。中世以后，前者简称“内宫”，后者简称“外宫”，不过通称这两个神
宫时一般称为“二所太神宫”。内外两宫各有许多附属性的祭祀其他神的神社，包括附
宫（日语称为“别宫”）、摄社和末社三类，如内宫有10个附宫、33个摄社、16个末社
，外宫有4个附宫、17个摄社和8个末社。
  探寻事物的起源是历史学的基本任务。我们要了解江户时代的庶民伊势信仰，也要先
从伊势神宫的历史讲起，而伊势神宫的源头则要追溯到遥远的神话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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