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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書訊】 

世紀之交宗教研究的反思與展望 
 

王雷泉 

復旦大學宗教研究所所長 

 

一、《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科學：宗教學卷》出版緣起 

宗教是人類最古老的文化現象，但作為一門人文學科的宗教學，迄今不過短短一百三十

多年的歷史。中國宗教學的發展，是東西方思想猛烈碰撞與交流的直接結果，也與中國革命

和現代化的曲折進程緊密相連。綜觀世界文明史，中國各宗教基本上和睦相處，罕見宗教迫

害與宗教戰爭，而佛、道、儒三教關係也為當今世界宗教對話提供了足資借鑒的歷史經驗。

然而在過去一百年中，從五四前後的非宗教運動，到文革時期對宗教的全面摧毀，而在一九

八○年代以來宗教又呈現爆發式的復興，中國宗教經歷了大起大落的動盪。這興衰起伏的過

程，為中國宗教學提供了豐富的研究題材和思想資源。 

宗教是影響力最大的社會實體，全世界有八○％以上的信教人口，宗教不僅僅是個人的

心靈追求，它的影響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中國走上改革開放、和平崛起的今天，

回眸百年宗教的曲折歷程，我們終於認識到，正確處理宗教問題，事關人心淨化、社會和諧、

國家安全、世界和平、人類進步。從廢墟中重建的中國宗教學，與宗教自身的命運息息相關。

作為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聯合會的重點研究項目《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科學》，其中《宗教學

卷》由復旦大學宗教研究所王雷泉教授、華東師範大學宗教文化研究中心劉仲宇教授、上海

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葛壯研究員擔任主編，參與撰寫者主要是上海、江蘇、浙江等地的中

青年宗教學者，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於二○○五年出版。 

二、編撰思路與全書框架 

本書面臨著雙重任務：在反思宗教學科百年經驗教訓的同時，要為中國宗教的未來發展

提供前瞻性建言。我們在討論確立全書架構時，力圖找出百年宗教學的發展脈絡和問題焦點。

綜觀整個二十世紀中國宗教的發展軌跡，貫穿著三條明顯的矛盾主線：一是面對民族危機與

社會的現代化轉型，宗教自身存在著強烈的現代化訴求與經世致用的傾向；二是面對自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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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馬克思主義的長足發展，宗教與科學和無神論的關係，經歷了從對抗、妥協、屈從，到

適應、對話的曲折過程；三是面對世俗社會與世俗文化對宗教的介入與滲透，宗教開始重新

審視自己的主體地位，在二十世紀佔主導地位的宗教世俗化運動中，上世紀後期原教旨主義

潛流日益浮現。這三條矛盾主線的此消彼長，呈現出犬牙交錯的複雜局面。這種特殊的社會

歷史背景，相應地制約和影響著宗教學研究的走向和發展，並聚焦在宗教對現代化進程的適

應及引發的理論探討上。 

基於上述問題意識，在六十餘萬字的篇幅中，我們以點、線、面結合的方式展開敘述。

第一編作為緒論，分四章對百年宗教和宗教學的發展作了鳥瞰式的論述：(一)中國現代宗教學

的興起（西學東漸與社會新思潮的興起，社會新思潮促進下的當代宗教學科之形成，東西方

宗教思想的交流與碰撞）；(二)宗教批判運動與宗教主體思想的發展（信仰自由精神的興起與

宗教主體思想的發展，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宗教觀，宗教與科學及無神論關係的討論）；

(三)宗教界對社會挑戰的回應和宗教文化的振興（基督教的社會運動與教會學者的研究，近代

佛教文化的復興，伊斯蘭教文化高潮及其意義，宗教學研究的展開及其成就）；(四)建國以來

宗教學研究的歷程（改革開放前宗教學研究狀況，八十年以來宗教學研究的全面繁榮，世紀

之交宗教研究的態勢與展望）。第三編與緒論相呼應，闡述八個在中國宗教學百年發展中有

重大影響的學術討論和論諍：(一)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研究（關於「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關

於「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協調」問題，關於「宗教五性」，關於「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二)關於宗教與迷信關係的學術討論；(三)宗教與農民戰爭（道教及其經典《太平經》與漢末

農民戰爭，拜上帝教與太平天國）；(四)《楞嚴經》、《大乘起信論》辨偽；(五)關於禪學研

究之爭；(六)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本色化和處境化的討論；(七)關於「文化基督徒」的討論和

爭議；(八)關於新興宗教的研究。 

第二編是全書的重點，分六章從面上闡述中國宗教學各學科的發展及主要成就。第一章

是宗教學原理與各種分支學科及中國宗教通史研究；第二至第五章分別敘述了佛教、道教、

基督宗教、伊斯蘭教的研究歷程；第六章概述儒教、中國少數民族宗教、民間宗教與民俗信

仰、原始宗教與神話、瑣羅亞斯德教、摩尼教、印度宗教、猶太教、新興宗教等中外其他宗

教的研究進展。各章由相關領域學有專長的學者撰寫，按教義、教史、教典、教儀、教制等

分門別類闡述，在宗教與文學藝術、社會生活各領域的關係上，也作了詳盡的論述。 

本書以中國大陸的研究為主，也以相當大篇幅介紹港、澳、台地區的宗教學研究狀況和

成就。作為學術史著述，力圖成為可供研究者案頭參考的工具書。第四編分四個方面收集一

個世紀以來宗教內外最主要的學術資料：(一)宗教學教育、研究機構與學術團體；(二)主要學

術會議；(三)主要刊物、叢書、工具書；(四)重要研究成果書目與部分主要譯著書目。連同附

錄〈二十世紀中國宗教學發展大事記〉，全書以儘可能準確翔實的資料，系統總結中國宗教

學二十世紀百年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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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思關於宗教的代表性理論 

在中國，學術界對宗教本質問題的認識，長期以來由於受到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教條

式理解的影響，帶有一邊倒的無神論色彩。從改革開放前對宗教進行政治性的「批判」，轉

變到改革開放後對宗教進行客觀理性的研究，有一個為宗教定位和正名的過程。本書在緒論

第四章中，圍繞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性質、作用和相互關係等問題，就鴉片論、特區論、

適應論、文化論、相容論、制衡論等六種具有代表性的理論觀點，依思考視角和側重點之不

同，剖析了如下三種理論思潮的演變進程： 

其一、從「鴉片論」到「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理論的提出 

在中國被大多數人視為馬克思主義宗教定義的，除了馬克思關於「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的論斷以外，主要是恩格斯寫於一八七六－一八七八年的《反杜林論》中的一段話：「一切

宗教都不過是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力量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

人間的力量採取了超人間的力量的形式。」至於論及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其實質在

於它是「幻想的反映」。因此，無論是從功能還是性質上，宗教都是消極、落後、反動的東

西。由於受教條主義思惟模式的影響，把馬克思、恩格斯針對當時西歐歷史背景條件而提出

的某些宗教觀點，當作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教條，認為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宗教仍然只是

「麻醉人民的鴉片」，對社會主義社會是有害無益的。甚而把「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句話

畫蛇添足，改成「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鴉片煙」，無形中把 narcotic（麻醉的）變成了 poisonous
（有毒害的）。這是對馬克思原意的歪曲與誤解。此論調束縛著相當一部分的黨政幹部和理

論工作者，也使深受左傾路線之苦的宗教徒餘悸未除。 

自八○年代開始，宗教界和學術界對「鴉片論」展開了激烈的爭論。有學者建議把「鴉

片煙」的譯名改為「鴉片」，聲明「鴉片」具有毒品（poison）和藥品（drug）的雙重功能。

也有人考證在馬克思之前的一百年間，西方至少有十名資產階級學者提出宗教是鴉片的類似

提法，表明此論並非馬克思的創造。還有人指出，在學術著作中直言鴉片只是一種比喻，不

能作為宗教科學的定義。也有人認為，在談及宗教本質時，刪除「異己」、「幻想」等貶詞，

揚棄意識形態化的無神論評判。總之，將「鴉片論」作為宗教定義，已經得不到絕大多數人

的認可。  

至於「特區論」，有部分人主張套用「一國兩制」政治制度的構想，把宗教作為社會主

義制度下的特區看待。這種說法用政治上的權宜之計來對待比政治更為久遠的宗教問題，雖

在理論上迴避了受到宗教徒強烈抵制的鴉片論，但其理論深處，仍把宗教看作有待克服的舊

思想殘餘，不過是在宗教走向消亡之前姑且讓其暫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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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二十世紀八○年代中期，理論界受胡喬木的提示，討論宗教能否與社會主義相協調的

課題，代表作是羅竹風主編的《社會主義時期的宗教問題》。[註 1]一方面，社會主義社會仍

有著宗教存在和發展的根源，另一方面在社會主義制度下，中國宗教的社會性質發生了根本

變化，所以宗教可以在政治、經濟、文化、藝術、教育等多方面與社會主義社會相協調，同

時協調是相互的。宗教與社會主義相協調理論的提出，對宗教的發展提供了一個比較積極的

理論模型。中共中央（一九九一）六號檔明確提出「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成為處

理當前中國宗教事務的理論和政策依據。 

其二、「文化論」的提出 

在八○年代中期「文化熱」學術氛圍的影響下，有些宗教界和學術界人士避開宗教的信

仰特質和政教關係等敏感問題，推出「宗教是一種文化」的口號。趙樸初提出人類文化發展

是一個連續不斷的過程，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不可能完全割斷。在制訂文化發展戰略時應該

提出認真研究佛教文化精華的問題。不僅因為佛教有形的文學、語言、繪畫、雕刻等文化形

式依然存活在我們的生活之中，更重要的是： 

 

佛教哲學蘊藏著極深的智慧，它對宇宙人生的洞察，對人類理性的反省，對概念的分

析，有著深刻獨到的見解。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稱譽佛教徒處在人類辯證思維

的較高發展階段上。在世界觀上，佛教否認有至高無上的「神」，認為事物是處在無

始無終，無邊無際的因果網路之中。在人生觀上，佛教強調主體的自覺，並把一己的

解脫與拯救人類聯繫起來。佛學和中國古典哲學的交互影響，推動了哲學提出新的命

題和新的方法。它以獨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給予人們以新的啟發，使人們得以

解放思想，擺脫儒學教條，把人的精神生活推向另一個新的世界。[註 2]  

 

「文化論」在八○年代後期和九○年代特定的政治和社會場景中起到了重要作用。這一

提法突破了以往從意識形態和政治視角思考宗教的模式，以一種更包容的心態看待作為社會

生活和人類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宗教，從而擴大了宗教研究的領域。正如何光滬在〈一九七

八－一九九九年間的中國宗教研究──及其與政治和社會環境的關聯〉一文中總結的，藉著

這個新觀念，學者開始與宗教領袖們一樣強調宗教研究對於理解任何文化現象的重要性。這

使宗教學科的地位不管是在學術界還是在政府內都明顯地有所提高。這一時期，出現了一個

研究宗教文化的熱潮，學術研究、翻譯和通俗作品層出不窮。值得一提的有，方立天《中國

佛教與傳統文化》、楊慧林等主編《基督教文化百科全書》、世界宗教研究所主編《宗教文

化通俗叢書》、王志遠主編《宗教文化叢書》和何光滬主編《宗教與世界叢書》等著譯。學

術刊物也大量冠以文化之名，如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一九八九年創辦的《佛教文化》、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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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在貴陽發刊的《基督教文化評論》、一九九四年由陳村富主編的《宗教與文化》等期

刊和論文集，甚至由世界宗教研究所主辦的資料性期刊《世界宗教資料》，也在一九九五年

換名為《世界宗教文化》。呂大吉的觀察代表了相當多學者的看法： 

 

回顧宗教研究自一九四九年以來所走過的道路，我們似乎可以說，沒有哪個觀念像「宗

教是反動的政治學說」那樣嚴重地限制了學者們的思考，也沒有哪個觀念像「宗教是

文化」那樣起到過解放思想的巨大作用。[註 3] 

 

這個觀念在促進當代中國宗教研究發展方面起到了巨大作用，在充分肯定「文化論」的

正面作用的前提下，也有學者並不同意簡單地作「宗教是一種文化」的表述。如何光滬在〈宗

教與文化：精神與形式〉中指出，宗教從無形的角度而言構成了文化的精神。但文化是一個

極其寬泛的概念，它是人類生存、認識和活動的方式，是人不斷適應、認識和改造世界（自

然界、社會和人內心世界）的過程。王雷泉進而指出，人的文化創造活動凝結為物質文明和

精神文明，即便在精神文化中，也包括世俗文化和宗教文化二個既有聯繫又互相區別的方面，

故不應把宗教泛文化化。 

 

這（文化論）在當時的局面下是積極的，它強調宗教可以在主流意識形態認可的文化外

延地帶，為社會起到積極的作用。但這種理論更強調的是宗教有形的文化遺產，至於

無形的哲學思想、宗教的修證內核，文化論是無法包含的。相反，文化論的提法光強

調外延而忽略了核心，把宗教的內核，即信仰建設、組織建設給淡化了。[註 4] 

 

其三、從「相容論」到「制衡論」  

「相容論」是宗教界內一部分人提出的護教理論，認為宗教與社會主義有相通之處，甚

至說宗教是科學社會主義的來源之一。這是歷史上的宗教所謂神聖之國統治地上之國，第一

義諦相容世俗諦的翻版。這個理論站在宗教的立場，未免一廂情願，故無法得到學術界和政

界的共許。 

「制衡論」則基於政、教、學三界共同構成和諧社會支撐的正三角立場，在肯定宗教與

人類共存亡的前提下，提出世俗世界與神聖世界互相區別、互相制衡的觀點。它從發展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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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來看待世俗社會和宗教，認為這二者都是在歷史中形成的，各自都有待完善。社會在發展，

宗教也在發展，宗教的形式可以改變，宗教的內容可以提昇，宗教將伴隨人類走向未來。宗

教與社會中的各種政治力量、經濟力量以及各種思想體系之間，處於一種互相制約、監控、

促進的關係，雙方都有不可取代性。所謂制衡，就是宗教可以對政治操作、經濟活動、社會

事務等等，提出批判、修正、補充、促進其發展的作用；反之亦然。制衡論正面提出宗教在

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價值，尤強調宗教批判現實、化世導俗的功能。[註 5] 

四、展望世紀之交宗教的發展趨勢 

回顧反思過去的百年歷程，展望世紀之交宗教的發展趨勢，我們在緒論第四章中，從四

個方面提出初步看法： 

第一、宗教的主體性及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定位。宗教與社會的關係，有社會適應、社

會關懷和社會批判三個既有機聯繫而又逐層提昇的層面。中國在二十世紀八○年代以來對宗

教本質和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大討論，基本解決了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地位即宗教合

法性問題。因此，研究必然從社會適應層面進入社會關懷和社會批判層面，深入到宗教在現

代社會中的作用和實際操作層面。如揭櫫宗教與環境保護的聯繫和對大自然的關愛，探討宗

教在社會慈善事業上的付出和努力，包括宗教與社會的其他聯繫管道，如人際關係的改善、

加強社群聯絡和社區建設、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救濟等。上述一系列問題，使宗教作為超越的

精神信仰體系和非政府組織，對社會生活的各方面，獲得反省和批判的話語權，在繼續推進

宗教的社會適應和社會關懷功能同時，使宗教的社會批判功能得到加強。 

第二、對宗教世俗化的反省及基要主義思潮的興起。神聖化與世俗化是宗教發展的內在

張力，不能機械地強調某一極。面對來自世俗主義和新興宗教這二個極端的衝擊，傳統宗教

必然反求諸己，從原來僅僅滿足於在社會層圈和文化層圈中較為淺層和表層的效應，回歸神

聖的信仰根源。如果說宗教世俗化運動在二十世紀成為主流，那麼強調宗教神聖性的基要主

義將會在二十一世紀凸現。在世界範圍內，以「新紀元運動」為標誌的新興宗教現象表明，

傳統宗教的修行道路，特別是東方宗教的內證體驗，越來越得到現代人的青睞。如果傳統的

制度性宗教忽略或喪失了處理、溝通神秘經驗或彼岸世界的能力，無法滿足民眾的精神追求，

新興宗教必然應運而生，填補傳統宗教留下的信仰真空。但新興宗教本身在現代化社會中也

不能免俗，往往帶有「快餐宗教」的色彩。眾多邪教道門相繼登場，群魔亂舞，仍將成為二

十一世紀的一大景觀。 

第三、宗教極端主義與世界和平。二十世紀七○年代末以來，世界範圍內普遍出現以原

教旨主義為重要特徵的各種宗教復興思潮和社會運動。隨著一些打著不同宗教旗號的國際恐

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以及民族分裂主義三股國際性惡勢力的日益猖獗，世界各地區的民族

宗教衝突不斷，如南亞次大陸的印度教徒和穆斯林之間的血腥廝殺、信仰佛教的僧伽羅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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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印度教的泰米爾人之間的宿怨難消；中東地區猶太教徒和穆斯林相互間的瘋狂報復；歐

洲北愛爾蘭地區新教與天主教教會的極端勢力之間的對抗，以及波黑地區信仰伊斯蘭教的穆

族與信仰東正教的塞族、信奉天主教的克族三方彼此的內戰等，凡此種種，都充斥著含義不

同的各種宗教極端觀念的喧囂聲。研究者的視角開始從國內轉向國際，探討不同宗教極端主

義與國際相關熱點問題間關係的論著也相繼問世，並在新的世紀成為研究的重要領域。 

第四、宗教多元化與宗教對話。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超越地域的藩籬，形成類似

佛教所稱「無盡緣起」的全球性文化。解決宗教與宗教之間、宗教與社會各種思想之間的矛

盾，還會摻雜有武力爭鬥和政治干預，但更多的是訴諸思想上的對話。對話的前提，就是承

認各種思想都含有真理性。宗教的對話不是你死我活地取而代之，而是取長補短地相互共存。

宗教對話一般包括四個方面，即宗教內部的對話、不同宗教間的對話、宗教與世俗思想的對

話、宗教與馬克思主義的對話。其中尤為重要的是對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再認識和發展，即

主動與宗教擴大對話。馬克思主義作為社會主流意識形態，其宗教觀必須與時俱進。如潘嶽

所言，為了真正完成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需要以新型的執政意識重新審視宗教功能，以

理性的管理方式去解決迫在眉睫的政教難題，以現代的思想觀念去研究科學合理的政教關

係。[註 6] 

中國宗教學在恢復和重整隊伍的過程中，宗教界、學術界、黨政部門發展出各自的研究

系統。高等院校和各地社會科學院紛紛組建宗教學術機構，尤其是各重點大學在世紀之交建

立宗教學本科專業，使宗教學專門人才的培養形成本科到博士的一體化教育系統，納入與國

際接軌的正規化途徑，將對研究隊伍的建設產生深遠的意義。本書的作者隊伍，也正是在這

一重建過程中成長起來的。面對新世紀研究重心的轉移和新熱點的形成、研究方法和研究手

段的突破、研究領域的進一步擴大，本書在合作撰稿過程中凝聚了隊伍，形成了共識。我們

期盼這部學術史論述得到同行的批評指教，也期盼有更多的有志者加入這個艱辛而又充滿希

望的研究領域。 

 

【註釋】 

[註 1] 羅竹風主編，《社會主義時期的宗教問題》（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一九八七年）。 

[註 2] 趙樸初，〈要研究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法音》（一九八六年二月）。 

[註 3] 轉引自何光滬，〈一九七八－一九九九年間的中國宗教研究──及其與政治和社會環境的關聯〉。 

[註 4] 王雷泉，〈佛教在市場經濟轉軌中的機遇與挑戰──兼論當代中國宗教的若干理論問題〉，《佛學研究》

年刊第四期（一九九五年）。 

[註 5] 同 [註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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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6] 潘嶽，〈我們應有怎樣的宗教觀──論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必須與時俱進〉，《深圳特區報》（二○○一

年十二月十六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