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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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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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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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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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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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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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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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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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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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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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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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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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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的
態
度
，
「
宗
教
學
」
在
近
代
中
國
學
術
範
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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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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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視宗教為輔助角色，只考慮宗教功能而不正視本質，使宗教研究環境不易形成。

(攝影林介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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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翱宗教研究應以世界宗教為範厲害，熟悉各傳統眾

教史及不同地織的宗教現象。(攝影林介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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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儀有明顯群體性的特點。(本刊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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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類主題大都取自歷史記載的前人活動時段。

(園為東漢西王母伏羲女蝸像石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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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一
理
(
家
庭
、
道
德
軌
範
)
。

未
來
發
展
與
期
望

中
國
歷
史
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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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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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宗
教
素
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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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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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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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性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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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是
作
宗
教
研
究
的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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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望
在
共
同
努
力

之
下
，
有
朝
一
日
我
們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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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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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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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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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立
的
宗

教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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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討宗教理念與實踐如何形諸其他學科時，宗教藝術是重要的項目。

(圖為北魏右佛座裝飾雕像拓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