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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宗教学学科体系建设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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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百年中国宗教学术史，尤其是 1964 年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创建以及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宗教学发展的回顾与反思，尝试提出对新时代中国宗教学学科体系建设的

粗浅看法，认为中国宗教学由宗教人文科学与宗教社会科学两部分构成，如车之两翼、

鸟之双翅，缺一不可。在中国宗教学未来发展中，一方面一如既往地重视宗教人文科

学，另一方面要更加重视宗教社会科学的开拓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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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建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一、如何认识宗教—从本质论到还原论

德国宗教社会学家约阿希姆·瓦赫在其《宗教社会学》一书中指出：“人类以三种形式来

表达一种宗教：理论的（思考、言说）、实践的（做、行为）和社会的（团契、共修、信仰共

同体）。这些表现形式共同构成代表一种意义世界的、复杂而独特的宗教传统。”A 这是试图

更 为 全 面 地 把 握 宗 教 的 一 种 较 早 的 尝 试， 超 出 了 仅 仅 把 一 种 宗 教 视 为 一 种 伦 理、 哲 学 与 形 上

玄思体系的精英倾向的认识。

到 了 20 世 纪 80 年 代， 对 宗 教 的 理 解 就 更 为 全 面、 丰 富， 试 图 从 多 层 面、 多 维 度 来 认 识

宗教，美国著名宗教学家尼尼安·斯马特在其《世界宗教》中指出：“对（宗教）本质的寻求

常常以茫无头绪而告终— 例如，那种认为一种宗教是认识到一个超自然（transcendent）存

在 或 目 的 的 崇 拜 体 系 或 实 践。 在 试 图 定 义‘ 超 自 然 ’（transcendent） 这 一 关 键 术 语 时， 我 们

再 次 遇 到 难 题。 …… 更 为 切 实 可 行 的 方 式 首 先 不 是 在 抽 象 意 义 上 问 宗 教 是 什 么， 而 是 问 一 种

宗教是什么。看我们是否可能发现一组观念，它们能帮助我们思考和欣赏宗教的性质。”B

在 此 书“ 序 言 ” 中， 他 说：“ 我 采 用 了 一 个 七 维 度（seven-dimensinal） 的 框 架 来 分 析 宗

教— 以 伦 理、 仪 式、 叙 事 或 神 话、 体 验、 制 度 或 社 会、 教 义 与 艺 术 7 个 方 面。 宗 教 被 放 在

历史背景中，并且在它们的形成期和再形成时期进行观照。”C

在该书“导论”的“宗教的性质”一节中，他全面论述了“七维度的框架”：

（1）实践和仪式的维度（The Pract ical  and Ri tual  Dimension）

（2）体验和情感的维度（The Experient ia l  and Emotional  Dimension）

（3）叙事或神话的维度（The Narrat ive  or  Mythic  Dimension）

（4）教义和哲学的维度（The Doctr inal  and Phi losophical  Dimension）

（5）伦理和法律的维度（The Ethical  and Legal  Dimension）

A　 Joachim Wach, Sociology of Religion.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1947, pp.17-34. 

B　 Ninian Smart, The World’s Religions. Prentice-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1989, p. 11. ［英］尼尼安·斯马特：《世界宗教》，金

泽、朱明忠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C　 The World’s Religions,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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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社会和制度的维度（The Social  and Inst i tu t ional  Dimension）

（7）物质维度（The Mater ia l  Dimension）

二、1964 年世界宗教研究所创建与我国宗教学科的建立

中 国 现 代 宗 教 学 的 奠 基 一 般 认 为 是 在 20 世 纪 20、30 年 代， 以 陈 垣、 陈 寅 恪、 汤 用 彤、

胡适等学者及其宗教研究著作为代表。而真正在学科意义上宗教学的创建要以 1964 年在中国

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创设世界宗教研究所为标志。“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建立与发展，则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反 映 了 20 世 纪 中 国 宗 教 学 研 究 的 系 统 化 和 机 构 化， 因 而 与 20 世 纪 的 中 国 宗 教 学

密切相关。这种研究在中国的真正建构化及其成体系的发展，始于 1964 年世界宗教研究所的

牵头及引领作用。”A

“1963 年 冬， 周 恩 来 总 理 在 出 访 亚 非 十 四 国 前 夕， 亲 自 召 集 有 关 部 门 负 责 人 座 谈 如 何 加

强研究外国工作问题，会后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该报告认为，我

国 现 阶 段 的 对 外 国 问 题 的 研 究 工 作 已 经 远 远 不 能 适 应 形 势 发 展 的 需 要， 指 出 了 当 时 我 国 对 外

国 问 题 的 研 究 工 作 的 五 项 不 足， 并 针 对 性 地 提 出 了 八 项 改 进 措 施， 其 中 包 括 加 强 并 新 建 一 批

独 立 的 研 究 机 构， 在 有 条 件 的 高 等 学 校 内 建 立 研 究 外 国 的 机 构， 逐 步 开 展 地 方 上 对 外 国 研 究

的工作，成立国际研究指导小组等。1963 年 12 月 30 日，毛泽东主席审阅了这份报告，在全

面肯定该报告的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修改意见：‘这个文件很好，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对世

界 三 大 宗 教（ 耶 稣 教、 回 教、 佛 教 ） 至 今 影 响 着 广 大 人 口， 我 们 却 没 有 知 识， 国 内 没 有 一 个

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

主 义 者 领 导 的， 文 章 的 水 平 也 很 低。 其 他 刊 物 上， 用 唯 物 主 义 的 观 点 写 的 文 章 也 很 少， 例 如

任 继 愈 发 发 表 的 几 篇 谈 佛 学 的 文 章， 已 如 凤 毛 麟 角， 谈 耶 稣 教、 回 教 的 没 有 见 过。 不 批 判 神

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这点请宣传部同志们考虑一下。’”随后

这份报告连同毛主席的批语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3］）866 号）转发全国。”

“根据这一文件，中央‘国际研究指导小组’迅速成立，由廖承志任组长，成员包括 ……

等 21 人。与此同时，继 1959 年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亚非研究所、1961 年中联部西亚非

洲研究所、1964 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我国政府决定在全国高校

中建立国际问题研究机构。”B

中 国 科 学 院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学 部 建 立 世 界 宗 教 研 究 所 是 属 于 国 家 加 强 国 际 问 题 研 究 的 一 部

分， 宗 教 研 究 属 于 国 际 问 题 研 究 的 一 部 分。“1964 年 初， 根 据 中 央 决 定 建 立 世 界 三 大 宗 教 研

究 机 构 的 精 神， 中 宣 部 科 学 处 处 长 于 光 远 主 持 召 开 会 议。 任（ 继 愈 ） 先 生 说， 这 次 会 议 决 定

由 北 京 大 学 具 体 负 责 筹 建 研 究 世 界 宗 教 机 构 的 工 作。 会 议 确 定 了 研 究 所 的 名 称， 不 像 研 究 其

他 国 际 问 题 的 机 构， 研 究 现 实 问 题； 研 究 世 界 宗 教， 它 还 应 负 担 研 究 宗 教 历 史、 理 论 和 现 状

等问题的任务。

同 年， 周 恩 来 根 据 批 语 精 神， 对 宗 教 研 究 做 了 具 体 指 示： 要 研 究 世 界 三 大 宗 教 的 理 论、

现状和历史，包括它们的起源、教义、教派、经典等。”C 在 1964 年 3 — 4 月间，北京大学党

A　 卓新平、曹中建：《20 世纪的中国宗教学发展（代前言）》，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宗教研究四十年：中国

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 40 周年（1964-2004）纪念文集》（上册），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年，第 1 页。

B　 黄民兴主编：《艰苦创业五十载，而今迈步从头越—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文集》，第 112 页。

C　 金宜久：《筹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前后的片断回忆》，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五十年发展历程 1964-2014》，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 458 — 4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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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撰 写 了《 关 于 筹 建 世 界 三 大 宗 教 的 研 究 机 构 问 题 的 请 示 报 告 》。 这 份 报 告 提 出：“ 关 于 研 究

所名称：‘定名为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下设‘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个研究室，

开 始 系 统 地 研 究 世 界 三 大 宗 教 的 活 动、 理 论 和 历 史， 待 以 后 有 条 件 时， 再 把 这 三 个 研 究 室 扩

大为三个研究所，并增加对印度教等世界其他宗教的研究’。”A“筹备小组为研究所确定的基

本 任 务 是： 以 马 克 思 主 义 列 宁 主 义、 毛 泽 东 思 想 为 指 导， 对 影 响 着 世 界 广 大 人 口 的 三 大 宗 教

（ 基 督 教、 佛 教、 伊 斯 兰 教 ） 的 现 状、 理 论 和 历 史 进 行 系 统 的 研 究（ 包 括 起 源、 发 展、 经 典、

教派、教义等），批判宗教神学，宣传无神论思想。研究工作必须面向广大群众，与国内外现

实 的 政 治 斗 争 紧 密 结 合， 为 社 会 主 义 革 命 和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事 业 服 务。 待 将 来 有 条 件 时， 再 对

世界三大宗教以外的其他宗教逐步开展研究。”B 

20 世 纪 60 年 代 中 央 做 出 了 加 强 并 新 建 一 批 独 立 的 国 际 问 题 研 究 机 构 的 决 定（ 共 建 立 了

14 个 研 究 机 构 ）， 中 国 科 学 院 世 界 宗 教 研 究 所 是 其 中 之 一。 但“ 不 像 研 究 其 他 国 际 问 题 的 机

构， 研 究 现 实 问 题； 研 究 世 界 宗 教， 它 还 应 负 担 研 究 宗 教 历 史、 理 论 和 现 状 等 问 题 的 任 务 ”

而“ 世 界 宗 教 ” 具 体 是 指 基 督 教、 佛 教 和 伊 斯 兰 教； 研 究 的 主 要 内 容 为 世 界 三 大 宗 教 的“ 现

状、 理 论 和 历 史 进 行 系 统 的 研 究（ 包 括 起 源、 发 展、 经 典、 教 派、 教 义 等 ）”。“1964 年， 中

国 科 学 院 世 界 宗 教 研 究 所 在 北 京 成 立， 这 标 志 着 中 国 学 术 界 有 了 从 事 宗 教 研 究 的 专 业 机 构。

来 自 不 同 学 术 领 域 的 学 者 组 成 了 中 国 第 一 个 宗 教 学 研 究 群 体， 由 此 从 根 本 上 启 动 了 中 国 宗 教

学的学科发展。”C“这是我国第一个具有‘国立’身份的宗教学术研究机构。世界宗教研究

所 的 成 立， 标 志 着 现 代 科 学 意 义 上 的 宗 教 学 研 究 和 宗 教 学 学 科 建 设 正 式 跨 入 新 中 国 的 学 术 殿

堂。”D

由 于 为 世 界 宗 教 研 究 所 确 立 的 基 本 任 务 是 对 世 界 三 大 宗 教 的“ 现 状、 理 论 和 历 史 进 行 系

统的研究（包括起源、发展、经典、教派、教义等），因此其主要研究对象是基督教、佛教和

伊 斯 兰 教， 展 开 研 究 的 主 要 内 容 是 三 大 教 的 三 个 方 面： 现 状、 理 论 和 历 史。 从 中 我 们 可 以 得

出 两 个 推 论：（1） 主 要 把 三 大 宗 教 作 为 世 界 宗 教 来 看 待 和 研 究， 中 国 的 基 督 教、 佛 教 和 伊 斯

兰 教 不 作 为 关 注 和 研 究 的 重 点；（2） 对 世 界 三 大 宗 教 的 研 究 主 要 是 满 足 我 国 当 时 国 际 斗 争 的

需要，强调的是对它们的理解和认识，作为一种知识来对待，并不关注现实问题，“不像研究

其 他 国 际 问 题 的 机 构， 研 究 现 实 问 题 ”。 研 究 宗 教 是 为 了 写 好 历 史（ 哲 学 史、 文 学 史 或 世 界

史）。因此不难理解在此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宗教哲学与宗教史的研究一直在宗教学科中居于

统治地位，迄今尚无太大的改变。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宗教学的发展

1964 年 中 国 科 学 院 世 界 宗 教 研 究 所 成 立，1966 年“ 文 化 大 革 命 ” 就 开 始 了， 其 中 清 查

“5.16”运动从 1968 年起一直延续到 1974 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为重灾区，世界宗教研究所

也 难 于 置 身 事 外。 学 部 人 员 1969 年 下 放 到 河 南 干 校，1972 年 全 部 返 回 北 京。 因 此 我 国 宗 教

研究的重新启动是在 1977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建立和世界宗教研究所归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以 后。“1977 年， 世 界 宗 教 研 究 所 归 属 于 新 成 立 的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开 始 其 稳 定 而 系 统 的 学

A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五十年发展历程 1964-2014》，第 459 页。

B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五十年发展历程 1964-2014》，第 461 页。

C　 卓新平、曹中建：《20 世纪的中国宗教学发展（代前言）》，载《宗教研究四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 40

周年（1964-2004）纪念文集》（上册），第 12 页。

D　 《宗教研究四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 40 周年（1964-2004）纪念文集》（下册）“后记”，第 14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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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究。197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建立，其世界宗教研究系在全国首次招收宗教研

究专业的研究生，此即中国系统培养现代宗教学人才之肇端。”A

“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所做的大事之一，便是由院里牵头，通过各个研究所，组织各地

学术队伍，全面启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术研究规划和实施。在‘文革’之后的五届

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华国锋正式使用了‘宗教学’名称。1978 年 4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

了北京地区宗教学科规划座谈会，周扬副院长有个讲话。1979 年 2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导、

世界宗教研究所操办的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在昆明举行，从 2 月 12 日至 20 日，为期 10 天。

正式代表 109 人，加上其他参会者和工作人员共约 130 人，包括全国各相关研究单位、高等院

校、宣传出版部门、宗教管理工作部门的专家、学者、教师、干部和部分宗教界爱国领袖，第

一次实现了政界、教界、学界的团结。如果说毛泽东 1963 年的批示是播下了新时期宗教学研

究的种子，那么昆明会议便是大陆宗教学研究正式兴起的标志，意义是重大的。”B

其主要议程有讨论与制定 1979 年至 1985 年宗教学研究的规划，通过民主选举，成立研

究 宗 教 学 的 全 国 性 学 术 团 体。 会 议 认 真 讨 论 了《 全 国 宗 教 学 研 究 1979 — 1985 年 规 划 》， 通

过了中国宗教学学会章程，民主选举了第一届学会理事会。这次会议是一次解放思想的会议，

不 仅 对 世 界 宗 教 研 究 所 和 全 国 宗 教 学 研 究 全 面 铺 开 是 很 大 的 推 动， 具 有 里 程 碑 的 意 义， 而 且

它的开放、包容、平等切磋的会风和学风，也为宗教学界健康风气的养成树立了一个榜样。C 

在 这 次 昆 明 规 划 会 议 上，“ 任 继 愈 在 会 上 做 主 题 报 告：《 为 发 展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宗 教 学 而 奋

斗》（吕大吉拟稿），阐述了宗教学研究的四项意义：其一，‘批判神学，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 扫 除 障 碍 ’； 其 二，‘ 正 确 认 识 宗 教 发 生、 发 展 和 走 向 消 亡 的 客 观 规 律， 为 党 和 国 家 制 定 宗

教 政 策 提 供 理 论 依 据 ’； 其 三，‘ 了 解 世 界 各 国 宗 教 的 历 史 与 现 状， 为 增 进 国 际 交 往、 加 强 国

际团结做应有的贡献’；其四，‘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世界史和文学史’。”D

这一主题报告为新时期的宗教研究确立了基调，重申了 1964 年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时的

基 本 任 务 和 研 究 方 向。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世 界 宗 教 研 究 所 真 正 展 开 研 究 工 作 并 取 得 重 要 的 研 究

成果应该说也是从 1979 年以后。任继愈先生作为创所所长提出明确的建所方针：“积累资料，

培养人才。”“当时抓的是‘两史’、‘一论’、‘一工具’，即《宗教词典》，‘两史’指中外两种

宗 教 专 史， 即《 中 国 佛 教 史 》 和《 佛 教 史 》，《 中 国 伊 斯 兰 教 史 》 和《 伊 斯 兰 教 史 》，《 中 国 基

督教史》和《基督教史》；有关民间信仰的历史研究和《中国道教史》（给了四川大学），也是

在这个时期定下来的。‘一论’即宗教概论（《宗教学原理》）。”E

“1979 年‘ 全 国 宗 教 学 研 究 规 划 会 议 ’ 以 后， 宗 教 学 成 为 单 列 的 规 划 学 科， 首 次 成 立 了

中 国 宗 教 学 学 会， 并 陆 续 召 开 了 一 系 列 地 区 性 的 规 划 会 议， 就 学 科 建 设 问 题 做 出 规 划， 提 出

了 一 批 有 代 表 性 的 研 究 课 题， 从 而 极 大 地 推 进 了 宗 教 研 究。 随 着 一 系 列 宗 教 研 究 机 构 设 立 以

及 全 国 社 科 规 划‘ 六 五 ’、‘ 七 五 ’、‘ 八 五 ’ 项 目 的 陆 续 完 成， 相 继 推 出 一 批 科 研 成 果 和 部 分

精品，宗教研究初具规模，开始成为一个有血有肉、形神兼具的学科。”F

A　 《宗教研究四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 40 周年（1964-2004）纪念文集》（下册）“后记”，第 12 页。

B　 牟钟鉴：《在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往事片断回忆》，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五十年发展历程 1964-2014》第 499 —

500 页。

C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五十年发展历程 1964-2014》，第 503 页。

D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五十年发展历程 1964-2014》，第 500 页。

E　 杜继文：《我与世界宗教研究所》，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五十年发展历程 1964-2014》，第 489 页。

F　 吴云贵：《我国宗教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载曹中建主编《1996 年中国宗教年鉴》，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 年，

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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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40 年的发展，我国宗教学已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建立了初步的宗教学术体系、学科

体 系 与 教 学 体 系。 宗 教 研 究 机 构 已 形 成 一 定 规 模， 主 要 有 四 类： 一 是 社 会 科 学 院 系 统 宗 教 研

究 机 构， 如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世 界 宗 教 研 究 所、 上 海 社 会 科 学 院 宗 教 研 究 所 等； 二 是 高 校 系 统 

的 宗 教 研 究 机 构， 如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佛 教 与 宗 教 学 理 论 研 究 所、 四 川 大 学 道 教 与 宗 教 文 化 研 究

所、 山 东 大 学 犹 太 教 与 跨 宗 教 研 究 中 心 等； 三 是 党 和 政 府 主 管 部 门 的 宗 教 研 究 机 构， 如 中 央

统 战 部 宗 教 研 究 中 心 等； 四 是 宗 教 团 体 系 统 的 研 究 机 构， 如 中 国 佛 教 文 化 研 究 所 等。 拥 有 了

全 国 性 的 宗 教 研 究 学 术 共 同 体— 中 国 宗 教 学 会， 几 家 全 国 性 的 宗 教 研 究 专 业 期 刊， 如《 世

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宗教学研究》等。

1979 年 8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世界宗教研究》第 1 集，在

其“《世界宗教研究》征稿简则”中提出：“《世界宗教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

所主办的学术读物，它的任务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反映我国宗教学研究成果，

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展学术讨论，

促 进 学 术 交 流。 本 读 物 主 要 刊 载 有 关 研 究 马 克 思 主 义 宗 教 原 理、 科 学 无 神 论 以 及 世 界 各 大 宗

教的历史、现状、教派、教义、经典、社会历史作用等方面的文章。”A

四 川 大 学 道 教 与 宗 教 文 化 研 究 所 主 办 的《 宗 教 学 研 究 》 是 全 国 高 校 中 唯 一 公 开 出 版 发 行

的宗教学专业学术期刊。创建于 1982 年 8 月，并于 1985 年公开出版发行，自 1988 年起定为

季 刊。 该 刊 坚 持“ 以 马 列 主 义 毛 泽 东 思 想 为 指 导， 立 足 宗 教 学 学 术 研 究 前 沿， 推 动 有 中 华 民

族文化特色的宗教学学科的发展”的办刊宗旨。

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宗教学专业研究生培养体系。197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建立，

其 世 界 宗 教 研 究 系 在 全 国 首 次 招 收 宗 教 研 究 专 业 的 研 究 生。1995 年 北 京 大 学 建 立 宗 教 学 系，

实际上“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任（继愈）先生倡导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与北京大

学 哲 学 系 合 作 创 建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宗 教 学 专 业， 为 国 家 培 养 了 大 批 宗 教 学 研 究 人 才。 当 时， 他

指 派 我（ 指 乐 峰— 引 者 注 ） 负 责 这 个 专 业 的 教 学 工 作。 这 门 学 科 门 类 齐 全， 内 容 丰 富， 有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佛教史论、道教史论、伊斯兰教史论、基督教史论等”。 B 北京大学的

宗教学系是在这一宗教学专业基础上建立的。武汉大学于 1996 年成立哲学学院，下设哲学、

宗教学和美学三系，南京大学哲学系在 2000 年挂了“宗教学系”的牌子。目前设立宗教学系

的 只 有 这 三 所 大 学， 而 且 都 是 在 哲 学 系 挂 宗 教 学 系 的 牌 子， 宗 教 学 硕 士 与 博 士 研 究 生 招 生 也

都是哲学专业的其中一个方向。自 197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招收第一

届 宗 教 学 专 业 硕 士 研 究 生 以 来， 经 过 40 年 的 发 展 壮 大， 据 称 现 在 仅 全 国 高 校 就 有 40 多 个 宗

教 学 硕 士 研 究 生 招 收 单 位， 博 士 研 究 生 招 收 单 位 虽 然 少 一 些， 但 也 比 较 可 观， 国 内 研 究 型 大

学一般都设立了宗教学专业博士生招收项目。 

从 事 宗 教 研 究 人 员 规 模 不 断 扩 大， 宗 教 学 术 成 果 规 模 可 观， 研 究 水 平 不 断 提 高， 以 中 国

佛教史为例，1981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

第二、第三卷，原计划八卷），到了 2013、2014 年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季羡林、汤一

介先生主编的九卷本《中华佛教史》，由《佛教史论集》（季羡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卷》（张雪松）、《隋唐五代佛教史卷》（洪修平等）、《宋元明清佛教史卷》（魏道儒）、《近代佛

A　 吴云贵：《我国宗教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载曹中建主编《1996 年中国宗教年鉴》，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 年，

第 163 页。

B　 乐峰：《沉痛悼念恩师任继愈先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编《纪念任继愈所长图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第 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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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史卷》（麻天祥）、《西藏佛教史卷》（王尧）、《中国佛教东传日本史卷》（杨曾文）、《佛教美

术卷》（金维诺）、《佛教文学卷》（孙昌武）构成；赖永海教授主编的 15 卷、650 万字的《中

国佛教通史》2010 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第一部完整的中国佛教通

史，填补了佛教通史研究的空白。这套书梳理出佛教从两汉初到 1949 年近 2000 年的历史脉

络， 使 通 史 涵 盖 了 中 国 佛 教 汉 传、 藏 传、 南 传 三 大 系 统 的 人 物、 典 籍、 教 义、 制 度、 仪 轨、

礼 俗、 艺 术 乃 至 三 教 关 系、 对 外 交 流 等 方 方 面 面 的 内 容。 以 中 国 佛 教 哲 学 为 例， 任 继 愈 先 生

的《 汉 唐 佛 教 思 想 论 集 》（ 人 民 出 版 社，1973 年 ） 代 表 了 当 时 以 马 克 思 主 义 辩 证 唯 物 主 义 与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方 法 研 究 中 国 佛 教 哲 学 的 经 典 著 作， 而 方 立 天 先 生 2002 年 推 出 的《 中 国 佛 教

哲学要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从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脉络来解读、诠释中国佛教哲学的思

想， 并 采 用 问 题 解 析 体 来 展 现 中 国 佛 教 哲 学 的 内 容。 全 书 通 过 总 论、 人 生 论、 心 性 论、 宇 宙

论和实践论五篇专题论述，阐明了中国佛教哲学问题的滥觞、论辩、演变与发展的历史轨迹，

显 示 了 其 间 不 同 观 点 之 间 的 互 动 进 程， 总 结 了 其 哲 学 思 维 的 基 本 特 点 和 发 展 规 律。 这 部 书 全

面总结了百余年来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成果，把中国佛教哲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因此，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中国宗教学比较好地完成了 1979 年昆明会议所确定的新时期

宗教研究的基本任务：“其一，批判神学，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扫除障碍；其二，正确认识

宗教发生、发展和走向消亡的客观规律，为党和国家制定宗教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其三，‘解

世界各国宗教的历史与现状，为增进国际交往、加强国际团结做应有的贡献’其四，‘批判神

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世界史和文学史。’”A

四、对新时代宗教学科体系建设的粗浅思考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或者说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情、国情、宗教情况发生了很大变

化。党和政府对宗教问题的特殊复杂性有深刻的把握和认识，江泽民同志在 2001 年全国宗教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出发，科学分析宗教问题，深刻认识宗

教问题的特殊复杂性，正确把握宗教的活动规律，是我们做好宗教工作的前提。”“宗教问题

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同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历史和现实的矛盾相交错，

具 有 特 殊 复 杂 性。”“ 宗 教 与 一 定 社 会 的 经 济、 政 治、 文 化 问 题 交 织 在 一 起， 对 社 会 发 展 和 稳

定产生重大影响。”“宗教常常与现实的国际斗争和冲突相交织，是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中的

一个重要因素。”B

江泽民同志还指出了我国宗教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一些地方宗教活动发展泛滥，乱建寺

观 教 堂、 滥 塑 佛 像 和 以 各 种 借 口 聚 敛 钱 财 的 现 象 屡 禁 不 止。 一 些 地 方 早 已 废 除 的 宗 教 封 建 特

权 死 灰 复 燃， 利 用 宗 教 干 预 行 政、 司 法、 教 育 的 情 况 有 所 抬 头。 因 民 族、 宗 教 因 素 引 发 的 影

响 社 会 稳 定 的 突 发 性 事 件 和 群 体 性 事 件 时 有 发 生。 境 外 利 用 宗 教 对 我 进 行 的 渗 透 不 断 加 剧。

另外，打着‘宗教’旗号和邪教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猖獗。”C

党与国家历来都十分重视宗教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4 月 22 日至 23 日举行的全

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

题， 宗 教 工 作 在 党 和 国 家 工 作 全 局 中 具 有 特 殊 重 要 性， 关 系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事 业 发 展， 关

A　 牟钟鉴：《在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往事片断回忆》，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五十年发展历程 1964 — 2014》，第

500 页。

B　 江泽民：《论宗教问题》，载《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 372、373、375、377 页。

C　 江泽民：《论宗教问题》，载《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 3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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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

正如孙春兰副总理所说：“宗教问题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

文 明 建 设‘ 五 位 一 体 ’ 总 体 布 局 的 各 个 方 面 密 切 相 关。 宗 教 问 题 尤 其 关 系 到 政 治 安 全 和 政 权

巩 固， 敌 对 势 力 出 于 其 利 益 考 量 和 意 识 形 态 偏 见， 把 宗 教 作 为 对 我 国 实 施 西 化、 分 化 战 略 的

一 个 重 要 突 破 口。 我 们 要 牢 固 树 立 政 治 意 识、 大 局 意 识、 忧 患 意 识， 以 对 党 和 人 民 事 业 高 度

负责的态度，切实提高对宗教工作特殊重要性的认识。”A

党 和 国 家 领 导 人 对 宗 教 问 题 特 殊 复 杂 性 的 深 刻 认 识 与 宗 教 学 家 对 宗 教 的 理 解 不 谋 而 合，

美国著名宗教学家尼尼安·斯马特在其《世界宗教》“导论”中“宗教的性质”一节中所提出

的 宗 教 的“ 七 个 面 相 ” 若 合 符 节。 也 就 是 说， 长 期 以 来 我 们 一 直 重 视 并 取 得 突 出 成 绩 的 宗 教

哲 学 与 宗 教 史 的 向 度， 对 于 更 加 全 面、 深 入 地 认 识 一 种 宗 教 是 远 远 不 够 的， 还 需 要 对 宗 教 实

践、宗教仪式、宗教体验、宗教文学、宗教与道德、宗教与法律、宗教与社会、宗教与制度、

宗教物质等进行认识和研究，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对宗教有比较全面、深入的认识。

A　 孙春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扎实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求是》2016 年第 15 期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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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革 开 放 以 来， 尤 其 是 自 20 世 纪 90 年 代 以 来， 国 内 外 形 势 发 生 很 大 变 化， 与 之 相 应，

宗 教 问 题 也 变 得 更 为 复 杂、 更 为 重 要、 更 为 急 迫。 宗 教 的 特 殊 复 杂 性 越 来 越 为 人 们 所 认 识，

与 之 相 应 把 宗 教 作 为 研 究 对 象 的 宗 教 学 自 然 也 应 有 所 体 现。 因 此， 我 们 提 出 宗 教 学 可 以 分 为

宗教人文科学与宗教社会科学两个部分。

宗 教 人 文 科 学 主 要 包 括 宗 教 哲 学、 宗 教 伦 理 学、 宗 教 文 学、 宗 教 史 学、 宗 教 艺 术 学、 宗

教 音 乐 学 等， 侧 重 以 定 性 的 方 式 展 开 宗 教 研 究， 基 本 上 属 于 宗 教 基 础 研 究， 在 历 史 上 宗 教 问

题的研究中更有优势。

宗教社会科学主要包括宗教政治学、宗教经济学、宗教法学、宗教管理学、宗教社会学、

宗 教 人 类 学、 宗 教 心 理 学、 宗 教 教 育 学、 宗 教 地 理 学、 宗 教 传 播 学 等， 侧 重 以 定 量 的 方 式 展

开宗教研究，基本上属于宗教应用研究，对于宗教现实问题的研究更有优势。

当 然 这 种 划 分 只 是 基 于 各 学 科 的 性 质 而 做 出 的 相 对 的 区 分， 并 不 绝 对， 其 实 有 一 些 学 科

既 属 于 人 文 科 学， 又 属 于 社 会 科 学， 同 时 又 与 自 然 科 学 交 叉， 比 如 宗 教 地 理 学， 现 代 信 息 技

术、遥感技术被大量应用于宗教地理的研究中并取得显著的成绩。

40 年来我国的宗教学取得显著的成绩，无论在“正确认识宗教发生、发展和走向消亡的

客 观 规 律， 为 党 和 国 家 制 定 宗 教 政 策 提 供 理 论 依 据 ” 方 面， 还 是 在“ 了 解 世 界 各 国 宗 教 的 历

史与现状，为增进国际交往、加强国际团结”，培养宗教研究人才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但 也 应 看 到， 我 们 过 去 强 调 对 国 外 宗 教 的 研 究， 强 调 宗 教 研 究 对 世 界 史、 哲 学 史、 文 学 史 编

写 的 不 可 或 缺， 现 在 情 况 有 了 巨 大 的 变 化， 宗 教 问 题 既 是 国 际 问 题， 又 是 国 内 问 题， 经 常 是

国 际 与 国 内 相 互 交 织； 宗 教 问 题 既 是 历 史 问 题， 更 是 现 实 问 题， 某 种 意 义 上 宗 教 现 实 问 题 研

究更为急迫，更为重要。

40 年来我们在宗教社会科学领域则相对薄弱，其中大多数分支学科还处于萌芽状态，稍

有基础、小有规模的当属宗教社会学与宗教人类学。这一方面亟需开拓。对诸多严重、急迫、

复杂宗教现实问题的解答会倒逼宗教社会科学的发展壮大，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

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A 

在 中 国 宗 教 学 未 来 发 展 中， 一 方 面 一 如 既 往 地 重 视 宗 教 人 文 科 学， 另 一 方 面 要 更 加 重 视

宗 教 社 会 科 学 的 开 拓 与 发 展， 把 这 一 方 面 的 短 板 补 足。 宗 教 人 文 科 学 与 宗 教 社 会 科 学 对 于 中

国宗教学来说，如车之两翼、鸟之双翅，缺一不可。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2017 年 5 月 17 日《 在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工 作 座 谈 会 上 的 讲 话 》 中 前 所 未 有

地 提 出“ 要 加 快 完 善 对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具 有 支 撑 作 用 的 学 科， 如 哲 学、 历 史 学、 经 济 学、 政 治

学、 法 学、 社 会 学、 民 族 学、 新 闻 学、 人 口 学、 宗 教 学、 心 理 学 等， 打 造 具 有 中 国 特 色 和 普

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其中将宗教学与其他 10 个学科并列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支

撑学科，为我们发展新时代的宗教学提供了根本的指导和坚定的信心。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谢 伏 瞻 院 长 指 出：“ 新 时 代 贯 彻 落 实“5·17”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最 重 要 的

是 加 快 构 建 中 国 特 色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学 科 体 系、 学 术 体 系、 话 语 体 系， 这 是 新 时 代 我 国 哲 学 社

会科学的崇高使命。”宗教学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要为繁荣中

国 学 术， 发 展 中 国 理 论， 传 播 中 国 思 想， 为 实 现“ 两 个 一 百 年 ” 奋 斗 目 标、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贡献。

（责任编辑 周广荣）

A　 《恩格斯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66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