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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全书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思路分上中下三编。
导论从宗教的定义与分类入手，进而概述中国宗教的基本特点，陈述其研究意义，并且对中国宗教研
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学术回顾，说明中国宗教研究的原则、方法。
上编论述中国宗教的派别源流，分别对汉代以前的中国传统宗教、中国儒教、中国佛教、中国道教、
中国民间宗教信仰进行介绍，同时考察了基督教新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过程。
中编论述中国宗教的构成要素与思想特点，从神灵谱系、思想体验、制度伦理、思维方式等不同角度
分析了中国宗教的内在要素以及思想意蕴。
下编论述中国宗教的存在基础与基本功能，分别从农业生态环境、人口、移民、战争等不同侧面分析
中国宗教与社会存在的关系。
本书还讨论了中国宗教与传统哲学、世俗伦理、古代科学、文学艺术、社会政治的相互关系，分析了
中国宗教的社会组织功能以及文化心理功能。
    全书选材得当，立论稳妥，视野开阔，适合于人文社会科学各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选用，也
适合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干部以及广大的宗教文化爱好者阅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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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汉代以前的中国传统宗教　　宗教的起源与发展，是一个相当长久、复杂的演化过程。
作为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宗教观念和行为的发生、发展，受到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制约，是社会历史
发展的产物。
从世界各大洲的考古发掘来看，一定历史阶段的原始先民具有自己的宗教信仰。
这就是说，宗教信仰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现象。
麦克斯·缪勒对此曾说道：　　宗教不是新发明，它即使不是和人世一样古老，至少也和我们所知的
人世一样古老。
我们所知的古人的思想感情，几乎都处于宗教的领地之中，或者完全被宗教控制了。
无论什么地方，最古老的文献几乎都是宗教的。
　　确实，就人类考古学发掘出来的材料来看，那些原始先民们曾使用过的器皿、建筑遗址、装饰品
、雕刻、绘画等，绝大多数都笼罩在一层神秘的面纱之中。
它们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并不仅仅是为了供人使用，更重要的是，在它们身上还寄托着原始先民们的
哀思和希望——它们是沟通人与神之间的媒介。
在原始先民们的时代，宗教信仰并不是迷信，也绝非仅仅是无知的产物。
只有人类才有宗教信仰，宗教是一种专属于人的文化现象！
因此，麦克斯·缪勒又说：　　只要我们耐心倾听，在任何宗教中都能听到灵魂的呻吟，也就是力图
认识那不可能认识的，力图说出那说不出的，那是一种对无限者的渴望，对上帝的爱。
⋯⋯可以肯定的是，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只有人才能使脸孔朝天；可以肯定的是，只有人才渴望
无论是感觉还是理性都不能提供的东西，只有人才渴望无论是感觉还是理性本身都会否认的东西。
　　通常，人们总是非常急切地想知道自己祖先的宗教信仰状况，因为人类总有一种寻根的情结。
无论是出于好奇或是出于求知的欲望，我们总是想知道，先民信对“人体不欲来，欲往何去”这是最
古老的形而上之间作出了怎样的回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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