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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存河所著的《宗教与西部少数民族现代化》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探讨现代化与现代文明对宗教的影
响以及宗教对现代社会的适应，亦即在当代社会环境中，宗教的各个层面发生的新变化和新趋势——
宗教对现代社会的适应状况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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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开放化　　宗教的开放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旅游业的发展与宗教文化的对外
展示。
旅游业在今日中国的兴起时间并不算长，但旅游者的足迹已踏遍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山山水水。
旅游业直接地把宗教文化、民族文化展示给游览者、访问者。
旅游业成了宗教或宗教文化参与现代生活的一种方式。
工业化的始料未及的后果就是人的异化的加重——人的原子化、物化，生活的枯燥乏味，但人们也没
有放弃找回自我、找回精神家园的冲动，到西部少数民族地方进行民族文化旅游、生态旅游这类以非
工业化为特征的旅游，就成为其表现。
不难看出这里存在的悖论：西部少数民族正在以自己的非工业化的文化参与整个现代化与工业化，其
自己本身成了工业文明体系的一部分。
在改变自身进行某种转型的同时，也为工业文明及相应的制度设计提出了某种镜鉴。
　　不管如何，宗教作为文化的一个门类和综合的文化现象，囊括了历史、文学、艺术、建筑、雕塑
、绘画、医药、天文、历算、制度等各方面的文化成果，内容浩瀚，博大精深。
这种渗透了信仰的文化因为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空前加强。
譬如，现今在藏族各大寺院中有不少僧人能够熟练地用藏语、汉语或英语，向来自八方四面的宾客介
绍自己的寺院，讲述藏民族的历史文化，深入浅出地解释藏传佛教的佛学道义。
这使人们在文化观念、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进一步相互理解，宗教逐渐摆脱了其神秘的一面。
　　第二，对宗教的学术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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