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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杨庆堃的这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是研究中国宗教、社会和文化的经典作品，被誉为研究中国宗教
的“圣经”。
全书对中国宗教进行了非常全面的分析与阐述，详细考察了中国社会中各种类型的信仰，以及国家政
治、经济和儒家学说的关系，描述了中国社会与宗教的整合状况。
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宗教的比较研究有兴趣的读者均可阅读。
     杨庆堃教授的研究集中在中国家庭和农村社区以及儒家传统等。
他对中国宗教的研究是极其卓越、具有开创性的。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是一部可以称为现代经典的华丽的巨著，是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被著名中国宗教研究大师称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是不少社会学学者研究宗教的重要参考书。
书中相关内容的阐释远不止于中国宗教，实际上他所研究和描述的是中国社会和宗教的整合，可以作
为不同宗教和文明的相关比较研究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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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庆堃（C.K.Yang）（1911-1999），华裔美国社会学家、原籍广东南海。
1932年获燕京大学社会学学士学位，1934年获该校硕士学位。
1939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
先后任纽约商报编辑、华盛顿大学助理教授。
回国后，1948年起任岭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并在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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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从另一个视角看中国社会　　杨庆堃（C.K.Yang）先生的名著《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
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一向是西方学术界了解中国本土宗教经验的基本参考书目，对人文及
社会科学的宗教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现在，这本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实为中文学术界之幸事。
 　　同样作为研究中国社会与宗教的名著，韦伯的《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常被人拿来与杨著加
以对比。
应当看到，这两本书在问题意识上有所不同。
韦伯试图从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运行、政治及思想等方面的探究中，找出“中国为什么没能产生理
性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答案，从而使他的研究成为反映中国社会基本面貌的一幅综合图景，但是，他
对于中国的佛教等宗教教派或团体的研究则显不足。
而杨庆堃的研究则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宗教现象，例如，以家庭为单元的祖先崇拜、以行业为单位的保
护神、各区域的地方神灵、国家的伦理信仰，等等。
研究中国的宗教信仰可能面临的一个困境是，源自西方的术语学的类型划分，对于复杂的本土宗教现
象来说往往是个陷阱。
如果仅仅从西方理论的表面来看的话，中国的民间宗教只好以“迷信”概括之，而所谓“儒教”也很
难说是一种宗教。
　　这种理论与经验现象的脱节，表现为杨庆堃先生所指出的一种矛盾的现象，即中国的宗教现象既
是无处不在的，又是地位模糊的，因为这些宗教现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模式，这样，中国宗教在
中国社会秩序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往往被低估。
鉴于此，杨著的核心问题就成为：宗教在中国社会及其组织方面究竟如何发挥作用，并以何种方式与
社会秩序建立关联？
 　　这种以功能论为前提的提问方式避免了一开始就陷入宗教制度彼此间的具体差异。
接下来，杨庆堃先生从前人的研究中发展出制度性宗教与分散性宗教的两分法。
所谓制度性宗教，指的是具有独立神学观、崇拜形式和组织形式的佛教、道教等普世性宗教，这也是
脱化于西方基督教的宗教形态而比较为人们所熟悉的概念；所谓分散性宗教，指的是能够紧密地渗透
到世俗制度之中的宗教形式，它们也因此成为世俗制度的观念、仪式和结构的组成部分，典型如家庭
内的祖先崇拜和政府的祭祀仪式，等等。
 　　在这二者之中，意义更为重大的是分散性宗教概念的引入。
藉此，传统中国社会中无处不在的寺、庙、庵、堂、宫、观、院、殿等宗教场所，经忏、斋醮、卜筮
、祝祷、祭拜等五花八门的宗教活动，都可以被纳入考察。
 　　进而，在功能论的分析框架下，纷繁复杂的宗教信仰现象以一种有条不紊的方式呈现出来，给予
我们一个全面而清晰的图景：不同层次的宗教现象与既定的社会秩序相联系，例如，宗教在家庭层次
的整合功能，在社会团体层次的联结功能，在经济活动中的庇护功能，以及在国家与社会层次的伦理
约束、社会控制功能，等等，由此，建立了宗教与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关联。
 　　除了理论框架的精炼和经验内容的丰富之外，杨庆堃先生还表现出了对于中国社会的深刻的洞察
力。
虽然他的研究重心在宗教方面，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他的著作也称得上是从宗教的视角来观察从家
庭、社会团体、社区一直到国家层次或结构的中国社会。
 　　其中，宗教与政治之间的种种纠葛，是需要有抽丝剥茧、条分缕析的功夫来讨论的。
中国宗教与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格局不同于西方社会，一方面，如钱穆先生曾经指出的，在文明的源
头上，我们就是一个政治作为高于宗教的民族，政治对宗教的控制和管理技术相当发达；另一方面，
在政治领域中，无论是政治伦理的信仰，还是作为重要政治活动的宗教仪轨，它们又都起着相当重要
的作用，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封建王朝统治的合法性。
 　　基于这样的认识，杨先生这部书将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放在考察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包括宗
教的政治作用、国家对宗教的管理等相当重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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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今天来看，这些内容仍然是相关研究方向的极佳的出发点。
 　　当然，随着有关中国宗教研究的深入，对于杨庆堃先生的论述可以有更进一步的推进。
例如，本书的两篇精彩序言都对分散性宗教一词提出反思，指出其背后的微妙语意，倡导建立基于中
国自身历史与社会的分类。
这无疑是未来中国宗教、乃至中国研究的一个根本方向。
 　　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基于其功能论的立场，杨先生的研究在涉及中国宗教的历史演变时，倾向
于以外在环境的变化作为宗教演变的背景，而这有可能造成的结果是，仅仅将宗教史上的变化归结为
其外在条件的变化，从而忽略了宗教的内在特征。
以佛教为例来看，其教义、仪轨、组织等影响了道教、儒教和民间信仰，而它本身也在这一过程中进
行了本土化，接受了中土原有的某些伦理观念和信仰形式，这些变化本身对于宗教的功能及其社会角
色都会产生影响，这是杨著未能加以重视的方面。
但毫无疑问，杨庆堃先生的著作为后来的研究者贡献了清晰的思路、深刻的洞见和宽阔的视野，其持
久影响必然在将来的相关研究中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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