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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宗教人类学是一种学问。
作为“学问”，自然是要增长我们的知识，解决我们心中的问题。
其实知识也是一种问题。
宗教人类学学说史，乃是前人对旧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方法的累积，知识越多，给我们可资比较、借鉴
、进而做出行动选择的可能性也就越多；而新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乃是旧知识面对新情况有所
不足；当然，随着新问题的解决，既有的知识也会进一步丰满。
提出的问题越多，思考问题和关注问题的人越多，知识的积累也就越加速。
人们不是为了历史而学历史，也不是为了理论而研究理论。
历代宗教人类学家研究原始文化，不是为了回到原始时代，而是为了超越原始时代；同样，我们研究
历代宗教人类学家，也不是为了回到他们的思想基点上，而是为了超越他们。
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
但理论若总是灰色的，生活也会变得雾蒙蒙的。
理论建树如同建筑、机械、艺术等一样，也有其“用”，只不过用途有大小远近之别。
人们总说理论是“虚”的东西，其实老子早就对“无用”之“大用”的道理有过深刻的阐述。
④理论本身是思，其“用”在于解答或解决人们在社会活动和人生旅途中遇到的一些根本问题；当然
，理论之所“用”，会因人因地因时有着不同的需求，面对不同的挑战，会有不同的应变，而不同的
应变则孕育了推陈出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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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文库》）是中国社会科学
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
组织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的规范化、制度
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
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
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
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
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
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
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
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
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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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追问宗教现象背后的文化诉求第一章　定位的转变：由意识形态到文化第一节思想渊源一　古
希腊罗马时代二　基督教为主导的时代（一）有神论（二）无神论（三）各种中间观点第二节时代潮
流一　孔德：在“人类宗教”中重建社会秩序（一）重建社会秩序与创立人性宗教（二）宗教功能的
内涵（三）孔德的“人性宗教”（四）新的秩序如何降临？
二　马克思：由对天国的批判转入社会的改造（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特点（二）是人创造了宗教
，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三）马克思与冲突论（四）宗教异化及其出路三　达尔文：从无到有、从低
到高的进化理念第三节从意识形态到文化一创立宗教学（一）明确规定了宗教学的性质和内容（二）
宗教学研究者要树立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三）提出宗教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四）缪勒创立宗教学的
意义二　宗教还是一种文化系统第二章“荒谬”中的逻辑-第一节缪勒一　从比较语言学到比较神话学
二　探索宗教的起源．（一）对无限的体认：宗教从无到有（二）从一个源泉导出宗教，如同从一条
河流导出海洋三　日趋经验的实证第二节泰勒一　文化与“遗存”（一）研究文化的两个原则（二）
比较的方法（三）“遗存”的概念二　万物有灵论（一）万物有灵论（二）由灵魂观念到神灵观念（
三）宗教仪式的两个方面三　个体的心理活动如何演变成社会意识？
（一）神灵观念及宗教体制与人和人所组成的社会有无内在的关联（二）人类的心理具有内在的一致
性。
宗教是人类思维活动的产物（三）“进化论”的演变路线与“西方文明至上论”第三节弗雷泽等人一
　巫术、宗教与科学（一）巫术的作用原理（二）巫术、宗教与科学二　三角关系还是二元关系？
第三章 图腾崇拜：最早的宗教形态第四章 范式的转换第五章 由“功能”向“意义”的过程第六章 意
义与过程第七章 结构、文化秩序及文化的解释第八章 用人类学的眼光反思宗教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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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宗教人类学家不仅要警惕自己的信仰（或意识形态）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会影响自己的研
究，而且要反思自己的文化背景（东方的／西方的，主流的／非主流的，等等）对自己研究的影响，
并且注意由于主位、客位的不同而造成对同一对象或同一事物的不同理解，还要反思个人的成长经历
是否会对自己的好恶及价值判断产生影响。
总之，尽可能地排除（至少是注意到）各种因素的干扰。
　　宗教人类学与宗教学原理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理论层面的不同。
宗教学原理立足于哲学的高度，研究重点是宗教的本质、基本构成及其发展规律，研究宗教基本要素
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宗教现象做出整体总结和概括。
尽管人们对宗教的定义莫衷一是，尽管有些范畴或现象会有交叉（如巅峰体验），但是宗教作为一种
心理活动、一种社会现象和一种文化累积，与其他的心理活动、社会现象和文化累积之间是有区别、
有边界的。
宗教学原理探索的是什么要素（或属性）决定了一种现象或活动是“宗教的”而不是其他的。
这是宗教学原理所承担的基本任务。
但宗教人类学不是立足于哲学层面，而是文化层面；它的着眼点不是宗教的本质，而是宗教事象在整
个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中的意义与功能。
　　横向地看，宗教人类学在宗教学领域中还有许多“兄弟姐妹”，如宗教现象学、宗教地理学等，
其中关联较多的主要是宗教社会学和宗教心理学。
从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上看，人们很难将宗教人类学与宗教社会学截然分开。
因为宗教人类学也研究宗教与人的社会行为的关系，宗教与社会生活其他领域（诸如经济、政治、社
会阶层、婚姻家庭等）之间的关系，宗教的社会功能、宗教组织和宗教运动之兴衰等。
有人说宗教人类学与宗教社会学的区别，在于前者只研究原始社会，后者则研究现代社会。
这不是截然的区别，因为宗教人类学如今也研究现代城市和乡村的宗教运动。
区别的关键是视角。
如果说宗教人类学研究的是“发生”，那么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是“现状”；如果说宗教人类学追溯的
是“起源”，那么宗教社会学分析的则是“根源”；如果说宗教人类学的焦点在于文化及其变迁，那
么宗教社会学的关注点则是社会分层与社会变迁；如果说宗教人类学强调的是对群体和个体的文化控
制，那么宗教社会学注重的则是对群体和个体的社会控制。
在方法上，宗教人类学更多的是运用参与性的个案调查与描述，而宗教社会学更多地运用调查问卷和
数据统计。
但这只是理论上和概念上的区分，在实际应用中，这些界限往往被穿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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