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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的宗教目前已形成“全球性”的流动和传播，这种状况对当今中国的宗教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使之不再是一种社会“边缘化”的现象。
因此，认识和研究宗教需要有“全球”视域、国际眼光，应根据宗教与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和双向互
动来看待“全球化”的宗教与当代中国的关系。
本书基于对古今中外宗教发展的比较来分析宗教与政治、宗教与法治、宗教与社会的多层关系，关注
这些关系的最新进展，并对当代中国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进行了一些基本思考，提出“开放性”、“
疏导性”、“对话性”、“包容性”、“化解性”、“理解性”及“规范化”、“有序化”、“公平
化”和“法治化”的应对办法，由此展示作者关于“宗教”的问题意识、认识思路和独特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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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宗教与政治　　不可否认，当代中国对宗教的认知首先在于考释其与政治的关系。
宗教作为人的社会存在之现实的反映，势必会与政治产生复杂的关联。
这种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受到不同政教背景的人们的密切关注和认真对待。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在不少方面都已涉及政教关系问题。
从这一角度出发，宗教问题“无小事”，必须“讲政治”。
但在当代中国，宗教与政治究竟应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见解应如何运用到
中国实际，大家的认识则都不十分清晰，而且未达致统一。
其实，“政教关系”有着不同层面，这种“政”涵括“政治”、“政党”、“政权”、“政府”等内
容。
它们与宗教的关系会有不同侧重，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因而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能采取“一
刀切”的简单办法。
　　第一节　宗教与政治　　一　宗教与政治的交织和分离　　从“政治”层面来看，“宗教与政治
”主要涉及宗教与政治在精神、思想、观念这种“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关系。
必须承认，宗教与政治的价值追求是不一样的，其根本区别在于宗教强调彼岸之维，政治基于今世目
标。
恩格斯在分析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的本质不同时曾指出：“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解脱
奴役和贫困；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寻找这种解脱，而社会主义则是在这个世界里，
在社会改造中寻求这种解脱。
”鉴于这种区别，“即使圣经里有些地方可以做有利于共产主义的解释，但是圣经的整个精神是同共
产主义、同一切合理的创举截然对立的”。
因此，政治往往会将宗教方式的解决转为现实意义的解决，正如马克思所言：“在我们看来，政治解
放和宗教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
”　　不过，“宗教信仰”与“政治信仰”虽属于不同的范畴，两者之间有可能发生冲突，但并不必
然总是发生冲突。
在有些情况下，这两种信仰是可以统一的，如在一些“政教合一”国家的指导精神和思想观念中，在
由相同宗教孕育和构建的文化体系和文明形态中，以及在以某一宗教为其共同的社会价值和文化共识
中，其信仰理解中的“天国”与“人间”有相关的呼应。
在这种“共识”、“共构”上，宗教的“参政”、“议政”对其政治显然会有“引导”和“支持”的
作用。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全球化”的宗教与当代中国>>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