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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张禹东、杨楹等教授撰写的《宗教与哲学》一书，使我们近距离领略到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上的可喜进展和最新成果。
这一学术群体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南方在宗教与哲学研究领域一支朝气蓬勃的新军之崛起，给我们正
精心培育和扩展的学苑带来了清新与活力。
在阅读和欣赏这部书稿时，我们感触到其作者广泛的学术视域、明确的问题意识、敏锐的观察眼光、
清晰的研究思路，以及深刻的理论分析。
其关涉古今中外的学理涵括，亦引发并启迪了我们对宗教与哲学发展之旅的追寻与思索。
　　“宗教是什么”，这是人们众说纷纭、答案各异的一个典型问题。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宗教反映了对人生意义的询问，对终极关切的表述，以及对神秘存在的敬仰。
而从存在论的意义来说，宗教一方面在人与自然及“超自然”的存在关系上表达了一种“究天人之际
”的意向，对于“异己”存在及其力量，宗教是人之主体性的表现，或为人之自我“对终极（实在）
的关切”，或为人之内心充满神秘意味的“绝对的依赖感”；宗教在另一方面则是人对“个我”及其
“社会”存在关系之探，其中反映出对“人”及其“社会”存在的“神化”，即“神话化”或“神圣
化”；在此，既有人的“成圣”、“成神”，亦有“社会”的“神化”或“象征化”，成为个我赖以
依存的“神秘团契”或“神圣联盟”。
由此而言，宗教展示了人在认识“存在”上的“诧异”、　“不解”或“神秘”把握。
正如本书论及西方宗教学创始人之一麦克斯.缪勒时所引述的，“宗教学起源于对宗教存在的诧异”，
其“起点”是“对自己无法解释”的现象的“惊讶”。
从这些考虑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人类“宗教”及研究这一现象的“宗教学”所展示的侧重和独特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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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宗教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佛教与哲学、道教与哲学、儒家哲学与宗教和基督宗教
与哲学等编，对宗教的起源、宗教学研究的理路与方法、马克思宗教观的生活维度与马克思解放理论
视域中的“宗教”、中国佛教的“本觉”范式与现代性意义、道教之“道”的哲学意蕴、儒家圆融思
想与儒家生活哲学的内在构造、托马斯&#8226;阿奎那思想体系的理论特色等相关议题，进行了多层面
的条分缕析，力图系统展示对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双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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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侨办和福建省重点学科带头人、中国宗教学会理事。
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哲学、宗教学理论、华侨华人宗教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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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宗教学研究的理路与方法论　　宗教学研究的理路与方法论　　在人类文化的生态中，
宗教是一种独特而意蕴深远的文化样式，就其存在的时间、流变的历程、传播的空间以及对人类政治
、经济、文学艺术、伦理、哲学等多层面的影响之深度与广度而言，实难有别种文化样式可以与之比
肩，乃至在当今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我们依然难以将人类的其他文化形式与宗教完全剥离开来加以
厘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宗教进行理性透析，其深层的本质即是对人类精神、人类生活的自我反观与批
判，由此构成以“宗教”为审视与研究对象的“宗教学”。
　　当然，“宗教”绝不仅仅是外在地、具象地表现为“西天的佛”、“天上的神”、“寺庙的烟”
、“教堂的顶”，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具象所承载、传达的精神内蕴。
而透过这些具象，更为深层地体悟、追问其间多向度的精神旨趣，挖掘其中所包裹着的深厚的意义，
从而建构相关的展示宗教普遍本质和一般发展规律的理论，乃是宗教学研究从自发引介与描述走向科
学建构的重要标志。
事实上，对“宗教”进行研究不仅仅是宗教界的任务、职责、使命，同时也是哲人智慧一直发力之重
要领域。
马克思曾从历史性的视角将宗教作为人类四种基本的思维方式之一，并且从生存论意义上，将宗教视
为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这种方式形成了其独特的价值视野，构造出一个完整的“宗教王国”。
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说道：“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具有通俗形式
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
的总根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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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宗教与哲学是人类精神—文化生活完整图式中的两种结构性要素。
《宗教与哲学》对“宗教”与“哲学”的分析中，既有对儒、佛、道的历史追寻和理论探讨，也有对
西方思想史上宗教理论的系统勾勒和透彻辨析，还有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概括，力图使宗教与
哲学在人类探寻宇宙与自我、信仰与理性、神圣与世俗、灵魂与存在等问题过程中的复杂交织关系和
角色嬗变得以厘清。
全书问题意识明确、学术视域开阔、研究思路清晰、理论分析透彻，其关涉古今中外的学理涵括，将
启迪人们对宗教与哲学发展之旅的追寻与思索，激起人们在意义之旅的探赜索隐中的断想与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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