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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南亚宗教与社会发展研究》以“东南亚宗教与区域社会发展”为主题，聚集国内外学界和宗教界
专门研究东南亚宗教的学者，汇集了大家的最新研究成果，从宗教与东南亚地区社会结构、社会发展
之间的关系入手，深度探讨了宗教在当代东南亚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中的作用，以期为我国
社会和文化发展战略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建议。
《东南亚宗教与社会发展研究》由郑筱筠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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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筱筠，女，博士，1969年8月出生，汉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
国青联社科联理事、全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社科院佛教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
文化》副主编、《中国宗教研究年鉴》执行主编。
主要研究方向为东南亚佛教、宗教慈善。
主持和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20余项、已经出版学术著作、编著9部，公开发表论文
和撰写内部报告近百篇。
学术代表作是《中国南传佛教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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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理论研究和经验表明，人类的需求包括三个层次：物质、精神和心灵。
迄今天为止的发展理论和发展观大多以物质为中心，至多关注到人的精神层面的发展需求，对心灵的
关注极少，一般认为那是宗教的事情，而没有把它与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
即使是自诩“以人为中心”的第三代发展观还是停留在关注人的外在和物质需求层面，以各种可测量
的客观指数衡量“人的发展”（比如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理论家们试图关注人们精神需求，但
也只是停留在低层次的需求，而没有提升到心灵的层面。
因此，反思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对人类心灵需求关注的缺失对明确发展观重构的方向和理路至关重要。
 （二）重构发展观和发展道路的方向和理路 在反思物质主义发展观的缺陷和弊端的基础上，政治家
和学者纷纷提出了重构发展观的方向和理路。
以下三种理论和观点最具颠覆性和批判性，笔者认为，它们代表着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希望。
 1.后物质主义 实践证明物质主义的发展观并不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
因此，弱化物质性，强化精神和心灵境界的提升，追求人类心灵的宁静、和谐及由此产生的幸福感是
重构发展观过程中值得思考的大方向和根本出路。
在批判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发展观重构的方向之一，并得到越来越
多的认同。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认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出现的两个标志事件是：1972年罗马俱乐部提出以经济增
长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并不可取；以及1973年英国佛教经济学家舒马赫提出“小的即是美的”有
关理论和观点。
他较早关注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和人类幸福感的非物质性关联。
1977年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在他的《悄悄的革命一一西方公众变化中的价值观和政治时尚》一书中第
一次提出了“后物质主义”概念和原则①，并对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相关问题进行长达30多年的跟踪研
究。
受到英格尔哈特等先驱学者的影响，冷战结束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从一种流行的民间社会思潮，成
为大学和研究所的热门话题。
英格尔哈特通过对世界几十个国家长期的跟踪研究，发现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后就不再与人们的
幸福感直接相关，而在当今先进工业社会中，由于生产的增长已经远远超过人口的增长，物质财富的
极大丰富以及安全方面的保障导致人们已经不再担忧自身生存，人们将注意力从对于工业社会兴起至
关重要的经济增长和个人收入等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向生活质量、自我实现和政治自由等后物质主义价
值观。
② 根据英格尔哈特的观点，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关注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而非经济增长、追求公平正义
、关注人权与公民自由，在生活质量方面重视精神需求而非物质享受，对人的解放理解为心灵的自由
而非身体的解放。
强调宗教信仰。
英格尔哈特指出经济发展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之间的关联，“繁荣时期的延长倾向于鼓励后物质主义
价值观的传播；经济衰退倾向于起相反效果”。
但他又指出，“在经济水平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流行之间并不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
③这种经济现代化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出现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的模式，在发达工业国家非常普遍，但
也不能否定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出现的其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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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南亚宗教与社会发展研究》是中国宗教学界第一部研究东南亚宗教与区域社会发展的专论。
《东南亚宗教与社会发展研究》以“东南亚宗教与区域社会发展”为主题，聚集国内外学界和宗教界
专门研究东南亚宗教的学者，汇集了大家的最新研究成果，从宗教与东南亚地区社会结构、社会发展
之间的关系入手，深度探讨了宗教在当代东南亚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中的作用，以期为我国
社会和文化发展战略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建议。
《东南亚宗教与社会发展研究》由郑筱筠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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