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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宗教与人生修养》从中国古代宗教及儒释道三家的学说中，发掘有关人生修养及道德教育
方面的思想，对于了解和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建设新时期精神文明和道德文化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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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宗教的含义与分类　　宗教是什么？
我们认为，宗教文化有两种最基本的构成要素，一是它的文化形式，二是它的文化内涵。
宗教文化在形式上，一定会涉及鬼神或出世间现象的，若不讲鬼神和出世间的事，那么，宗教文化亦
就不叫宗教文化了。
同时，宗教文化亦一定是追求人生利益的，若不讲人生的利益，那么，宗教也一定是愚痴无智的了。
宗教对人生利益的追求，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求世间的利益，譬如求神灵保佑，实现人间的物质利益
。
二是求出世间的利益，譬如企求彼岸的永恒幸福。
三是智慧解脱的利益，譬如实现通达无碍的人生境界。
有些人的宗教定义，只是看到了虚幻不实的文化形式，而没有看到不同类型、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智
慧水平的宗教形式之中所隐含着的千差万别的人文内涵，因此，把宗教文化统统冠之以迷信。
我们认为，笼而统之、大而化之地把宗教定义为迷信，那就未免太简单化了。
为此，我们对宗教的定义，既要看到宗教文化的虚幻不实的文化形式，又要看到不同类型、不同历史
时期、不同智慧水平的宗教文化所隐含着的千差万别的人文内涵。
一、宗教的一般含义　　宗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人类文化，它是由人类的自觉思维创造出来的，它既
蕴涵着人们力求改善自我生存条件的美好愿望，亦蕴涵着人们力求自我修养的道德愿望。
这一宗教定义，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宗教文化是人类自觉思维的产物。
宗教文化的表述方式，以及宗教文化的表述内容，其实，都不是离开人心而独立存在的，都是人类自
觉思维的产物。
宗教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
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
①　　恩格斯的这种说法，虽然对宗教文化具有否定的态度，然而，恩格斯的这种说法毕竟肯定了一
个事实，那就是宗教文化是人类自觉思维的产物，是人们的一种观念。
　　从宗教的起源上来说，一切宗教观念，无论是天堂还是地狱，无论是佛还是上帝，以及鬼神，其
实，都是人类向自己的未知领域进行猜测性思维的观念性成果，都是人们对自然现象背后的那个“可
能存在物”的猜测。
对自然现象背后的那个“可能存在物”的猜测，人们采用了拟人化的思维方式，以为在自然现象的背
后，有一个类似于人的操作者，它威力无比，能够给人类带来吉祥，也能够给人类带来灾害，因此，
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便向自然现象背后的那个“可能存在物”进行交易：向它述说赞美的话，向它
奉献所需的物，同时，企求它的冥冥之中的保佑，以达到改善人们生活的目的。
由此可见，宗教偶像，以及与之沟通的方法，都是人们对自己的未知领域进行猜测性思维的结果，这
种猜测性思维，采取了拟人化的思维方式。
　　宗教文化之所以能够产生，首先是由于人类的自觉思维能力的形成，其次，由于人们关于大自然
与人类自身的知识还没有达到相当充分的程度。
因此，人们便运用各种思维方式，对自己的未知领域进行猜测性地思考，特别是在实证材料不足的情
况下，猜测性地探索自己的未知领域，便成了一种必然的认识方法。
拟人化地猜测大自然背后的那个“可能存在物”，并且主动地向那个“可能存在物”进行交易，以求
得那个“可能存在物”给人带来可能的吉祥。
人类社会在某一个智慧水平上，必然地会对未知领域进行如此地猜测性思维。
如此地猜测性思维，便必然地会产生宗教观念与宗教行为。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思维水平与思维方式不同，因此，由不同思维水平、不同思维方式所
创造出的宗教文化亦各不相同。
远古时代的人们，运用朴素的拟人思维，思考自己的未知领域，以为万事万物与人一样，也是有灵性
的，因此，便形成了泛灵观念。
后来的成熟的道德宗教，虽然意识到了宗教观念的唯心所造性，然而，成熟的道德宗教并没有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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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弃原始的自然宗教的文化形式，而是把原始的自然宗教的文化形式借鉴过来，赋予它新的人文内涵
，以达到借宗教而说人文的目的，以达到改造人心的目的。
因此，在文化形式上，成熟的道德宗教与原始的自然宗教并没有什么差别，而文化内涵上却有着重大
的差异。
特别是近代宗教，更加突出了宗教文化的人文内涵，强调宗教文化的现实人生意义，把人生修养作为
宗教的目标。
由此可见，不同水平和不同风格的宗教文化，都是由人类的自觉思维创造出来的。
人类的思维是历史地发展着的，宗教文化的形式与内容亦是历史地发展着的，然而，无论成熟的道德
宗教的文化形式与内容发生怎样的变化，它总是把人类的现实利益当作最根本的追求，特别是对人类
的精神文明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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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宗教文化以其独特的方式，隐含着非常丰富的人生修养与道德教育思想。
《中国宗教与人生修养》从中国古代宗教及儒释道三家的学说中，发掘出大量有关人生修养及道德教
育方面的思想，这对于人们了解和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建设新时期的精神文明和道德文化等，将有
一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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