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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985工程”是国家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重大举措，其二期工程在全国若干所重点大学创建了
一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创新基地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某些重大课题进行一些开创性的研究。
这次在南京大学建立的“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是以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为依托，整合南京
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和社会学系等相关院、系的
有关研究力量组建起来的财政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基地提倡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把历史上特别是现当代各种宗教与文化的普遍联
系与深刻互动、各种宗教文化的历史发展规律及其在现当代社会中的价值作为重点研究课题。
　　“宗教文化大系”是南京大学“宗教与文化”创新基地的系列研究成果集成。
这些研究成果，既有试图从理论层面较深入揭示宗教与其它意识形态内在关系的“宗教文化专论”一
辑五册：《宗教与哲学》、《宗教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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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宗教与哲学的关系成为人类关注的话题，是自从哲学被人类“自觉地”认识到其独立于宗教时便开始
的。
纵观中外思想史，对于宗教与哲学未来关系走向的观点，最为典型的是用哲学取代宗教，如黑格尔、
冯友兰都有类似观点。
当然更多的人认为什么也取代不了宗教，宗教就是宗教，宗教将与人类相始终。
然而，宗教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毕竟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学术课题，并不是用“谁取代谁”就可以解决的
。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就宗教与哲学的结构特性、宗教与哲学的认知方式、宗教与哲学的人类关怀、
宗教对哲学的影响、哲学对宗教的影响、宗教与哲学的互渗等问题展开较细致、较深入的讨论，并在
这个基础上展望宗教与哲学的未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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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事实上，宗教与哲学的功能是内在于初始创造实践中的。
根据我们的考察分析，宗教与哲学在人的精神和社会两个领域都表现出各自的功能。
在心灵精神上，宗教有心理调适、心灵慰藉、陶冶情操、规范行为等作用，哲学也有类似功能；在社
会功能上，宗教有营造环境、协调关系、整合心力等作用，哲学则表现为推动社会变革、规范社会秩
序、反省社会问题等。
自然，我们的考察也发现，宗教与哲学在功能上也是存在差别的。
这就是：在内容上，宗教更多治心，哲学更多治世；在形式上，宗教更具体、感性，哲学更抽象、理
性；在效果上，宗教更倾向于维护稳定，哲学更倾向于推动变化，等等。
　　宗教对哲学的影响。
宗教对哲学有无影响？
宗教如何影响哲学？
这是讨论宗教与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
而从宗教与哲学关系史看，宗教对哲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宗教是怎样影响哲学的却是我们
需要加以认真讨论的问题。
宗教影响哲学可从多个方面来考察。
我们认为，宗教在信仰上、在话题上、在范畴、思维方法上、在价值观上对哲学的影响等，都是我们
考察、研究宗教影响哲学的重要向度，也就是说，宗教对哲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当然，我们也发现，宗教对哲学的影响也有消极方面的表现，这主要是指，宗教在对事物认识判断的
客观性上，在对社会作用的全面性上，在世界观性质上等方面都对哲学具有消极影响。
　　哲学对宗教的影响。
哲学对宗教的影响可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方面是哲学对宗教的积极作用，即哲学对于宗教理论之完善
、系统、深入都有积极影响，值得关注的是，哲学对宗教的价值特点也会产生影响，从而使宗教在保
持自我特性的基础上更加完善。
另一方面，哲学对宗教也表现为批判和否定。
关于这点我们从中国古代宗教信仰天被否定的过程，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对宗教的批判否定，德
国古典哲学对宗教的化解三个方面进行了考察。
我们发现，在中国古代史上，宗教其实也遭受到哲学的化解，特别是在宗教信仰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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