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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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论述了宗教与政治从古至今复杂的互动关系，主要讨论宗教与意识形态、宗教与政权、宗教与政
治势力、宗教与文明及国际关系这四大方面的热点问题。
富有创意地阐述了宗教与政权关系的不同模式和历史发展，当今世界宗教与政治的复杂互动关系，特
别是宗教与民主法治、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开展宗教对话、构建和谐世界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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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上面列举的这些特征来看，宗教也属于意识形态。
虽然各个具体的宗教都有自身的特点，但一般而言，宗教代表了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一种整体的视角
，是价值承载者和行动指南。
比如对于宇宙、世界和人生持有明确的系统看法，承载着一套价值观念，特别是其伦理准则经常成为
信徒的行动指南。
正因如此，古往今来的统治者往往把宗教作为其统治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用以支持其统治的权威。
除此以外，各国的各类统治者大多也不是无神论者，因而会信仰这种或那种宗教，宗教信仰对其政治
意识的形成也有着直接的影响。
当然，在民主宪政的体制之下，一般不允许确立国教或者以一种宗教作为国家的指导信仰；但是，一
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信仰，经常会以各种方式影响其统治集团的成员，进而渗入其统治的意识形
态之中。
　　诚然，各种宗教信仰体系的具体学说并不一致，但各种教义往往带有一些普遍的特征。
比如教义中有关慈悲、博爱、顺从等的政治和伦理思想，或许有助于减少暴力和犯罪，维持社会的安
定；教义中关于“因果报应”、“天国论”、“预定论”、“天命论”等的理论也容易让人养成逆来
顺受、不犯上作乱的习惯。
当然，教义中教人行善向善、主张宽恕的学说也不无伦理教育的积极意义，其社会职能显然与鼓吹人
们相互仇恨残杀的教条是不同的。
设想一下，拥有同样生杀予夺大权的两个统治者，一个比较虔诚地相信行善向善的教义，另一个则持
守宁可负天下人也不准天下人负我的独夫心态，如果是真实地而不是虚伪地行动，前者在对待被统治
者上显然要好于后者。
从历史上看，宗教教义在统治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的确具有两面性甚至多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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