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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篇论文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理论和相关论著把握得比较系统，对马克思、恩格斯宗教理论的来
龙去脉、历史发展的概括也相当准确，文字清晰，不乏新意。
对宗教学术界都是有意义的。
经过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院评审，被评为当年博士论文中的“优秀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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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琪女，l963年5月生，陕西富平人。
l 98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毕业。
l 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学专业毕业，获哲学硕士。
2005年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宗教学专业毕业，获哲学博士。
先后师从吕大吉、牟钟鉴两位先生学习宗教学，曾十余年从事宗教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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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产生的思想背景第一节 文艺复兴后日趋高涨的宗教批判思潮正像大家所公
认的那样，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的批判是最具影响力、最彻底的，是历史上宗教批判的极致。
尽管有的思想家对这种批判做出这样或那样的评价、提出这样或那样的异议，但是，如果考察一下人
类思想的发展历程，就不难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思想的出现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文艺复兴以
来持续数世纪的以批判宗教为主流的社会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正是在历史上无数位启蒙思想家不断
努力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才走向了宗教批判的顶峰。
宗教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是一位双面人：一方面，作为人类具有抽象思维能力的标志，宗教的产生是
人类踏上文明征程的第一步。
它把万物生存的原因和世间的第一原理归结为神，①用超自然力量来说明当时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事
实，以宗教神话世界观表达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并以此来包容其它一切文化形式——哲学、道德、法
律、文学、艺术、科学等等。
这种将世界二重化的宗教神学，至西欧中世纪发展到极致。
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岁月里，神性被高高举起，而创造了神的人的人性则被大大贬低，人神关系被颠倒
，人成了神的奴仆和存在的证明。
然而，人类社会说到底是人的社会，以人为基本关注点可以说是毋庸言明的真理，这就势必导致另一
方面：将以神为绝对中心的中世纪神学和宗教置于人类自身发展的对立面，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阻滞
。
而且，这种阻滞在当时是弥漫性的、根深蒂固的，故，运用自己的理性，努力不懈地批判神、分析神
，同时逐渐地使人自身高大起来的过程一直伴随着文艺复兴到近代西方社会的发展，当时的人类就是
在这种无法离开宗教又不得不同宗教及其神学不断较量中一步一步前行的。
可以说直至l9世纪下半叶，西方宗教学诞生之时，以人为中心的人学才真正地在这场较量中占据了上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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