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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6))从正式动议、框架设计、组织撰写、编辑录入到定稿付梓，历时将近一
年。
其间，得到所内外学者的积极支持和热情关注。
四川联合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所长李刚教授，该所唐大潮副教授、张泽洪副教授等多位学者，以及本院
哲学研究所刘一虹助理研究员，在繁忙的教学、科研活动间隙拨冗写出了他们所承担的内容。
本所所长吴云贵研究员认真审阅稿件，亲自动手撰文；党委书记、副所长戴康生研究员和著名宗教学
专家吕大吉研究员慨允刊出他们的大作；副所长兼基督教研究室主任卓新平研究员，道教与中国民间
宗教研究室主任马西沙研究员、副主任王卡副研究员，伊斯兰教研究室主任秦惠彬研究员，儒教研究
室主任李申研究员，佛教研究室副主任方广铝研究员，以及韩秉方研究员、丁明夷研究员、段琦副研
究员、郭熹微副研究员和吴云贵所长的在职博士研究生、本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曲红副研究员，都提供
了他们在广泛涉猎、精心筛选的基础上写成的研究综述。
还应当提到的是，《年鉴》编辑部的同志自己也是重要的撰稿者和资料编纂者。
所长助理兼科研处处长张新鹰同志、《世界宗教研究》杂志社社长黄夏年同志、副社长邢东田同志、
编辑王子华同志、资料室陈平、于光同志，分别承担了撰写综述和资料条目、编选书刊论著目录和大
事记等工作，产成字数多以万记，最高的几近10万，除此以外，邢东田、陈平、于光三位同志在电脑
录人、机上编辑方面付出了繁重的劳动，其中甘苦，一言难尽。
《年鉴》编辑期间，本所参加过部分校对丁作的还有郭清、霍群英、王京同志；办公室、科研处、杂
志社、资料室的其他同志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给予帮助和配合。
书稿送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后，出版社的同志又为之花费了大量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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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6》 发刊词　专稿 　我国宗教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继往开来，开创宗教
研究新局面&mdash;&mdash;纪念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
发布十五周年　　宗教是什么?&mdash;&mdash;宗教的本质、基本要素及其逻辑结构　综述　　佛教
研究 　　20世纪的中国佛学研究 　　1949&mdash;1964年我国的禅宗研究 　　1980&mdash;1995年我国
佛教学术会议活动综述 　　1996年我国佛教学术会议综述 　　大藏经研究 　　中国佛教考古综述　
道教研究 　道藏及道经整理 　道教斋醮科仪研究 　道教思想史研究 　中国道教史研究  　10年来我国
道教学术会议活动综述 　伊斯兰教研究 　《古兰经》及其他伊斯兰教典籍研究  　中国伊斯兰教研究
概说 　关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研究 　关于中国伊斯兰教分期研究 　关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研究 　
关于门宦研究 　世界伊斯兰教研究 　伊斯兰教史研究 　教义学、教法学研究  　当代伊斯兰教研究　
　伊斯兰艺术研究　　1979年以来我国伊斯兰教学术会议活动综述　基督教研究　基督教研究概说　
　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圣经》翻译综述 　　15年来我国基督教学术会议活动综述 　其他 　儒教
研究 　中国民间宗教研究 　宝卷研究 　新兴宗教研究综述 　1979&mdash;1996年我国宗教学学术会议
综述　&hellip;&hellip;《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7～1998》《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9～2000》《中国宗教
研究年鉴2001～2002》《中国宗教研究年鉴2003～2004》《中国宗教研究年鉴2005～2006》《中国宗教
研究年鉴200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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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宗教自身是一个复杂的体系。
这个体系由情（宗教的感情或体验）、识（宗教的观念或思想）、为（宗教的行为和活动）、体（宗
教的组织和制度）四大基本要素所构成。
情与识作为宗教的内在要素，在思想上层建筑范围内，与社会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哲学等
发生作用，形成独特的宗教文化；为和体作为宗教的外在要素，在社会生活的范围内，与方方面面发
生联系，形成特殊的宗教事业，与各种社会组织、社会实体打交道，产生若干的宗教事务。
宗教信仰是公民个人的私事，宗教组织则是公众生活中的社会实体。
宗教是对人的处境的幻想，这幻想就难免扑朔迷离，形式繁杂。
不同宗教的教义、教规、礼仪、组织自成一体，互不相干；同一宗教的教派往往又五花八门，难以兼
容。
一部经典往往有若干种相互矛盾的解释，海纳百川。
一种观点往往又可以在若干种不同的经典里找到相似的解释，诸论归一。
宗教大都追求真、善、美，止恶扬善，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安定。
但宗教拥有着大量的群众，且又直接沟通着这些群众的情绪乃至潜意识，由于情绪的相互感染，价值
的相互认同，行为的相互激励，就有可能掀起集体性的非理智的狂热。
宗教自身的这种矛盾表现，同样服从着对立统一规律。
2.宗教方面的矛盾的特点以上对宗教的复杂的结构和功能作了一个简单的描述。
正是由于这样一些结构功能特征，今天我国宗教方面的矛盾虽然主要是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但
却是属于矛盾的形式比较容易激化、矛盾的性质比较容易转化的人民内部矛盾。
我在过去的文章中，曾经描述过这类矛盾的五个特点及其循环过程：一是累积。
宗教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往往是各种情绪、意见的累积，各种小摩擦、小纠纷的累积，量大面广。
量的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质的突变。
二是突发。
偶然的小事，星点的火花，或因互不相让迅速升级，或因官僚主义处置不当激化矛盾，或因意见不统
一，当报不报、当断不断而贻误时机，很快由小事变成大事，由大事酿成乱子。
事件的起因是偶然的，闹起来却有必然性，必然性总是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三是扩展。
宗教信仰，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其特殊的凝聚力、号召力，而且特别敏感，传播快速。
一旦有事，宗教信仰中的自我保护心理会很快蔓延开来，煽动一种抗争的激情或盲目的热情。
信息社会中的大众传播手段，更有助于加速这一扩展的进程。
四是变异。
或因矛盾性质转化，是非问题转化为敌我问题。
或因矛盾激化，非对抗性激化为对抗性。
五是沉淀。
事情闹大了，靠说服教育的手段已难以奏效，不得不动用行政手段解决。
结果表面上矛盾处理了，缓解了，其实沉淀到更深层次的民族心理或宗教心理中去了，成为潜意识的
隔阂，累积起来，为以后矛盾的再度爆发或以其它形式爆发悄悄地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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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宗教研究年鉴(套装共7册)》是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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