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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宗教学是民族学和宗教学的交叉学科，它研究民族与宗教的互动关系，重点是阐释宗教在民族形
成、民族演变、民族国家、民族文化、民族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基本上属于宗教学的分支。
凡与民族宗教相关的问题，都在它的研究范围和视野之内。
民族宗教学的核心理念是：“族教和谐，多元互补”。
在民族宗教关系上确立和而不同、平等对话、共生共荣的现代文明原则，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
这是民族宗教学的基本认知和宗旨所在。
它融摄历史学的视野，研究民族与宗教的互动历史；融摄社会学的视野，研究民族宗教与社会要素的
互动关系；融摄文化学的视野，研究宗教在不同类型民族文化中的作用；融摄政治学的视野，研究民
族宗教关系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中华民族宗教的多元通和模式：说明世界各民族宗
教的分类与分布。
民族宗教学是一门新生的学科，虽然幼小，却前程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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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民族与宗教的互动关系：西方历史学的视野　　由于民族与宗教之间的内在复杂关系，无
论在中国宗教与中华民族之间，还是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与宗教历史上，民族与宗教的各个基本要素
都相互促进，相互影响。
本章将主要以基督教与欧美民族史为个案，来具体分析民族与宗教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这里，我们将采取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统一的方法，用主题或类型概括的方式，来分析在不同历史阶
段，民族与宗教之间互动关系的不同表现型态。
可以说，在圣经犹太教时期（Biblical Judaism），耶和华信仰呈现为以色列人的民族宗教，可以称之为
“宗教限于民族”；而基督教的创立以及它在希腊罗马世界（Graeco—Roman World）的传播，基督
教超越民族界限，开始成为普世性的世界宗教，我们称之为“宗教突破民族”；在中世纪时期，基督
教从罗马帝国扩散进入蛮族世界，建构起中世纪的“基督教王国”（Christendom），这一时期，基督
教成为各欧洲各民族的支配性宗教，建立起系统的罗马公教的信理、教制、组织和法律体系，构成了
欧洲文明的基石，这一时期可称为“宗教涵化民族”的时期，欧洲各民族的身份是隐而未现的，基督
徒成为欧洲人们普遍的主要身份；而近代经过宗教改革之后，民族主义潮流的涌现与新教各派别的衍
生乃互为表里，欧洲人的族群身份被突出出来，支配着欧洲宗教格局的形成，这一时期可称为“民族
突破宗教”的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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