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西方无神论哲学思想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东西方无神论哲学思想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802543348

10位ISBN编号：7802543347

出版时间：2010-11

出版时间：宗教文化出版社

作者：王珍

页数：37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西方无神论哲学思想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內容及其架构的最初思考开始于2003年。
那一年，我打算写一本关于无神论方面的书。
但是在写作、思考的过程中，发现就逻辑的清晰性、内容的系统性、思维的条理性而言，我所关注的
內容在西方哲学、宗教学等领域有着显而易见的表现。
然而如果要对西方传统中的无神论诸问题作出合理分析甚至评价，发现仅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宗教
的思考是不够的，虽然了解马恩的有关思想已经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了；它还需要了解中国的现实和
传统。
于是，又需要进入中国和印度佛教部分，但所幸，我对它们一样有着浓厚的兴趣。
这样又是数年过去。
2008年，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之“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若干重大问题研究”项目
设立了有关无神论教育的子课题。
本书即是在这一课题的指导和帮助下做的一点工作，并获得了该课题和中国无神论学会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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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珍，博士，200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任教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主要研究领域：哲学、宗教学研究，宗教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已出版专著《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思想研究》，合著《科学无神论中学生读本》，译著《马克思传(第4
版)》，发表论文《宗教对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汉译阿含佛教经典“无我”思想探析》等数
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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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一　　序　二　　绪　论　　一、一个亟待加强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论著主要研究方法　三、
论著主要内容及创新之处　上篇　西方部分　第一章　古希腊罗马哲学与无神论　　　一、古希腊哲
学的诞生及其一般特征　　二、早期自然哲学　　三、智者运动与苏格拉底　　四、怀疑论与不可知
论　　五、从伊壁鸠鲁到琉善　第二章　中世纪的理性与信仰　　一、基督教与中世纪西欧社会　　
二、早期教父与奥古斯丁　　⋯⋯中篇　中国部分下篇　印度佛教部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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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当前我国宗教文化建设正处于特殊的历史阶段，处于一个关键时期。
社会的深刻变动，传统文化的“脆弱”，外来文化的强人，中国历史上对宗教的特殊态度，都似乎增
加着文化建设的艰难和变数。
①加之全球化亦深亦广，当前我国的文化建设，已经不单单是此地此景的举动，而是联系着历史和未
来；也不单单是一国一家的事情，而是联系着世界的整体。
它必将影响世界文明的进程，成为人类世界历史生成过程的重要环节和基本走向。
当前的文化建设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传统，它与宗教是一种什么关系？
它与其他文化传统有什么不同之处，从而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什么有益的养分？
无疑，虽然中华文化是博厚宽容的，但“中华民族精神，决非希腊民族精神，或希伯来民族精神，或
印度民族精神”，②她禀赋有自己的特质。
中国文化有历史悠久的人文特质，与西方长期的宗教一神论形态形成鲜明对比，而印度佛教也有着自
身的境遇。
如果说中国传统是“乐感文化”的话③，西方传统（基督教等）则是“罪感文化”，印度则似可称为
“苦感文化”④。
这是指这些文化的传统样态而言，也并不是说，中国文化中没有苦感、没有罪感，印度文化、西方文
化中没有乐，而是三者相比较而言，它们的这些特点作为其文化基调较其他文化为突出。
文明的样式就是人对待他自己的样式。
“神”与“无神”的观念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反映着人对待他自己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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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一部用心用功之作。
东西方的无神论传统皆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影响深远，长期以来却罕见这方面的比较研究专著
。
于珍博士潜心于此，用功多年，着重梳理与比较了中国、印度和西方三大义明传统所深含的部分无神
论思想资源。
所以，本书定能让读者开卷有益，掩卷沉思。
　　——北京大学人丈特聘教授、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 张志刚本书以西方思想史（公元前6世纪至公
元19世纪）、中国商周及印度佛教时期为主要论域，比较全面深入地梳理了有神论与无神论思想的形
成和发展脉络，对丁我们了解无神论思想的产生、演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人丈学院副院长 张志伟无神论思想是中国人文主义义化的必要组
成部分，历史上儿是出现宗教狂热的时候，都有无神论思想家出来加以阻止，从而保证中国主流文化
在“敬而远之”的中道上发展。
王珍博士足一位思想敏捷的青年学者，博览群书，学通中西。
本书发凡证微，较有创新，我读后深感有所启发，愿推荐给广火读者分享。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践这是一本严肃认真的学术创新之作，内容丰富，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闸述了无神论的历史演进轨迹，是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可喜成果。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王东本书挖掘东西方哲学中无神论精神义化资源，闸明无神论的启迪作
用并丰富了人类的理论思维，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来源。
在各种思潮相互激荡的今天，重温无神论这一人类精神文明的绚丽奇葩和宝贵财富，是十分必要的，
也是对人类精神文明成果的继承、享受和弘扬。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 朱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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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西方无神论哲学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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