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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学原理》

内容概要

新版《宗教学原理》
是一部精心之作，既是国
家教育部指定的全国高校
文科教材，又是具有高度
创新精神的学术专著。它
以新的概念和范畴来概括
各种复杂的宗教现象，并
以自然的逻辑顺序构建了
新的理论体系、新的学术
观点和新的资料信息。本
书既包含了古今中外有关
的历史内涵，并涉及各种
知识层面的广泛领域，又
能在不同层次上作出深刻
的具体分析和理论概括，
是一本理论与现实相结合
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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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大学时代所读的最有趣的教科书就是这本《宗教学原理》了，这本书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作者以站
在高处俯视宗教的视角来看世间人们的种种仰视崇拜；将原始自然崇拜，多神信仰，一神信仰、生殖
崇拜、拜火拜日等等人类宗教行为放在一起来考察，让人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人类世界，这样的
风景是别处没有的。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这本书的核心的话，那应该是“信仰与盲目是一个硬币的
两面。”因此《宗教学原理》这本书不仅是谈宗教的，而且是谈盲目的。读了这本书就可以很好地解
释某国近代造神运动所遵循的内在规律，也能让人明白某些霸权国家如何神圣化所谓“普世价值”这
一侵略战争的幌子。下面就沿着作者的思路来具体解释一下信仰同盲目的关系。作者首先将原始自然
崇拜、拜火拜日、多神信仰，一神信仰等放在历史中展示，按照其在历史上随人类文明发展而出现、
兴盛、衰落并被后一种信仰取代的规律得出结论，多神信仰强于原始自然崇拜、一神信仰强于多神信
仰。考察其内部原因，作者指出宗教信仰的神圣性来源于其神秘性，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一些原来神
秘的事物失去了神秘性，因此对其崇拜就不再是神圣不可置疑的了。举例来说人类文明的很长一段时
期都将太阳视为神圣的存在，可是作为一个掌握了科学知识，了解太阳化学构成，知道太阳如何形成
、如何运行、为何发光的现代人，他是无法像古人一样崇拜太阳的。信仰就是这样一种悖论，当你了
解你所崇拜的“神”的时候，它就不再神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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