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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学是什么》

内容概要

本书以通俗浅显的语言介绍了宗教学这门新兴的、交叉性或综合性的人文学科。为了捕捉宗教学这门
年轻学科特有的“少年思想气象”，作者没有面面俱到，而是别有新意地浓笔重书“几个理论分支”
和“一个核心问题”。“几个理论分支”：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语言学和宗
教文化学；“一个核心问题”：宗教的本质是什么？前者彰显了宗教学海纳百川的学科气象，后者揭
示了宗教学精微幽奥的学科深度，可以说，一部宗教思想史就是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而书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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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学是什么》

作者简介

张志刚，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
院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曾任美国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德国法兰克福大
学DAAD客座教授。代表作：《宗教文化学导论》《猫头鹰与上帝的对话——基督教哲学问题举要》
《走向神圣——现代宗教学的问题与方法》《理性的彷徨——现代西方宗教哲学理性观比较》《宗教
哲学研究——当代观念、关键环节及其方法论批判》《当代宗教冲突与对话研究》《宗教学前沿问题
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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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学是什么》

精彩短评

1、宗教学不是宗教教理，但信仰宗教者需要学习宗教学；宗教学也不是无神论，但无神论者也应当
学习宗教学。因为，信仰宗教者与无神论者们都对宗教了解太少。前者不愿意去了解本宗教之外的宗
教和科学知识，或仅仅用神是超自然的便打发了人间的一切“学问”。而无神论者们则不屑于去了解
宗教领域，以为去了解宗教学就是信仰某一宗教。但不在文化、历史、心理、多元宗教的背景下去理
解宗教，那么，你所理解的宗教永远是简单粗暴的，纵然你有你坚定的宗教信仰。
2、很有条理的讲述，读完后对宗教学有了大致的了解，而且对它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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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学是什么》

精彩书评

1、我们知道，社会科学里有许多学科，比如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但是专业所限，
学习阶段很少对其横向地逐一了解。假使有这样的想法，选书的时候也是一件麻烦事，排除编写的水
平问题，许多教材的倾向角度并不适合入门学习，总的来说，能遇到读之大有裨益的学科入门书，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除了书的问题，还与个人的阅读经验有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组织权威学者编
写了一套社会科学科普读物，包括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学、心理学、教育学、管
理学、新闻学、传播学、法学、文学、哲学、民俗学、考古学、军事学、逻辑学、语言学、人类学、
民族学等。但是这套书又区别于传统教材，教材通常会写为“概论”，这套书力求通俗易懂，所以写
为“是什么”。就是认识它，了解它是什么。以《宗教学是什么》为例，此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
学术纵横，从与其它学科的交叉联系来论述宗教学，认识宗教学的发生发展。分为：宗教人类学、宗
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语言学、宗教文化学这几个方向。下篇为问题聚焦，主要从人类精神的
三个建立面谈及，包括宗教与理智、宗教与情感，宗教与意志。除此最后两部分涉及到宗教与终极、
宗教与对话。然后再以上篇为例，其作者的编排方式以主要的相关学者为主，论述主要观念，较为宏
观地梳理出发展脉络。比如宗教人类学以围绕弗雷泽的宗教起源问题研究与马林诺夫斯基的原始宗教
功能研究来论起其发展过程；宗教社会学是以现代社会学的两位开拓者，杜尔凯姆与韦伯为依托；宗
教心理学具体考察了扎詹姆斯与弗洛伊德，以及荣格；宗教语言学是以哲学家眼中的宗教语言学角度
来论述的、宗教文化学以道森，汤因比与卡西尔为例展开论述。宗教与理智涉及的人物是罗素与斯温
伯恩；宗教与情感是施莱尔马赫与奥托；宗教与意志涉及到斯帕卡尔，詹姆斯：宗教与终极论及从蒂
利希的终极关切说到斯马特的超观念形态论；宗教与对话谈到此学科在大背景下的新的问题与机遇。
通读此书会对宗教学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比如相关的学者观念，宗教学的发生发展过程，与其他
学科的交叉联系，宗教学的研究对象等。论述过程深入浅出，并且做了一些相关插图，通晓易懂。如
果时间允许，并且有求知欲的话，这将是一本很好的学科入门书，青少年朋友们不妨拿来读一读。这
套书看似平凡，但其实用价值在销量上可见不俗。自2001年推出《经济学是什么》开始，已经陆续出
版了二十几种，在没有刻意营销的情况下，总印数已接近百万册。可见这套书是历经考验，在读者中
有口皆碑的。此次再版选用了精装32开本，朴实大方。这类教材能够精装再版也可见其实力。
2、文/岸晓风话说在一个党校的课堂上，师生们讨论当下的一些社会现象时，开始了“头脑风暴”。
有人提出，现在农村宗教活动比较多，一些党员活动开展不起来，但是宗教活动却是有声有色。有人
还说，现在是不允许党员信教的，但是党领导我国的宗教政策，党员不允许信教，做不到“知己知彼
”，有怎么能有效的领导宗教呢？当然，这仅限于讨论。但是不等于没有一点道理。在我们生活的这
个星球上，宗教信徒是一个必须要关注和研究的群体。根据1996年的不完全统计，各类宗教信徒约占
世界人口的4/5,2001年的最新统计也同样如此，世界人口61.28亿，而宗教人口就达到45.64亿人。因此
，研究宗教就变的非常必要。当然，今天我们并不是要讨论宗教是什么。这可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
要知道，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就是研究宗教的，东西方几千年来，关于宗教的典籍可以说是汗牛充栋，
说研究宗教是什么那是一种狂妄无知的想法。今天，我们要弄清楚的是一门研究宗教的学问——宗教
学。宗教学和宗教就完全是一回事了。前者只是一门学问，后者则是世界观的问题。宗教学是一门新
兴的、交叉性和综合性的人文学科，它还是哲学的二级学科，具体产生的时间是19世纪下半叶。又是
哲学、又是宗教、又是人文学科的，也许很多人就开始“打退堂鼓”了，感觉很复杂。当然，再复杂
的事物都是可以理顺的，关键看是什么人来理了。那么这里，就要说到这本书了，北京大学哲学系、
宗教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张志刚教授的《宗教学是什么？》。张志刚教授是著名宗教学研究专家，
也是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有这样一位大家来写一本叫做“宗教学是什么”的书，可想而知，这里面
有着怎样的真知灼见，又是怎么的通俗易懂。的确如此。首先本书开宗明义，对于宗教学有一个不是
“定义”的“定义”，那就是：只知其一，一无所知。也就说，对于信仰某种宗教的人，是不被允许
对别的宗教有信仰的，但是研究宗教就不一样了，必须打破对某种宗教了解的狭隘，从而将视野投射
到所要的宗教上去。随后，作者不是面面俱到的讲解这个宗教那个宗教，二是重点讲解了它的几个理
论分支：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语言学和宗教文化学，同时有分别通过相关的
代表人物（其中很多是哲学家）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论述。可以说，对于对宗教研究感兴趣的人来说，
这是一本必读书。
3、简评：作者张志刚。以作者的自己的风格转述和整理以“宗教学是什么？”为主题的综合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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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学是什么》

强与其他学科紧密相联系的书籍。说是科普，但也有难度，作为非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
文化学的专业人士阅读过程中，觉得论述的过程跳跃的有点大，或许是缺少了一些专业知识的渲染，
和氛围。 正文：古埃及人用杠杆原理浇灌尼罗河的土地。来自《实用主义》part1方法论上的收获这本
书给“门外汉”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模版来认识一个学科。尽管我还未曾阅读这般丛书的其他几本诸
如美学是什么，哲学是什么，但大概一个章程是有了。先分两面学术和问题聚焦，这个分类我以为是
考虑到了时间，客体，主体等诸多因素。学术通常是学者过去的总结和通过过去的总结对未来的预测
对现在的判断，而主要问题则通常是普罗大众的对现在的问题和对未来的迷茫。学术上则是与该学科
主要的交叉学科的研究，而问题聚焦在人们的关注问题上。以上是读书法中关于认识一个学科的收获
，通过作者整理材料的正反观点皆顾，各个方面兼顾得来的。我过去立场总是站在怀疑论上，或许是
不小心读了《功利主义》，又无意间拿到了似乎与穆勒一脉相承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书的前页
有詹姆斯致穆勒语），我自己又不是一个十分果断的人，于是我就真的像詹姆斯所讲述的那样，因为
重大所以谨慎，因为谨慎，不敢正面做出决定，反而等待反面证据。这种做法着实有些消极。罗素对
此的一个批评：“譬如，碰到一个生人，自己就会暗自猜测：他是不是叫史密斯呢？如果承认自己不
知道，我肯定没有关于此人姓名的真信念；反之，假如相信 就叫这个名字，我倒有可能具有真观念了
。这样一来，遵循詹姆斯主张的积极求实态度，如果我几年来一直想碰到这位先生，那么直到有了确
凿的反证前，我只好相信所有的陌生人都叫史密斯了。”看起来有些荒谬，但这是夸张之后的结果。
把事情从人的姓名换到做事情上，在背景条件尚未清楚之前，有人的选择是遵循过去的资料，有人是
遵循自己的经验，有人是往前推进，有人习惯性地往后推。part 02 知识上的收获巫术与宗教是有相当
重大的区别的，巫师是以咒语压制，宗教是讨好。巫术认为所有的一切都受制于非人格的力量，宗教
认为所有都受制于神。巫术产生于相似的或接触的联想，野兽都会的相似性联想，而宗教是比较高级
的思想运动。马林诺夫斯基关于生命历程的观测探究了宗教文化在原始文化中占据的地位和功能，成
年礼中主要是原始社会的最高势力把自身价值铭刻在一代代人心底的仪式性戏剧性的表达，有助于加
强凝聚力。而丧礼一方面是对亲人的怀念另一方面是对死亡的恐惧。关于社会力量的外在化，卢梭《
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的表述倒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杜尔凯姆的观点是自上而下的宗教统治
精神，而卢梭的民主是自下而上产生的人民意志的体现，前者是统治阶级可以把控的，后者需要政府
去调查寻找。另，韦伯是一个让我觉得很头疼和庆幸的人物，我完全理解不了这个人的语境，幸好没
有学与之相关的学科。弗洛伊德对图腾的解释：屠杀图腾动物本属于禁忌，通过仪式得到认可，分食
意味着全体成员获得神圣性，再次哀悼反映一种恐惧和解脱罪责。荣格对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的继
承，提出了潜意识分层构想，个人的潜意识和集体的潜意识，并通过自己的精神疾病从医经历提出了
人的精神天性上具有宗教功能。艾耶尔挑战当代宗教宣言，和众学院派的寓言故事的辩驳直观展示了
关于“上帝存在”之争是多么的激烈。part 03  关于这门学科我的思考宗教学首先是人类的学科，有人
类才有了人类的信仰人类的宗教，而人与人组成社会，由社会显示出的宗教是社会力量的外在化和个
体化，进而每个人对宗教有着不同的选择和心理波动。语言是宗教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研究某一宗
教必定要研究其特定的宗教语言。而宗教文化学无论是汤因比的空间剖视法还是卡西尔的文化符号圈
都是将诸多因素统筹起来观察研究。我赞同的是《实用主义》，虽然还没搞清楚它的脉络，但是这种
思维方式与我很相符，譬如“哲学是大家的，哲学的主要功能也不是追求真理，而是为每一个人服务
的”“那条走廊是大家的”其他派别都是房间，而实用主义是一个走廊，联通各个房间的走廊，有自
己的空间。也像作者说的，詹姆斯的思想是属于“现代人”的，如果你反对他的理论，应理解他。如
果你赞成他的主张，应该小心他。实用主义关于宗教的观点在我这里的体现就是：依旧是关于走廊的
方法论，同意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这一学说，也赞同无意识的活动占据冰山，有意识是一个小角落，罗
素的批评也很欣赏，也就是任何对我的成长有意义的学说都把他们有用的部分搬到我的走廊。丑乱的
草稿。不要嫌弃*≧▽≦*惠特曼的一首诗节选：......你是谁！你没有冒险！你是被驯服的东方和西方，
被开垦的东方和西方;柔顺的人。广阔的天空，无边的草原，奔涌的江河，它们辽阔。你是它们的主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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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宗教学是什么》的笔记-第311页

        蒂利希指出，信仰包括了人格生活中的所有因素，发生于人格生活的核心区域。因而，信仰是人
类精神的核心行为。这种意义上的信仰，并不是指人类精神的一种特殊行为，也不是诸多因素及其功
能的总和，而是超越于各种具体特殊的因素、功能及其总和的，可它本身又对人类精神的各个部分有
决定性的影响。

2、《宗教学是什么》的笔记-第87页

        宗教经验的本质，也就是我们最后必须用以判断形形色色的宗教经验的那种东西，必定是我们在
其他经历找不到的那种要素或特性。当然，这样一种特性的显而易见之处，就是那些最偏激、最夸张
、最强烈的宗教经验。

3、《宗教学是什么》的笔记-第87页

        宗教对我们所意味的是，作为个体的人在孤独的情感、行为和经验，按他们的领悟，是他们自身
处于和神圣者的关系，此一神圣者可能是他们所专注的任何事物。

4、《宗教学是什么》的笔记-第9页

        缪勒认为，宗教学可分为两个部分：‘宗教神学’和‘比较神学’；前者探讨历史上的各种宗教
形态，即‘各种宗教传统’；后者则解释宗教信仰的形成条件，即‘人的信仰天赋’；就这两部分的
关系而言，前者是宗教学的基础，后者是宗教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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