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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宗教传统》

内容概要

《中国社会的宗教传统:巫术与伦理的对立和共存》目前包括27篇独立的文章，分属于八个既相对独立
又相互联系的篇目。《宗教理论与历史一般》包括三篇文章，都是想从不同的视角来思考宗教研究的
一般问题。《中国宗教的起源》的两篇文章分别是以考古材料作为依据对中国宗教的神灵崇拜和巫术
崇拜的源头加以考察，并由此确定中国宗教的远古基础。在《中国宗教的成型》这一篇中包含了三篇
文章。第一章《从三代到两汉：中国信仰观念的成型》是一个一般性的描述，它实际上是承接起源时
期的基础而展开的。尔后的两章分别主要考察了中国宗教生活中最基本的观念“命”以及知识与思想
界在这一时期所“扮演”的“角色”。《道教、佛教、儒教及民间宗教》两汉对于中国宗教的成型来
说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它起着一锤定音的作用。《中国宗教之基本类型与本质特征》
是在前三章的基础上的一个概括。《中国宗教与巫术的关系》是中国宗教类型或精神问题的展开之一
。《中国宗教与伦理的关系》是中国宗教类型与精神问题在第二个向度的展开。《作为参照的亚伯拉
罕宗教系统》收录了几篇以犹太教为主的有关亚伯拉罕宗教系统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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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吾淳
亦名吾敬东，祖籍浙江衢州，1955年生于上海。1992年师从冯契教授，1996年获博士学位。现为上海
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思维与哲学范型研究，兼涉中国古代科学、伦理、宗教以及艺术
。主要代表作有：《宗教：一种文化现象》（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中国思维形态》（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古代中国科学范型》（中华书局，2002）、《影响古代中国发生期科学
技术的若干因素》（《中国社会科学》1990）、《关于古代中国经验思维的两个问题》（《社会科学
》1997）、《荀子与黑格尔伦理思想共同点之比较》（《哲学研究》2006）、《孔子论乐：精英的理
想与趣味》（《孔子研究》2006）、《理解信仰问题的主要视角》（《世界宗教研究》200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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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篇 宗教理论与历史一般
理解信仰问题的主要视角
一、基于宗教哲学的视角：信仰与理性的区别
二、基于人类学或社会学的视角：广义的信仰概念
三、基于高端宗教信仰的视角：狭义的信仰概念
四、基于亚伯拉罕宗教系统的视角：一神的信仰概念
五、基于宗教多元论的视角：多元的信仰概念
六、基于发展的视角：信仰朝低端回归的倾向
影响信仰性质及其分层的若干基本要素
一、拯救或解脱目标与道路
二、从低端信仰出发的思考：功利、神秘、形式诸因素在信仰中的地位
三、从高端信仰出发的思考：集体、经典、伦理诸因素在信仰中的地位
四、一神信仰问题
考量人类精神运动走向的几个宗教视角
一、“轴心时期”人类的精神运动及其分野
二、基于宗教的视角：哲学精神路向中精英与大众的疏离
三、基于宗教特别是犹太宗教的视角：哲学与其他宗教精神路向中无神论与多神论、理性与巫术的结
伴而行
四、基于犹太宗教即宗教革命的视角：其他文明系统中早期信仰的连续性

第二篇 中国宗教的起源
中国神灵观念的远古源头——从出土遗存看原始中国人的神灵观念
一、早期灵魂观念的形成
二、图腾：从动物崇拜到灵物崇拜
三、由大而小的祖先崇拜
四、以太阳为主的天体或天神崇拜
五、早期与中期的祭祀
六、晚期或即与青铜时代接壤的祭祀
中国巫术观念的远古源头——从出土遗存看原始中国人的巫术观念
一、石和玉的巫术意义
二、其他葬式的巫术意义
三、自发的巫术与职业的巫师
四、巫师专用的“法器”
五、动物之于巫术控制的意义
六、占卜活动

第三篇 中国宗教的成型
从三代到两汉：中国信仰观念的成型
一、从“绝地天通”的故事说起
二、民间信仰
三、国家宗教
“命”中注定的中国宗教
一、从虞夏到商周的占“命”方式
二、周代的“命”观念与思想的变化
三、春秋战国时期“命”观念与思想的发展
四、战国至两汉占“命”的数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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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汉代“命”观念的神秘化
中国信仰观念成型时期的知识与思想界
一、战国中期以前的知识与思想界：由迷信而理性
二、战国中期以后的知识与思想界：由理性而迷信
三、上述现象背后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第四篇 道教、佛教、儒教及民间宗教
从道佛二教与民间宗教的关系看中国社会的底层信仰——以现有研究为基础的考察
一、道教与民间宗教
二、佛教与民间宗教
三、从道教、佛教与民间宗教的关系看其与原始宗教的关系
四、包括道教、佛教在内的民间信仰的合理与积极的成分
也论儒教的历史与形态
一、引言：考察儒教问题的视角
二、儒教形成的时间概念
三、儒教的主要信仰观念
四、儒教与儒学的两个问题
五、儒教在宋代以后的新气象：基于宗族共同体的伦理化
六、儒教伦理的戒律化
七、儒教伦理的普世性
道教、儒教与佛教异同之粗析
一、道教与儒教的异同
二、道教与佛教的异同
三、儒教与佛教的异同

第五篇 中国宗教之基本类型与本质特征
思考中国宗教本质问题的若干视角
一、以卡尔·雅斯贝斯为代表的研究：从历史哲学的视角看精神运动的轴心或定型意义
二、以麦克斯·缪勒、汉斯·昆、秦家懿等为代表的研究：从比较宗教学或宗教类型的视角看中国宗
教
三、以马克斯·韦伯、杨庆垄等为代表的研究：从宗教社会学或宗教性格的视角看中国宗教
四、以张光直为代表的研究：从人类学或宗教发展的视角看中国宗教
中国宗教：未曾经历革命及其归宿
一、宗教：自然历史进程的与革命的
二、中国未曾发生宗教革命
三、中国亦未曾接受宗教革命
四、道教从一开始就是自然宗教的
五、佛教最终也回归为自然宗教的
中国宗教：巫术与伦理或理性的对立和共存
一、引子
二、巫术的传承
三、理性和伦理的产生
四、理性、伦理与巫术的紧张
五、巫术与理性、伦理的共存
古代中国宗教的基本精神
一、中国宗教的基本传统
二、道教、佛教与儒教中的原始宗教品格
三、道教与佛教的伦理精神
四、儒教的伦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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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中国宗教与巫术的关系
巫术与中国宗教精神
一、巫术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二、中国宗教巫术化之可能
三、巫术与国家生活
四、巫术与社会生活
五、巫术与其他宗教关系之考察、地位之比较
⋯⋯

第七篇 中国宗教与伦理的关系
第八篇 作为参照的亚伯拉罕宗教系统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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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宗教理论与历史一般　　理解信仰问题的主要视角　　信仰的问题十分复杂，基于不同的
立场和视角完全可能对其给予不同的理解。并且从一定意义上讲，“信仰”这一语词或概念更属于中
东或即亚伯拉罕宗教系统的“专利”。本文即是对理解信仰问题的不同的视角做一个概略地考察，并
在此基础上扼要分析考察信仰问题的若干维度。　　一、基于宗教哲学的视角：信仰与理性的区别　
　首先，让我们从信仰的外面隔岸观火式地来看信仰现象或问题，这样一种考察可以将信仰活动与人
类其他精神活动特别是理性与知识活动区别开来。　　帕斯卡尔说过：“感受到上帝的乃是人心，而
非理智。而这就是信仰：上帝是人心可感受的，而非理智可感受的。”帕斯卡尔的这一界说将信仰与
理智区分了开来。学术界目前在对信仰与知识或理性作区分时基本上就是采纳此类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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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宗教与伦理的关系》是中国宗教类型与精神问题在第二个向度的展开。《作为参照的亚伯
拉罕宗教系统》收录了几篇以犹太教为主的有关亚伯拉罕宗教系统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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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该书多为作者论文集，论文功底不错；可惜的是跟当前研究此类问题的缺陷一样，没有深入挖掘
中国传统社会与宗教的交互关系。
2、几乎都是已经发表过的论文。其中后面几篇进步大，前面几篇太打酱油了。
3、总结作者的观点：中国的宗教未曾经历过断裂式的革命，故而其巫术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理性
始终无法占据宗教的主流；犹太教完成了自我革命，因此其一神教的理性传统流传至今，并影响到了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观点是很有启发性，就是车轱辘话来回来去说，要是能够把分散的论文整合成为
一部完整系统的论述就更好了
4、⋯⋯
5、此书一大好处在于循着注释找到许多不错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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