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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文化青年论坛》

前言

　　世界宗教在我们所经历的世纪之交、千纪之交空前活跃，并在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
如何去认识、研究和理解世界宗教，这是我们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中国当代社会
政治、思想文化氛围中，人们已体会到宗教的普遍存在，并开始关注宗教问题，关心宗教研究，将宗
教的作用及影响与现实社会的生存及发展密切关联。不过，在对宗教的认知和理解上，人们的见解和
观点显然仍存有分歧，这给我们争取达到宗教审视之共识带来了种种困难，却也提醒并促使我们多层
面、多角度地认识世界宗教的存在，观察其演变发展。　　在对各种世界宗教的复杂体认中，大致有
如下两种视角：　　一是把宗教作为人类精神及社会生活的“常态”来看待，从世界宗教中体悟出人
的社会性、人本性、文明性和超越性。对此，宗教研究者有诸多表述，反映出其对宗教所关涉的主体
或客体、集体或个体、内心或外在的不同侧重。例如，奥托认为宗教是“与神圣的交往”，在此突出
人对“神圣”或“神圣者”的信仰。缪勒也指出宗教是人“领悟无限的主观才能”，即人的内心的本
能、气质、人寻求超越的渴望。斯特伦把宗教理解为“使个人和社会经历一种终极的和动态的转变过
程”，其所言“终极转变”即从深陷于一般存在的困扰而彻底转变为体验到一种“最可信的和最深刻
的终极实体”，由此在这种“构成生命的终极源泉”中确立自己的存在，使自己的精神变得充实和圆
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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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文化青年论坛》

内容概要

《宗教文化青年论坛(2010)》主要内容简介：近年来宗教学科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呈现出“群星灿
烂”、“群雄争鸣”的格局。与宗教学科发展的总体趋势相一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也
涌现出一批朝气蓬勃的青年学者。学术传统需要传承，故多年来世界宗教研究所一直将“扶老携青”
列为工作重点。在中国宗教学研究走出国门，迈向国际学界的过程中，青年学者应当有所担当，扮演
重要角色。为推动中国宗教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提高青年研究人员的科研水平，世界宗教研究所
从2004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青年论坛，所内青年研究人员积极响应，踊跃撰文。本次论文集，以第五
届青年论坛发表的论文为主，亦包括一些历届论坛的论文。尝试以纵向的研究方法为组织脉络，打破
学科各自为政的畛域，按照“历史研究篇”、“思想理论研究篇”和“实证研究篇”三种研究进路来
编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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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文化青年论坛》

书籍目录

历史研究篇  民国十三年《大乘正教宗谱》与闽赣边区罗祖教  清乾隆朝道教史事考订两则  清代湖南衡
山县的僧官制度  清王朝的关帝崇拜及其向海外的辐射  浅谈蒙藏地区佛教活佛转世的由来  乌干达的土
地制度变迁与宗教演变——兼评《土地上的责任：布干达王国的权力实践》  马魁麟与近代穆斯林的
出版业  天国在此世——梵二会议下教会变革的一个侧面思想理论研究篇  性命双修语境下的“顿渐”
问题  孔子人性论的三个向度  “理想”与“人文”的龃龉：试析20世纪比较宗教学与宗教史学之争  浅
谈“辩证法”  刻舟求剑·黑猫白猫·爱屋及乌——中国当代宗教问题上的左中右视点实证研究篇  现
代社会中国南传佛教之发展现状  当代北京基督教问题反思——关注未登记聚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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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文化青年论坛》

章节摘录

　　“子曰：弟子人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在
孔子看来，孝、悌和信，都是为了通向一个更高的目标“泛爱众”，其中的“泛”字，朱子释为“广
也，众谓众人”；而《论语正义》释为“泛者，宽博之语；君子尊贤而容众或博爱众人”，直接将“
泛爱众”解为博爱众人。《正义》的解释显然比朱子的解释更能表达孔子的意思，因为孔子在答樊迟
问仁时回答的“爱人”，显然不是指爱某一类人或者某一群人，而是爱所有的人，其中人是泛指而非
特指，与“泛爱众”的说法完全一致。《郭店楚简》经文说：“不爱不仁；爱父，其继爱人，仁也”
，①所谓“不爱不仁”表明了爱是仁的本质规定。但是，爱绝不仅是爱亲，只有在爱父亲的基础上继
续爱人，爱所有的人，才是真正的仁；如果只爱父亲，不由此提升到爱人的境地，则并不符合仁的定
义，这是对于爱亲与爱人关系的更为明确的说明。孔子所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包含着同
样的意思，“兴于仁”乃是“笃于亲”的目的。孔子“杀身成仁”的教诲正是其博爱理想的确证。如
果只是站在家庭血缘亲情的角度看，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舍生取义的行为不但毁伤父母所生的身体
，而且置父母于老无所养的境地，是不孝之举，只有从博爱的角度才能真正理会“杀身成仁”的意义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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