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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青

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是民族的未来，“中国

梦”是我们的，更是青年一代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需要依靠广大青年的不断努力。

要提高青年人的理论素养。理论是科学化、系统化、观念

化的复杂知识体系，也是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

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青年正处于世界观、方法论形成的关键时

期，特别是在知识爆炸、文化快餐消费盛行的今天，如果能够

静下心来学习一点理论知识，对于提高他们分析问题、辨别是

非的能力有着很大的帮助。

要提高青年人的政治理论素养。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是

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回首近代

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

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

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建立青年人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必须要对他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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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

育。

要提高青年人的创新能力。创新是推动民族进步和社会发

展的不竭动力，培养青年人的创新能力是全社会的重要职责。

但创新从来都是继承与发展的统一，它需要知识的积淀，需要

理论素养的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类社会最为重大的理论

创新，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助于青年人创新能力的提

升。

要培养青年人的远大志向。“一个民族只有拥有那些关注

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如果一个民族只是关心眼下脚

下的事情，这个民族是没有未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关注人类

自由与解放的理论，是胸怀世界、关注人类的理论，青年人志

存高远，奋发有为，应该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胸

怀世界，关注人类。

正是基于以上几点考虑，我们编写了这套《马克思主义简

明读本》系列丛书，以便更全面地展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知

识。希望青年朋友们通过学习，能够切实收到成效。

韩喜平  　  

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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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宗教是一种在世界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至今依然影响

着全世界近三分之二的人口。当今世界的许多矛盾都直接或

间接与宗教相关，使得宗教成了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热点问

题之一。

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产阶级

政党的宗教政策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马克思主义

理论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认识和分析宗教和宗教问题的

理论成果。无产阶级政党的宗教政策是无产阶级政党运用马

克思主义宗教观，并结合不同时代特征所形成的宗教工作的

基本政策和原则。

由于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宗教概念不仅体现在词源上的

不同，而且体现在东西语境下的含义也不尽相同。

宗教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宗教的起源对人类来说是一种历史进步，是人类认识主观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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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和客观世界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

的过程中，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宗

教产生和存在的自然的、认识的、社会的和心理的根源，指

出宗教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

宗教的历史发展是一个同宗教的起源密切相关的问题，

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并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我们依据历

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社会的向度出发考查宗教的三个发展

阶段，即氏族宗教、民族国家宗教、世界宗教三个阶段。宗

教在每一发展阶段上，呈现出不同的形式，表现出不同的特

征。

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本质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思想中的

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也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马克

思主义的创造者和他们的继承者都是在各自生活的社会实践

基础上对宗教的本质思想进行了揭示和发展，从而不断丰富

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宗教本质理论。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为人们提供一种认识世

界的方式、一套评判社会行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体系；作为

一种社会实体，宗教为人们提供一种组织社会的形式、一套

调适和整合、凝聚社会的机制和体系。宗教在具体发挥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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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时，既可以成为促进社会稳定和谐、推动社会变革的积极

力量，也可以成为分离族群、愚化民智、妨碍革新的消极力

量。因此，宗教的功能具有“两重性”。

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的基本政策和原则是马克思主义

宗教理论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正确与否，不仅直接

关系到信徒的信仰问题，而且还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民

族团结的大问题。因此，我们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宗教

理论，才能既有利于提高自己对待宗教的态度，又有利于团

结宗教界人士，为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

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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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宗教概念的词源及其含义

第一节　宗教概念的词源分析

一、西方语境下的宗教概念的词源分析

西方语境的“宗教”（religion）一词，一说源于拉丁语

中的religare，意为联结或再结，即“人与神的再结”，一说

源于拉丁语中的religio，意为敬神。古希腊人虽有表达对神的

敬畏、虔诚及与之相关的戒律礼仪，却未形成宗教的特定概

念。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在其著作《论神之本性》中使用过

Relegere（意为反复诵读、默想）或Religere（意为重视、小

心考虑），可见他当时认为在神的敬拜上需要集中注意力，

又需严肃认真。另外古罗马神学家奥古斯丁在《论真宗教》

及《论灵魂的数量》皆用过Religare，代表人、神与灵魂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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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结合，以人神联盟说明人与神之间的密切关系。奥古斯

丁又在《订正》及《上帝之城》中使用Re-eligere来表示人在

信仰上的重新抉择及决断，人需要靠重新考虑和选择与神修

好。故Religio一词在拉丁语的原意应为人对神圣的信仰、义

务和崇拜，以及神人之间的结合修好。Religio的用法因人而

异，但其基本意义比较稳定，其基本意义在罗马宗教深受希

腊影响后也始终保持，特别是两种基本词义保持稳定：一是

强调外在客观现实，强调外在于人而控制人的力量；一是强

调人对此外在力量的主观态度和情感。“宗教”（religion）

作为系统，特别是作为信仰体系的含义，是西方的现代发

明。就是一群人为了一个目的，聚集在一起的意思，发展到

有同一信仰，同一信念，为了这一信仰，而到了不畏生死的

地步。在西方人眼里，非到此地步不成为宗教信仰。

二、东方语境下的宗教概念的词源分析

我国古代并无相当于现代意义的religion一词。“宗教”

的现代含义，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系统，来自日语借

词。但概念的缺乏并不意味着宗教传统与实践的贫乏。在

汉字中“宗教”最初并不是一个联缀词，而是各有不同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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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在《说文解字》中，把“宗”解释为：尊祖庙也，从

宀从示，“示者，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

（二，古文上字。）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

变。示，神事也。”在中文里，“宗”字是在屋檐下举行祭

祀仪式，本义指供奉祖先、举行祭祀活动的祠堂与宗庙，蕴

含着对于祖先、宗族、宗祠的崇拜。“教”字原初含义是指

上施下效，从学入道，侧重人们对神道的信仰，这一点反而

与西方的宗教理解较为接近。辞源解释宗教说：“以神道设

教，而设立诫约，使人崇拜信仰者也。”神道是：“人们对

于至上无限的神灵，所有的信仰，所执行的敬礼。”用这种

神道去教人，便称为宗教。在历史发展中，宗教一词被赋予

了各种不同的意义。在公元600年以前，“宗教”这个词指

的是一种官职；直至公元10世纪，由“宗”、“教”二字合

并而成“宗教”一词，最先见于佛经，如《续传灯录》中：

“吾住山久，无补宗教，敢以院事累君。”这里的宗教指崇

佛及其弟子的教诲，其意狭小而具体，其中“教”指佛陀所

说，“宗”指佛陀弟子所传，“宗”是“教”的分派，二者

共同构成佛教的教理。佛教有一术语“自证为宗、化他名

教”，泛化开后指宗教信仰，并且随着中国近、现代思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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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发展，人们才开始把汉语中“宗教”一词的含义与西方

的宗教概念联系起来，对二者有了相同的理解。

第二节　宗教概念的含义

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一方面，

不同地区的各种社会存在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背景，

因而对宗教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东西文化虽然有

差异，但同属于文化，必然包含有文化共性，在对宗教的理

解上也有共同点。

一、西方语境下的宗教概念的含义

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宗教是对神明的信仰与崇敬，

或者一般而言，宗教就是一套信仰，是对宇宙存在的解释，

通常包括信仰与仪式的遵从。费尔巴哈在《宗教的本质》著

作中，概述了宗教，尤其是自然宗教即多神教的本质，明确

提出神学就是人本学和自然学的论点。费尔巴哈指出，人的

依赖感是宗教的基础。自然是人生存的基础和依赖的最初对

象，是宗教的原初对象。人依赖的自然对象各不相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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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因而也就有众多的神。而自然事物、自然现象乃至动物

之所以被崇拜为神，是由于人为了实现摆脱依赖的愿望，从

人的立场把所依赖的对象想象成为像人那样的东西，把自然

看作是具有人性的东西，而后又崇拜它。自然宗教的本质同

样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不过是用自然被人化的间接方式表现

出来。自然宗教的神是人把自己的本质依附于个别的具体的

自然对象，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当人由物理实体变为政治实

体时，当君王的占有、决定统治并支配着人的时候，自然宗

教就为精神宗教即一神教所代替。

宗教包括了符号意义、信仰、叙事体的故事，还有应

该给予修行者生命体验的宗教实践。无论宗教的中心意义体

现在任一神性或众多神灵上，抑或是根本真理，宗教的普遍

特征是由修行者的祈祷、仪轨、冥思、音乐和艺术形式所表

现，除此以外，宗教还和社会及政治常常相互交织。宗教的

特征可以集中表现为特殊的超自然现象，出自于宗教法律的

道德要求或生活方式。宗教也包括了原始的文化传统、神圣

的著作、历史神话，还有个人的宗教信念与经验。宗教的发

展可以从不同的文化中提取许多形态，同时伴随着各种文化

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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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西方宗教文化传统，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中指出了宗教的实质：宗教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

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宗教本质上是一种“颠

倒的世界观”，是由对神灵的信仰和崇拜来支配人们命运的

一种意识形式。

二、东方语境下的宗教概念的含义

东西方的文化旨趣不同，西方文化重在探寻外在世界

的最终根源，而东方的文化则侧重于人的内心修养，基于

此，东方对宗教的理解就不完全同于西方。从中国文化传统

来看，西方文化中的宗教（religion）概念过于狭窄，只是

神宗教，即是崇拜超自然的神的宗教。而东方的宗教概念要

宽泛得多，也就是说，以东方文化的观念，宗教除了道教、

佛教、印度教以及亚伯拉罕诸教等“神宗教”外，还有“人

宗教”。宗师被称为至圣先师的孔子的儒教，便是一种人宗

教，或称“圣宗教”。除少数将孔子神化了的儒教流派的教

徒外，中国人相信圣人孔子并没有超自然的力量，他也不是

先知，而只是先圣先师，因而人宗教是更合乎自然的理性宗

教。在以人宗教为基础的儒家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播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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