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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张志刚教授主编的教育部“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宗教研究指要》就要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了。
这是我国宗教学学科建设二十余年来的一个新成就，它说明我国“文革”结束以来出现的研究宗教学
的热潮日益走向深入和发展。
只要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百余年来宗教学术研究在中国社会和学界步履维艰的历程，并与当今宗教学
发展的盛况做点比较，就可比较清晰地理解到我的上述说法并非夸大其词。
　　宗教学，作为一门具有科学意义的人文学科，产生于19世纪下半世纪的西欧。
从一开始，这门新学科的奠基人就把人类社会的一切宗教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而不是信仰的对象，
并应用理智的态度和实证的方法对之进行客观的比较性研究，以此来揭示宗教的本质、特性和功能，
并努力探索人类宗教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与规律。
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不同的宗教学者先后应用各具特性的理论与方法来解读或诠释各种宗教现象，
从而形成了一个接一个各具特性的宗教学的分支学科，如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宗教社会学、宗
教现象学、宗教史学以及宗教哲学，出现千帆竞渡、百家争鸣的盛况。
　　在中国，近现代的西方宗教学是随着清末开始的西学东渐过程而逐渐引进过来的。
这个过程进展得很缓慢，成效也不甚显著。
截至民国时代在大陆的终结，除了少数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哲学家偶尔涉足这个领域，或译介几本
西方宗教学的著作，或发表几篇浅尝辄止的文章以外，学术界几乎没有出现一个称得上宗教学专家的
专业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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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教材的出版是我国宗教学学科建设二十余年来的一个新的成就。
它的出版必将吸引全国宗教学术界和宗教系所的注意，使大家的眼睛为之一亮。
    本书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和优点，这就是各篇章的作者，如方立天教授、牟钟鉴教授、金宜久教授
、卓新平教授⋯⋯都是中国在这方面的权威学者。
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卓越的学术贡献，由他们执笔的这些章节，应该说体现了我国宗教学界现在
所能达到的高水平。
    这本教材由“三编”构成，即“宗教史研究”、“宗教学研究”和“当代中国宗教研究”。
此种结构安排主要是为了适合“宗教学教学和研究之中国国情”。
首先，从国内外大学宗教学专业的教学计划来看，一般要先上一门导论性的或概论式的课程，可问题
在于，绝大多数学生尚不具备全面且系统的宗教史知识，因而第一编的内容便不可或缺了。
这部分由国内一流专家学者引介的历史背景知识，不仅仅有助于初学者跨入宗教研究的门槛，即使对
本专业的学者或教师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人员来说也是难得的“参考纲要”。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宗教研究指要>>

书籍目录

序编者序第一编 宗教史研究  第一章 佛教    一 佛教的创立、演变与传播    二 佛教的典籍、教义、制度
和仪轨    三 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四 佛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第二章 道教    一 道教的形成和演
变    二 道教的经典、教义、宫观、道术与斋醮科仪述要    三 道教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    四 道教研究
概述  第三章 犹太教    一 犹太教的起源、形成和历史沿革    二 犹太教的主要经典、信条和习俗    三 犹
太教的影响    四 犹太教的研究现状  第四章 基督教（天主教、新教、东正教）    一 基督教的形成与发
展    二 基督教的经典、教义、圣礼和教制    三 基督教对世界历史文化的影响    四 基督教研究概述  第
五章 伊斯兰教    一 伊斯兰教的兴起与传播    二 伊斯兰教的经典、教义和礼仪制度    三 伊斯兰教对社会
各个领域的影响    四 伊斯兰教研究现状  第六章 新兴宗教    一 新兴宗教概论    二 新兴宗教与现代社会   
三 新兴宗教的组织结构    四 新兴宗教的未来第二编 宗教学研究  第七章 宗教学的形成    一 宗教学的形
成背景    二 倡导者的学术主张    三 学科概况和研究意义  第八章 宗教人类学    一 宗教人类学的形成与
发展    二 宗教人类学的基本框架    三 氏族-部落宗教的基本形态    四 创生性宗教    五 灵魂观念与神灵
观念    六 宗教仪式的基本要求    七 宗教运动与社会变革  第九章 宗教社会学  第十章 宗教哲学  第十一
章 宗教文化学第三编 当代中国宗教研究  第十二章 当代中国宗教概况  第十三章 现行宗教政策法规  第
十四昌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宗教研究指要>>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佛教　　一　佛教的创立、演变与传播　　二　佛教的典籍、教义、制度和仪轨　　三
　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四　佛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佛教，亦称“浮屠教”、“释教”
、“大教”、“佛道”等，是以佛为最高教主，以佛崇拜为基本信仰，以解脱众生的烦恼、痛苦、生
死，启导众生转迷开悟为根本特征的宗教。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又与儒家、道家（含道教）合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三教”。
佛教是人类有史以来所有宗教、学派中典籍最多、内涵最复杂、体系最庞大的派别。
佛教历史悠久，内部派别纷繁，各具异彩。
佛教具有多种不同类型，如贵族性佛教与平民化佛教、精英佛教与大众佛教、义理佛教与修持佛教、
僧人（寺院）佛教与居士（在家）佛教、山林佛教。
　　一　佛教的创立、演变与传播　　（一）释迦牟尼的创教活动与早期佛教　　1. 释迦牟尼创教的
历史背景　　佛教由约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古代北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王子悉达多·
乔答摩，即释迦牟尼创立。
释迦牟尼生活在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社会动荡不安、新旧思想交替而宗教生活盛行的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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