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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系统、深入地探究了当代中国的宗教社会学之后，李向平教授为自己立了一个新的课题，即对
当代中国的信仰加以社会学的诠释，并尝试勾画出一种“信仰社会学”的基本建构。
这是一项颇为艰难的任务，因此我也非常钦佩李向平教授迎难而上的勇气。
其实，李向平教授思考这一问题已有较长的时间，我们之间对之亦有过简单的交流，因而对其思路略
有了解。
但现在拜读这些经过系统梳理的文章，大概悟出其言中深意之后，我仍有着眼中一亮、耳目一新的震
动。
　　当前中国人所经历的“信仰危机”是不言而喻的。
人们在讨论宗教问题时的巨大分歧、鲜明对比，实质上也触及对信仰的理解。
20世纪初中国新潮知识分子对“中国无宗教”的断言迄今在中国社会仍有颇大影响，不少人在心中也
同意他们所说的理由。
有人甚至为之更进一步，宣称正确的思想、科学的观念应该是“信念”，而不是“信仰”，认为信念
关涉价值观，从而与关联世界观的信仰本质不同，主流意识形态所追求的政治主张及其科学理论体系
，因而只能是信念而不是信仰。
与在价值观上对“宗教”较为普遍的贬低相呼应，已有人开始对“信仰”的积极评价产生动摇。
因此，不能说我们当今社会没有或已摆脱正在影响着中国精神、文化命运的“信仰危机”。
　　不过，对于中国“无宗教”的认可，尚没有扩展到对中国“无信仰”的承认。
值得庆幸的是，许多人在不自觉地接受上述20世纪初新潮思想家的观点，感到中国人或许不属于有作
为“人类学常数”之“宗教性”的“另类”之际，内心仍在挣扎、翻腾、反抗。
其无可奈何，却仍要守住底线的说法是：可以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但绝对不能说中国人没有“信
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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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人有信仰吗？
中国人在信仰什么？
中国人的信仰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如何以信仰为纽带获得社会的信仰认同、进行信仰的社会实践？
本书从宗教—信仰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入手，着重讨论和分析了这些中国社会、中国人无法回避的重大
问题。
书中对中国信仰的社会特征、宗教信仰与其他信仰的复杂关系及其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演变、实践等情
况，进行了宗教—信仰社会学的深度诠释，进而讨论了信仰社会学理论的建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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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1　从宗教理解到信仰理解 序2　游荡的信仰，空灵的社会 序3　宗教是一个有用的跨文化概念吗？
1　中国信仰的时代变迁　1.天命&#8226;圣王&#8226;神灵　2. 60年中国人的信仰变迁　3.从“信仰危机
”到“宗教危机”　4.“臣民宗教”与“公民宗教”　5.宗教与灾后社会重建　6.宗教与金融危机的联
想　7.个人信仰与身体政治　8.信仰与身份的冲突　9.宗教信仰属于谁　10.儒教复兴，谁来埋单？
 　11.我们都被信仰了！
？
 　12.当代中国人的信仰重建 2　信仰与中国现代性的兴起　13.国家认同与私人信仰的互动 　14.民主
与“迷信”的新冲突 　15.大寨造大庙，信仰大转型 　16.国家在场的文化再生产 　17.后改革时代的正
当性冲动 　18.国家祭圣祖：政治认同的象征性建构 　19.毛泽东与现代中国的全能型革命模式 　20.传
统信仰的现代复制 　21.中国信仰的现代性难题 3　信仰认同与信仰区隔　22.儒教宗教论的再讨论 
　23.中国人的信仰认同模式 　24.信仰认同与宗教模式 　25.佛教信仰及其认同模式 　26.中国佛教的后
信仰时代 　27.缘分&#8226;功德&#8226;共同体 　28.伦理&#8226;身份&#8226;认同 　29.当代中国“老板
”的信仰与信仰实践 　30.新教伦理与社会信任的中国建构 　31.合法与非法：基于信仰—关系的权力
实践 4　信仰社会学的基本建构　32.信仰与宗教的空间分割 　33.“公民信仰”如何可能？
 　34.私人信仰与社会结构的变迁 　35.中国人的“关系—信仰”模式 　36.中国信仰的关系主义模式及
其重建之路 　37.私人信仰与中国宪政建设 3　38.从信仰到宗教的“实践逻辑” 　39.信仰不是问题，
关键是如何信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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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信仰自由，归属一统。
此乃人心问题与前30年不一样的地方。
自由的信仰，不一定等同于人心问题的自由解决方法。
30年之后，在社会变迁方式、经济增长方式都面临着新的变革之时，中国人今日如果重提思想解放或
信仰危机，禁不住就会小心问询：这是要延续固有的改革模式，‘还是要改革固有的改革模式？
　　如果继续强调人心问题，中国人将会担心过度偏重于人心问题，忽略了当前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
其他主要问题，如市场错位、贫富差距、权力腐败等等。
　　最后回到中国的人心问题，究竟如何是好？
总结来说，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中国的人心问题或信仰问题，缺乏一个真实的神圣基础值得挂靠
，缺乏一个真实的社会实践基础，缺乏一个构建信仰认同的社会共同体。
多少年来，这些问题忽左忽右，忽上忽下，不知所从。
如果说，人心挂靠在经济发展，市场总不稳定；人心挂靠在某种权力，权力却不很权威；人心挂靠在
文化，文化却在产业之中被消费了；人心挂靠在民族主义，这是一把双刃剑，有点慌兮兮，说不定什
么时候伤了自个；人心挂靠在宗教，宗教却又不主流。
它与中国问题的关系，似乎还是整合一体。
人心依旧，依赖于中国问题。
　　就此而言，源自于思想解放、信仰危机而引发的改革开放等等相关问题，将涉及中国社会改革开
放事业的深入发展。
这些重大问题，涉及权力民主化、信仰社会化、宗教社会化、思想多元化。
它们四位一体，或许就会成为中国发展的新动力。
依此而言，权力得到了认同，思想有了实践，人心、信仰有了挂搭之处。
　　60年前，中国人把人心问题挂靠在中国问题之上；30年后，中国人打破固有神圣，引领了一场思
想解放运动，使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为可能。
虽然是人心依旧，但这无疑是一场新形势下的人心问题。
依据中国人的信仰惯习，唯有解决了这一人心问题，才能意味着中国问题的最后解决。
故此，我把它们称之为“人心依旧的中国问题”，以此来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任重而道远，非一
发展而人心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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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李向平教授从宗教一信仰社会学的角度，以普世现代性为参照视野，以本域信仰史为基本脉络，
全面展示和分析了当代中国从神圣到世俗的各种信仰关系，以及共享时代历史条件与精神困境。
　　这本充满历史忧患和当下关怀的论著，警示每一位中国人：作为一个脱代社会的公民，服从的有
仅是国家的法律，更要紧的是内在的道德信念与绝对律令。
对宁宙、自然与神圣的人类价值，始终怀有敬畏之心，这样的社会才是和谐社会，这样的公民方为有
信念的公民。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许纪霖教授点评　　在其跨历史的视野与论
述之中，李向平教授让我们打通了现代与传统。
就传统而言，在儒救及其天命概念中，中国人无法从强大的宇宙秩序、道德语境，剐家实践以及天子
的砷圣光环中，构成自已独立的信仰与宗教生活。
丽住传统变迁的当下，该书论述了中国毛泽东崇拜以及近年来佛教、道教、民间宗教和基督教的复兴
，国家对古圣先贤、传说英豪的祭祀。
以至于30年过去，当信仰变得多样化、“信仰自由”不再是问题之时，李教授进而注意到，“宗教危
机”乃足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
因为正式的宗教组织和机构已变得衰弱和停滞，既缺独立性，亦乏公共合法性。
　　该书对于中国社会政策，提Ⅲ了很重要的建议。
与此同时，对于中国社会的叙述与分析，该书亦堪称上乘之作。
　　——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校区，宗教研究系杨美惠教授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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