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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12）》点讨论了建构“中国话语”的问题，并总结了中国各大
宗教在2011年积极健康的发展态势，就本年度中国各大宗教发展的状况与面临的挑战进行了详细的阐
述，讨论了各大宗教面临的一些问题，并从学术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此外还关注了中国宗教与
中国的对外战略问题，还以甘肃为例，深入探讨了多元宗教生态平衡、民族团结与宗教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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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专著有《宗教禁忌研究》、《宗教人类学导论》、《宗教人类学学说史纲要》等，论文有《民间信仰
的聚散现象初探》、《全面研究宗教在文化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宗教
人类学方面的丰富与发展》等，译著有《宗教的起源与发展》、《神话学》、《人与神——宗教生活
的理解》等。
自2008年起，担任《中国宗教报告》(宗教蓝皮书)主编。
　　邱永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员，当代宗教研究室主任。
长期从事中国当代宗教和印度宗教文化研究，著有《现代印度的种姓制度》、《印度世俗化研究》、
《印度宗教多元文化研究》和《印度教概论》等专著，《当代宗教研究30年综述》、《中国政教关系
的权责和谐》等研究论文，译著有《朝圣》等。
自2008年起，担任《中国宗教报告》(宗教蓝皮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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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报告
B.6 2011年中国天主教的重负与希望——刘国鹏
儒教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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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 中国民间信仰及其现代价值的研究——范丽珠 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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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地区报告：甘肃宗教报告
B.10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宗教“活性”
——以甘肃为个案的考察——刘成有 执笔
B.11 当前甘肃省伊斯兰教与社会和谐问题——聂红萍 执笔
B.12 甘肃的宗教融合与宗教和谐——刘成有 谢路军 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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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现今的宗教定义来看，“宗教与非宗教”的分水岭（是否承认超越的神圣存在）在中国历来十
分模糊，国人也没有仅仅依靠从宗教所提供的“终极实体”实现自己的“根本转变”。
中国文化具有包容性和净化能力，减少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宗教偏见，抵御了宗教固有的不可妥协性，
也没有发生宗教战争，并且还打磨了各种外来宗教的争斗锋芒，达成了一种基本上是十分乐观的、以
生活为导向的中国文化。
这种文化特色在当代仍具独特的意义，正如金泽研究员所指出的：“人类文明的发展，主要的趋势不
是宗教的因素渗透到非宗教的文化形态中，而是人类越来越现代化的精神需要促使宗教也越来越现代
化，越来越由异化（神本）的方向回归（人本），促使人们从生活各个方面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开
发自己的潜能。
”因此，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对当代中国宗教的研究，我们所建构的独特的“中国话语”，
可以用以审视世界上盛行的虚无主义思想及其实践，也许还可以促成一种生活和幸福的文化在世界上
平静地盛行。
　　在有些人看来，话语的“权力”是一种政治权力，话语霸权意味着话语变成了意识形态。
但从根本上说，话语的“权力”首先在于其解释力，其解释力越强，越有普遍性，就越容易被人们所
接受。
宗教学领域中的西方话语之所以受到质疑，关键不在于它“出身”在西方，而在于号称“普遍的规律
”在解释中国的许多宗教现象时陷入尴尬；人们在进一步追问为何解释乏力时，却发现其“西方中心
论”的影响。
在宗教学领域建构“中国话语”，不仅能发挥其他“功能”，而且其学术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这种学术意义首先在于它自身的阐释力度，既能说明中国宗教，也能用来观察世界宗教。
这即是说，我们可以“中国”的视野去看世界（但要将中国也视为其中的一员）。
这样看世界（包括中国）的结果，是我们既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中国，也能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
这就是所谓“作为方法的中国”。
利用“作为方法的中国”，中国一些学者从“中国回族”看到了“回族伊斯兰教是对‘文明冲突论’
的一种有力批驳”；从中国的“宗教通和”和印度的“宗教宽容”看到了萨缪尔·亨廷顿所说的“儒
家文明”和“印度教文明”，是对中国无知的错误，也“是对印度错误解读的结果”。
中国学者通过中国儒家传统最发达的地区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的现象，提出了“传统绝非现代化的
障碍，而是健全现代化的通道”的主张，也从中国民间信仰在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发扬光大，提出了在
中华文化传统复兴思潮中，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宗教在新世纪“信仰自觉”的一种“集体表象和文明
呐喊”。
中国学者还从2011年7月22日发生的挪威奥斯陆爆炸案和于特岛枪击案中，看到了“寻找解决多元文化
冲突等社会问题的合法之道，将各宗教及其教派纳入法治管理的轨道，成为许多国家面临的制度建设
问题”，如此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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