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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与宗教的文化社会学（中英文对照）》向读者介绍正在发展中的文化社会学领域及其对当
代中国宗教进行学术性研究的价值。
文化社会学——连同文化心理学的相关学科——讨论了群体性的社会组织及其社区价值与道德理想之
间的连带关系。
这些共享的意义聚在一起形成了某个独特的文化，塑造了个人与社会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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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James
D.Whiteheacl，宗教历史学家、基督教理论家，哈佛大学博士。
在哈佛期间，他的研究主要关注佛教的中国化问题。
他目前的研究兴趣包括宗教在晚期现代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宗教跨文化对话的可能。
James
D.Whitehcad博士是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两文化历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Distinguished Fellow of
EDS-StcwartChair at USF Ricci Institute）。
从11998年开始，他每年都与Evrelyn
Eaton
Wbitehead一道来中国，他们在上海、杭州、南京、香港等地的多所大学，如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
京大学等举办系列讲座、开设学期课程。

　　范丽珠，宗教社会学家，哲学（社会学）博士（CUHIK），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复旦大学-加州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
香港中文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资深
研究员（Distinguishecl
Fellow of EDS——-Stewart Chair at USF Ricci
Institute）。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美国旧金山大学、波士顿大学、瑞典隆德大学、挪威卑尔根大学、加
拿大女王大学等访问学者，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瑞士佛莱堡大学等讲授中国宗教课程。
多年来致力于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历史与民族志的研究，并涉足于宗教社会学理论的探讨以及民间宗
教信仰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向。
出版了《当代世界宗教学》、《当代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变迁》等专著，翻译杨庆塑的《中国社会中的
宗教》；在China
l Quarterly，Journal of Chinese
Religjon等国内外权威刊物发表中英文论文三十余篇，近年来更多地主持或参与有关中阁宗教研究的国
际合作项目，并承担国际课程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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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第一部分 文化社会学
第一章 文化社会学与宗教
第二章 文化心理学与宗教
第三章 中国宗教研究：多重困境
第二部分 文化社会学的实践
第四章 宗教与心灵的习性
第五章 描绘文化与宗教：文化符号、社会意象和意识形态
第六章 现代中国的新话语：进化与民族性
第七章 外来宗教的本土化：佛教与基督教在中国
第三部分 实践文化心理学
第八章 文化与宗教的表达方式：符号与神话
第九章 文化与宗教的语言：仪式
第十章 文化对自我的塑造：中国与西方
第十一章 文化背景下的“命”说
第四部分 文化历史——社会与宗教中的变迁
第十二章 文化演化与宗教
第十三章 轴心时代：孔子、佛陀和苏格拉底
第十四章 东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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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文化止于何处?自我始于何处? 文化心理学被定义为“对人类精神生活中文化角色的研
究”。
迈克尔·科尔(Michaei Cole)罗列出了以文化视角研究心理学学者的历史传承谱系。
这个传承始于l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赫尔德(Johan Herder)，他转向关注于文化演进过程中语言和象征符
号的作用。
赫尔德(Herder)的“国家的变化依其领土、时间和内在的特征”的观点，似乎预见了在20世纪初年在
中国出现的对探讨“国民性”问题的热衷。
这个传承中另一个人物是第一位实验心理学家冯特(Wilhelm Wun&)，在19世纪末冯特开创了关注分析
人的意义建构活动的另一类心理学，和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普通心理学分道扬镳。
第三位是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在20世纪初期他证明了诠释在人类知识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
最近的一位学者是当代的施威德尔和布鲁纳(Jerome Bruner)，在这里我们会涉及他们的研究内容。
 文化心理学以象征符号和故事为其取向，具有Shweder所称的一种浪漫的优势：“感兴趣于(宗教、传
统、个人文学或科学天才)这些灵感，把我们带到感觉之外乃至逻辑难以达至的真正地方。
”象征符号，作为文化心理学的习语，并不是简单地代表着我们的经验；改变了我们眼前的一切，并
且告诉我们生活的新角度，将以往不慎明了的观点得以清晰展现。
象征符号和故事将我们引入洞见和直觉领域；我们的挑战将是如何关注如此具有影响力的意识。
 二、故事“创造文化” “人类通过讲故事来认识世界、了解世界。
”讲故事“是最自然和最早的方式，借以系统化我们的经验和知识。
”每个文化都很珍视那些包含着描述自身起源的故事、预言、神话。
“从人类早期我们就开始创作故事，这些故事让我们能够把生活置于一个展示基本模式的更广阔背景
中，赋予我们一种意识——生命具有意义和价值，反对所有消极和混甜情形。
” “文化心理学追溯了史诗和英雄传奇，这些诗史和传奇是人类努力、成就、遭遇挫折，成长以及顺
应自然这样一个漫长历史的一部分。
”杰出的社会学家涂尔干赞同宗教“将人们与其共同的经历连在一起，并且在共同使命中变得更加坚
强”。
这些故事既不是事实的报告，也不是编造的。
我们在这些故事情节中投入了我们的希望，根据我们的情感变化，有了喜怒哀乐、跌宕起伏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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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与宗教的文化社会学(中英文对照)》探讨了文化／宗教象征符号在过去与现在中国经验中的作
用，描述社会科学对当代中国社会宗教的学术性研究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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