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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儒教问题的争论不少。据本人观察，这些争论的焦点或核心，主要集中在宗教观上：不同的

人，根据各自不同的宗教观，选取儒家历史上的不同材料，按照各自的价值取向裁量取舍，得出了各不相同甚至截然

对立的结论。既然是不同宗教观之间的碰撞，最好的研究视角就是宗教学。所以，本人很欣赏这次会议的主题。 

  根据本人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本文给儒教做如下定义：儒教是在中国古代奴隶社会的国家宗教即商周宗教

的基础上，以孔子编篡的传统政教经典“六经”为依据，以秦汉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皇权为依托，以皇天上帝为

至上神，以天地、日月、山川、祖先诸灵和历代帝王、圣贤为重要神祗，经董仲舒、朱熹等儒者改造发展而成的以神

化封建政权为主要目标的政教一体、祭政合一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宗教。 

  对于这样的儒教概念，仅靠对个别现代宗教的感性认识和对历代子书的哲学解析是很难理解的，它需要有一个以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的宗教分类学框架。本文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宗教本

质、起源、发展和消亡的经典论述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通过对宗教的本质、起源、发展和类型的

理论探讨，来揭示儒教在整个宗教世界中的地位、归属和特点，希望有助于深化对儒教问题的认识。 

  具体说来，本文主要谈四个问题：一、究竟什么是宗教？二、宗教是如何产生的？三、宗教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

那些类型？四、儒教在宗教世界中的地位和特点是什么？ 

   

  一、究竟什么是宗教？ 

  讨论儒教问题，首先应明确一个宗教学中的基本问题：究竟什么是宗教？ 

  当我们问什么是宗教这个问题时，实际上是要求给宗教这种社会历史现象下定义。据说关于宗教的定义有数百种

之多，不同定义之间的分歧不亚于不同宗教之间的分歧，这说明宗教现象是极其复杂的。宗教的定义看起来是个纯粹

的学术问题，实际上牵涉到民族、宗教、历史传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乃至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现

实关切。人们受诸多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很难形成关于宗教的统一定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客观存在的事物必有其内在的必然联系，它规定一事物只能是它自身而不是别的事物，这就是

事物的本质。按照逻辑学的基本原理，下定义就是揭示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揭示事物本质的定义是客观真理。

客观真理不仅存在，而且是唯一的。因此，对宗教的正确定义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考察古今中外的宗教现象，笔者认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宗教的定义准确反映了

宗教这种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因而是对宗教的正确定义。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反映，

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所谓“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就是神灵。支配人们日常

生活的外部力量，其实都是人间的自然和社会力量，把它们幻想为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秘力量，并对之顶礼膜拜，这

就是宗教。与崇拜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秘力量即神灵相联系的社会文化现象，就属于宗教现象。 

  有人说，要把宗教的本质和定义分开：恩格斯的论述只是揭示宗教的本质，并不是给宗教下定义，因此需要给宗

教下新的定义。其实，所谓定义就是对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的揭示。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区别于其他

社会历史现象的内在的必然联系，就在于它把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幻想地反映为超自然、超人间的力量即神

灵并对之顶礼膜拜。作为宗教的定义，指出“崇拜神灵”这一本质就够了。舍弃宗教的这一本质，不可能制定出真正



科学的宗教定义。相反，把超出这一本质的其他内容加进宗教的定义，看起来很全面，实际上多半是画蛇添足，甚至

会弄巧成拙。 

  二、宗教是如何产生的？ 

  明确了什么是宗教之后，还要解决另一个问题：宗教这种社会历史现象是如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认为，

宗教是人创造的，是社会、国家的产物。 

  （1）宗教起源于旧石器时代中期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有它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最初的宗教现象是原始宗教，它起源

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是原始社会的产物。 

  人是由古猿进化而来的。能不能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人类最初制造和使用的工具，主要是

石器。在考古学上，把人类学会制造和使用石器的时代，称为“石器时代”。根据制造和使用石器的水平，原始社会

分为旧石器时代（约300-1万年前）和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8000-3500年）两个阶段。旧石器时代又分为早、中、晚

三期。原始宗教产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并在新石器时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人类产生以后，其进化过程经历了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等几个阶段。旧石器时代早期（约300-30

万年前）大致相当于能人和直立人阶段，这一时期人类除制造和使用打制石器外，还学会了用火，其社会组织为杂交

群落。旧石器时代中期（约30-4万年前）相当于早期智人阶段，这一时期人们制造的石器比过去更加规整多样，其社

会组织由杂交群落变为血缘家族。制造和使用规整多样的工具，要求有较高的思维能力，这就为原始宗教中自然崇拜

和鬼魂崇拜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血缘家族中的婚姻按辈分划分，所有同一辈分的兄弟姐妹互为夫妻，而亲子之间的婚

姻则被禁止。这种最简单的伦理观念的形成，为生殖崇拜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考古资料说明，在旧石器时代中期，自

然崇拜、鬼魂崇拜、生殖崇拜以及巫术、禁忌和献祭等比较原始的宗教现象和崇拜形式就已经产生了。 

  旧石器时代晚期（约4-1万年前）相当于晚期智人阶段。在这一时期，石器一般都经过二次加工，形状更加精确

美观，人类的活动范围也从欧亚非大陆扩展到了美洲和大洋洲，血缘家族已让位于母系氏族公社。在母系氏族社会，

人类已有初步的社会分工，妇女从事采集，男子从事狩猎。母系氏族公社禁止族内近亲通婚，氏族成员必须和另一个

氏族的成员通婚。这种族外群婚的方式，使各个原始集团之间发生一定的联系，互通婚姻的氏族组成了早期的部落。

氏族和部落集团的形成，为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2）原始宗教的产生过程 

探讨宗教的起源，就是要指出人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怎样开始崇拜神灵的。根据现代科学和辩证唯物主义

原理，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之外，什么也没有。所谓超自然、超人间的力量即神灵，其实并不存在。可是原始人

为什么会认定有神灵存在，并对之顶礼膜拜呢？ 

我们来看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反映，

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

（恩格斯《反杜林论》）“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他们本身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

中产生的。”（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

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

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刚刚脱离动物界。当时的能人和直立人，刚学会制造和使用打制石器，还过着象动物一样的

杂交群居生活，没有任何伦理观念。如此低下的思维水平，尚不足以形成任何宗教观念。到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已

进化到早期智人阶段，血缘家族代替了杂交群落。血缘家族的形成，说明人类已有了最简单的伦理观念，这是思维水

平显著提高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早期智人就可能对支配他们日常生活的外部自然力量产生幻想的反映，从而形成

最初的宗教观念。 

首先，无论是旧石器时代以采集、狩猎维生的原始人，还是新石器时代以畜牧、农耕维生的野蛮人，他们既然依靠大

自然的赐于来生活，就无法不对自然力产生依赖感。可是，大自然既会给人类带来饱足和欢乐，也可能给人们造成饥

寒和灾难，这又会使人们对自然力产生恐惧感。既依赖，又恐惧，而且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又会造成神秘感。

把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种种外部自然力拟人化，把它们幻想为能够施恩赐福、制造灾难的超自然、超人间力量，这就

产生了自然神。这种由于对外部自然界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而形成的对自然事物的崇拜，就是最原始的宗教现

象，可以称之为原始拜物教。 

在盛行自然崇拜的时代，由于智力水平的提高，早期智人开始对梦中景象进行思考。同样由于智力水平的限制，原始



人对梦中景象无法作出正确解释，于是就产生了灵魂观念。如果灵魂被认为是某种可以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的超自然

事物，那就没有理由相信它还会死，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灭的观念。如果相信氏族成员死后其灵魂还活着，那就必须

采取某种措施来保证其继续生活。在原始人看来，死者的灵魂也像活人一样，需要衣食住行，这样就形成了在墓穴中

陪葬生产和生活用品的习俗。这种对死者鬼魂的崇拜现象，就是鬼魂崇拜。 

此外，血缘家族禁止母子性交，说明母亲的生殖器已受到一定的崇拜，这就是最早的女性生殖崇拜。对母子身份和关

系的重视，说明早期智人已开始关注生与被生这种特殊的自然和社会关系，这又会引发对整个血缘家族来源的思考。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组织形式是母系氏族公社，其成员必须到其他氏族去寻找性交对象。区别不同氏族身份的需要

加上对氏族来源的思考，导致了图腾观念的形成。一些与氏族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事物，主要是某些凶猛可怕的动

物，某些可提供主要食物来源的植物，某些可提供可口肉食的动物，还有某些可提供稳定甜水资源的水井，对氏族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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