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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润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新时代宗教学

 

2019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室成立十周年。十年来，研究室在宗教学领域认识分歧严

重、思想斗争激烈的氛围中坚毅前行，组织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有研究兴趣的学者开展了一系列学

术活动，推出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在宗教研究神学化、西方化倾向突出的形势下，增加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出场机会，在

宗教学理论的舞台上发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声音。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宗教学的新时代已经来临，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守正

创新的机遇正在出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室及其所联系的专家学者们应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振奋精神、坚定信念，把握

机遇、砥砺前行，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在下一个十年里开展更多的工作，取得更大的成绩。

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念、不懈奋斗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指导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特色和最大优势。我国宗教学研

究的根本成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我国宗教学研究的突出问题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造成的。马克思主义宗教

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宗教问题上的体现，应该是我国宗教学研究的思想灵魂和理论指南。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

好、维护好、研究好、运用好，是我国宗教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毛主席当年指示中宣部筹建世界宗教研究所，最根本的要求是

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宗教、批判神学，这是我国宗教学研究的初心和使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

室及其所联系的专家学者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提高马克思主义修养，为坚持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对我

国宗教学研究的指导地位不懈奋斗，为推出更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学术成果而摇旗呐喊、擂鼓吹号！

二、回望历史、正本清源，建立学统、守正创新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只有宗教观，没有宗教学。我不赞同这种观点。马克思（1818年生）和恩格斯（1820年生）都比麦克

斯·缪勒（1823年生）大，研究宗教比他早，对宗教研究的影响也比他大。

1835年，马克思就在“中学考试宗教作文”中“把自己的目光投向历史这个人类的伟大导师”[1]，对古代各民族“向诸

神贡献祭品”的所谓迷信和信仰“上帝从无中创造出人”的基督教进行比较[2]，表达出宗教随着历史发展演变的观点。1839

年，马克思就开始研究古希腊哲学，并在184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阐述了坚定的无神论观点。1842年，马克思就在《评普鲁士

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等著作中讨论了包括宗教与基督教、宗教

与国家、宗教与理性、宗教与科学、宗教与道德、宗教与哲学、宗教与政治、国家与教会、世俗与神圣、此岸与彼岸、现世与

来世、奇迹与神秘、拜物教与动物宗教、婆罗门教与佛教、宗教哲学与研究宗教问题的哲学等重大理论问题，反映出对宗教问

题的广博知识和独到见解。此后，马克思又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乃至《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不断论及宗教问题，作出了

巨大的思想理论贡献，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历史影响。其中，马克思1843年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还在1850年被

资产阶级学者艾韦贝克以节选的形式收入《从最新的德国哲学看什么是宗教》一书，可见马克思的宗教学思想很早就引起了西

方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恩格斯对宗教的研究同样贯穿其一生。恩格斯从小被灌输基督教信仰并且十分虔诚，所以他摆脱宗教神学、树立无神论世

界观的过程充满了艰难和挣扎，这促使他对宗教进行了持久深入的研究，所以其宗教学论著也比马克思要多些，其中比较重要

的就有《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德国农民战争》《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

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以及《神灵世界中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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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研究》《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启示录》《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等。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宗教研究上既相互影响

又相互补充，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今天的宗教学分科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宗教学思想属于对宗教进行的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

其内容是很丰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他们的学生和后继者继续对宗教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其中既包括列宁的《唯物主义

和经验批判主义》《社会主义和宗教》《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等对宗教进行的哲学、政治

学、社会学研究，也包括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后来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学者们对宗教的系统性研究，形成了一

个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宗教学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传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同样重视对宗教问题的科学研究，形成

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中既包括李大钊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教批判思想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宗教进行的哲

学、社会学、政治学研究，也包括李达、艾思奇、任继愈等前辈学者对宗教进行的哲学研究和史学研究，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马

克思主义宗教学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宗教学研究获得了井喷式发展，专业化、学科化水平显著提高，但是也产生了一个误区，以为只有

书斋式学者在宗教学名义下进行的宗教研究才算宗教学研究，而且把宗教学概念的提出者麦克斯·缪勒作为宗教学研究的创始

人，拜倒在西方自由主义宗教学理论与方法的脚下，把恩格斯的《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

《启示录》《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等非常专业的宗教学著作排除在宗教学之外，甚至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宗教观而没有宗

教学这样缺乏理论自信的学术观点。

我们今天开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必须彻底打破马克思主义只有宗教观没有宗教学、只有西方才有宗教学的神话，树

立只有运用科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的宗教研究才属于宗教学的学术标准，把那些在神学理论与方法指导下进行的所谓宗教研究排

除在宗教学之外，把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的宗教研究作为宗教学的

正统，按照毛主席关于加强宗教问题研究的指示守初心、担使命，按照任继愈研究宗教的示范正本源、立学统，按照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宗教工作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创新中国宗教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

三、研究外国、理性批判，去粗取精、树立正统

发展新时代中国宗教学，必须加强对外国宗教学特别是西方自由主义宗教学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进行科学

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正统地位。

西方宗教学作为宗教学研究的重要传统自有其独到之处，我们要加强研究，批判吸收。现在看来，西方宗教学中的宗教人

类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研究科学性比较强，特别值得重视。宗教人类学的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史有关，对非西

方宗教传统的田野调查和现象学描述是其长处，而贯穿其中的西方中心论和文化相对论是其糟粕。宗教社会学的发展与资本主

义的工业化、世俗化有关，对宗教现象的社会学调查和分析是其长处，贯穿其中的资产阶级立场和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思想方

法是其糟粕，例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具有美化基督教和美化资本主义的目的。宗教心理学的发展

与西方发达的心理学传统有关，其学术成果可以为我们的宗教治理和反邪教工作所用，但其自然科学特色与我国宗教学研究的

社会科学传统不太适应。西方的宗教哲学，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宗教神学，应该加以批判，但其中的无神论支流则应该加以吸

收。至于宗教史学，则要批判其唯心史观成分，吸收其重史实、重实证的优秀成果。总之，对西方宗教学有科学分析，不能盲

信照搬。

我国的宗教史和宗教学概论是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优秀学科，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中国特

色，是可以引领世界宗教学潮流的先进学科，但是近年来问题不少。受宗教研究神学化和西方化倾向的影响，我国的宗教史研

究出现了背离唯物史观的倾向，宗教学概论则几乎陷入停滞状态，投入巨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宗教

学》十年都搞不出来，人才断档和思想滑坡是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室及其联系的专家学者应不断增强理论自信和

专业水平，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立起来。

四、关注现实、研究问题，推进治理、服务人民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是为党和政府“懂得宗教”、“做群众工作”、提高宗教治理效能建立的，而不是为某些人跑江湖、混

饭吃、忽悠人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研究，也应该包括理论和现实两方面。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理论研究应该是宗教学原理和宗教史，目的是把宗教的本质、根源、形态、作用、历史和宗教产生、

发展、消亡的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和政策讲清楚，为党和国家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教育和引导人们

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文化观、宗教观提供理论支持和知识储备。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现实研究应该是国内外宗教现状和形势，目的是把宗教信仰的现实表现、人口结构、社会影响、矛盾

焦点、发展趋势等搞清楚，提出符合党和人民根本利益、行得通、可操作的对策建议。为此，哲学、史学、政治学、法学、社

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民族学等各种不同的理论与方法都可以用。但是，我们决不能被西方的理论与方法牵着鼻子



走，背离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背离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可以借

鉴，但是要分析鉴别、不能盲信照搬。

总之，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追求应该是为用立学、学以致用。一切与此背道而驰和不相符合的神学化、西方化研究

和所谓悬置信仰、学术中立的标榜和做法都是错误的，要坚决摈弃。

（作者：中央统战部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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