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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宗教与传统文化关系的新探索 
 
 
 

——评《概说中国宗教与传统文化》 

 
 
 

□     孙亦平 
 
 
 
      著名学者吕大吉、牟钟鉴著《概说中国宗教与传统文化》作为国家社科基金的优秀成果被列

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最近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中国宗教与传统文化

为基本视角，分上下两篇。上篇泛论宗教与文化，是从理论上来探索宗教与文化的关系；下篇则

从史学的角度来梳理中国宗教与传统文化互动的历史脉络。该书作为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成

果的最高成就，出版后受到了社科界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 

      该书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有着比较强烈的问题意识。作者的探讨主要围绕着以下问题而展

开：宗教是什么？文化是什么？宗教何以能够、又如何影响文化？反过来，文化又何以能够、并

如何影响宗教？这种影响对人类文明和民族文化的建设以及社会的发展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作

用？对于学术界长期以来在这些问题上所出现的莫衷一是的说法，尤其是“偶发感慨者多，系统

穷理者少”的情况，作者以中外学者对于宗教与文化关系的理性探索来说明，“无论西方还是中

国，这种思考和研究几乎都是与启蒙思潮的发展紧密相连。贯穿其中的思想倾向是对人性的自

觉，对人性复归的渴望，以及在人性基础上建立顺应时代潮流的新文化的追求。”，其结果，一

方面使文化与宗教趋于分离而走向世俗化，另一方面，则促使宗教变革，使宗教与文化达成新的

结合，由此而表明了宗教与文化关系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往往会超出人们的想像，反过来又会对人

们的社会生活与精神信仰产生重要的影响。 

      那么，宗教是什么？文化是什么？对此问题虽然很难一劳永逸地求得一个终极解释，但作者

仍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简单明了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体系”，“文

化就是自然的人性化”，而广义的文化就是人类社会生活本身。人类之所以进行使自然人化的文

化创造活动，其最终目的无非是满足自身的需要。由于人性具有不同的内容，并随着人类生存需



要的发展而发展，这就决定了它展现而成的文化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并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

而自然形成文化体系的层次性结构。作者对文化层次的分类，主要是依据怀特《文化科学》中的

看法，将文化体系区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次。作者认为，只有对文化的性

质与内容构成有了一个基本了解之后，才能对宗教何以是一种社会文化体系及其与其他社会文化

形式的关系进行具体的说明。 

      作者指出，如果说宗教是文化的一个方面、一种内容，那么，其方法论上的意义在于：我们

不应该以宗教来说明文化，而应该以文化来说明宗教。换言之，只有在说明了文化的性质和意义

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说明宗教为什么是一种社会文化体系，由此而将文化作为宗教的底层与基

础。作者首先从符号哲学和异化理论入手来论证宗教及其基本要求是人类创造的一种社会文化；

其次强调宗教观念对哲学、科学、政治、伦理等社会文化的影响；第三认为宗教感情的宣泄可展

现为各种形式的艺术；第四探讨了宗教行为对社会规范、伦理道德、社会习尚的形成所起的重要

作用；第五说明了社会体制与社会政治制度的形成可以巩固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该书对宗教与文化关系的讨论，对中国宗教与传统文化互动的探讨，对人类一切宗教都是文

化创造的论证，都有其独到的学术价值，深具启发性，是值得认真思考的。但也正如作者所指出

的，无论是文化，还是宗教，其本身都是非常丰富和复杂的，尤其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所表现

出的不同特质，现已为大家所共认。那么，值得再进一步思考的是，如果仅仅用“以文化去说明

宗教，而不应以宗教来说明文化”，是否会造成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单向度的讨论，是否能从理论

上周全地说明人类所拥有的一切宗教与文化现象之间的复杂关系呢？因为就中国宗教与传统文化

的关系而言，如作者所说的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既然是互动，就说明双方是相互制约与相互影响

的，可能在这段时期文化的影响会大于宗教，而在那段时期，宗教的影响是否又会大于文化呢？

而西方文化浓厚的宗教性特质，也不得不使人们经常会说，如果不了解基督教就不能很好地了解

西方文化。由此可见，宗教与文化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与广泛性，有时真是很难一言而蔽之。正如

作者所说，“这是个大问题，需要进行精当的分析和具体的探讨。”总之，该书作为探索中国宗

教与传统文化关系的新成果，无疑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有其独到的贡献，它对真理追寻的脚步将

会引导后来者紧紧跟上，在这一领域中继续探索，由此而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学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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