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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当代宗教与民族问题 
 
 
 

——第二届宗教社会科学暨“宗教与民族”学术研讨会综述 

 
 
 

本报记者  付叶宏  文/图 
 
 
 
      7月25至27日，以“社会学视野下的宗教与民族问题研究”为主题的第二届宗教社会科学暨

“宗教与民族”学术研讨会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经过广泛的交流与探讨，会议倡导以社会学、

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学方法，实证研究当代的宗教与民族问题。民族与宗教是当代世

界极为活跃的社会因素，对现实生活做科学地实证研究是目前国际学术界的重要走向，同时民族

和宗教问题的研究兼具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  

 
 
 



实证研究对我国宗教与民族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的宗教与民族研究集中在哲学、史学等领域，对当代宗教与民族的科学研究

相对薄弱，与社会需求和学科发展的要求有比较大的距离。特别是随着宗教和民族政策的落实，

现实生活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有时甚至成为影响社会全局的热点问

题，总结中国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本土经验对于学科理论建构也具有重要意义。更为值得关注

的是准确地把握当代中国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这对于建设和谐社

会、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价值。从国际视野看，所有的全球性重大问题都与民族和

宗教有关，因此科学地把握变化就必须有系统的民族与宗教科学的理论方法的训练，这是本次大

会的意图所在。  

 
      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包括3个方面：一是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当代中国的宗教进行了研究。

如美国普度大学的杨凤岗先生的《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基督徒伦理》、台湾东海大学赵星光

先生的《都会地区组群的宗教变迁研究》、中央人民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刘海涛的《基督教与中国

民间宗教的互动及影响》、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杨骁勇《社会互动过程中的基督徒信仰选择》，

这些论文体现了这个学科的发展方向。第二个方面是关于民族宗教的研究，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杨

福泉教授《纳西族东巴教的多元宗教因素论》、云南民族大学张桥贵教授《云南跨境民族中的宗

教渗透与反渗透研究》、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伍呷教授《宗教与民族认同感》、云南民族大学徐祖

祥教授的《试论道教瑶族化与瑶族文化道教化的途径与原因》，以及来自美国的高登·马尔腾教授

提交的对在卫理会中非洲裔美国人的研究等等。第三个方面就是对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如上海

大学李向平教授的论文《宗教社会性及其表达——中国宗教社会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云南民族

大学杨国才教授的《妇女与宗教》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魏德东先生的《宗

教社会科学的界定及意义》等。  

 
 
 

宗教社会科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  

 
 
 
      宗教学的研究路径，杨凤岗教授认为有3条：其一是从宗教内部进行的佛学的、神学的宗教

学研究；第二条就是人文学的进路，用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宗教；第三条就

是用社会科学方法用实证观察、调查研究、系统地搜集数据、进行分析，提出社会学解释的方

法。第三种方法在中国正处于起步阶段，以前有前辈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现在引进和介绍这几十

年在西方有很好发展的理论和方法。近几十年来，西方宗教社会学出现了一种新的范式，把宗教

的研究更加规范化、更加科学化，用实证研究为根据进行理论的总结。这种理论就把宗教现象—

—宗教组织、宗教个人的行为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来研究，就像经济现象一样有自身内部的

规律，它的消长、需求与供应是有它自身的规律所在，不是完全凭着人的主观愿望所能达到的效

果。另外关于民族与宗教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中国与美国都是多民族与多宗教的国家，在美国它

们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  



 
      在谈到宗教社会科学基本理论问题时，李向平教授指出，宗教学术界取得的一个共识是把实

证研究纳入到一个专业领域看。在当代中国，借助于欧美宗教社会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国各个

宗教的情况下，中国宗教也从“鸦片论”、“适应论”、“文化论”走到了“结构论”，就是把

宗教作为一个社会体系，把它作为客观的社会现象、社会秩序、社会认同来研究，从现实角度、

从专业的发展要求都得到一个共识的过程。这次研讨会恰好对应了现实的、社会的宗教发展的需

求和学术界学科发展前沿增长点的要求去做的。李教授提出他一直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是解读和理

解欧美宗教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基于中国的宗教经验和他本人做的田野研究，他认为当代中国当

代的宗教都有一个社会性的表达问题，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社会或者沿袭着传统中国社会的宗教传

统和宗教与社会关系的模式下，中国的宗教如何在国家与市场、或者在传统的社会中天下与宗

族、或者在近代社会转型中民主与革命这么一个模式下，取得真正的社会形式。也就是韦伯讲的

形式理性所表达出来的社会组织，这个组织也许是国家权利、也许是市场因素的双重或多重渗透

构成的团体宗教，或者是当代中国的场所宗教，他体会成宗教社会性的表达。他认为研究路径有

两个：一个是宗教的社会学研究，一个是社会学的宗教研究。第一个层面就是把宗教作为一个社

会秩序、社会群体、社会认同来看待的，通过宗教来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

迁以及变迁以后的结构；另一个就是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宗教本身，如教会、教会组织结构、

宗教的表达形式、信仰等。他力图把两种路径结合起来，既说明宗教本身，同时来看国家与社会

的变迁。  

 
 
 

中国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应有自己的目标导向  

 
 
 
      作为长期关注中国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研究的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宗教学系主任何其敏教授根

据所掌握的中国本土的实际情况指出，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研究的主要方面是在解释社会系统

的活动，但是这个解释不能离开目标导向。在中国，宗教或宗教文化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宗教研

究在中国又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导向，何教授认为这一点会确定应该进行怎样的研究和研究的可

能性。从中国的文化背景来看，是把宗教和教化放在一起的，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和唯

物主义无神论教育的普及在中国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中国对宗教的理解失去

了传统的教化意义。当西方的宗教学的理论进入到中国以后，西方把宗教作为核心价值讨论的这

个背景，中国是不具备的。一直以来在中国，宗教都是处于社会变革和发展边缘的现象，所以我

们不可能像在西方那样把它放到一个核心的地位去讨论。这样一个位置使我们去考虑当我们进行

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研究的时候，必须给自己的行动一个意义，比如我们必须回答，少数民族的宗

教文化为什么很重要？哪些内容很重要？如何保护这些很重要的文化？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行动

意义的问题。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在旅游的冲击下，它的神圣性降低、表演性增加的时候，我们

怎么看待少数民族对自己宗教文化的选择？我们的目标定位于我们对于少数民族的理解还是定位

于少数民族群众对于他自己文化的理解，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是不能离开人

文科学基础定位的。我们还要注意到中国的研究情况中社会发展目标一直引导着学界的研究，它

在指导着我们为什么研究以及研究出怎么样的社会发展模型，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所以保持一

个完全客观的立场是很困难的。一是我们需要警惕对自己研究对象的“人格”特征的日渐模糊，



甚至于要把对象化为一些可以用自然科学方法量化的性质。二是需要在社会、个体、文化，特别

是宗教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联方面有所创新，才能取得研究成果。前者，需要理解和感情，避免

问题的“冷酷”和不近人情，后者则需要比较深厚的哲学、宗教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  

 
 
 

宗教社会科学应该采取多学科综合研究方式  

 
 
 
      此次会议的组织者之一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魏德东先生的《宗教社会科学

的界定及意义》全面阐述了宗教社会科学这个学科本身。他指出就研究对象而言，宗教本身是属

于人文学范畴的，是人类信仰现象的表现；宗教学有所不同，是宗教科学即宗教的科学研究，为

了不使人误解为“宗教是一门科学”，所以称之为“宗教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科学，宗教学大

约有4个要求：规律性、经验性、解释性以及对事物有一定的预测性，同时作为社会科学它还有其

自身的特点，巴克教授概括为由于对象与研究主体的互动关系，它所追求的科学研究是相对的，

它有一个基本的解释，由一些原始的素材组成的，更重要的是，它的衍生的解释可能就会受到人

们主观故意性的影响。分支学科包括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宗教经济学。原来

这些学科是分别在其他学科之下的分支学科，当我们提出宗教社会科学的概念后，它们就不再是

其他学科的分支学科，而成为宗教社会科学下的分支学科。他非常认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纳麒院

长的观点，即认为对于宗教现象问题的研究仅仅用一个学科是不够的，可能在一篇论文中需要运

用多种学科的方法，是一个综合运用。并且研究宗教的意义时，实证研究还是很重要的。特别是

新兴宗教的研究会丰富对宗教概念的理解。中国宗教还是有其特性的，如何概括中国宗教的特

性，魏先生认为主要还是实证研究、经验研究，而不仅仅是坐在书斋中根据经典推导，那是不够

的。实证研究还可以帮助社会对宗教有客观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对宗教的发展作出预测。宗教社

会科学如果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等综合方式对中国宗教特

别是新兴宗教以及宗教的现代表现作出一个系统的质化和量化相结合的研究的时候，政府对宗教

问题的决策的科学性会大大提高，这也是学术工作者重要的责任。  

 
      此次活动由云南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共同主办。来自北京、云

南、天津、四川、台湾以及美国的学者60多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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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推荐] 前苏联秘密改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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