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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钟鉴 
  

 
       西方文化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即有人文主义传统，但这一传统被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独断

统治所中断。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启蒙思潮成为时代精神。19世纪中叶，达尔文的生物进化

论冲破神创世界历史的神学樊篱，开启了用理性的态度、进化的观点研究历史文化包括宗教信仰

的近代人文学术的传统。进化论催生了人类学（民族学在西方又称人类学），也催生了宗教学。

所以人类学和宗教学都是进化论的产儿，两者既互动交错，又平行发展，成为关系最密切的相邻

学科。1870年，麦克斯·缪勒(1823-1900)发表《宗教学导论》，标志着宗教学正式建立。缪勒

同时是语言人类学家，他通过对若干民族语言的比较，建立起比较神话学，进而建立起比较宗教

学，用语言学对宗教进行分类，在研究雅利安族系、闪米特族系和图兰族系宗教的基础上提出关

于宗教本质和起源的理论。泰勒(1832—1917)被学术界尊为人类学之父和宗教人类学之父，他

于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既是人类学的奠基之作，也是宗教人类学的开创性之作，他在大量

人类学调查资料基础上，提出“万物有灵论”，对宗教的起源作了深刻的说明，论证了灵魂不死

观念是宗教最古老的观念，尔后发展出各种神灵崇拜和宗教。泰勒是文化进化论派的代表之一，

他的“万物有灵论”是为了说明人类文化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的发展，他的宗教人类学是他整

个人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进化论学派的代表性人物，还有斯宾塞和弗雷泽。斯宾塞(1820—19
03)在人类学上提出社会进化论，在宗教学上提出“祖灵论”，把祖先崇拜看作一切宗教的起

源，对后世都产生重大影响。弗雷泽(1854—1941)首先使用“社会人类学”这一名称，他在

《金枝》一书中提出“巫术一宗教一科学”这一著名的人类学文化进化的程式，用以说明文明发

展的规律。 

       在人类学文化传播学派中，施米特(1868—1954)和史密斯(1846—1894)是具有代表性的

学者，他们提出“文化圈”理论，用以说明人类文化的传播是有民族区域划分的，由文明创发的

中心地区向四周辐射，史密斯更是认为埃及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然后将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

在宗教学上，施米特提出“原始一神教”论，而多神教是后起的，被称为“宗教退化论”。史密

斯则提出“图腾论”，认为图腾崇拜不仅是一切宗教的起源，而且是社会文化、道德和组织的起

源。 

       在人类学文化社会学学派中，法国的杜尔凯姆和斯特劳斯颇具代表性。杜尔凯姆(1858—1
917)主张用社会学来统摄民族学，认为社会结构功能决定社会文化，应由社会结构特征来划分社



会类型，由简单到复杂，通过不断组合而形成“复杂多元社会”。在宗教学上，他提出原始宗教

就是氏族宗教，图腾崇拜则是氏族宗教的主要形态，是氏族的“集体观念”，是氏族社会的旗

帜。斯特劳斯(1908一)创建了“结构社会学”，认为社会需要秩序，秩序要用符号表达，而文化

就是象征符号体系。他用结构社会学来说明神话的结构和层次，以此找到神话与社会制度、信

仰、语言、经济等方面的联系。 

       在人类学历史批判学派中，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1858—1942)贡献突出。他打破欧洲文化

中心论的观点，提出“文化独立论”和“文化相对论”，主张民族平等，认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

有自己的特殊性和价值，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不应彼此取代。他的文化相对论弥补了进化论的缺

陷，也给宗教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 

       在人类学功能学派中，马林诺夫斯基具有代表性。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
2)认为文化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手段，因此，特别强调文化在人类活动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宗教作

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要进入他考察的视野。马林诺夫斯基指出：“宗教信仰可以使个人

摆脱其精神的冲突，而使社会避免瓦解的状态”，“宗教的需要，是出于人类文化的绵续，而这

种文化绵续的涵义是：人类努力及人类关系必须打破鬼门关而继续存在。在它的伦理方面，宗教

使人类的生活和行为神圣化，于是变为最强有力的一种社会控制。在它的信条方面，宗教与人以

强大的团结力，使人能支配命运，并克服人生的苦恼”。他的结论是：“宗教最后却是深深地生

根于人类的基本需要”。可以看出，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人类学功能学派对于宗教的文化功

能极为重视，而且其探讨问题的眼光已经离开文化本身，深入到人类社会生存和延续需要的深层

次。 

       在人类学心理学派中，弗洛伊德(1856—1939)的精神分析学说无疑最具影响力。他用揭示

潜意识冲动的理论与方法，去分析社会文化和宗教现象。他写了《图腾与禁忌》，认为原始民族

的乱伦、禁忌、万物有灵、巫术、图腾等崇拜与行为，是人类童年的精神病态，作为宗教起源的

图腾崇拜是“奥狄浦斯情结”(弑父妻母)所致，认为宗教乃人类罪恶感加上懊悔心理所造成的。

尽管弗氏的学说在后世褒贬不一，但他推动了宗教心理学的发展，使人们更加关注宗教这一复杂

社会文化现象中的情感的心理的因素，而宗教情感和宗教体验具有神秘性与非实证性，既是宗教

不可缺少的内在要素，也是宗教学最难把握的领域。 

       从以上有选择的介绍中，我们已经能够说明，西方有代表性的人类学家都十分关注宗教研

究，并且在宗教学的开拓上做出各自重要的贡献。有时候宗教学作为人类学的组成部分，有时候

人类学与宗教学互动互促、平行发展。这是一个良好的跨学科研究的学术传统。 

      从民族宗教学的角度来说，西方人类学家兼宗教学家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研究氏

族部落的宗教，也可称为原始氏族的宗教，它是宗教最早的形态，与氏族的生存发展密切联系在

一起。而从发生学上研究宗教与早期民族的关系，正是民族宗教学的起点。所以西方学者的研究

极有借鉴意义。第二，人类学与宗教学从一开始就强调比较研究，他们最初的研究对象都是与生

活在其中的西方社会相异的、距离遥远的、发展程度较低的族群及其文化，他们的研究都是跨文

化、跨民族的研究。从比较中找普遍性，从差异中找共同点。缪勒的名言是：“只知其一，便一

无所知”，所以比较宗教学必须研究不同民族的信仰。而民族宗教学也要进行多民族的信仰比

较，如东西方民族宗教的异同，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宗教的异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宗教的异同等



等。第三，强调研究要有参与观察与理性态度，不是神学的态度也不是傲慢的态度，要有同情的

了解和客观的分析。缪勒在《宗教学导论》中批评两种偏激，一种是信仰主义的，认为“宗教这

个题目似乎太神圣了，不能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另一种是反宗教的，把宗教看成与中世纪的

炼金术和占星术一样，“只不过是谬误或幻觉构成的东西，不配受到科学界的注意”。由此可

知，西方宗教学是在摆脱神学和超越以反宗教为目标的无神论之后出现的，它不把宗教作为崇拜

对象，也不把宗教作为敌视对象，而是作为研究对象，作为人类文化现象去说明它。今天在说明

宗教过程中我们可以综合其多学派理论方法而用之，如社会进化论、文化相对论、文化传播论、

文化结构论与符号论、文化功能论与心理分析等，取其所长而补其所短。其中尤其要关注文化相

对论，树立文化多样性理念和平等宽容精神，这对于民族宗教学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西方人类学和宗教学最大的局限性，在于以西方文化和宗教为其主要背景，虽然研究对象往

往是异域文化，而研究资料则是经过西方的理论过滤的，因此，其人类学和宗教学明显带有西方

文化的标记，却自以为具有全球意义。我们认为，它们确实给近代人文学科提供了不少具有普遍

价值的东西，但缺少东方的理论和传统，尤其缺少中国宗教的素材和学术。而弥补这种不足主要

应靠东方的学者、中国的学者。我们应当为宗教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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