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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人类学理论探索仍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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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人类学涉及宗教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日益受到学界重

视，是一门充满学术活力的交叉学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等学术机构的努

力下，我国宗教人类学取得了长足发展，逐渐成为新的学科生长点。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宗教人类学的发展也存在着一些困惑，例如具体个案研究多，但

学科反思和理论探索仍显不足；宗教学和人类学等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对于宗教人类学有

不同的理解等。近日，本报记者就国内宗教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学科反思采访了相关学

者。

  学科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谈到近年来宗教人类学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金泽表示，

“我们期望通过学术的一点点积累，使中国本土的宗教研究达到新的高度”。

  多位被访学者提出，近年来国内宗教人类学界以学科建设为中心取得的长足发展可谓

“有目共睹”。近5年来宗教人类学的发展体现在学术平台的打造、学术活动的组织和学

术群体的形成三方面。

  打造学术平台主要体现在编辑学术出版物、建设学科交流平台方面。以前，宗教人类

学相关论文散布在宗教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刊物上，其发展迫切需要一个

高水准的学术交流平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当代宗教研究室副主任陈进国介绍说，他们从2009年

开始至今，已经编辑出版了四辑《宗教人类学》，由金泽和陈进国担任主编，设有“田野

现场”、“本土眼光”、“域外视野”、“历史向度”、“思想交谈”、“学术评论”等

栏目。目前，第五辑也正在编辑中，计划于今年5月出版。记者翻阅了已出版的前四辑以

及第五辑的样稿，发现国内许多从事宗教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学者都在上面发表了文章。

《宗教人类学》已初步构建起学者认可的学术平台。

  学术活动组织方面，“宗教人类学学术论坛”、“宗教人类学名家讲座”等逐步展

开，形成连续性的学术活动。2010年在中山大学举办的首届宗教人类学学术论坛就具有特

殊的学术代表意义。其主办单位分别是我国宗教学重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

人类学重镇中山大学，会议主题是“中国宗教人类学的回顾与前瞻”。此后，2011年在北

京举办了第二届，主题为“宗教的动力研究”；2013年在兰州举办了第三届，主题为“多

元宗教与地方经验”。

  在学术群体的形成方面，“宗教人类学论坛”等学术活动和《宗教人类学》等学术出

版物的连续出版，加强了研究群体的学术交流。虽然当前从事宗教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分布

在不同的科研院所，有着不同的学术背景，治学也各有侧重，但他们已逐步形成了一个学

术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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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反思：重在方法论

  在宗教人类学面临的诸多问题中，对于方法论的反思是首要且迫切的。

  宗教学研究者和人类学研究者，由于学术背景不同，对于宗教人类学研究方法的理解

和运用存在若干差异。记者就曾在多个学术会议上听到过宗教学研究者和人类学研究者在

处理材料和分析宗教现象方面的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黄剑波认为，人类学研究者应该多学习和理解宗

教，同时宗教学研究者应好好掌握人类学方法。通常来说，人类学研究者是将宗教作为一

个领域或社会文化现象来研究，主要目的是理解社会或文化，以及与人类学理论对话；而

宗教学研究者则多将人类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来使用，目的主要是理解宗教，并与其他宗

教研究者对话。

  黄剑波提醒称，近年有些人类学研究者研究宗教时会出现一些对宗教事实本身的误

解，或者出现至少在宗教学学者看来对于宗教的探讨流于表面化的问题。这一方面与个体

的人类学研究者对于宗教事物的阅读和了解有限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人类学研究常被简单

等同于田野调查有关。这就导致人类学研究者容易将宗教简单地等同于任何其他普通的社

会文化现象，而不是某种政治、社会、文化甚至心理因素的反映。

  金泽表示，具体研究案例多，理论探索还不够，也是宗教人类学研究的困惑之一。这

需要从中总结出中国特色的理论范畴。另外，随着宗教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深入，学界还须

就方法论问题展开反思和探索。

  “困惑与茫然”将长期存在

  对于宗教人类学研究，陈进国提出了“走进宗教现场”的观点。他认为，研究者在运

用人类学方法研究宗教事实时，必须兼顾复归宗教文本现场以及直面宗教田野现场的文化

反观，从而走进宗教传统自身的生存真实及宗教实践者的生活真实。

  与此同时，陈进国表达了研究中的困惑，“我们要继续拷问的是，在本土情怀和全球

视野相互激荡的时代洪流下，在直观因宗教色调混合而映现出的信仰印象时，宗教现场何

在？宗教人类学又如何‘走进宗教现场’？”

  有学者认为，面对着复杂的文化现象、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广阔的田野现场，快速发展

的宗教人类学还有很大的空间，同时这种“困惑与茫然”也将长期存在。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曾江 郝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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