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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宗教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中最薄弱的分支学科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地理学

开始发展 ,但教学和科研都不尽如人意。国际国内社会发展的形势要求宗教地理学加快发展。

本文回顾了我国宗教地理学发展大势 ,提出了宗教地理学今后教学与研究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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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最为薄弱的分支学

科。改革开放后 ,宗教地理学在文化地理学中占

有一席之地 ,属于人文地理学的三级学科 ,至今发

展缓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 ,宗教工作显

得很重要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十分重视。宗教

活动与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相协调 ,则有利于

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与文化繁荣。不相一

致 ,则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造成严重后果。当

前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加快发展 ,宗教与旅游关系

密切 ,如何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也成为重要

问题。宗教地理学的研究越来越显得重要。

1 　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地理学发展大势

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人文地理学的发展 ,人文

地理学各分支也都被学术界所认可。以张文奎主

编的《人文地理学词典》(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为代表 ,列有“宗教地理学”词条 ,定义宗教地

理学为“研究宗教分布规律的科学”,定位为“文化

地理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宗教产生、发展与地理

环境的关系 ;宗教的地域构成”等。

就高校教材来看 ,张文奎主编的《人文地理学

概论》(东北师大出版社 ,1993 年) 的《文化地理

学》一章中列出《宗教及其分布》一节 ,内容包括宗

教地理的重要性 ,及研究的主要课题和宗教的分

布等。全国高校人文地理教学研究会合编 ,张小

林等主编的《人文地理学导论》(测绘出版社 ,1995

年)在下篇分论中的《文化地理学》一章列有《宗教

地理学》一节 ,内容涉及宗教与地理学 ,宗教地理

学及其研究的主要课题 ,世界主要宗教及其分布

等。王恩涌编著的《文化地理学导论》(高等教育

出版社 ,1993 年) 有《宗教地理》专章 ,内容有主要

宗教的基本情况 ,宗教文化区 ,宗教的扩散 ,宗教

生态学 ,宗教与文化各因素的关系 ,宗教景观等 ,

是各种教材中内容最多的。宋保平编著的《理论

人文地理学》(陕西师大出版社 ,1992 年) 在《文化

地理学理论基础》一章中有《宗教地理概述》一节 ,

介绍了宗教、宗教分类和主要宗教概况。

此外 ,在王民等翻译引进了 H·J·德伯里所著

《人文地理》(北京师大出版社 ,1988 年) 教学参考

书中 ,《文化与景观》一篇中有《宗教与文化》一章 ,

内容有宗教的起源与分布 ,世界主要宗教的历史、

扩散和文化景观。

在区域地理教材中 ,最近也出现了宗教地理

学的内容 ,如作为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的赵

济、陈传康主编的《中国地理》(高等教育出版

社 ,1999 年)中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空间进程》

一章《民族与宗教》一节中 ,也涉及中国的宗教信

仰与宗教文化区。

从高校课程设置来看 ,宗教地理学作为一门

独立的课程 ,一般属于选修课程 ,且开设的学校很

少。较早开设这门选修课程的有辽宁师大地理

系、福建师大地理系等。

从高校人文地理学的科学研究来看 ,宗教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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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地理或旅游地理所涉及的内容 ,有所研

究。但专门以宗教地理立项研究的课题很少 ,各主

要的地理科学学术刊物也少见有专门论述宗教地

理的论文。宗教地理专门研究的例子有福建师大

地理系“福建省宗教地理初步调查研究”、“福建省

宗教地理与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等课题 ,《人文

地理》杂志发表的《福建省基督教地理研究》(福建

师大地理系郑耀星撰 ,1997 年第 4 期) 。

综上所述 ,改革开放 20 年来 ,我国宗教地理

学在高校的发展有以下特点 :

第一 　在宗教地理学的地位问题上已经取得

了共识 ,即宗教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必要组成

部分 ,隶属于文化地理学 ,而宗教与文化是密不可

分的。

第二 　宗教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 ,其研究对

象基本上已经得到确认 ,即宗教地理学研究宗教

的空间分布、时间演变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这

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一致的。

第三 　宗教地理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涉及宗教

类型、发展简史、宗教空间分布 ,以及宗教地理学

概念、研究对象和内容等。少数教材涉及宗教传

播、宗教景观、宗教与文化的关系、宗教文化区等。

从总体上看 ,宗教地理学还处于地理学科教学的

初级阶段 ,缺乏独立性、系统性 ,内容单薄 ,学生对

宗教地理学普遍陌生和好奇。国内单独设置有份

量的宗教地理学课程还很少。

第四 　高校宗教地理学的科学研究已是人文

地理学科学研究的组成部分 ,各地人文地理学研

究涉及宗教地理的不少 ,但单独立项的宗教地理

学研究课题很少。宗教地理学研究的内容多为宗

教地理分布 ,宗教与文化、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

尤其将宗教文化作为旅游资源来加以研究的为

多。宗教地理学目前的研究水平还处于初级阶

段 ,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地理学理论有待建设。

2 　宗教地理学发展前景

对宗教地理学发展前景看好 ,主要是基于我

国改革开放深化后社会形势的需要 ,人文地理学

科建设的需要 ,高校素质教育推行的需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 ,社会经济文

化的发展涉及到宗教和宗教地理的越来越多。从

国际关系看 ,宗教已成为干预国际政治、国家主权

的主要因素。国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 ,宗教

往往也是西化渗透的重要途径 ,在东欧剧变中已

经暴露无遗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 ,与一些国家

经济关系的发展 ,也与宗教有密切关系 ,如与东南

亚、南亚、西亚、非洲 ,乃至欧美大洋洲 ,友好交往

和市场竞争都涉及到宗教 ;我国的统一 ,民族的团

结 ,西部的大开发 ,都与宗教密切相关 ;台湾问题 ,

西部社会安定、民族团结问题 ,也都提出了许多宗

教地理应当研究的课题。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来

看 ,尤其是我国 2020 年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

的国来看 ,宗教地理的研究也刻不容缓。

人文地理学学科缺了宗教地理学分支 ,就不

完整。我国人文地理学学科今后发展的重点 ,要

更多地放在非经济的人文地理问题上 ,宗教地理

应是其中的重点之一。宗教地理问题与人文地理

学各要素的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尤其是与

非经济的人文地理问题相互关联尤其紧密。宗教

地理学研究是政治地理学、民族地理学、民俗地理

学、聚落地理学、人口地理学、行为地理学、历史地

理学和旅游地理学等学科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

我国人文地理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当前存在的不少

问题 ,究其根源 ,未涉及宗教地理学层面 ,是一个

重要原因 ,致使人文地理学某些理论难以概括完

善 ,解决某些实际问题不力。

推行素质教育是高校教育改革的方向 ,人文

素质的提高是高校各专业学生共同的愿望 ,尤其

是地理科学专业及其相关专业更为如此。应当正

视 ,我国社会宗教现象普遍存在 ,有些地方还成为

社会热点之一 ;有的地区 ,建国以来宗教信徒数量

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数量增长速度 ;当代青年人

很多不了解宗教 ,又有不少人盲目地加入或追求

自己尚不了解的宗教生活。要正面引导学生提高

科学文化素质 ,区分正常宗教生活与非法宗教活

动和迷信活动 ,要清除邪教产生和传播的土壤 ,要

理直气壮地宣传无神论 ,宗教地理学都是高校极

好的广适性课程。地理科学及相关的专业必须设

置这门课程。

关于宗教地理学的学科建设框架 ,提出以下

建议 (见图 1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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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在基础 ,贵在理解

《地球科学导论》已作为基地班的专业基础

课 ,主要向学生传授地球科学中最基本的知识 ,这

些知识既是通俗易懂的 ,又必须是新颖的。地质

地貌内容作为新课程的 3 章 ,在地质内容方面 ,要

向学生介绍最常见的矿物和岩石 ,最主要的学说

等 ;在地貌内容方面 ,既要介绍最普通的概念 ,又

要介绍人类活动对地貌演化的影响等。

岩石是地貌形成与发展的物质基础 ,地貌的

形成与发展又影响到其他自然地理要素的形成发

育与演化。在《地球科学导论》中 ,地质与地貌作

为地球固体圈层的基本内容 ,直接或间接影响地

球其他圈层如水圈、生物圈、土壤圈、大气圈等的

形成与发育过程。如在《地环科学导论》中 ,要讲

授中国西北地区的气候特点、气候的演化过程 ,必

须讲授地貌形成与发展对中国西北地区气候形成

与演化的影响 ,才能使学生更好地理解该区气候

的特点。所以 ,在《地球科学导论》教学过程中 ,要

注重基础知识 ,主要是同其他自然地理要素有关

的地质和地貌内容的教与学 ,即重在基础 ,使学生

在教学过程 ,能真正理解包括地质和地貌在内的

各自然地理要素的有关内容 ,使学生更牢固地掌

握所学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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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宗教地理学学科建设框架

当前我国宗教地理学应研究的重要问题如下。

(1)我国宗教空间分布规律

(2)我国宗教传播扩散演变规律

(3)境内外宗教的相互关系

(4)祖国统一与宗教地理

(5)民族团结与宗教地理

(6)我国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与宗教地理

(7)我国旅游发展战略与宗教地理

(8)我国宗教地理学基本理论建设

(9)我国宗教地理学发展史和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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