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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误解和偏见

1、“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西方基
督教神学家认为，中国只有迷信，没有宗教。即
使是佛教、道教也是非典型性宗教。儒学则是世
俗性学问。（见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

2、“中国宗教是个大杂烩”，是混合物，没

有内在的一贯之道。 （斯马特： 《世界宗教》，
第二版，中文版）

3、“儒学是中国的宗教。”中国是儒教的国
家。韩、日和某些西方及中国人如是说。

产生误解和偏见的原因

1、以西方高度制度化的基督教为模式看中

国宗教。其背后是单线进化论，认为基督教是人
类宗教发展的最高阶段和最后归宿，不承认宗教
的多样性之间是平等的，各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和
独特价值，认为多神多教混合并存是庞杂不精的
表现。

2、用西方宗教学关于宗教的宽泛定义看中

国宗教。如蒂利希用“终极关切”来定义宗教，
把一切“穷根究底”和使人“安身立命”的学说
皆视为宗教，那么儒学便被当成宗教。其实哲学
也可以给人以信仰。宗教的特殊性在于崇信并依
赖一个超自然超人间的“彼岸世界”。当然儒教
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存在，它是以宗教的形态出现
的儒家，更易于凝聚族群，也便于与其他宗教平
等对话。

3、忽视少数民族宗教与民间信仰的调查研

究。中国民国时期一批大学者提出各种“宗教取
代论”（科学取代、美育取代、伦理取代、哲学
取代）。原因：一是科学主义作怪，二是只看汉
族不看少数民族，三是汉族之中只看知识分子不
看下层广大民众。

中国此前落后，自己研究不够，在国际宗教
学学术界声音不大。因此，澄清误解和偏见，关
键在于中国要在比较宗教学视野中加强对自己宗
教的研究，贡献出高水平的成果。

中国宗教发展的历史阶段

1、原始崇拜阶段

自然崇拜、灵魂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
拜、天神崇拜。

龙凤文化是最伟大的成就。龙的形象以莾蛇
和闪电为躯干原型，融进鳄蛟、豢豖以及马、
鹿、虎、鹰等多种动物要素，形成神圣优美、多
姿多彩、矫健生动、飞腾变化的艺术形象和行云
施雨的神灵形象。

三皇（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神话）五帝
（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传说），这是祖
源认同上的文化整合，标志着中华民族文化共同
体正在形成中。

2、敬天尊祖的礼制宗教阶段（夏、商、周）

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是至上神，众神
之长，又是善神。“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天道无亲，唯德是辅”。其一，有利于宗教道德
功能的加强，其二，有利于中央政权的良性转移
和在不同民族间转移。祭天以固君权，又限制君
权。祭祖以固家族，又培育家族道德。祭社稷以
示重农，加强对土地与五谷的感情。

宗法等级社会，政治、伦理、宗教三位一
体。华夏与四夷一体多元，五方帝崇拜兴起（黄
帝居中，太皞在东，少皞在西，颛顼在北，炎帝
在南）。春秋战国诸子兴起，理性觉醒，礼崩乐
坏，儒、道并盛。除法家外，诸子对宗教（时称
神道）或则保留，或则温和，或则提升。儒学的
宗教观：其一，“敬鬼神而远之”，其二，“神
道设教”，其三，“报本返始”，其四“事死如
生”。

3、儒学与礼教并行阶段（秦汉）

多民族统一国家正式形成，除了强大的政
治、经济、军事力量，“书同文”和中央集权及
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因俗而治”，起了重要作
用。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其主体民族汉族是一个

多神多教的民族。中国宗教史源远流长，多元起源，多样性互

动，在发展不断整合成中轴信仰，又保持对各种信仰的开放包

容，和谐共生，因中有革，神道与人道协调，信仰以道德为

重，形成多元通和生态模式。它是世界三大宗教模式之一。

（另两个模式：亚伯拉罕系三大一神教的一元分化模式和印度

教多神一教的一元蝉变模式。）

思想文化方面，重建民族主体性文化，同
时包容多样性文化。儒学成为官学，指导意识
形态，礼制宗教重建郊社宗庙制度。祭政结合，
祭族结合。道教兴起，佛教传入，用以弥补儒
家重现实不重来世的不足。道教的神仙崇拜和
佛教的三世因果报应，满足人们超脱生死、追
求社会合理性的愿望。

中国有了统一的主导的思想文化体系，同
时具开放性。这个意义是伟大的，文化中华正
式形成，中华民族作为文化共同体形成强劲文
化纽带，儒学有重大历史功绩。

4、儒、佛、道三教会通与多教互动阶段

（三国至清中叶）

儒学为主，佛、道为辅。在制度层面、道
德层面，儒家主导。“三纲五常”成为治国理
世的基本原则。不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掌握
中央政权，都认同纲常名教，和敬天法祖，治
国之道礼主刑辅，助之以佛教道教。三教合流
形成文化三角间架，出现三个理论高峰 （唐代
禅学、宋明道学、金元内丹学），成为维系中华
民族不散不离的主要精神纽带，形成中华民族
核心价值：慈爱、贵和、尚德、忠恕。从此，
中华民族虽有暂时的政治分裂，却无文化分裂，
并用文化的力量推动政治统一。

伊斯兰教和平传入。基督教三次传入。摩
尼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等，皆在中国有
生存空间。国家要求各教必须拥护中央政权，
遵守国法，同时有益于劝人为善、道德教化。
北魏文成帝说：“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
性。”与此同时，各民族保有自己特色信仰与民
俗。“修文德，来远人”，“齐其政不易其俗，
修其教不变其宜。”于是形成民族地区伊斯兰
教、基督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与儒学、汉
传佛教、道教并存互融的局面。

中华文化在结构上呈：“一、二、三、多”
的态势。“一”指以儒学为主干或底色。“二”
指以儒道互补为基脉。“三”指以儒佛道三教
为核心。“多”指兼容其他宗教如伊斯兰教、
基督教等。

三教合流经历了求同、会通、创新、扩散
几个阶段，对各民族文化和外来宗教都有不同
程度影响。

5、基督教流布与中西文化交汇阶段（清后

期至民国）

西方强势文化进入，包括基督教、自由经
济、现代宪政以及现代科技。几次大的冲击波：
鸦片战争后基督教传布，辛亥革命后西方科学
与民主的传布，还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传布。

儒、佛、道逐渐被边缘化。民国以后，科
学与民主成为主流价值理念。儒学成为批判对
象，宗教取代论流行。但在民间和少数民族地
区，依然保持着宗教传统文化。

新中国成立以后，主流价值导向是社会主
义。儒、佛、道进一步被边缘化。经历了“文
化大革命”，文化虚无主义走到极端，尔后拨乱
返正。改革开放，中国人走向文化自信和文化
自觉，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价值。党的十七大
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

中华民族信仰文化格局处在大变动、大调
整之中，新的信仰文化生态正在重建，尚未完
成。对中国宗教生态的多元通和模式的研究，
可以增加我们对中国文化和国情的认识，以史
为鉴，丰富智慧，更好地面向未来。

中国宗教的特点：
多元通和生态模式

1、多神多教并存，而多样性中有主体性存

焉

中国从源头上没有一神教传统，一神教都
是外来的。不仅多神，而且多教，各种品类的
宗教应有尽有，无一教坐大统制他教，成为
“宗教联合国”。在制度化宗教存在的同时，大
量民间性民俗性宗教存在。这种宗教的多样性
适合中国各民族各阶层各行业各地域的需要，
给予民众以广大选择空间。同时有基础性 （敬
天法祖） 和主导性 （儒学） 信仰，贯通各教，
整合为一体。

2、宗教关系和谐是主旋律

没有宗教战争和宗教裁判所，没有对异端
的残酷迫害。摩擦大致保持在思想言论层面。
政治介入造成的暴力事件是暂时的，没有形成
传统。宗教的温和主义与政府的温和主义是主

流。宗教极端主义与战斗无神论皆不能流行。
一神教进入后淡化了排它性，逐渐走上温和主
义道路。

3、宗教信仰的“混血”现象普遍存在

一人可兼信几教。在民间是三教“混信”。
寺庙同奉三教神像。三教共用同一殿堂。皆以
为常态。影响所及，伊儒兼信者有之，基儒兼
信者有之。乃至不信教者也混有多种宗教观念。
这在一神教发达地区是不可思议的，他们不仅
宗教之间分明，教派之间亦分明，可以改信，
但不能混信。

4、神道依于人道，神权依于政权

神是善神，不是威神。爱人即是尊神，为
民即是敬天。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皇天无亲，
唯德是辅。人神相通：人皆可以成圣、成佛、
成仙，而主要途径是净化心灵，行善积德。人
文哲学与神道宗教互补，使哲学保留神圣性神
秘性，使宗教保持人文理性，不易偏激。在政
教关系上，是政主教辅型，君权至上，只有教
臣，没有教皇。“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释
道安）。三教与多教并奖，因俗而治。主流社会
奉行温和主义、宽容态度。有僧官制度和管理
机构，自东晋即有，专管僧事，但管而不死，
放而不乱。宋有僧录司，元有宣政院，清有理
藩院，民国有蒙藏委员会，兼管宗教与民族事
务。但有时僧俗并用，相混生弊。

5、包纳和改铸外来宗教

佛教与中华文化的融合最为成功，一方面
使佛教中国化；另一方面使中国思想文化丰富
化。伊斯兰教在明清之际出现与儒学融合的高
潮，四大回儒：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
基督教的中国化较为曲折。当代基督教在本土
化爱国运动中出现了吴耀宗、吴雷川、赵紫宸、
丁光训等代表人物，他们致力于基督教与中国
文化的结合，有许多成果，但社会影响不大。
犹太教则消弥于无形。中国文化与外来宗教关
系的基本走向：接纳而后转化，再综合创新。
目前五大合法宗教，! 个是外来的，可证中华
信仰的包容性之大。

多元通和模式形成的原因

1、多民族迁徙、融合、混血，造成文化的

混血与多样性。毛泽东说：“汉族人口多，也
是长时期内多民族混血成的”。 （《论十大关
系》）。汉族与许多少数民族也存在混血现象。
民族格局是多元一体（费孝通）。

2、中原发达的农业文明形成安定求实的文

化性格并对周边文明吸引。农业有周期性，要
深耕细作，以家庭为经营单位，要求社会稳定
有序，追求安居乐业、乡里和睦。最忧虑战乱
的破坏，而渴望和平。中原发达的农业文明对
周边民族有强大吸引力。

3、长期的家族社会形成丰富的礼制道德文

化与和平群居的智慧。冯友兰说：“传统中国
把社会关系归纳成五种，即君臣、父子、昆弟、
夫妇、朋友。在这五种社会关系中，三种是家
庭关系，另两种虽不是家庭，却也可以看作是
家庭关系的延伸。譬如君臣关系，被看成是父
子关系；朋友则被看作是昆弟关系。” （《中国
哲学简史》）这样的社会强调敬老爱幼、家道和
顺，并视天下为一家。

4、孔子儒家和老子道家思想长期的教化

熏陶，其仁和、慈让、尚德、重生的理念对

中国人影响巨大，也影响了宗教文化。儒家
讲仁爱忠恕之道，五常八德之教，和而不同
之理，天下一家之心，天人一体之情。道家
讲道法自然之道，柔慈俭让之教，重生贵养
之理，有容乃大之心，性命双修之方。 《易
传》 提出：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铸就了中
华精神。冯友兰提出：“同不妨异，异无害
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
且平。”费孝通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
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多元通和模式的失衡与重建

1、古代史上的几次大的干扰和冲击

第一次，董仲舒提出“罢绌百家，独尊儒
术”。第二次，南北朝至唐，发生“三武一宗灭
佛”事件。第三次，韩愈提出：“人其人，火
其书，庐其居”的灭教方针，但未被采纳。第
四次，清代乾隆及以后出现“文字狱”及对伊
斯兰新教的镇压。

2、近现史上几次大的冲击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基督教帝国
主义”，利用炮舰，迫签不平等条约，保护扩
张性传教活动。于是激起反抗，教案屡屡发
生。

第二次，“五四”以后的科学主义和宗教
取代论。尤其是“打倒孔家店”，“汉字落后和
取消”论，都对中华文化造成深层伤害。文化
激进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破坏有余，建设不足，
不能批判地继承，更不会创造地转化，往往造
成文化的断裂。

第三次，新中国成立后长期的破除迷信、
取缔民间宗教。这是科学主义流行和过度政治
化的结果。科学要宣传，民间团体要管理。但
民众信仰只要不违背法律就不宜干预。否则会
破坏宗教多元通和生态的基础，反而给外来基
督教一神教的大规模传布提供了空间。

第四次，“文化大革命”要“消灭宗教”，
使宗教转入地下。它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严重
破坏文化，却并未消灭宗教，而只造成宗教在
后来的反弹。

宗教或被扭曲，或被边缘化，或转入地下，
或比例失衡（如基督教过度发展）。

3、中国宗教生态多元通和模式的重生

第一，主流社会回归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的理性的温和的轨道。在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关
系上，提出“适应论”与“引导论”，“和谐
论”与“发挥论”。

第二，宗教学研究日益深入和丰富。摈弃
“残余论”，推出“文化论”。提倡文化包容与文
明对话。

第三，宗教界进行中国特色神学建设，提
倡宗教理性，反对极端主义。加强教风建设，
积极服务社会。

第四，宗教生态失衡存在的问题：基督教
过度发展，宗教极端主义存在，地上教会与地
下教会二元存在，民间宗教处于灰色地带，依
法管理宗教事务尚未很好落实，“非常态管理”
所在多有。

第五，探索新时代宗教生态的重建之路已
经开始。

国家管理宗教事务模式实现两和转变：由
行政直接管理转变为依法间接管理，由防范型
应急管理转变为服务型常态管理。探索宗教生
态建设方略。如：多元通和，固本化外。对民
间宗教进行调查研究，重新认识，纳入管理视
野。

4、在重建宗教生态中继承和发扬中国宗教

的多元通和传统

第一，宗教的多元通和模式是一种良性模
式，它是多民族共存共荣和多样性文化相依共
处在宗教关系上的表现，最有益于宗教自身的
健康发展。宗教冲突和宗教霸权使宗教异化，
丧失劝善功能。

第二，宗教的多元通和有利于构建和谐社
会，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在宗教问题上的长治久
安之道。五大社群关系：政党关系，民族关系、
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都要走
向和谐。

第三，宗教的多元通和模式有益于“一国
两制”，有益于两岸的和平统一，使宗教成为中
华民族之间沟通的桥梁和文化的纽带。

第四，宗教的多元通和模式有益于推动宗
教对话与构建和谐世界。只有宗教之间实现
了和平，才有世界的和平。中国是世界的缩
影，中国宗教的多元通和模式会给世界以启
示。三次佛教世界论坛和一次国际道德经论
坛、一次国际道教论坛都证明中国宗教多元
通和精神有益两岸四地的和谐，有益世界的
和平与发展。

第五，建设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以中
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主导性与广泛性、
先进性与多样性结合起来，发挥宗教在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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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年底至今，为中央

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事中国哲学与宗教学教学科研工作。主要社

会兼职：中国宗教学会顾问、国际儒联理事、

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宗教

理论与佛学研究基地学术委员等。

牟钟鉴先生著有《*吕氏春秋+与*淮南子+

思想研究》、《中国宗教与文化》、《中国道教》、《走

近中国精神》、《儒学价值的新探索》、《探索宗

教》、《老子新说》、《中国宗教通史》（与张践合写）

等多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 !,,余篇。

孔子讲学图（局部）

老子授经图卷（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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