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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宗教生态论是用文化生态学的眼光研究不同范围中宗教文化生命系统总体态势、层次

结构、内外关系、动态运行的机制，考察世界三大宗教生态模式：亚伯拉罕系统的一

元分化式、印度系统的一元多神蝉变式、中国的多元通和模式，说明宗教生态论的理

论价值，重点阐述中国宗教良性生态的失衡与重建。

关 键 词：宗教生态  大生命观  多元通和

作者简介： 牟钟鉴，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

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

一、从生态学到文化生态学，再到宗教生态学

 生态学是近代兴起的自然科学新学科，研究生物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关系。当代生态学与人文

学科相结合，发展出文化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打破“单线进化论”，提出“多线

进化论”，首次把生态学应用于人类文化研究，创立文化生态学。他重视文化对不同环境的适应和由此

形成的文化多样性，认为这些各有其核心属性的不同类型文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进化顺序，它们

是平行发展的 A。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考察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提出生态马克思主义。我国学

者余谋昌著有《生态哲学》B，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的高度考察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关联。

学者方李莉在《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C 一文中提出了与自然生态不同的文化生态问题。戢斗勇

《文化生态学论纲》D 尝试构建文化生态学理论体系。最近若干年，陆续有人文学者把文化生态学的理

论与方法运用到宗教文化的研究，提出并着力建设宗教生态学理论，研究在一个相对独立的信仰文化

圈内，宗教诸种关系及其态势，包括宗教内部的关系，宗教之间的关系，宗教与生存环境（自然与社

会）之间的关系，研究宗教多样性结构及其适应社会过程中的动态平衡、失衡、重建的规律，並涉及

文化圈之间的关系。如俄国学者克拉斯尼科夫就著有《宗教生态学》E、中国宗教学学者从中国的历史

与实际出发，用宗教生态学的眼光，考察中国宗教适应社会的多层次性和动态适应的复杂多变性，以

便更好地推动宗教关系的和谐，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促进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建设。我

写了《宗教文化生态的中国模式》F 和《中国宗教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G、陈晓毅著《中国式宗教生

态——青岩宗教多样性个案研究》H。宗教生态论的探讨引起政界学界越来越大的关注，因为它关涉到

文化建设的战略思考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A ［美］斯图尔德 ：《文化变迁理论》，伊利诺大学出版社，1955 年。

B 余谋昌 ：《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年。

C 方李莉 ：《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北京大学学报》，2010 年 3 期。

D 戢斗勇 ：《文化生态学论纲》，《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4 年 5 期。

E ［俄］克拉斯尼科夫 ：《宗教生态学》，《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9 年 10 期。

F 牟钟鉴 ：《宗教文化生态的中国模式》，《中国民族报》，2006 年 5 月 16 日。

G 牟钟鉴 ：《中国宗教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民族宗教学导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 年 6 月。

H 陈晓毅 ：《中国式宗教生态——青岩宗教多样性个案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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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强调环境（包括物质实在与社会存在）改变人并决定精神文化，同时又认为人能改变环境，

指出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马克思论费尔巴

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概论》一书中指出 ：“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

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

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由此可知，马克

思主义哲学总是用相互作用和生成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宇宙、社会和文化，这其实就是生态学的哲学理

论基础，生态学只是把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用于考察某种系统中事物运动的内部与外部联系而已。科

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

实际上就是社会生态论，把中国社会作为一个大生命体和大生态系统，以人的尊严、幸福和全面发展

为中心，激发社会生命的活力，协调社会机体各部位之间的关系，在良性互动中实现社会大生命体的

健康运行。落实在宗教领域，管理者就不能满足于分别去处理各种宗教问题，而要对中国宗教生态在

宏观上有整体性的把握，对中国宗教生态的平衡、失衡与重建有长远的战略目标，以保证中国宗教与

社会主义社会能长期协调，避免出现病态化趋势，使社会稳定又有朝气。

二、宗教生态论的特质和主要指向

1. 特质

宗教生态论与宗教个案研究、宗教历史、现状研究不同，它的重心不在阐明各种宗教自身的状况

与发展，它侧重在宗教关系及其态势的考察上。宗教生态论也与宗教本质论、要素论、功能论不同，

它的任务不在揭示宗教的一般特征并归纳出它的社会作用，它关注的是生活中宗教系统的生成与变化，

宗教系统与环境的关系，文化共同体生存的总体态势。它吸收西方文化圈理论的要素，又不为其既定

模式所限，而着眼于大的文化共同体内诸多宗教与非宗教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它与宗教和谐论、宗

教文化论有交叉，但又不重叠。它的特质在于把现实生活中相对独立的社群共同体（如民族、国家、

地区）范围內的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看作是一种社会生命系统，内部有其结构层次，外部与大环境

的社会文化系统相依互动，有调适，也有矛盾，在内部不断更新和与外部环境交互作用中维持生存和

发展的活力，宗教生态论就是研究宗教生命系统动态运行机制的理论，它把宗教看作活的文化，目的

是促成宗教关系和谐。

2. 宗教生态论重视自然环境与经济类型对宗教文化的影响

前苏联苏维埃学派提出“经济文化类型”的理论，认为前资本主义时期有三种经济文化类型 ：渔

猎采集型，锄耕农收型，犁耕农业型。又提出“历史文化区域”的概念，它指向共同的社会经济发展

和长期交往、互相影响形成相似文化生活的人们居住区。我国老一辈学者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

中指出，人类由于自然环境之不同而形成生活方式之不同，从而促成文化精神之不同，大致有三种类

型 ：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学者张践认为从历史上看，经济是影响民族宗教关系的重要维

度 A。这一看法肯定了宗教发育状况受经济发展水平与类型的影响，是有道理的。如 ：原始氏族宗教

的自然崇拜、多神信仰与巫术活动，对应着渔猎经济时代的氏族社会特点和需要 ；古代民族国家宗教

的政祭合一与高位神、职能神崇拜，对应着农牧经济时代民族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近代世界宗教的扩

展与改革、民族国家宗教的转型，对应着工商经济的发达和市场经济的竞争 ；当代民族宗教的冲突与

宗教民族主义影响力的提升，对应着经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关系紧密而又矛盾空前增多的特征。从

A 参看张践 ：《多元社会视角下的民族宗教关系》，见《民族宗教学导论》第三章，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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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文化学的角度，还可以从自然环境的差异说明神灵与崇拜活动的多样性。如临近湖海江河的族群

崇信海神水神，依山而居的族群虔信山神，以农耕生产为生的族群崇拜土地神和五谷神，商业发达地

区的族群则喜供财神，如此等等。直到今天，自然环境对人们宗教信仰的直接影响仍然存在，例如东

南沿海居民对妈祖海神的崇拜，青藏高原居民对雪山神的崇拜，仍在延续。不过，随着现代经济的普

遍发展和宗教文化的广泛交流，宗教生态中自然地理的制约和原有经济类型的影响，日渐在减弱，成

为次要的因素，而且多存在于各种原生型宗教文化区域。

 3. 宗教生态论视野下亚伯拉罕系统宗教生态模式与印度系统宗教生态模式

人类社会自古就是多民族多区域多信仰多宗教的世界，宗教文化类型众多，丰富多彩，又在发展

中不断分化、组合、更新、流播。从宗教生态论的角度看，它的生存模式是千差万别、变动不居的，

又表现为交叉、重叠和大系统包含诸多小系统的复杂态势。宗教的分类，有进化论的分类，有地理学

的分类，有语言学的分类，有神灵观的分类，有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分类，有文化变迁与传播学的分类，

不一而足。宗教生态论的主要任务不是阐述世界各种宗教的历史与现状，而是研究世界宗教中有巨大

影响的几种大系统的宗教文化生态模式，从而更好地把握世界宗教的宏观格局。

秦家懿、孔汉思在其合著的《中国宗教与基督教》A 一书中指出，世界有三大宗教河系。第一大

宗教河系，源出于闪米特人，以先知预言为其特点，形成亚伯拉罕系统三大一神教 ：犹太教、基督教、

伊斯兰教。第二大宗教河系，它源出于印度民族，以神秘主义为其特点。第三大宗教河系，源出于中

国，其中心形象既不是先知，也不是神秘主义者，而是圣贤，这是一个哲人宗教。该书对三大宗教河

系各自特点的概括未必准确，但从宗教史上概括出三大宗教河系，即规模宏大的三个宗教文化系统，

望之有如天上银河系之壮伟，是有见地的，它们确实是世界诸多宗教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三大生态发展

模式。我们需要先对这三种模式中的两种模式的特点做出新的说明。

亚伯拉罕系统宗教生存与发展模式可称之为一元分化式。三大教以亚伯拉罕（伊斯兰教称易卜

拉欣）为共同先祖，以《旧约》为早期经典，先有犹太教，再分化出基督教而有《新约》，又分化出

伊斯兰教而有《古兰经》，同出一源，在经典启示和先知代言上依次承接，有因有革，相续出新。犹

太教与犹太民族对接，构成一族一教、同体互融的生态，从而保证了苦难流移中的犹太民族有精神支

柱和身份认同，不致离散沉沦。基督教的出现和发展，则是适应了地区性多民族的罗马帝国的精神需

要，同时基督教成为欧洲各民族的统一身份。由于欧洲文化的深度基督教化，在蛮族入侵和罗马帝国

解体之后，欧洲各民族仍然是文化上的共同体。在近代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纷纷出现并逐步实行政教

分离之后，基督教仍然是欧洲共同体和派生到美国、加拿大的民族国家的精神纽带和文化底色。随着

西方帝国的殖民活动和在全世界的扩张，基督教进一步从文化上加强了向外的传播渗透，使它的生态

空间扩大为跨越五大洲、四大洋的超型文化圈。仅就美国而言，其宗教生态模式可称为一元多教式。

美国是移民社会，多民族必然多宗教，它又在法律上强调政教分离和保护信教自由，因此宗教文化表

现为自由竞争，丰富多样。但这只是在政策层面上如此，在文化生态上却一直以基督新教为基础或底

色，而后容纳其他各教，并非真正平等地对待所有宗教。美国主流社会有很深的“WASP”（白种的盎

格鲁·萨克逊新教徒）情结，美国价值、美国政治与外交都浸润着基督新教精神。例如美国以上帝拣

选的民族自居，要承担“拯救全人类”的责任，因此它要领导和称霸世界 ；美国的历届总统除一位是

天主教徒外，余皆为基督新教徒，就职时要按着《圣经》宣誓 ；美元上印有“我们坚信上帝”字样，

其“爱国誓词”也强调公民要效忠的美国“归上帝主宰”；它的社会道德以新教伦理为导向，认同勤俭

致富、荣耀上帝 ；它的核心价值如民主、自由、人权及强烈的选民意识都根源于基督新教的个体意识

A 秦家懿、孔汉思 ：《中国宗教与基督教》，中文版，三联书店，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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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爱每个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独立宣言》认为人权是“从上帝那里被赋予”的。美国的

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只在局部范围生存，远不如基督教那样有全国性影响。在“9·11”事件发生以后，

穆斯兰群体经常成为国家安全部门监控的对象。这就是美国宗教生态结构的现实特点。伊斯兰教一向

与阿拉伯民族的社会髙度一体化，对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有全方位全过程的影响。它既适应了阿

拉伯民族在强盛时期统一帝国扩展实力和文化的需要，也能够在阿拉伯民族衰落和分裂时期维持精神

家园的需要。它的生态空间随着与基督教较量的胜负而时大时小，但在中心区域是稳定的。当代阿拉

伯世界中有些国家是世俗政权，但伊斯兰教仍具有国教地位，保持着主导文化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

迅猛发展的今天，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与社会环境之间出现种种生态失衡的

状况，不得不进入它的转型期。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一神教，其崇拜的神灵是绝对唯一神，

它至高无上，唯一无二，全知全能全善，不承认任何他神。由此之故，其原教旨主义必然唯我独尊、

强烈排它。由于同而不和，三教内部必然不断分裂，形成教派互斗 ；外部必然不断对抗，造成宗教冲

突。基督教分出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伊斯兰教分出逊尼派、什叶派和其他教派，彼此不可能重新

联合。中世纪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和伊斯兰教的“圣战”，当代基督教强势族群的强权主义与伊

斯兰教弱势族群的宗教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以及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对斗，都说明亚伯拉罕系统的宗

教文化生态是一元分化模式，彼此渐行渐远，存在着内部紧张的基因，在争斗中优胜劣汰，平衡是暂

时的，不平衡是常态的。根据钱穆的理论，亚伯拉罕系统的文化属于游牧商业文化大类，其特点是向

外寻求、流动、进取、战斗。一曰空间扩展，二曰无限向前。因此其发展过程表现为大起大落，大开

大合，内外竞争激烈。在世界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髙度发展而成为地球村的形势下，在人类面临共

同的生态、社会危机，却四分五裂的状态下，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作为世界主流文化

重要部分的亚伯拉罕系统原有的宗教生态模式，越来越显现其陈旧和与国际社会生态健康化的不适应。

主要是在贵斗哲学支配下的原教旨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流行，必然导致民族宗教激烈冲突，如不有效

加以制止，将把人类引向灾难。因此，亚伯拉罕系统宗教生态必须作大的调整，关键是壮大开明派的

力量，抑制极端主义，倡导贵和的理性的宗教温和主义，并使其主导宗教的发展方向，这是内部的决

定性因素。同时，通过平等开放式的宗教间对话和強大进步舆论，从外部予以推动。

印度宗教生态模式可称为一元多神蝉变式。婆罗门教起源古老，以《吠陀》为经典，以梵天、毗

湿努、湿婆为三大主神，以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为三大纲领，信仰梵我一如、业报轮回，

与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四大种姓 ：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相结合，全方位覆盖了印度的

社会文化。在一元宗教内部，则天、空、地三界诸神众多，各司其职，掌管人间万象万事。为适应时

代的变化，婆罗门教也经历了后期吠陀和梵书时代、奥义书时代和经书时代的不同阶段，这是小蝉变。

公元前 5 世纪以后，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兴起，主张慈悲为怀，众生平等，反对种姓制度，获得社会

中下层的欢迎，甚至得到刹帝利阶层和国君的支持。公元前 3 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尊佛教为国教。

印度种姓制度根深蒂固，经历了数百年间婆罗门教与佛教的对抗，婆罗门教吸收了佛教、耆那教和民

间信仰的若干成分，演化为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再加上伊斯兰教的强势进入，逐渐将佛教挤出印

度。印度教重新占据除了伊斯兰教社区以外的印度社会的精神世界。这是一次大蝉变。梵天、毗湿奴、

湿婆成为三位一体的至上神，重视瑜珈的修行之道。印度教对于民间的多神崇拜很有包容性，能够同

时容纳苦行主义与纵欲享乐，其种姓分别也有松动，小的蝉变时有发生。但它与印度民族文化结合较

深，其教义的普世性较少，虽然信徒众多至今仍未超出民族的范围，非但没有成为世界性宗教，而且

在外部与伊斯兰教和锡克教不断发生冲突，以至于上世纪中叶在英国殖民主义策动下，转信了伊斯兰

教的原印度居民中心区，从印度分裂出去，建立了巴基斯坦国家，彼此间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对抗，

至今仍在延续。这是印度宗教生态的又一次大蝉变。按照梁漱溟的观点，西、中、印三种文化路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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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精神不同，各有优劣。西方文化向前求进，中国文化调和持中，印度文化反身向后。印度文化确

实长于冥思返观，追求神秘主义体验和内心解脱，所以内向炼养式和苦行式宗教发达，同时也锻炼了

体悟思考能力，推动了哲学型宗教的繁荣，《奥义书》和佛经代表着直觉思维的最高水平。在印度社会

文化大环境（主要是种姓制度和神灵的民族色彩鲜明）中，印度教最适宜生存延续，而佛教的普世性、

平等观与社会的等级制、民族意识之间的紧张始终不能有效消除，于是它悄然退出印度，经过南北两

条通路而走向世界。佛教在中国遇上儒家的仁和之道和道家的虚静之道，找到适宜的文化环境，于是

蓬勃发展，形成佛教发展史上新的高峰期，跨出了它演为世界性宗教的关键一步。

4. 中国宗教生态的多元通和模式

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多地区多宗教多信仰的国家，没有一神教的传统，却有多元文化和谐互动的

深厚传统。从自然与经济生态来说，地理整体单元和农业为主、农牧互补，形成民族众多并内向会聚

及边缘伸展。中国幅员辽阔、地理多样，因而有众多民族及其文化。但中原农业发达，文明先进，民

族间的争斗、交往、迁徙，其主流指向中原，内聚力强大。同时中原文化不断向四周辐射，周边游牧

民族入主或认同中原，又带动边疆进入中华版图。西部北部有高山沙漠，既是屏障又有陆路交通与境

外连接。东部南部有大海形成海防，又可与世界海路相通。从民族生态上说 ：一方面民族与文化多样，

另一方面多民族又内向融合，生成主体民族汉族，像磁铁把多民族吸引在它的周围，彼此共处，互相

渗透，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种民族结构和生态，直接造成中华文化多元通和的成分结构和

关系生态 ：中华文化在成分结构上有双层性，即数十个单元民族文化各有自己特色，同时作为多民族

共同体的复合型中华民族，又有文化的主体性和共同性 ；在关系生态上以和谐、接近为主旋律、总趋

势。从社会类型来说，中国在农业文明发达基础上把早期氏族血亲关系扩展为宗法关系，形成牢固的

家族社会。家庭是最重要的社会单位，夫妇、父子、兄弟是基础关系，君臣是父子的扩大，朋友是兄

弟的延伸。中华民族在农业文明与家族社会土壤里生长出亲情、乡情与群居智慧，追求和谐稳定，喜

欢用家庭乡里的眼光看社会看世界，亲近土地和自然，产生出孔子、老子为代表的以儒家道家互补为

主脉的中华思想文明，既重人文道德，又重自然本性，以中和之道为精神方向，逐步建设起中华信仰

文化多元通和生态系统。

中华信仰文化多元通和模式的主要表现 ：第一，人文性与宗教性融通。人文理性引导宗教信仰，

两者互为補充。孔子儒家仁礼之学和老子道家道德之学，本质上是人学，崇拜圣贤超过神灵，它们规

定着中国各种宗教发展的主流路向，即神人一体，以善为教。从而避免了欧洲中世纪神权政治和神学

垄断，使宗教义理贴近现实生活，有益道德教化。而宗教又弥补了儒道两家缺少彼岸追求和神灵慰藉

的不足。汉魏到近代，儒、佛、道三教鼎立是中华信仰的主体架构，其中儒为导向，佛、道辅翼，三

家相得而益彰。第二，民间性与正统性互补。民间宗教与正统大教相别又相互流动，形成民俗文化与

精英文化的互动，不仅同时满足了上下阶层的信仰需求，而且在互动中保持着宗教的生命活力。民间

宗教可分为民俗性宗教和组织化宗教。前者如家族之祭祖，农业牧业海事诸神及行业神崇拜，岁时节

庆祭祀，人生礼仪，佛、道教影响下的宗教民俗，各种生活神（王母、财神、城隍、寿星、文昌、药

王等），巫傩风尚，宗教性禁忌等。后者如白莲教、大乘教、八卦教、罗教、黄天教、弘阳教、三一

教、天地会等。正统大教则有国家郊天宗庙社稷之祭礼，道教，佛教，和陆续传入的伊斯兰教，天主

教，基督新教。民间宗教吸收正统宗教的营养，正统宗教以民间宗教为基础。发展中彼此有竞争有磨

擦，但又相互依存和转化。组织化民间宗教具有不稳定性，往往成为社会抗争力量的旗帜。第三，民

族主体性与多元开放性统一。中华民族信仰文化有鲜明的民族主体性，表现为 ：其一，敬天法祖为全

民尊奉並数千年不变的基础性信仰（不可脱离，但可兼信他教）；其二，以儒道互补为底色，以仁为

体，以和为贵，以生为本，以德为上，追求福寿康宁的核心价值，提倡自强不息、厚德載物、刚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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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民族精神，具有和而不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博大胸怀。因此它在文化上必然是开放的，易

于接受外来宗教并使之中国化。佛教是请进来的，经过儒、道两家的洗礼，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化，进

入主流文化。伊斯兰教传入后，与儒家礼教、理学相结合，成为中国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天主教与

基督新教在传播过程中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利用，出现曲折与冲突，但爱国守法的团体、人士和活动

仍然被中国接纳，有正常生存空间，只是中国化的过程较为漫长。第四，通和性与多样性并存。在儒

家“和而不同”和道家“有容乃大”思想引导下，不同宗教互相接近、彼此和谐而且会通，成为风气，

历代王朝文化政策主流是三教和多教并讲，有的还举办三教会讲，使得信仰关系以和谐为主旋律，还

出现二教或三教共信的“信仰混血”现象。百家异说可以殊途同归的观念深入人心，信仰的多样性被

视为正常普遍现象而得到尊重，在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上则表现为“因俗而治”，“兴教安边”的路向。

于是，中国宗教以其突出的多样性与和谐性而得到“宗教联合国”的称号。第五，连续性与阶段性共

显。中国信仰文化生态在长期发展中有变化而无断裂，前后相续，有因有革，一直与古老文明源头活

水血脉相连。传统的“尊天敬祖”长期不变。儒学的仁和之道、五常八德、天人一体等人学之理，古

今不易。道家的尊道贵德、道法自然、重生尚柔等朴真之则，常驻常新。同时，不变又寓于变动之中，

呈现出发展的阶段性。上古是多神共生的氏族原始文化，尔后是尊天敬祖的三代宗法文化，再后是理

性觉醒的春秋诸子文化，继后是学教并重的秦汉礼义文化，此后是时间最长的三教和多教繁荣的中古

德性文化，最后是中西交汇的近代变革文化，目前中国文化仍处在变革之中。中华信仰文化生态的发

展，如同百川汇集的长河，水量充沛，含质丰富，不断有新流进入，也常有弯道和险滩，那不过构成

了一道道不同的风景线，而河水继续奔腾向前，流向人类文明的海洋。

三、宗教生态论拓宽和丰富了宗教学的理论体系

西方宗教学在 130 多年间发展出很多学派，形成很多分支学科。中国宗教学在 30 多年间也成长迅

速，颇有自己的特色。从历史、理论、现状三大研究领域来综合分类，其一，有宗教史学，包括原始

宗教史、各教宗教史、国别、民族或地区宗教史、世界宗教史 ；其二，有宗教学理论，包括宗教学原

理、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传播学、宗教心理学、宗教文化学、宗教哲学和民族宗教学 ；其

三，有宗教现状研究，包括世界宗教现状、中国宗教现状、各国的宗教理论、法规与政策。中国正在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世界宗教学已有成果

的综合创新。宗教生态论是其中新兴的重要理论。它创造性地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科学发展

观，又补充了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宗教文化学等学科的不足，也能使宗教史学和宗教现状的研

究开出新的境界。

 1.宗教生态论的宗教关系整体结构理论，弥补了宗教社会学家分别关注宗教与社会之间某些联系、

某些功能（进化论、功能论、冲突论、补偿论等）的局限，而能从整体上全面研究某种社会大系统中

宗教之间、宗教与社会的复杂多层关系，把握其关系结构方式，这样人们对特定宗教的位置和作用会

看得更加清楚。例如伊斯兰教在穆斯林国家社会文化系统中是贯彻社会上下的唯一的全民精神支柱和

精神家园，也是它的政治文化，须臾不可或离 ；而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文化系统中则处于从属和局部

的位置，与其他宗教是平等的，只在 10 个民族社会文化生活中起主导作用。又如中国五大宗教在政治

上是平等的，而在中国社会文化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佛、道二教进入中华主体文化之中，

具有全局影响，而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新教虽然教徒人数超过佛教道教，在中华文化由仍处在边

缘状态，只有局部影响。加上国际社会与文化生态的影响，天主教、基督教与中西关系相连，伊斯兰

教与国内民族关系相连，具有佛、道教所无的特殊作用。不了解宗教关系整体结构，五大教的社会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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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作用就说不清楚。

 2. 宗教生态论的生命系统运行机制理论，用一种大生命观考察宗教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弥补了教

别史、文化圈理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孤立考察某种宗教及其影响的缺陷，也避免了宗教哲学缺乏具

体生动性的不足，而把宗教文化作为社会生命共同体，关注其生命系统的内在动力、循环、遗传、更

新、调节、修复，及与外部环境交换质素、信息的运行机制。这样，宗教不仅呈现为动态的事物，而

且是不断在进行新陈代谢的有生命活力的事物。宗教生态系统是立体化的多层次的生命系统，从世界

宗教生态到地区宗教生态，再到国家民族宗敦生态，再到地方或教别宗教生态，一直到教团和家庭，

大系统隶属小系统，母系统派生子系统，层层套叠，错综交叉，收缩扩张，起伏兴衰，既需要分别考

究，又需要整合综论。例如东亚地区的宗教生态，以中国为腹地，形成儒学文化圈、佛教文化圈、道

教文化圈的三重叠加的东亚模式，其辐射范围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越南，波及东南亚各国。东

亚宗教生态系统是在中华仁和精神引导下，通过文化的和平交流方式形成的，没有政治集团操控，不

伴以战争掠夺流血。儒、佛、道在传播的过程中又不断与东亚各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形成各自

的特色。如儒学在朝鲜半岛发展出“性理之学”，在日本发展出“朱子学”、“阳明学”；佛教在朝鲜

半岛发展出“五教九山”，在日本发展出“净土真宗”、“时宗”、“日莲宗”，在越南发展出“竹林

禅派”、“莲宗”、“元绍禅派”；道教在朝鲜半岛出现了特色官署“昭格署”和特色道观“福源观”，

在日本与天皇制有密切关联又影响了神道教的发展。近现代以来，在西方文化强劲冲击下，东亚文

化圈衰弱破碎，儒学在中、日、越三国被边缘化，基督教传播神速。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儒学在中

国衰而复兴，在东南亚新加坡等国的影响有扩大之势。可见，宗教生态系统的兴衰变异，是内外因

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3. 宗教生态论的文化生态圈与分布的识别方法，能够使人们对宗教的认知，不停留在抽象概念或

现象描述上，而能把宗教历史、宗教理论、宗教现状结合起来，从系统论的视野和异同比较的角度识

其多样性和类属，从而将世界宗教和中国宗教有机连贯起来，组成一幅彼此相通而有色颜各异的图式。

世界上的宗教是多种类多层次的，看似无序杂多却有类属序列。已有的地理学分类、语言学分类、进

化论分类、社会学分类、现象学分类似乎都不能恰当揭示人类宗教真实的生存状态。而文化生态圈的

分类会使各种宗教的动态分布景象在我们头脑中清晰起来。从古至今，世界宗教的生灭、兴衰、变革

一直在进行中。从目前相对稳定的宗教生态模式看，大致形成如下若干主要生态圈和分布 ：

（1） 以欧洲和北美为腹地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文化生态圈，并延展到五

大洲，以亚洲为新兴区 ；

（2） 以阿拉伯半岛和阿拉伯民族国家为腹地的伊斯兰教文化生态圈，扩展到五大洲，与基督教文

化生态圈多有重叠 ；

（3）以东亚和东南亚为腹地的佛教文化生态圈，在其他各洲均有数量不等的教徒 ；

（4） 以印度为主区的印度教文化生态圈，在斯里兰卡和印巴有争议的克什米尔也有印度教群体，

此外一批印度教徒随着移民而迁居欧美 ；

（5） 以中国为主区的以儒道互补为底色的中华多元通和文化生态圈，它对周边国家尤其对东南亚

地区的华人文化有一定影响 ；

（6）日本以神道教为底色的多教共存文化生态圈 ；

（7） 与犹太民族相结合的犹太教文化生态圈，主区在以色列，而在美国和俄罗斯都有一定数量教

民群体 ；

（8） 欧、亚两洲北部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各族信仰的原生型宗教萨满教文化生态圈，虽不断有其

他宗教进入，但萨满教在民俗文化中仍有深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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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8 种宗教生态模式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决定着世界宗教未来的走向。

四、宗教生态论与中国宗教生态建设

宗教生态论有益于中国社会主义者总结历史经验，确立今后中国宗教文化发展战略，引导宗教长

期平稳地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促进社会和谐。

1. 历史经验教训

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宗教生态多元通和模式，基本上适应了多民族多宗教的国情，与农业文明、家

族社会形成和谐关系。这期间也有不适应发生，如南北朝至唐有“三武一宗灭佛”，清后期对伊斯兰教

新教的镇压，主因是执政者宗教政策一时失当，造成政教关系短期紧张。不同文化之间的论争与张力，

只要局限在理论范围而不激化为暴力冲突，有益于彰显各自特色与彼此借鉴，激发向前的活力，这是

文明发展的规律。

民国以来，中国社会进入社会变革剧烈时期，进步力量与革命团体致力于民族独立解放事业，来

不及细心研究宗教文化的调整与发展问题，在西方科学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影响下，对中华传统文化

（包括宗教）进行猛烈冲击，批判与否定有余，转化与建设不足，出现“打倒孔家店”、“汉字落后过

时”、“取代宗教”等“左”的文化口号与思潮。建国以后特别是 1957 年以后，文化上只强调“兴无灭

资”，对中华传统文化虽有“批判地继承”的方针而不能落实 ；又受苏联“鸦片基石论”的影响，对宗

教批判限制多，保护引导少，尤其视民间组织化宗教为“反动会道门”，民俗性宗教为“封建迷信”，

不断予以扫荡 ；在“文革”期间则实行“消灭宗教”的极端主张，把宗教打入地下。由此，我国宗教

文化优良传统出现断裂，宗教生态严重失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文化理论与政策（包括宗教理论

与政策）回归唯物史观与理性温和的轨道，把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弘扬中华文化，吸收人类文明成

果，进行综合创新。在宗教问题上抛弃“宗教残余论”、“宗教鸦片论”，提出“宗教适应论”、“宗教

文化论”、“宗教和谐论”，于是宗教领域面貌焕然一新。

但是在宗教生态问题上我们还缺少深入反思 ：历史上的多元通和模式如何评价？哪些原因造成了

宗教生态的失衡？我们的失误在哪里？对这些问题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2. 我国宗教生态失衡的表现和原因

（1）表现

一是在现今合法五大宗教中，外来宗教的比重远大于中华传统信仰，道教佛教加在一起，亦不过

半，而唯一土生土长的道教是五大宗教中群体最小的宗教 ；二是历史上主导诸宗教精神方向的儒学不

仅被边缘化，而且被妖魔化，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是负面的形象 ；三是民间信仰缺失，填补这一缺失

最具活力的是尚未充分中国化的基督教，基督教以历史空前的过快速度在城乡增长（每年增约 100 万

教徒），成为正式信徒最多的宗教，削弱了中国宗教文化的民族主体性，急剧地改变着中国宗教原有的

结构版图 ；四是地上地下教群的二元存在，使统一的宗教生态破裂，处在灰色与黑色地带的宗教群体

在病态中生存。

（2）原因

一是当代主流社会人士放弃儒家温和的“神道设教”理念，趋向于战斗无神论的反宗教思想，视

宗教为社会进步的障碍，行动上致力于与宗教作斗争，从而压抑了温和的宗教，却不能有效阻止原教

旨主义的宗教教派流行 ；二是不重视传统民俗文化，反复不断扫除民间宗教与信仰，结果摧毁了多元

通和宗教生态的基础，不仅使民众的信仰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且淡化了多神崇拜心理，为以传教为信

仰并擅长于基层分散传教的基督一神教扩张性传播，提供了适宜的广大空间 ；三是主流社会对孔子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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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老子道学在维护中华民族主体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长期认识不足，反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的流衍

深广，“文革”思维仍有影响，弘扬中华文化的力度不够，支撑不起中华文化复兴的大业 ；四是管理思

想和体制不能与时俱新，用老观念老套路应对新情况新问题，于是宗教领域二元结构和灰色地带的问

题久久不能解决。

（3）宗教生态多元通和模式的重建

①中国宗教多元通和模式是一种良性生态模式。

它是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多样文化相依共荣在宗教关系上的表现，最有益于宗教自身的健康发展

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最有益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治久安。它也有益于一国两制与两岸文化和平交流。

它还有益于推动宗教对话与世界和平。而宗教暗中发展，或一教坐大，或宗教关系紧张，或外部干扰

不断，都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工作应有新的特色新的内涵。

②多元通和，固本化外——文化战略的思考。

宗教结构的失衡、信仰基础的削弱和生存病态的存在，既然是长期所积，那么重建良性生态当然

也非短期之功。在诸多建设中文化建设是软性的又是较难的，而文化建设中信仰文化重建更是无形的

又是最难的，需要长期推动。文化之间的平衡只能靠文化的力量来实现，舍此，其他手段都不能成功。

实行宗教政策与建设宗教生态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 ：在法律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面前，各教一律平等 ；

在建设宗教生态任务面前，要从民族发展全局利益出发，具有战略眼光、宏观目标，把保护民族性文

化放在首位。从文化战略上考虑，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八个字 ：多元通和，固本化外。“多元通和”要求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指导下全面开放各种爱国劝善的宗教，将其纳入社会管理视野并加以积

极引导。多样性宗教之间一律平等，和谐互尊，还要相互沟通、相互学习，形成爱国守法、行善积德

的文化联合体。“固本化外”要求加大中华传统信仰文化重建的力度，继承和发扬中和之道的优良传

统，加快各种外来宗教中国化的步伐，使之如同佛教那样成为中国和谐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③用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引导宗教生态的重建。

在历史上，引导多元宗教的思想是人文的儒学，其宗教观是温和的“神道设教”之说。在今天，

引导多元宗教的思想是人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宗教观是温和的无神论。既坚持无神论，又尊重

有神论，就是温和的无神论，它是新时期建设宗教多元通和生态的必要社会条件。它与儒学异在不保

留天命鬼神的思想空间，同在不反宗教而能加以包容，并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它与以往的无神论同

在都不承认神灵实在和灵魂不死，异在它承认宗教存在的必然性与长期性，不赞成与宗教为敌，而要

给予尊重，与之合作。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强调以人为本、共同富裕、公平正义、互尊和谐，它是社

会主义思想与中华文化的有机结合。在它的指引下，人文理性与科学理性是社会思潮的主流，社会文

明得以日趋提升，宗教理性也将不断加强，宗教关系才能走向和谐。科学发展观不仅是社会发展的方

略，也是宗教生态重建的路向。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把主导性

与广泛性、先进性与多样性统一起来，建成能够满足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区多种文化需求的中华民族共

有的精神家园。

④进一步弘扬孔子儒学和老子道学，促其实现当代转型，展现中华文化的崭新风貌和新时期文化

的民族精神，发挥其融合不同文明的传统优势。

要早日使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忠孝诚信礼义廉恥）和道家的道法自然、尊道贵德，

重新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普遍伦理的基础，并不断辐射到宗教伦理 ；用儒家中和之道和道家柔和之道

促使各种信仰中温和主义成为主潮流，推动宗教关系日益和谐。儒道互补是中华文化的底色和民族文

化标识，是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最强劲柔韧的精神纽带。今后也将如此。陈水扁台独势力执政时期，

大力推行文化上的“去中国化”，使中华文化良性生态遭到一定破坏，两岸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感到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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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我们要引以为戒，反其道而行之，共同致力于中华文化的固本培元工作。

⑤有效地推动天主教、基督教神学中国化的事业。

作为一神教的基督教，其原教旨主义认为“耶稣以外无拯救”，有强烈排他性，容易被西方霸权

主义利用，成为对外扩张的助手。这样的基督教不适于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与多元通和宗教生态的需要，

必须与儒、道思想相结合，不断地中国化，也就是不断地温和理性化，減弱其排他性，增强其包容性，

减弱其洋教性，增强其中华性，才能使它成为中国和谐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异物。中国特

色神学建设是基督教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关键。西方敌对势力谋图中国基督教化，我们的对策便是基

督教中国化。这是保持宗教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与对外开放性相统一的唯一可行之路。老一辈爱国基督

教神学家早已在做神学中国化的工作，并推出一系列理论成果。如赵紫宸的伦理神学，吴雷川的折中

神学，谢扶雅的辩证神学，吴耀宗的实践神学，丁光训的博爱神学，陈泽民的和好神学，汪维藩的生

生神学，都贯穿着孔子老子的仁爱中和之道。这一事业尚后继乏人，要大力组织和培育年轻开放而有

中华文化素养的基督教学术队伍，他们将肩负起使基督教真正融入中国社会的重任。

⑥有序地开放中国民间宗教。

中国民间宗教有深厚久远的传统，历来占据中国宗教市场的最大份额。其历史特点 ：一是多神崇

拜，二是神学粗杂，三是融入民俗，四是地方差异，五是边缘存在。其中有独立组织的民间宗教往往

家族传承，有流动性、不稳定性 ；民俗化的民间宗教（习称民间信仰）则多与村社家族相结合，成为

一种民俗文化生活。民间宗教是民间社会的精神依托和稳定要素，也是儒、佛、道三教成长和回归的

土壤。它也存在着低俗诡异、妨碍科学的缺陷，有被利用来骗钱害人、煽惑谣言混乱的负面作用，所

以需要正确引导和依法管理。目前民间宗教正在自发重建中，社会管理者要视其为正常文化现象，给

予合法生存空间，纳入社会生活运行轨道。台湾地区的经验证明，发达的民间宗教与信仰，对于形成

中外宗教关系的动态平衡，有巨大作用。多年来天主教与基督教不足百万信徒，非但未出现过快发展，

而且信众数量有下降的趋势。有些少数民族地区不以信仰世界三大宗教为主，而有自己传统民间宗教，

如北方萨满教，南方麽教、师公教、毕摩教、东巴教等，该地民众要求与信仰五大宗教同样的合法信

仰权利。因此，开放民间宗教，是消除信仰歧视、实现信仰自由的重要体现，也是重建多元通和宗教

生态信仰基础的重要步骤。

⑦克服佛教道教“上层化”、“商业化”倾向，发扬其仁慈天下、爱国尚德、中道不偏、平等互尊

的精神，促其更好地面向民间、服务大众，涵养生命、生发智慧，向着道德宗教、文化宗教的方向发

展，那么佛道二教便可为发挥传统的文化优势，为宗教生态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伊斯兰教在 10 个信教民族的精神生活里居主导地位，其宗教生态建设的主要任务，一是抑制宗教

极端主义，提倡宗教温和主义，实现宗教和睦 ；二是把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宗教认同三者统一起来，

牢固树立爱国意识、法律意识和民族团结意识 ；三是淡化教派意识，改铸“圣战”观念，发扬中国伊

斯兰教忠厚教人、和平化世的精神，实现教内团结。

宗教生态论将使中国社会主义者获得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整体观、动态观和驾驭全局的能力，努

力创建多元通和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使各种宗教在宪法、法律范围内，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

各得其所，各尽其职，以自己的方式为社会和谐发展服务，进而为改善世界的宗教生态、推动文明对

话尽一份力量。

（责任编辑 杜 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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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Religious Ecology

Mou Zhongjian

Abstract:  Religious Ecology studies the general trend, hierarchical structure, inner and outer relation and 

dynamic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organic religious cultural systems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ecology. Three major religious systems are examined in the paper: 

the monotheistic differentiation model of the Abrahamic religions, the monolithic polytheistic 

transmutation model of Hinduism, and the polynary harmonious interaction system of China. The 

author will talk about the theoretical value of religious ecology,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imbalance 

and recovery of a healthy religious ecology in China.

Key Words: Religious Ecology, the Grand Life Perspective, Polynary Harmonious Interaction

Six Problems in the Religious Discourse of Western Marxism

Yang Huilin

Abstract:  The privatization of religion in modern society has led to an interest in Christianity not only as 

a faith tradition, but also as a cultural discourse, thus leading to new patterns of discour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Marxism. Are there possible common grounds of interest for 

Marxism and Christianity? The question is of significant reference importance for contemporary 

religious studies in China.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issue in six aspects in the paper.

Key Words: Western Marxism, Christian Theology, Meaning Structure, Theoretical Paradigm

Smash Temples, Burn Books: Comparing Secularist Projects in India and China

Peter van der Veer 

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problems inherent in the secularist project, by an examination of secularisms 

in India and China. Different motives, historical backgrounds, political situations and cultural 

considerations etc. have led to different paths and results in the two countries’ secularization efforts 

in modern times, the study of which will furthe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ecularist project.

Key Words: Secularist Project, India, China, Secularism

Religion an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arity in China:
Also on the Value of Compassion, Tolerance, Specialized Dedication and 

Formative Education

Wang Zhenyao

Abstract: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charity is widely recognized.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s 

charity in China goes through a modern transformation,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aritable works to foster good relation and virtuous circle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charity, based on the practical situation in China. The author talks about issues including historical 

origin of religion and charity, compassion and tolerance,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religious 

charity and charitable welfare services in a modern society, emphasizing the value of compassion, 

tolerance, specialized dedication and formative educa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social ideas should 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