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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民对信仰问题的研究有着信仰般的执著。
二十多年前，学民在南开助教进修班的时候，就表现出研究信仰问题的浓厚兴趣。
几年以后他重回南开从我攻读博士学位，仍将信仰问题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
信仰问题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也是哲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学民又有浓厚的兴趣和一定的
研究基础，所以，开始我对他的选题是非常支持的。
但是，当他后来谈到具体的思路时，我对他的研究路径却表示了非常的不支持。
他最初的论文设计，是要构建一个包罗信仰问题的方方面面的《信仰论》体系。
这与我的治学理念是相悖的。
　　当时，南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已经将社会哲学作为主要的博士研究方向。
我们的社会哲学研究确定以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为切人点，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重大问题为中
心，而不从概念、原理出发，不搞体系先行。
信仰问题无疑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无疑是我们的社会哲学必须予以关注
和研究的课题。
因此，我建议他先不要把“信仰”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去考虑，而把信仰作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
发生的一个“问题”去对待。
这样，论文的题目就确定为“社会转型与信仰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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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仰作为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
不仅是有关人生观的重要问题，而且是有关意识形态建设和发展的枢纽问题。
本书不仅从理论和现实、宏观与微观等方面，对信仰问题进行了多维度、多层面的研究和探索，从而
在理论上系统地呈现了信仰本质论、信仰类型论、信仰机制论、信仰功能论、信仰危机论、信仰重建
论等信仰理论扇面，而且还从方法论上探讨了信仰的研究视野、框架和方法，从学科建构上开启了马
克思主义信仰学的构建，从而完成了对社会信仰论的基本理论架构，为读者展示了一个有关信仰的理
论彩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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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荆学民，1959年生，山西临猗人，哲学博士，全国优秀教师。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教授、传播学专业政治传播方向博士生导师；兼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教授、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政治文明与信仰方向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是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尤其集中在信仰问题与信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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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信仰研究视野论　　时代要求我们坚持正确的信仰　　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历来
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
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明显增强，国际敌对势力也千方百计地向我们渗透其意识形态和生活方
式，因而在一些党员、干部和青年中出现了理想信仰动摇的问题。
为了增强全社会的凝聚力，同心同德地把我们的党和国家引向光明的未来，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深刻认识正确信仰观的必要性和现实性。
　　一、信仰与迷信　　有人认为信仰就是迷信，这是一种混淆是非的糊涂认识。
　　马克思主义认为，信仰有三个最基本的特征：第一，实践性人的实践活动本质上是一个创造性的
过程。
人在实践中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
实践使人从必然中获得自由，不仅使人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而且使人的精神不断升华。
正是实践，使人超越了动物意义上的繁衍和进化而提升为人。
实践活动是人类自我超越的基础，也必然是人的信仰产生和存在的基础。
第二，社会性。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
”信仰也是人的一种意识，是意识的一种形式，因而也具有社会性。
正是在社会实践中，人的社会意识逐渐积淀为一种“内在精神模式”，为人的全部行为确定动机和目
的，制约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离开社会性，就无法认识信仰的实质，而只能从“先天”或“先验”中寻找信仰的根据，这不可避免
地要坠入谬误的深渊。
第三，神圣性。
信仰不同于一般的信念，它在人的精神世界中占据“统摄”地位。
正是由于这种“统摄”的高度凝聚作用，使得处于信仰中的人和对象结成一种神圣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神圣性是人的精神通过自我超越进入一种崇高状态的体现。
信仰的神圣性，要求信仰者对特定的信仰对象全神贯注、倾情投入、恒久专一，这些都是信仰在态度
和情感方面的独特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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