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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两宋道教与政治关系研究》以两宋为研究时段，比较深入地对两宋道教与政治之关系进行剖析，着
重对两宋政权（君王及臣僚）与道教的关系、两宋道教主要管理制度及其政治意义、两宋道教与政治
伦理等问题进行探究，在整体把握道教与政治关系的基础上，力求更加深入细致地探寻两宋道教与政
治关系的内部图景。
《两宋道教与政治关系研究》试图透过对两宋道教与政治关系之揭示，折射出中国传统社会政教关系
的一般性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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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向仲敏，男，1973年生，四川南充人，哲学博士，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副研究员。
主研省部级课题4项，在《宗教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高校理论战
线》等刊物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主要研究方向为宗教与政治、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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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此，吕大吉先生不无感慨地评论道：“君权与神权、政治与宗教，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合流
的。
如果说，还有什么‘中国民族特色’的话，那就是中国的宗教历来附属于中国的政治，神权历来服从
于君权而已！
”卓新平先生也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的典型特征是一种因袭相传的王道政治，即王权高于一切
。
⋯⋯而中国宗教所体现出的介人生活、走向社会和参与政治这一主流，也正是对中国文化传统之政治
层面的生动写照。
”中国传统社会形态下道教与政治的关系，同上述学者所揭示的政教关系的总体样态是吻合的。
如李养正先生所言：“道教与中国封建社会相应发展的表现特征，就在于它始终使‘神权’与皇权保
持一致，为封建统治者效劳；封建统治者控制和利用道教，目的也正在于使神权与皇权一致；融神权
与政权于一体，使神权成为了政权的依据、靠山、命根子。
”　　但是政治与宗教合流并不说明政治与宗教就是一回事，更不能就此断言中国传统社会宗教与政
治的关系没有研究价值。
恰恰相反，对二者关系的研究既有助于我们厘清中国传统社会宗教的发展轨迹，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
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生态的认识。
在如何看待宗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潘显一先生指出：“宗教的”掌握方式不等于作为意识形态的
宗教。
他认为“宗教的”掌握，其实就是“信仰一逻辑的”认识途径或思维方式。
质言之，“宗教的”方式就是“信仰的”方式。
潘显一先生此论强调了宗教反映世界的独特性，这一论点提醒我们：在研究宗教与政治之关系时，既
要注意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所具有的阶级性，同时也要注意“宗教的”掌握方式自身所特有的属性
。
如能做到两者兼顾，无疑会对宗教与政治关系之研究大有裨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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