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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宗教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历史现象，与社会物质生活及精神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研究的宗教已经从沙龙走向社会，成为人们思考人文现象的重要热点和视点，理解
和研究宗教不仅成为一种必要，而且是一种必然。
　　对于传统宗教进行理智性的研究，提出种种关于宗教的理论和学说，早在几千年前的古代思想家
那里就开始了。
然而，把这种研究从依附于哲学和神学的从属地位下解脱出来，使之变成一门独立的、自成体系的人
文学科——宗教学，则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情。
我们奉献于读者的这部《宗教的起源与发展》的作者麦克斯·缪勒，乃是世所公认的宗教学的奠基人
，他的这部书则是他开创宗教学的重要代表著作之一。
用英国著名宗教学者埃里克·J.夏普的话来说：“在缪勒之前，宗教学领域虽然广泛而且充分，却是
杂乱无章的。
在他之后，人们看到这个领域已成为一个整体，服从于一种方法，简言之，得到科学的处理。
”人们对缪勒之所以如此推崇，是因为经过他的开创性研究，人们对宗教的研究才有了一个全新的格
局。
　　首先，缪勒明确指出宗教学的使命——它的根本性质，就是要“揭示宗教是什么，它在人的心灵
中有何基础，在其历史成长过程里遵循什么规律”。
他借助语言学的经验，建构了宗教学的科学框架。
他所理解的“宗教学”是由以下四个部分或四个层次组成的体系；第一层是材料层次，它应该囊括全
世界各民族的宗教史实和现象，如圣典、神话、风俗、语言、仪式等；第二层次是分类整理，按材料
的血缘关系、对象关系、语言关系等分成不同的群落；第三层是比较宗教学；第四层是理论宗教学。
其中比较宗教学与理论宗教学两者的侧重不同。
前者的重点在比较，后者的重点在概括。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宗教的起源与发展>>

内容概要

　　宗教是怎样产生的？
又是怎样发展的？
它在人的心灵中有何基础?这个主题是宗教学开创时期学者们最热衷的课题。
作者认为，宗教产生和发展是沿着三条基本线索展开的，这就是从自然对象中形成物质宗教，从人类
自身中形成人类宗教，然后在心理宗教中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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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无限观念　　二、施特劳斯：我们还有宗教吗　　近来有人把这个问题推到公众争辩的
前沿，但其提问的方式却难以令人满意。
施特劳斯在许多方面是最敏锐的思想家，他在其最后的著作《旧信仰与新信仰》中，向我们提出了一
个问题：“我们还有宗教吗？
”但以此方式提出的挑战，唯一可能的回答就是宣布一些统计数字。
而我们又很快得知，在十万人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承认没有宗教。
假若想得到不同的解答，就应当换个方式提问题。
施特劳斯本应首先清楚地告诉人们他自己所理解的宗教是什么，也本应当在心理发展和历史两方面对
宗教加以说明。
然而他所做的只是简单地套用施莱尔马赫的旧定义，即宗教是一种绝对的依赖感。
而且他还用费尔巴哈的定义加以补充，认为所有宗教的本质都是贪婪的占有欲，并在祈祷、献祭和信
仰中表现出来。
然后施特劳斯作出结论说，由于今天做祈祷、划十字、参加弥撒的人较之中世纪少多了，所以真正的
虔敬和真正的宗教只有很少的一点遗迹了。
　　如果真像施特劳斯和其他人力图证明的那样，真正的宗教只能在祈祷、划十字和参加弥撒中表现
出来，那么所有不做祈祷，不划十字和不再参加弥撒的人，就不属于任何宗教，也不信仰上帝了吗？
如果我们继续把施特劳斯的书读下去，就会相信M里南说的话是正确的了。
他说有些可怜的德国人，总在艰难地想成为非宗教或无神论者，但从来就没有成功过。
施特劳斯说：“世界对我们来说，是理性和善的工场。
我们感到对世界的绝对依赖，但绝非说它是蛮横无理的力量，我们在它面前只能俯首帖耳，唯命是从
。
它是秩序和规律、理性和善，我们以爱的信任将自己托付于它。
在最内心的世界里，我们感到自己和自己所依赖的东西之间的亲密关系。
在我们的信赖中，我们是自由的。
自尊和谦卑，欢乐和服从，所有这些为了那个存在而产生的情感都融合在我们心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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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麦克斯·缪勒所著， 他是宗教学的奠基者。
《宗教的起源与发展》一书是缪勒开创宗教学的重要代表著作之一。
宗教的产生和发展沿着三条基本线索展开。
宗教是领悟无限的主观才能。
无限观念是一个过程。
比较的研究方法是宗教学研究中最有价值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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