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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985工程”是国家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重大举措，其二期工程在全国若干所重点大学创建了
一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创新基地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某些重大课题进行一些开创性的研究。
这次在南京大学建立的“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是以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为依托，整合南京
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和社会学系等相关院、系的
有关研究力量组建起来的财政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基地提倡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把历史上特别是现当代各种宗教与文化普遍联系
与深刻互动、各种宗教文化的历史发展规律及其在现当代社会中的价值作为重点课题。
　　“宗教文化大系”是南京大学“宗教与文化”创新基地的系列研究成果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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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研究宗教生命文化的著作。
以“生死轮回的永恒灵魂”为主题，内容围绕宗教文化中“生与死”、“灵魂与肉体”、“轮回与永
生”等关系展开，进而叩同神佛文化、天使文化、造物主、天国、宇宙轮回等生动奇妙的境界。
    本书开辟的宗教生命文化是一个新的领域，它凝结着科学、哲学、宗教的思想精华，改变着人们原
有的世界观念和人生态度。
本书贯彻研究性与普及性相结合的写作原则，是一本专门研习者与普通读者咸宜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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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只要冷静考察自然科学对人自身认识的程度，便无理由妄称人自身之谜已全被揭破，无理由对人
死后续存与否的问题作出决断的答案。
人死永灭，仍然只是据尚不究竟的科学知识所作的哲学推论，确认其为真理，仍与宗教徒确认灵魂不
死为真理一样，具有信仰主义的性质，无充足理由奉为科学结论。
近现代的科学巨人，几乎无不承认科学对人自身认识浮浅，对灵魂、意识、死后有无续存的问题，持
审慎态度。
　　恩格斯在总结了当时自然科学关于生命现象的研究成果后，认为生命最初怎样从无机物中产生的
问题尚未解决，至于死亡，“或者是有机体的解体，除了那组成有机体实体的化学构成部分，再不留
下什么东西；或者还留下某种生命的本原，即某种或多或少地和灵魂相同的东西。
这种本原不仅比人，而且比一切活的有机体都活得更久”。
但恩格斯在说明死的两种可能性之时，却明确表示他对第二种可能性持否定态度，主张“摒弃关于灵
魂不死的任何说法”。
①其实当时的科学并不能对两种可能性的选择作出回答。
　　诺贝尔奖获得者、当代著名神经生理学家约翰·C·艾克尔斯指出：“在大脑死亡时，有意识的
自我发生了什么呢？
它的神奇的工具瓦解了，对它的认识的爱抚不再敏感了。
这自我是不是在其他一些伪装下复活了并且存在着？
这是一个超越科学的问题，科学家应当忍住作出明确的否定的回答。
”　　当科学无力解答生命困惑之时，宗教就在这一领域起着填补科学空白的作用。
宗教生命文化，以其独特的方式回答人们关于生命、关于生和死问题的困惑，并以其特有的践行方法
令世人解脱生命的种种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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