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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发展初期取得了多方面的重大成就，但后来由于没有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体制和机
制逐步僵化，导致发展速度缓慢甚至停滞，至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面临严重的困难。
而在此同时，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抓住新技术革命兴起的机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调整自己的体制和政策，缓解社会矛盾
，表现出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势头。
　　另一方面，从国内背景来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遭遇了极大的挫折。
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后，极大地发展了经济社会等项事业，但也走了弯路，
甚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失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度停滞，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
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性挑战和压力。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历史背景下，肩负着复兴中华民族和发展社会主义双重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
开始深刻思考为什么社会主义在发展的进程中面临如此巨大的挑战和困难，而资本主义为什么在发展
进程中又起死回生，表现出新的发展势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怎样才能克服困难和挫折，发展起来，
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
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引出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如何认识当代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引出了中国共产
党人毅然决然走改革开放之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抉择。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者们来说，推进改革开放，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正确认
识和把握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这就必须首先回答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什么是社会主
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又要依次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
执政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
而上述三个问题最终归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
这事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长期执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归结起来
，就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
这些问题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依次提出，而又依次得到回答，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又不
断地得到新的解决。
历史实践已经证明，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已经创造性地并将进一步深入地回答这一系列重大
历史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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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30年，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来讲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
任何一个时代条件下崭新的社会实践，总是强烈地吁求和催生着思想的变革和理论的创新。
而任何真正符合科学精神的理论，总是深深地凝结和表征着人们在时代探索与实践活动中的思考知识
和冀望。
从这一意义上讲，改革开放新时期的30年，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理论创新的30年，是中国人民的理论思
维水平和民族智慧不断进发喷薄的30年，也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成
长创新，立足中国、面向世界、走向未来的30年。
    只有正确地总结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正逢30年发展历程之际，组织出版《中
国哲学社会科学30年》丛书，正是为了深入反思、科学总结30年来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创新的宝贵经验
，认真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在逻辑与规律，努力提炼、概括哲学社会科学中具
有普遍性、规律性、指导性的重要教益和启示，引导和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进一步创新发展。
这一学术工作，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好更快地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绝的智力支持、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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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章　　儒教研究　　儒教研究在今天已经成为显学，学界讨论得非常热烈，争论得也很激烈
，不同意见之间的交锋成为当前儒教研究的基本特点，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至今对于儒教的一些基
本问题未能形成一种普遍接受的论述。
如果从任继愈先生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的那篇著名论文《论儒教的形成》（1980）算起，关于儒
教问题的争论已有30年的时间，恰好与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同步，这也提醒我们，学术界关于儒
教问题的争论也必须放到这个大背景中来认识。
事实上，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以来提倡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学术界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空前繁
荣的局面。
就儒教的研究而言，没有改革开放，人们还停留在把儒家看成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把宗教看成是鸦
片这样的思想禁锢之中，怎么可能会出现今天关于儒教问题的空前争论?怎么会有这样一个空前繁荣的
学术研究局面?这是不言而喻的。
　　30年来，围绕“儒教是宗教”这一论断，学术界的讨论逐渐深入，争论也越来越激烈，由此引发
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关于儒教问题的研究，根据具体的情况，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围绕着任继愈先生关于
儒教问题的若干论文所展开的争论；第二阶段可以李申先生的大著《中国儒教史》的出版及其围绕着
此著所展开的争论为标志；进入21世纪以来是儒教问题讨论的第三阶段。
这三个不同的阶段，随着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不同，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
在今天，关于儒教问题的争论，比之于任继愈先生30年前重提这个问题之时，涉及的内容与范围更为
深入与广泛，引起的争论也更为尖锐。
　　第一节80年代前后“儒教是教”　　说提出及其引起的争论　　“儒教是宗教”这一论断首先是
由任继愈先生提出来的。
1978年底，任继愈先生在南京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的会议上，提出“儒教是宗教”，随后于1979年在
太原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年会上，并且在同年访问日本时，任先生也都谈到儒教是宗教的问题。
根据这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整理成文，以《论儒教的形成》为题发表在1980年第一期的《中国社会科
学》上。
　　在《论儒教的形成》一文中，任继愈先生首先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点与历史过程，指出
这样的历史特点与历史过程，“造成了以儒教为中心的封建意识形态，这种同封建宗法制度和君主专
制的统一政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对劳动人民起着极大的麻醉欺骗作用，因而它有效地稳定着封建社
会秩序。
为了使儒家更好地发挥巩固封建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作用，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不断地对它加
工改造，逐渐使它完备细密，并在一个很长时间内，进行了儒学的造神运动：把孔子偶像化，把儒家
经典神圣化，又吸收佛教、道教的思想，将儒学搞成了神学。
这种神学化的儒家，把政治、哲学和伦理三者融合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儒教体系，一直在意识
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于巩固封建制度和延长其寿命，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
①不难看出，这样一段话无疑是对于儒教的形成、性质与作用作了经典的说明。
　　接下来，任继愈先生从历史发展的高度，叙述了从孔子创建儒学到儒教的形成这一过程。
他指出，春秋时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本身就是直接继承了殷周奴隶制时期的天命神学和祖宗崇拜的
宗教思想发展而来的，认为这种思想的核心就是强调尊尊、亲亲，维护君父的绝对统治地位，巩固专
制宗法的等级制度。
在任继愈先生看来，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尽管稍加改造就可以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本身就具有再
发展成为宗教的可能性，但是对于孔子的儒学而言，在先秦时期还不是宗教，它本身只是一种政治伦
理学说。
这种学说演变成为宗教，即所谓的儒教，经过了长达千年的发展，其中特另I】重要的是在汉代与宋代
经过了两次大的改造。
“第一次改造在汉代，它是由汉武帝支持，由董仲舒推行的，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罢黜百家，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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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儒术，的措施。
汉代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封建宗法专制国家需要一套在意识形态上和它紧密配合的宗教、哲学体系。
孔子被推到了前台，董仲舒、《白虎通》借孔子的口，宣传适合汉代统治者要求的宗教思想。
第二次改造在宋代，宋统治者集团利用机会从唐末五代分散割据的混乱局面中捞到了政权。
他们鉴于前朝覆亡的教训，把政治、军事、财政、用人的权力全部集中在中央。
宋朝对外宁可退让，对内则强化中央集权的封建宗法专制制度；思想文化领域里也要有与它相适应的
意识形态相配合。
汉唐与宋明都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宗法专制制度的国家，但中央权力却是越来越集中，思想文化方面的
统治方法也越来越周密。
为了适应宋朝统治者的需要，产生了宋明理学，即儒教。
”①　　任继愈先生认为，儒教从汉代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到两宋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从萌芽到
完成的过程，在着重分析了这一长期发展过程以后，任继愈先生总结说：“从汉武帝独尊儒术起，儒
家已具有宗教雏形。
但是，宗教的某些特征，尚有待于完善。
经过了隋唐佛教和道教的不断交融、互相影响，又加上封建帝王的有意识地推动，三教合一的条件已
经成熟，以儒家封建伦理为中心，吸取了佛教、道教一些宗教修行方法，宋明理学的建立，标志着中
国儒教的完成。
它信奉的是‘天地君亲师’，把封建宗法制度与神秘的宗教世界观有机地结合起来。
其中君亲是中国封建宗法制的核心。
天是君权神授的神学依据，地是作为天的陪衬，师是代天地君亲立言的神职人员，拥有最高的解释权
⋯⋯看起来中国没有像欧洲中世纪那样宗教独霸绝对权威，但中国中世纪独霸的支配力量是不具宗教
之名而有宗教之实的儒教。
”　　这样一种具有宗教之实的儒教，虽然缺少一般宗教的外在特征，却具有宗教的一切本质属性，
中世纪宗教所具有的内容，诸如僧侣主义、禁欲主义、“原罪，，观念、蒙昧主义、偶像崇拜，注重
心内反省的宗教修养方法，敌视科学，轻视生产，这样一些落后内容，儒教无不应有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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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宗教学术研究大胆创新，勇于突破禁区，展开了研讨。
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更加多元化，注意吸纳当代国际学术界的最新成果，从而在宗教学理论、宗教史
等诸多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中国宗教学30年》按宗教学理论、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原始宗教等分支学科系统展示
了30年来中国宗教学研究所取得的学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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