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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院校“十二五”美术学系列规划教材：人文艺术名著导读》内容涉及哲学、人类学、宗教
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经济学、历史学、思想史、文化学、艺术学、美学等多个与美术学密
切相关的学科门类。
结合美术学专业特点，为了有效加强学生人文素养的教育，本书又在每个学科领域浩如烟海的鸿篇巨
制中精选出代表性强且具有影响力的经典名著，统一体例，从作者简介、内容精要、推荐版本等三个
方面进行介绍。
本教材以美术学或艺术专业学生为主要阅读对象，因此对编写理念或要求都做了相应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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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宗教学的使命是“揭示宗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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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四个层次组成，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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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是分类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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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比较宗教学和理论宗教学的基本任务就是揭示宗教的本质和起源，揭示宗教产生、发展的必然性
和规律。
 （二）理解宗教必须树立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 缪勒针对当时欧洲中心论和基督教思想、护教主义思
想无孔不入的情况，旗帜鲜明地主张把信仰主义和护教主义从科学的宗教研究中驱逐出去，与传统宗
教的神学研究划清界限，明确强调理解宗教必须树立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
 （三）比较的研究方法是宗教学研究中最有价值的方法 “只知道一种宗教者，对宗教一无所知”。
这是缪勒的名言。
缪勒十分重视比较的研究方法，认为这种方法是从现象研究转入本质和规律研究的中介。
通过比较，理论概括有了最广泛的依据，同时也能站在高一层的理论跳板上获得更高深的认识。
 （四）宗教起源于无限观念 缪勒认为，宗教起源于无限观念，这种观念是原始人类在对有限自然现
象感知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
早期人类对这些观念的把握和命名，导致了不同信仰对象和崇拜形式的产生，推动了宗教的发展。
缪勒力图从宗教的最原始形态出发寻找其客观自然基础的尝试，为宗教学研究提供了相当重要的方法
论。
 （五）宗教产生、发展沿着三条基本线索展开 缪勒认为，宗教产生和发展是沿着三条基本线索展开
的，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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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缪勒认为，原始语言在人们命名无限过程中的作用，决定了神的观念产生。
缪勒描述了神灵观念发展是从单一神教到多神教，最后演变为唯一神教；并认为，当宗教观念发展到
唯一神教时，似乎就走到了尽头，但人类思想的发展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冲破宗教的藩篱，进入哲
学思维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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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院校"十二五"美术学系列规划教材:人文艺术名著导读》以美术学或艺术专业学生为主要阅读对
象，因此对编写理念或要求都做了相应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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