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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当前国内第一部关于俄国宗教历史与现状、史论相结合的著作。
全书约120万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它在中国研究俄国宗教问题方面填补了空白，具有开拓创新的
意义。
本书介绍了俄国各大宗教的情况，指出俄国不仅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有
十多种宗教、40多个教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东正教和伊斯兰教。
此外，还有新兴宗教。
当前俄国有1.452亿人口，其中有1亿人信仰各种宗教，占全体居民的2/3，可见各种宗教对居民的影响
之大和广，它们在俄国历史上和现实政治生活中都曾起过和正在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
特别是东正教，曾经作为俄国的国教，对俄国社会生活和各种意识形态产生过重大影响。
本书论述了在今天中国深入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为了加强同俄国国家和人民的友好往来、文化交流，
我们有必要了解他们的各种宗教，否则就难以深入了解俄国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伦理等精神
文化，就难以认识俄国的宗教作用和政教关系以及俄国宗教与民族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强调指出
苏联解体后，在俄国，社会制度由社会主义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宗
教教育取代了无神论教育，出现了信仰危机。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更加重视俄国宗教问题的研究。
为了避免上述情况在中国的出现，写出这部著作，从一个侧面为我们党和国家制定有关政策，提供科
学依据；特别指出苏联解体后，俄国取消了无神论宣传，许多人渴望宗教，出现了“宗教热”，要求
复兴宗教。
随之，邪教组织也乘隙而入，从而危害了俄国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上述问题正是我们要考察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通过考察和研究，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产生这些问题的社会历史根源和现实原因。
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书中还专门列章讲述了东正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
　　本书是一部学术性较强的著作，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宗教研究图书，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佳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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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俄罗斯东正教的探讨和展望　　　本章附录　俄罗斯联邦《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的法律　
　第五章　俄罗斯东正教的基本内容　　　第一节　俄罗斯东正教的经典　　　第二节　俄罗斯东正
教的教义　　　第三节　俄罗斯东正教的仪式　　　第四节　俄罗斯东正教的节日　　第六章　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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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东正教会在沙俄时期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节　东正教会在苏联时期的地位和作用　　
　第四节　东正教会在当代俄国的地位和作用下卷　第十六章　俄罗斯东正教与文化　　第一节　引
言　　第二节　俄罗斯东正教与文学　　第三节　俄罗斯东正教教堂艺术　第十七章　俄罗斯东正教
圣像画艺术　　第一节　宗教艺术与圣像画的一般特点　　第二节　古罗斯的圣像画（10～13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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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东正教与科学　　第一节　宗教学界的研究　　第二节　主要词语释文选录　　第三节　沙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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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抛弃批判宗教　第十九章　俄罗斯东正教在中国　　第一节　“阿尔巴津人”——中国东正教的启
蒙使者　　第二节　俄罗斯传教士团的主要活动　　第三节　俄罗斯东正教在当代中国　　本章附录
　俄罗斯历届驻北京传教士团情况表　第二十章　俄国学界的东正教研究　　第一节　沙俄时期学界
的东正教研究　　第二节　苏联时期学界的东正教研究　　第三节　当代俄国学界的东正教研究　本
编附录　　一　信经问答及其他　　二　东正教教规略述　　三　东正教要理问答第三编　天主教在
俄国　第一章　天主教在俄国的传播　　第一节　天主教在早期俄国　　第二节　莫斯科时期的天主
教　　第三节　圣彼得堡时期的天主教　　第四节　苏联时期的天主教　第二章　俄国合并教会及其
命运　　第一节　教会合并的原因　　第二节　教会合并的过程　　第三节　合并教会的传播　　第
四节　合并教会的命运　第三章　俄国天主教徒　　第一节　俄国天主教徒的产生　　第二节　早期
著名的俄国天主教徒　　第三节　从理论到实践：东正教徒恰达耶夫和天主教徒加加林　　第四节　
俄国天主教的发展　第四章　天主教在俄国的现状及学界的研究　　第一节　天主教在当代俄国的复
兴　　第二节　俄国学界对天主教的研究第四编　基督新教在俄国　第一章　基督新教在俄国的传入
与形成　　第一节　1861年以前的基督新教　　第二节　1861年以后的基督新教　第二章　俄国基督
新教各派别　　第一节　路德派　　第二节　浸礼派　　第三节　五旬节派　　第四节　基督复临安
息日会　第三章　基督新教在俄国的影响及现状　　第一节　历史回顾　　第二节　俄国基督新教的
现状　　第三节　俄国基督新教与东正教的关系　　第四节　俄国基督新教与国家的关系　　第五节
　俄国基督新教的国际联系　　第六节　俄国基督新教未来发展趋势　第四章　俄国学界对基督新教
的研究第五编　犹太教在俄国　第一章　犹太教在俄国的历史　　第一节　沙俄时期　　第二节　苏
联时期　第二章　犹太教在当代俄国的现状　　第一节　叶利钦对犹太人及其宗教实行较为宽松的政
策　　第二节　俄联邦宗教法承认犹太教的地位　第三章　犹太文化与犹太教名胜　　第一节　犹太
文化　　第二节　犹太教名胜　第四章　犹太教教育、犹太教研究和犹太教组织　　第一节　犹太教
教育　　第二节　犹太教研究　　第三节　犹太教组织　本编附录　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犹太教概况第
六编　伊斯兰教在俄国　第一章　伊斯兰教在沙皇俄国的传播　第二章　苏联时代的伊斯兰教　　第
一节　伊斯兰教简史　　第二节　伊斯兰教的分布和民族　　第三节　伊斯兰教教派和组织　　第四
节　伊斯兰教教育和杂志　　第五节　伊斯兰教中的“热点”问题　第三章　伊斯兰教在当代俄国的
复兴　　第一节　复兴之起因　　第二节　莫斯科是复兴的火车头　　第三节　共和国紧随其后　　
第四节　复兴运动的政治化　　第五节　俄国学者的看法　第四章　俄国的伊斯兰教组织　　第一节
　俄国中央欧洲地区穆斯林宗教管理委员会　　第二节　俄国和独联体欧洲国家穆斯林宗教管理委员
会　　第三节　西伯利亚和远东穆斯林宗教管理委员会　　第四节　伏尔加河流域穆斯林宗教管理委
员会　第五章　俄国伊斯兰教与民族关系　　第一节　民族与宗教问题的历史回顾　　第二节　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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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教在车臣的传播　　第三节　从车臣“革命”到车臣战争　第六章　俄国学界的伊斯兰教研究　本
编附录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第七编　佛教在俄国　第一
章　佛教在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图瓦的早期传播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在布里亚特人中的
传播　　第三节　在卡尔梅克人中的传播　　第四节　在图瓦人中的传播　第二章　佛教的革新运动
　　第一节　在布里亚特　　第二节　在卡尔梅克　　第三节　在图瓦　第三章　苏联时代的佛教　
第四章　圣彼得堡的佛教寺庙　　第一节　建寺的时代背景　　第二节　阿旺&#8226;德尔智的谋划活
动　　第三节　筹措建设经费　　第四节　寺庙建设委员会　　第五节　寺庙简况　　第六节　寺庙
饱经沧桑　第五章　佛教历史上的两个重要人物　　第一节　阿旺&#8226;德尔智的生平和活动　　第
二节　丹达隆的生平、活动和著作　第六章　佛教在当代俄国的复兴　　第一节　佛教复兴的背景　
　第二节　佛教复兴在传统地区　　第三节　女性出家破天荒　　第四节　派留学生到缅甸深造　　
第五节　开办佛学院　　第六节　最近一次堪布选举　　第七节　佛教的教阶制度　　第八节　新成
立的全国性佛教组织　　第九节　众多的佛教刊物　　第十节　佛教的节日　　第十一节　佛教分布
地图统计　　第七章　俄国的佛教组织　第八章　俄国学界的佛教研究　　第一节　沙俄时期　　第
二节　苏联时期　　第三节　当代俄国时期　本编附录　布里亚特共和国宗教法（草案）第八编　俄
国萨满教　第一章　俄国学界对萨满教的界定　　第一节　历史的回顾　　第二节　苏联和俄国辞书
中“萨满教”条选　　第三节　史学博士弗&#8226;尼&#8226;巴西洛夫的观点　　第四节　其他学者
的观点　　第五节　“布里亚特萨满教”　　第六节　两个术语所引起的争论　第二章　西伯利亚各
民族的宗教信仰　　第一节　民族构成　　第二节　基本状况　　第三节　多层宇宙观　　第四节　
至上神　　第五节　动物崇拜　　第六节　世界宗教的影响　　第七节　结论　第三章　萨满教与佛
教和基督教的相互关系　　第一节　喇嘛教对萨满教的影响　　第二节　东正教对萨满教的影响　　
第三节　萨满教、喇嘛教、基督教相互关系　第四章　萨满教从泯灭到复兴　第五章　俄国学界的萨
满教研究第九编　新兴宗教在俄国　第一章　新兴宗教在当代俄国的兴起和发展　第二章　俄国本土
产生的新兴宗教　　第一节　伊万诺夫教派　　第二节　白色兄弟会　　第三节　王权圣母东正教会
　　第四节　最后遗训教会　第三章　俄国境内的魔鬼崇拜邪教　　第一节　魔鬼崇拜邪教教义和仪
式　　第二节　魔鬼崇拜邪教组织和网罗信徒的手段　　第三节　魔鬼崇拜邪教的罪行和危害　第四
章　俄国学界的新兴宗教研究　本编附录　当代俄国“东方”邪教概览与评介综合参考书目ОГЛА
ВЛЕНИЕContents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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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卷第一编　俄罗斯多神教第一章　多神教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第一节　东斯拉夫多神教形成的环境
多神教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宗教信仰，是原始社会宇宙观的集中体现。
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
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
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时又经历
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
⋯⋯但是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和自然力量本身一样，对人来说是异的
，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它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着人。
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神秘力量的幻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
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
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反映。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神教⋯⋯”恩格斯这段话精辟地揭示了多神教的内涵和产生根源以及多神教让位于
一神教的历史规律。
古罗斯正是遵循这个发展规律，以多神教为宗教起源，逐步走向一神教的。
俄罗斯人的祖先属于斯拉夫人的一个分支，他们最早的宗教观念植根于印欧文化和从中派生出来的斯
拉夫文化。
公元5～6世纪“民族大迁移”时期，以喀尔巴阡山以北地区为发祥地的斯拉夫部落分成三路，向不同
方向迁徙。
其中，向东南方向推进的一个分支进入第聂伯河流域和东欧平原，与该地区的土著居民逐步融合，形
成独有特色的东斯拉夫（即古斯拉夫）语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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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俄国宗教史(上下)》是目前国内第一部研究俄国宗教历史与现状、史论相结合的综合性著作，约120
万字，具有开创性和填补性空白的意义。
《俄国宗教史(上下)》对俄国社会和人民有影响的诸多宗教历史和现状做了较全面而又系统的阐述，
并着重研究了俄国宗教的多元化、宗教的地位和作用、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宗教与民族的关系、宗教
与科学、文化、艺术的关系、新兴宗教、东正教在中国的传播等问题。
《俄国宗教史(上下)》共分导论、俄国多神教、俄罗斯东正教、天主教在俄国、基督新教在俄国、犹
太教在俄国、伊斯兰教在俄国、佛教在俄国、俄国萨满教、新兴宗教在俄国等十大部分。
《俄国宗教史(上下)》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学术性、知识性、可读性都较强，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佳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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