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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落实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今天，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
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不仅需要广大
宗教工作干部坚持不懈的实践探索，也需要宗教工作理论的支撑和指引。
这部《和谐社会的宗教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研究探索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的宗教问题
和宗教工作，凝聚了一批多年从事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宗教工作干部“白天走、干、讲，晚上读、
写、想”的辛勤汗水和集体智慧。
《和谐社会的宗教论》既是国家社科基金2005年度重点研究课题“社会主义的宗教论”最终成果，也
是深入研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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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绪论上篇 宗教与社会和谐的多维考察第一章 科学发展与文化复兴第一节 人的膨胀异化与发展中的
紧张一、文艺复兴以来人的解放二、人的膨胀和异化三、当前发展中的紧张与焦虑第二节 科学发展与
人的和谐发展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论述二、人的和谐发展与全面发展三、人的和谐发
展的三个层面第三节 文化的回归与超越一、文化回归与“双和模式二、文化超越与文化复兴第四节 
科学发展与宗教和谐一、科学发展看宗教，深刻认识“根本是长期性二、以人为本看宗教，牢牢抓住
“关键是群众性三、唯物辩证看宗教，切实把握“特殊的复杂性四、统筹兼顾对宗教，妥善处理“宗
教关系五、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探索和谐社会宗教论第二章 世界宗教与社会和谐的历史考察第一节
佛教一、和合与和谐：佛教的和谐精义二、佛教与社会的关系：顺势三、融突与流变：佛教内部关系
第二节 基督教一、归一和爱：基督教的和谐思想举略二、争与和：基督教与社会关系览略三、分裂与
对话：基督教教派关系例略第三节 伊斯兰教与社会和谐一、和平从善：伊斯兰教和谐资源二、伊斯兰
教与社会发展三、分化与协调：伊斯兰教内部关系概述第四节 碰撞与冲突：宗教问关系的另一面一、
基督教一伊斯兰教与“十字军东征二、基督教一犹太教与反犹主义三、犹太教一伊斯兰教与巴以冲突
四、印度教一伊斯兰教与印穆冲突五、佛教一印度教与“佛”出印度第三章 中国宗教与社会和谐的历
史考察第一节 和脉绵延：把握传统宗教文化的和之脉一、传统宗教与文化中的和谐资源二、各宗教和
谐共荣的历史溯源第二节 历史波澜：探索古代宗教冲突的厄之源一、宗教文化冲突的发生机理二、宗
教文化冲突与政教关系风波--典型事件析论第三节 走向和谐：融人宗教与社会和谐相处的势之流一、
宗教：以适应求发展⋯⋯下篇 宗教与和谐社会的理论建构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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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问题，准确把握宗教问题
的“特殊复杂性”，就必须透彻、深刻地认识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和群众性。
“社会主义的宗教论”正是在这两个方面取得理论突破，“和谐社会的宗教论”则在这两个方面继续
深化。
　　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唯物论、主张无神论，在世界观上与一切唯心论、有神论相对立，因此在领
导群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就要特别注意防止简单化和短视症，忽视宗教问题的长期性；注
意防止把信仰上的差异扩大为政治上的对立，忽略宗教问题的群众性。
我们并不否认，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之初，阶级斗争的特殊时代条件与社会环境，使争取政权成为革命
的首要任务，这种“忽略”和“忽视”有其合理性。
马克思、恩格斯革命活动早期的欧洲特别是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还十分薄弱，普鲁士容克地主
阶级操纵着国家政权，控制着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政治原则与基督教原则相依托，成为封建政权
官方的信仰标志。
因此，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既不可能像英国那样首先发端于经济领域，也不可能像法国那样主要表现为
政治革命斗争，而不得不采取思想文化的形式，特别是表现为对宗教的批判。
“政治在当时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所以主要斗争就转为反对宗教的斗争”。
“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
当然，这种批判并非革命的主要任务，一旦旧制度身上的“神圣外衣”被揭掉，革命的矛头就要直指
根本：“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
治的批判。
”①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但马克思主义者毕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他们的“批判”不是简单的全盘否定。
他们的“批判”也没有停留在仅仅看到宗教对当时历史进步的妨碍，而是必然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
学眼光，深刻分析宗教的社会作用，并进而剖析宗教的根源，研究宗教的本质，以及无产阶级政党正
确处理宗教问题的策略。
因此，马克思讲“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立意的着重点并非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而是受鸦片麻醉的人
民，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促其奋斗。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正是在这里统一起来，鉴于宗教信仰涉及广大的信教群众，宗
教问题说到底是个群众问题，因此绝不能简单地对待宗教问题。
　　20世纪初，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将诞生的前夜，列宁曾集中精力研究了社会主义的宗教
问题，写下了《社会主义和宗教》、《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等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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