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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部地区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人文传统积淀深厚。
在西部高校中活跃着一批优秀的人文学者。
早在2000年，陕西省政府就列出专项，以“西部人文学术”丛书的名义，将西部人文学者的研究成果
资助出版。
到2007年，“西部人文学术”丛书共出版三辑30种，其中不少在学术界赢得较好反响。
目前“西部人文学术’’丛书还在继续编辑出版之中。
　　为进一步繁荣人文科学研究事业，推进西部人文科学领域研究成果的普及，增进社会各界对西部
高校人文学科前沿进展的了解，促进西部高等院校人文学科的课程与教材建设，我们拟在“西部人文
学术”丛书之外，另外编辑“西部人文讲座”丛书，将西部人文学者在学校讲坛上的比较有特色的讲
座加以推出。
　　与“西部人文学术”丛书一样，“西部人文讲座”丛书将主要依托西部文史哲领域在教学科研第
一线、有一定学术积累的中青年骨干为作者队伍，以西部人文学者有研究的学科领域或方向为主要选
题。
但与“西部人文学术”丛书重在推出西部中青年人文学者的科学研究成果有所不同，“西部人文讲座
”丛书侧重推出他们立足于科学研究基础上的、有一定思想深度的讲座。
丛书选题既要考虑所介绍学科领域或方向内容的全面性、系统性，同时又要重视撰写者在教学上取得
的成绩；既要保证在整体形式与内容上的学术含量，又要做到语言文字简洁流畅，明白易懂，体现严
谨求实的学风，同时配置一些与丛书内容相辅相成、有一定艺术性的插图。
我们期望，通过这套丛书，读者朋友能基本了解西部人文学者所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的主要内涵、前
沿进展，了解西部人文学科的特色及水平。
　　“西部人文讲座”丛书将分批出版。
首批推出的讲座涉及中国思想史、周秦汉唐历史、中华古都文化、西北民族历史、西部考古、中国文
物学、文化遗产保护、中国哲学、中国宗教文化、中东地区历史与现状等方面。
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中青年学者为这套丛书写稿，也希望学术界和教育界提出批评和建议，使丛书质量
不断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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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礼器》说：“天道至教。
”明代大儒、心学大家王阳明则直说：“道即是教。
”《礼记》和王阳明所说的这一些话，都揭示出中国古代儒家宗教思想理想的“闻道”、“知道”、
“求道”、“行道”的基本特点。
　　将“道”理解为人的本性，给人超越现实世界的种种局限提供了深刻的形而上根据。
正面看，人性和“道”为一的思想，可以给每一个现实的人超越现实，上达无限，以致与天合一，成
为圣人（或佛或神仙等）一种最理想的、最典型的、真正的人，提供永恒的信念支柱，给以无限的自
信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思想文化十八讲>>

书籍目录

前言引言第一讲 课程的内容和意义一、课程主要内容二、中国宗教概况三、美国宗教概况四、宗教在
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五、宗教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第二讲 宗教的定义一、国内流行的通俗解释二、宗教
的科学定义（从人的经验角度看）三、宗教的人学定义（从人的本质、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角度看）四
、宗教的神学定义（从“天”的高度看）第三讲 祖先崇拜一、祖先崇拜的基础二、原始社会的祖先崇
拜三、夏朝的祖先崇拜四、商朝的祖先崇拜五、周朝的祖先崇拜六、祖先崇拜的原因第四讲 儒家的“
天命”观一、儒家“天命”观的渊源二、孔子的“天命”观三、孔子“天命”观的特点四、墨子的“
非命”论五、孔子“天命”观对古代中国人信念的影响六、儒家“天命”观的神学化七、儒家“天命
”观的形而上学化八、儒家“天命”观的意义第五讲 阴阳五行说的宗教化一、阴阳说二、五行说三、
“五德终始”说四、“五帝”崇拜五、太一神六、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第六讲 道教一、道教概况二
、道教的渊源三、道教的产生四、道教的发展五、道教的兴盛六、王重阳与全真道第七讲 佛教的传入
及其中国化一、佛教概况二、佛教传人中国三、佛教的流传四、佛教的中国化五、佛教思想的中国化
第八讲 中国佛教宗派一、唐代佛教繁荣的条件二、三论宗三、天台宗四、唯识宗五、华严宗六、禅宗
七、其他主要佛教宗派八、中国佛教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第九讲 信仰及其产生一、信仰的定义二、信
仰是天人合一的综合表现三、信仰产生的路径四、人性信五、缺乏——信仰产生的事实的前提条件六
、缺乏感——信仰产生的心理原因七、信念和信赖——信仰自觉与建立的标志八、自信心和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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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对神存在的朴素论证四、本体论证明五、现象论证明六、墨子对鬼神存在的证实第十四讲 中国古代
关于“神”的观念一、“神”是“道”的人格化二、“神”（“天”）的地位三、中西“神”论的异
同四、对“天”（“神”）的理性理解五、古代中国“神”（“天”）论的特点第十五讲 中国古代为
什么没有神学一、周人对殷人“上帝”观念的改造二、先秦儒家对周人天人关系观念的理性改造三、
王充对两汉宗教思想的批评四、宋明理学家以“道”、“拒神怪”、“绝神奸”第十六讲 中国古代宗
教文化的特点一、中国古代宗教文化的一般特点二、“道”的信仰占主导地位三、“敬道”礼仪四、
墨子“天志”“鬼神”思想的世俗功利化五、“神道设教”六、中国古代宗教文化特点的意义第十七
讲 培育和弘扬宗教精神一、外来宗教中国化的限度二、中国文化宗教化的限度三、贺麟论“宗教精神
”第十八讲 信仰与诚信一、信仰与诚信的关系二、出现了“诚信”问题三、何谓“诚信”四、“诚”
是诚信的基础五、诚信的办法：从我开始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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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那么，“超人间超自然”是什么意思呢？
从中国历史上关于神与现实世界的关系看，可以概括地回答：“超”是超切、超越而非超脱，超越者
并不脱离自然、人间等被超越者。
“超人间超自然”就在人间、自然中存在，不脱离人间、自然而存在；并且就在人间、自然中超越人
间，超越自然。
只有具体理解了神与现实世界（“人间”、“自然”等）的这种辩证关系，才可能准确理解“超人间
超自然”的意义。
　　根据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宗教思想看，“天”（神）或道即是自然、真理、理想等道体的
人格化，故“天”（神）绝对、无限、永恒。
根据基督宗教神学家或宗教界人士公认的看法，上帝（至上神）是现实世界的创造者、主宰者、拯救
者，故神崇高、神圣、庄严；上帝至真、至善、至美，故神实在、博爱、和谐；上帝是最有力量者，
是一切力量的源泉，故神全能。
神乃是统一真、善、美、用、信等真理在内的绝对大全。
　　三、人们所意识到的“神”　　在历史上，人们意识到的“超人间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有哪些呢
？
从历史上人们意识到的神和现实世界的关系看，归纳起来，“神”的意义，无非以下几类：一是物力
崇拜，人们所崇拜的对象，就是“物”或者“物”的力量。
这些“物”或者“物”的力量包括：　　其一，自然物：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
树、土地等物；　　其二，动物：虎、狼、牛、马、猪、蛇、鸟等；　　其三，社会物，如金钱、权
力、名声的载体物：富翁、政治家，以及歌星、影星等明星。
　　原始人或有原始思维的人，都误以为某些具体物拥有某种超人间超自然的神秘力量。
如天象、气候、地貌的改变等，往往导致人生活的重大变化，甚至引致人的生或死；凶猛狡猾的动物
能致人死命，有些动物又使人得以为生；现实社会中，有些人能运用其财力、权力、名誉救人，有些
人则用它们害人、杀人。
这些拥有决定人们生死力量的具体物，在人的意识中成为支配人们生产、生活的外在力量，很容易演
变成为人们的崇拜对象。
图腾崇拜、巫术是其集中表现。
　　表面看，人们崇拜的对象是物，其实是崇拜这些物背后的神秘力量，所以，可以将这类崇拜称为
物力崇拜。
祥瑞或灾异观念、拜金主义思潮、权力至上观念、名誉就是生命、“识时务者为俊杰”观念等等，或
者可以说是物力崇拜的表现，或者留下了物力崇拜的痕迹。
　　物，总是具体的，处在演变中，依附于物的力量也在变化中。
崇拜对象的易变，决定了物力崇拜具有认识上的表象性、行为上的盲目性、信仰上的动摇性等特点。
物力崇拜是宗教崇拜历史上最低级、最朴素的崇拜，是信仰水平不高者的宗教崇拜形式。
　　“神”的第二个意义，是对道理（古代中国人称为“理”）及其精神（古代中国人称为“心”）
的崇拜。
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发现，事物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在运动的事物背后，有事物运动规
律或性质、关系等道理存在，于是，物力崇拜进展为对规律或道理或某种制度（制度是这些规律或道
理在社会规范方面的表现）及其体现的精神的推崇或崇拜。
这些崇拜又可以划分为几大类：　　第一，对某些具体社会制度的推崇：礼治主义、原始共产主义（
小国寡民等）、法制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等；　　第二，对某些具体规律的推崇：科学主义、
人文主义、社会生物主义、逻辑主义、直觉主义、唯美主义、理想主义、现实主义等；　　第三，对
宇宙根本、总规律的推崇或崇敬：各种形而上学，如中国的儒学（天命、天道、天心）、道家（自然
天道）、佛学（真如佛性）等，西方的唯心主义等；　　第四，对反映了一定规律或道理的载体或这
些规律或载体的人格形象的崇拜：农神、药王、蚕桑之神、福禄寿喜诸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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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第三个意义，是崇拜神本身：对最普遍、全能，包含了所有规律或道理在内，体现了所
有积极精神，而且具有强烈的人格色彩，有主宰世界权能的神的崇拜，如基督宗教的上帝崇拜、伊斯
兰教的真主崇拜等。
　　从人们对神灵的崇拜的发展历史看，从物力崇拜进展到对道理及其精神的崇拜，再进展到对“神
”（“天”）本身的崇拜，有信仰发展的辩证必然性。
就认识而言，物力崇拜的对象，范围窄，时间短，认识局限于感性能力的运用；对道理及其精神的推
崇则有两个层次：对经验理则的推崇和对先验或超验的绝对永恒的理则的崇敬。
这种崇敬虽然已经运用了一定理性的直觉能力，但总的看，信仰仍然主要局限于理性能力的运用；对
“神”本身的崇拜则既将理性认识的真理人格化为感性可以信仰的对象，又使感性直观的生动真理理
性化。
从理论上说，对“神”的崇拜在信仰形式上可以说扬弃了以前的信仰形式，推动信仰进一步发展到其
最高度。
　　对神灵崇拜的这种辩证发展的主体，最根本的说当然是神（“天”）本身，人对神（“天”）的
信仰或崇拜只是前者在人知、行、信等活动中的表现；信仰辩证法，当然也是神（“天”）人关系在
人信仰世界中的表现，是神（“天”）性本身的形式化展开。
后来的崇拜形式，可以包容前面的崇拜形式在内。
比如，就人而言，就有从局限于家族内的祖先崇拜进展到对家族家世家规的推崇、对家风的崇敬，再
进展到崇拜体现了民族精神的民族英雄，进而达到崇拜所有人的生成者（或创造者）、主宰者、普度
众生者（或拯救者）的高度。
　　就人而言，崇拜形式的进展，是人的追求从现实到本体再到神（“天”）的进展的表现。
在这一进程中包含着以下具体内涵：第一，认识上，意味着人们从表象认识进展到本质认识再进展到
对神或道（“天”）的体验，由经验认识到先验或超验认识再进展到对神（“天”）本身的直观；第
二，在崇拜形式上，从短暂崇拜到永恒崇拜再进展到对神或道（“天”）本身的崇拜，从对外在者的
崇拜到对内在者的崇拜再进展到对神（“天”）本身的崇拜。
　　从上述崇拜对象之间的关系看，当人们提到神的时候，“神”的意义是什么，就比较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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