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宗教的特殊性和普世性：理論和方法新探 / 楊鳳
崗著. -- 初版. -- 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政大出版社, 
2022.08
　面；　公分

ISBN　978-626-95670-8-9（精裝）

1.CST: 宗教史  2.CST: 中國

209.2 111013457

尊重著作權‧請合法使用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中國宗教的特殊性和普世性： 
理論和方法新探

作　　者│楊鳳崗

發 行 人 李蔡彥
發 行 所 國立政治大學政大出版社
出 版 者 國立政治大學政大出版社
合作出版 國立政治大學華人主體性文化研究中心
執行編輯 林淑禎
地　　址 11605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
電　　話 886-2-82375669
傳　　真 886-2-82375663
網　　址 http://nccupress.nccu.edu.tw

經　　銷 元照出版公司
地　　址 10047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28號7樓
網　　址 http://www.angle.com.tw
電　　話 886-2-23756688
傳　　真 886-2-23318496
戶　　名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郵撥帳號 19246890

法律顧問 黃旭田律師
電　　話 886-2-23913808

初版一刷 2022年8月
定　　價 400元
I S B N 9786269567089
G  P  N 1011101338

政府出版品展售處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104臺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五南文化廣場臺中總店：400臺中市中山路6號
 電話：886-4-22260330

華人文化講座研究叢書M001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目　次

叢書序 xi

自序  xv

第一講　 中國民間宗教研究的梳理、分析、 
對比研究 .......................................001

第二講　 以中國為例談如何測量多元社會中 
的宗教性 .......................................041

第三講　 浙江強拆十字架運動的失敗： 
一個時空分析 ................................077

第四講　 環球東方的宗教： 
宗教社會科學研究的挑戰和機遇 ..... 113

第五講　 中國宗教地圖集和在線地圖： 
一個研究和教學平台 ...................... 155

參考文獻 ....................................................179



附錄

　宗教在中國社會中的生命力為何如此旺盛？ 185

　「宗教美國、世俗歐洲」的主題與變奏 ........209

　多元時代的宗教和世俗主義 ......................223

　「怪異人」的心理與西方現代化 .................237



 　《政大華人文化講座》系列叢書序 xi

《政大華人文化講座》系列叢書序

在國際上，每一所歷史悠久、學術底蘊豐厚的大學，莫不設

立有其代表性的講座，以彰顯他們對於人類文明的關注，與對時

代問題的深刻反思。如同設立在英國愛丁堡大學的吉福講座（The 

Gifford Lectures），在它設立超過百年以上的歷史中，不間斷地探

討對西方文化至關重要的自然神學問題。而在哈佛大學、史丹佛大

學、耶魯大學等校輪流舉辦的「檀納人文價值講座」（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則是當代思想菁英精銳盡出的講壇，

當代許多重要的思潮，可說都是透過這個講座醞釀產生的。本校在

2018年接受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補助成立「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

心」，亦自覺有使命應在台灣設立一個專門研究華人文化的講座，

以提高華人文化研究的國際能見度與學術水平。為此之故，我們乃

設立了「政大華人文化講座」，期待能在華人學術圈中催生創新的

思潮。

在國際的學術傳統中，對於華人文化的研究，一向被歸入「漢

學」的研究領域。但不容諱言的，全世界的漢學研究正在不斷衰退

中。面對中國的崛起，漢學對於華人文化的研究，逐漸被更重視

政經情勢的區域研究所取代。我們設立「政大華人文化講座」，因

而還有一個理想的期許存在。亦即我們期待這個講座的設立，能同



中國宗教的特殊性和普世性：理論和方法新探xii

時帶動漢學研究典範的革新，以使華人文化的研究不僅不局限在傳

統的漢文化，也不僅落入政經實務考查的區域研究，而是能使華人

在其文化創造中所呈現出來的世界觀、宗教觀、價值觀與美學感受

等，也能被掘發出來，而做為全人類都可以共享的精神財富。

本中心設立四個研究群，分別從「華人思維模式」、「華人宗教

性」、「華人倫理實踐」與「華人數位人文」等四個向度，來研究華

人文化主體性的內涵。在革新漢學研究典範方面，我們中心的四個

研究群，即分別以建立「漢學人學」、「多元漢學」、「實踐漢學」與

「數位漢學」的研究典範為目標。其中，類比於「哲學人學」係透

過哲學的反思，回答「人是什麼？」的問題，我們所謂的「漢學人

學」則是透過研究華語語系的文化表現，反溯處身於其中的那些具

體個人，他們的思維、感受、時空概念與超越性等模式究竟如何得

到表現，以能回答「華人是誰？」的問題。透過「漢學人學」的研

究進路，我們希望一方面能建構一種既非基於血統、亦非基於國籍

等政治身份的華人概念，另一方面則希望「人」的概念，不僅以西

方人的模式來理解。

一旦「華人」的概念，可以透過反思文化的現實表現而建立起

來，那麼「華人」的概念即可以容納多元的主體性。這也就是說，

漢學可以不限於研究中國傳統，而是以華人當前的生活世界為對

象。這樣的研究特別適合於海外華人文化的研究，因為華人在海外

（例如在東南亞），由於建構自我認同或凝聚族群團結的需求，經

常反而保持了更多的傳統文化要素，他們面對多種族、多宗教的挑

戰，不斷為華人文化做出新的轉型。海外的華人社群因而為華人文

化的研究，提供了極為合適的田野調查場域。而我們針對不同華人

社群的研究，也因而可以開展出一種「多元漢學」的研究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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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文化的發展雖然深受中國傳統思想的影響，但在當代公民

社會中，僅透過對於傳統儒、釋、道經典進行現代詮釋，似乎仍不

足以為華人的文化發展找出具有行動指引作用的主體性。我們因而

一方面站在「公民儒學」、「公民佛教」與「公民道家」的觀點，反

思中國傳統的儒、釋、道思想在當代的公民社會中，是否或如何仍

能為華人社會的文化發展提供行動的意義基礎與批判的反思；另一

方面，則從人文臨床的理念出發，致力為華人社會提供意義治療與

關懷照顧的倫理療癒思考。我們提出的「實踐漢學」的研究構想，

因而正是一種立足於台灣本土，以台灣的華人社會做為倫理實踐之

文本分析的研究構想。而為使傳統的漢學研究在研究工具與研究方

法論上也能得到革新，我們並致力在「數位漢學」的構想中，持續

建構漢學研究的資料庫與運算平台。

基於上述的成立背景與研究目標，本中心在設立「政大華人文

化講座」之後，即開始邀集國、內外學術聲譽卓著、對華人文化主

體性相關研究議題具有創見的學者，在本校舉辦一系列五個講次的

專題講座。經過這兩三年來的努力，我們已經舉辦過六場的講座，

討論的議題包括語言學、宗教學、中國哲學、文學、文化哲學與比

較哲學等議題。現在我們逐步將這些講座的內容整理成專書，期待

透過這個系列叢書的出版，能大力促進國際漢學的研究交流，厚植

新漢學研究典範的基礎。

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主任　林遠澤

序於 2020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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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在當代中國社會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這一事實挑戰了

近現代以來曾經流行的世俗化範式（paradigm）及其諸種理論，對

此， 我 在 Religion in China: Survival and Revival under Communist 

Rule一書中提出了獨特的理論闡述，在東西方學術界引發很多討論

和研究。1 2012年，我曾經到國立政治大學舉行系列演講，介紹我

那時剛出版不久的新書。那本書是我前面十年對於中國宗教研究

的一個總結，其中探討的大問題，在於討論中國宗教的獨特性與普

遍性是哪些。當我們看中國宗教時，哪些是屬於華人、或是華人社

會、中國人獨特的東西？通過對古典和當代、中國和西方主要學者

的研討，在與宗教社會科學新範式中的一些活躍學者的對話中，提

出了我的三個理論，即宗教三色市場理論、宗教短缺經濟理論、和

宗教寡頭壟斷理論。

在那本書行將完成的時候，我就已經開始做更進一步的研究。

在 2019年 6月的這一組演講，可以說是過去這十年研究的一些成

1 那本書以《宗教在當代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存續與復興》為書名，由國立

政治大學政大出版社與華人主體性文化研究中心合作出版。此書英文原著已

被翻譯成韓文於 2017年出版，義大利文於 2019年出版，俄文版於 2022年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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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匯報，是我對當代中國一些宗教現象進行更加深度的研究。

研究的問題不只涉及某一個宗教，而是多個宗教，研究方法有量化

的方法，也有質性的方法，如民族志、田野調查、訪談。與此同

時，我們在過去幾年引入了空間地理研究，就是 GIS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用空間地理信息系統來分析中國宗教場所的

分佈，再加上口述歷史，重構基督教、佛教、道教從 1949年以來

的演變過程。這些研究在三個層面展開：微觀即個體層面，中觀即

組織層面，宏觀即整個社會層面，總體目標依然是分析和總結中國

宗教所具有的獨特性和普遍性。這些探索，立意在於打破基於歐美

主流宗教的預定模式，深入探索宗教社會科學方法論和基本理論，

這些理論和方法工具，或許可以幫助學者更加準確地把握當今世界

各地的宗教變遷趨勢。

很榮幸受到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的誠摯邀請和無微不至的

熱情招待，感謝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的同仁，特別是謝世維

教授的協調、組織和安排，因此才能夠有這個系列演講。感謝來聽

講的學生和學者，他們在演講過程中提出的問題，幫助澄清了一些

問題，也促使我進一步思考，有助於未來的研究。感謝葉先秦博士

的聯絡和安排，特別是他組織把演講整理出文字稿，在這個基礎上

我進行了仔細的修改，個別地方略有補充。也感謝普度大學中國宗

教與社會研究中心的同仁和研究生，包括 Chris White （白克瑞）、

胡佳音、王鎮、林偉摯，他們幫忙校對（已於 2020年夏天，改名

為 Center on Religion and the Global East 普世東亞宗教研究中心）。

感謝林淑禎女士的細緻編輯，感謝政大出版社的厚愛，使得這本書

得以順利出版。

在五次講演整理稿之後增加了附錄部分，附錄中的第一篇「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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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在中國社會中的生命力為何如此旺盛？」是對於我前期的實證研

究和理論建構的一些回顧和反思，希望對於已經或者行將進入宗教

社會科學領域的年輕學者有所助益。另外三篇深度書評，則表達了

我對於一些有關宗教在當代世界現實和理論問題的關注和思考，也

預示進一步研究的方向，其中一些話題，在我後續的數篇英文論文

中已經有所展開，也期待中文世界的學者加入對於這些重大理論和

現實問題的探討中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