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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訢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

刘 东

【提 要 】 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 可忽视的作用 ， 马克思站在历 史唯物主义的 立场

上对 宗教的本质 、 产生根源及其发展规律进行分析 ， 在此基础上指明 宗教消 亡的社会条件 ；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分析 了 宗教的社会作用 ， 并特别 强调指 出 宗教在阶级社会 中 的 消极

作用 。 马克思的 宗教批判思想是在特定的 历 史条件下产生 的 ， 在建设中 国特 色社会主义 、

全民族努力 实现 中 国梦的今天 ，
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关键词 】 马克思 宗教批判 宗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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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指 出 ， 要全面贯彻党的宗顾历史 ，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 ， 宗教作为
一种

教工作基本方针 ， 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重要的历史文化传统 ， 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 的

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积极作用 。 马克思的方方面面 ， 尤其是德国 已经成为典型 的基督教

宗教批判思想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关于宗国家 。 １ ９ 世纪 ３０ 年代末 ４ ０ 年代初德国的资本

教的理性认识 ， 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要组主义正经历快速发展时期 ， 深受基督教影响的

成部分 ， 也是我党制定宗教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 封建专制统治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力进
一

步发展

马克思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的泮脚石 。 封建专制统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基本立场 ， 科学揭示出宗教产生及其发展的
一 之间的严重不协调使得国 内 阶级矛盾更加尖锐 ，

般规律 ： 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出社会矛盾愈发突出 。 然而 ， 德 国新兴的资产阶

发 ， 阐明 了 宗教 的本质规定性 ， 科学 回答 了级缺乏对封建势力直接进行政治革命的力量和
“

宗教是什么
”

这个关于宗教的基本认识问题 ；
勇气 。 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精神支柱的基督教 ，

通过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的分析 ， 揭示了宗就成 了新兴资产阶级批判和斗争的焦点 。

“

政治

教的发展规律 、 宗教的社会作用 以及宗教消亡在当时是
一

个荆棘丛生的领域 ， 所以主要的斗

所应具备的历史条件等 ， 为 当前我 国正确处理争就转为反宗教的斗争
”

。

① 统治阶级为 了维护

宗教问题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本阶级的统治和利益最大化将宗教作为重要的

思想统治工具 ， 新兴资产阶级以基督教为突破
一

、 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源起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应 ， 马克思 的本
①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４ 卷 ，

人民 出版社 １ ９９５ 年版 ， 第

教批判思想的形成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 。 回 ２２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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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

“

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
一

切批判的前提
”

。

？者的无神论思想 和德 国古典哲学思想中 的宗

马克思在深入分析社会现实 的基础上 ， 揭示了教批判思想 。

国家政权与宗教之间的关系 ，

“

这个国家 、 这个１８世纪法 国唯物主义者的无神论思想 ， 是

社会产生了宗教 ，

一

种颠倒的世界意识 ， 因 为资产阶级反对宗教神学世界观的最高成就 ， 以

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 。 宗教是这个世界的 总理拉美特利 、 爱尔维修 、 狄德罗 、 霍尔 巴赫等为

论 ， 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 ， 它的具有通俗形代表的思想家从唯物主义经验论出 发 ， 试图通

式的逻辑 ， 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 ， 它的狂热 ，
过反驳上帝的存在来摧毁宗教神学 ，

“

太阳的存

它的道德约束 ， 它的庄严补充 ， 它借以求得慰在乃是 由感官的 日 常应用所证实的
一

件事实 ，

藉和辩护的总根据＇ ② 因此 ，

“

德国理论是从坚而上帝的存在 ， 则不为任何感官的应用所证明 ；

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的 。 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
一切人都看见太阳 ， 但没有人看见上帝 。

”？ 鉴

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
一个学说 ， 从而也于此 ，

“

人们对不作用于人的任何一种感官的存

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 ： 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在物不可能有正确的表象
”

，

？ 这种激进 的无神

为被侮辱 、 被奴役 、 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论即便证明 了上帝的存在是纯属神学家捏造
一切关系

”

。
③ 正是在资产阶级 同封建阶级进出来的 ， 还是不能彻底驳倒宗教迷信 。 在宗

行斗争的基础上 ， 马克思把对宗教的批判和教教义 中上帝是超感觉的精神实体 ， 在本质

对社会的批判以及最终实现人的解放相结合 ，

上是无需经过经验证实的 。 要真正消 除宗教

宗教解放是实现人 的解放的必要前提 。 在对迷信 ， 不能仅从经验论 出 发 ， 抽象地加 以批

宗教产生的原 因分析中马 克思指明 了 宗教的判 ， 还必须从宗教产生的根源人手 。 １ ８ 世纪

阶级性 。 宗教作为维护剥削 阶级统治 的工具 ，

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无神论思想家认为人们对

自然而然成为新兴资产阶级批判 的焦点 。 正自然的无知 和恐惧是宗教迷信产生的认识根

如马克思所说 ， 这种理论运动本身是 由 当 时源 ，

“

人之所以迷信 ， 只是 由 于恐惧 ； 人之所

德国 生活 的现实性所促成 的 。 所以说 ， 马克以恐惧 ， 只是 由 于无知 。

”⑦
１ ８ 世纪法国唯物

思宗教批判思想 的产生 是 由 特定的社会背景主义者的无神论思想 ， 对于马克思青年时代世

决定的 ， 是马 克思在对现实社会 的详细考察界观的转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是马克思宗教

中得出的思想成果 。批判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 。 从对宗教的怀疑论 ，

＿

＾经过 自然神论最后达到公开的无神论和唯物主
― 、 马

产
思宗教批判思想形成的 义 ， 这是 Ｉ８ 世纪资产阶级启 蒙思想发展的基本

过程 ， 而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就是这
一

发展的最

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原始宗教 ， 信仰

与理性是西方哲学发展的 内 在张力 ， 宗教批
①

ｙ
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１ 卷 ’ 人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１

判作为西方哲学发展的同伴始终没有间断过 。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１ 卷 ， 人民出版社 １ ９ ９ ５年版 ， 第 １

批判宗教 、 倡导理性也是近代哲学必须解决
页
“

ｔｏ？
？

士 丨

—
１ 挤 ７７ 古 址灿 出 丨 《 袖址 曰 士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１ 卷 ， 人民出版社 １ ９ ９ ５年版 ， 第 ９

的重大问题 。 马 克思 的宗教批判思想就是在￣

１ ０ 页 。

立足于西方哲学宗教批判传统的基础上 进行④ 《列宁全集 》 第 ３９ 卷 ， 人民出版社 Ｉ＂ ６ 年版 ， 第 ３３２ 页 。

的深化 。 就如 列 宁 指 出 过 的 ， 马 克思 主义
⑤ 下卷 ， 管士滨译 ’ 商务印书馆

‘ ‘

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 文化发⑥ 霍尔 巴赫 ：
《健全的思想 》

，
王荫庭译 ， 商务印书馆 １９ ８５ 年

④ 马克思 的宗教批
⑦ ＾京 哲^

页

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 ： 师纪法国哲学》 ，

判思想 ， 主要是继承了１ ８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商务印书馆 １９ ７９ 年版 ， 第 ５ ５８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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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东 ： 浅析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

高成就 。

？
受法 国唯物主义者的无神论思想的启论 、 建立新世界观的起点 。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

发 ， 马克思初步形成 了对于宗教本质及其发展中通过对伊壁鸠鲁的肯定开启 了他的宗教批判

规律的认识 。之路 ；
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 中 ， 马克

德国古典哲学对 于宗教 的批判尤其是费思 以宗教批判为前提提出
“

人的解放
”

这一马

尔 巴哈 的宗教异化思想 ， 在马克思宗教批判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 ； 在写作 《 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

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也起着积极的作用 。 德国哲学手稿 》 中 ， 马克思 由对宗教的批判 ， 意识

古典哲学界对当 时宗教神学特别是基督教的到资本主义社会使人们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

批判是强而有力 的 ， 费 尔 巴 哈 的宗教异化观两个方面都处在与人的全面发展相背离的状态 。

是当时宗教批判理论 中最具特色 的
一

支 ， 真马克思的宗教批判 思想主要包括对宗教产生的

正把宗教从天 国 引 到 了 地上 ， 彻底否定 了宗根源的深入揭示 ， 宗教的产生既有人们 由于认

教的神圣本质 。 费尔 巴 哈不仅否定上帝的存识上的局限性而产生的恐惧和无知 ， 也有阶级

在 ， 指 出
“

上帝是人的 本质的 虚幻反 映
”

，

② 社会的异化所引起的 自我分裂和 自我矛盾 ；
对

而且指出宗教本质上是人 自身本质的异化 ，

“

宗 宗教本质的界定 、 宗教发展规律及其消亡条件

教是人跟 自 己 的分裂 ， 它放
一个上帝在 自 己 的的分析以及宗教的社会作用的认识 ， 马克思也

对面 ， 当作与 自 己相对立的存在者 。 上帝并不 都做了深入的研究 。

就是人所是的 ， 人也并不是上帝所是的 。

……首先 ， 关于宗教本质和宗教产生根源的认

上帝与人是两个极端 ： 上帝是完全积极的 ， 是 识 。 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与 １８世纪法国哲学家

一切实在性之总和 ， 而人是完全的消极者 ， 是 对宗教的肤浅的批判不同 ， 也不仅仅是对唯物

一切虚无性之总和 。

”③ 不仅如此 ， 费尔 巴哈还 主义的简单 回归 。 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

找到了宗教异化的根源 ， 他致力 于把宗教世界 立场上指 出宗教在本质上是
一种社会意识 ， 是

归结于它 的世俗基础 。 马克思批判继承了费尔 人脑对社会存在的歪曲反映 ， 是颠倒了 的世界

巴哈的宗教异化思想 ， 从而找到了消灭宗教的 观 ：

“

这个国家 、 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 ，

一种颠

科学之路 ，

“

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 自 我异化 ，
倒的世界意识

”

， 是 由
“

颠倒的世界
”

产生 的

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 、 想象的世界和现实
“

颠倒的世界意识
”

。

⑤ 马克思针对青年黑格尔派

的世界这一事实 出发的 。 他致力 于把宗教世界
用 自我意识等解释宗教本质 ，

一针见血地指出 ：

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世俗的基础使 自 己 和
“

如果他真的想谈宗教的
‘

本质
，
……就应该既

自 己本身分离 ， 并使 自 己 转人云霄 ， 成为一个 不在
‘

人的本质
’

中 ， 也不在上帝的宾词 中去

独立王国 ， 这
一

事实 ， 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 寻找这个本质 ， 而只有到宗教的每个发展阶段

自我分裂和 自 我矛盾来说明 。

”？ 马克思从继承

费尔巴哈关于宗教是人的本质的 自 我异化观点

出发 ， 提出 了宗教产生 的根源只能从人本身 中① 楼凡 ： 《 １ ８ 世纪法 国无神论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宗教学说

去寻找 ， 从世俗世界的 自我分裂和 自 我矛盾来的影响 》 ，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Ｉ＂ ７ 年第 ４

期 。

②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 》 下卷 ， 荣震华 、 王 太庆 、 刘磊

译 ， 商务印书馆 １９ ８４ 年版 ， 第 ４３ ９ 页 。

三 、 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③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 》 下卷 ， 荣震华 、 王太庆 、 刘磊

基本内容译 ， 商＃￥ ＝

１＾ １９８４
＃版 ， 胃 ６０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１ 卷 ， 人民出版社 １ ９ ９５ 年版 ， 第

５ ９ 页
宗教批判是马克思全部理论活动的起点 ，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１ 卷 ， 人民出版社 １ ９ ９５ 年版 ， 第 １

在对宗教异化的批判中 奠定了 马克思探索新理页 。

２ １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



２０１ ５ 年第 ５ 期

的现成物质世界中去寻找这个本质 。

”？ 恩格斯解宗教问题的关键 。

在 《反杜林论》 中则进一步指出 ：

“
一切宗教都其次 ， 关于宗教发展规律及其消亡 的认

不过是支配着人们 日 常生活 中 的外部力量在人识 。 宗教的产生有其现实 的基础 ， 这就决定

们头脑中的幻想反映 。 在这个反映中 ， 人 间的了宗教也必定随着现实基础 的变更而进行 自

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 。

”

宗教的本质要身 的发展和 消亡 。 马 克思立足于历史唯物主

到社会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中 去寻找 ， 宗教的义 ， 指出人类社会的 历史发展决定着宗教 的

产生和存在有其 自然的 、 社会的和认识论 的因产生和发展 。 马克思对宗教批判的着眼点和

素 。 最初的宗教是由 于生产力不够发达 ， 人对着重点是现实社会 中具体人的现实状况和处

自然力量的敬畏和恐惧的反映 。

“

自然界最初是境 ， 马克思在考察宗教的起源和发展 中 指 出 ，

作为
一

种完全异己 的 、 有无限威力 和不可制服
应该

“

根据宗教借 以产生 和取得统治地位 的

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 ， 人们 同 自然界的关系完 历史条件 ， 去说明它的起源 和发展
”

。

⑤ 宗教

全像动物同 自 然界的关系
一

样 ， 人们就像牲畜 从各民族的社会历史条件 中产生 ， 并 随着这

一样慑服于 自然界 ， 因而 ， 这是对 自 然界的
一 些条件的演变而演变 ， 也必然随着社会 的发

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 （ 自然宗教 ） 。

”② 为何人类
展而逐渐消亡 。 宗教产生于阶级压迫和 阶级

社会会产生宗教呢 ？ 费尔 巴 哈诉诸于理性 ， 认
剥削的 旧 社会 ， 然而宗教的 消亡将是

一个复

为上帝是人的 自 我意识的异化 。 马克思在此基
杂而又长期 的过程 ， 不仅要 消灭 阶级基础 ，

础上 ，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 不仅科学地揭示 了
而
＾

“

只 有当实际 日 常生 活 的关系 ， 在人们

宗教的 自然起源 ， 而且说明 了宗教在阶级社会
面前表现为人 与人之 间和人与 自 然之间极 明

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源 ，

“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
自而合理的关系的 时候 ， 现实世界的宗教反

地看到 ， 在 目前的资产阶级社会中 ， 人们就像
映才会消失 。 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

受某种异己 力量的支配
－样 ， 受 自 己所创造

ｆ过程 的形态 ， 作为 自 由 结合的人 的 产物 ，

经济关系 、 受 自 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 的支配 。

奸人 的有意识有计划 的控制之下的 时候 ，

因此 ， 宗教反映活动 的事实基础就继续存在 ， ＝＾
把
￡
己 的神秘 的纱幕揭掉 。 但是 ， 这

而且宗教反映本身也同它
－

起继续存在 。

”
＜￥ 肖

一定的社会物质細或—系列物质生

克思早期对鲍威尔关于德国犹太人问题的讨论 ， ＝
长
＾
的 、

，
苦

对费尔巴 哈的宗教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

克

＝
这
＾
实质

下异化劳动状况的揭示 ， 都是旨在从人的 自我
系

^
异化人手进

一

步解释宗教的起源 。 进
一

步翻
来

县
了宗教产生的根源在于世俗社会的 自我分＿

－是人与人 之间 的关系极为 明 白 和合理 ， ＆

自我矛盾 ， 把宗教的根源与阶级矛盾和阶陳
０ 《马克思恩格斯娜 第 ３ 卷 ， 人民出版社廳 年版 第

会中的经济关系 的矛盾联系起来 ， 从而把对宗１５ ０ 页 。

教的批判发展到对现实社会的批判 。 马克思的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４ 卷 ， 人民出版社 １哪年版 ， 第
３２４ 页 。

本教批判思想还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宗教产生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３ 卷 ，
人民出版社 １ ９９５ 年版 ， 第

的根源在于人们把
“

能解释的东西称为 自然的６６ ７
？

６ ６ ８ 页 。

东西
”

，

“

解释不了的东西都归之于超 自 然的原
④ 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４ 卷 ， 人民 出臟娜 年版 ， 第

因
”

。

④ 由于认识上的普遍局限性而产生的对 自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２５卷 ，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 １ 年版 ， 第

然的无知和恐惧是宗教产生的认识论根源之
一

。 典

马克思是从宗教产生的现实社会根源处寻求理
６

师 ； ：

集 第 ２ 卷 ， 人民出臟祕 年版 ， 第

２２



刘 东 ： 浅析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

就是人与人之间 是平等友爱的 ， 摆脱了压迫想上的安慰 ，
以免陷人彻底绝望的境地

”

，

？ 统

和剥削 ， 实现 了人 的社会关 系 的解放 ；
二是治阶级借助宗教里的天 国和来世向人们描述 了

人与 自然的关系也极为 明 白和合理 ， 即是说 ，

一

种虚幻的幸福 ， 对于人为 的不幸 、 不平等变

人摆脱了 自 然界盲 目 力量 的支配和统治 ， 从得麻木不仁 ， 只是安于现状 、 将幸福寄托于来

自然界 中获得 了解放 。 要实现这两个条件 ， 世 ， 任由现实的统治阶级进行无情的压迫和剥

不仅必须消灭私有制度 ， 实现人与人在社会削 。 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重视对宗教消极作

生产和生活 中 的平等协助 ， 进而使社会物质用的论述 ， 但也认为 ， 宗教在特定条件下也具

生产过程处在人的有意识有计划 的控制之下 ，
有革命或进步的作用 ， 是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

而且需要社会的物质生产力 高度发达 ， 从而的工具 ，

“

因此 ， 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

使人成为社会和 自 然力 的主人 。 马克思 的宗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 ； 对于完全由宗教培

教批判思想将宗教的消 亡和共产主义 的实现育起来的群众感情来说 ， 要掀起 巨大的风暴 ，

联系起来 ， 为 当今我 国正确处理宗教 问题提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 出

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现 。

”④ 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都曾 成为资产

再次 ， 关于宗教作用的认识 。 在阶级社会 ， 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工具 。 虽然 ， 宗教在

宗教是统治阶级用于维护其统治的思想工具 ， 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斗争中起到 了积极作用 ，

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揭示了宗教的双重作用 ， 但这种作用只是形式的 ， 宗教的本质没有变化 ，

指出宗教存在某些合理性 ， 但更多地是集中于 宗教依然潜存着消极作用 。

阐述宗教的消极作用 。

“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曾为

古代奴隶制进行过辩护 ， 也曾把 中世纪的农奴

制吹得天花乱坠 ， 必要的时候 ， 虽然装出几分

怜悯的表情 ， 也还可以 为无产阶级遭受压迫进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没有过时 ， 在时代

行辩解 。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要求宣扬阶级存在 发展的今天依然有着鲜明 的现实性 。 对宗教的

的必要性 ， 它们对被压迫阶级只有
一个虔诚的 研究 ， 是马克思进行的第

一

项理论工作 ， 也是

愿望 ， 希望他们能得到统治 阶级的恩典 。

……

马克思最初发展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 因 ，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 自卑 、 自甘屈辱 、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 。 马克

顺从驯服 ， 总之 ， 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 ， 但对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了宗教的本质和

不希望把 自 己 当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来说 ， 勇产生根源 ， 宗教产生的根源不在天上 ， 而在人

敢 、 自尊 、 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要重要。

”①
间 ， 只有到现实的物质生活 中 即社会存在中才

统治阶级利用宗教对被统治阶级进行精神控制 ， 能发现产生宗教的最深厚土壤 。 关于宗教本质

进而维护其统治 。 对于被统治阶级而言 ，

“

宗教的论述使人们揭开了宗教信仰的面纱 ， 以唯物

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 ，
又是对这种现 史观为原则考察宗教的发展规律及其消亡的社

实苦难的抗议 。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 ， 是

无情世界的心境 ，
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 的制度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４ 卷 ， 人民出版社 １ ９６ ５ 年版 ， 第

的精神一样 ，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

”？ 马克思的２ １８ Ｋ 。

？ 丨 山 丨 丄ｗ址丄—批上 ， 山 ， 丄 ａ②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１ 卷 ， 人民出版社 １ ９９５ 年版 ， 第 ２

宗教批判思想超越了西方哲学在宗教批判 中所Ｍ 。

遵循的理性主义传统 ，
马克思指出 ，

“

在各阶级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２５卷 ，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 第

中必然有－些人 ， 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得救感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４ 卷 ， 人民 出版社■ 年版 ， 第

到绝望 ， 就去追寻灵魂得救来代替 ， 即追寻思２２ ５ 页 。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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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条件 ， 从宗教批判转向社会批判 ， 成为后来种文化 ， 规范人 民的言行 ， 净化人的心灵 ， 使

论证共产主义实现的借鉴形式 。 新中 国成立后 ， 人向善 ， 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 我国是

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 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个多宗教的 国家 ， 宗教徒信奉的主要有佛教 、

在我国 已基本消失 ， 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传统 、 道教 、 伊斯兰教、 天主教和基督教五大宗教 。

一种意识形态依然存在 ， 并成为 民族共同心理据不完全统计 ， 我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 １ 亿多

素质的
一

部分 ， 宗教信仰与 民族风俗习惯融为人 ， 宗教活动场所 ８ ．５ 万余处 ， 宗教教职人员

一体 ， 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错综复杂 。 随着科约 ３０ 万人 ， 宗教团体 ３０００ 多个 。 他们是党执政

技的进步和社会环境的变化 ，

一些宗教学家和的重要群众基础 ， 是建设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一些宗教团体已不再从
“

天 国
”

而是从世俗世积极力量 。 总体来看 ， 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

界中寻找宗教存在的合理依据 ， 实现了宗教教是科学的 、 革命的 、 批判的 。 时至今 日
， 它仍

义解释的世俗化转向 。然没有过时 ， 伴随现代性世俗化的推进和社会

马克思对宗教的社会作用进行了辩证分析 ， 结构的转型 ， 经验化 、 物化现象极度严重 ， 我

是立足于现实具体个人的真实生活世界进行的 。 们要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的前

但是 ， 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是其所处 的社会提下 ， 结合我国 国情 ，
正确处理宗教与社会发

历史条件的产物 ， 这是毋庸置疑的 。 马克思始展的关系 ， 积极调动宗教界人士对社会主义现

终以阶级 、 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代化建设的作用 ， 真正做到宗教与 中 国特色社

研究宗教和宗教问题 ， 有着鲜明 的针对性 。 在会主义相适应 。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 ， 时代背景发生了

重要变化 ， 宗教也不再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力本文作者 ： 华 中科技大 学马克思主 义学 院

量的工具 ， 更不是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工具 ，
２０ １ ２级博士研究生

不能简单斥之为精神鸦片 ， 而是一种信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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