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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殿堂——
人类心理困惑的“避难所’’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蒋云根

目前，全世界共有46亿人信仰宗教，各种各样

的宗教派别毫无顾忌地冲向高速公路，冲向摩天大

楼，冲向高等学府，冲向酒吧和迪斯科舞厅，冲向

工作场所和生活社区。在我国12亿人口中，信奉佛

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者总计达一

亿多人。在五大宗教之外，一些地方的“民间信

仰”异常活跃，国外的一些“新兴宗教”试图渗透

进来，一些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无孔不入的渗透

和分裂活动，还有各种邪教正在兴风作浪。对于这

一复杂的社会现象，有的人说，现在是有神论有人

传，无神论无人讲，如此下去，宗教就是和平演变

的基础；有的人提出，宗教无非是一种攻心之术，

而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却软弱无力，攻心乏术，致

使宗教有了可趁之机；有的人认为，讲真善美，科

学是真，艺术是美，宗教就是善，现在社会上精神

空虚、道德败坏的问题突出，多一点信教，可以使

人心向善，优化社会道德风尚；有的人批评道，现

在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失之过宽；有的人抱怨说，政

府对宗教干预过多，是新的政教不分；等等。

尽管人们可以对宗教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作

出迪然不同的评价，但宗教的存在与发展却并不以

谁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二百多年以来，宗教与科学

这对曾经势如水火的两大文明，居然开始和平共处

其乐融融，包括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等人在内

的大发明家、大科学家既是科学伟人，同时又是宗

教信仰者；一些计算机技术人员、生物工程研究人

员、天体物理研究者和宇航员也加入了宗教信仰队

伍。人们不能不问：宗教经久不衰的原因究竟是什

么?它究竟具有何种魔力能够将越来越多的善男信

女吸引到神灵面前顶礼膜拜?
。

宗教得以存在的重要心理基础是信仰。不信仰

某种超自然物，就不可能有宗教本身、宗教祭奠及

宗教制度的各种形式。作为一种特殊的情感和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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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宗教信仰具有自觉、自愿等特征，而这种自

觉、自愿的情感投向，又是同个体的心理需要有着

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宗教信仰从本质上是源于人

的需要，而人的需要又是复杂多样的。马克思曾将

人的需要分为生理需要、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当

代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可以划分为生

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

现需要等五个层次。人们需要的多样性与个人能力

的有限性构成一对永恒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人类一

切心理、一切行为也包括宗教信仰的终极根源和动

力。马克思说： “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

些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那他就什么

也不能做。”正是在寻求满足需要的过程中，某种

宗教思想、宗教理论赢得了信仰者；或者讲，人们

之所以确信、崇敬并皈依某种宗教，其目的都是为

了满足自己的特定需要。需要是宗教信仰的源泉，

而人的需要具有社会性，是个不断发展的概念，为

此，我们在考察宗教信仰的心理基础时，必须立足

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从社会发展的实践出发，去探

讨社会变迁对人们心理的影响与冲击，分析人的心

理需要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微妙关系。以下从4个方

面来分析：

宗教信仰反映着人类对

终极关怀的心理需要

当代宗教一般把宗教理解为一种人的生活的总

体方式，它反映着作为理性动物的人类对精神生活

终极的、无限的、无条件的关注。由于宗教所反映

的人类追求，乃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探求——灵与

肉、生与死、善与恶、美与丑、今生与来世等等，

全都是宇宙和人生的根本问题、终极关怀，都是一

些极端理性化同时又为人们所特别关注的课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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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课题恰恰都是人类智慧难以运用理性予以说

明，因而只能通过信仰的方式获得慰籍。 “宗教的

前提，是意志与能力之间，愿望与获得之间，目的

与结果之间，思想与存在之间的对立与矛盾。”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462页，商务

印书馆1984年版)<反抗死亡》一书的作者E·贝克

尔说，在所有动人心弦的事情中，对死亡的恐惧是

首当其冲的。对生的期望与对死的恐惧，这是人类

的一种普遍心理。这种惧死恋生的本能心理促使人

类不懈地去探求解决生死困惑的途径，这样，人的

生死问题自然成为人类终极关怀的第一大课题。

针对人类无法摆脱的惧死恋生心理，宗教为这

种无所落实的心理空虚开辟了具有超越意义的诱人

通道。源于中国的道教宣扬“现世报”，为善男信

女们指出了一条通过修炼达到“长生不老”的永恒

境界；基督教在“上帝创世说”与“原罪说”的基

础上，以“两世报”的说教将人类得救的希望目标

锁定在来世，使人的生命得以在脱离现实世界后能

够在彼岸世界得到延续，它要求信徒通过皈依、信

仰上帝，以获得来世的永恒，从而缓解人对死亡的

恐惧心理；佛教则以其独树一帜的“三世因果报

应”说宣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生死哲学，

并在生死之外开辟了一条生命超越的途径和境

界——圆寂，以此消除人们对生的迷恋和对死亡的

恐惧。由此可见，各种宗教生死智慧和生命超越思

想，都以不同的方式致力于满足潜伏于人类心理深

处的对生命最终命运的终极关心，为人的死后世界

打开了一扇透进阳光的天窗，使人的生命拥有一个

永恒美好的理想归宿。这种具有非理性色彩的许诺

恰恰适应了人类自身难以摆脱的对终极命运的非理

性心理需求。正如美国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所指

出的：人必有一死这一点注定人人渴求永生，害怕

死亡，只有当人们有可能相信并且真正地相信存在

着天堂和地狱的时候，对死的恐惧才能得到缓和或

节制。

宗教信仰体现着人们某种
超越性精神需要与心理寄托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有不少信徒

在理智上虽然并不信神，并不认为有上帝或天国的

存在，但却因信仰因素而逐渐形成浓厚的宗教感

‘情，自觉地参加各种宗教活动，成为虔诚的宗教信

徒。在人的正常心理结构中，普遍存在着一种追求

信仰的倾向，需要某种精神方面的寄托。人的这种

心理倾向与需要平时一般深藏于潜存意识中，而当

心理失调时则会涌入表象意识。宗教既是信仰，又

具有超越性，是其他信仰所达不到的。宗教作为意

识形态，其高明之处就在于它能够满足人的超越

性。宗教追求什么?追求超越的真、善、美。宗教

中上帝的天堂、神的王国、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至

善至美的；宗教所追求的境界，又是完美元缺的。

而在现实生活里，在有限的人生旅途中，苦苦追索

完美的人们却总是难觅纯真、纯善、纯美，所以只

能寄托于未来的、哪怕是虚无缥缈的真、善、美。

某女大学生坦率地说，在教堂庄严的圣诗声中，灵

魂仿佛得到了一种净化和安宁。

宗教信仰为一些心理缺损者打开

求助之门，提供了心理避难场所

人在现实生活中，在追求自身发展中，必然会

遇到主客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一是要改造主观世

界，二是要改造客观世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

中没能达到自己主观要求时，会自觉修正自己的主

观要求和愿望。因此，人们改造主观世界的更广的

含义必须包括改造、调整那些正确的、哲时还不能

实现的愿望，这是人类思想意识发展中一个深刻的

内在矛盾。虽然这一矛盾在现实生活中无法一劳永

逸地解决，可是在精神上却不能(也不允许)留有

空白，这样，一部分人就可能到宗教中去寻求补

偿，将宗教作为一种维持自己心理平衡的“调节

器”。例如，有些下岗人员，在不能很快就业的情

况下，容易陷入精神空虚、无所适从的苦闷状况；

一些退休人员一旦离开工作了几十年的岗位，难免

产生心理落差，滋生出一种深深的失落感，他们参

加宗教活动，就是为了摆脱这种难以承受的精神困

惑状况，寻求某种心理上的补偿。某些意志薄弱、

怯于同命运抗争者，当他们在工作、事业或者生活

上屡屡受挫，特别是处于绝望境地时，往往容易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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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种特殊的爆发性宗教渴望，祈求“无处不在、

无所不能”的神、上帝来拯救和帮助他们。再加上

世俗的诱惑总是如此之大，时时激发着贪欲、激

忿、愚痴、浮躁、焦虑等等人的内在生命意欲，搅

得人心难以安宁。而人的心灵不能长久地、孤寂地

四处漂泊，总是要有所寄托。自然，强者有强者的

寄托所，弱者也会寻找适宜于自己心灵的寄托场

所，这是人的一种生存本能。实际上，当一个人的

心灵已无所寄托时，生存对他而言可能已成为多

余，这种心灵寄托的本能本质上是一种不可回避

的、无意识的本能。这样，当个体对自己的前途和

命运感到实在难以把握，并且又找不到其他可以获

得帮助的途径时，便可能求助于上帝，希图通过自

己的虔诚之情，打动上帝的仁慈之心，为自己点燃

一盏希望之灯；或者将宗教视为一种心理避难所，

通过对上帝的信仰熨平心理创伤，达到心理平衡。

宗教信仰满足了人

内在的非理性冲动

一般认为，人是理性动物。正因为人具有理性

能力，才有可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宗

教是一种非理性化的意识形态。”这是我们常常听

到的一句对宗教的评判。那么，理性的人为什么会

信仰以非理性为基本内涵的宗教呢?这同人心理结

构的多重性相关。人作为主体，其精神生活并非纯

理性的，在人的心理范围内，除了理性因素之外，

同时还存在着种种非理性的成分。如直觉、潜意

识、情绪、灵感、习惯、信念、本能的欲望，等

等，即所谓主体结构中的非理性因素。非理性成分

的作用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倾向，当非

理性的成分完全脱离理性的约束和指导而寻找出路

时，它的作用就往往是消极的。对宗教的信仰一般

应纳入非理性的范围，宗教信仰的产生，总是在理

性因素对非理性因素活动失控的情况下发生的。人

处于一种具有普遍联系的环境之中，为了生存，不

仅需要认识自身，还需要认识人与外部世界的种种

关系，不管这种关系是实在的还是虚幻的，这恰恰

反映出人所特有的理性精神。但人类所要追索的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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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答案，有些非人类理想所能解答，尤其是深入到

终极问题，更是反映了理性智慧的有限性。为了寻

找出路，只能求助于非理性的帮助，这就是宗教信

仰。正是由于人类心理存在着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

交织与融合，从而为以非理性思维为基本特征的宗

教信仰的产生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这也是宗教形

成和发展的重要心理背景。

人所具有的理性追求与种种非理性思考，为宗

教信仰奠定了重要的心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这

种心理特征也很有可能被邪教所利用。必须指出，

邪教不是宗教概念，而是一个社会法律概念；邪教

组织不是宗教组织，而是一种邪恶的社会势力；

“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

立，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

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邪教

组织扩张人们心理上所存在的非理性因素成为推销

它们那套歪理邪说的突破口。尽管各种邪教的教义

俱各有别，但在俘虏信徒方面使用的手段则大致相

同，通常有催眠、诱导意象和间接的暗示等心理控

制法，使信徒处于某种痴迷、着魔状态，失却自

我。美国邪教问题研究专家西格尔曼说：邪教主在

某种程度上都是心理学家，他们知道，对信徒们予

以心理暗示和心理诱导，就会使他们沿着自己的思

路按部就班。

宗教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认识论根

源，有其深厚的土壤和一定的公众基础，在不同的

社会历史条件下，宗教可能发挥积极或消极的社会

功能，故而不能用行政力量去制止宗教。江泽民同

志1993年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作了3点指示：一

是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二是依法

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三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

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三句话是对党在社会主义时期

有关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高度概括。

至于对具有反社会性质的邪教，我们在予以取缔、

打击的同时，还应重视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心

理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探索它们萌芽、

生长与蔓延的社会气候与心理背景，努力从源头上

堵塞各类邪教生成与传播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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