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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考证了张陵入蜀前东部事迹，梳理了张鲁传人到十九代天师唐代大显于世前的张天师后裔分布情

况，提出了晋室南迁后，张氏子孙分为南阳、蜀地、江南三支的新观点。

以道教文化为主题的主要有浙江大学吕洪年教授《道教视野中的财神菩萨》，该文不仅介绍了常

见的如比干、范蠡、赵公明、关羽等财神，还对五路财神及五显、五通、五圣等民间各路财神进行考

订，并对道教与民俗融合的问题进行探讨。浙江大学黄杰《茶即仙：两宋茶诗词中所反映的茶道与道

教的渊源关系》通过对两宋茶诗词的研究，探讨了茶文化与道教文化的相关性，认为茶文化与道教的

关系早于所谓的“余禅一味”，即茶与禅的关系。浙江大学沈弘《寻找杭州的“阎罗殿”》则对二十世纪

初两位美国人，之江大学校长费佩德和燕京大学教授甘博拍摄的一个杭州的“阎罗殿”的位置及其记录

的文化背景和东西方文化的冲突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他在演讲时放映了数十张与此相关的老照片。

本次研讨会还有一些其他相关主题的论文，较重要的有浙江省社科院钱明研究员撰写的《中晚明

社会对王阳明的造神运动》，该文认为王阳明早年对道教修炼方式相当迷恋，中年以后有过反悔，晚

年则对道家哲学思想多有摄取。后世对王阳明的造神运动，除其本人的道教情结外，主要是从两方面

来完成的。一是一批深受道家道教影响的门人后学对其的神化；二是民间通过绘画、戏剧、民间故事

等俗文化的形式来完成的。浙江财经学院的叶贵良博士的文章《(敦煌灵宝经语言研究>的初步设

想》力图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敦煌道经进行研究。

总之，本次会议规模不大，但规格不低，表现在参会人员基本上都是道教研究领域的专家，所提交的

论文大体上都紧扣近百年来道士与道庙的关系展开。本次会议展示了道教研究的一个新特点，即中国

学者与国外学者紧密合作，不再如过去一样只局限于正史、《道藏》、《藏外道书》等图书馆能找到的

文献，而是充分发掘地方志、报刊杂志、档案、文人笔记、老照片等野史资料，到民间去进行田野调

查，与道士沟通对话，分析他们的口述史，在现实的民间文化背景中研究活着的道教。从研究的主题

来说，也不着眼于宏大叙事，而是从细微之处着眼，深入挖掘，详细探讨，这样的研究方法和路径，

值得大力提倡。

(作者孔令宏，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教授；韩松涛，浙江大学道教文化研究

中心研究生．)

“当代世界中的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孙艳燕

2008年lO月15日至1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意大利马切拉塔大学、罗马天

下一家协会以及米兰天主教大学共同主办的“当代世界中的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好苑建国酒

店召开。来自中、意两国的近四十位专家学者参加或旁听了此次研讨会。二十多位学者提交了学术论

文并作大会发言。会议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党委书记曹中建主持，中国社会科学

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意大利马切拉塔大学校长罗伯特·萨尼教授，以及罗马天下一

149

万方数据



世界宗教研究 2008年第4期

家协会代表梁作禄先生在开幕式上致辞。卓新平研究员和罗马天下一家协会会长、米兰天主教大学历

史系主任乔万里教授先后作了主题发言，题目分别为“宗教和当代世界”和“20世纪的宗教”。

本次会议立足中国，着眼世界，既洞悉当今世界各大宗教的最新发展动向，又注重历史回溯。与

会学者围绕宗教与当代世界、在中国的宗教、当代国际天主教的发展、20世纪中国的天主教等主题展

开交流与讨论。

学者们首先分析了20世纪以来世界各大宗教的发展状况及其主要特征。在现代社会世俗化的浪

潮中，天主教会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为了克服危机、迎接挑战、跟上时代，天主教会于20世纪60年

代召开了具有革新意义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简称“梵二”会议)。“梵二”会议极大地改变了天

主教与现代社会、文明及宗教的关系，教会更为包容开放，在多极世界中倡导和平共处，平信徒积极

参与教会事务，天主教信徒人数在20世纪有显著增长；20世纪的正教，越来越成为具有不同历史、

传统和仪式的教会，使正教信仰成为多元共构的整体。世俗化和消费主义导致社会、文化和人群的改

变，是正教传统今天仍然面对的挑战；20世纪末，基督徒人口重心发生明显转移，从北半球转移到南

半球，新的诉求基于全球性的基督教经验，使之带来新的发展。这种转移可能预示了由全球化以及世

界地缘政治秩序调整带来的全新的基督教社群生活。新兴教会生活形式对传统教派主义和教会权威提

出挑战。对于21世纪的基督新教来说，分歧性和多元性比共同性和统一性更为重要；全球化进程也

给全世界的穆斯林社会带来全新的挑战。今日的伊斯兰世界同样面对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巨大压

力，迫使其为这一全新挑战找出答案。而个人所属的具体社会环境决定了答案的差异和形式。全球超

过lO亿的穆斯林在不同种族、不同地区和不同宗教团体中存在，将同样的伊斯兰信仰体现在不同的

伊斯兰生活方式之中。

几位中国学者针对在中国的宗教各抒己见。有学者通过“安章”现象这一个侧面，说明南传上座

部佛教传入我国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后，在保持南传佛教基本传统纯洁性的同时，也在积极适应着

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它与当地固有的原始宗教和少数民族文化之间一直在进行着规范性的交融。

有学者从各个方面对基督教在中国大陆的状况作了简要分析，指出基督徒群体逐步成为一个令人瞩

目，充满活力，同时又具有张力和多元性的群体。中国基督教的现状直接受到基督教神学、基督教传

教历史和中国宗教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今后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其活力与张力并存的局面将长期

持续下去。有学者回顾了自17世纪以来俄罗斯东正教在中国传布的历史及其对中俄关系的影响，并

简述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当今中国的发展情况，指出诸如重启教堂和中国牧师按立等一些棘手问题及

其最新进展。有学者认为，在与中国社会及本土文化经过上千年的磨合和融合后，当代伊斯兰教从中

国的西北部到东南部具有种种多样性。由于今日中国社会的变迁带给不同地域的中国穆斯林以不同的

影响，因此中国伊斯兰教中的多样性不仅不会消失，还会不断增加。还有学者介绍了中国道教的发展

历史，以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释道三教各有特色的修身养性之理法，并着重讲解了道家内功

的养生效用，主要表现在增强人体免疫机能、保持体能贮备和平衡外功副作用等方面。

围绕当代天主教这一主题，几位意大利学者透过不同的视角分析了天主教在当代世界中的总体发

展状况。有的学者评述了“梵二”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及其重大历史意义。无论在其内部组织还是与

世界及其它基督教传统的关系方面，“梵二”会议都使得天主教会发生巨变。例如，它深刻地改变了

教会对自身使命的理解和实践、教会对国际社会生活所作的贡献，以及基督徒的日常生活方式，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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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积极参与共建美好和平世界的事业。有的学者分析了天主教文化在“梵二”会议之后发生的显著变

化。长时间以来以拒斥现代社会为特征的天主教世界开始用积极的方式应对当代社会，主张教会理论

要与社会相适应，教会应服务于社会。其他学者分别论述了天主教会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教宗通谕中

的天主教会社会关怀、宗教社团的历史发展轨迹，以及风起云涌的平信徒运动。现代教会谴责“不加

节制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致力于人道主义干预，以阻止战争屠杀和破坏。天主教教宗也以各道

通谕来表示追求人类尊严，寻求基于正义的世界秩序。在罗马天主教会中，宗教社团一直构成基督徒

生活的重要要素。根据梵蒂冈年书报告，当今的宗教社团数量已超过20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平

信徒运动亦大大促进了教会的相互了解与合作。

最后，学者们广泛探讨了20世纪中国的天主教这一重要内容。有学者根据珍贵的文献资料，重

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这段时期内天主教会在中国的历史，尤其关注50

年代的一系列事件。有学者考察了自2005年本笃十六世就任以来，中梵双方开展对话，为谋求恢复

外交关系所作出的努力。迄今为止，这一进程尽管偶有短暂挫折，却没有遇到重大阻碍。有学者认

为，中国的国家主权、天主教的组织原则和天主教会的传统等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原因，造成了中

国、梵蒂冈和中国天主教会三个方面构成的三角关系，中梵关系曾长期陷入僵局。自从中国改革开放

以来，随着形势和观念的改变，原先的隔绝已被打破。另外，还有学者对1879至1962年间天主教会

及有关人士在大陆出版发行的十余份中文报纸进行了简要评介。透过对1925年“卡普拉事件”的分

析，有学者阐述了宗座代表刚恒毅如何严格执行梵蒂冈在中国的传教政策，并对天主教会的声誉进行

维护。

“当代世界中的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圆满落下了帏幕。会议闭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

研究所副所长张新鹰主持，卓新平研究员和乔万里教授作了总结发言。他们希望，在文化先驱利玛窦

神父来到中国，开创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之伟大历程四百多年后的今天，双方共续以利玛窦与徐光启为

代表留下的传统友谊，以真诚和耐心推动中西宗教文化层面的对话，使宗教倡导和带动的精神深层次

的沟通、交流、对话、乃至融合，成为当代世界稳定、平安、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

【作者孙艳燕，1972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博士，助理研究员。)

纪念七塔禅寺建寺11 50周年庆典

暨“都市寺院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隆重举办

铂净

2008年10月19日，宁波隆重举行“七塔禅寺开山建寺1150周年暨都市寺院与和谐社会学术研

讨会”的活动。著名学者黄心川、方立天、楼宇烈、杨曾文，以及来自海峡两岸的相关研究单位与部

分大学的佛学研究者。佛教界人士惟贤、戒忍、觉醒等高僧大德，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内外学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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