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宗教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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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伏尔泰等老～辈启蒙思想家的自然神论思想

18世纪风靡欧洲的启蒙运动最初肇始于法国，而伏尔泰无疑

堪称法国启蒙运动的主将和精神领袖。这位享誉欧洲的启蒙思想

领袖对法国的天主教会和封建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一方面

认为任何宗教都是愚昧、欺骗、狂热和偏执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强

调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必须假定一个上帝的存在(他的一句名言

是：“即使没有上帝，也必须捏造一个!”)。伏尔泰在骨子里或许

根本就不相信上帝，但是这位机智的思想家却没有像年轻一辈的

法国百科全书派那样公开地打出无神论大旗，而是以一个自然神

论者的姿态来进行他的宗教批判活动。伏尔泰早年曾到伦敦避

祸，深受洛克和牛顿的自然神论思想的影响。但是，与传统的理性

神学家以及英国自然神论者不同，伏尔泰对于从理论上来证明上

帝存在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本人也看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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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在逻辑上的困难之处，他明确地表示：“在‘上帝存在’这种观

点中，存在着难题，但在相反的观点中，则存在着荒谬。”①在后来

发表的《哲学辞典》中(1764年)，伏尔泰从道德的角度来说明了

上帝存在的必要性。他写道：“我觉得最大的意图，最大的兴致并

非是在形而上学上找论据，而是衡量一下为了我们这些悲惨而又

能思维的动物的共同利益，是否必须承认有一位赏罚严明的上帝，

他可以同时作为我们的约束者和安慰者呢，还是扬弃这一观念，一

任我们陷于绝望的灾难中、沉溺于不知悔过的罪行中呢。”②在伏

尔泰眼里，上帝就是一位既善良又有力的最高存在物，他创造了一

切存在物并维系着它们的繁衍，并且公正地进行扬善惩恶的活动。

因此，宗教的要义并不在于那些玄奥晦涩的形而上学理论，而在于

对德行和正义的崇拜。伏尔泰强调，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是行善，

而服从上帝则构成了基督教徒应该奉行的唯一教义。从道德论的

角度而不是从思辨哲学或形而上学的角度来说明上帝存在的必要

性，是18世纪西欧几乎所有较温和的启蒙思想家们对待基督教信

仰的共同态度，它在某种意义上呼唤着康德道德神学的产生。

在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伏尔泰对一千多年来一直被基督

教会奉为神圣的《圣经》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以一种嬉笑怒骂的

调侃笔调，揭露了《圣经》记载中的许多不合情理之事。例如，在

《创世记》中先说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以及男人和女人，后来上帝

却忘记了女人已经被创造，又从亚当身上抽了一根肋骨变成夏娃。

福音书关于耶稣身世的记载也是充满了矛盾，一会儿说耶稣是亚

伯拉罕的第42代孙，一会儿又说耶稣是一位童贞女所生的孩子。

总之，《圣经》中充满了混乱不堪的语言和逻辑，然而，千百年来人

们却一直都在对如此荒唐的经典顶礼膜拜、深信不疑。伏尔泰把

①参见詹姆斯·c．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上卷，四川人民出版

社1992年版，第51页。

②伏尔泰：《哲学辞典》，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49-4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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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可悲的现象归咎于国王、教皇、主教等统治者的有意欺骗与人

民大众的蒙昧无知，他认为，当第一个傻子遭上第一个骗子时，宗

教迷信也就应运而生了。

伏尔泰一生中都对耶稣·基督充满了仇恨，坚持将其称作

“坏蛋”。他援引索西奴斯主义的观点认为①，耶稣并非神，而只是

一位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被神化的人：“起初，照他们说来，

人们只是把耶稣视如由神启示的人，随后又把他当做一个比其他

的人更为完善的人。又过了若干时代，正如圣保罗所说的，人们又

把他列为天使以上的神。他的重要性与Ft俱增。最后他又成了上

帝在时间中的显示。这还不够，人们又把他说成是先于时间本身

而生的。最后，人们就把他当做与上帝同体的上帝了。”②然而，尽

管他尖锐地揭露了耶稣神化的骗局，他却始终坚持认为自己是信

仰上帝的，这种执着的自然神论信仰使他在晚年时与百科全书派

的无神论者(霍尔巴赫等人)发生了分歧。事实上，上帝在伏尔泰

那里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一个可以随时用来支持他对基督教的

一切教义和教仪甚至基督本人进行攻击的护身符，这个上帝就其

实质而言无非就是理性本身。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伏

尔泰以理性的名义宣布了迷信时代的结束，他对那些借用宗教之

名来填满自己贪壑的修道院长们怒斥道：

你们曾经利用过无知、迷信、疯狂的时代，来剥夺我们的地产，

把我们践踏在你们的脚下，用苦命人的脂膏把自己养得肥头胖耳。

现在你们发抖吧，理性的日子来到了!④

①索西奴斯主义(Soeinianism，又译为索齐尼主义)是16世纪产生于意

大利的一个新教派别，它站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来否定三位一体教义，认为

耶稣不过是一个凡人而非神。索西奴斯主义者在当时欧洲的许多国家里都

遭到了宗教和世俗当局的迫害。

②伏尔泰：《哲学辞典》，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60-461页。

③《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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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呐喊从伏尔泰这里发出，很快就成为响彻全欧洲的时

代号角。与伏尔泰一样，另一些法国老一辈启蒙思想家如培尔、孟

德斯鸠等人也通过对教会、教义的怀疑和批判而动摇了基督教信

仰的根基，为百科全书派的激进的无神论奠定了思想基础。

培尔以倡导宽容而著称，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初期的法

国，这种宽容精神对于突破强大的天主教思想专制无疑具有极其

重要的现实意义。培尔认为，基督教的本质精神是宽容的，然而长

期以来基督教世界中却一直盛行着种种宗教迫害。他指出：“基

督徒除了布道和训导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使命；尽管如此，他们自

古以来一刻不停地用剑与火剿灭那些不信奉他们宗教的人⋯⋯我

们也许可以确信：假如当初是西方基督教徒而不是撒拉逊人或土

耳其人赢得对亚洲的统治，那么如今就连任何希腊教堂的遗迹都

不会留下。他们是从来不会像异教徒宽容当地的基督徒一样，宽

容伊斯兰教徒的。”①在培尔看来，繁琐的教义之争是导致宗教迫

害的重要原因。培尔用怀疑主义来否定唯理论者对于上帝存在和

灵魂不朽的各种理性证明，在他看来，宗教真理属于理性所无法证

实的信仰范围，因此神学家们援引理性证据来论证宗教教义的一

切争论都是毫无意义的。在信仰问题上，宽容精神应该取代无聊

的教义之争和宗教迫害。培尔不仅在信仰与理性之间划出了一条

明确的界线，而且也把宗教与道德区分开来。

与培尔、伏尔泰等人一样，孟德斯鸠也对传统的基督教信仰进

行了批判，他的功劳主要在于割断了宗教信仰与法律政治之间的

必然联系。孟德斯鸠虽然也是一个自然神论者，但是他却对纯粹

的神学问题不感兴趣，他用“法”来取代上帝在世界中的权威地

位，认为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法的基础是

一种“根本理性”，“法就是这个根本理性和各种存在物之间的关

①培尔：《辞典》，转引自汤因比：《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四川人民

出版社1990年版，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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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同时也是存在物彼此之间的关系”①。万物的秩序和关系都由

法来制约，上帝则被打入了冷宫，被驱逐到现实的政治生活之外。

这种将宗教信仰与法律政治区分开来的理论观点，对于动摇天主

教会与君主专制之间的牢固同盟，促进法国政教分离的政治局面，

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培尔、伏尔泰等老一辈启蒙思想家并非无神论者，而是自然神

论者。他们批判了基督教会的精神专制和蒙昧主义，抨击了神职

人员的腐败堕落，但是对于基督教所信奉的上帝，他们仍然不愿或

不敢触动。他们的目的是使基督教更加合乎理性精神，更加具有

人性原则，而不是从根本上消除基督教。尽管如此，他们对基督教

教会、教义以及神职人员腐败行为的猛烈批判仍然为百科全书派

的“战斗的无神论”奠定了思想基础。启蒙运动的特点就是弘扬

理性，它的口号就是“把一切拉到理性的法庭面前接受审判”。如

果说在伏尔泰等老一辈启蒙思想家那里，理性还只是借助于上帝

的名义来发号施令，那么在新兴的百科全书派那里，理性就已经被

公然地提高到唯一的和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甚至连上帝这面冠

冕堂皇的旗帜也被踩在了理性的脚下。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法国启

蒙运动的最高产物一一公开的、战斗的无神论。

二、百科全书派的“战斗的无神论"

由伏尔泰等老一辈启蒙思想家所开启的宗教批判活动，在年

轻一代的“百科全书派”那里达到了最激进的顶峰，从而产生出马

克思主义之前的最具有发聋振聩意义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

“百科全书”全称为“百科全书——工艺技术大辞典”(Encylopd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6 des arts et des mdtiers)，是由狄德罗和达朗

贝等人负责编辑的一套表现启蒙观念和理想的思想宝库。百科全

书的第一册于1751年出版，以后陆续出版，到1780年共出版了’35

①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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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并被翻译为多种文字。百科全书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从科

学技术到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无所不包。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

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等人均为百科全

书的重要撰稿人。在18世纪中、下叶的法国，百科全书成为具有

理性精神和批判意识的思想家们发表新观点的一个重要阵地，新

一代的启蒙思想家们在编辑百科全书的过程中结成了一个思想上

的统一战线，把矛头指向了虚伪的天主教会和腐败的社会现实，

“百科全书派”因此而得名。由于百科全书派几乎汇集了法国当

时所有最优秀的思想家，因此它不可能在哲学和神学方面形成完

全一致的思想。事实上，在百科全书派内部存在着较大的思想分

歧，一些人是自然神论者，另一些人是无神论者，还有一些人是传

统宗教的信仰者。在出版物方面，也存在着参差不齐、良莠混杂的

情况，缺乏现代百科全书的系统性和严谨性。但是这些缺憾之处

并不能抹煞百科全书派在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意义，它在当时成为

法国天主教会和封建制度最为仇恨和恐惧的敌人。

百科全书派的主力阵容是狄德罗、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他们

是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杰出代表。他们共

同的哲学基础是洛克认识论中的经验论和笛卡尔物理学中的机械

唯物主义，他们认为，一切思想都来自感觉，而感觉不过是身体的

机能，从而将精神活动归结为生理构造。在狄德罗看来，自然是一

个自己发生、自己生长的独立体系，并不需要上帝来充当初始原

因。霍尔巴赫认为：“宇宙，这个一切存在物的总汇，到处提供给

我们的只是物质和运动⋯⋯这些物质的不同特性、不同组合、这样

变化多端的活动方式(这些方式是活动的必然结果)，给我们构成

了事物的本质；由这样多样化的本质产生出这些事物所处的不同

秩序、等级或体系，它们的总和就形成我们所称的自然。”①

霍尔巴赫在《自然的体系》中所表现的这种唯物主义虽然显

①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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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机械而单调，但是它却一劳永逸地结束了上帝对自然界的影响，

导致了公开的和战斗的无神论的结论。从此以后，人们再也不用

在自然界中去寻找上帝的身影了，自然界拒绝奇迹和神灵。这样

的自然界也许显得非常平淡无味，缺乏浪漫的想象力和神秘的意

蕴，但是它却是一个独立的、自因的、实实在在的物质世界。

百科全书派不仅要在自然界中彻底消灭上帝，而且也要在道

德生活中结束耶稣基督的楷模意义和基督教的唯灵主义理想。与

耶稣所代表的舍身殉道的价值取向相反，爱尔维修认为自爱和利

己是人类一切行为的普遍基础，而行为的基本动机就是追求快乐

或幸福。“肉体的感觉能力因此是人的唯一原动力”，追求感官快

乐和现世幸福是人生的正当权利，人们没有必要为了一个虚无缥

缈的天国理想而放弃此生的物质享乐。利己主义是人类行为的出

发点，而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最大限度的符合就是道德。在爱

尔维修看来，一个良好的社会应该通过教育来提高人们的道德水

平，一方面鼓励人们理直气壮地追求和满足自己的功利要求，另一

方面尽量使个人利益与全体利益达到和谐一致。现世的幸福和普

遍的公正就是一种真正宗教的全部内容：“一位正直善良的神所

要求的，乃是土地的子孙幸福，乃是他们享受一切与公益相容的幸

福。这就是真正的宗教，哲学应当向各个国家启示的宗教。”①

与老一辈启蒙思想家相比，百科全书派对基督教的批判显得

更加猛烈无情，尤其是被其同伴们戏称为“上帝的私敌”的霍尔巴

赫，更是把进一步对教会实践的抨击发展为对基督教思想根源的

批判，把对基督的讽刺发展为对上帝本身的挖苦，从而公开地打出

了无神论的大旗。他把一切宗教都看作是迷信的结果，而迷信的

根源则在于对自然力量的无知和恐惧。在充满了机智的嘲讽的

《袖珍神学》中，霍尔巴赫对基督教的一些基本教义和重要信条进

行了批判性的重新阐释，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他把上帝解释为

①《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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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侣的同义语，或者是神学事务的经理，僧侣的老管家，供应圣

军的全权代办”，把上帝的王国说成“僧侣的停尸室”，认为一旦用

“教士”一词来代替“上帝”，神学就变成一门最简单的科学了①。

在《揭穿了的基督教》一书中，霍尔巴赫淋漓尽致地发泄了他对上

帝的仇恨和对基督教的厌恶：

基督教向我们描绘的那个从犹太人那里继承来的神的面貌就

是这样。这个神是一个独夫，一个民贼，一个什么都能干得出的暴

君；然,而A．4t7却以这个神为完善的典范；人们在他的名义之下犯下

各种大逆不道的罪行⋯⋯它借口给人们带来和平，其实只是给他

们带来狂暴、仇恨、不和与战争。②

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以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用唯一的大

自然来取代上帝，用物理学来代替神学，用理性来取缔信仰，把老

一辈启蒙思想家的自然神论推向了无神论的极端。他们对基督教

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要求把上帝、教会以及基督教的

一切教义和教规都拉到理性的法庭面前来接受审判，从而在法国

知识界中掀起了一股无神论的时代浪潮。正是由于这些启蒙思想

家们首先在思想领域中把天上的国王(上帝)送上了断头台，18世

纪末叶的法国人民才能够理直气壮地在实践领域中把人间的国王

(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在这种意义上来说，百科全书派的理论

批判构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实践变革的一个必要的思想前提。

然而，从理论的深度来看，法国启蒙思想家们对基督教的批判

仍然停留在一种感性的水平上，他们并没有真正接触到基督教产

生的社会根源。启蒙思想家们看到了基督教产生的思想认识原

因，却没有看到基督教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正因为如此，他们往

往把宗教说成是一种欺骗的结果，认为只要提高了人们的认识能

力和理性水平，一切宗教现象就会彻底消亡。与同时代的德国启

①霍尔巴赫：《袖珍神学》，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76页。

②《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56—5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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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思想家如莱辛、康德等人相比，百科全书派在对待基督教的态度

上更加偏激，走向了公开的无神论，但是其理论深度却远远不如后

者。在百科全书派的阵营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卢梭就是一个

典型的例子。这位出身于平民阶层的启蒙思想家坚决反对狄德

罗、霍尔巴赫等人的肤浅的无神论，提倡一种建立在人性和良心基

础之上的自然宗教，认为一位公正而仁慈的上帝的存在对于受苦

受难的人民大众是一个奠大的心理慰藉，对于那些为非作歹的恶

人们则是一个有力的儆戒。卢梭主张建立一种道德宗教，认为

“一颗正直的心就是上帝的真正殿堂”。卢梭的宗教思想深深地

影响了18世纪末叶法国大革命中的平民领袖们，罗伯斯庇尔就公

开宣称，无神论是贵族们的精神奢侈品，而广大的平民百姓需要一

位能够抚慰他们的现实苦难的上帝。正因为如此，罗伯斯庇尔才

建立了一种崇拜“太上主宰”的新宗教(虽然这种新宗教很快就像

罗伯斯庇尔建立的恐怖的平民专制一样瓦解了)。另一方面，卢

梭的宗教思想对于稍晚的康德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使得后者

终于在启蒙思想家的宗教批判的基础之上，重新建构起一种符合

西方现代社会要求的道德宗教。因此，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并没有导致基督教的最终消亡，而是通过卢

梭的中介而转化为康德的道德宗教，使基督教信仰在经历了一次

痛苦的磨难之后，衍生出一种适合西方现代精神生活的新形式。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吴泓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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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论文 王军雷 论启蒙时期法国的宗教思想 2006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使得沉睡于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理性得以觉醒。如果说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只是使理性觉醒的话，那么真正树立理性权威的

是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科学革命为反对宗教和教会提供了科学武器，哲学革命为反对封建专制和贵族特权提供了思想基础。所有这些都为启

蒙运动的发生铺平了前进的大道。在18世纪的法国，面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独裁，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正是利用自然科学武装起来的理性武器，驰骋于开

阔的自然疆域，猛烈地摧毁着宗教神学，进行着一场科学和宗教的大决战。

    18世纪是理性主义思潮盛行的时代，人的理性是判断一切事物存在的合理性的唯一标准，关于任何事物的知识都必须接受理性法庭的审判。法国的

启蒙思想家们在理性法庭上，对包括教会、圣经和一切以宗教狂热和迷信为特征的天启宗教无一例外地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同时在宗教批判中逐渐形成

了法国式的自然神论。但是，由于自然神论自身存在着缺陷，法国启蒙思想家们不得不寻找支援力量，或与基督教妥协调和,或执着追求科学理性,或转

向求助于道德情感, 在此后理性和他的助手们结伴而行，在法国创造出一个多元宗教信仰形式的局面。

    启蒙时期法国宗教思想的形成与18世纪自然概念有着紧密的关系。启蒙思想家们对自然与上帝的不同理解最终导致了不同宗教思想的形成。启蒙时

期法国的宗教思想并非一种完全新的信仰代替完全旧的信仰，与其说启蒙时期法国的宗教思想是一种轮廓鲜明的、已完成了的固定形式，倒不如说是一

个朝各个方向发生影响的力量。正确理解理性与信仰、世俗与神圣的关系，我们才能正确理解启蒙时期法国乃至整个启蒙时代的宗教思想。

2.期刊论文 管小其.GUAN Xiao-qi 启蒙定界:康德启蒙观的革命性意义 -求是学刊2009,36(1)
    康德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直被奉为启蒙思想家对启蒙的经典定义.因此,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的批判往往把矛头指向康德的这篇文

章.事实上,康德的启蒙观必须在启蒙运动的问题情境中,并结合他的其他著述才能获得完整的理解.康德将启蒙置于人自身的理性自决的前提之下,强调理

性实践运用的自由原则,从而使其启蒙定界获得了革命性的内涵,显示了植根现实的强烈的政治批判和宗教批判精神.

3.学位论文 郝瑞斌 普列汉诺夫宗教思想研究 2009
    论文共引言、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引言简要介绍了关于普列汉诺夫宗教思想研究的现状以及论文的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结论是对普列汉诺夫宗

教研究的总体评价以及对未来宗教研究的瞻望。

    正文有五章组成。第一章阐述了普列汉诺夫宗教研究的背景。普列汉诺夫的宗教研究正处在世纪之交与时代转变的时期。此时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

已经走向垄断的帝国主义，时代主题由和平转变为战争与革命。反映在宗教问题上，在西欧，由于基督教会逐渐完成了资本主义化，宗教和资产阶级开

始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共同破坏社会主义运动。而普列汉诺夫的祖国——俄国，仍然是一个政教合一、全民信教、宗教势力根深蒂固的国家。其国教

——东正教会作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自觉地充当着沙皇统治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为无产阶级锻造了认识宗教的思

想武器。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思想是研究宗教问题的指导性原则，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当时代急剧变革，社会主义革命提到历史日程时

，就要求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完善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思想。

    第二章简要介绍了普列汉诺夫宗教研究的基本情况。普列汉诺夫的宗教思想经历了从有神论到启蒙无神论、再到科学无神论的发展过程。普列汉诺

夫对宗教问题的研究是在其科学无神论时期开始的，可以分为初步论述、集中研究和余论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1905-1911)在形式上贯穿了他政治上的

马克思主义时期(1883-1903)、孟什维主义时期(1903-1914)和社会沙文主义时期(1914-1918)，并主要集中于其孟什维主义时期。但是其著作的性质仍然

是马克思主义的。普列汉诺夫的宗教研究，在主观意图上，力图补充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力图服务于工人运动实践的需要;在理论方法上，始

终贯彻着从现实生活出发解释宗教现象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贯穿着辩证的思维方法尤其是矛盾发展规律分析的原则。

    第三章阐述了普列汉诺夫对宗教基本规律的论述。主要是宗教的定义、宗教的演变和宗教的社会作用三个方面。普列汉诺夫非常重视宗教定义的研

究。他结合宗教观念的演化，以宗教观念是否和道德相结合给宗教一词下了定义；同时还将宗教定义为观念、情绪和活动的相当严整的体系。他还进一

步指出，万物有灵论观念是宗教的基础，它的发展决定于经济的进化。关于宗教的演变，普列汉诺夫认为万物有灵论是宗教思想发展的最初阶段，但是

，单纯的万物有灵论观念还不是宗教。宗教的主要特征是对神或诸神的信仰，相信有超自然实体的存在和信仰它是两回事。图腾崇拜才是宗教的最初形

式。具体到宗教的发展，普列汉诺夫以“权威”社会组织的产生为标志将宗教的发展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在宗教的消亡问题上，普列汉诺夫认为迫使

宗教不断缩小影响和控制范围以至最后完全消亡的因素主要可以归结为生产力的增强、社会关系的调整和改变、认识领域的扩大，而阻碍宗教消亡的因

素主要有阶级方面、心理方面和认识方面等等的因素。关于宗教的社会作用，在原始社会里，宗教是原始人试图解释自然界现象的尝试，在这个阶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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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执行着哲学、神学、科学的职能；在一定意义上，原始宗教还促进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并对艺术、哲学等其他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阶级社会，宗教主要是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在精神上使人们陷于空虚。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也可以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和受压迫的阶级所用

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并促进文化知识的传播和科学的发展。

    第四章阐述了普列汉诺夫宗教研究中独具特色的部分。主要是他对社会心理与宗教、宗教与诸意识形态以及宗教批判学说史的研究。普列汉诺夫认

为，宗教心理(宗教情感)是社会心理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心理是思想体系反映社会经济关系与政治制度的中间环节。宗教作为思想体系之一起源于社

会心理(宗教情感)，社会经济关系又决定着社会心理(宗教情感)。而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考察“寻神论”、“造神论”产生的根源，就是因为革命失败后

“知识分子”的烦恼；从个人心理分析托尔斯泰“寻找上帝”的原因，则是他心理上的空虚。关于宗教与诸意识形态的关系，普列汉诺夫认为，政治观

点或政治态度对宗教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宗教则是政治保守派的天然同盟军和维护对象。宗教和道德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宗教的基础是万物有灵论

，道德的基础是利益；二者在历史上也不是必然地结合在一起的。原始宗教深刻地影响着原始艺术，甚或说对原始艺术的起源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也不

能夸大这种作用，二者归根结底都植根于原始民族的生产力状况。宗教与唯心主义都起源于原始人的万物有灵主义，二元论和不可知论也和它有着密切

的血缘关系；唯物主义则认为自然界就是原始狩猎部落所说的客观灵魂、精灵活动等现象的基础。宗教同科学截然相反，科学把自然界看成是一连串互

相依赖的现象，宗教则把自然界看成是意志的表现。具有万物有灵论性质的唯心主义过去战胜了科学的唯物主义原因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发展的

不均衡；所谓的“两重真理论”对宗教的拯救；现存的制度和反动的阶级妨碍知识的传播，妨碍宗教的批判。普列汉诺夫还对宗教与诸意识形态的关系

做了规律性探讨，认为，第一，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包括宗教)都要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其他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表现

在每个特定时代的思想体系永远是和前一时代的思想体系有密切的联系；每一个一定的思想体系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中以极不相等的程度受其他思想

体系的影响。第二，要以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以经济史来说明观念(包括宗教)的历史。关于宗教批判学说史，普列汉诺夫比较集中地研究了神学的历

史观、法国唯物主义的宗教观以及近代德国宗教批判学说史。普列汉诺夫认为，虽然圣奥古斯丁和博胥埃的历史观是神学的历史观，但是在他们的学说

内部唯物主义的因素在发展着：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赫尔巴赫很好地发展了这个唯物主义因素，其实践的后果是巨大的，但是由于他们

走不出“意见”和“环境”的二律背反，因而丝毫没有促进对宗教的科学研究，宗教哲学在黑格尔辩证方法的有益影响下做出了巨大进步，其后，它经

过鲍威尔和施特劳斯“自我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僵硬的对立以及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本主义的宗教思想的中介，最终由马克思恩格斯发展为“非宗

教”的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

    第五章是普列汉诺夫和其他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宗教思想的比较性研究。在研究的基本内容上，拉法格主要研究了宗教观念和宗教仪式以及资产阶

级和无产阶级的宗教意识，列宁则深刻分析了宗教的本质、宗教的社会根源尤其是阶级根源和认识论根源以及宗教的社会作用，并根据俄国革命的实际

，科学制定了工人阶级政党对待宗教的基本原则。陈独秀则探讨了宗教的本质、根源和发展趋势，着重批判了宗教的负面作用，提出“以科学代宗教

”。从论述的特点看，拉法格基于当时法国阶级斗争的现实，深刻地揭示了宗教和教会在阶级斗争中所起的反动作用，并力图揭示宗教得以产生的物质

原因以从理论上清除宗教的影响。列宁立足于解决俄国革命中实际的宗教问题，所以他的宗教研究同社会主义实践联系紧密，特别强调阶级、阶级斗争

和阶级分析的方法。陈独秀对宗教问题的分析和批判也是紧密地与时代发展相联系，贯穿着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比较他们之间的研究

，相对而言，拉法格比普列汉诺夫更具有时代意识，研究成果也更成体系。从研究的理论层面看，普列汉诺夫的宗教研究主要还是从属于唯物史观的基

本原理性质的研究，拉法格的宗教研究尤其是他的比较神话学研究则从宏观分析深入到了微观分析。与列宁相比较，普列汉诺夫侧重宗教理论，列宁侧

重宗教政策。普列汉诺夫的宗教研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思想有所发展、有所创新，但是在总体上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列宁则在继承、丰富马克

思恩格斯宗教思想的同时将其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与陈独秀比较，二者大力批判宗教的时期，正是当时社会陷入精神危机，宗教极度泛滥的时期，他

们都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而开始了他们的宗教批判。不同在于陈独秀论述问题多从本国实际出发，针对时弊，然而理论深度不够，往往停留

于肤浅的表层分析，普列汉诺夫则从哲学根本问题着手论述宗教问题，具有较浓的理论色彩，但对本国实际有所忽视。

    第六章是对普列汉诺夫宗教思想的评析。由于理论上和实践斗争中的需要，普列汉诺夫对宗教问题作了深入地研究和探讨，虽然不能说他的一切观

点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定论，但是他的论述，不但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基本原理作了阐发和具体化，并且

开辟了研究的新领域，从而使其更加丰富、具体、严整。分析普列汉诺夫宗教研究取得较高成就的原因，在于他是一位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立场的渊博的思想家，在于他对宗教问题的阐发与论证既是出于深化、扩展唯物史观的需要、更是出于社会实践迫切的需要，在于他研究角度的客观

和全面以及注意吸取资产阶级理论家理论中的合理成分。普列汉诺夫宗教思想的局限，主要表现在忽视宗教政策的研究，其主要原因是他远离了俄国革

命斗争的实践。另外，在理论研究中，有些问题阐述的模糊不清。这些局限同他的贡献相比，是比较次要的问题。同时，更不能因为他政治上的错误而

抹煞他宗教理论上的贡献，或者把他的宗教理论上的局限归于机会主义的影响。深究普列汉诺夫宗教研究方面的不足，其根源在于普列汉诺夫远离了人

民群众、远离了火热的社会实践，这既是他宗教研究上存在不足的根本原因，也是他政治上失足的根本原因。应该说，共同的根源是大于因果关系的。

它雄辩地说明只有真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一些复杂的问题上站稳立场、辨清正误，进而有所作为；只有结合现实

实际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做到坚持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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