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大纲（试行）

I.考试科目：宗教学概论

II.考试目的：

一、检验考生掌握宗教学概论各知识点的程度。

二、检验考生以宗教学理论分析宗教现象、宗教问题的能力。

III.考试方式： 闭卷、笔试

IV.考试时长：180 分钟

V.试题范围：基本概念题，简答题，论述题，分析题

VI.考试适用对象：参加宗教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

Ⅶ.考试内容：

一、学习宗教学的预备知识

1、学习宗教学的意义

2、宗教学的历史、性质、内容构成

3、学习和研究宗教学的态度、理论、方法

二、宗教的本质、要素和逻辑结构

1、宗教本质论的三种类型及其比较

（1）、以信仰对象（神）为中心

（2）、以信仰主体的个人体验为核心

（3）、以宗教的社会功能为基础

（4）、对上述三种宗教本质论的比较分析

2、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本质论

（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宗教本质的论述

（2）、《反杜林论》对宗教的规定

3、“宗教四要素说”及其对宗教定义的规定

三、宗教观念

1、灵魂观念



2、神灵观念

3、神性观念

（1）、神性的涵义

（2）、天命观念

（3）、神迹观念

四、宗教经验

1、宗教经验的涵义

2、宗教经验的表现形式和类型

3、获得宗教经验的途径

4、宗教经验的实质

五、宗教行为

1、巫术

2、宗教禁忌

3、献祭、祈祷、忏悔

六、宗教体制

1、宗教信徒的组织化与科层制度

2、宗教观念的信条化与信仰体制

3、宗教理想境界的追求与修行体制

4、宗教行为的规范化与宗教礼仪

七、宗教的起源与发展

1、各派宗教起源论

（1）、自然神话论

（2）、实物崇拜说

（3）、万物有灵论

（4）、祖灵论、鬼神论

（5）、图腾论

（6）、前万物有灵论

（7）、原始启示说



2、宗教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3、各种宗教发展观的比较

（1）、进化论的宗教发展观

（2）、恩格斯论宗教的发展

八、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宗教

1、氏族—部落宗教的基本信仰形态

2、氏族—部落宗教的基本特征

3、部落联盟时期氏族宗教的演变

九、世界史上文明古国的国家—民族宗教

1、古代埃及宗教的国家化

2、古代巴比伦宗教的国家化

3、中国夏商周以来的国家宗教——宗法性传统宗教

4、古代印度的国家—民族宗教——婆罗门教的形成和发展

5、古代伊朗宗教的国家化和琐罗亚斯德教

6、从古代希伯来宗教到犹太教

十、世界宗教

1、世界宗教的特点

2、宗教世界化的原因

3、佛教的形成和世界化

（1）、佛教兴起的社会历史条件

（2）、佛陀的创教活动

（3）、佛教的基本教义：

包括“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

（4）、佛教教团——僧伽的形成

（5）、佛陀的神格化

包括“涅槃”，“转轮圣王”等

（6）、佛教的发展

包括佛教史上的四次“集结”，“大众部佛教”，“上座部佛教”，“小乘佛教”，“大乘佛教”，



“大乘密教”，“六度”等

（6）、佛教走向世界的原因

包括“普渡众生”，“喇嘛教”等

4、基督教的形成与世界化

（1）、基督教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2）、耶稣其人其事

（3）、基督教的形成和发展

（4）、基督教的世界化进程

5、伊斯兰教的形成与世界化

（1）、伊斯兰教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2）、默罕默德和伊斯兰教的形成

（3）、伊斯兰教的教义和礼仪制度

（4）、伊斯兰教的世界化进程

十一、概述宗教的社会文化功能

1、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形式

2、宗教如何发挥其社会文化作用

十二、宗教与社会经济生活

1、社会经济生活是宗教的基础

2、宗教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

十三、宗教与政治

1、原始时代的宗教与政治的起源

2、阶级社会中的宗教与政治

3、宗教为统治秩序服务的几种形式

（1）、宗教国家化为国教

（2）、政教合一

（3）、非国教形式的宗教与统治阶级

4、被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的几种形式

（1）、打着宗教旗帜的人民起义



（2）、宗教改革与教会改革

（3）、异端神学和异教运动

5、宗教与政治关系的其他表现形式

（1）、国家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2）、政教分离

（3）、宗教与政党

（4）、宗教与国际争端

十四、宗教与道德

1、宗教与道德的起源

2、宗教与道德的保证

3、宗教道德的性质和作用

十五、宗教与艺术

1、宗教与艺术的起源

2、宗教对艺术发展的影响

十六、宗教与科学

1、宗教与科学的区别和联系

2、科学在历史上与宗教的冲突

十七、宗教与哲学

1、宗教与哲学的区别和联系

2、宗教与哲学的产生与发展

（1）、中国历史上宗教与哲学的相互影响

（2）、印度历史上宗教与哲学的相互影响

（3）、希腊与西方历史上宗教与哲学的相互影响

3、关于三大神学问题的哲学思考

（1）、关于灵魂不灭问题

（2）、关于神灵存在的问题

（3）关于神迹——超自然的自由问题

十八、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宗教的演变



1、现代社会的发展及其对宗教的影响

（1）、经济全球化

（2）、政治多极化与文化多元化

（3）、高新科技大发展

2、传统宗教的演变

（1）、走向“世俗化”——传统宗教适应现代社会的新发展

（2）、对传统的坚持与回归——宗教保守主义的复兴

3、新兴宗教的活跃

4、宗教的对立与对话

十九、宗教的未来

1、关于“宗教永恒论”

（1）、从神性永恒导出宗教永恒

（2）、宗教为人性天赋论

（3）、宗教为社会必需论

2、关于“宗教消亡论”

（1）、文化主义的宗教消亡论

（2）、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诮亡论

3、对宗教未来的几点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