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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彥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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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人自九十三年八月一日起，受國科會為期三年的資助，進行題為「宗教經

驗及其理論建構：以Wilfred C. Smith、Mircea Eliade、Ninian Smart為探討範例」

的研究計畫。至今九十五年五月為止已將屆兩年，研究過程進展順利，並已獲得

部分的成果。 
 誠如本人在申請案中所言，本計畫的主要目的和內容，在於「以Wilfred C. 
Smith、Mircea Eliade、Ninian Smart三位二十世紀最具影響力的宗教學者為範例，

探討他們如何觀察人的宗教經驗，並建構廣為當代學者討論的對應理論。」近兩

年來，本人的研究即循此一計畫宗旨進行，第一年的具體工作，以探討Smith和
Eliade兩位理論學者為主，閱讀和分析他們的主要著作。第二年除持續探究此二

位的宗教見解之外，特別集中閱讀與整理第三位學者，即Smart的理論著作，並

擴及於有關「宗教經驗」與「密契主義」方面的探討，希望藉此一方面熟悉三位

學者的個別理論，另一方面則在更寬廣的基礎和參考架構下，綜攝與比較此三位

的異同。 
 
二、進度現況 
 
本人在今年度所完成的工作，可分以下四大項說明：（一）撰寫有關 Smith

的論文一篇；（二）閱讀 Smart的著作，並完成有關其理論的論文兩篇；（三）廣

泛熟悉有關「宗教經驗」和「密契主義」的理論著作；（四）延伸至儒家的「宗

教性」議題。 
（一）有關 Smith 的論文 

 本人在思索Smith的理論後，撰寫論文一篇，題為「論史密斯(Wilfred C. Smith)
的「宗教性」：兼談當代新儒家的宗教觀」，先發表於去年五月四日在政治大學所

舉辦的第六屆「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構」學術會議中，後收錄於國立政治大

學文學院編，《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建：中華文化與台灣文化─延續與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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裂》，2005年，頁37-52。需要指出的是，本論文的特色，除了闡述Smith的理論

要點外，更提出其跟當代新儒家可能的接軌處，其內容摘要如下： 
本論文主要在論析史密斯(Wilfred C. Smith)的宗教思想，闡述其強調的「宗

教性」概念，並由此聯繫當前學者熱烈討論的儒家是否為宗教的議題，試圖為漢

語學界的宗教研究以及當代新儒家的發展，提供一個可以參考的途徑。 
本文指出，史密斯反思西方傳統的宗教研究，因受啟蒙時代以降的客觀化和

專業化思潮之影響，以致呈現將研究對象物化和片面化的流弊，研究學者僅著眼

於現象之探討，卻忽略宗教的意義以及宗教研究的目的。史氏認為宗教的主體在

人，因為人方有宗教活動的產生。「信心」是人具有的先天質素，也是「宗教性」

的本源，人基於此而企求超越，也因為此而創發「積累傳統」。宗教研究必須在

不斷變動的歷史過程當中，仔細觀察「信心」和「積累傳統」之間的辯證關係，

方能深入宗教的深刻意涵。如以目前的「地球村」場域而言，各地的宗教傳統雖

然複雜多元，但實際卻為一體，因皆是人類「信心」的彰顯，而學者如具「批判

的群體自我意識」，從「想像的同理心」出發，即能泯除人我隔閡，對待同屬一

體的世界社群。職是之故，宗教研究的結果，必須在「圈內人」以及「研究者」

的相互印證下，方能印證其有效性。 
本文進一步指出，以杜維明為代表的當代新儒家，正重新詮釋傳統儒家的人

文精神，強調其中以人為主體的心性哲學，肯定其具有包容性和超越性，希冀由

此凸顯其乃一涵蓋天、地 / 社群、人，並饒富倫理與宗教特色的人文傳統。對

比之下，本文認為史密斯的「宗教性」概念和儒家所欲開展的「哲學人類學」，

實有異曲同工之處，而前者所建構的宗教理論，或許正可為後者的未來發展，提

供可資參照的指標。 
 （二）閱讀 Smart的著作，並完成有關其理論的論文兩篇。 
 本人大量地閱讀 Smart的著作後，深思其中大意，著手撰寫兩篇論文。 

1、一篇在今年三月二十七～八日發表於廣州中山大學，題為「斯馬特論宗

教與宗教研究」，其內容摘要如下： 
斯馬特所提出的宗教觀，著眼於人類的存在經驗與大環境的互動關係。據其

敏銳的觀察，宗教應該以人及其主體經驗為主軸，內含其「神聖情緒」，而個人

的感觸與情意表達，必孕育於一信仰社群，因此宗教一定具備集體或社會性格。

進一步視之，人的宗教情意延伸必有一客觀對象，可名為「神」或「超越」，此

是信仰者奉獻與永恆追求的鵠的。最後，個人、社會、神／超越三者之間，必須

藉由一套宗教語言例如神話、儀式、教義等加以維繫，如此一個宗教社群之傳統

方能延續，其凝聚力方能賴以強化。斯氏認為此四個層面係建構宗教之基本要素。 
斯氏延伸推論，舉出上述所認知的宗教，其實即人類的「世界觀」，是人類

為生存之需，藉以導引生、老、病、死的標竿，也是為解答人生價值與意義的精

神資源，並不一定侷限於傳統所認定、狹隘的「宗教」範圍。他援用維根斯坦的

「家族類似性」理論，擴張其「宗教」領域，視各類人文傳統與意識形態俱涵蓋

於「世界觀」之內。另一方面，為掌握多元的「世界觀」，斯氏乞靈於宗教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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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擷取其注重類型與主題整理之特色，將「世界觀」劃分為儀式／實踐、經驗

／情感、神話／敘述、教義／哲學、倫理／法規、社會／制度、物質／藝術七大

「面向」，藉此釐訂宗教現象成一有系統的邏輯體系。 
斯馬特強調，宗教學者整理與掌握複雜的「世界觀」現象後，仍須分析各主

題的承傳與演變歷程以挖掘其縱深厚度，並進行不同宗教傳統之間的比較以彰顯

其特色，在此基礎之上，更須加以哲學式的詮釋，如此方能闡揚其所蘊含的內容

與意義。為此循序研究之需，斯氏主張宗教學者不能固執於單一的研究方法，而

事實上傳統基督宗教所標榜的經典、語言、義理等研究方法已暴露其短，採取多

元、折衷的途徑，特別注意及新興的社會科學研究方式乃刻不容緩，也是今後「世

界觀」研究必走的方向。 
 2、另外一篇題為「『世界觀』與『面向』：析論斯碼特的宗教哲學」，投稿至

《台灣宗教研究》，經審定後通過，將刊登於該學刊五卷二期，其內容摘要如下： 
英國宗教學者斯馬特(F. Ninian Smart)的宗教理論在今天西方宗教研究領域

裡舉足輕重，具有廣泛的影響力，本文的主旨即在分析其宗教哲學的內涵與根

據，並指出其中的問題與困境所在。本文指出，斯氏有鑑於二十世紀六０年代的

英國宗教學界仍侷限於傳統的基督宗教神學窠臼，無法符應彼時的全球化多元主

義趨勢，因此提出新的宗教認知，以「世界觀」取代「宗教」，企圖涵蓋人文傳

統與意識型態體系，為新時代論述「宗教」拓展更寬廣的基礎。另一方面，斯氏

亦主張「面向」說，從宗教現象學的立場標舉七大主題範疇，以此整理與歸納「世

界觀」所呈現的複雜現象。斯氏繼而強調，宗教學者應綜觀各種研究途徑，折衷

運用跨科際的人文與社會科學方法，從現象之蒐羅與整理肇始，進至不同「世界

觀」的分析與比較，最後及於其中的意義詮釋，逐級循序而上，如此方是有系統、

有步驟的新時代宗教研究。本文肯定斯氏的問題意識、新的宗教認知以及所提的

研究方法，但亦清楚地指出，其理論雖然意欲超越西方傳統的框架，不過其現象

學式的研究取徑，仍陷於神聖與世俗、本質與現象兩極相對之張力，因此呈現不

穩定的游移狀態，而此一困頓亦反映西方宗教研究的重要問題所在。 
 （三）廣泛熟悉有關「宗教經驗」和「密契主義」的理論著作 
 為探討「宗教經驗」，本人閱讀有關此方面的西方著作，發現其內容廣泛，

而各家的視野與立論觀點也各有千秋，但皆有不得不關注「密契主義」的共同特

色，因此後一主題也成思索重點。這些閱讀對於比較與對照本計畫所聚焦的三位

宗教學者之理論，助益頗大，值得今後持續進行。因為涉及的閱讀資料龐雜，僅

列以下書目作為參考： 

Theor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Yandell, Keith E. The Epistemology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Turner, Victor and E. Bruner, eds. The Anthropology of Exper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5. 
Hahn, Alois, “Narrative Identity and Auricular Confession as Biography-Generator,”  

in A. I. Baumgarten, J. Assmann & G. G. Stroumsa, eds., Self, Soul and Bod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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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gious Experience. Leiden: Brill, 1998. 
Torrance, Robert M., The Spiritual Quest: Transcendence in Myth, Religion, and  

Sci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James, William.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A Study in Human Natu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2. 
Niebuhr, Richard R., Experiential Relig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2. 
Paden, William E., Interpreting the Sacred: Ways of Viewing Relig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92. 
 

Mysticism 
Carmody, Denise Lardner and John Tully Carmody, Mysticism: Holiness East and  

We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Eliade, Mircea. Shamanism: Archaic Techniques of Ecstasy. Tr. Willard R. Trask: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4. 
Scholem, Gershom. Major Trends in Jewish Mysticism. 
Stace, W. T. Mysticism and Philosophy. London: Macmillan, 1960. 
-------------. The Teachings of the Mystics. (1960) 
Underhill, Evelyn. Mysticism: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kind’s Spiritual  

Consciousness. London: Bracken Books, 1995; revision of 1911 edition. 
Zaehner, R. C. Mysticism: Scared and Profan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四）延伸至儒家的「宗教性」議題 
為求正在探討的西方宗教理論有一比較的對象與驗證的效果，本人在過去一

年也涉及儒家的「宗教性」與宗教實踐議題，希望藉此延伸本計畫的廣度與深度。

上述已提及本人撰寫的「論史密斯(Wilfred C. Smith)的「宗教性」：兼談當代新儒
家的宗教觀」一文，即是企圖尋找中、西宗教理論的接合點。另外，本人也開始

思索如何看待宋、明儒家的宗教層面問題，為此正在撰寫英文論文，題為： 
“Desirelessness and Quiet-sitting: Idea and Practice of Spiritual Cultivation in Ming 
Neo-Confucianism.”這篇論文將於二００六年六月 Society for Asian and 
Comparative Philosophy所舉辦之年會中發表。本論文內容大綱如下： 

This paper, based upon primary sources, attempts to explore how Ming 
Neo-Confucians combined the idea of desirelessness (wuyu) with the practice of quiet 
sitting (jingzuo / mozuo) to achieve their ultimate goal, sagehood. It first depicts the 
context of Neo-Confucian spiritual cultivation, emphasizing how quiet sitting arose in 
the beginning of Sung Neo-Confucianism, was appreciated and continued in 
subsequent generations, and reached its highest popularity among Neo-Confucians 
associated with the learning of the “mind-and-heart” (xinxue) in the Ming perio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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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then analyzes the writings of such major Ming Neo-Confucians as Chen Baisha, 
Wang Yangming, Nie Shuangjiang, Luo Nianan, Wang Longxi, Gao Panlong, and Liu 
Zongzhou. These writings will show that Ming Neo-Confucians in their interpretation 
of moral metaphysics equated deisrelessness with the authentic mind or the true 
human nature that forms oneness with the “heavenly principle”(tianli). To remove all 
forms of desire and attain to the state of desirelessness, one is supposed to regulate 
oneself in quiet sitting. Thus “purifying one’s mind by quiet sitting” (chengxin mozuo) 
has become an ontological understanding as well as a practical method for Ming 
Neo-Confucians’ spiritual cultivation. The paper, finally, brings the preceding analysis 
into the discussion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It will argue that our case study reveals 
that Confucianism is not only a system of political or moral philosophy but also a 
tradition that values personal religious practice. This important feature, the paper 
contends, may offer a suggestive avenue by which we compare Confucianism with 
other world religions.     

 
三、未來進度 
 
根據以上所述以及本研究計畫的整體內容，本人擬定未來一年的工作進度將

涵蓋重點如下： 
 （一）九十五年五月～六月：完成上述的“Desirelessness and Quiet-sitting: Idea 
and Practice of Spiritual Cultivation in Ming Neo-Confucianism”英文論文 
 （二）九十五年七月～十二月： 
  1、特別閱讀 Eliade的宗教理論著作，再撰寫相關論文一篇 

2、持續探討「宗教經驗」方面的議題 
3、進一步思考儒家與宗教的關係，特別加深對其「宗教性」的探討 

 （三）九十六年一月～七月 
  1、綜合 Eliade、Smith、Smart三人的理論，根據「宗教經驗」主題撰 

寫比較性質之論文一篇 
  2、參加五月在荷蘭萊頓大學(University of Leiden)將舉行的有關「世界 

宗教中的儒家」(Confucianism among World Religions)之國際學術研
討會 

  3、為本計畫撰寫一總結性的論文，代表最後的成果報告 
 
四、經費預核 
 
 無須更改，仍然依照「宗教經驗及其理論建構：以Wilfred C. Smith、Mircea 
Eliade、Ninian Smart為探討範例 (3/3)」之預核進行。(流水號：95PFA020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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