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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宗教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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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不同的宗教传统中，信仰者都对一个被其认定的“终极实在”，表现出极大的虔诚，这

个充满魅力的“终极实在” 即是宗教的核心。  

     中国儒家传统所讲的核心概念是“仁”、“理”，其最高的依据乃是“天命”或“天

理”，它类似于西方现代宗教学中所言的 “终极实在”。中国的儒家虽然并没有说过“宗教情

怀”这个词，但他们对“天命”的敬畏感以及对宇宙尽忠尽孝的“天民”意识，都是他们安身

立命中所具有的宗教情怀。西方宗教传统中的神学在近代存在主义倡导人对超越观念的宗教情

怀之前，一直强调证明人格神上帝的客观存在，相比之下，儒家的传统是可以被理解为“非宗

教”的。但是与西方存在主义之后所转向的、对非人格神的超越观念的主观感受而言，儒家思

想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天命意识”又是充满“宗教情怀”的。为这种“宗教情怀”所激励，中

国的儒家传统中也产生了诸如“天生德于予”的孔子、憧憬“天爵”的孟子、“宇宙便是吾

心，吾心即是宇宙”的陆九渊、“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王夫之、“吾侪所学

关天意”的陈寅恪、“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的梁漱溟、追求“天地境

界”的冯友兰等可为后世所师法、敬仰的人物。在这些儒家人物的身上，我们也不难体会到他

们对“天命”所抱有的宗教情怀以及因之而激发出的崇高的历史使命感。  

     儒家的宗教情怀是从天命或宇宙精神来关照人的个体生命，使人在追求自我价值或精神修

养时得到一个崇高目标的激励，或叫做“先立乎其大者”的精神。在这种宗教情怀的激励下，

人的内在修养一直能处在自我改进、止于至善的积极状态之中，是所谓“士希贤、贤希圣、圣

希天”。它的功能有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  

     除了树立人生的理想目标之外，儒家的宗教情怀还有一种积极的价值，即以超越的个性面

对世俗的伦理价值，有敦化社会风气的意义。人若能“志于道”，追求超越的人生价值，才在

社会上确立一种“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风气。儒家无数史例，都体现着儒家宗教情

怀中超越价值高于世俗价值的积极的一面。最后，我们说儒家的宗教情怀也还可以对生态伦理

产生的积极影响。人性和宇宙万物之性都是有生命意义的，只有充分尊重一切存在物的生命，

人才能真正体会到自己的生命的意义。这是一种“知天、事天、乐天、同天”的境界。  

     （作者：单纯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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