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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内容提要铱 马克思科学无神论产生于 “历史冶 向 “世界历史冶 转变、 资本殖民和宗教扩张的

时代。 此时的宗教为资本殖民扩张服务, 开启了现代宗教世俗化的历史进程, 资本殖民扩张引发宗

教冲突和宗教伦理价值体系震荡重建。 马克思科学无神论产生的时代规定性是告别旧时代和预示新

时代的统一, 它承继并超越启蒙思想和 “战斗的无神论冶 的理论成果, 在 “世界历史冶 的时代规定

中把握宗教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深刻回答了 “世界历史冶 视阈下宗教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 将对资

本主义社会宗教化趋向的批判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有机结合起来。 正确把握马克思科学无神论产生

的时代规定性, 对于我们在新时代进一步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工作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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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既是对传统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又是对其产生的那个时代的反映。 马克思

科学无神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产生的科学形态的宗

教观, 它的产生和发展同样根源于时代, 具有不同于以往时代的特殊规定性, 这种时代规定性构成

了马克思科学无神论的立论基石, 也深刻制约着其理论发展的基本脉络。

一、 “历史冶 转变为 “世界历史冶 和宗教扩张

在人类思想史上, “世界历史冶 的思想由来已久, 可以说, 追求 “大同世界冶 的理想伴随阶级

社会发展的全过程, 它体现着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真正开始对 “世界历史冶 进行理性表达的是

黑格尔, 他从思辨唯心主义哲学角度对由地域的和民族的 “历史冶 转变为 “世界历史冶 的过程进行

了缜密的考察, 极富前瞻性地预见了历史发展的趋向是突破民族的和地域的羁绊, 民族的 “历史冶
将发展成为 “世界历史冶。 在黑格尔 “绝对精神冶 的观念体系中, “世界历史冶 是 “绝对精神冶 上

升为 “世界精神冶 的外在表现, “绝对精神冶 自我运动的结果必然导致一系列民族历史不断更替的

发展过程, 导致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性 “世界历史冶 的形成。 尽管黑格尔在关于 “世界历史冶 的认

识中包含着抽象思辨和唯心主义的成分, 但其的确是在辩证地思考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和运行规律,
这也为马克思科学形态 “世界历史冶 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渊源。 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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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冶 的概念, 并从科学实践出发, 深刻地指出: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不是 ‘自我意

识爷、 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 而是完全物质的、 可以通过经验证

明的行动, 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 需要吃、 喝、 穿的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冶淤

在马克思看来, “世界历史冶 不仅是一个科学概念, 而且是一个现实的社会发展过程。 这个过

程伴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进步、 工业革命的勃兴, 打破了农业时代的地方狭

隘性, 人类终于突破了空间、 制度和文化等障碍, 可以随着资本的扩张而到处立足。 对此, 马克思

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指出, 只有资本主义 “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 并以最普

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的力量冶于。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那种由于生产力落后而阻碍各民族之间交往

的地域限制被逐步打破, “世界历史冶 的、 经验上的普遍的个人也逐步替代了地域性的个人成为社

会经济生活的主体, “世界历史冶 普遍联系的生动图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殖民扩张在人

们面前铺陈开来。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 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

历史性的事实; 同样, 砂糖和咖啡是这样来表明自己在 19 世纪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的: 拿破仑的大

陆体系所引起的这两种产品的匮乏推动了德国人起来反抗拿破仑, 从而就成为光荣的 1813 年解放战

争的现实基础。冶盂 “世界历史冶 所蕴含的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发展中必然出现的符合人类社会

“普遍性冶 “全面性冶 “世界性冶 和 “全球性冶 的一般趋势, 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是 “世界历史冶 形

成的必要前提和生产力基础。 “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 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

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 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冶榆

当国内资本市场无法带来更多商品生产和销售利润的时候, 资本输出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就

成为客观现实, 社会分工的国际化和资本关系的世界化日益加深, 因此,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

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 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 交往以及因交往

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 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冶虞。
“历史冶 向 “世界历史冶 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 一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尤其是资本主义机器

大工业的形成; 二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 世界市场的形成是 “世界历史冶 时代

的标志, 资本的不断扩张是 “世界历史冶 的实质。 正是资本的无限扩张, 驱使资产阶级在世界各地

建立联系, 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每一个人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 与此同时, 正

是人类社会进入 “世界历史冶 的发展阶段, 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与世界市场为人类的解放提供

了物质前提。 “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 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

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 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 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 把物质生产变成

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冶愚 “世界历史冶 的形成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进行资本无

限增殖和全球扩张的必然结果,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外在表现。 它推动了整个世界追随个

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如英国、 美国、 法国等原生型资本主义国家) 进入近现代, 同时也将资本主

义内在矛盾扩张到世界各地, 进一步加深了传统市场和新兴市场、 殖民地和宗主国、 被压迫民族和

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 客观上也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和人类解放提供了必要条件, 为马克思主义

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时代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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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宗教很早就在世界不同文明地区进行传播和扩张, 但像在 “世界历史冶 形成中作为资本主

义开路先锋和资本扩张的服务工具的情形还是首次, 这也开创了宗教世界性传播和扩张的先河。 所

谓宗教的世界性传播, 是指随着资本的世界性扩张, 宗教参与殖民主义的对外扩张, 成为宣传西方

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重要载体, 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全球扩张的重要工具。
1. 宗教为资本殖民扩张服务, 开启了现代宗教世俗化的历史进程

在殖民主义的扩张过程中, 宗教往往充当 “文化侵略冶 的工具, 通过美化殖民侵略, 为资本扩

张作辩护, 向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宣传顺从主义的意识, 起到了坚船利炮不能起到的思想奴役的作用。
当然, 这种宗教文化渗透也会加入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慈善的伪装来进行利益诱导, 甚至在一定程

度上也会形成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自觉认同或服从这种 “文化帝国主义冶 的情形, 但这绝不会改变宗

教扩张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本质, 也绝不会真正起到调和资本主义各种社会矛盾的作用。 相

反, 当殖民地人民意识到宗教的侵略本质和欺骗性后, 首当其冲的反应就是进行大规模的反宗教斗

争, 将宗教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近代史上, 西方传教士在帝国主义列强

侵华战争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他们常常担任翻译、 向导, 收集和刺探军事情报, 甚至亲自指

挥作战, 参与谈判和订立不平等条约, 这也曾激起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的反洋教斗争。
伴随宗教扩张的是现代宗教世俗化历史进程的开启。 近代以来, 现代宗教世俗化发端于德国哲

学家尼采的 “上帝已死冶 的宣判, 预示着传统西方宗教随着科学理性的迅速崛起而衰落的历史命

运。 中世纪宗教曾经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 宗教被神圣化为超越普遍政治原则的精神

力量, 完全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 然而, 在 “历史冶 转变为 “世界历史冶 的进程中, 宗教对社会的

控制出现弱化倾向, 影响力在不断削弱, 宗教本身也不再专门关注与向往彼岸世界的上帝和天堂,
而是越来越多地关注此岸世界。 在资本全球扩张和西方殖民掠夺的过程中, 宗教已经完全褪去了原

先的所谓神圣光环, 倡导所谓善良、 慈爱、 宽容等西方宗教理论渐渐撕下了它温存的面纱, 义无反

顾地投入到资本殖民扩张的 “世界历史冶 进程中。 总之, 现代宗教世俗化是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

重要方面, 是 “世界历史冶 进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是宗教在资本扩张时代的必然趋势。
2. 资本殖民扩张引发宗教冲突和宗教伦理价值体系震荡重建

在 “历史冶 转变为 “世界历史冶 的过程中, 封闭的农耕社会与开放的工业社会之间、 殖民地与

反殖民化之间产生了深层次的宗教伦理价值观念的冲突和对抗, 这种精神支柱的抗衡也引发了不同

文明体系之间的关注、 融合和冲突, 由此又反过来导致宗教伦理体系的震荡重建。 宗教伦理价值体

系的震荡重建既有西方工业革命后传统基督教伦理价值向资产阶级功利价值观念的靠拢与融合, 也

包括资本全球性扩张引发的非西方文明对基督教伦理价值体系的本土化反思和重建。 一方面, 文艺

复兴以来, 西方工业化的高歌猛进使 “物质文明冶 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 工业化和物质繁荣意味着

人类的某种成熟, 而人类的成熟减轻了所谓上帝的负担, 所以上帝隐退了, 宗教伦理价值体系渐渐

失去了往日的光辉, 只能把自己深藏起来, 资产阶级时代的价值观念更多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 此

时统治于西方的基督教也完成了自身的嬗变, 通过一系列宗教改革, 逐步从愚昧落后的农耕状态中

解放出来, 以新的面貌适应新的工业化时代。 于是, 西方基督新教的禁欲伦理精神, 促使新教徒在

世俗生活中采取一种理性化的生活态度, 即通过尽自己的天职来回应上帝的召唤, 通过劳动创造的

财富来增加所谓上帝的荣耀。 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而现代社会赖以建立的社会经

济组织、 科层制度、 法律系统等, 都深深植根于这种理性化的宗教伦理价值体系之中。 资本的全面

统治与宗教伦理价值的消褪带来的后果就是世界的袪魅。 正如马克思所说: “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

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 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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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冶淤 在一切都工具化、 理

智化的新世界里, 宗教伦理价值被抽象理智彻底驱逐, 再也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
另一方面, 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和资本殖民扩张打破了原先各民族、 各个国家封闭式内生

发展的格局, 普遍交往随之产生。 作为意识形态主要内容的各民族、 各国家的原生型宗教也逐步走

出独占一方、 各自为政的 “割据冶 境地, 开启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 借鉴、 冲突的近代化过

程。 在同异质文化的碰撞中, 各种宗教伦理价值观念不断进行交叉和磨合, 基督教、 伊斯兰教、 佛

教等逐渐走向世界, 它们在更广的时空范围内形成自己的伦理价值体系, 成为不同文明的牢固精神

支柱, 赋予不同文明以基本文化特征和各自发展的主流方向。 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完成工业化, 资产

阶级在用坚船利炮打开亚非拉国家封闭大门的同时, 也以先进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对它们产生了

示范和带动效应, 吸引其追赶西方国家争相进入现代化, 这其中不乏对西方制度、 文化、 机械的模

仿和照抄照搬式的植入。 然而, 由于文化的根基特别是宗教伦理价值精神存在巨大差异, 西方文化

的这种深层内核根本无法移植, 不可能在非西方国家落地生根并促进其现代化进程。 于是, 许多非

西方国家在经历了学习模仿的表面繁荣后纷纷陷入窘境, 不得不重新回到自身的文化根基中去找寻

现代化的路径, 这其中就包含了对适合自身现代化要求的宗教伦理价值体系的反思和重建。

二、 “世界历史冶 视阈下马克思科学无神论的时代规定性

马克思创立科学无神论的时代是一个承上启下、 新旧交替的 “世界历史冶 形成时期, 正是这个

时代伴随着资本殖民扩张, 出现了现代宗教的世俗化和宗教伦理价值体系的震荡与重建, 同时也在

这一历史进程中确立了马克思科学无神论的时代规定性, 为其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马克思科学

无神论产生的时代规定性是告别旧时代和展望新时代的统一。 由于时代表现为历史发展中的时代,
那么马克思科学无神论就必然反映出一种由旧时代到新时代的发展趋势, 这种趋势就是向旧时代告

别。 正如马克思所说: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

形成起来的。 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 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

治的、 道德的、 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冶于

第一, 马克思科学无神论承继并超越启蒙思想和 “战斗的无神论冶 的理论成果, 在 “世界历

史冶 时代的规定中把握宗教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马克思科学无神论形成的时代规定性不仅是对旧时

代的继承, 又是同旧时代的决裂, 其告别了 18 世纪启蒙学者的宗教批判, 告别了自然神论, 告别了

百科全书派的无神论, 告别了法国 “战斗的无神论冶, 总的来说, 就是向旧时代的告别。 告别旧时

代就是预示新时代, 马克思科学无神论形成的时代规定性就在于此。 在中世纪封闭特定地域的单个

民族 “历史冶 时代, 宗教神学占据统治地位, 人性、 科学、 理性处于被严重压抑的状态, 文艺复兴

唤醒了深藏于信仰中的 “人本冶 传统和个性自由, 科学精神开始大放异彩, 完成了近代以来第一次

人性复归和知性的革命。 人们开始以审视的态度、 批判的精神看待宗教神灵, 特别关注人性、 主体

自我及个体生存的意义。 这是一个初涉人的价值、 维护人的尊严、 争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新时代。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 用人性解释历史的思维方式的复归, 尽管存在唯心史观的天生缺陷, 但这的

确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它为 “历史冶 向 “世界历史冶 的转变和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早期的思想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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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 同时也为马克思科学无神论的革命性变革提供了历史前提。 这一时期在批判宗教神学的诸多无

神论派别中, 以启蒙运动的自然神论和百科全书派为标志、 以法国 “战斗的无神论冶 最为典型。 启

蒙学者从根本上否定了宗教神学存在的意义, 斥责其为人们愚昧无知的产物, 由此开创了一个理性

的时代, 一个通向资本殖民扩张的无神论时代。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 “宗教、 自然观、 社会、
国家制度, 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 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

弃存在的权利。 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冶淤 它是 “完全抛开宗教外衣, 在毫不掩饰

的政治战线上作战的首次起义; 这也是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 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彻底消灭而

另一方即资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首次起义冶于。
不可否认的是, 启蒙思想家和法国 “战斗的无神论冶 以富于激情的批判思维对宗教和教会进行

了彻底的否定, 并且将宗教批判和政治斗争直接结合在一起, 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无神论的理论

基石。 然而, 这场反对宗教神学的革命又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彻底性和新的宗教性质。 因为它们对于

宗教批判的最终成果只是把人格化的上帝赶下了神坛, 却把崇拜的实体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原则, 在

否认 “旧上帝冶 存在的同时, 又赋予 “理性冶 这个 “新上帝冶 以神圣地位。 这种对宗教欺骗性的揭

露和批判具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 从理性出发的历史唯心主义不可能真正厘清宗教的本质和发展规

律, 反而造就了适应资产阶级统治需要的另一种宗教形式——— “理性崇拜冶。
马克思始终将宗教放到 “世界历史冶 的时代境遇中, 把科学无神论放到唯物史观发现的历史过

程中去考察, 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把握宗教及人类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肯定了启蒙思想家和法国

“战斗的无神论冶 宗教批判的基本思想, 同时剔除了其中的机械性和形而上学的成分, 即反对神,
抬高人, 但又把人降低到机器的水平。 同时, 马克思对德国特有的反宗教形式进行反思, 在保留了

从康德到黑格尔哲学宗教批判的辩证法思想的同时, 又剔除了其中的唯心主义主张, 排除了 “自我

意识冶 等主体精神对科学无神论的干扰, 从而为宗教批判走向政治批判、 经济批判进而揭示整个社

会历史发展规律, 奠定了科学无神论的基础。
马克思在 “历史冶 转变为 “世界历史冶 的时代规定性中科学阐明了现代宗教世俗化的历史动

因, 由此揭示了宗教的真正本质和发展规律。 马克思强调, 宗教和宗教感情是历史的产物, 现代宗

教世俗化的出现是一个既符合社会发展又符合宗教自身发展规律的历史现象。 他深刻地指出: “世
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 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 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

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冶盂 在马克思看来, 只有对人类世俗生活的矛盾, 即对现实社会的阶级对立

和阶级矛盾进行深入分析, 才能深刻说明宗教的社会和阶级根源。 宗教世俗化使宗教意识越来越向

世俗意识靠拢, 宗教组织越来越关注世俗生活, 宗教的存在也越来越趋近实用和功利。 于是, “世
界历史冶 越是进一步发展, 现代宗教就越是面临宗教融入世俗之中而最终消亡、 抑或世俗社会被宗

教 (泛) 化这一历史命运问题。 马克思深刻地指出, 要消灭宗教, 必须通过革命的实践 (无产阶级

革命) 消除宗教产生和发展的根源。 “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 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
并且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冶榆

第二, 马克思科学无神论深刻回答了 “世界历史冶 视阈下宗教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 将对资本

主义社会宗教化趋向的批判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有机结合起来。 曾经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维护者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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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资产阶级诟病的宗教神学随着 “世界历史冶 时代的到来, 又被资产阶级以隆重礼仪重新请了回

来, 成为资产阶级巩固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 因此, “世界历史冶 的时代也是宗教逐步在欧洲乃至

世界范围内逐步收复领地的回归时代, 是宗教在新形势下不断进行自我更新的时代。 把握住 “世界

历史冶 这一时代规定性, 才能科学说明宗教的历史命运问题。 对此, 马克思指出: “基督教的社会

原则宣扬阶级 (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 存在的必要性, 它们对被压迫阶级只有一个虔诚的愿望,
希望他们能得到统治阶级的恩典。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把国教顾问回答应对一切已使人受害的弊端的

补偿搬到天上, 从而为这些弊端的继续在地上存在进行辩护。冶淤 “世界历史冶 时代的资产阶级与宗

教已经结合成新的命运共同体, 即宗教随着资本的世界扩张在世界各地充当引路人和先锋队, 而资

产阶级又如当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一样极力维护宗教新的神圣地位。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

用精神手段去控制人民, 影响群众的首要的精神手段依然是宗教。冶于

“世界历史冶 时代的宗教扩张除了包含传统宗教的复归和变革之外, 还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宗教

化的趋向。 在资本全面统治社会生活的时代, 商品、 资本拜物教甚嚣尘上, 对剩余价值的疯狂追求

和对货币财富的顶礼膜拜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新宗教, 以至于资本主义产生出一个 “倒立着的社

会冶、 一个世俗的宗教世界。 对此, 马克思深刻地指出: “在资本———利润 (或者, 更好的形式是资

本———利息), 土地———地租, 劳动———工资中, 在这个表示价值和一般财富的各个组成部分同财

富的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 社会关系的物化, 物质生产

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 这是一个着了魔的、 颠倒的、 倒立着

的世界。冶盂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完全颠倒, “产品支配生产者, 物支配主体,
已实现的劳动支配正在实现的劳动……劳动和劳动条件的相互关系被颠倒了冶榆。 于是, 新的拜物教

性质的宗教占据人们的经济生活, “正像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脑的产物的支配一样, 人在资本主

义生产中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冶虞。 资本主义社会在 “世界历史冶 时代已经完全蜕化为一个宗

教化的社会, 它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宗教, 而且日益成为滋生宗教的新的土壤和温床, 成为一个

空前异化和颠倒的社会。
马克思科学无神论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基础上创立的, 这其中包含了马克思对其宗教化

趋向的深刻洞察。 他运用异化理论从经济学的角度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宗教化的异化本质, 通

过 “拜物教冶 层面的批判, 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宗教化的内在特征, 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

历史唯物主义认识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与宗教关系。 马克思从对商品内部矛盾和资本主义 “拜物

教冶 宗教特征的分析入手, 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或其萌芽, 进而揭示出这些矛盾的不断发

展和 “世界历史冶 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性质, 深刻阐述了隐藏在资本主义社会急剧变化背后的

宗教意义和历史走向, 为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科学无神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 当代启示

马克思科学无神论是在 “历史冶 转变为 “世界历史冶 进程中产生的科学形态的宗教观, 它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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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仅以本国的历史为基础, 更是以 “世界历史冶 为背景, 体现了与 “世界历史冶 紧密联系的无产

阶级打破宗教束缚、 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 正确把握马克思科学无神论产生的时代规定性, 对

于我们在新时代进一步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工作具有重要启示。
第一, 从时代本质的高度看, 当代资本主义和宗教领域的变化, 都不是根本性质的变化, 它并

没有超出马克思所指明的历史时代。 在马克思看来, 宗教扩张的本质在于由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所推

动的私有财产运动, 在于资本的奴役和统治。 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重大变

化, 但今天我们依然处于马克思所指明的 “世界历史冶 时代境遇中。 对在 “世界历史冶 时代批判资

本主义基础上产生的、 并科学揭示宗教本质及其历史命运的马克思科学无神论来说, 它在研究当代

资本主义和宗教问题时依然具有天然的 “在场权冶, 这是由其时代规定性所决定的。
第二, 要辩证地看待现代宗教世俗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影响, 在充分利用世俗化带来的发展机遇

的同时, 要坚决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文化侵略。 “世界历史冶 时代的宗教世俗化是历

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是资本扩张和经济全球化在宗教领域的表现, 也是宗教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为资

本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重要内容。 现代宗教世俗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文化融

通的客观要求,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某些西方国家借此进行殖民掠夺和文化侵略的负面效应。
今天, 我们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总目标下, 必须认真研究现代宗教世俗化的发

展趋势, 研究这种情况给宗教工作带来的新内容和法律问题, 加强对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 坚决抵

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文化侵略, 坚决捍卫我国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第三, 非西方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立足于自身文化土壤和民族精神, 坚定文化自信,

努力构建符合本国国情的核心价值体系。 “历史冶 转变为 “世界历史冶 的过程充分证明, 现代化绝

非西方化, 机械地模仿和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物质文化、 制度文化甚至其宗教伦理价值体系是一种

历史和时代的错位, 这不仅无助于本国现代化的实现, 而且有重新沦为西方文化侵略对象和经济附

庸的危险。 在本土化与西方化、 民族化与国际化、 世俗化与现代化的矛盾碰撞中, 发展中国家必须

坚决反对文化霸权主义, 坚定文化自信, 以兼容并蓄、 自信开放的积极心态努力构建符合本国国情

的核心价值体系, 融入时代潮流中去。
第四, 新时代要大力推动马克思科学无神论的中国化和时代化, 加强对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

科学无神论的宣传教育。 马克思科学无神论的创立来源于时代规定性, 是 “世界历史冶 时代科学形

态的宗教观。 在新时代这一历史发展方位中, 我们必须继续坚持用马克思科学无神论的立场、 观点

和方法做好宗教工作, 加大对于马克思科学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力度, 使全体人民在复杂的宗教现象

和宗教问题面前弄清楚什么是宗教, 如何正确对待宗教, 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科学宗教观, 团结一

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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