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９章  宗教地理与宗教景观

内容摘要

第１节　宗教的产生与世界主要宗教

第２节　宗教的传播与分布

第３节　宗教仪礼、习俗与地理环境

第４节　宗教景观

思考题



内容摘要
　　　宗教是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世界

上许多国家不但信奉宗教，而且创造了灿烂的宗
教文化。宗教不仅影响到这些国家的政治，也建
造了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包括各类宗教建筑、
宗教仪规、宗教节日、宗教禁忌、宗教习俗等。
这些伴随宗教信仰而出现的人文景观大大丰富了
人类文化的内涵，许多甚至成为人类文化的瑰宝，
探讨宗教景观区域性发展特点以及宗教体系的空
间变化过程既是宗教地理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
本章需要阐述的重点。 



第１节  宗教的产生与世界主要宗教

一、宗教的定义以及在文化中的作用

二、宗教的起源与原始宗教

三、民族宗教

四、世界三大宗教

1  佛教   2  基督教   3  伊斯兰教



一、宗教的定义以及在文化中的作用

       宗教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其最大的特点是相信现实世界

之外还存在一个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秘境界和力量，这个力量主

宰着自然和社会。

       詹•乔•弗雷泽认为宗教是人们向一种高于人的权利的妥协。

       赫•斯宾塞认为宗教是人们对超人类力量的信仰。

       布雷德雷强调宗教是人生对善的追求。

       迈克塔格特宣称宗教是人追求与宇宙和谐的一种感情。

       恩格斯认为一切宗教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

量在人们头脑中虚幻的反映。

      宗教既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二、宗教的起源与原始宗教

     宗教是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原始宗教：

     1  原始宗教的存在并没有特定的时段，具有这一类型特

征的宗 教可以出现在数千年以前，也可以存在于今天世界上

的某些部落中。

     2  原始宗教无需探讨“摇篮”或源地问题，一般认为各地

原始宗教信仰和宗教崇拜大多都是自生的，基本不存在一种

信仰最初在一群人中产生，然后通过思想输出传播到其他人

群中这样的现象。



三、民族宗教

1  犹太教：摩西被认为是犹太教的创始人。

2  印度教：是印度最重要的宗教，是民族宗教中人数最多的

                 宗教。

3  道教：   起源于中国本土的宗教，是以中国古代社会的鬼
神崇拜为基础；以神仙可求论诱使人们用方术修持追求长
生不死，登仙享乐为主体内容；以道家、阴阳五行家、儒
家学说为神学理论，带有浓厚万物有灵论和泛神论性质的
宗教。

4  儒教：  以孔子为崇拜对象。

5  神道教：是由日本民族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最初以万物
有灵和崇拜祖先为主要内容。佛教和儒教学说传入日本后，
吸收儒教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佛教的某些教义，逐步形成完
整的体系。



第２节 宗教的传播与分布

一、导致宗教传播的因素与主要宗教的传播

二、宗教与国家政治、民族的关系

三、宗教组织

四、主要宗教的分布区



一、导致宗教传播的因素与主要宗教的传播

一、移民：当某种宗教信仰从一地迁向另一地，必然将

                他们的信仰带到新的地方。

二、传播：分为交流和转教、有组织的传教两种形式。

三、领土竞争：当宗教势力与政治势力合为一体时，往

                       往会以领土扩张的形式，将宗教信仰带

                       到新的领地。

四、宗教在空间的相互影响

      1  和平共处      2  竞争      3  排斥





二、宗教与国家政治、民族的关系

        政治组织和政治势力是影响文化现象空间变化的一

个重要因素，政治势力的扩张与衰退往往决定着文化地

理界限的进退，在各类文化现象之中，宗教对于政治的

依附程度更高，受政治影响造成的空间变化特征也更明

显。

     1  神权政治

      2  政府与宗教

      3  民族与宗教



三、宗教组织

             宗教组织是宗教存在的必要前提，宗教组织不但
执行对地方宗教事物的管理、教友之间感情上的联系、
宗教仪式的参与，而且往往成为传教、布道的重要推
动力，因此宗教组织本身虽然并不能造成宗教景观，
但是却是宗教地理发展过程中重要媒介。

         在各类宗教中天主教的宗教组织可称是最严密的。
而同样是世界性宗教的佛教却是基本上没有明显的教
区。伊斯兰教更没有传教的教士，信仰的传播多数在
征服区内实现，或通过商贸活动。



四、主要宗教的分布区

        到目前为止，基督教遍及欧洲、美洲、亚洲北部大部

分、南非、澳洲等地，是世界上信奉者最多的宗教。基督

教中罗马天主教信奉者又最多，伊斯兰教主要分布在亚洲、

非洲、欧洲以及美洲，其中信奉者以西南亚与东南亚最多。

      佛教主要分布在东亚、东南亚。





第３节  宗教仪礼、习俗与地理环境

一、宗教风俗、禁忌与地理环境

二、宗教与文化

三、宗教仪式、节日与地理环境

四、宗教圣地与地理景观



一、宗教风俗、禁忌与地理环境

        地域性的环境差异对宗教信仰以及宗教风俗有很大的影

响，地理环境对宗教信仰的影响在原始宗教与民间崇拜中尤

其突出，通常在处于部族阶段的人们中，宗教几乎完全表现

为一种生态仪式，成为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媒介。如在低纬湿

热地区，绝大多数定居或半定居从事农业的民族，在处理人

与环境的关系中有细致的仪式，通过各种象征性的仪式表达

人们对农业的需求，对丰收的祈望。



二、宗教与文化

        由宗教而产生的文化是多方面的，除在视觉、听觉

上可以感到的文化类型外，观念与特定崇拜物也会造成

一种文化现象。

      宗教胜地是宗教文化的重要代表。



三、宗教仪式、节日与地理环境

         由宗教而产生的文化是多方面的，除在视

觉、听觉上可以感到的文化类型外，观念与特

定崇拜物也会造成一种文化现象。

      宗教胜地是宗教文化的重要代表。



四、宗教圣地与地理景观



  第４节   宗教景观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形成与文化内涵与地理环境有着

直接关系，反过来宗教一旦形成，又会营造出独特的人文景观，这
些景观与宗教信仰以及宗教氛围具有同一性，成为大地上最具特色、
最具魅力、最具影响的文化表征。主要的宗教景观有基督教堂、伊
斯兰清真寺、佛教寺庙等。

　　　　一、宗教塑造的文化景观

　　　二、宗教对地理的间接影响 

　　　三、宗教景观的地域差异     





思考题

1 以佛教的传播过程阐述影响宗教传播的因素
2 民族宗教主要有那些？分析它们对地区或民族

文化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3 结合世界三大宗教的起源与发展，分析宗教与

地理环境的关系
4 结合主要宗教景观的类型和特点讨论宗教与地

域文化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