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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浩瀚的宗教与灵性心理学英文学科资源如何能为中文学界所用，以构筑中文宗教与灵

性心理学理智复兴的智识新平台？基于对 2001—2020 年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宗教

与灵性心理学 2329 篇期刊论文的计量分析，援引学科制度视角，论文力图描绘当代宗

教与灵性心理学的学科制度图景，如重要学刊、典范文本、权威研究者及权威研究机

构。论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批判性评论其核心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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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题域的设定 ：学科制度图景

在 艰 难 的 理 智 探 索 和 智 识 挣 扎 历 程 中， 宗 教 心 理 学 缓 慢 累 积 分 散 的 学 科 制 度 线 索 A。

具 有 学 科 制 度 史 路 标 意 义 的 有 这 些 史 实：1961 年 宗 教 科 学 研 究 学 会（ the  Society  for  the  

Scient i f ic  Study  of  Religion） 开 始 出 版《 宗 教 科 学 研 究 杂 志 》（Journal  for  the Scient i f ic  
Study of  Rel igion）， 其 中， 社 会 心 理 学 家 是 宗 教 实 证 研 究 的 生 力 军； 随 后 在 1976 年， 美 国

心理学会（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 ion ,  APA）创立宗教心理学分会（Division  

36  Psychology  of  Religion）；在 1988 年，《心理学年评》（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终于第一次有宗教心理学的进展评论 B，在 2003 年有了第二次系统评论 C。

宗 教 社 会 学 有 关 宗 教 和 灵 性 构 念 的 论 辩， 也 渗 透 在 宗 教 心 理 学 的 心 智 中。 在 宗 教 世 俗 化

和 私 人 化 背 景 下， 灵 性（spir i tual i ty） 构 念 逐 渐 突 显。 援 引 宗 教 社 会 学 的 理 智 资 源， 如 卢 克

曼 的“ 无 形 宗 教 论 ” 或 者 达 薇 的“ 信 仰 但 不 归 属 ” 模 式， 宗 教 可 简 化 为 基 于 制 度 化 体 制 的 对

神 圣 的 追 求， 而 灵 性 则 是 个 体 自 主 性 的 神 圣 追 求， 这 里 的 神 圣 既 包 括 诸 神， 也 指 涉 超 自 然、

超验、无限、永恒、终极存在或终极关怀等一组家族相似构念。2008 年宗教心理学分会创办

期刊《宗教与灵性心理学》（Psychology of  Rel igion and Spir i tual i ty），2011 年正式更名为

宗教与灵性心理学学会（The  Society  for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 i tual i ty）。由

此宗教心理学脱胎换骨，转型为宗教与灵性心理学。

在 最 近 的 二 十 年 里， 宗 教 与 灵 性 心 理 学 迈 入 其 成 熟 期。 其 学 科 制 度 的 显 著 标 志 为 两 个 不

同版本的研究手册的出版。它们依次为《宗教和灵性心理学手册》（2005 年第 1 版；2014 年

第 2 版）（Handbook of  the Psychology of  Rel igion and Spir i tual i ty）D 和《美国心理学会宗

教和灵性心理学手册》（APA Handbook of  Psychology,  Rel igion,  and Spir i tual i ty）E。

 *   　 本文系 2020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宗教和灵性心理学的跨学科研究”（编号：20BZJ004）的阶段性成果。

A　 方文：《社会心理学的演化 : 一种学科制度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01 年第 6 期。

B　 Gorsuch, R. L.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39, 1988, pp. 201-221.

C　 Emmons, R. A. and Paloutzian, R. F.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54, 2003, pp. 377-402.

D　 Paloutzian, R. F. and C. L. Park. Handbook of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New York: Guiford Press, 2014.

E　 Pargament, K. I. APA Handbook of psychology,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2 Vols.). Washingto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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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至 今 日， 宗 教 与 灵 性 心 理 学 已 经 积 累 了 浩 瀚 的 英 文 文 献。 它 们 如 何 为 中 文 学 界 所 用，

以构筑中文宗教与灵性心理学理智复兴的智识新平台？论文选取大型权威引文数据库 Web  of  

Science，以“宗教”“灵性”和“心理学”为检索词，时间跨度为 2001— 2020 年进行检索，

共得到 2329 篇期刊论文。以这些文献为基础，论文构建期刊引用网络和文献引用网络，以甄

别 权 威 期 刊 和 典 范 文 本； 构 建 研 究 者 合 作 网 络 和 机 构 合 作 网 络， 以 定 位 权 威 研 究 者 和 研 究 机

构；构建关键词共现网络，绘制学科知识图谱，以揭示研究热点及其变化趋势，并进一步批判

性评论其核心议题。

二、学科制度图景的组分分析

（一）权威期刊分析

学 术 期 刊 是 学 科 成 就 和 研 究 前 沿 的 主 要 载 体。 宗 教 与 灵 性 心 理 学 领 域 的 学 术 论 文、 调 查

报告以及文献综述等集中发表在《宗教与健康杂志》（Journal  of  Rel igion & Health）、《宗教

与灵性心理学》（Psychology of  Rel igion and Spir i tual i ty）、《心理学与神学杂志》（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 以 及《 宗 教 心 理 学 档 案 》（Archive for  the Psychology of  
Rel igion）等期刊中，这四本期刊合计刊载了该领域超过 10% 的文献。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虽 然 这 些 期 刊 发 文 数 量 多， 但 其 影 响 因 子 普 遍 较 低， 尚 未 对 学 科 发 展 产

生重要影响。为明确对宗教与灵性心理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期刊，选取每年被引频次前 50
名的期刊建立期刊引用网络。结果表明，拥有最多共被引关系的期刊，被引频次也是最高的。

《 人 格 与 社 会 心 理 学 杂 志 》（Journal  of  Personal i 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美 国 心 理 学

家 》（American Psychologis t）、《 宗 教 科 学 研 究 杂 志 》（Journal  for  the Scient i f ic  Study of  
Rel igion）、《心理学公报》（Psychological  Bul let in）、《国际宗教心理学杂志》（Internat ional  
Journal  for  the Psychology of  Rel igion）五本期刊不仅收录文献涉及的主题相对广泛，期刊

影响力也较大。

（二）典范文本分析

被 引 频 次 较 高 的 文 献 可 表 征 学 科 领 域 的 知 识 根 基 及 研 究 方 向。 按 总 被 引 频 次 对 检 索 文

献 进 行 排 序， 其 中《 市 场， 宗 教， 社 群 规 模， 以 及 公 平 与 惩 罚 的 演 变 》（Markets ,  Rel igion,  
Community  Size ,  and the Evolut ion of  Fairness  and Punishment）、《超越信仰：宗教将个体

联结为道德共同体》（Beyond Bel iefs:  Rel igions Bind Individuals  Into Moral  Communit ies）

两篇为“高被引论文”，即在其发表年份和所属领域按被引频次排序位于前 1% 的论文。

引 文 计 数 无 法 体 现 出 学 科 知 识 基 础 的 结 构， 因 此 选 取 每 年 被 引 频 次 前 50 名 的 文 献 建

立 文 献 引 用 网 络， 按 被 共 引 频 次 排 序， 前 五 篇 中《 大 神： 宗 教 如 何 改 变 合 作 与 冲 突 》（Big 
Gods:  How Rel igion Transformed Cooperat ion and Confl ic t）、《 宗 教 心 理 学： 实 证 方 法 》

（ 第 4 版 ）（The Psychology of  Rel igion:  An empirical  approach）、《 上 帝 的 错 觉 》（The 
God Delusion） 为 专 著，《 亲 社 会 宗 教 的 文 化 进 化 》（The Cultural  Evolut ion of  Prosocial  
Rel igions）、《 宗 教 与 灵 性 的 概 念 化 与 测 量 研 究 进 展 》（Advances in  the Conceptual izat ion 
and Measurement  of  Rel igion and Spir i tual i ty）为期刊论文。

（三）权威研究者分析

宗教与灵性心理学领域发表文献数量最多的作者分别为 Francis  LJ、Robbins  M、Cohen  

AB、Davis  DE、Pargament  KI， 其 中，Francis  LJ 二 十 年 间 共 计 发 表 62 篇 相 关 文 献，

Robbins  M 发表 22 篇相关文献。综合考虑学术产出数量和质量，Cohen  AB 和 Pargament  KI
在该领域内的 h 指数分别为 12 和 11，为宗教和灵性心理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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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作者合作关系进行分析，最大连通合著网络包含 515 个作者，平均度值为 13 .53，意味

着平均每个研究者都与 13 人有过合作关系，科学合作初具规模。网络平均路径长度为 5 .977，

即 从 任 一 研 究 人 员 出 发， 平 均 六 步 可 以 联 系 到 另 一 研 究 人 员， 契 合 米 尔 格 拉 姆 的“ 六 度 分

割 ” 模 型。 网 络 平 均 聚 类 系 数 为 0 .886， 存 在 较 为 明 显 的 合 作 团 体， 具 有 小 世 界 网 络 的 部 分

特 征。 具 体 而 言， 主 要 形 成 了 6 个 合 作 团 体， 分 别 以 Pargament  KI、Sandage  SJ、Francis  

LJ、Davis  DE、McMinn  MR 和 Cohen  AB 为 核 心 研 究 者。 其 中，Francis  LJ、Robbins  

M、Davis  DE 以及 Cohen  AB 等人度值最高，有着广泛的合作关系，而 Hill  PC、Chen  ZJ、

Worthington  EL 以 及 Pargament  KI 等 人 的 中 介 中 心 性 最 高， 为 不 同 团 体 之 间 的 合 作 搭 建 起

桥梁，对整个合著网络的连通起到重要作用。

（四）重要机构分析

宗教与灵性心理学研究机构主要位于英美两国，其中华威大学包括 Francis  LJ、Robbins  

M 等 研 究 人 员， 亚 利 桑 那 州 立 大 学 包 括 Cohen  AB 等 研 究 人 员， 佐 治 亚 大 学 系 统 包 括 Davis  

DE 等 研 究 人 员。 结 合 2020 年 QS 全 球 大 学 心 理 学 学 科 排 名 发 现， 目 前 心 理 学 研 究 实 力 排 名

世界前列的机构没有广泛参与到宗教与灵性议题的研究中，学科发展依赖学者个人研究兴趣，

尚未形成制度体系。

对机构合作进行分析，最大连通子图包括 65 个机构。具体来说，华威大学、杜克大学度

值 较 高， 他 们 与 众 多 科 研 机 构 展 开 合 作， 形 成 了 以 自 身 为 核 心 的 星 形 合 作 团 体， 带 动 宗 教 与

灵 性 心 理 学 发 展 壮 大。 而 亚 利 桑 那 州 立 大 学、 密 歇 根 大 学、 哈 佛 大 学 等 机 构 的 中 介 中 心 性 较

高，表明其与多个科研团体都有合作，充分发挥其关联彼此，总领全局的作用。

三、当代宗教与灵性心理学的核心议题

（一）宗教 / 灵性与健康

宗教 / 灵性被发现对健康具有重要影响 A，其中介机制有自我控制或自我调节、依恋风

格、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等。这里留存宗教 / 灵性作为自变量的测量难题。在早期健康和社会

调查中，宗教 / 灵性的测量往往只注重单一指标，且存在犹太 - 基督宗教中心偏差，如去教堂

的 频 率 或 自 我 报 告 的 灵 性 程 度。 当 代 宗 教 / 灵 性 的 测 量， 已 经 超 越 犹 太 - 基 督 宗 教 中 心， 并

由单一面向迈向多维结构，以考察宗教态度和信仰的稳定模式 B。健康的衡量标准也日趋精细

化，由全因死亡率扩展到更为具体系统的健康问题，如情感障碍、疼痛和临终关怀等 C。

在此过程中，宗教应对（ re l igious  coping）的概念逐渐凸显。在解释面对压力的表现差

异 上， 应 对 相 较 于 文 化、 人 格 等 概 念 的 优 势， 在 于 可 进 行 认 知 - 行 为 干 预。 宗 教 作 为 应 对 的

重 要 资 源， 意 指 以 与 神 圣 相 关 的 方 式 理 解 和 处 置 生 活 压 力， 其 行 动 方 案 包 括 依 靠 神 灵 赋 予 的

自由和资源主动解决问题，或被动等待命运安排，或作为同伴与神灵一起解决问题 D，以及通

过神灵重新理解接受现状和苦痛 E 等。

A　 Powell, L. H. et al.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Linkages to Physical Health.”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58, no. 1, 2003, pp. 36-52.

B　 Hill, P. C. and K. I. Pargament. “Advances in the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Implications fo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Research.”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58, no. 1, 2003, pp. 64-74.

C　 Rosmarin, D. H. and H. G. Koenig. Handbook of Spirituality, Religion, and Mental Health, Academic Press, 2020.

D　 Pargament, K. I. et al. “Religion and the Problem-Solving Process: 3 Styles of Coping.”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 c Study of Religion, 

vol. 27, no. 1, 1988, pp. 90-104.

E　  Park, C. L. “Religion as a Meaning-Making Framework in Coping with Life Stres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 61, no. 4, 2005, pp. 

707-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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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教 应 对 强 调 评 估 和 应 对 负 面 事 件， 积 极 心 理 学（posi t ive  psychology） 则 关 注 积 极 的

主观体验、人格特质和社会制度如何塑造美好生活，其与宗教 / 灵性心理学的交集在于对美德

和幸福的关注。宗教 / 灵性可以促进感恩、诚实、仁爱以及敬畏等道德共同体中美德的形成，

而谦卑等美德也可能成为宗教极端主义或意识形态冲突的缓冲区 A。宗教 / 灵性与主观幸福感

之 间 的 关 联 则 受 到 社 会 支 持、 尊 重、 目 的 / 意 义 以 及 宗 教 认 同 等 因 素 的 调 节。 但 对 幸 福 的 过

分关注容易落入享乐主义的窠臼，或陷入以幸福衡量灵性，再以灵性预测幸福的循环论证中。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应该超越心理特征或过程的积极 / 消极标签，喜怒哀乐皆是生命的馈赠。

（二）宗教 / 灵性与人格

人 格 心 理 学（psychology  of  personal i ty） 关 注 人 性 的 基 本 问 题， 和 宗 教 / 灵 性 心 理 学

之 间 存 在 天 然 的 亲 和 关 系。 研 究 发 现 宗 教 性 可 看 作 为 宜 人 性 和 尽 责 性 两 种 人 格 特 质 的 文 化 适

应 B，而开放性可能作为区分灵性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重要维度。纵向研究发现人格因素独立

于宗教社会化过程，塑造对宗教性 / 灵性的追求，青少年时期的尽责性 / 开放性而非宗教性 /

灵性，可以预测成年后的宗教性 / 灵性 C。此外，宽恕和谦卑也常作为禀赋宗教底蕴的人格特

质被纳入研究中。

派 德 曼 令 人 惊 异 地 推 断 相 对 于 大 五 模 型， 灵 性 可 构 成 独 立 的 人 格 第 六 维 度 — 个 体 对 神 圣

追求的程度。他将之命名为“灵性超越性”（spir i tual  t ranscendence），并且编制了有良好信

效度的《灵性超越性量表》D。灵性超越性作为人格维度，已得到跨文化研究的支持。但也有

研 究 认 为， 宗 教 性 / 灵 性 更 接 近 于 价 值 观 念 而 非 人 格 特 质， 前 者 主 要 是 对 理 想 目 标 的 认 知 表

征， 具 有 强 烈 的 动 机 和 行 动 合 法 化 成 分， 而 后 者 是 通 过 凡 俗 生 活 中 的 认 知、 情 绪 和 行 动 做 出

反应的行为模式 E。面对凡俗生活的琐碎，与灵性超越性关联的敬畏感，在自我体验的渺小之

外，假借自我超越，去探索本真我（authent ic  self）的妙义 F。

（三）宗教 / 灵性的进化心理学

人 类 种 系 史 为 何 演 化 出 宗 教 现 象 和 制 度？ 跨 时 空 的 不 同 人 类 群 体， 为 何 投 入 如 此 多 的 时

间、 资 源、 精 力 和 心 力 甚 至 生 命， 虔 诚 敬 拜 他 们 的 神 灵？ 在 进 化 生 物 学 的 概 念 框 架 下， 多 位

名 家 聚 焦 人 类 宗 教 的 起 源 及 其 功 能。 研 究 发 现， 多 种 因 子 如 关 涉 道 德 的 超 自 然 监 控 的 信 仰，

代 价 高 昂 的 集 体 欢 腾 仪 式， 以 及 其 他 可 以 促 进 群 内 合 作 团 结 的 信 仰、 规 范 和 行 为， 在 群 际 竞

争 中， 作 为 能 够 胜 出 的 符 号 资 源 或 工 具， 逐 渐 聚 集 制 度 化 为 名 为 宗 教 的 文 化 包， 在 人 口 规 模

不断扩大的社会中，驯化我们与生俱来的“自私基因”的心理机制 G。

A　 Schnitker, Sarah A. and Robert A. Emmons. “The Psychology of Virtue: Integrating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vol. 9, no. 3, 2017, pp. 239-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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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宗教 / 灵性的文化进化理论（cul tural  evolut ionary  theory）得到跨学科研究证据的

支持。其一，对关涉道德的超自然监控的信仰与社会规模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A。其二，宗教

启动可以显著增加亲社会行为或其可及性，其效果至少与世俗道德制度启动条件下相同 B；参

与世界宗教的程度和市场整合程度都可以预测经济博弈中对公平和惩罚的追求 C。这些研究共

同 表 明 宗 教 制 度 可 能 和 其 他 政 治 经 济 文 化 制 度 相 互 作 用， 通 过 道 德 声 誉 机 制， 促 进 陌 生 人 之

间 的 大 规 模 互 动 和 合 作。 其 三， 代 价 高 昂 的 仪 式 和 戒 律 数 量 而 非 宗 教 意 识 形 态， 在 控 制 条 件

下，预测了宗教共同体的存续时间 D；参与宗教仪式而非宗教信仰，预测了对自杀式袭击的支

持程度 E。它们证明，代价高昂的仪式可能增加宗教共同体内部的承诺和信任，从而推动群内

合作与群际冲突。

值 得 强 调 的 是， 宗 教 亲 社 会 性 作 为 一 种 适 应 性 价 值 或 进 化 策 略， 应 作 狭 义 理 解： 有 条 件

的 亲 社 会 性 如 群 内 偏 好 或 一 报 还 一 报 策 略， 在 多 数 情 况 下 优 于 完 全 利 他 或 利 己 策 略。 也 即 是

说， 宗 教 亲 社 会 性 与 普 适 的 道 德 准 则 之 间 并 不 存 在 必 然 联 系。 合 作 可 以 意 味 着 修 建 道 路 或 为

无 家 可 归 者 提 供 食 物， 也 可 以 指 向 有 组 织 地 掠 夺 或 发 动 战 争。 对 神 圣 的 追 求 与 群 体 身 份 和 宗

教 认 同 紧 密 关 联。 真 实 或 想 象 的 群 际 冲 突 的 增 加， 往 往 会 助 长 对 宗 教 群 体 道 德 界 限 之 外 的 人

如 无 神 论 者、 同 性 恋 者 或 其 他 种 族 者 的 冷 漠、 偏 见 与 暴 力。 由 此， 宗 教 进 化 理 论 留 存 的 难 题

在于，宗教亲社会性是否可以超越宗教群体边界，广泛的宗教合作与利他如何可能？

（四）宗教 / 灵性的文化心理学

 宗教 / 灵性的文化心理学主要关注宗教 / 灵性作为符号系统，如何维护普适的存在秩序，

从而在人类物种中培育普遍、强烈而持久的情绪和动机系统。根据不确定性 - 认同论 F，减

少 不 确 定 性 是 人 类 的 基 本 动 机， 获 得 特 定 群 体 成 员 资 格 则 是 最 基 本 的 行 动 策 略。 宗 教 认 同 从

组 织 结 构、 意 识 形 态 和 仪 式 规 范 等 方 面 应 对 存 在 不 确 定 性 和 道 德 不 确 定 性， 在 死 亡 显 著 性 启

动 条 件 下 特 别 具 有 吸 引 力。 如 果 不 确 定 性 或 群 际 冲 突 显 著 且 持 久， 宗 教 认 同 则 趋 极 端 化， 进

一 步 迈 向 狂 热 和 激 进， 从 而 在 群 际 认 知、 情 感 和 行 为 层 面 助 长 有 强 烈 内 群 偏 好 和 外 群 敌 意 的

宗教原教旨主义 G。如在启动宗教与科学相互冲突的条件下，基督徒感知到的刻板印象威胁更

大，在科学推理任务中表现更差 H。

在宗教认同研究中，宗教残余（ re l igious  residue）假说，极其令人震撼。所谓宗教残余

者 即 是 曾 经 信 过 但 现 在 不 信 的 人 群， 或 为 前 信 徒。 系 统 地 比 较 信 徒、 非 信 徒 和 前 信 徒，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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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Hogg, Michael A. et al. “Religion in the Face of Uncertainty: An Uncertainty-Identity Theory Account of Religiousnes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vol. 14, no. 1, 2010, pp. 7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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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后者在宗教去认同（re l igious  deident i f icat ion）后仍然保留强劲的宗教认知、情感和行

为，其内隐机制为确信增强表演模式（Credibi l i ty  Enhancing  Displays ,  CREDs）A。

 宗 教 认 同 的 文 化 嵌 入 性 也 被 系 统 探 讨。 就 个 体 主 义 与 集 体 主 义 面 向 而 言， 天 主 教 徒 和 犹

太教徒的宗教认同、动机和人生经历都以集体为导向，而新教徒则更趋向个人主义 B；中国佛

教 徒 倾 向 于 建 立 以 寺 庙 为 中 心 的 宗 教 认 同， 美 国 佛 教 徒 则 偏 向 以 自 我 为 中 心 的 宗 教 认 同 C。

在道德判断方面，世界主要宗教都不鼓励婚外性行为，但它们在塑造行为方面并不同样有效。

伊斯兰信徒报告婚前 / 外性行为的可能性最低 D。对犹太教徒而言，思考不道德的行为并不等

于付诸实践，而基督教徒则认为想法与行为具有同等的道德地位 E。

宗 教 的 生 物 文 化 理 论 将 神 经 生 物 学、 认 知 心 理 学、 社 会 学 和 语 义 符 号 学 相 结 合， 关 注 文

化 和 大 脑 如 何 协 同 工 作。 遗 传 因 素 可 以 塑 造 心 理 倾 向， 但 文 化 会 影 响 这 些 倾 向 的 行 为 表 现 方

式。如携带 G /G 型催产素受体基因的人被认为更具社会性，但只在强调宗教的社会联系作用

的 韩 国 文 化 背 景 下， 携 带 者 的 宗 教 信 仰 才 能 预 测 更 高 的 心 理 幸 福 感， 在 欧 裔 美 国 人 中 反 而 预

测了更多的心理痛苦 F。这些研究表明宗教 / 灵性与心理幸福感之间的联系，可能受到遗传和

文化交互作用的影响。

（五）宗教 / 灵性的认知神经科学

 宗教信息和非宗教信息如宗教怀疑或无神论的社会认知过程是否存在分化？宗教 / 灵性的

认 知 和 体 验 如 何 关 联 大 脑 不 同 区 域 的 活 动？ 宗 教 体 验 由 谁 驱 动， 宗 教 认 知 还 是 宗 教 情 感？ 针

对第一个难题，可援引当代社会认知的双加工过程模型，来解释宗教 / 灵性的信息加工。启发

式 加 工 和 系 统 加 工 被 认 为 是 两 个 独 立 的 社 会 认 知 过 程， 构 筑 人 类 认 知 和 行 为 的 基 础。 宗 教 信

仰 通 常 与 即 时 的、 自 动 的、 启 发 式 的、 认 知 节 俭 的 和 无 意 识 的 加 工 系 统 有 关， 而 宗 教 怀 疑 或

无神论则与延迟的、可控的、系统的、认知努力的和特意的加工系统相关 G。

针对第二个难题，预测加工理论（predict ive  processing  theory）被构造以整合神经、认

知 和 行 为 科 学 的 研 究。 该 理 论 认 为 大 脑 根 据 已 有 认 知 模 型 预 测 传 入 的 感 官 信 息， 当 预 测 与 传

入 信 息 不 一 致 时， 依 据 贝 叶 斯 原 理 调 整 认 知 模 型， 直 到 预 测 误 差 最 小 化。 它 强 调 认 知 模 型 的

层 级 结 构， 复 杂 认 知 模 型 产 生 的 预 测， 通 过 反 馈 连 接， 影 响 初 级 知 觉 加 工； 而 反 映 预 测 与 感

官 信 息 不 一 致 的 预 测 误 差 信 号， 会 向 前 传 递 到 高 级 加 工 脑 区 以 建 立 或 调 整 认 知 模 型， 这 个 过

程 不 断 循 环 直 到 获 得 最 优 预 测。 双 加 工 过 程 模 型 和 预 测 加 工 理 论 的 共 同 之 处， 可 能 为 宗 教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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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 性 的 认 知 神 经 科 学 发 现 提 供 了 统 一 解 释 框 架， 即 超 自 然 信 仰 和 体 验 主 要 与 不 同 层 级 和 精 度

的错误监控或冲突检测密切相关 A。

第 三 个 难 题 关 涉 宗 教 体 验 的 驱 动。 通 过 对 比 信 徒 与 非 信 徒 的 大 脑 活 动， 研 究 发 现 信 徒 在

朗 诵《 圣 经 》 时 激 活 了 背 外 侧 前 额 叶、 背 内 侧 额 叶 皮 质 和 楔 前 叶， 而 与 情 感 处 理 相 关 的 区 域

则没有明显差异。这表明与高阶认知相关的神经网络可能是宗教体验的基础 B。但也有研究发

现， 宗 教 与 灵 性 体 验 涉 及 复 杂 的 认 知 和 情 感 过 程。 当 代 具 身 认 知（embodied  cogni t ion） 的

研 究 已 经 确 证， 笛 卡 尔 的 离 身 认 知 观（disembodied  cogni t ion） 只 是 迷 思， 情 感 无 法 独 立 于

认 知 存 在， 而 是 以 类 似 于 形 状 和 颜 色 等“ 具 身 性 特 征 ” 的 方 式， 调 节 初 级 知 觉 加 工 并 被 整 合

到高级认知表征中。

四、结论和讨论

中文学界在宗教 / 灵性心理学领域也有持续的开拓耕耘，如陈永胜有关西方宗教心理学流

派 的 研 究， 方 文 有 关 宗 教 群 体 符 号 边 界 和 宗 教 心 态 地 图 的 研 究， 韩 布 新 有 关 宗 教 心 理 的 跨 文

化 研 究， 何 其 敏 有 关 宗 教 认 同 的 研 究， 李 朝 旭 有 关 民 间 宗 教 心 理 的 研 究， 梁 恒 豪 有 关 学 科 概

念 框 架 和 学 科 史 的 研 究 以 及 向 宁 有 关 佛 教 舆 情 的 行 动 者 中 心 模 拟 的 研 究 等。 在 此 之 外， 中 国

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于 2012 年创立“宗教心理学年度论坛”，并且编辑《宗教心理学》

年 刊（ 金 泽 和 梁 恒 豪 主 编，2013— 2019， 第 1 辑 - 第 5 辑； 梁 恒 豪 主 编，2021， 第 6 辑 ），

为中文宗教 / 灵性心理学的学科制度建设贡献卓著。

蹒跚学步的中文宗教 / 灵性心理学的理智复兴，惟一依赖于勤勉而真诚的研究者共同体，

创 造 性 地 消 化、 融 通 和 扬 弃 中 外 学 科 的 理 智 资 源， 没 有 恐 惧 亦 没 有 禁 区， 自 由 自 在 地 探 索 试

错。但面对浩瀚的英文宗教 / 灵性心理学文献，无论如何勤勉，个体学者与研究团队也无法驾

驭消化所有这些文本——当然也用不着如此执念。因为这些文献，和中文学界类似，也是良莠

不齐，必得沙里淘金。最优的学习文本，是最好研究者的最好文本，即“双重最好”。论文通

过 文 献 计 量 分 析， 甄 别 和 鉴 定 这 些 双 重 最 好 文 本， 力 图 对 当 代 宗 教 与 灵 性 心 理 学 的 核 心 论 题

进行批判性评论。论文期许为中文宗教 / 灵性心理学的理智复兴奠基其“文化自觉”的勇气和

智识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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