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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内容提要

在看待和处理宗教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作为

行动的理论指南。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阐述，带

有很强的时代烙印。因此，在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学习、研究、宣传和运用

中，我们必须把它同中国的宗教国情结合起来，这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的正确态度。

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同中国的宗教国情及宗教问题相结合的过程是一个实

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形成和发展的

过程．对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的形成、发展及其指导宗教工作的实践做出概括

总结，才能明白其得失成败，从而给新时期的宗教工作以有益的启示．因此，

把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进行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就显得很

有必要。

论文是由导论和正文四编十章组成。

导论主要论述了研究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重要意义，中国关产党宗教观的

涵义，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研究现状及本文的所要达到的目标和创新点。此外，

导论部分还包括本文的研究方法。

论文第一编，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源头，即马列主义宗教观。此编

包括两章：

第一章，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马克思主义宗教

观形成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主要内容作了系统梳理，这是中国共产党宗教

观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基础。通过对它的阐述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与马克思

主义宗教观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

第二章，考察了列宁主义的宗教观。列宁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把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俄国革命与国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发展到列宁

主义宗教观的阶段。列宁主义宗教观主要包括列宁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态度，以

及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马列主义宗教观在苏联的

运用情况要求我们对马列主义宗教观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论文第二编，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形成，主要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新

民主义革命时期宗教观的考察。此部分内容有由四章构成；

第三章，中国的宗教国情。除传统宗法性宗教外，我国还有五大宗教。中

国的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紧密，天主教与基督教曾有被帝国主义操纵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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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历史，各宗教基本上能和平相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宗教情况存在较大差

异。

第四章，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宗教观。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我

国。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进行了初步的介绍。中国共产党在成立

初期领导了“非基督教运动”，揭开了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序幕。

第五章，毛泽东宗教观的逐步形成。毛泽东的宗教观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随着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毛泽东的宗教观开始形成。毛泽东是把马

列主义宗教观同新民主义革命结合起来的仓4始者。

第六章，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在党的文献中的反映。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

命时期、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颁布了一系列方针政策，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

第三编，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曲折发展。此部分讲述了从新中国成立至“文

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曲折发展。包括一章内容：

第七章，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通过对毛泽东宗教观的进一步发

展，以及周恩来的宗教观、李维汉的宗教观的考察，对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

集体的宗教观进行了梳理。

第八章，中国共产党宗教观发展的曲折。简要回顾了1956年到1966年和“文

革”期间，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曲折发展

第四编，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深化与成熟。此部分内容由两章组成：

第九章，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恢复和基本成熟。邓小平本人对宗教问题的

认识、党和国家的有关部门以及一部分学者的思想共同组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二

代领导集体的宗教观。这其中，1982年我们党下发的19号文件集中反映了中

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宗教观，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基本成熟。

第十章，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深化。在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的宗教观有

力的指导了中国的宗教工作。李瑞环对江泽民的宗教观做了补充。“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关系密切，既是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体现，又

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

结束语，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体系建构及其历史地位，以及中国共

产党在新的实践中对宗教观的与时俱进的推进与发展。

关键词t马列主义宗教观毛泽东的宗教观邓小平的宗教观

江泽民的宗教观 李瑞环的宗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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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ing and handling religious issues，the CPC has always

stressed to the Marxist religious outlook as a guide to the theory．

However,the Marxist classical writers exposited religious issues with a

strong brand ofthe times．Therefore，on learning，researching，promoting

and using the Marxist religiOBS outlook,we need to bring it with China's

religiOUS national conditions，臌S is the right attitude to deal嘞the
Marxist view ofreligion．

The process of Marxist view of rel]【gion with China's religious

situation and religious problems is a process which religious concept of

Marxism china．Meanwhile．it i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CPC。S religious conceDt．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ir success and

fail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religion，we should

summarize the process of the CPC’S religious concept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practice to guide religiOl,hS work．Thus，the religiOIlS

work Can be benefited from the process．Therefore，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view of religion．It iS

necessary to systematic and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view of reliigion．

Introduction and four parts(i0 chapters)compose this paper．

Introduction exposes the significance of Stud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concept of this topic，the status of this topic，the

objectives and innovations．In addition，the Introduction嘣s paper also

includes research methods．

The first series of paper expounds the sour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religious view．That is Marxism-Leninism religl"on

view．ThiS series includes two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nspect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arxist religious view．It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he main content．1his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n whic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religiOllS view

formats and developments．Through exposition of Marxist religious

view we can fmd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VartCs religious outlook

and the Marxist view ofreligion iS the same theoretical system．

Chapter II studies Leninism conception of religion．Lenin looked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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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ist view of religion弱a guide．He joined the Marxist perspeotive

on religion with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Marxist religious view was developed to the religion．Leninism stage．

Leninism religious view concludes major Lenin’s basic attitude to

religious issues and the principle that the party of the proletariat handle

religious issues．The conditions of Marxism-Leninism religion in the

Soviet Union requested that we should have a correct attitude to the

religious outlook of Marxism-Leninism．

Part II papers explained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religious outlook．It mainly inspected the religious view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New Democmtic Revolutionary period．

Four chapters pose this part ofthe contents：

Chapter IV studies China’s reli西OUS situation．In addition to the

traditionally patriarchal nature of religion，there are five major religions

in China．China’S religions closely connect with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The Catholic Church and Christianity had been used and

manipulated by imperialist in the past．Basically a11 religions live in

peace，and the religiOUS situation of Han and minority has big difference．

Chapter V studies the religiOUS outlook of the early Chinese

Marxist．The early 20th century,Marxism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Early communisis made a preliminary presentation about the Marxist

view of religion．In the early days．China's Communist Party leaded the

”non-Christian”Campaign．which opened an application that the China's

Communist Party used the Marxist view ofreligion．

Chapter VI，the Communist Party's religious view Was reflected in

the party's literature．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sued a series of

policies in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period，the long march，anti-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and the liberation war,which reflect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religious outlook．

The third part researches tortuous development of the C11inese

Communist Party's religiOU8 outlook．ThiS section studi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ny's religiOUS outlook from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o

the”Cultural Revolution”．This part has one chapter．

Chapter 7 researches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nception of relilsion．Through inspecting

Mao Zedong religious outlook further development，and Zhou Enl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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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gious outlook and the religion of Li Weihan’S．the author tour the

religious views of the CPC’S first．generation collective leadership．

Chapter 8 studies the tortu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religious outlook．T11is chapter also briefly reviewed the 1 956 to

1966 and the”Cultural Revolution”period．At that tim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religious outlook tortuously developed．

The fourth part．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religiOUS outlook

was deepened and matured．ThiS part comprises two chapters：

Chapter 9 studies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the collective leadership

ofthe Communist Party China’S religious views．The Recognizing which

Deng Xiaoping himself made about religiOUS issues，the thoughts which

CPC state departments issued．the thinking which some scholars

maintained forms the religious outlook of a second-generation CPC

collective leadership．Among these，1982。CPC issued the 19也

document． It reflects China's second．generation CPC collective

leadership’S religiOUS view．It marked the basic maturit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religious view．

Chapter 10，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religious view further

developed in the new era．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Jiang Zemin's

religious outlook strongly guided China’S religious work．Li YuiHuan

done a supplementary to Jiang Zemin’S religious outlook．”Thrge

Represents”important thought and the religious views of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losely connect．”Three Represents”important thought
not only embodies the cone印t of religion of the CCP，but alSO is the

guiding ideology to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ealing with the

fundamental religious．

Concluding remarks：summarizing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the

CPC’S religious outlook and i招historical position．ThiS section also

generalized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CPC’S religiOUS outlook which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new practice promotes．

Keywords：Marxism-Leninism religious outlook

Man’S view on religious view

Deng Xiaoping's concept of religion

Jiang zemin’s view on religion

Li ruihuan’S view on reli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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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一、研究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意义

(一)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的重大课题

宗教是一种古老而又复杂的社会文化历史现象。时至今日，它仍然对世界各

个角落里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由宗教问题引起、或者有着宗教

背景的社会问题广泛存在。这就要求我们要对宗教和宗教问题有一个科学的认

识，回答宗教的本质是什么，宗教的社会作用以及如何评析等有关宗教的基本问

题。在实行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还要明白如何处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

共产党人究竟该如何看待宗教，宗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作用等一些

问题。

对于这些有关宗教和宗教问题的基本看法就是人们的宗教观，不同的人基于

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宗教观。中国共产党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回答是以马克思

主义宗教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理解，即马

克思主义宗教观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宗教问题的思想。广义的理解则泛指作

为一个不断与时俱进的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它不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

和宗教问题的基本看法，还包括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发展，以及中国共产

党对它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宗教观，它是以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宗教问题的分析和认识，它把宗教看做是

由人类的物质生活决定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一种信仰，有其

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这比以往任何一种宗教观都更科学地把握了宗教的本

质，从而实现了宗教观历史上的根本变革。

在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作为我

们行动的指南。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

但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以19世纪基督教文化的欧洲为背景的，着眼于从推

进社会主义事业、意识形态、社会政治的角度，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

分析的方法研究当时的宗教和宗教问题。带有很强的时代烙印。因此，在对马克

思主义宗教观的学习、研究、宣传和运用中，我们必须把它同中国的宗教国情结

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发挥其在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中的指导作用，这才是

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正确态度。

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同中国的宗教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

宗教观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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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在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过程中，继承、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因此，

对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的形成、发展及其指导宗教工作的实践做出比较系统的全

面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的重要任务。

(二)能够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如何创造性地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宗教观

科学理论是正确实践的指南。马列主义的创始人十分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

作用。列宁曾经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中都很重视宗教问题。他们继承和发展了人类历史上无

神论和宗教理论研究的优秀成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

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列宁结合俄国的历史条件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进行了拓展，并把它推进到列宁主义宗教观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宗教工作

的实践中都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别具

特色的宗教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

不仅能为制定出更加切合中国宗教国情的宗教政策与法规提供理论基础和思想

指导，而且能够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如何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

教观，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在宗教问题上的基

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认识，还会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宗教工作的方针政策，并

对这些方针政策执行后的实践结果做出科学的评价。

中国共产党不但领导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了新民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

义、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三座大山”，而且建立了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用

于指导中国宗教问题的实际，并吸取了在实践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丰富和发展

了马列主义的宗教观，从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宗教观。在这一点上，中国

共产党对马列主义宗教观的丰富和拓展最为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全面系统阐述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2、确立了与宗教界信仰上相互尊重，

政治上团结合作的指导原则，与宗教界建立统一战线，发挥爱国宗教团体的作用，

把信教群众团结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3、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领域里的

矛盾。把宗教领域里的矛盾大都界定为人民内部矛盾；4、坚持独立自主、自办

宗教的原则；5、明确规定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6、坚持对党员群众进行无神

论教育；7、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8、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

应。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结合我国处理宗教问题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丰

富与发展，都有助于我们破除对马列主义宗教观教条式的理解、盲目的搬用等，

为处理我国的宗教问题提供了更为科学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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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三)能够指导中国共产党科学地认识宗教问题

在当今社会，宗教仍有其存在的深厚社会根源、自然根源、心理根源和物质

根源。在世界范围内，宗教不但没有衰微，在某种程度上还获得了发展。这表现

在：一是全世界信教人数的不断增加；二是宗教文化的影响深远；三是新兴宗教

大量出现，传统宗教谋求复兴；四是宗教与一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的纷争和冲突交

织在一起，成为国际政治与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因素。正是基于此，江泽民同

志指出；“要了解当今世界必须了解宗教，对宗教问题在当今世界政治社会生活

中的影响，绝不可低估。无论是做好国内各项工作，还是开展对外工作，都要求

我们密切关注宗教问题。’删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社会主义和宗教的关系，是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

的熏要问题。马列主义的宗教观在苏联并没有得到一以贯之的运用，或者，即便

后来的执政者表面上说他们坚持马列主义宗教观，甚至也制定了符合马列主义宗

教观的一些政策，但在执行过程中有曲折。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苏联将马列主义

关于阶级社会教会的性质和作用的论断不加分析地用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组

织；片面地截取、孤立地理解和运用马列主义关于宗教所作的论断，将宗教世界

观的消极性等同于宗教徒、宗教教职人员政治上的落后甚至反动；对宗教的社会

作用多强调其消极的一面。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又任凭攻击马克思主义宗

教观的思想泛滥，特别是随着苏共背离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也就否定了

工人阶级政党的宗教政策的理论基础，导致马列主义宗教观最终被抛弃。使得宗

教问题成为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殷鉴不远，我们当反思：为什么在一个声称奉

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国家里，宗教对国家解体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什么在

国家解体后宗教势力恢复和发展得那样迅速?为什么它们的宗教政策会失败等

一系列问题。弄清楚这些问题，可以从反面证明科学地坚持马列主义宗教观，正

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我国既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也是一个多宗教的社会主义国家。宗教一头牵扯

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头掌握着大批的信教群众，可以调动巨大的社会力量。我

国信仰各种宗教的人数加起来有一亿，如何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把他们团结到

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来，是执政党必须予以充分关注的。正确对待和处理

宗教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宗教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中的薰要组成部分，在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中有着重要地位。能否用科学的宗教观做指导来看待和

处理宗教问题、做好宗教工作，关系到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到推

进三个文明及和谐社会的建设；关系到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

哑泽民；‘在全闰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12月13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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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祖国统一；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处理好我国的对外关系。

总之，无论是从国际还是国内情况来看，宗教问题在今后都必将在很长时间，

是一个需要慎重处理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一重大问题，必

须认真学习、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

二、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涵义

在阐释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涵义之前，有必要对什么是宗教观作一说明。在

研究宗教观问题上占重要地位的力作《宗教观的历史·理论·现实》(陈麟书主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把它简单地界定为宗教的“基本主张”。西中共中央党校龚学增

教授给出了一个确切的定义。“所谓宗教观，就是人们对宗教的基本认识以及由

此表明的对宗教的基本态度”。o方立天教授对宗教观进行了描述性的概说，他指

出：“一般而言，宗教观的内容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宗教的本质观，即关于

宗教的内在联系及其性质的观点；二是宗教的价值观，即关于宗教的社会功能、

作用和意义的观点；三是宗教历史观，即关于宗教的起源、演化及其规律的观

点。’囝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学界有不同的理解，如龚学增教授把马克思主

义宗教观作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的理解，而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是包括在对马克

思主义宗教观的狭义理解中的，他指出，‘‘狭义的理解，即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主

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宗教的思想，列宁主义宗教观主要是列宁关于宗教的思

想，还有中国共产党入的宗教观等等。旧朱晓明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

观，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问题的基本看法和基本

理论政策。’囝方立天教授则指在界定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共产

党的兰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

革的实践过程中，对宗教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发展

的最新成果、最新阶段。鉴于这些观点是结合中国国情和宗教教情提出的与时俱

迸的创新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产物，我们姑且称之为“中国化马

克思主义宗教观”。o综合学界的这些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对其称谓有别，

但他们一般都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界定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界定中国共产党

的宗教观，把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中国的运用和发

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实际所形成的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主

张。所不同的是，有的学者把中国共产党所颁布和推行的政策也作为中国共产党

。陈群书t‘宗教观的历史·理论·现实》，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o张志纲：‘宗教研究指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页．

o方立天：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o张志纲。《宗教研究指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8页。

垂朱晓明t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t 2005年第l期·

o方立天t论中罾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盈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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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观的组成部分，如前所提到的龚学增教授和朱晓明先生，但也有一部分研究

者认为宗教政策是宗教观的落实与体现，与宗教观不属于同一个层面的概念。

笔者同意把中国共产党所颁布的宗教政策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的组

成部分，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应该包括中国共产党对宗教与宗教基本问题认

识、无产阶级政党处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原则及其所颁布的一系列有关

宗教问题的方针政策。

三、本课题研究现状评析

(一)本课题在港台的研究状况

由于本文选题的细微性，还没有发现国外学者对此所作的专门性研究。倒是

有一些港台学者对这一题目有所涉及和探讨，因而系统性不足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些学者的研究多半是不科学的，或者没有如实反映问题，带着或多或少的敌

意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其中国化的。如秦家懿，孔汉思合撰的《中国宗教

与西方神学》中认为：“中国的难题是如何既不丢弃中国固有的文化主体性和宝

贵的文化传统又实现现代化。在漫长的努力中，一家西方思想，马克思主义，取

得了胜利。它击败了传统文化，以它为落伍、封建，是国家进步的障碍；同时又

攻击基督教，称它为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文化的走狗。从1949年到现在，出

于政治原因，某种程度的自由，即狭义的宗教信仰自由还是容许的。柚刘鸿怀认

为；“允许宗教活动是与一向仇视宗教信仰，无神的中共政权互相矛盾的，也许

这正是十年文革所造成人民心灵空虚干枯的补救政策。”并认为中共对宗教的“八

不禁令”，“如果遵守，宗教所能有的活动也就等于无了。"国王章陵还对中共在社

会主义改造至文革时期的宗教政策做了评析，不过都戴着阶级的有色眼镜，认为

中共迫害宗教，利用宗教，成立御用宗教组织，进行宗教渗透与统战等。o这些

不多的涉及和探讨可以让我们看出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认识有个大概的

了解。

(二)大陆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研究状况

关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研究的总体状况

根据所搜集到的资料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及建国前一段时间，对马

克思主义宗教观做出研究的是以陈独秀、李大钊和恽代英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

人。他们的研究多侧重于介绍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内容。建国后的几年内，学界

没有对宗教观的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与研究，所以这个时期鲜有与之有关的

m秦家懿，孔汉思；‘中国宗教与西方神学'，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

o刘鸿怀：‘教会与中国》，辅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王章陵：‘马列主义与宗教的冲突'，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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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述。20世纪50年代后，对宗教观的研究开始起步，不幸的是，当时的‘‘左’倾

思想也在悄然滋长，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难免不会被渲染一层厚厚的时代

色彩。到“文革”前，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进行研究的文章很少，总共不足lO篇，

专著更是没有。这一阶段，主要是翻译和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宗教问

题主要著作及苏联学者的研究性论著，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进行自己的

学术性研究的很少。这一时期总的基调是对宗教持否定态度，将宗教等同于迷信，

对苏联经验不加分析的肯定。随着“大跃进”直至“文革”的开展，马克思主义宗教

观的研究几乎成了空白，零星的著作也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理论肆意地歪

曲，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彻底践踏，根本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进行客观

真实的学术研究。

“文革”结束后，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思想路线的逐步确立，随着宗教领域里的拨乱反正，人们禁锢已久的思想开始得

到了解放，学术晃开始日益关注并开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理论工作者和

宗教工作部门的同志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极“左”理解，批判了对马克思主

义的教条主义，开始以真正科学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进行重新审视，出现

了各抒己见、争鸣交流的局面。吕大吉先生在其《宗教学纲要》中提出了“学术

需理性，信仰要宽容”的宗教研究原则，既不赞成用信仰主义的态度研究宗教，

也不赞成与宗教对立而无同情的研究立场，提倡理性与宽容并重，站在世界文化

发展的高度，历史地全面地看待宗教和宗教阿题。回在20多年的时间里，有关马

克思主义宗教观(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的研究的论文近200篇，有影响的

著作也有近10部，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人物、一些权威性的杂志如北京的《世界

宗教研究》、《中国宗教》、上海的《宗教问题探索》及《当代宗教研究》、南京的

《宗教》等，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马列主义宗教观研究的繁荣。笔者对这些研

究成果进行了系统归纳，分析如下：

关于马克恩主义宗教观的研究

1．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更为全面
这首先表现为对有关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丰富内容的提炼，这其中尤以1979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宗

教》一书为代表，该书以分专题摘编的形式详尽收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

宗教的论述，为学术界全面研究该问题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它使人们看到，马克

思主义宗教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并非仅仅是“鸦片论”，需要研究的领域非常

宽广．一批研究马列主义宗教观的专著和讲解读物就相继问世。比较有代表性的

几本有。施船生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其相关动向》。该书比较全面地介绍和

。吕大吉t‘宗教学纲蔓》，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l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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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分析了从马克思到列宁宗教观的历史发展和基本内容，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进行

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干部培训中心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宗教问题著作选编及讲解》。这是一本权威性的对马列主义宗教原著进行讲解的

读物。该书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进行了重新定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作为随

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不断创新的科学宗教理论

政策体系，大体经历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观、列宁的宗教观以及中国共产党

人的科学宗教观这几个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宗教问题的著作都

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我们应注意其时代特征、国情特征以及其特有的理论上

和现实方面的针对性，不仅要记住并深刻理解他们阐明的至今仍闪耀真理光辉的

基本原理，而且要学习他们研究宗教问题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

法。Ⅲ牛苏林所著《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理解》一书，可以说是目前我国对马克

思恩格斯宗教观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以35万字的篇幅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宗

教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和理论渊源、他们早期的宗教思想、宗教观的转变、唯物

史观的确立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理论的诞生、马克思对宗教问题的进一步阐述、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理论贡献等，史论结合，逻辑比较严密。

除此之外，还有从历史发展学术角度研究马列主义宗教观的一些著作．代表

作有吕大吉著的《西方宗教学说史》和陈麟书主编的《宗教观的历史·理论·现实》。

《西方宗教学说史》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观作为一个发展阶段来考察他们的宗

教观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宗教观的历史·理论·现实》不仅概述了马克思恩格

斯的宗教观，而且还对列宁、陈独秀和李大钊、邓小平和江泽民的的宗教观作了

专题介绍。

以上都是一些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专著，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论

文。涉及此问题的约有近50篇，这些文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观的形成、发

展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宗教的本质、根源、社会作用、宗教的演变；

关于宗教与经济、政治、哲学、伦理、艺术、乃至科学的关系、对具体的宗教研

究、对无神论史的研究等各个方面，比较详细的进行了探讨。

2．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当代价值的研究

产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以后的人类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

社会主义国家里，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社会和宗教自身

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加之“文化大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基本原理的践

踏，使一些人错误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能否科学指导宗教

研究和宗教工作的怀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又在世界范围

内掀起了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遭到的非议也很多。一

。田家宗教事务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宗教问题著作选编及讲解'，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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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人开始怀疑其价值，尤其是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

当代中国的宗教研究既不能像过去那样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最高真理”和“发展顶

峰”，也不能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吕大吉在《宗教学通论·导吉》中专门阐述

了唯物史观与宗教研究方法论的关系。他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我

们不能持宗教徒式的迷信态度，不能用经典作家的语录去代替对宗教现象的具体

分析。我们有必要纠正过去那种视某个主义为人类一切知识的“最高真理”、“最

后结晶”、“发展顶峰”的庸俗学风。但是，马克思主义宗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的基本精神和内容，经受了历史实践的检验，至今仍是

有生命力的。朱晓明指出：“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态度是，一要坚持，

二要发展。栅王作安指出：“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宗教问

题的论述，不仅对于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指导我们正确处

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宗教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指导我国对宗教问题的处理，要充分注意三个问题，一是要深入考察历史背景，

二是要准确掌握精神实质，三是要紧密结合本国实际和坚持与时俱进。’熠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的研究

1．总体上对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研究

近二十多年，我国宗教学界也就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与时俱进和中国化进行

了研究，特别是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如何结合中国宗教国情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进

一步丰富和发展，发表、出版了一些书籍和不少论文。如龚学增著《社会主义和

宗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在系统分析马列主义宗教观的基础上，

从历史发展进程的角度论述了中国的宗教国情，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以及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与宗教关系的探索过程；龚学增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

宗教问题进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用三分之一篇幅论述

了马列主义宗教理论的中国化，把毛泽东的宗教理论、邓小平的宗教理论以及“兰

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宗教理论分节系统论述。陈麟书主编《宗教观的历史·理

论·现实》(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在对宗教观发展的历史做出考察的基础

上，专章写了中国共产党人宗教观的历史进程，其中包括陈独秀、李大钊、毛泽

东、邓小平、江泽民的宗教观，但所占篇幅很小，并没有展开论述。陈始发和何

虎生于2001年分别撰写了《新中国宗教政策的历史考察》和《中国共产党的宗

教政策研究》两篇博士论文。二入都是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他们根据历史文献，

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历史任务，对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

作了一番宏观的、全方位的以及多视角的历史考察，重点总结了宗教政策形成与

发展、理论与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总的来说，这些专著代表了目前本论题的研究

。朱晓明t论“中圈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o王作安t‘中国的宗教问题和宗教政雉，，宗教文化出版挂，2003年娥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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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此外，一些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作出研究的论文同样是很有分置

的。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2002年第3期发表的龚学增的长篇论

文《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与时俱进及中国化》，这可以说是一个学术分量较重的

成果。论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认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

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理论政策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观是有党性

的，我们要科学地对待马列主义宗教观，论文的主要篇幅是论证中国共产党对马

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继承、丰富和发展的。《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宗教》2005年第4

期转载了朱晓明的《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文章以近三万字的篇幅论

述了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继承与发展、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的实践经验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提供了客观历史条

件，并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形成的历史依据、现实依据与世情依据，

重点论述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

理论创新的核心。文章认为，结合中国宗教实际的“怎么看”和“怎么办”的问题，

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的基本框架。方立天于2005年在《中国社会科

学》第4期上也发表了长篇论文《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文章对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界说和形成作了论述，文章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初

步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新中国成立至50年代后期是曲折发展的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由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到空

前丰富、渐趋完善的时期。文章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分为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宗教本质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价值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历史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适应观进行探讨，角度很新颖，突破了以往以领导集体对

宗教观分述的研究思路，对本论文的写作有借鉴价值。这些学界大家对中国共产

党宗教观的叙述为论文的写作提供了素材与方向，但他们的不足之处是囿于篇

幅，无法展开进行系统论述。在一篇文章中对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做出论述，必

得对内容进行取舍，取舍之间难免会有侧重，有侧重就难免有疏漏。而这些正是

笔者可以以一篇博士论文的篇幅予以弥补的。

2．对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宗教观的研究

在一些著作中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如陈麟书主编《宗教观的历史·理论·现

实》(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始发的博士论文《新中国宗教政策的历

史考察》、龚学增著《社会主义和宗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等。关

于这方面的文章不是很多，但为数不多的几篇却都很有分量，如金以枫于2001

在《世界宗教研究》第2期上发表的《早期共产党人的宗教观》，陈始发于2003

年在《江西社会科学》第4期发表的《建党以前陈独秀宗教观探析》、卢玉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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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在《石油大学学报》第6期发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入宗教观概论》等。

这些著述主要涉及到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肖楚女等一些共产党的创始人和

主要代表人物的宗教观，对他们在宗教问题领域的探索内容进行了归纳与总结。

这些著述大都认为早期共产党人的宗教观基本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对于

早期共产党人对宗教问题研究的历史定位，龚学增认为“早期共产党人对宗教的

探索揭开了我们党认识和处理中国宗教问题的序幕。砷金以枫认为“党的宗教政

策雏形正是由此应运而生’’。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宗教观进

行研究的必要性。

3．对毛泽东的宗教观的研究
学界对毛泽东的宗教观的研究既在著作中有所涉及，也有专门的文章，通

过期刊网搜索到的文章有10多篇。文章的质量不齐，但学界对毛泽东宗教思想

的重视可见一斑。这些研究以归纳和总结毛泽东宗教观的内容居多，如张晓鸣、

丁学华于2004年在《中国宗教》第2期上发表的《毛泽东的宗教观》，从七个方

面归纳了毛泽东的宗教观，岳云强则从四个方面归纳毛泽东的宗教观o。牛苏林

则把毛泽东的宗教思想从新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两个历史阶段分

开来研究，对本文有借鉴意义@。杜玉芳总结了毛泽东宗教思想的特征@，李道文

对毛泽东的宗教观的方法论意义进行了探讨，赵明仁和陈秋月则对毛泽东宗教观

的现实意义进行了分析西。对毛泽东宗教观研究的不足之处是对其宗教观形成过

程缺乏论证分析，对理论形成的社会背景把握不够。

4．对周恩来的宗教观的研究

相对于毛泽东宗教观的研究来说，对周恩来宗教观的研究就显得有些不足。

但也有几篇文章对他的宗教思想作过探讨。由于周恩来傲了很多宗教工作，因此，

学界对他的宗教思想的研究也多是从其宗教工作的实践入手，史料较多，以史带

论，论从史出。这是和对毛泽东的宗教观研究不同的地方。如王作安撰写的《周

恩来：在宗教问题上极富远见的入》o，陈答才撰写的《周恩来对新中国宗教工

作的思考与实践》o。冯今源在纪念周总理诞辰100周年时，发表了长篇论文《试

论周恩来的宗教观》o，是一篇研究周恩来宗教思想的力作，也是迄今为止对周

恩来宗教观概述最全面的文章。文章对周恩来宗教观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基

。龚学增；‘社会主义和宗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页。

o金以枫：早期共产党人的宗教观，‘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2期。

o岳云强t论毛泽东的宗教思想，《北京化工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o牛苏林t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o杜玉芳，毛泽东宗教思想的若干特征，《理论学刊》，2003年第1期．

o李道文：毛泽东的宗教观及其方法论意义，《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o王作安t周思来：在宗教问题上极富远见的人，《中田宗教》，2006年第1期．

o赵明仁t毛泽东有关宗教问题论述的现实意义．‘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o陈答才t周恩来对新中国宗教工作的思考与实践。‘中国宗教》，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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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内容都做了很系统的归纳与分析，从13个方面对他的宗教观内容进行概说。①

学界对周恩来宗教观研究的不足是对他的宗教观形成过程、历史地位、特点等分

析不足，是有待加强的地方。

5．对李维汉的宗教观的研究
学界对李维汉的宗教观研究也很不足。但他的宗教理论，特别是他对宗教信

仰自由政策的完整论述、对宗教“五性”的科学定义、对宗教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

应的分析及对有关宗教问题的正确定性等方面的理论探索，不仅在当时有着重要

的现实意义，更重要的是还有着很强的前瞻性，对今天乃至将来的宗教政策都起

着指导和借鉴作用。关于宗教的五性说，叶小文认为，最早来源于50年代初由

李维汉主持起草的《关于过去几年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的

报告，其后在1958年的第五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宗教的五性。o关

于“谨慎处理宗教问题”、“在宗教问题上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宗教问

题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等观点，陈金龙指出，最早是李维汉提出的。o黄铸、

江平认为，李维汉一再提出必须进行宗教制度改革，这对促进我国宗教逐步与社

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起了重要作用。1982年，李维汉更正式向中央提出引导宗教

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建议。回在李维汉诞辰一百周年之际，龚学增在《世界

宗教研究》上发表了《论李维汉的宗教观》一文，是李维汉宗教观的系统化的、

全面的概括和总结。

6．对邓小平的宗教观的研究

学界对邓小平本人宗教观的研究多是包含在对邓小平理论宗教观的研究中

的。何玲认为；“邓小平理论关于宗教问题的思想体系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是

邓小平同志从不同角度、不同场合直接对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的科学论述；二是

在他的领导或指导下形成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委关于宗教问题和宗教

工作的规范性文件；三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宗教问题

和宗教工作的科学论述。”@王作安认为：“对于宗教工作来说，《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央1982年19号文件和1982年宪法，正是三朵闪烁

着夺目光彩的美丽浪花，它所带来的宏大声响虽然离我们远去，但其价值却愈来

愈清晰。’痂龚学增对邓小平宗教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基本内容进行了分析，认

为“它既包含着邓小平个人的若干科学论断，又凝聚着党和政府宗教工作实践经

验的总结，还包含着理论工作者的贡献”。o龚学增还指出：“邓小平宗教理论是

。冯今源：试论周恩来的宗教观，‘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l期．

9叶小文，当前我国的宗教问题一关于宗教五性的再探讨，《世界宗教文化’，1997年春季号．
o陈金龙：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经验，<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4期．

o黄铸，江平：李维汉同志思想发展的一次大飞跃，《中国统一战线》，1996年第6期．

o何玲：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中的地位及其影响，‘青海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9王作安．胡绍皆：邓小平对新时期宗教工作的熏大贡献，‘中国宗教)。2004年第7期．

o龚学增；邓小平理论与中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宗教问题，‘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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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宗教问

题的指南。它彻底清除了‘文革’时期的左倾错误路线对马列主义宗教理论、毛泽

东宗教理论的歪曲，全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理论和毛泽东宗教理

论的基本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推进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的新阶段。’面这是对邓小平宗教思想历史地位的总结与概括。

7．对江泽民的宗教观的研究
学界对江泽民宗教观的研究多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三个代表”是贯彻宗教

政策的指导思想，是指导我们宗教工作的理论指导南。何虎生指出：“作为党和

国家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工作当然也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把‘三个代表’要求贯彻到宗教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和全部过程。’’。

二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创新与发展。龚学

增在其《社会主义与宗教》一书中从九个方面进行了概括。回三是“积极引导宗教

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最新阶段。

方立天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宗教适应观，是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最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最重大

贡献。’’。

8．关于中国共产党宗教观体系建构的研究

归纳起来，对于中国共产党宗教观体系建构有主要四种观点：一种是以龚学

增为代表的，按中国共产党宗教观发展的历史进程来建构，他在其著作《马克思

主义民族宗教理论教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版)中，有一章为“马

列主义宗教理论的中国化”，在行文中他分了三节，分别是毛泽东宗教理论、邓

小平宗教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宗教理论。陈麟书在《宗教观的历史·理

论·现实》(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中，大致也是这样划分的；一种是

以方立天为代表的，他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划分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

本质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价值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历史观以及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宗教适应观。@吴保春持大致与方相同的观点，认为当代马克思主

义观的建构应从科学的宗教本质观、宗教历史观、宗教文化观着手进行。o第三

种是以朱晓明为代表的，朱晓明认为t“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应包括相互关联

的两个部分，一是如何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宗教问题，讲认识、讲

规律、讲趋势，讲的是基本态度、基本观点；二是如何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初

CD龚学增。邓小平宗教理论及其历史地位，‘中国民族报》，2004年08月20日第012舨。

o何虎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做好当前宗教工作的行动指南，‘中国宗教》，2003年第9期．

o羹学增t《杜会主义和宗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209页。

o方立天t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o方立天；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o吴保春t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河北理工学院擎报》，2004年第3期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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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阶段的宗教问题，讲方针、讲原则、讲要求，讲的是基本政策、基本原则。简

单地说，就是怎么看、怎么办的问题。⋯第四种是以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为代

表，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宗教论”。叶小文指出：“根本是长期性，关键是群众性，

特殊的复杂性，相互联系，相辅相成。‘根本是长期性’，所以要‘积极引导宗教与

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关键是群众性’，所以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

策’；‘特殊的复杂性’，所以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

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基本理论架构。’囝这是一种立足于宗教工作实践的的

体系建构，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具有不同于学术界和其他有关部门对该问题研究

的特点．

四、本文所要达到的目标及创新点

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题目。说它“古老”是因为这

一领域里的很多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时都会或多或少地对其中国化有

所涉及，说它“年轻”是因为以往的研究大多涉及到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某一方

面，比如毛泽东的宗教观研究、邓小平的宗教观研究、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宗教观

研究等，缺乏系统性，还有许多文章可做，能写出新意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笔者希望能就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做一个系统的梳理，按其内在的逻辑性谋篇布

局，从而能使读者对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的发展历程有一个清晰明了的认识，并

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对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体系建构、给我们的启示等问题提出

自己的看法。

本课题的创新之一在于对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形成发展的历程做一个系统

的梳理。创新之二在于对中国共产党宗教观发展历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全面系

统的概括出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基本内容及其内在逻辑。

五、本文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方法拟包括以下几种：

1．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宗教

观作为一种基本的看法、态度，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问题，更多的体现在理论层

面。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理论与思想都有其产生的社会历史

条件，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还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宗

。朱晓明：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l期．

。秋石I‘中国宗教)，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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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观进行分析时，我们都必须把它与当时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

全面具体地分析它们产生、发展和变化的情况，并结合当时的历史实际进行分析

和评价。

2．充分利用和依赖原著等第一手的资料

本文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关于宗教问题

进行原始资料分析与研究的基础上，大量引用他们的论述。他们的宗教观多体现

在他们的著作或者讲话中，本文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的是文献综述研究，引用他们

的言论既能增强文章的信度，又能更深刻地说明问题。

3．史论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法

在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中共的宗教观研究的相关资料充分搜集、客观分析的前

提下，批判地汲取和借鉴，对它们做出合乎逻辑的分析与归纳。与此同时，鉴于

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这一课题，既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应该与当前我们宗教问题的实践结合起来。把实践活动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用理

论来综合研究实践，同时也用具体的实践活动来解释说明理论和结论，使两者有

机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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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第一编 马列主义宗教观

——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源头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宗教及宗教问题的基本认识，它是

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理论来源。因此，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作一简要回顾。

第一节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

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产生的历史背景

每一个理论的产生都有其历史背景，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思想当然也不是横

空出世。它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持续数世纪的以批判宗教为主流的启蒙社会思潮

发展的必然结果。正是在无数位启蒙思想家不断努力建构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

斯才形成了自己的科学世界观。

在英、法、德等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时，一部分资产阶级学者也拿起哲

学作为进攻的武器，从文艺复兴以来的宗教批判就是这种武器的运用。在几个世

纪的历史中，启蒙思想家们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表达着自己对中世纪神学及宗教

的认识和批判，整个西欧弥漫着浓郁的宗教批判思潮。就其所处的时代而言，这

些宗教批判都是对传统宗教神学的一种挑战和反叛。虽然采取的形式各不相同，

但他们都在努力的运用理性，不但在社会中营造了批判宗教专制、迷信的启蒙氛

围，还深刻地分析揭示了宗教的本质。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以后的黑格尔、

费尔巴哈，也才有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宗教观。黑格尔和费尔巴

哈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形成的影响是不能一笔带过的。

作为辩证法大师的哲学家黑格尔在宗教领域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他高举理性

主义的大旗，反对一切脱离理性前提下建立宗教的尝试。他的思想得到了很多人

的拥护与追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年轻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他去世后，其学

派分裂为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马克思恩格

斯在一段时间内都是以理性作为基础来看待宗教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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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黑格尔的劫数”的费尔巴哈主张把自然当作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的客观实体，哲学的任务应当按照自然的本来面貌来认识自然。他认为神学或黑

格尔哲学都是客观化了的和神化了的人本质。认为“宗教就是人对自身的关系，

就是人对自己本质的关系，不过他是把自己的本质当作另外一个本质来对待

的⋯⋯．因而，属神的本质之一切规定，都是属人的本质之规定。’心他认为是“人
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此外，他还对社会、政治、法律、伦理对宗教的

影响进行了分析，并且对宗教产生的根源也进行了探索。虽然并不完全，并不系

统。但这大大影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从此出发，并将之系统的向前推前，

从而探寻出了政治伦理背后的经济原因，成为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的基础。

正是在这种浓郁的宗教批判的氛围中，在一代一代思想家的艰辛探索中，宗

教的真谛才能够被人们逐渐接近。马克思之所以能和恩格斯一起对宗教做出最深

刻的批判，是和在此之前以及与之同时代的思想家们的辛勤探索分不开的。

二、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的发展历程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成长环境，二人的宗教观

形成也各具特色，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形成的时期是大体

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大体上是与马克

思恩格斯在世界观上从有神论、唯心主义向无神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转变，在政治上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过程一致的。

蒙昧主义的童年。马克思1818年生于德国的莱茵省。6岁时随父改信了新

教。虽然少年时代的马克思表现出对宗教的热情和希望，但他已经开始对宗教进

行一些思考。少年马克思眼中的宗教更多的是一种自然神论或者道德神论的观

点，与当时德国所笃信的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是有区别的。恩格斯的出生地德国

P．f-j有着浓厚的宗教传统，受着基督教虔诚主义的统治。在这样一个宗教氛围浓

厚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恩格斯自然对基督教深信不疑。少年的恩格斯对上帝有着

既盲目又圣洁的热情，但却不像其父一样是一位虔诚主义者。他一贯对虔诚主义

者的自私、伪善、贪婪、保守、恪守清规戒律、鼓吹禁欲主义以及扼杀个性自由

等表示反感。少年恩格斯在德国文学作品中英雄形象的影响下，将自己的目标定

为参加“懂得珍视自由的人”的行列，他所信奉的是关注人类疾苦，拯救人类于罪

恶的宗教。

理性主义至上的青年时期：1835年10月，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学习。通过

o‘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舨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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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种进步哲学思想与理论的学习，马克思的宗教观开始有了改变，开始从中学

时代的在信仰的前提下用理性尺度和人道主义精神去规范宗教教义进一步走向

了对宗教的怀疑与批判。但此时的马克思仍是站在理性主义的立场上来开展他的

宗教批判的。1838年，还有一年就要中学毕业的恩格斯不得不遵从父命辍学到

不来梅学习经商。善于学习的恩格斯努力汲取各种进步思想。随着阅历和知识的

增加，他开始对自己的宗教信仰产生了怀疑。在怀疑中，他写了一篇在当时很有

影响的政论性文章《乌培河谷来信》。《乌培河谷来信》是讨伐宗教虔诚主义的檄

文。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揭露了虔诚主义反对哲学、谴责理性，给家乡人民带

来了精神上的很大损害．此外，他还深刻观察到了资本主义对虔诚主义的利用。

可以说，此篇文章是恩格斯宗教观开始重大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需要指

出的是，此时的恩格斯并没有同宗教彻底决裂，因为他的批判是针对虔诚主义，

而不是针对整个基督教的。事实上，他仍相信整个基督教的精神还是好的。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成为《莱茵报》的编辑，这一时期的生活让他对现实的

社会政治和国家有了更多的了解，它促使马克思将目光从天国移至尘世，由纯粹

的理论分析批判转向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同样，对宗教问题的研究也都是围绕着

现实社会的政治状况、生活和世俗基础来展开。但此时马克思讨论问题的原则仍

然是理性哲学。1939年9、lO月间，恩格斯正式转向黑格尔主义的立场。通过

斯特劳斯，他接触到了黑格尔的用绝对观念和理性来解释宗教的思想。1841年，

他的思想也正式转到了黑格尔所构建的哲学体系中来。

受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思想影响的时期；1843年初，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

诞生了。马克思把自己对社会经济现实的观察与感悟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

以及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学说结合起来，逐渐摆脱了黑格尔唯

心主义的桎梏，开始了他向唯物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转变，他对宗教的观察与认识

也逐渐的转到了社会经济的角度，这无疑把宗教批判引向了一个新的台阶。马克

思在此期间所创作的三部著作是他思想转变的标志：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在继承费尔巴哈宗教

观积极成份的同时，对它的消极部分进行了克服，并在费尔巴哈的基础上向前迈出

了一步，突破了旧唯物主义，提出了宗教批判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的重要思想，

并提出历史任务不在于消除“彼岸世界的真理”即宗教幻想，更重要的是要确立“此

岸世界”即现实世界的真理。从费尔巴哈的“人的异化”的思想中，马克思提出了

“政治异化”与“劳动异化”的概念，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指出对宗教异化的克服是

建立在克服劳动异化、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从而提出了自己独具一格的对宗教

的社会经济批判理论。这又把他的宗教观向着历史唯物主义推进了一步。

17



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研究

1841年，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出版，这对年青的恿格斯产生

了很大的思想触动。他认为自己一下子又成了费尔巴哈派了。在费尔巴哈的唯物

主义影响下，加之他本人对社会形势和政治状况的观察分析，恩格斯逐渐走上了

无神论的道路。在对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理论做出批判的基础上，开始向着

历史唯物主义的宗教观前进。

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确立的时期：大约在1844年到1848年期间，马克思恩

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宗教观逐步确立。两人于1844年合写了《神圣家族》，1845

年合写《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合写《反克利盖的通告》，1847年合写《共

产党宣言》。此外，1844年，马克思写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7

年撰写了《<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恩格斯也写了若干以宗教为对象或对宗

教有所涉及的文章，如1843年他写了《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

与现在”》等，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确立后，恩格斯又写了《德国农民战争》、《德

国的革命与反革命》、《流亡者文献》、《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布鲁诺·鲍

威尔和早期基督教》、《启示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等等。在这些文章中，

恩格斯充分阐述了自己的宗教观。在这些著作中，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

得到全面系统建立，他们的无神论思想、科学的宗教观得到了科学的论证和阐述。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内客是十分丰富的。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对其宗教

观作一梳理，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宗教的基本看法和态度，如宗教的本质、

起源、发展规律、消亡和作用等。二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的指导下，作为科

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他们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基本问题的看法

(一)关于宗教的本质

早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宗教本质的看法多是受了黑格尔或费尔巴哈的影响，

如1843年，在恩格斯的《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一书

中，他说；“宗教按其本质来说就是剥夺人和大自然的全部内容，把它转给彼岸

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把一部分恩典还给人和大自然。"。从这里

我们不难看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无神论的印迹。后世的人们还曾把马恩早期关于

o‘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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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宗教是什么”的论述作为宗教的本质来看待。如马克思谈到：“宗教是颠倒了的

世界观”，“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

我感觉”，“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

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椰这些论断本来只涉及宗教某一方面的特

征，比如宗教的功能或者作用，但后人却把这些当作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本质的

论述，尤其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个论述，在经列宁的发挥后，在相当长的时

间里被当作关于宗教本质的最深刻的论述，成为我们处理宗教问题的“准则”。在

历史唯物主义的宗教观形成以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促使他们对宗

教的本质作了更进一步的思考，在1876一1878年间写作的《反杜林论》中，恩

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

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o这段话

被后来的许多学者看作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宗教本质的最深刻论述。在我国，学

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把它看作是恩格斯对宗教的定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段

话的地位和影响。恩格斯的这段话首先说明了宗教的根源在于人世间，在于实实

在在的物质生活中，这段话还告诉我们，宗教的产生不仅仅是基于自然力量的压

迫，还有社会力量的存在，它和自然力量一样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

量”。恩格斯还从意识形态层面强调了宗教的本质。更多的从意识形态层面来强

调宗教的本质是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本质观的一大特色。马恩虽未直接指出宗教的

本质是什么，但他们给后人指出了一种认识宗教本质的方法，也即是用历史唯物

主义的方法来观察宗教的本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指出；“宗教本

身既无本质也无王国。在宗教中，人们把自己的经验世界变成一种只是在思想中

的、想象中的本质，这个本质作为某种异物与人对立着。这决不是又可以用其他

概念，用‘自我意识’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言乱语来解释的，而是应该用一向存在的

生产和交往的方式来解释的’囝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宗教的本质只有到它所

赖以存在的经济和社会的基础中寻找，这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把认识宗教本质的

钥匙。

(二)关于宗教的起源

早在1842年11月30日，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就鲜明的指出：“要知道，

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在《论犹太人问

题》中，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

母‘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o‘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4页．

o‘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舨社，t995年版第5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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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入里去寻找犹太入的秘密。’’。针对宗教批判运动中所形成

的一些宗教起源说，如宗教起源于“傻子加骗子”，思格斯给予了批评。他说。“对

于一种征服罗马世界帝国、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一千八百年之久的宗教，

简单地说它是骗子手凑集而成的无稽之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根据宗教借以

产生和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去说明它的起源和发展，才能解决问题。"。正

是运用这种方法，恩格斯对宗教的起源进行了探讨。恿格斯认为，“宗教是在最

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

念中产生的。’’。在其后所作的《费尔巴哈论》中，他对这一思想还进行了详述。

在致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恩格斯说道：“看一看神圣的观念是怎样产生的——茬

所谓原始部落那里可以看到——，这很有意思。神圣的东西最初是我们从动物界

取来的，就是动物”。哟艮显然，恩格斯认为宗教起源于原始入类自身受制于自然

的局限性，是人们对于人和自然关系认识的有限性所致。随着对社会形势认识的

加深，恩格斯认识到，自然的压迫不仅仅是宗教所产生的唯一的“异己力量”。他

指出：“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和自然力量一样，

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它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

着入。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想，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

历史力量的代表者。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

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这样就产

生了一神教。’霸这就指出了宗教产生的自然根源和社会根源。

(三)关于宗教的发展

在19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产生以后，学者们就宗教发展的理论及发展的规

律性进行了更多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恩格斯对这一问题提出了马克

思主义宗教观关于宗教发展的看法。1878年，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用“现

实发展”对宗教进化论的“陈旧论调”进行了证明：“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

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

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恩格斯从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两个方面来论述宗教

从自然宗教到一神教的发展。后来，他又受鲍威尔的影响，对“自发的宗教”和“人

为的宗教”作过论证。但是，恩格斯并不局限于用唯物史观的方法对以前所流行

的种种观点进行佐证，他提出了自己的宗教发展图式。即宗教会沿循部落宗教到

o‘马克思恩格新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杜-1956年版第466页．

o《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8页．

o‘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

o郑天星：《马克思思格斯论无神论宗教和教会》，华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592页．

o‘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4页．

o‘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毒。人民出版社，t995年版第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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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民族宗教再到世界宗教的发展历程。1882年，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

基督教》中指出：“古代一切宗教都是自发的部落宗教和后来的民族宗教，它们

从各民族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中产生，并和它们一起成长。宗教的这些基础一旦遭

到破坏，沿袭的社会形式、继承的政治结构和民族独立一旦遭到毁灭，那么与之

相适应的宗教也就自然崩溃。”在1886年的《费尔巴哈论》中，他又指出，“这

样，在每一个民族中形成的神，都是民族的神，这些神的王国不越出它们所守护

的民族领域，在这个界线以外，就由别的神无可争辩地统治了。只要这些民族存

在，这些神也就继续活在人们的观念中；这些民族没落了，这些神也就随着灭亡。

罗马世界帝国使得旧有的民族没落了，旧有的民族的神也就灭亡了。棚尽管恩格

斯并没有对此种宗教发展观做出非常详细的探讨，而且这种宗教发展观也和其它

的宗教发展观一样有着或多或少的局限性，我们不能用它来套用到所有的宗教

上，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恩格斯的这种宗教发展观中包含着宗教发展

是由社会的发展来决定的，宗教的进程与社会的进程应是同步的，神的神性是由

社会的性质而定的思想。

(四)关于宗教的消亡

针对宗教神学宣传的宗教是神创的，神是永恒的，因而宗教也是永恒的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有力的反驳。1845年，在马恩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他们谈到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

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

而只有实际地推翻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

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不

难看出，早期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宗教作为私有制异化的产物，会随着私有制的

消灭而消灭。唯物史观的创立让他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1867年，马

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

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其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

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人的

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

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

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加这就指出了宗教消亡的长期性。

对于宗教消亡方式，恩格斯向来认为宗教的消亡不是社会解放的根本途径，所以

人为的消灭宗教是愚蠢的做法，我们耍“静待宗教自然的死亡”．1878年，在《反

o‘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6页．



中甚共产党的宗教观研究

杜林论》中，惫格斯指出：“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

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

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

消失。原因很简单，这就是那时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反映了⋯。在这段话中，恩

格斯向我们透露了和马克思一样的思想：私有制的消灭是宗教消亡的一个条件，

但却不是唯一的条件。只有到了“谋事在入，成事也在入”的时候，宗教才能消失。

虽然恩格斯并没有对“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做出一个确切的解释与更进一步的

说明，但我们不难想象这个条件实现的长期性，因而也就不难看出宗教消亡的长

期性。

(五)关于宗教的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在开始怀疑宗教与摆脱宗教信仰后的初期，对宗教的作用是持

消极否定的态度的，而且他们一生都在对这种消极作用做批判。他们认为宗教和

统治阶级结合在一起，对人民施以无情剥削、统治和麻醉。1839年，恩格斯曾

在《乌培河谷来信》中，尖锐地批判了虔诚派的伪善与它对人民的麻醉与欺骗。

1842年，马克思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指出，基督教像宗教应该教

导人们那样教导说：你们要服从权力，因为任何权力都是上帝赐予的。正因为如

此，基督教能为统治阶级所利用。1851年，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恩格斯详

细描述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宗教的利用：“僧侣中的封建特权阶层形成贵族联合阶

级。他们不仅像贵族和诸侯一样肆无忌惮的榨取自己属下的人民，而且在办法上

还更加无耻得多。总之是要从所属人民身上敞出最后一文钱，以增添教会的产

业。’'曲1892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恩格斯

指出：‘‘封建制度的巨大国际中心是罗马天主教会。它把整个封建的西欧(尽管

有各种内部的战争)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它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

光。”。这是恩格斯对宗教在封建制度中所起作用的深刻揭露。对于宗教对资产阶

级统治的辩护与维护，恩格斯也作了论述。同年，恩格斯指出，在资产阶级时代，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手段去控制人民，而一切能影响群众的精神手段

中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手段依然是宗教。’蝴总之，宗教与私有制的社会结合在一起，

对不合理的剥削制度加以粉饰，发挥其作为“意识形态”对所在经济基础的维护作

用。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看到了作为意识形态，宗教并不只是统治阶级的

o‘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6页。

o郑天星：《马克思恩格斯论无神论宗教和教会》，华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197页．

o‘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0页。

o‘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牡，1995年版第4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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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对于被统治阶级，它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被统治阶级往往利用宗教

来表达思想情感，进行社会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宗教是起了“外衣”的作用。恩

格斯在他的几篇著作里都表达了这样的思想。1892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

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他指出：“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来说，

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对于这种“宗

教外衣”作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并没有单纯的肯定或否定，他认为它既可以成

为引领革命的旗帜，也可以成为镇压革命的武器。关键是要看披着这件“外衣”

的人所代表的阶级。对于“宗教外衣”对被压迫人民革命的引领，马克思主义宗教

观在肯定的同时也指出；“虽然于反对封建制度的民众是积极的，但这种积极作

用从本质上说也是虚假的。"。

二、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

(一)不能将宗教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世界观混为一谈

19世纪40年代前后，社会主义思潮在西欧社会流行的过程中，把基督教社

会主义化或者把社会主义基督教化的倾向很是流行，并在英国、法国、德国产生

很大影响。除了空想社会主义没有和宗教划清界限以外，在当时的工人运动和基

督教界同样有将社会主义和宗教调和起来的倾向。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学说的纯洁

性和科学性，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把宗教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的做法进

行了多次批判。1843年，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恩格斯指

出：“法国共产主义者最喜欢的一个公式就是：基督教就是共产主义。他们竭力

想用圣经，用最早的基督教徒过的公社式的生活等来证明这个公式。可是这一切

只是说明了，这些善良的人们绝不是最好的基督教徒，尽管他们以此自居。因为

他们如果真是最好的基督教徒，那他们对圣经就会有更正确的理解，就会相信即

使圣经里有些地方可以作有利于共产主义的解释，但是圣经的整个精神是同共产

主义、同一切合理的创举截然对立的”。回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

思和恩格斯共同指出包括教皇在内的反动势力对共产主义进行围剿，宗教势力会

同警察、沙皇等为驱逐共产主义结成了同盟。他又指出，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

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在当时共

产主义还处于早期阶段、无产阶级尚待进一步觉悟的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就敏锐

地提出了宗教与共产主义不相容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思想的前瞻性。直到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

。施船升：‘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其相关动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

。‘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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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恩格斯还在与把宗教与共产主义混同起来的错误倾向作斗争。1894年，

在《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中，他指出，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

解脱奴役和贫困，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寻求这种解脱，而社会

主义则是在这个世界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这种解脱。

(二)不能用行政命令消灭宗教

在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不仅存在着将宗教与共产主义相调和或混为一谈

的思想和做法，还存在着一种试图以宗教与社会主义根本对立为由，以简单粗暴

的态度对待宗教，企图用行政命令或警察手段来禁绝宗教，以“法令来取消神”、

“把神打倒”的方法来表现他们的“无神论”的坚定性。针对当时持这种观点的布朗

基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1874年所作的《流亡者文献》中批评道：“取缔手段是

巩固不良信念的最好手段l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在我们时代能给神的唯一效劳，

就是把无神论宣布为强制性的信仰象征，并以禁止一切宗教来胜过俾斯麦的关于

文化斗争的反教会法令．”。1876年，恩格斯又对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攻击马克思

主义，并设想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禁止一切宗教膜拜，从而在思想上引起相当

大混乱的杜林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批判。针对杜林所鼓吹的必须除去宗教魔术的一

切道具，必须除去膜拜的一切基本组成部分的谬论，恩格斯指出：“杜林先生不

能静待宗教这样自然地死掉。他干得更彻底。他比俾斯麦本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颁布了严厉的五月法令，不仅反对天主教，而且也反对一切宗教；他唆使他的

未来的宪兵进攻宗教，以此帮助他殉教和延长寿命期。无论我们向什么地方看，

总是可以看到特殊的普鲁士的社会主义。"。事实上，恩格斯此处所指的“特殊的

普鲁士的社会主义”就是封建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远见卓识对于我

们今天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宗教工作还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三)必须实行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

政教合一，或国家设立国教，教会垄断教育，是当时欧洲各国的普遍特征。

这种制度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提出了政教

分离的主张，但是由于资产阶级本身对宗教的需要，政教分离不可能真正实现。

针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一直主张实现彻底的政教分离。1843年，马

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指出，人在政治上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也就是把

宗教从公法范围内驱逐出去，转到私法范围，宗教不再是国家的精神，宗教则具

有了纯粹私人事务的形式。民主国家，真正的国家不需要基督教从政治上补充自

己。相反地，它可以脱离宗教，因为它已用世俗的方式实现原来用宗教才能实现

o‘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2页．

o‘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桂，1995年版第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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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能。1844年，在《神圣家族》一文中，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指出：“当国家摆

脱了国教并且让宗教在市民社会范围内存在时，国家就从宗教下解放出来了，同

样，当单个人已经不再把宗教当作公事而当作私事来对待时，他在政治上也就从

宗教下解放出来了。”后来，恩格斯又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

文中明确主张，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国家无例外地把一切宗教团体视为私人的

团体。停止国家对宗教团体提供任何补助，排除宗教团体对公立学校的一切影响。

恩格斯的这些思想，有的已成为民主国家宗教政策的一部分，也有的太过理想化

与绝对化，带有空想的成分。如他和马克思所共同主张的切断国家与教会组织间

的一切联系，消除宗教在公共领域中的影响。事实证明，这都是需要一个相当长

的时间才能实现的。

以上综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以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的内容。他们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科学的宗教观。其

基本精神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

可惜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没能等到工人阶级取得革命的胜利，建立无产阶

级的政权就去世了。因此，他们的理论没有充分的实践。对于无产阶级掌握国家

政权后如何处理宗教问题，如何处理好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他们都没能提出

具体的答案。而作为苏维埃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缔造者的列宁却弥补了这一历

史的不足，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础上，又结合俄国工人阶级革命

的实际把马列主义的宗教观向前推进了一步，建立了列宁主义的宗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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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列宁主义的宗教观

俄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领导俄国的工人阶级政党把马克思主

义宗教观与俄国的宗教国情相结合，创造了列宁主义的宗教观。它既指导了俄

国无产阶级政党对宗教及宗教问题的认识与处理，也是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一

个理论渊源。

第一节列宁主义宗教观的形成和发展

一、列宁主义宗教观形成的历史背景

列宁主义宗教观形成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俄国的宗教国情相结合的产

物，只有对其形成的历史背景作一探讨，我们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列宁主义的

宗教观。总的来说，列宁主义的宗教观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首先，沙俄专制社会与宗教相互利用，竭力维护沙皇的反动统治。

19世纪的各种矛盾交织，是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俄国的社会条

件决定了俄国的宗教状况。俄国本来就是一个有着深厚宗教传统的国家，基本

上是全民信仰宗教。沙皇俄国本来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但是，东正教

被沙皇定为俄国的国教，其它宗教都受到了来自东正教的排挤镇压，东正教在

俄国人民中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沙皇的扶持下，东正教在经济、政治方

面享有很多特权。作为回报，同时也作为沙皇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教会自然

竭力维护沙皇的统治。教会一方面不遗余力的美化沙皇，鼓吹沙皇政权的合理

与优越，另一方面又极力安抚灾难深重的人民，号召他们要顺从沙皇的统治，

劝他们要忍耐和克制，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苦难和牺

牲的前景，用天堂里美好幸福生活麻醉他们的斗志。沙皇在与宗教的相互利用

中，维护着俄国的反动统治。总的来说，几乎全民信敏，政教合一，宗教闯不

平等，宗教信仰不自由，是当时的宗教国情。

其次，俄国的工人运动受到了“寻神派”和“造神派*的干扰．

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工人运动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但缺乏组织，缺乏

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和工人政党的领导，基本上还是自发的。1899年至

1903年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俄国的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革命形势随

之迅速发展。1904年日俄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俄国在战争中遭到了失败，沙皇

制度的腐朽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随着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化，酝酿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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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命成熟了。俄国于1905年爆发了革命。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革命失败了，

革命形势暂时处于低潮。在反革命势力的重压和国际国内形形色色的宗教思潮

的影响下，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出现了思想蜕化的现象。“寻神说”和“造神说”就

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出现了。

“寻神说”通过宣扬宗教来攻击马克思主义，攻击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攻击

社会主义理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寻神说”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产生了共

鸣。“造神论”者主张用集体的力量去创造神。他们认为神实际上并不存在，只

不过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必须用集体的力量“造”出一个“神”来作为人们共同

崇拜的对象。这是一种打着“改革”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幌子，妄图把马克思

主义和宗教调和起来，使科学社会主义带有宗教信仰的论调。这种论点和“寻神

说”一样，用宗教的祈祷和忏悔来软化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削弱了马克思主义

的战斗力。

“寻神说”和“造神说”在宗教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的歪曲和背

叛，已远远超出了纯粹宗教和哲学的思辨范畴，而是直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

系的挑战，对工人运动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如果不同这些错误思潮作斗争，无

产阶级革命斗争可能就会受到重创。

再次，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猖獗，妨碍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革命运

动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之初，俄国的自由主义民粹派走上了与沙皇政府妥

协的道路，并攻击马克思，成为妨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主要

思想障碍。与此同时，俄国知识界还出现了一种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

级思潮，即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在革命之初曾经把他们称为“革命的同路

人”。这种派别从马克思主义中取出某些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论点，极力颂扬资

本主义。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在革命的低潮时期，各种唯心主义更是
泛滥。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受他们影响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对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理论和策略发动了进攻。进攻的矛头直指马克思主

义哲学原理。各式的唯心主义思潮，给工人运动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危害

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辫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危害了社会民主党的

组织的巩固和革命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对各种唯心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就

成了列宁要必须面对的一项迫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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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列宁主义宗教观的发展历程

列宁主义宗教观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和当时的革命形势以及杜会民

主党所面临的任务大致同步，据此，笔者把列宁主义宗教观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从列宁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到1905年革命

19世纪80年代末，列宁走上了马克恩主义道路。但是，当时民粹派和“合

法的马克思主义”两个派别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设置种种障碍。列宁走上革

命道路以后，就积极投入到了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开始批判自由主义民

粹派和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列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构成社会

经济形态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基础的原理，论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阶级

斗争是阶级对抗社会发展的动力的思想。列宁还提出了工农联盟及民主革命转变

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指出工人阶级是俄国全体被剽削劳动群众的代表，是推

翻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统治的领导力量。列宁通过办报纸和组建工人阶级政党来

迸一步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和建党的工作。总的来说，列宁这一时期主

要是着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建党的工作，对宗教问题的直接关注不是很多。但

是，从他对各种唯心主义的批判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阐发

上，我们可以看到列宁主义宗教观的哲学基础。

(二)第二阶段，从1905--1907年革命失败到1917年十月革命

1905年，俄国爆发了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宗教问题很快引起了列宁

的高度注意。因为在革命的过程中，东正教会作为沙皇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一方

面利用宗教教化人民放弃革命，另一方面还直接参加镇压革命的活动，用武力对

付革命人民。而许多虔信宗教的工人和农民对于开展革命活动非常不利，要求无

产阶级有科学的宗教观来指导他们在一个具有宗教传统的国度里开展革命活动。

1905年12月，针对俄国革命中突显的宗教问题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在宗教问

题上的错误，列宁撰写了他关于宗教问题的力作——《社会主义和宗教》。1905

革命失败以后，整个俄国进入了一个反动时期，革命处于低潮。这期间，列宁一

方面在思想战线上反击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从事捍卫

党的科学世界观的理论活动，另一方面，积极领导布尔什维克进行革命的有秩序

的退却，反击党内取消派和召回派的联合迸攻。1909年，第三次国家杜马讨论

了有关宗教的一些具体问题。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代表苏尔科夫才把讨论提到了真

正原则的高度，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无产阶级对教会和宗教的态度。列宁高度评价

了他的发吉之后，也指出了他对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问题的态度阐述不足，于

是撰写了《论工人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一文，详尽而又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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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1912年，在《自由派和教权派》一文中，列宁对社会民

主党关于僧侣参加政治斗争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13年，列宁在《马克

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

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工人阶级，为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

出路。1915年，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中，列宁痛批了宗教可以安慰人的论点。

列宁对宗教的批判力度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都不曾减弱。

(三)第三阶段，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列宁去世

在经历了短暂的低潮之后，俄国革命运动重新高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使俄国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在1917年俄国爆发了两次革命，即二月革命和十月

革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成了苏维埃俄国的最高领导，他的宗教观不但体现

在他的一系列著作里，也体现在国家和社会民主党颁布的一系列法令里。这期间，

列宁还领导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反击地主资产阶级复辟思潮的斗争。特别是早在十

月革命前俄国反动时期就大肆泛滥的唯心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思潮在十月革命

后又沉渣泛起。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宗教是根本对立的，因而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的十月革命严重地破坏了宗教信仰，从而也就造成了对俄罗斯文化和精神的

毁灭，俄罗斯文化复兴的惟一出路就是改革宗教生活，即复兴宗教。面对反动思

潮的猖狂进攻，列宁尖锐指出，这是被推翻的反动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向无产

阶级展开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直到晚年，在紧张而又繁忙的国务活动的同时，列

宁还对宗教理论问题和解决宗教实际问题的实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思想也

体现在列宁的指示、起草的由苏维埃政权颁布的一系列有关宗教问题的政策、法

令中，也有一部分包括在他发表的演讲和著作中，如列宁《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

表大会上的讲演》(1918)、《俄共(布)党纲草案》(1919)、《共青团的任务》(1920)，

《论战斗的唯物主义》(1922)、《给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1922)

等的演讲和论著中。其中，《论战斗的唯物主义》被认为是向宗教唯心主义发起

批判的战斗檄文，为反对宗教唯心主义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

经过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以后，在俄国特殊的宗教国情下，列宁主义的宗教观

逐渐地形成和发展起来。

第二节 列宁主义宗教观的内容

列宁在全面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根据俄国革命的需要，也深入研

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观，并运用于解决俄国宗教问题的实际，继承、丰富

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笔者主要从列宁对待宗教问题的基本态度和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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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政党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以及苏维埃政权颁布的有关宗教问题的基本政

策三个方面来阐述列宁主义的宗教观。

一、列宁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

(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研究宗教问题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强调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

为指导来观察和研究宗教问题。1913年，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

成部分》一文中就强调，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

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为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1909年，在《论

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中，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

义，它完全继续了法国18世纪和德国19世纪上半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历史传

统，即绝对的无神论的、坚决反对以一切宗教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传统。’'理'1919

年，在《论国家》一文中，列宁又指出，在阶级社会，必须牢牢把握社会阶级划

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

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

(二)关于阶级社会中宗教的本质和根源

由于列宁生活的年代一直都有非常激烈的阶级斗争，因此，列宁认为，在阶

级社会中，宗教压迫和宗教剥削所造成的社会苦难是宗教产生的最深刻根源。对

于宗教产生的阶级根源，他做了非常详细的探讨。在1905年所写的《社会主义

和宗教》一文中，他指出：“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与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

会产生对死后幸福生活的僮憬，正如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

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嫱在1909年所作的《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

度》中，列宁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根源主要是社会的根源。劳

动群众受到社会的压制，面对时时刻刻给普通劳动人民带来最可怕的灾难、最残

酷的折磨的资本主义捉摸不定的力量，他们觉得似乎毫无办法，—这就是目前
宗教最深刻的根源。"。在此基础上，列宁也分析了宗教产生的经济根源。在《社

会主义和宗教》一文中。他指出：“对工人的经济压迫，必然会引起和产生对群

众的各种政治压迫和社会屈辱，使他们在糖神生活方面变得粗俗和愚昧。’柚十月

革命后，1918年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他还指出，宗教

偏见的最深的根源是穷困和愚昧，我们应当同这个祸根进行斗争。

o‘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宗教问题著作选编及讲解》，宗教文化出版社，

o‘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宗教问题著作选编及讲解》，宗教文化出版社．

o‘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宗教问题著作选编及讲解》，宗教文化出版社，

o‘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宗教问题著作选编及讲解》。宗教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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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列宁主义的宗教观

(三)关于阶级社会中宗教的社会作用

在俄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是俄国人民中最没有权利和最受俄国社会中

农奴制残余压迫的阶级。宗教派别和理教派别在农民中滋长。列宁认为，在宗教

掩护下表示政治抗议，这并不是俄国一国特有的现象，而是各国人民在一定的发

展阶段上共有的现象。o但是，在更多的时候，宗教在阶级社会中是剥削阶级对

被剥削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列宁对此有过很多论述。

早在1902年，列宁在《火星报》上就指出，既然社会制度使得极少数人有

钱有势，而群众经常忍受困苦，那么剥削者同情宗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宗教教

导人们为了升入所谓的天堂而毫无怨言地忍受世间的地狱之苦。正因为在人民群

众中大力散布了宗教的“迷雾”，所有那些靠人民群众的劳动过日子的资本家们才

能睡得香香的。1905年，在《社会主义和宗教》一文中，列宁指出：“对于辛劳

一生而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

天图的恩赐上。对于依靠他人劳动而过活的人，宗教教导他们要在人间行普，廉

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向他们廉价出售进入天国享福的门票。宗教是

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一种精神的劣质酒，资本的奴隶饮了这种酒就毁坏了自己做

人的形象，不再要求多过一点人的生活．’'。1909年，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

态度》一文中，列宁指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

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柚1915年，在《第二国际的破产》

中，列宁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

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

者的反抗和暴乱，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

的条件下减少苦难和牺牲的前景，从而使他们顺从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

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回正是因为宗教对于剥削阶级

统治的维护作用，统治阶级才不遗余力的维护宗教。

二、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继承和发展，不仅体现在他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

下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宗教理论上的认识，更体现在他根据俄国革命的

实际，系统全面地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政党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

原则。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o‘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版第198页。

o‘马克思思格斯列宁宗教问题著作选编及讲解》，宗教文化出版杜．1999年版第144页。

o‘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宗教问题著作选编及讲解》，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页．

o‘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4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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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人阶级世界观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和宗教不能调
和

1909年，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中，列宁指出工人阶级的整

个世界观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

证唯物主义，是绝对无神论的，因而也是与宗教世界观根本对立的。但是，当无

产阶级革命暂处于低潮的困难时候，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唯心主义和宗教思潮泛

滥起来，有的甚至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或者要调和马克思主义与宗教。列宁

对之进行了非常深刻的批判。在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文中，

他揭嚣了寻神说和造神说的反动实质。列宁指出，“寻神说”和“造神说”的差别丝

毫不比黄鬼和蓝鬼的差别大。在与“寻神派”和“造神派”的斗争中，列宁几次表明，

我跟那些鼓吹把科学社会主义同宗教结合起来的入走的不是一条路，我不能，也

不想同那些鼓吹把科学杜会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的人交谈。

(=)同宗教作斗争要服从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任务，不能把宗

教问题提到不应有的位置

列宁一直主张要同宗教作斗争。但是，在同宗教作斗争这个问题上，列宁一

直都坚持一个基本的出发点，那就是同宗教作斗争要服从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任

务，不能把宗教问题提到不应有的位置。在其关于宗教问题的名著《社会主义和

宗教》一文中，列宁指出“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因此而‘从理性出发’，离开阶

级斗争去抽象地、唯心地来提宗教问题，——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派常常是这样

的提出问题的。如果认为，在一个以无休止的压迫和折磨劳动群众为基础的社会

里，可以用纯粹说教的方法消除宗教偏见，那是愚蠢可笑的。如果忘记，宗教对

人类的压迫只不过是社会内部经济压迫的产物和反映，那就是受了资产阶级观点

的束缚。如果无产阶级本身的反对资本主义黑暗势力的斗争没有启发无产阶级，

那么任何书本、任何说教都是无济于事的。在我们看来，被压迫阶级为创立人间

天堂而进行的这种真正革命斗争的一致，要比无产者对虚幻的天堂的看法上的一

致更为重要。我们永远要宣传科学的世界观，我们必须跟某些‘基督教徒’的不彻

底性进行斗争。但是这决不是说，应当把宗教问题提到它所不应有的首要地位，

决不是说，为了反对那些很快就会失去任何政治意义、很快就会被经济发展进程

本身抛到垃圾箱里去的次要的意见或呓语，而分散真正革命斗争的、经济斗争的

和政治斗争的力量。’’o列宁主张，要把群众的注意力转移到真正重要的和根本的

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决不要挑起无关紧要的意见分歧。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所进

行的无神论宣传，列宁指出，它必须服从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任务，即发展被剥削

。‘马克思恩格新列宁宗教阔是著作选编及i；}解，。宗教文化出舨社，t999年舨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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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反对剥削者的阶级斗争。

(三)不能歪曲恩格斯的“应当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的原则

1891年，恩格斯在为德国社会民主党起草的纲领中曾指出“宣布宗教是私人

的事情”的条文。恩格斯本意所指的是对国家来说，宗教信仰的选择是每个公民

的私事。但是后来的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们却把这条原则歪曲为对社会民主党

人来说，宗教也是私人的事情。恩格斯曾明确声明这是错误的。列宁根据自己所

处的历史条件对这一原则进行了系统阐述，与此同时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

教的态度。

在《社会主义与宗教》一文中，列宁在论述了“应当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

对国家而言的含义之后，指出；“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政党，宗教并不是私

人的事情。我们的党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觉悟的先进战士的联盟。这样的联盟

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对信仰宗教这种不觉悟、无知和蒙昧的表现置之不理。对我

们来说，思想斗争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全党的、全体无产阶级的事情。∞在

1909年列宁撰写的《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中，列宁更是系统地阐述了这

一原则。他指出爱尔福特纲领中所宣布的这一个著名论点，竟然产生了一种对马

克思主义的新的歪曲，使它走向反面，成了机会主义。在该文中，列宁进一步具

体分析了在西欧“宗教是私人的事情”的原则遭到歪曲的原因，以及为什么俄国机

会主义者仿效德国人的这种歪曲应该予以加倍的斥责。他明确指出，反宗教的斗

争历史地落到了工人阶级的肩上，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宗教信仰不是个人的私

事，无产阶级政党要反对一切发展宗教的企图。

(四)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要注意争取团结反对封建专制，同情

革命的宗教教职人员

沙皇的专制统治使包括一些宗教教职人员在内的俄国人民都感到窒息。所

以，有一部分宗教教职人员是反对封建专制，同情革命的。列宁向来都主张要注

意团结和争取这一部分人，使他们成为革命的力量。早在1897年，列宁在西伯

利亚流放地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文中，明确表明社会民主党人支持

一切反对现存任何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支持一切被压迫的民族、被迫害的宗教、

被歧视的等级等等去争取平等权利。在1898年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

一文中，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决不应该把其他阶级和政党看作“反动的一帮”，恰

恰相反，它应该参加整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应该支持进步阶级和进步政党去

反对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党，应该支持一切的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运动，应该成为

一切被压迫的民族或种族的保护者，成为一切被压迫的宗教以及无权的女性等等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宗教问题著作选绽及讲解’，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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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者。1905年，在《社会主义和宗教》一文中，他说“警察农奴制度专制制

度的令人作呕的习气，甚至在僧侣中间也引起了不满、骚乱和愤慨。不论俄国的

正教僧侣多么闭塞无知，现在，俄国中世纪旧制度崩溃时的巨响也把他们惊醒了．

连他们也要求自由，反对官僚习气和官僚专横，反对警察对‘上帝的仆人’进行强

制的搜查。我们社会主义者应当支持这种运动。棚在多篇著作里列宁都讲述了这

样的观点。这并不是机会主义的“团结”，而是俄国的国情所决定的策略斗争的需

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要求。

(五)同宗教偏见作斗争必须慎重，反对处理宗教问题上的“左"

倾错误

列宁非常同意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看法，认为宗教是捍卫剥削

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劣质酒，他向来主张宗教同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不能调和，

要同宗教迷雾作斗争。但他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看待宗教问题的方法，反对粗暴

地对待宗教问题的“左”倾错误。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中，列宁论

述了恩格斯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说，恩格斯也多次谴责那些想比社会民主党人

“更左”或“更革命”的人，谴责他们企图在工人政党的纲领里规定直接承认无神

论，即向宗教宣战，这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谈而已。列宁还结合俄国当时的实

际，发挥了恩格斯的思想。他说，无政府主义者鼓吹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向宗教开

战，其实是帮助了僧侣和资产阶级。

三、列宁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

列宁主义的宗教观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就是，马克思恩

格斯从未亲历过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后，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该如何

处理宗教问题。而列宁却领导俄国的无产阶级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

的国家政权，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作为俄国的执政者，他带

领俄国的社会主党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的有关宗教问题的政策。虽然列宁的早逝

使他并没有看到这些政策在俄国的充分实践，但毕竟开始了一段崭新的历程。因

此，笔者把苏维埃俄国颁布的宗教政策作为列宁主义宗教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来论述。

(一)要真正实行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

在革命的早期，列宁就阐述过实现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思想。

如在1905年所写的《社会主义和宗教》一文中，在谈到“应当宣布宗教是私人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宗教问题著作选编及讲解》。宗教文化出版挂，1999年版第t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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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列宁主义的宗教观

事情”的含义时，列宁曾经指出：“就国家而言，我们要求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国

家不应当同宗教发生关系，宗教团体不应当同国家政权发生联系。决不应当把国

家的钱补贴给教会团体和宗教团体。只有彻底实现这些要求，才能结束以往那种

可耻的、可诅咒的现象：教会像农奴般地依赖于国家，而俄国公民又农奴般地依

赖于国家教会。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这就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现代国家和现

代教会提出的要求。’'。1911年4月15日，列宁为纪念巴黎公社写的《纪念公社》

一文中，认为巴黎公社宣布教会同国家分离，取消了宗教预算(即国家给神父的

薪俸)，使国民教育具有纯粹的非宗教性质，这就给了穿着袈裟的宪兵以有力的

打击。1917年4月，列宁在《修改党纲的材料》中再次重申这一思想。十月革

命胜利后，无产阶级成为俄国执掌政权的阶级，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

离的政策上升为国家的法令。1918年，苏维埃颁布了由列宁亲自修改的《关于

信仰自由、教会和宗教团体》的法令。这也是苏维埃政权颁布的第一个宗教法令。

法令规定教会必须同国家分离主要是指东正教在沙皇时期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

某些职能、所享有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特权统统被取消。这一法令宣告

了教会同家分离，结束了国家政权和教会紧密结合的局面，确定了将教会从国家

政权中分离出去的新的政教关系的模式。并且将教会置于国家的监管之下，借助

政权的力量逐步终止宗教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传播。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彻底处理

宗教问题的一个体现，同时也是列宁主义宗教观在国家得到实现的一个体现。

(二)要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也是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提出的一句口号，但同样的，资产阶

级在成为统治阶级之后，为了维护其统治，总要扶持一种或几种教派，并没有使

之得到体现。尤其是在俄国那样一个宗教氛围非常浓厚的国度里，东正教在国家

政权中占有异常重要的地位，宗教信仰自由并不能得到体现。正像列宁在1903

年《给农村贫民》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每个人，不仅应该有随便信仰那种宗教

的完全自由，而且应该有传布任何一种宗教和改信宗教的完全自由。不应该有什

么“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或教会。一切宗教，一切教会，在法律面前都应该一律平

等。1905年，在《社会主义和宗教》一文中，他指出：“任何人都有充分自由信

仰任何宗教，或者不承认任何宗教，就是说，像通常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那样做

一个无神论者。"。在1918年，苏维埃颁布的《关于信仰自由、教会和宗教团体》

法令中规定，在俄罗斯共和国，任何公民都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的自

由．信教被国家认为是私人的事情。因为信仰某种宗教或不信仰某种宗教而被剥

o‘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宗教问题著作选编及讲解'，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页．

o‘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宗教问题著作选编及讲解》，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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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权利的规定一律被废除，国家不偏袒任何一种宗教。这在俄罗斯历史上首次实

现了各宗教信仰法律地位上的完全平等。也使宗教信仰自由在无产阶级执政的国

度里真正得到了体现。

(三)要组织广泛的科学教育和无神论宣传工作

列宁向来主张同宗教迷雾作斗争。但是他并不主张用行政命令来消灭宗教。

他一贯重视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无神论教育来使广大群众摆脱宗教偏见的柬缚。

1905年，在《社会主义和宗教》中，他指出，工人阶级的党纲是建立在科学的

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之上的，要说明党纲，就必须同时说明宗教的真正的历史

根源和经济根源。所以，工人阶级政党的宣传必须包括无神论的宣传，出版有关

的科学书籍，翻译大量传播法国18世纪的启蒙著作和无神论著作。1919年2月

25日，列宁在《俄共(布)党纲草案》中再次强调了无神论教育的问题：“无产

阶级专政应当坚持不懈地使劳动群众实际上从宗教偏见中解放出来，为此就要进

行宣传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同时注意避免伤害信教者的感情，避免加剧宗教

狂。“党力求摧毁剥削阶级和宣传组织之间的联系，使劳动群众真正从宗教偏见

中解放出来，为此要组织最广泛的科学教育和反宗教的宣传工作。’'西1922年，

列宁为阐述《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所应当担负的工作，撰写了一篇文章，

即《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这是一篇专门介绍无神论宣传的文章。在此文章

中，列宁指示要把这个杂志办成一个继承和发扬唯物主义战斗无神论的机关刊

物，并尖锐批评了主管部门忽视无神论宣传的官僚主义。他指出：“这个要成为

战斗唯物主义刊物的杂志，首先应该是一个战斗的刊物，这就是说，要坚定不移

地揭露和追击当今一切‘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而不管他们是以官方科学界

的代表人物，还是以‘民主主义左派或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政论家自命的自由射手

艄面貌出现。加列宁还指出，要按照恩格斯的遗嘱，把18世纪战斗的无神论文

献翻译出来，在人民中间广泛传播。杂志必须用多篇幅进行无神论宣传，评价有

关著作，特别要利用那些有具体事实和对比来说明许多资产阶级利益、阶级组织

同宗教团体、宗教宣传组织之间的关系的书籍和小册子。列宁认为，一个马克思

主义者如果以为，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受宗教思想影响深重的农民，只有通过

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路，才能摆脱愚昧状态，那就是很大的错误。还应该

把各种无神论的宣传材料供给他们，把实际生活各个方面的事实告诉他们，用各

种办法来影响他们，以引起他们的兴趣，唤醒他们的宗教迷雾，用各种方法从各

方面使他们振作起来。列宁还指出，在进行无神论教育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

。郑天星：《列宁论无神论和教会》．华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页．
o t-q克思恩格颠列宁宗教问题著作选编及讲解》。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敝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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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者应该同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把自然科学的进步作为批判宗教的

基础。在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下，无神论的宣传和教育一直都进行得有声有色，

列宁从俄国的实际出发，不仅强调了要重视无神论的宣传，而且强调要改进无神

论的宣传，使这一思想得以落到了实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列宁主义的宗教观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他对宗教

的基本问题，对科学社会主义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以及执政的无产阶级政

党处理宗教问题的政策都有过比较系统的论述。更为可贵的是，结合俄国的宗教

国情，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在他的正确领导下，列宁主义的

宗教观在早期的苏维埃俄国得到了比较好的贯彻和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

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阶级社会中历来是剥削阶级统治阶工具的宗教实行了

全新的改造，使绝大多数宗教组织站到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守法的立场。当然，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这一时期阶级斗争比较激烈，再加上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宗

教问题经验的缺乏，在宗教问题上还是出现了一些错误。

第三节 科学对待马列主义宗教观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对宗教问题进行了探索，他们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宗教及其和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

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应如何认识宗教和处理宗教

问题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也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列主义的宗教观。

今天，对于马列主义的宗教观，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在理解和应用它

时，要注意几个问题；

一、要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

马列主义宗教观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产物，我们在对其做出考察与探讨时，只

有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正确理解其内涵与实质，只有深刻理解了当

时的经济状况、人文环境以及宗教情况，才能理解马列主义宗教观的精髓。

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于十九世纪。文艺复兴后日趋高涨的宗教批判思潮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人们的理智，使人们对神性开始了怀疑，宗教在西方的

社会生活中的垄断地位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宗教渐渐退出了国家政权和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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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作。但是，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甚至生活习惯的影响却还是很大的。十九世

纪初的德国到处都是虔信宗教的人们，对宗教的批判仍是其它批判的前提。青年

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也是从宗教批判开始的。他们的世界观的转

变经历了一个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有神论到无神论的转变过程。“马克思、

恩格斯青年时代对宗教的批判是他们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的开端。这是由德国以及

欧洲一些国家当时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椰19世纪30、40年代，基督教是封建

统治的精神支柱，尽管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宗教势力与国家政权结

合在一起对劳动人民进行控制和压迫，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设置障碍。在这样一个

背景下，“德国理论是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

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

入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列宁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那里有着和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

和国度不同的宗教国情。那时的俄国也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东正教基本上控

制着人们从出生到死亡的每一个阶段。宗教的影响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当中。最重要的是，东正教势力与沙皇俄国相互利用，成为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的

工具，教会力量积极地参与反革命，竭力想保留其在沙俄统治下的政治优势地位，

包括很多工人阶级在内的人民群众对宗教笃信不已，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歪曲马

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特别是歪曲宗教是私人事情的原则。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泛

滥起来。列宁的革命活动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开展，其理论和倾向必定有很强的战

斗色彩。他要把人民群众从宗教的迷雾中拯救出来，要使无产阶级逐步提高政治

觉悟，自觉同宗教做斗争。

综合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处的历史时代，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

们的宗教理论带有很浓厚的战斗色彩，对宗教的批判远比对宗教的肯定要多。我

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看待宗教问题主要从意识形态、政治斗争、阶级斗争

的角度展开。为了给工人阶级创立科学的世界观，为着发动千百万信仰宗教的广

大工人、农民投身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伟大斗争，他们对宗教问题的研究当然也

就脱不掉意识形态、政治斗争的角度。他们是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的创始人，是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并不是专门进行宗教研究的学者与专家。只有充分认识了其

时代背景，我们才不会苛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搭建起一门系统而又科学的宗

教学科，才会理解他们的宗教思想为什么有那么浓的战斗色彩。

时至今日，无论是社会还是宗教本身都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明白这种变化

。王作安：《中国的宗教问题和宗教政策》，宗教文化出版牡，2002年版第63页．

o‘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t995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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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考察马列主义宗教观的当代价值至关重要。今日的宗教退出了政治生活

的中心，政治文明的发展使得宗教的功能更多的体现在其对信众的慰藉与安抚

上，或者是道德教化的功能上，今日的宗教对社会所起的作用不再是消极方面居

主导地位，它对安抚人的灵魂，减轻社会发展带给人的心里失衡起着一定的调节

作用，它以一种非常独特的视角向人们提供深层次的关怀。宗教在现代社会的大

发展下，积极地参与世俗化进程，宗教方面积极调解其自身与科学的矛盾，与世

俗的矛盾，参与社会事务，使自己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放弃或修改与社会

发展不相适应的教义或教规甚至传统体制，这是宗教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I另

一方面，宗教所依托的载体——社会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当今特别是社会主义

社会虽然仍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存在，但是，经济和社会各项事务的发展使得这些

矛盾已远不像马克思恩格斯或列宁所处的时代那样，足以发展成你死我活的阶级

斗争，人民的生活比19世纪和20初的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善，日新月异的社会使

得人们的物质需求和其它需求极大程度上得到了满足。社会的发展也使人们能够

更加理性的看待宗教，在更深的层次上，宗教变成了人们对自己实现终极关怀与

灵魂安抚的途径与需求。宗教本身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与马列主义宗教观产生的

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不明白这一点，把马列主义宗教观中战斗性的一面机

械地用在对当今社会宗教的衡量上，必定是不科学的，对社会主义国家宗教问题

的处理也会带来一定的危害。

二、要把马列主义宗教观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并对之进行继

承和发展

马列主义宗教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其它组成部分一样，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

系，也是一个应该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都没在

社会主义条件下处理宗教问题的实践，列宁也仅有部分的实践。对于遥远的中国

的宗教国情也没有直接的感悟。因此，我们所强调的对马列主义宗教观的学习和

研究主要是对他们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对待宗教问题的态度，

主要是学习和研究他们在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下得出的带有普遍性的原理，对于他

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得出的某些具体结论，我们不能做孤立地、片面地的宣传与

应用，对于那种以实用主义的眼光去看待马列主义宗教观的做法更是不可取的，

不能抓住经典作家和革命导师的某一句话或一个结论任意系统化，断章取义为进

行某些活动“服务”。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在处理宗教问题上，我们有

很多失误，原因之一就是不能把马列主义宗教观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机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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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用某些理论与苏联的做法，结果导致我们处理宗教问题的重大失误。

中国的宗教国情与马列主义宗教观产生的德国与俄罗斯是有着很大的不同

的。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教权大于皇权的时候。教权历来是依附于皇权而

存在，并为皇权的存在而服务，教权在中国历史上历来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

工具之一。这与西方历史上‘‘君权神授”、世俗皇帝臣伏在教皇的脚下的情况有极

大不同。在中国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对于各种外来

的宗教思想有很强的同化作用，因此，中国的各宗教基本上能“和而不同”的存在

着，没有发生像西方历史上那种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受儒家传统文化宗教观念淡

漠的影响，中国入的宗教信仰总体上说不如西方民众那样持久热烈。中国共产党

在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同时，也大力宣传无神论的思想。这种中外之别也要

求我们在运用马列主义宗教观解决中国问题时，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不能机械

的援引某一句话。列宁曾经指出：“只有不可救药的书果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

思主义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神

这一说法对我们在今天的中国如何对待马列主义宗教观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到现在，在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其特定的历史任务，宗教问

题作为社会总河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势必要服从与服务于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工

作，并且受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各个历史阶段的宗教

问题时，必须把马列主义宗教观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党的80多年的历

史进程表明，在这方面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也有很多教训。实践证明，什么

时候我们能把马列主义宗教思想的本质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宗教对社会历史进

程的发展就能起到推动作用；什么时候我们机械搬用和到处套用马列主义的宗教

思想、或者没有科学坚持和遵守马列主义宗教观，宗教问题就得不到合理的解决，

社会发展的总进程也会受到消极影响。

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宗教观与我国的宗教实际相结合起来，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进行创造性的运用，使之与时俱进，从而使马列主义宗教观的当代价值在我

国锝到最大程度的体现．

o‘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舨桂。1995年叛第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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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形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第三章中国的宗教国情

中国共产党宗教观形成的现实基础是中国的宗教国情，这一国情与欧洲和

俄国都截然不同。

第一节中国的主要宗教

我国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除了中图传统的宗

法性宗教以外，对我国影响比较大的还有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

新教。在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主要有以下几种宗教：

一、中国传统的宗法性宗教

中国传统的宗法性宗教在汉族中的影响最大。早在原始社会，汉族的先民就

信仰原始宗教，形成灵魂和鬼神观念。在传说中的颛顼帝时代信鬼神、重祭祀就

十分盛行。到了夏商周三代就更加盛行对天帝、祖先和鬼神的崇拜。以后，以孔

盂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进一步与宗教神学相结合，形成中国传统的宗法性宗教。严

格说来，这种信仰并不特别追究鬼神世界的真实价值和个人灵魂的解脱，不看重

宗教祭拜的外在形式，而着重于其社会教化功能。通过对天神、祖先和圣贤的祭

祀和崇拜，使人们自觉遵守宗法等级名分，忠顺君主和长辈。由于此种教化功能，

中国历史上的君主大都很推崇这种封建的宗法性宗教，使它成为推行封建统治的

工具之一。这种传统的宗法性宗教不但深深影响着历朝历代的社会生活，也成为

制约其它宗教发展的重要因素，直到今天，这种影响的作用都不可低估。

二、道教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所以又被称为我国的“本土宗教”。我国史学界

和道教界一般都认为道教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它以黄老学说为基础，并吸收传

统的鬼神观念和迷信方术而形成。它以“道”为最高信仰，相信人通过一定的修炼

可以长生不死，成为神仙。它尊老子为教主，奉老子的著作《道德经》为主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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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并对其进行了宗教性的阐释。道教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不少教派。其中以

正一道和全真道两个教派影响为最大。隋唐五代北宋时，道教一直被封建统治者

所利用，在此过程中，道教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到了明、清及至民国时

期，由于道教自身发展出现停滞，而逐渐失去统治阶级的支持逐步衰落，在人民

群众中的影响式微。

三、佛教

佛教是产生于印度的宗教。于公历元年左右传入我国。在我国的外传宗教中，

佛教的传入最早，对我国的影响也较大。传入中国后，佛教与我国的传统文化相

适应、相融合，形成了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和上座部佛教三大派别。

汉地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最重要，影响最大。东汉三国时期，是汉传佛

教初步传入的时期。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一些统治者特别支持佛教

的发展，佛教在这一时期开始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隋唐时期。由于统治者的

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其后历经百年，直至新中国建立，由于佛

教内部的发展停滞及西方帝国主义入侵的双重因素，佛教渐由极盛逐渐走向衰

落。

藏传佛教又称“藏语系佛教”，俗称喇嘛教。公元5世纪，佛教经由印度传入

西藏。在长时期与藏民族社会生活的适应与融合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藏地特

色的藏传佛教，为绝大多数藏族群众所信仰。除西藏外，藏传佛教还流行于蒙古、

土、裕固等民族的居住的地区。由于佛教内部修行方式、传承系统、对教义教规

的理解不同，更由于各据一方的僧俗势力之间的争夺，藏传佛教内部也出现了派

别林立的情况。在清政府的支持下，格鲁派(俗称黄教)从17世纪中叶执撑西

藏政教大权。西藏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藏传佛教对所信奉少数民族的影

响非常大，渗透到这些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上座部佛教也即南传上座部佛教，主要流传于我国的云南省。公元7世纪中

叶，上座部佛教经由缅甸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信仰上座部佛教的男人，一生

中至少到寺庙出家一次，即学佛经，也学文化。只有出过家的男人，在社会上才

有地位，受人尊敬。

四、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公元7世纪，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阿

拉伯的穆斯林来到中国经商或者定居。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对我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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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形成起了凝聚和纽带作用，并在回族的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也特别深刻。公元

10世纪中叶以后，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到了17世纪，新疆的维吾尔族全部信奉

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向来不但被认为是一种宗教信仰，一种意识形态，还被认

为是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生活方式。它几乎涵盖穆斯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五、天主教

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在元代时传入中国。成吉思汗以后的蒙古统治

者对各种宗教都较为宽容。天主教在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与提倡后获得较大发展。

但随着元朝的灭亡而逐渐衰落。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发展，天主

教也追随而来。但由于清政府的“闭关政策”，天主教在华的传教活动受到严重挫

折。鸦片战争以后，天主教尾随侵略者深入中国内地。在帝国主义的扶植下，天

主教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与辅助，从而迎来了发展的高潮。

六、基督教

基督教又称新教，是与天主教和东正教并列的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与天主

教相比，它传入中国的时间相对要晚。主要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大规模传入中国，

借助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深入中国内地，扩展其传教事业。正是由于此，基督教在

中国的扩展遭到了中国人的强烈抵制。它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进展不很顺利。只在

一些地方的农村中有影响。

第二节 中国宗教国情的历史特点

在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以前，中国的宗教就客观地存在着，并且有着自

己的一些特点，这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宗教工作的基础。

一、中国人传统的宗教观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宗教

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是一个有着多种宗教的国家。古代中国就有了自己的民族宗教。后来，

国外的宗教也陆续传入中国。到大革命前夕，中国的主要宗教有佛教、道教、伊

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另外，还有东正教、大量的民间宗教和一些少数民

族自己的传统宗教信仰。这些宗教尽管都有自己的教义、组织、制度，但总的来

说，无论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还是在中国发扬光大的佛教，以及外来的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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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教和基督教、天主教，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很深的影响，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

印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外来宗教一开始就受到了中国儒

家伦理思想的严格审查和筛选，流入中国后屡经修正和补充。那些能够适应和强

化伦理规范和现实秩序的成分被保存下来，并加上中国化的“包装”；那些有离经

叛道、无君无父、非圣败俗之嫌的内容被排拒在国门之外，或者在潜移默化的同

化过程中悄无声息地消逝。因此，中国的宗教始终服从于皇权。中国的历史上没

有教皇，只有教臣。宗教历来都是统治阶级利用维护其统治的工具之一。由于中

国的宗教和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是那么的

根深蒂固，以至于中国虽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辛亥革命后，宗教与封建

主义的联系仍盘根错节的存在着：宗教界和寺庙、宫观、清真寺都拥有大量的土

地，进行封建的地租剥削和高利贷剥削；在教内还存在许多封建的特权和入身依

附关系，如佛道教内的等级制度，伊斯兰教的门宦制度，藏传佛教中甚至还保存

有严重的封建农奴制残余。再加上封建统治阶级和各种政治势力对宗教的蓄意利

用和中国生产力的落后发展，宗教成为压迫和束缚人们的绳索之一。正如毛泽东

1927年初在湖南农村考察后所得出的结论那样：“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

地菩萨的阴问系统以及玉皇大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所构成的“神权”与

“政权”、“夫权”、“族权”一起，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

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o

二、中国的天主教和基督教被帝国主义操纵和利用

在旧中国，宗教不但被封建统治阶级和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利用过，天主教

和基督教还曾经为帝国主义所操纵和利用，成为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早在鸦片

战争时期，基督教、天主教这些外来的宗教就与帝国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些

传教士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扮演了十分不光彩的角色。鸦片战争以来的百余年，基

督教、天主教在帝国主义的控制下。一直是与中国人民为敌的。他们并没有给中

国人民带来什么真正的“福音”，恰恰相反，他们带给中国人民的是日益深重的灾

难，是中华民族的日益半殖民地化。大革命前期，一些传教士为了对付人民群众

日益高涨的反帝浪潮，一方面提出天主教“中国化”，基督教“本色化”，企图安抚

民心削弱人民群众的反帝斗志l另一方面他们却更加严密地控制中国教会，千方

百计阻挠爱国教徒投身到反帝爱国运动中去，对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采取敌

视的态度。帝国主义侵略者在看到宗教对中国人民的“教化”与麻醉作用之后，千

o‘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舨杜，1991年版第3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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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百计地利用宗教来维护其统治。他们或资助以金钱，或给予其某种政治上的特

权。中国共产党诞生之际，正是中国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

下，陷入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的时候。社会的苦难使各种宗教和迷信在中

国大地上十分兴盛。

三、中国各宗教间及宗教与政权之间大体上能和平共处

无论是中国的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都非常大．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贵和”思想、“和而不同”思想在各宗教间及宗教与政权的关系上

都有所体现。统治者对各种宗教，包括外来宗教都很宽容。虽然中国历史上也发

生过“三武一宗”灭佛事件，但那只是教权危及皇权时才发生的现象。大多数情况

下，皇权都能够容忍和支持宗教的合法存在。而且，各宗教基本上都能和平相处，

鲜有大的宗教战争。人们甚至可以同时信奉两种以上的宗教。这种情况和西方的

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四、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宗教状况有很大的不同

汉族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宗教对汉族的影响多是传统的宗法性宗教在发

挥作用，大批民众并没有形成很精致的宗教信仰，所以，宗教在整体上对汉民族

的生活方式、思想状况、风俗习惯的影响是有限的。而我国的少数民族，基本上

都有宗教信仰，有20个民族是全民族信奉同一种宗教。宗教对这些民族的影响

是很大的。在这些民族，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这就使得汉族与少数

民族的宗教信仰状况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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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宗教观

第一节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前后，开始陷入灾难深重的境地。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

世纪，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和国家富强进行过各种形式的抗争。尤其是在辛亥革

命失败以后，中国人民意识到，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目标，依赖中国

封建主义的传统文化是不行的。实践也同时证明，西方资产阶级所创立的多种学

说也不能拯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必须寻找新的能够抵御和打败帝国主义和封

建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正当中国人民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奋斗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

正像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先

进的中国人觉悟到，救国救民的真理，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马克思主

义。从此，中国革命有了一个新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在十月革命前夕，中国有一

定的产业工人队伍，有最早一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队伍，有新文化运动

为它开辟的道路，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有利条件。

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第一人。在十月革命后，他先

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之上的革

命，”是二十世纪革命的先声”，指出这个革命代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

向人们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他还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马

克思学说研究会”，指导青年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除李大钊外，几位留学日本期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进青年，对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起过重要的作用。如留日学生杨匏安，在1919年11

月至12月间发表长篇文章《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

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相当系统的介绍。留日学生李达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

《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在国内出版。1922年，陈独秀在《新

青年》第九卷6号上发表《马克思学说》，这是继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之后又一篇介绍马克思学说的重要文章。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了

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这批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组建了

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共产主义小组组建后，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播马克思主

义，到工人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

合。共产主义小组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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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进行宣传和论战，这些活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

产党的创建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第二节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的宗教观

民国初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之后，政治上形成一段异常黑暗

的时期。相应地，思想界也从上到下泛起一股股污泥浊水。一时间，社会各界忽

然大谈鬼神、修行。这种怪相的突出表现：一是提倡“孔教”，把它说成是救国救

民的根本；二是借助佛道，逃避痛苦的现世人间；三是搬出所谓“灵学”，装神弄

鬼，设坛乩卜。20世纪初的中国意识形态的舞台上出现了像春秋战国那样的百

家争鸣的局面。在各种思想的交锋中，十月革命的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以陈独秀、李大钊和恽代英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开始研究宗教问题。一方面，

为了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他们必须接受唯物主义，放弃唯心主义。作为唯心主义

范畴的宗教当然要受到批判。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他们遇到了急待解决的

宗教问题。他们或依据各自的理解，或依据他们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有关宗教问

题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有过初步的宣传与探讨，写下了一系列涉及宗教

问题的文章。如陈独秀在1915年和1922年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李大钊写下的《真理》、《宗教自由平等与博爱》，恽代英的《我的宗教观》、《我

们为什么反对基督教》等。他们论述了宗教的起源、特征、功能与社会作用等问

题。虽然这些问题是初步的、并不系统的，并且带有浓重的时代烙印，但是，中

共从此揭开了处理宗教问题的序幕。他们不遗余力的宣传也使马克思主义的宗教

观开始为一些先进分子所接受。在上述文章中，他们对宗教所做的探讨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宗教的实质

陈独秀认为，宗教的实质“重在灵魂之救济，出世之宗也”。o也就是说，宗

教是对超自然力量的一种信仰，据此，他认为，孔教不是宗教，而是哲学。

二、关于宗教的起源

早期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统一，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陈独秀

认为；“宇宙间物质的生存与活动以外，世人多信有神灵为之主宰，此宗教之所

以成立至今不坏也”。。这是把宗教的起源归结于原始人对鬼神的误解和敬畏的一

o‘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9页。

o‘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出版杜，1984年版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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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看法。李大钊认为：“人非神造者，神是人造者，精神界现象。完全是人间社

会物质经济情形之反映。神后来，李大钊又认识到“人类的精神把地上的实物写

到天上，没有比这个例子再明白了”。o李大钊是从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来认识这

个问题的。恽代英指出，宗教起源于六种因素。一是恐怖，二是起于希望人穷则

呼天的情感，三是起于误认，四是起于误解，五是起子美感，六是起子想象。这

种看法较为完善，即看到了宗教的心理根源，也看到了宗教的自然根源，但是，

很明显的是，这种看法恰巧没有对宗教社会根源的认识。蔡和森对宗教根源的看

法在早期共产党人中是较为全面的一个，他不但指出了宗教产生的心理和认识论

根源，而且还指出：“原来政治宗教都是每个时代的支配阶级用以统治其被支配

阶级的工具。”早期共产党入关于宗教起源的认识有助子开启民智，澄清思想界

关于宗教起源的模糊认识，具有进步作用。

三、关于宗教的社会作用

关于宗教的社会作用，早期共产党人从反科学、阻碍社会进步的角度认为宗

教是消极的，但是，他们也并未忽略宗教的特定的积极作用。陈独秀指出“宗教

之功，胜残劝善，未尝无益于人群；然其迷信神权，蔽塞人智，是所短也⋯⋯一

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一切宗教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

骗人的偶像，应该破坏。’魍但是，对于宗教教义中劝人为善的伦理及带有文化性

的内容，他则持肯定态度。他认为“佛法为广大精深之哲学”。李大铡指出，“我

们坚信宗教是妨碍人类进步的东西，把所有的闯题都想依赖宗教去解决，那是一

种不承认科学文明的态度⋯⋯它妨碍彻底探求真理的精神，是人类进步的巨大障

碍，因而我们必须竭力加以反对。’'固1926年，在《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

史上之位鼍》一文中，李大钊指出：“太平党人虽然知道鸦片是帝国主义者麻醉

中国民族的毒物，而不知宗教亦是帝国主义者麻醉中国民族的东西，其作用与鸦

片一样，他们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这是他们

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指出了宗教为统治阶级所利用的事实。但是，李大钊

也认为，“犹太教、儒教、佛教、回教、耶教等五大宗教的教义，曾与人类进步

以很深的影响，就是不可争的事实。"。恽代英则明确指出：“我们虽然反对宗教，

认为宗教是科学的世界中问绝对不能存在的东西，但我们今天并不要将基督教的

48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2页．

《李大铡文集》(下)，人民出敝社，1984年版第141页．

‘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5页．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年版第851页．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年版第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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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一概抹杀。’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早期共产党人对宗教的看法日趋理性。即能看到宗

教的消极一面，又能认识到其所起的积极作用，看到其合理性与进步性。在当时

的情形下，有这种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四、关于宗教信仰

对于宗教信仰，陈独秀主张宗教信仰自由。他反对国家用强力干涉宗教信仰。

他指出；“所谓宗教信仰自由者，任人信仰宗教，自由选择，皆得享受国家同等

之待遇，而无所歧视。’囝他认为，信教自由，己成为近代政治之定则。而李大钊

对宗教信仰则总体上持反对态度。他强调“宗教信仰不自由”。他认为“我们对背

反科学原理的迷信的宗教，不论它是中国的，外国的，一律反对。对于影响所及

较为普遍的宗教，尤其反对。’囝恽代英主张，对于宗教只能采取存疑的态度。“我

并不能反证宗教定然是不可信；但对个人在这方面不能有更明确的理论根据，亦

没有理由信宗教。栅他认为，宗教至少有一部分不可信，而且有一大部分不可信。

人们应该依靠别种办法去寻求心理安慰。

总体上看，早期共产党人的宗教观还是较为科学的，基本上与马克思主义宗

教观相一致。他们对宗教的本质、起源、社会作用及宗教信仰等基本情况所做的

探讨即有利于启迪民智，也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的序幕。但是，不可否认，

他们的宗教观也带有时代的烙印，比如有较强的批判色彩。这一点是需要我们充

分予以注意的。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20年代的“非基督教
运动”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先进的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尽管此时的无产阶级

力量还是相对薄弱的，且斗争的经验也不足。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的洪流

中仍然奋力作为，参与和组织了这个阶段发生的各种活动，这其中，也包括一些

宗教活动。从1922年到1927年，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场全国规模的非宗

教运动，其主要矛头是针对基督教的，因此一般称之为非基督教运动。

这场运动的导火线是1922年3月20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

盟第十一届大会。会议的召开是帝国主义加紧利用宗教对中国实施文化侵略的突

出标志，是“中华归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的各校爱国学生反对帝国主义

o‘恽代英文集》(上)，人民出版杜，1984年版第141页．

o‘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4页．

o‘李大钊文集》(续)，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页．

o‘恽代英文集)(t-)。人民出版杜，1984年版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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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这次大会侵犯中国主权，社会各界对于此次活动群起响应．社会上开始了一

场声势浩大的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华的罪行。中共在非基督教运动的各个阶

段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早期的共产党人组织杜团，办报著书，探讨真理。我们

从中可以看出中共对基督教问题认识和处理的思路。早期共产党人认为基督教是

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是它们实行文化侵略的重要方法。恽代英曾经指

出：“外国人如此热心用武力介绍基督教于中国，并且必须把中国的一切旧信仰

打倒，教大家去信服他，这种意思不很容易知道么?外国人正要用这种钓饵使中

国人全然软化于他。砷早期共产党人由于目睹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中国的侵

略，大都反对宗教。李大钊曾经指出：“我们对于背反科学原理的迷信的宗教，

不论它是中国的，外国的，一律反对。对于影响所及较为普遍的宗教，尤其反对。”。

恽代英似乎还曾说过一些过激的话。如：“多一个基督教徒，便是多一个洋奴’囝但

是，早期共产党人在反对基督教的过程中，也注意到～些问题，如把反对帝国主

义的文化侵略政策同反对欧美文化分开，把反对帝国主义软化驯服中国民众的阴

谋同反对被其软化驯服的中国民众(如一般教徒、教会学校学生等)分开。把反

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同反对宗教分开等。

从总体上看，非基督教运动是中共把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运用到实践中的最

初尝试。在这个动动中，既有因为思想激进而出现的偏差，也有一些值得借鉴的

经验，如把政治问题与宗教信仰问题分开，提出了基督教自立革新的历史方向等。

中共正是在这些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开始了土地革命时期对宗教工作的处理

的。

o‘恽代英文集》(上)。人民出版牡，1984年版第394页．
o‘李大钊文集》(续)，人民出版杜。1984年版第32页．
o‘恽代英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M年版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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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毛泽东宗教观的逐步形成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对革命中的宗教问题有过初步的探索，但是，真正

把马列主义宗教观同新民主义革命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则

是始于毛泽东。

第一节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

毛泽东(1893--1976)1911年在长沙湘乡中学就读时就拥护孙中山等革命

党人，主张建立新政府，反对独裁的清王朝。辛亥革命爆发后，曾到湖南起义的

新军中当兵。1912年清帝溥仪退位，毛泽东认为革命已经结束，退伍后继续求

学。1914年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后并入第一师范)继续学习。1918年4月，

与蔡和森、萧予升、萧三、何叔衡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由毛泽东主持会务。同

年8月，同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萧子升等到北京，后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任管理员，

在李大钊等帮助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在长沙领

导五四爱国运动，创办《湘江评论》，宣传革命思想。同年底，率驱张(张敬尧)

请愿团到北京，在京主持驱张运动，1920年夏经上海回到长沙。1936年，毛泽

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

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我第二次到北京

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

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

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

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

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

到了1920年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

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集中表现就是他的世界观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

他已认识到人脱离不了社会的生活，人的物质生活问题最大，民众联合的力量最

强，人类解放、世界革命的潮流是什么力量都不能阻住的。1921年1月，他在

给蔡和森的一封信中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

惟例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o

o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

o‘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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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自1918年秋在北京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后，在李大钊、陈

独秀等人的帮助下，及后来在蔡和森等人思想的推动下，毛泽东经过两年多的独

立思考和探索，至1920年夏秋，他已彻底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第二节 毛泽东宗教观的演变

一、毛泽东早期的宗教观

早年的毛泽东因受其虔诚信佛的母亲影响，曾随信过佛祖，接触到一些佛学

知识，有过粗朴的教理感受。他甚至曾同母亲多次劝过父亲信佛。但都没有成功。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在长沙读书期间，毛泽东也接触到

一些佛学知识，并在文章中有所运用。但在那时，他认为宗教只不过是统治者维

护其统治的需要罢了。

二、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初步形成

1920年以后，毛泽东已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在上海与正在筹备组建中

国共产党的陈独秀讨论过他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而且《共产党宣言》等书对

其影响尤其深刻，促使他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开

始形成，但有时也不免带些许激进民主主义的影响。在建国前，他的宗教思想主

要有以下几个具体表现：

(一)主张反宗教神权的斗争要服从反封建的政治、经济斗争

毛泽东在领导湖南农民运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碰到了宗教阀题。20世

纪初的中国农村除了佛教、道教之外，宗法性宗教以及一些迷信思想的影响也是

很大的。各种宗教与迷信思想与封建思想结合在一起，在革命运动中形成了不小

的阻力。毛泽东在1926年所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由阎罗天

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大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

——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和夫权，代表了

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绳索。劬他指出，

农民运动证明。“地主政权既被推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

所以，他认为，就把反神权的斗争与封建的斗争结合起来。

针对在农民运动的过程中，有些地方所发生的用强力破坏宗教之事，毛泽东

指出，这反倒给地主阶级以口实，以致他们提出，“农民协会不孝祖宗”、“农民

协会欺神灭道”、“农民协会主张共妻”等反革命宣传口号，来破坏农民运动。基

于此种情况，毛泽东并不主张用强力来破坏宗教。他指出，神权观念的破除?‘乃

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不必用过大的力量生硬地勉

强地从事对这些东西的破坏。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

。‘毛泽东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3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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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指出：“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

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

‘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

人代庖是不对的。”。这就是说，毛泽东把宗教看作是与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密切联

系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在反对神权和破除迷信的斗争中，应使群众在政治斗争

和经济斗争的革命实践中提高思想认识水平，认识到宗教迷信观念的破除“乃是

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

(二)要对宗教徒做阶级分析

在阶级社会里，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问题很有必要。它可以使人们分清敌

人和朋友，要联合的力量、要孤立的力量与要打击的力量有一个分野，从而更好

的指导阶级斗争。毛泽东把阶级分析方法运用在了对宗教力量和宗教问题的分析

上。早在1930年他所作的《寻乌调查》中，他就很详细地对神道地主的神、坛、

社、庙、寺、观等作了分析；“庙多少有庙田，也有无田的庙。有庙田的，庙老

吃庙田的租，无庙田的，庙老伙食从群众中捐钱谷⋯⋯．神坛是地主需要的，社
坛是农民需要的，庙是地主、农民拭同需要的。庙的田产很少，租入不够香纸费

用庙老用，所以不是严重剥削所在．‘寺’则完全不同，它是和尚的巢穴，是剥削

厉害的地方。寺产都是大地主“施出的，施了田的大地主，叫做‘施主’。大地主

为什么施田给和尚昵?因为佛教是大地主阶级利用的宗教，大地主为了‘修子修

孙修自己’，所以施田给和尚。加在《兴国调查》中，他又对作为游民阶层的道

士、和尚与神道地主的宗教界人士作了区分，指出了他们对待革命的截然不同的

态度。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争取更多的国家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日，党对外国传

传教士的政策较之以往更加宽松了些，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就申明：

“保护一切同情国家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在由他起草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中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进行

宗教的活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主张宗教信仰自由的。但是，对于

那些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中国所进行的文化侵略，他的态度就不同了。1939年

12月，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利用宗教对

中国进行的文化侵略。他说．‘‘帝国主义列强在所有上述这些办法之外，对于麻醉中

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

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

从他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o‘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o‘毛泽东文集》第l卷，人民出版杜，

o‘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o‘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杜，

1968年版第33页．

1999年版第179页。

1999年版第337页．

1968年版第5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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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障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也是毛泽东一贯的宗教思想。在其革命

和建设的实践中，他对这一思想多有论述，同时，这一思想也体现在他起草或领

导下颁布的一系列文件中。早在1931年，毛泽东任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主席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通过的《宪法大纲》中就有信教自由的规定，如第4

条；“中国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

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公

民。”第13条：“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的实际为目

的，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延安时期，在他主政的陕甘宁边区，1941年5

月1目颁发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也强调：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

家、农民、工人等)的信仰自由权，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o为

了保证宗教信徒真正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1942年4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各

级参议会选举条例》就提出：“凡居住边区境内的人民，年满十八岁，不分阶级、

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的差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边区政府在对这一条例进彳亍解释时还说：这里的宗教是指“回教、喇嘛教、

天主教等”。“弱小民族、信宗教的，都一样有权利，谁也不能限制谁。’’。1945

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

会、结社、思想、信仰、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魄就从法律上，
制度上保证了宗教信仰自由的贯彻与落实，也是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基础。

在谈到中国解放区的任务时，他说：“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允许各

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

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

加以强迫或歧视。，娜

(四)与宗教界建立统一战线

把对宗教界的工作纳入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范畴，是毛泽东在宗教问题上独

特贡献。建立由各族人民和各界人士参加的最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爱国统一战线是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的一大法宝。而我

们要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就离不开宗教界人士的支持和参加。争取、团结、教

育宗教界爱国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把他们凝聚在爱国统一战线的大旗下，是我

们多年统战工作得出的基本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的侵略使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国难当头，

o‘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7页。

o韩延龙、常兆儒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杜1981

年版，第219、225页。

o《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舨社，1968年版第10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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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阶层人民都挺身而出，共赴国难。毛泽东在对形势观察与分析的基础上，

1936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指出：“我们知道在文化界、

在科学界、在艺术界，在新闻界、在实业界、在妇女界、在宗教界，在医药界、

在警察界，在各种民众团体中，实在有很多觉悟与爱国之士，并且这样的人还在

日益增加着，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加这时，毛泽东结合形势提出了建立全民族

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

心论者甚至宗教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口

但是，毛泽东在提出与宗教界建立统一战线的同时，并没有把无产阶级的信

仰和宗教徒的信仰混为一谈。他特别强调共产党人在同宗教界的联盟中，只能建

立政治上的而不是世界观上联盟。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

出：“共产党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

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

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

理论和实际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

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

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

信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

和宗教教义”

上述毛泽东的宗教思想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他结合中国的实际对马克思主

义宗教观的运用与发展。这标志着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初步形成。

o‘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舨第431页．

o‘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623页．

o‘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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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中国共产党宗教观在党的重要文献中的反映

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不仅体现在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身上，也反映到中国共

产党发布的一系列文献当中。

第一节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为了积蓄力量，开展斗争，开始把革命的重心放在敌人

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和偏远地区。发动和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就成了工作的

重心。中共开始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一切工作理所

当然地要围绕如何动员、团结和教育尽可能广泛的农民群众支持参加革命。中共

的宗教工作自然也要据此展开。在坚持前人认识的基础上，结合实践中不断提出

的问题，中共在其发布的文献中提出了一些处理宗教问题的主张，从一定意义上

说，这是以后中共处理宗教问题的基础。

1930年5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宪法大纲(草案)》中，中国共

产党指出：“对于宗教问题是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一切公民可以自由的信

教，但一切宗教不能得到国家的任何保护及供给费用。因为一切宗教服务人(僧，

道，牧师等)都是统治阶级迷惑工农群众的工具。所以必须剥夺其选举权与被选

举权’'01930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中国共产党指出，

要“没收一切造主阶级的土地，分绘农民兵士。"。在同年9月通过的《中国工农

兵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苏维埃区域选举暂行条例》中，中共又指出，凡苏维

埃区域的住民。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只要符合所列举资格之一者，都有选举

权，但是，该文件剥夺了一切宗教的服务人(僧，尼，道士，牧师，神甫等)的

选举权与被选举权。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简称《宪法大纲》)。在这部宪法中，有多处涉及到

宗教闯题，中共的宗教观在这部宪法中有很好的体现。《宪法大纲》以根本大法

的形式确立了信教自由的原则t“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

信教自由的实际为目的。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的宣传的自由，帝国主义的教

会只有在服从苏维埃法律时才能许其存在。”。《宪法大纲》提出了政教分离的原

o‘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页．
o‘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l——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
o‘世界宪法大全≥(上)，中嗣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第s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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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强调“一切宗教不能得到维埃国家政权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规定宗教信

仰为公民个人的私事：帮助少数民族从宗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并致立于发展民

族文化与民族语言。但是，《宪法大纲》同样也有剥夺宗教职业者的政治权利的

规定。且把宗教的压迫同国民党军阀，土司王公等的压迫并列起来，号召人民摆

脱之。1934年7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给内蒙党委员会的信》中指出，要揭

破王公、喇嘛、活佛这些叛卖者和掠劫者的作用。。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

军西北军区政治部对番民十大约法》中提出，番民自己信教自由。1935年6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专门有一节关于“政教分立人民有

信仰宗教自由”的规定。该文件指出，康藏的喇嘛教在人民中有深刻的信仰，喇

嘛不事生产成为社会上的寄生虫，同时喇嘛寺常常是一个政权统治机关，并有很

多的财产土地，帝国主义中国军阀和本地的统治阶级，都利用喇嘛教来维持自己

的统治。为着民众能够自由的参加斗争，宗教与政治必须分立，人民有信仰宗教

的自由，同时人民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自由，宗教不得干涉政治。

在这个时期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长征时期。1936年，中共开始了长征。

长征所经的一些地区和省区聚居或散居着十多个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多有自

己的宗教信仰，因此，处理好所经地区的宗教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实践

中，中共对宗教问题的认识又得到了更进～步的加深。中共目睹了宗教在这些少

数民族中的影响，明确了一系列具体的宗教政策，开始意识到把宗教工作纳入到

统战工作的重要性。1936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

强调，为了争取回民，为了与回民建立良好的亲密关系，红军进到回民区域，必

须严格遵守所颁布的对回民之三大禁条、四大注意，即；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

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讲究清洁，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等。o毛泽东、周

恩来关于在蒙民地区工作及占领教堂区域时应注意的问题给十五军团的指示中

也指出，当红军占领教堂时，应以教堂神父为大地主，又不守信又勾结军阀摧残

蒙汉民众为罪名，而不以一时的反对教堂或帝国主义的侦探为名，如俘得神父应

特别优待不应侮辱。。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顺利通过宗教氛围较为浓厚的少数民族地区，宗

教政策较土地革命时期有所缓和。宗教信仰自由等基本的宗教政策在这一时期初

步形成。这一时期对宗教的探索为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o‘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l——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页．
蕾‘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l——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杜，1991年版第365页．
·‘民族阆题文献汇编)(192I——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杜，1991年版第3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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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布的文献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共

产党的宗教观在那时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革命性与阶级性是异常强烈的。但是，

随着长征的开始，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逐渐得以发展，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中

国共产党宗教观初具雏形的时期。

第二节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

党宗教观的发展

一、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发展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共切实调整了自己的策略路线，提出要建立“最广泛

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中共提出“把自己的政策，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

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o

在时代大变动及中共政策有重大调整的影响下，中共此时的宗教观也有了新发展

与新特点。因为当时边区政府所在地是中国回族等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

聚居区，伊斯兰教不但是一种宗教制度，也是一种政治制度。中共一再强调要尊

重少数民族的宗教和风俗习惯。毛泽东曾指出：“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

习惯”。圆张闻天要求“尊重少数民族的一切思想习惯，宗教道德，并发扬他们过

去优良的传统”。o中共还加强了对回教问题的研究，把尊重与保护回教的政策具

体化。在这个时期，李维汉等对回族与回教作了很多研究。李维汉指出：“回教

不但是穆斯林的‘绳索’，而且是回族七百年来团结奋斗的一个旗帜。’囝它批驳了

把回族问题与回教问题混为一谈的错误做法，对所谓的“回教民族”也进行了指

正，指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如果附合这一提法，将会造成国家的分

裂、民族的不团结，也将不利于抗日．《在回民工作联席会上的总结报告》在总

结宗教的消极作用时曾经指出：“一切宗教是‘鸦片’，是为封建势力服务的，是

封建势力统治群众的一个工具。’，但该报告也提出要把回教中的阿訇问题当成一

个群众性的问题，主张有区别的对待阿訇，指出正确的方针是“要尊重他；但又

不能失掉立场，既要斗争又要团结”。1936年6月．在《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总

政治部关于回民区域工作的指示》中。中国共产党指出：“清真寺里的阿訇。一般的

在回民中具有很大的信仰，在回民解放运动的初期，我们应当联合他们，发动他们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

o《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l——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5页．
o t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页．
o‘民族问题文献汇绽》(192l——1949)，中共中央觉技出版社，1991年敝第8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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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积极参加回民的解放斗争。’’。1936年8月，彭德怀在关于西征中统战工作的指

示中，指出要经过群众关系，阿訇、教主的关系来影响在宁夏的军队。。1937年7

月，中共在《抗日救蒙会行动纲领》中，指出，要拥护与建议王公司令喇嘛为救

蒙抗日多做发展生产，抵抗日军的善事。1938年10月，张闻天在《关于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中，指出；“尊重少数民族的一切思想习惯，宗教

道德，并发扬他们过去优良的传统。’"01939年4月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

领》规定：“尊重蒙回民族之信仰、宗教、文化、风俗、习惯，并扶助其文化的

发展。’'亩1940年，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纲领》指出，

伊斯兰教对回回民族，不只是简单的宗教信仰。它是回回民族社会生活的组成部

分，是团结奋斗的神圣旗帜，但是，它也是回族内部与外部的黑暗势力利用它来

作巩固自己地位的工具。@1942年11月，在《晋冀鲁豫边区土地使用暂行条例》

中，中共指出，庙产收归公有，但要酌留能维持僧、道、尼至低生活所必须之土

地。僧、道、尼私人所置之土地有契约可证者，仍归其私有。同时，为尊重少数

民族起见，清真寺及喇嘛庙所有之土地不收归下放管理。这就同土地革命时期剥

夺一切庙产，不给僧、道、尼以政治权利有了很大的区别。综合来说，这一时期，

中共本着拥护团结、坚持抗战，争取最后战胜日寇的方针，越来越注意到少数民

族地区宗教问题的重要性与特殊性，并且把它放到与民族问题相联系中去观察和

处理。从而有力地团结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进步力量投身全民族抗日的战斗中来。

在对待基督教的问题上，中共也有了重大改变。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把教

会当成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和助手来对待。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成

为压倒一切的大局。1935年中共通过《八一宣言》，响应共产国际建立国际反法

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毛泽东在答记者问时曾指出，除日本的传教士外，其它外

国传教士继续享有传教、教书，拥有土地，办学校和其他事业的权利。1939的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在不损害边区主权的原则下，保护一切同情中

国抗战国家的人民、工商业者、教民，在边区生产、经营与文化事业方面的活动”。

e1942年，中共在《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共产党对宗教的态度》指出：共产党

“主张国家与宗教分离，主张不偏袒任何宗教，不强迫别人遵从共产主义的信仰，

o‘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l——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85页．
毒‘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I——1949)，中麸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50页．
o‘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l——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页．
o‘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22页．
o‘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l——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49页．
0‘世界宪法大全)(上)，中田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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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入有各入宗教信仰自由”。。抗战时期中共的这些主张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力地团结了包括宗教力量在内的各阶层人士和群众。

二、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发展

解放战争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所进行的最后的决战。这一时期，共产党所

领导的人民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瓦解与打击国民党所领导的军队。毛泽东阐述了

中共在此时对待宗教问题的立场与态度，他指出：“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

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

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

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

1945年11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东北时局的具体主张致中央电》中指

出要t“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汉族主义，尊重蒙民、回民等少数民族之语言、

文字、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给以充分的自治权。’'西1946年2月，中共中央

华东局《关于回民工作指示》指出：“对于阿訇除一般的尊重他，以新民主义的

精神来教育他们，团结他们外，迸步的阿訇可请他参加回协工作，绝不可能让其

负责全局工作，可能使他配合工作，作一般的号召。’'西1946年9月，中共中央

华东局《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中指出：“凡祠堂、庙宇、天主教、基督教的土

地，应根据当地的情况，农民公意及族人意见妥为处理。如农民要求分配时，除

留下一些地作为祭祀、传教和居留人维持生活外，其余一律分配。凡清真寺的土

地应以回民公意解决之。'锄1947年12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布《施行中国土

地法大纲补充办法草案》指出，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

的土地所有权，包括教堂的土地在内。o较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宗教

观又有所改变，在保证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也限制宗教对人民的压迫与

剥夺。中共开明的宗教态度和人民武装力量的强大使得一些宗教力量向中共领导

的人民政权靠拢。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势力企图做最后的挣扎，一些反动

的宗教势力也兴风作浪。对此，1948年5月9目的《人民日报》发文指出：“如

果有利用宗教掩护，勾结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匪帮，从事间谍活动，破坏民主政

o‘中共中央文件选项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牡1986年版第573页．

o‘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2页。

o‘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78页．
o‘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1页．
o《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3页．
o‘民族问题文献汇缱》(192l——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牡，1991年版第1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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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政策法令，反对人民者，政府坚决依法严惩。”在此精神的指导下，中共重点

处理了两起涉及利用天主教的违法犯罪活动。蒋介石政权被消灭后，中共又团结

宗教界爱国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计。宗教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

召，并明确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也继续坚持与之

建立政治联盟的立场和政策，支持宗教界人士参政议政，共商建I虱大计。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发展，壮大，以至夺取

政权的时期。中共对宗教问题的态度和政策在此期间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完善和成

熟的过程。中共对宗教的认识及对宗教问题的处理，既体现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的宗教观，又是结合中国的宗教国情的产物。我们党的科学的宗教态度和正确的

宗教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在土地革命时期，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对农村根

据地的巩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对推动长征的胜利也有很大意义；在抗日战争时

期，促进了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团，调动了宗教界爱国人士和广大信教群

众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去做出了积极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

参加到革命进程中，成为民主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总的来说，通过对民族宗教

问题的谨慎处理和正确的态度，团结了宗教界爱国人士和广大的信教群众，为推

进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起了积极作用。

6l



中田共产党的宗教观研究

第三编 中国共产党宗教观发展中的曲折

—嘶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期

第七章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

第一节 毛泽东宗教观的进一步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在处理建国初期和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宗教问题中，毛

泽东的宗教观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逐渐完成了其中国化的第

一阶段，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基石。

一、毛泽东宗教观的基本内容

(一)宗教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是长期存在的，不能
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解决人民群众思想信仰上的差异

对宗教问题长期性和规律性的认识是认识宗教问题的开端与基础。毛泽东认

为宗教有其自身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研读马克

思主义哲学论著时就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宗教是在人类发展的初期阶段，

生产力发展，生产有了一定的剩余的条件下产生的，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

它是原始思维最高的发展阶段。“能把世界分成物质与灵魂。这是人类企图认识

自然，成为自觉对自然斗争的开端，这是人类进步的标志。’m‘宗教的本质是崇

拜超自然力，认为超自然力支配个人、社会及世界，其最初形态有两种，一是崇

拜祖先，二是崇拜自然物。"。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产生的社会现象。随

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对自然力的控制与理解的增多，基于对自然力崇拜的宗教

会逐渐退出人们信仰领域。“然社会阶级制度的确立，社会力仍觉不可理解；加

以万物有灵论深入人心，故宗教仍然存在，但以各个特定的社会形态而变化了宗

教的形式和内容’囝。这样，“宗教在阶级社会里更加发展，并为剥削阶级所利用，

因之，宗教的消灭，只在人类消灭了阶级并大大发展了控制自然和社会的能力的

时候，才有可能柚。另外，毛泽东认为宗教也是长期存在的。1956年2月，毛

o‘毛泽东哲学批注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页

o‘毛泽东哲学批注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

o‘毛泽东哲学批注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

o‘毛泽东与佛教》，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t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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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在同藏族人士的谈话中指出：“人们的宗教感情是不能伤害的，稍微伤害一

点也不好，这件事不可随便对待。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会有信仰宗教的。”o

正是基于对宗教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性和长期性的认识，毛泽东指出，对

宗教问题的处理必须遵循宗教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不能用行政命令和强制

的方法消灭宗教。这是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一个重要观点。早在中国大革命时期，

毛泽东就在科学分析中国农村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的前提下，深刻论述了中国宗

法性传统宗教与封建政权、封建势力的亲缘关系，指出要把反对封建政权的斗争

和反对封建神权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虽然毛泽东支持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推翻

神权，但他并不主张人为地废除宗教。因为在他看来，人们的宗教信仰是属于思

想领域里的问题，是世界观的问题，决不是用行政命令和暴力手段能消灭得了的。

不必用过大的力量生硬地勉强地从事对这些东西的破坏。这就是说，毛泽东把宗

教看作是与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在反对神权和破除

迷信的斗争中，应使群众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革命实践中提高思想认识水

平，认识到宗教迷信观念的破除“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

结果”。以后，他又多次强调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如1948年，在西北野

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指出：“群众迷信神灵，我们不能强迫群众不

迷信⋯⋯，这些都需要逐步地改造。"。1953年，他指出，“只要人民还相信宗

教，宗教就不应当也不可能人为地去加以取消或破坏’囝1957年2月在《关于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他指出：“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

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

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

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0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

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他指出：“宗教界爱国人士也是这样。他们是有神论者，我

们是无神论者。我们不能强迫这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嫱群众觉悟是逐

渐提高的，要群众丢掉宗教需要掌握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特别是认真学习马克

思主义，并通过长期的工作和多年生活的实践才能做到。企图人为地废除宗教，

那一定会事与愿违，给革命造成损失。

(二)宗教信仰自由

毛泽东一直主张宗教信仰自由。他的这一思想在新中国建立后获得了更为全

面的发展。1952年lO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时指出；“共产党对宗教采

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

o‘毛泽东文集》第7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o‘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杜，1999年版第25页．

·‘毛泽东与佛教》，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页．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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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41957年2

月，在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的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

信仰等自由。柚除此之外，毛泽东对宗教信仰自由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概括如

下{

第一，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主体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内容是广泛的。一方面，

人民既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任何强迫和歧视都是极端错误和绝对

不容许的。他指出：“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

主义。哟在党的七大上他强调；“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

强迫或歧视。’徊任何强迫不信教的人信教的行为，如同强迫信教的人不信教一样，

都是侵犯别人的信仰自由，因而是绝对不容许的。在多数群众信教的地方要注意

保护少数不信教群众的权利，在多数群众不信教的地方，要注意保护少数信教群

众的权利；另一方面，宗教信仰自由包括有宣传有神论的自由和宣传无神论的自

由。毛泽东对此作过较为详细的阐述，1955年他在《驳‘舆论一律’》中指出：“我

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

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神当然，这不是说他们的这

种自由是绝对的，不是说我们因此可以放松无神论的宣传。我们不允许任何宗教

组织和教徒在宗教活动场所以外布道和传教，我们的教育、文艺、广播、新闻、

出版等，要担负起宣传无神论，批判神学的责任，不允许宗教干预。而批判神学

是批判神学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并吸收其反映人类认识发展规律的一切积极成

果，这种批判是纯粹的思想意识方面的批判，不是清除和禁止宗教，更不是打击

教徒。因此，宣传无神论，批判神学的自由，并不违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1956

年在同藏族人士的谈话中，他说：“宗教信仰也会全照老样子，以前信什么，照

样信什么。宗教信仰自由，可以是先信后不信，也可以是先不信而后信。神

第二，把宗教信仰自由和尊重少数民族联系起来。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处理

好宗教问题对民族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毛泽东正是从这个

高度上来把握宗教信仰自由的，把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尊重少数民族有机

地联系起来。西藏的和平解放就是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成功范例。1951年5

月，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和指导下，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

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其中第7条规定：“实行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o‘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页．

o‘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o‘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

o《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o‘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牡，1991年版第391页．
o

I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牡，1999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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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寺庙、

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1952年lO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谈

话时，在谈少数民族的分地问题时，指出；“分地的问题，与宗教问题有所不同。

在汉人区域已经分了土地，这里对宗教仍然是保护的。少数民族地区分不分地，

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1953年，毛泽东在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

时指出：“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发展，主要靠西藏人民自己商量去做，

中央只是帮助”。020世纪50年代，全国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当时号召

“一切合作社都要将养猪一事放在自己的计划内”，“除了合作社公养以外，每个

农家都要劝他们养一口或几口猪”。但是，毛泽东在1955年的《中国农村的社会

主义高潮》按语选中，特别指出。“某些少数民族禁止养猪的和某些个别家庭因

为宗教习惯不愿养猪的，当然不在此内。”。当时的中国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

设的高潮，在全国人民都有些头脑发热的情况下，这～告诫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毛泽东当时对少数民族的宗教问题予以特别重视，并没有搞一刀切，充分体现了

对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尊重。把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真正落实到对

少数民族的尊重当中。

(三)与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调动包括宗教界在内的各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的积极性而努力。1951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讲话中，在

谈到统一战线时指出：“知识分子，工商业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

必须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将他们团结起来，并加以教育。’'01952年8月，在

《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一文中，他指出：“我不信佛教，但也不反对组织

佛教联合会，联合起来划清界限。统一战线是否到了有一天要取消?我是不主张

取消的。对任何人，只要他真正划清敌我界限，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要团结

的。’'面1955年lO月，在《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己的命运》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

“我看统一战线有好处，又反帝又反封建，也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把人家赶

走呢?是人多好些，还是把许多积极因素赶走好些呢?还是把积极因素团结起来

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村的、城市的)、宗教家等等都团结起

来。团结了更多的人，阻碍就少些，事情就容易办得通。’'@1956年，在《要团

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讲话中，他谈到：“无产阶级还要有另外的一种联盟，

这就是同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的宗教人士以及开明地主的联盟。半殖民地国家要

毛泽东文集

毛泽东文集

毛泽东文集

毛泽东文集

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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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获得独立和解放没有这种联盟是不行的。∞1957年3月，他在《中国共产

党宣传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对于什么困难我

们共产党人也是无所畏惧的。但是仅仅依靠我们还不够。我们还需要一批党外的

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

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在这次谈话中他还指出：“一部分唯心主义者，

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

观。宗教界的爱国人士也是这样。他们是有神论者，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不能

强迫这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01957年5月1日，前苏联最高苏维埃

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当看到游行队伍中

有穿着袈裟的和尚时，对毛泽东说：“和尚也来参加国际无产阶级的节日了。”

毛泽东笑着回答“马列主义要同和尚合作。’囝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充分表明了他把

宗教界人士和广大的信教群众看作是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

主义的积极因素和力量，无产阶级应该和他们建立政治上的联盟。这种联盟在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建立在反帝反封建的共同事业之上的，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则是建立在爱国的基础之上的。

不要求宗教徒放弃宗教信仰，只要求他们爱国；而共产党员则不能信仰任何

宗教，他们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者，不同于一般的群众，不得信仰宗教，

不得参加宗教活动。毛泽东一贯主张共产党员必须在思想上同有神论者划清界

限，他多次指出，在全民信教的少数民族当中，共产党员既要在生活上适当尊重

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又要在思想上同宗教信仰划清界限，而这与我国的宗教信

仰自由政策并不矛盾。

把宗教工作上升到统战的高度，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大发

展。发展同宗教界爱国统一战线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所倡导的党同各民族宗教界

的爱国政治联盟是正确的，这为后来确立我们党处理同宗教界的关系的基本原则

—‘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它团结了宗教
界的爱国力量，维护了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有力地打击了敌对宗教势力。

(四)正确区分和处理宗教领域里的两类矛盾

1957年2月，在毛泽东所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中，

他把宗教矛盾区分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凡是利用宗教进行反共反人民的

反革命活动的反动势力，他们同入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属于敌我矛盾，对此，毛泽

东主张必须采取专政的方法予以坚决解决。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团结广大的信

教群众，保证宗教活动的正常进行。毛泽东是提出要正确处理宗教信仰领域里两

o<毛泽东选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2页．

o《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05页．

o‘伏老在天安门城援上》，北京日报，1957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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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第一人。他指出，凡属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是“宗教界的反

动势力⋯⋯是我们的敌人。“他们同人民群众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对于宗教领域

里的敌我矛盾必须采取专政的方法。至于宗教领域中的人民内部矛盾，即宗教界

爱国人士和信教群众由于宗教信仰而引发的同其他劳动群众的矛盾，毛泽东主张

用民主的方法，依照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来处理，以使广大信教群众充分享有信

教自由的权利。

“两类矛盾”划分的学说，是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的延续，用它来分析宗教

的思想对当时的宗教问题处理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但是，1958年以后，毛

泽东的这种“阶级分析”的思维方式也使得他对宗教的认识更紧密的与阶级斗争

联系在了一起，特别是1962年以后，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以阶级

斗争为纲”，使得宗教工作受到了很大打击。

(五)宗教活动需要管理

宗教作为一种信仰，完全是个人的私事，根据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当然不需

要管理，也无法管理。但是宗教不仅是一种个人的思想信仰，它还表现为由宗教

徒组成的群体的社会活动，还是一种社会组织。在我国，宗教与民族还息息相关，

并且还涉及到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问题。因此，宗教的社会活动，必然与社

会的其他方面发生密切联系，也必然要受到社会的制约，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也不是意味着让宗教放任自流。毛泽东也从一些方面阐述了这一思想。

1948年6月，在由毛泽东起草的给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应向中央报告的

事项中，毛泽东把“外交政策、外交事件之处理及外人宗教案件之处理”也列为应

向中央报告事项之一。o这就明确表明毛泽东认为外人宗教问题中央应有管辖权，

中央应对之加以管理。1950年4月，在谈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几个政策问题时，

毛泽东指出：“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

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o 1951年2月，在谈到统一战线工作时，他指出“知

识分子，工商业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必须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

将他们团结起来，并加以教育。棚由于宗教作用的两重性，使得宗教很容易成为

反革命活动的外衣。对于此，毛泽东严正指出要予以镇压，但是，对于在“共产

党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人民解放军系统内，在文化教育界，在工商界，在

宗教界，在各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捕人和判罪应遵照中央

五月八日指示，一律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

报请中央批准，以昭慎重。”回在少数民族地区，宗教是民族问题的一部分，党对

o‘毛泽东选集》第5卷。

o‘毛泽东文集》第5卷，

o‘毛泽东文集》第6卷，

。‘毛泽东文集》第6卷，

o‘毛泽东文集'第6卷，

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页．

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

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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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的管理和领导必然要涉及到对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管理和引导。我们可

从其对西藏重要问题的指示中体会他的这一思想。1952年4月，毛泽东在有关

西藏的重要问题的指示中指出t“中央并决定嗣后关于我方和藏方发生的政治、

军事、外交、贸易、宗教、文化等交涉、商谈和处理事件，均集中由中央解决柚

毛泽东强调这些，都是在强调宗教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要受

到党和政府的管理与引导，不能因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而让宗教放任自流。这就

为后来我们依法管理宗教政策的形成奠定了一个基础。

(六)要对宗教进行科学研究

毛泽东还把宗教作为一种文化来看待。他十分提倡对宗教迸行科学研究。早

在1920年6月7日，毛泽东在给老师黎锦熙写信时表示：“文字学、言语学和佛

学，我都很想研究。”随后投身革命洪流的毛泽东自然没去专门研究宗教，但他

在繁忙的革命生涯中对各种宗教都有所涉猎，尤其是佛教，对他影响较大。他对

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学派经典的《金纲经》、《华严经》、《六祖坛经》等都作过研读。

从这可以看出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他把宗教闯题看作是加强党对宗教工作

领导的一项战略任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人对宗教问题研究

重视不够，宗教知识贫乏。1963年在转发中央外事小组、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研

究外国工作的报告的指示稿上批示道：“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

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

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圆1961年1月23日，毛泽东同十世班禅

谈话时说：“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

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么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

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舒。毛泽东还从宗教和哲学、文学、历史的相

互联系的角度，指出重视宗教问题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作为社会意识诸形式之

一的宗教不仅仅是个人的信仰问题，它在深层次上会影响到人们的整个精神世界，

影响着诸如哲学、历史和文化学等的研究和发展。只有重视宗教研究．才利于哲

学、文学、历史等的研究。

七、慎重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在佛教、道教及伊斯兰教中进行了民主改革，以期废除封建

特权与封建压迫制度。根据汉族与少数民族地区宗教信仰差异较大的实际，以毛

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主张要慎重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这对顺利完成

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o‘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o‘毛泽东文集》笫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页．

o‘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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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团结

少数民族很重要。全国少数民族大约有三千万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

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

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的

改革。”可见，毛泽东非常看重对少数民族进行民主改革的时机，强调要在条件

成熟后稳步推进，不能冒然行事。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毛泽东主张要依靠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来进

行，他说：“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是可以改革的。

但是，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

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我们一定要帮助

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41951年5月26日，

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社论稿《拥护关于和平解放

西藏办法的协议》时加写和改写了几段文字，他说：“因为政治、经济、文化、

宗教等项固有制度的改革以及风俗习惯的改革，如果不是出于各民族人民以及和

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们自觉自愿地去进行，而由中央人民政府下命令强追地去进

行，而由汉族或他族人民中出身的工作人员生硬地强制地去进行，那就只会引起

民族反感，达不到改革的目的。’囝

在改革的过程中，毛泽东强调，要尊重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和广大的人民群

众。比如藏族，要尊重两位藏族人民的领袖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地位和职

权，对寺庙应予保护。毛泽东指出，一切进入西藏地区的部队人员和地方工作人

员必须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须恪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必须严守

纪律。

二、毛泽东宗教观的意义

(一)毛泽东宗教观的产生和发展是马列主义宗教观实现其中国

化的第一阶段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始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

体处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宗教问题的实践，特别是在处理新中国成立初期宗教

问题的实践中，走过了它第一阶段的进程。从对毛泽东宗教观的考察过程中，我

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宗教问题的认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

但是，他并没有仅仅简单重复或单纯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宗教问题的

论断，而是从中国的宗教国情出发，服从服务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局，创造性

。‘西藏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o‘西藏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o‘西藏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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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研究

地运用马列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实现了马列主义宗教理论与中国宗教问题的

正确结合。

(二)毛泽东的宗教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

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宗教是社会主义总问题的一个

组成部分，毛泽东对宗教问题的处理大都体现着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活的灵魂。

他把宗教界纳入统一战线的范畴，把宗教工作上升到统战的高度，是毛泽东统一

战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把社会矛盾分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并

用来看待宗教领域里的矛盾，认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等观

点，都是毛泽东关于宗教问题的正确看法。这些思想像毛泽东思想中的其它组成

部分一样，有力地指导了宗教方面的工作，成为当时认识宗教问题和处理宗教工

作的指导思想。

(三)毛泽东的宗教思想对于我们当今进行宗教研究和开展宗教
工作仍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的宗教观是把马列主义宗教观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典范，

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号召人们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看待和处理

宗教问题。如他主张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商度来把握宗教的本质，按照思想认识

自身的特点来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深刻认识宗教与经济的关系等。他主张加强对

宗教学的研究，正是在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指导和他的亲自关怀下，我国宗教科学

的研究才在建国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为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宗教理论

和宗教政策的研究与实践做出了贡献。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我们国家从60年代

开始相继建立了一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宗教研究机构，宗教学研究作为-f-j

独立的学科已列入了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计划，培养了一批专业研究人员并取得了

丰硕的科研成果。实践证明，在毛泽东的宗教观的指导下，当时的宗教工作取得

了很大的进展。时至今臼，他的宗教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看待宗教问题仍有

着重要意义。当然，毛泽东宗教观也有受“左”倾错误影响的时候，但那些并不是

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在新时期，结合当今的宗教国情对毛泽东的宗

教思想进行继承和发展。

第二节 周恩来的宗教观

毛泽东思想中的宗教观是马列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列

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第一个阶段。它不但是毛泽东个人关于宗教的真知灼见，更

是中共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其中，尤以周恩来，李维汉对毛泽东思想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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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贡献最大。他们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不但成功领导了自己所分管的工作，

还形成了自己对于宗教的看法，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恩来同志在宗教问题上的很多观点与毛泽东是基本一致的，论述特色上也

都显示出很强的政治家的色彩。但落实到对宗教问题的具体论述或表述上，周恩

来同毛泽东又不尽相同。而且周恩来的宗教思想体现出很强的实践性。归纳起来，

周恩来对毛泽东宗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反对帝国主义对我国宗教的控制和干涉，实行“独立自

主、自办教会”的方针

周恩来指出·“近百年来基督教传入中国和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都是同帝

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联系着的。基督教是靠着帝国主义枪炮的威力，强迫中国清

朝政府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获得传教和其他特权的。因此，中国人民对基督教

曾产生一个很坏的印象，把基督教叫做‘洋教’，认为基督教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

的侵略分不开的，因而也就反基督教。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推翻了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我国的统治。也结束了在我国持续百年的半

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反革命坏分子虽然受到了制裁，但这两个宗教与帝国主义仍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帝国主义也不甘心失败，利用这两个宗教千方百计地与新生

的人民政权为敌。这不但使中共认识到要坚决反对和打击这些反革命分子，甚至

一些正直的爱国的宗教界人士也忍无可忍。1950年5月，吴耀宗等基督教爱国

人士会同北京、天津基督教人士拜见周恩来，反映了基督教所面临的问题，周恩

来同他们进行了四次谈话。他指出；“今天宗教界自己发起一个民族自觉运动，

把近百年来同帝国主义的关系清算一下。”。他还说要“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肃

清帝国主义的影响”。针对由吴耀宗等人发起的“三自”爱国主张，周恩来表示热

烈欢迎和坚决支持。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既不需要利用宗教去

干涉别国的内政，也不允许别国利用宗教来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他说，中国宗

教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办。他指出：“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宗教团体割

断同帝国主义的联系是理所当然的事。'痂“要把民族反帝的决心坚持下去，割断

同帝国主义的联系，让宗教还它个宗教的本来面目。，衄他对基督教代表人士指出：

“宗教团体本身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要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这样，

基督教会就变成中国的教会了。。’’@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宗教方针的指引和周恩来

o‘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l，

o‘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

o‘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

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页页页页页∞叭跖甜昭第第第第第版版版版版年年年年年H科牡辨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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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亲自韵关怀下，我国的宗教界，特别是基督教和天主教自1950年起，就掀起

一个反帝爱国运动，切断了与帝国主义的联系，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

路。

=、尊重宗教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宗教
存在的长期性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历史现象，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正如马克

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

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其明白而又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

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人的

产物，处于入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

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

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o因此，它并不因为社会主义制

度的建立就消失了。社会主义社会同样有宗教的存在。但是，当时有些人却认为

社会主义社会是宗教的终结，进而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宗教的存在。针对此，周恩

来指出：“别说分了地的农民，就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也有信教的。”在此基础

上，他更进一步指出：“信仰宗教的人，不仅现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有，就是将

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了?现在还不能说得那么死。"。周恩来

还从宗教的经济基础和宗教的相对独立性去看宗教的长期性。他在帮助消除宗教

界朋友担心经济基础的改革会影响到宗教的存在这一顾虑时说：“宗教界的朋友

不必担心宗教能不能存在。按照唯物论的观点，当社会还没有发展到宗教赖以存

在的条件完全消失的时候，宗教是会存在的。现在担心的不是宗教能不能存在，

而是民族能不能繁荣。’，。‘‘宗教是会长期存在的，至于将来发展如何?要看将来

的情况。但是只要人们还有一些不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就难以避免会

有宗教信仰现象。有的信仰具有宗教形式，有的信仰没有宗教形式。神从中我们

可以看出周恩来对宗教长期存在的具体的、深刻的思想。鉴于此，共产党人必须

用辩证难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宗教问题，要尊重宗教长期存在的客

观规律，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人为地消灭宗教。他说：“谁要企图人为地把宗

教消灭，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不想要的东西就认为它不会存在，那是不符合

实际的。，固

o‘马克思恿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柱，1956年版第96页．

o《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s4年版第383页。

o《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杜，19s4年版第3“页。

o《周思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年版第383页．

o‘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杜，1984年版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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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建立同宗教界的统一战线是
周恩来宗教思想的核心内容

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党从建立都一直坚持的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

原则之一。周恩来对此有很深刻的认识。1956年，在接见国外宗教代表团时，

周恩来指出；“中国的宗教徒比共产党员多⋯⋯中国的宗教徒有几千万，如果加

上在家里信教而不到寺庙里去的就更多，差不多有一亿了。所以怎么能够取消宗

教呢?”这是他从宗教的群众性方面对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所做的阐释。他

还指出；“中国的少数民族大多信仰宗教，并且有不少的少数民族是整个民族信

仰一种宗教的。回族、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等都是整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藏

族全部信仰喇嘛教。我国少数民族中信仰宗教的占很大比例。’蛾·对全民信仰一

个宗教的少数民族来说，宗教对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影响就更大一些。’囝这是从

宗教的民族性方面阐释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实行这条政策，除了基于这

些认识外，周恩来还指出，宗教信仰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信教的和不信教的矛

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涉及政治问题。他说：“宗教思想是唯心主义的。：难

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就是不同，不必隐瞒。’妨但他又明确指出：“现在我们只把宗

教信仰问题肯定为人民的思想信仰问题，而不涉及政治问题。不管是无神者，还

是有神论者，不管是唯心论者，还是唯物论者，大家一样地能够拥护社会主义制

度。’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目的就是把广大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团结起来，求

同存异，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目标上来。

要使宗教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力量，不但要团结广大的信教群

众，更要与宗教界的上层人士建立统一战线，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他认为，信教

的不信教的群众要互相尊重，彼此团结。他说：“我们要造成这样一种习惯，不

信教的要尊重信教的，信教的尊重不信教的，和睦相处，团结一致。’’@他指出：

“我们不能拿马列主义的认识来要求所有的人，要求所有人的人生观、世界观都

一样。’’@虽然共产党人和宗教信仰者之间有“信仰之异”，但他们之间同样有“合

作之道”。合作的基础就是宗教人士或宗教团体在政治上拥护《共同纲领》，愿为

社会主义服务。他说：“思想认识问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就宗教信仰来说，更

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我们只是希望，爱国的宗教界人士，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

主义服务，也愿意努力学习，这样，他们思想上还有宗教信仰，这并不妨碍我们

整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团结，并不妨碍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合

o‘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9页．

o‘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8页．

母‘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页．

o‘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3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杜，1984年版第309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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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目的是“团结和照顾到各种社会力量，使大家各得其所，同心协力，建设新

中国。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安定，稳步前进。m建国初期，由于受“左”倾思潮

的影响，导致宗教工作中经常出现急躁冒进的现象。为此，周恩来特别强调要将

宗教界内部少数反动分子和广大爱国教徒相区别：要团结多数，争取中间分子，

打击极少数的反动分子，但不能操之过急。要开展宗教界的对外友好往来等。这

些都是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三节 李维汉对毛泽东宗教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李维汉的宗教观是他参加革命以后，立足并服务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局，

特别是在领导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李维汉宗教观的特色首先表现在始终从中国的宗教国情出发，服从服务手中国革

命和建设的大局，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实现了马列主义宗

教理论与中国宗教问题的正确结合。在他的大量的关于宗教和宗教问题的论述

中，没有简单重复或单纯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宗教问题的论断，但是

却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宗教观的基本精神。其次，李维汉的宗教

观紧紧服从全党全国工作的总任务，着眼于社会政治的视角，密切结合他领导的

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比较系统完整的正确处理新中国

宗教问题的思想。第三，关于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思想是他

的宗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李维汉对毛泽东思想宗教观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点：

一、提出并阐述了宗教的“五性”说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面临着处理宗教问题的新的社会条件。如何准确把

握中国的宗教国情，是解决好宗教问题的前提。对此，李维汉通过自己的研究，

对中国宗教国情的特点进行了理论概括，即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

复杂性。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为了总结党的少数民族工作。在李维汉主持下，中央统

战部为党中央起草了题为《关于过去几年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

结》的报告，这个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得到毛主席高度评价，转发全党，报

告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若干地方的若干同志，就是因为不了解上述的少数民

族宗教的长期性、民族性、国际性，因而发生了急躁冒进的错误。这样做，不仅

没有消灭或削弱宗教，反而使当地少数民族感觉到宗教情感受到压抑，因而更加

o‘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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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了宗教信仰。“这段话实际是“宗教五性说”的雏形。

后来，李维汉在他的著述中对“宗教五性论”又多次作了论述。1957年，在第

七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他发言指出：“人们对自然和社会必然性的认识和能力

随着人类实践历史的发展而逐渐增加。社会剥削的消灭，生产力的彻底解放和高

度发展，科学和文化的高度发展和广泛普及，最后要导致广大人民解除有神论和

宗教信仰的束缚。但是，这要经过一个很长时期才能逐步解决问题。这样，宗教

就有了它的群众性和长期性。在我国，一部分宗教又带有民族性和国际性。宗教

的影响在一定范围内，即广且深，它影响到民族关系，有的还影响到国际关系，

所以我们要做宗教界的统战工作。有些人不懂这一点。他们看不见宗教的群众性、

民族性、国际性和它的长期性，他们只看见宗教是迷信，是鸦片烟。因此，他们

不允许人们自由信仰，用行政手段禁止这种精神鸦片，甚至采取粗暴的手段。他

们不懂得：允许自由信仰，正是为了在政治上团结宗教徒，争取宗教影响下的群

众和广大人民一道，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了在长期内逐渐地消灭宗教的根

源。允许这个消极方面的自由，是为了达至0积极的目的。这些问题，要在道理上

讲透，在政策上作妥当处理。’曲

1961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干部会议上他又指出：“在我国，宗教迷信曾

经是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问题，不少的少数民族还存着绝大多数人信仰某一种

宗教的现象。这又使宗教问题具有民族性，成为国内民族关系问题的一部分。佛

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又是世界性宗教，在国际范围内有广大的信徒，这又使宗

教问题具有国际性。一

对于宗教“五性”，李维汉特别注意宗教的民族性。他说：“少数民族大都有

很深的宗教信仰，不少民族还保持全民信仰某一种宗教的现象，如藏族、蒙古族

之信仰喇嘛教，傣族之信仰小乘佛教，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撒

拉族之信仰伊斯兰教。这就使宗教具有民族性。他接着指出，宗教的民族性又产

生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宗教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另一方面，宗教与民

族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宗教问题具有特殊的复杂性。

正是在他的这些论述的基础上，1958年，在第五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正

式把“宗教的五性”提了出来。1996年，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王兆国同志在纪

念李维汉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在宗教问题上，李维汉同志

指出，我国的宗教具有五个特性，即群众性、长期性、国际性、复杂性，在一部

分少数民族中还有民族性。"。对李维汉同志提出的宗教“五性说”给予了充分的肯

o‘历次全厢统战工作会议概括和文献》，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86页．

。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人民出版杜，1981年版第183页．

o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1页．

o‘中田统一战线)，199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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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把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应用到宗教领域，并进行系
统阐发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讲话提出在生产资料的社会

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情况下，虽然还存在着敌我矛盾，但是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

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国家政治生

活的主题。为贯彻这一讲话精神，3月21日—4月4日，第八次全国统战工作会

议在北京召开，集中研究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矛盾问题。李维汉在他的长篇发言

中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分析了宗教矛盾，指出：“现在由于民主革命的胜利和

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除个别民族地区外，宗教矛盾的背景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

化。宗教已经基本上摆脱了剥削阶级和中外反动派的控制。也就是说，除个别地

区外，宗教矛盾已经从既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又是敌对阶级的矛盾，转化为基本上

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基本上不是敌对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成为人民内部信仰

或者不信仰宗教的矛盾，信仰这种宗教或者信仰那种宗教的矛盾，信仰这个教派

或那个教派的矛盾。虽然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阶级矛盾，

宗教上面的阶级烙印，现在并未消灭；国内外敌人还会利用宗教进行破坏活动，

对此不能丧失警惕；但是，主要的已经是有神论和无神论、宗教徒和非宗教徒间

的矛盾。非宗教徒在我们国家内，占人口的大多数(普通的迷信者，不算宗教徒)，

在宗教矛盾上处于主导地位，就是说，在处理宗教矛盾上，非宗教徒应当主动。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栅

1962年，他在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再次强调：“解放十二年来，经过爱国

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经过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平定叛乱，经过社会制度的民主改

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又经过宗教制度方面的民主改革，即废除宗教中的压迫剥削

制度，宗教界的情况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反革命分子已经基本肃清或者大部分肃

清，封建剥削和封建特权已经消灭或大部分消灭，人们基本上不再受封建势力或

其他反动势力的束缚，获得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条件。中上层爱国人士获得适当的

安排和待遇，可以为祖国和人民效力。下层有劳动能力的，已经普遍参加劳动，

一部分人还做到了自食其力。这是宗教界的根本解放。现在，可以肯定，宗教界

的大多数是爱国的，并且在政治上大有进步。宗教界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除了反

革命分子以外，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性质的矛盾。对宗教界应当按

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来处理同他们的关系。确实属于敌我性质的，才按照

。李维汉I‘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81年敝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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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我矛盾处理"。

三、探索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处理

李维汉对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探索最早可追溯到长征时期。中国工农红军长

征北上抗日到达陕北以后，面临着少数民族特别是回族、蒙古族人口比较集中，

民族宗教矛盾比较复杂的新情况。当时，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压迫政策使少数民族

对汉族存在不信任甚至仇视心理。日本侵略军入侵西北采用军事占领和制造民族

分裂两手政策，使内外民族矛盾交错。在这种情况下．加强民族团结，争取西北

各少数民族参加抗El战争，就成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内容。1939

年初，中共中央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主持陕、甘、宁、新、蒙各省少数民族和

地下党工作，张闻天任书记，李维汉任秘书长并主持日常工作。1940年4月，

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李维汉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起草了《关

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作为向党中央的提议。后经中央书记处原则上批准，

作为对回族问题的指示。在此基础上他又撰写了《长期被压迫与长期奋斗的回回

民族》和《回回问题研究》两篇长文，对回族民族问题进行了系统详尽的阐述。

其中也包含了对伊斯兰教以及伊斯兰教同回族关系的阐述，这集中反映出他在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宗教观。《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指出：“伊斯兰教对回

回民族，不只是简单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原兴起于反对异族侵略与内部压迫的

环境中，他富有反抗的精神，教义中还包含着社会的文化教育的以至政治的制度

之规约。回回民族由于自己的历史环境至今牢固地保持着伊斯兰教的传统。伊斯

兰教成了回回民族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与团结奋斗的神圣旗帜；但另一方面，

它又成了回族文化发展与民族觉醒、阶级觉醒的障碍，回族内部与外部的黑暗势

力就利用它来作巩固自己地位的工具。’哆茧涉及到对回族的宗教政策时，他强调：

要“尊重回族人民信奉宗教的自由，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发扬回教的美德，提

倡抗日回教保护清真寺，反对和禁止任何侮辱与轻视回教的言论和行动”。o同时

“使‘天课’实惠贫民”，“设立阿訇训练班，提高阿訇的文化政治水平，使为抗战的

文化教育服务。’囝在这里，李维汉虽然以伊斯兰教为例，却涉及到了宗教的一些

基本理论、基本政策问题。如宗教并不仅仅是一种信仰，还是一种社会现象，甚

至是一种制度；宗教是每个民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的社会作用具有积极

和消极的二重性；必须尊重和保障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要开展对宗教人士的统

战工作等。上述观点在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得到充实和发展。

。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6页．

o‘李维汉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123页．

。‘李维汉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页．

。‘李维汉选集)，人民出版杜，1987年版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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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1962年，他一直主持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工作。在领

导党的统战、民族和宗教工作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关于处理少数民

族宗教和宗教问题的思想。

1951年1月25日，在第=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李维汉作了《关子目前

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其中批评了统一战线的关门主义问题。他

说：目前统一战线中有关门主义，其中也表现在对少数民族以及宗教的态度上，

需要加以纠正。他说：“中国有几个大教：伊斯兰教与民族结合在一起的，亚洲

的其他许多民族也都信奉此教。佛教在汉族中也有很多人信仰，喇嘛教在中国蒙、

藏、土及其他小民族，东方其他一些国家的许多人民都信仰它。基督教、天主教，

则是世界范围的问题，好多国家的人信仰它。我们的同志对这些问题，看不见全

局，只看见几个和尚尼姑，认为他们是少数，中上层人士、少数民族、落后群众

在全国加起来只有几千万人，因此瞧不起他们。对他们实行关门．我们必须认清

统一战线是全体人民的，必须包括他们在内”。o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

协议在北京签字。在签字仪式上，李维汉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谈判代表发表了讲

话，在对协议进行评价的时候，他特别谈到了协议中有关西藏宗教方面的内容是

既充分照顾了西藏人民的实际需要，也照顾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实际需要。他说：

“举一个重要例子来说，关于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之间的和解办法，在整个

协议中占去了三条，因为这是西藏僧、俗人民所共同关心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

经过反复商谈所取得的协议，从历史上和政治上说是公平的合理的，从宗教关系

上说，也是史无前例的，因此是符合西藏内部团结的需要的。∞

1956年7月22日，李维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汇报有关少数民族地区

和平改革的看法时，特别强调了“民族宗教上层同群众有一定联系，成为公众领

袖，对他们就不能作简单处理”，还指出，要尽可能进行和平改革。因为这能“避

免增加民族隔阂和宗教纠纷”。o

1958年前后，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制度民主改革任务的逐步完成，一些民

族特别是回族信仰的伊斯兰教由于还残存着封建特权和剥削制度，自然也面临着

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问题。伊斯兰教制度为什么要改革?如何改革?为了进一步

研究这个问题，李维汉等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

二次会议上，时任国家民委副主任的杨静仁作了关于回族宗教问题的发言，提出

了伊斯兰教宗教制度改革问题。中共中央统战部于同年5月27日—6月7日在

青岛召开了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李维汉在座谈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重

。‘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括和文献》，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65-66页．

o李维汉：《统一战线与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07页。

o<李维汉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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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谈到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伊斯兰教的制度同回族发展的矛盾；如何对

待宗教信仰问题；关于宗教的规章制度问题；以及如何进行伊斯兰教制度民主改

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问题。这个讲话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李维汉比较全面表述

自己宗教观的重要文献。

1961年9月，李维汉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民族工作中

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在讲话的第九部分，他以必须坚持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

题，进一步论述了宗教的“五性”，强调对宗教问题必须采取十分严肃和谨慎的态

度；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全面阐释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1962年，他在论述中国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关系时，又专门论述了伊斯兰教、

喇嘛教、小乘佛教的民族性，以及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关系．

四、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李维汉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思想，归纳起来说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如

何处理好社会主义社会与宗教的关系这样一个根本问题。1982年中共中央在起

草党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文件过程中，李维汉同

志曾写了书面建议，提出“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相适应”。o当时这句话虽然没有能

够写进文件，但是却为后来“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正式提出打

下了基础。

李维汉的宗教观，基本涵盖了涉及宗教和宗教问题的各个方面，构成了一个

具有内在联系的体系，本文只择其重要几点论述。由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

经历过曲折，李维汉的宗教观在政治上“左”的年代也曾蒙受过不公正的待遇。改

革开放以后，他的宗教观重新被给予高度评价，许多观点被吸收进党的文件甚至

成为文件的语言，直接指导了党和国家的宗教工作。当然，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

局限，李维汉的一些关于宗教的具体语言表述在今天看来还有不够严谨的地方，

但丝毫不影响他的宗教观整体上的科学性以及对今天中国民族宗教工作的指导

作用。

新中国建立初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宗教问题的

处理进行了系统探索，中国共产党尊重宗教产生、发展与消亡的规律，把宗教信

仰自由政策作为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核心，积极推动与宗教界的统一战线建设，

探索了少数民族地区宗教问题的处理。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宗教界人士领导

了宗教制度的改革，迈出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第一步。宗教领域里的

矛盾大都被看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团结了宗教界人士与广大

信教群众，使他们逐渐转化为新中国建设的积极力量。中国的宗教事业在中国共

产党正确的宗教观的指导下健康发展。

o参见黄铸在2002年3月29日发表在‘中固民族报'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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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国共产党宗教观发展的曲折

第一节 1957年至1966年

1957年到1966年的十年是新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在这十年

中，全国人民热情高涨，干劲十足，即使在经济困难时期，全国人民也和衷共济，

共渡难关，使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这一时期党的指导思想出现

了偏差。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左”倾错误使得中共在处理宗教问题时也受到

了很大影响。与此同时，中共又像纠正其它领域里的错误一样，也试图纠正过这

些错误。总的来说，这是中共宗教观曲折发展的十年。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了宗教领域也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报

告对中国宗教状况做了积极肯定的判断。把宗教问题定性为“思想问题”，提供了

解决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方式方法。指出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明确

了处理宗教问题的落脚点是为了团结更多的教徒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些

思想的指导下，中共开始对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的宗教制度进民主改革。由于这

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中共在建国伊始并没有对之进行改革。直到1956

年底，改革才提上议事日程。这一年，中共开始在一些重要文献中强调改革的必

要性，强调改革的核心是宗教形式下的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1958年底开

始对回族伊斯兰教进行改革，1959年对喇嘛教进行改革。到1960年底两教改革

基本完成。但是，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过激做法，在对伊斯兰教进行改革时，

甚至有的提出了“消灭有神论，消灭唯心主义，取消信主、认生、拜主”，在对藏

传佛教进行改革时，有的提出“打击封建把头”、“割封建尾巴”等错误口号，对宗

教上层人物进行了重点打击。1961年，针对暴露出来的问题，中共首先从理论

上进行了纠正。如1961年发布的《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1962年，中共

对各项政策进行全面的大调整，宗教也在此之列。1962年5月，乌兰夫、汪锋

在《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重要问题和我们的处理意见》中，提出了十一个方面的

纠“左”政策。但是，1962年以后，中共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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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问题又被与阶级斗争联系了起来，宗教问题被说成是阶级问题，宗教信仰与

政治立场混为一谈。于是，宗教再度被当成反动的意识形态而遭到批判，信教群

众当然也就成了落后群众。“三个主义教育”(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

阶级教育)运动也在此年展开，并且成为宗教界开展宗教工作的主要任务。把“在

宗教界开展以反帝、爱国、守法的教育，正确处理当前宗教方面的阶级关系，团

结教育改造宗教界人士中的多数人，以孤立、分化、打击少数披着宗教外衣的反

坏分子。”当作一项基本措施。1963年8月，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召集全国性宗教

团体和北京市宗教界人士做了动员报告，提出要以阶级斗争观点认识问题。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与“三个主义教育”在全国展开。“揭开宗教掩盖

下的阶级斗争盖子”成了宗教工作的指导方针。1964年，统战部被戴上执行“投

降主义路线”、‘‘修正主义路线”的帽子，当时的统战部长李维汉被加以“维护宗教

势力，攻击党对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等罪名遭到批判。此后的几个月，党的宗

教观发展到了更加错误的地步：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这种反动本质永远不会

改变。宗教方面的阶级斗争异常严重，有党无教，有教无党。宗教是压在信教群

众头上的一座大山，是生产斗争的严重障碍。对宗教任何时候都必须削弱它，必

须限制它。有计划的消灭宗教，促使宗教的最终消亡是我们整个过渡时期宗教方

面的根本任务。在这样的宗教观指导下的宗教政策当然无正确性可言。中共的宗

教观又进入了一个曲折发展的时期。这些正是“文革”猛烈冲击宗教的理论依据与

前奏。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期间

1966年到1976年，新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首先爆发

于意识形态领域。“文革”前，“左”倾错误在宗教领域就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

步。宗教被当作反动势力利用来对抗社会主义的旧的意识形态，很多尖锐的阶级

斗争都是在宗教的掩盖下进行的。“文革”期间，这些思潮更是泛滥，以致达到了

极“左”的地步，宗教领域成了“文革”的重灾区。这十年，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

被简化为一句话，即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工作就是消灭宗教，而贯彻宗教政

策则被指责为利用宗教维护反动的剥削统治。苏联关于宗教问题的正确思想和政

策在这一时期被大加批判，而阿尔巴尼用行政命令来消灭宗教的做法却受到了极

8l



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研究

大推崇。宗教界人士被列入了走资派的社会基础“牛鬼蛇神”的行列。宗教工作干

部被诬蔑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

子”。宗教工作十年瘫痪。

“文革”中，对于宗教政策、宗教工作、宗教活动及群众的宗教信仰的摧残，

完全违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宗教问题的科学论断，也违背了中共建党以

来一贯坚持的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

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指出：“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

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别有用心地利用这种‘左’的错误，肆意践踏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宗教问题的科学理论，全盘否定建国以来党对宗教问题

的正确方针，根本取消了党对宗教的工作．他们强行禁止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

活，把宗教界爱国人士以至一般信教群众当作‘专政对象’，在宗教界制造了大量

冤假错寨。他们还把某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也视为宗教迷信，强行禁止，个别

地方甚至镇压信教群众，破坏民族团结。栅

o‘薪时期宗教工作文献汇编'，宗教文化社1995年8月舨。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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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了对包括宗教工作在内

的各项领域的拨乱反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逐步展开。以邓小平为

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恢复了中国共产党正确宗教观的指导地位，并且结合新的

实际进行拓展，使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逐步走向成熟。

第一节 邓小平的宗教观

一、邓小平的宗教观形成的历史背景

邓小平理论的宗教观有其产生的特殊的时代背景，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

点：

1．“左，，倾错误和十年“文革”给中国宗教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左’’倾错

误和“文革”给宗教工作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在这期间，宗教被看作是落后的意

识形态，是资产阶级用来对抗新生的人民政权的武器，宗教问题是阶级问题。党

在这一时期的宗教工作就是有意识的促退人们的宗教信仰。宗教界人士，信教群

众，甚至宗教工作者都受到了极为不公正的待遇。宗教场所被严重破坏或挪作它

用，信教群众被看作是愚昧落后的代表，宗教界人士成被打成了“牛鬼蛇神”，甚

至连中共的统战部都被扣上了“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帽子，被污蔑为“资产阶级

的代理人”等。这些都严重伤害了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引起他们对中国共产党

宗教政策的极大怀疑，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在广大信教群众心中的威望。中国共产

党在长期的革命中和宗教界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也几乎被破坏殆尽。民族之间的

关系也因宗教问题造成了很大的紧张。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被人为的对立起

来。迫于现实的压力，很多原来公开、固定和和集中的宗教活动转入了秘密、分

散和流动的状态，一些迷信活动和非法的宗教开始活跃起来，宗教中已经被革除

的一些封建特权和剥削压迫制度又死灰复燃。少数反革命分子、各种犯罪分子乘

机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与此相对应，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对宗教问题不敢

问，不敢管，让其放任自流。这些都要求宗教工作同样要进行拨乱反正，同样耍

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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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为党迸一步探索宗教问题提供了

一个契机。在这条思想路线的指引下，邓小平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以实事

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正确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科学评价了毛泽东

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对社会主义本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等理论进行了阐发。在各个方面发展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经济建设是中心，各项工作要服从并服务于这一中心。党和国家要调动一切

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当然，宗教界和它所联系的亿万群众也应该成为社会

主义建设的积极力量。落实宗教政策，改变“文革’’时期错误的宗教观，并结合新

的形势进行发展，就成了开展宗教工作的前提。

邓小平宗教观的基本内容

邓小平的宗教观，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思

想在宗教领域里的具体化和展开。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概念主要包括三个组成部

分：一是邓小平本人关于宗教问题的论述与看法：二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和邓

小平本人的领导下，党和国家的有关部门所阐述的在社会主义时期对待宗教、宗

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三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以及一些学者，

专家对宗教和宗教问题的基本看法、态度等。邓小平理论中的宗教观是对毛泽东

思想中的宗教观的继承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第二个阶段。

(一)邓小平本人关于宗教问题的认识与态度

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邓小平对宗教问题的论述并不是很多，且大都集中

在1979--1980年间，当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的拨乱反正时期。对

当时的宗教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很重要的指导作用。邓小平本人关于宗教的论述不

同子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他多是从宗教工作的实际出发，着眼于实际工作中宗教

问题的解决。具体说来，他的宗教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1．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处理好宗教与民族的关系问题

我国的一大部分少数民族基本上是全民族信教，宗教在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中

起到很强的凝聚与号召作用，其影响几乎渗透到这些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邓小平一直都很重视处理与少数民族有关的宗教问题。建国初期，邓小平主政西

南局，西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之一。民族众多，民族关系复杂，

尤其是广大边疆地带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问题占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在工作期间他就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力倡要尊重和保护少数民

族的宗教信仰，处理好宗教与民族的关系问题。1950年7月21日，他在欢迎赴

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西南的国境线从西藏到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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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有几千公里，在这么长的边境上，居住的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

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在谈到为什么中国人民解放军能

得到少数民族尤其是藏族同胞的欢迎和信任的时候，他指出：“我们进去以后，

首先宣布了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同时我们军队的优良作风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

体现出来，例如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住

喇嘛寺等，这样就赢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他们说，我们的军队太好了。’’。1950

年，根据中央提出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并委托西南局起草一个可以作为

谈判基础的若干条件。邓小平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西藏的具体情况，亲自起草了

和平解放西藏的十条政策。他指出：“这个政策的影响很大，其力量不可低估，

因为这个政策符合他们的要求，符合民族团结的要求．’囝正是依靠正确的政策其

中包括宗教政策和执行宗教政策的模范行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进藏过程中，不

仅得到了藏族人民的信任，也得到了一部分爱国的宗教人士的信任和支持。

2．主张重新认识宗教和宗教界人士

宗教作为一种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观毕竟是不相容

的。也正是这种不相容，导致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冲突。苏联和我国的一些

领导人始终坚持认为宗教是一种落后的意识形态，是要“促退”或者“消灭”的东

西。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就发生了建国初期和“文革”期间对宗教的左倾错误。当

然，我国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曾经也进行过有益的探索，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

部长的李维汉提出．‘‘解放12年来，宗教界的情况起了根本变化。”获得了周恩来的

认同，但却没有得到全党的首肯而形成共识，随着极“左”思潮的泛滥，这些可贵的

思想反而成为李维汉被打倒的依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

对包括宗教在内的各项领域进行了拨乱反正，充分肯定我国宗教界已经发生的变

化，对宗教界爱国人士的政治思想状况作了实事求是的积极评价。在1979年6

月15日的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的开幕词中他明确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

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

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各民族的不同宗教的爱国人士有了很大的进步。“这

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对我国宗教界基本面貌的第一次正式表

态，这个评价也代表党和国家明确否定了“文革”期间对宗教界人士的不公正待

遇，直接促成了党对宗教工作的拨乱反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3．在新时期，全党都要高度重视对宗教界人士的统战工作

在对宗教界做出积极的实事求是的评价的基础上，邓小平指出，全党都要高

o‘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1页．

o‘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2页。

o‘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2页。

o‘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l拍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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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重视对宗教界人士的统战工作，要重视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中的政策问题。众

所周知，十年“文革”，宗教是重灾区。宗教与社会主义的矛盾被人为地激化与加

剧，人们对宗教、宗教问题有很多误解，破坏了党在宗教工作上的一些传统政策。

因此，全党要从统战工作需要出发，关心和重视宗教问题。1979年9月1日，

邓小平在听取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情况会报时指出：“加强统战工作是

必要的。现在你们提出的更多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民族、宗教问题还没有

议，这些方面有很多问题。宗教工作还有很多政策问题。这次都来不及议了，以

后还会接触这些问题。棚

4．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对待宗教。但宗教也不能搞狂热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二十年中，中共对待宗教和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偏离了

正确的轨道，动用强大的政治机器去“促退”宗教，甚至用效仿阿尔巴尼亚，用行

政命令去消灭宗教。这些都给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以极大的打击与刨伤，也使

得党的正确的宗教观遭遇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开始对包括宗教

在内的各个领域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一些宗教界人士所受的不公正待遇逐步得

以纠正，各地都相继开放了被封闭的寺观教堂，各种宗教活动又重新兴盛起来。

在这样的情势下，各地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主要是宗教势力的影响

扩大，一些地区其中包括西藏的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宗教狂热，影响了正常的生

产活动和社会秩序，这些同样是党和国家所不愿看到的。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

提出了中共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则。1980年8月26日，

邓小平约见重新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班禅额尔

德尼·确吉坚赞。他肯定班禅大师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在与班禅谈论

宗教和西藏发展的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对于宗教，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

但宗教方面也不能搞狂热，否则同社会主义、同人民的利益相违背。’’。邓小平的

这段话说明，对待宗教，我们要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既不能犯用行政命令

来消灭宗教的“左”的错误，也不能放任自流，不加管理。

5．正确评价宗教界人士在对外友好往来和文化交往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宗教的中外交流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我国历史上，

除外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倚仗武力对我国进行强制性的传教外，中外宗教的相

互交流，增进了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为繁荣我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做

出了很大贡献。对此，邓小平给予了很高评价。1980年4月，江苏省暨扬州市

举行了欢迎唐代高僧鉴真大师像由臼本回国巡展的活动。4月19日。邓小平在《人

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盛事》的文章，他指出“在中日人民

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鉴真是一位做出了重大贡献、值得永远纪念

。‘邓小平论统一战线》第1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61页．

o‘邓小平思想年谱，(1957--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t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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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物”。邓小平同志在文章中，还回忆了他1978年访问日本时在奈良唐招提寺

见到了鉴真塑像时的情景，说：“诚如历代诗人学者所赞叹的，它具有非常高的艺

术性，表现出鉴真的坚强意志和安详风度。一千二百余年来，日本人民把他作为

国宝，精心保护和供奉到今天，值得我们敬佩和感谢。现在．在日本政府的支持

下，日本文化界和佛教界人士，把国宝鉴真像郑重地送来中国供故乡人民瞻仰。

这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盛事。它必将鼓舞人们发扬鉴真及其日本弟子荣睿、普

照的献身精神，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事业作不懈努力。"。邓小平同志通过对

鉴真大师的评价，使我们对予历史上宗教在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有了正确的认

识，促使宗教工作部门重视并引导宗教界开展国际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

第二节 1982年中共中央19号文件

1982年3月，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关予我国社会主义时

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通知》(又称19号文件)。这是邓小平理

论体系中涉及宗教方面的思想结晶，也可以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处理社

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方面的理论和政策已经成熟。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这

份文件所阐发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是科学的，正确的，具有十分旺盛的生命力。

一、19号文件的形成

(一)19号文件形成的历史背景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认真总结了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改

造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济

建设成为各项工作的中心，“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被抛弃，党和国家在邓小

平的领导下，开始着手对“文革”期间所造成的破坏进行整顿，包括宗教在内的各

个领域开始得到拨乱反正，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建国以来的宗教工作进行了系统全

面的总结，对宗教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认真的探索，19号文件就是这种探索的

伟大成果。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中共中央于1982

年下发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党对各项工作在指导

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这个文件对宗教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宗教问题作了一些规

定，文件指出：“要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

要求宗教信徒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只要求他们不得进行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

东思想的宣传，要求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和教育。’饱是，正如中央在发文时所指

o‘人民日报》，1980年4月19日版。

o‘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s2年版第8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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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那样：“就我们党在各个战线的工作来说，就各地区各都门的工作来说，总

结经验的工作还做得不够。因此，中央希望各级党委，主要是省、市、自治区和

中央、国家机关部委一些党委党组，在集中主要力量做好当前工作的前提下用二

三年的时阅，对自己主管的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系统地总结

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形成符合本地区、本部门情况的，理论与实际密切结

合的一套观点和方法。’犍对所有领域的工作完成总的指导思想的前提下，中央
又率先就某一个领域系统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形成了系统的观点与办法，是中共

建党以来关于宗教问题最系统最完整的一个文件。这无疑能给各领域对“主管的

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系统地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

形成符合本地区、本部门情况的，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一套观点和方法⋯⋯．
以更具体的指导具体领域的工作"。，做出模范与表率，从而更好的促进各项工作

的开展与进行。

由于长期的“左”的思想影响，加之宗教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宗教领域的工作

异常艰巨。中共把对平反宗教领域里的冤假错案、落实宗教政策作为当时宗教工

作的重要任务去抓。为此，中央统战部于1979年2月3日向中共中央发出了《中

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建议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路

线”帽子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实践证明，全国解放以来，中央和各级统战、

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是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是党在实现总任务的伟大

事业中一个方面的有力助手，成绩是很大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居于统治地

位。全国统战系统的工作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因此，给统一战线

工作和民族、宗教工作扣上‘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是完全没有

根据的。”回但是，在清除以往的错误和流毒方面，许多干部都心有余悸，没有从

强加的“投降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精神枷锁中彻底解放出来。一些开展拨乱反正

工作的同志在“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下，对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能理解。正

如1980年，中共中央在《全国统战部长座谈会纪要》上批示的那样：目前，宗

教政策的贯彻落实，进展极为缓慢。当前宗教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很严重，虽然有

一些实际困难，但主要是“左”倾路线的流毒没有肃清，相当一部分干部对落实宗

教政策存在许多错误认识。宗教政策落实的过程中，遇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重重

阻力，此事引起中共高层领导的关注。除此之外，还存在有另一种极端现象，那

就是一些宗教工作者由极“左’’又走向了极“右”，在党落实宗教政策的过程中，对

宗教问题放任自流、不敢管，给宗教造成了一种极其“宽松”的发展环境。一些别

有用心的人和宗教势力就利用这种“宽松”，乘机发展宗教力量，扩大宗教影响，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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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教人数增长很快，利用宗教的违法、破坏活动有所增加，国外敌对势力利用宗

教对中国的政治渗透大为加强，西藏一些地方甚至又掀起了新的宗教狂热。宗教

领域里的这两种现象都要求中央对宗教问题有一个系统的、全面的指导思想，扭

转宗教工作领域里的种种不力现象，从而能进一步推动宗教工作指导思想的拨乱

反正，开创宗教工作的新局面。

(二)19号文件的形成

鉴于宗教领域里的种种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出台一个关于宗教工作的具体文

件，以更加直接的指导宗教工作。中共对这个文件是十分重视的。起草前做了精

心的准备，由中央统战部会同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等单位对中国宗教当时的状况、

宗教工作领域里存在的问题等都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

料，而且，他们还为文件的起草提供了相关的宗教政策、宗教理论等方面的材料。

该工作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直接主持，中央书记处直接组织力量进

行。最后，文件经过了邓小平等全体中央政治局常委审定通过。中共中央对这个

文件的贯彻执行是寄予了厚望的。在为这个文件下达的发文通知中，中央希望

19号文件能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不但指导宗教领域开创新局面，而且希望

各部门都能“由这次宗教问题的总结可以得到启发，我们党在其他各方面的工作，

各地区各部门的工作，也都需要进一步系统地总结自己的经验⋯⋯用二三年时

间，对自己主管的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系统地总结正反两个

方面的历史经验，形成符合本地区、本部门情况的，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一套

观点和办法。中央相信，只要切实地抓住这个环节，花力气，下苦功，必能做出

新的成果，必将大有利于提高全党同志的思想理论水平，采取正确而有效的工作

方法，为我们国家在本世纪末最后二十年中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打开崭新的

局面。，囝

二、19号文件的基本内容

(一)文件全面系统地提出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

题的基本观点

文件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

面：

1．关于宗教的界定

文件在一开始就提出：“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有它发

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以及同这种信仰和感情相适应的

m‘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缎l，宗教文化出敝社，1995年敝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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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都是社会的历史的产物。砷这是中共对‘·什么是宗教”所作

的界定。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和毛泽东，都没有对宗教是什么做出

过确切的说明，恩格斯曾经用“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

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

形式。"。这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关于宗教本质的最深刻、最权威，也是影响最

大的论述。但是，这个论述侧重于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说明宗教问题，不能全面

反映宗教的内涵。中共中央在19号文件中，吸取了马列主义宗教观和中国理论

界关于宗教是什么的论述，对这一概念作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精辟概括。我们

党首次以权威文件表明，宗教是由宗教组织．宗教感情，宗教仪式等要素组成。

这种说法改变了长期以来把宗教简单地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注意到了宗

教这个概念所包括的丰富内涵，也使人们对宗教的存在的长期性有了一个新的认

识，这就为人们提供了正确认识宗教问题的基础。

2．关于宗教存在的根源

文件对宗教存在的根源进行了理论分析，文件特别阐明了社会主义时期宗教

还将长期存在的根源。指出：“宗教观念的最初产生，反映了在生产力水平极低

的情况下，原始人对自然现象的神秘感。进到阶级社会以后，宗教得以存在和发

展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就在于人们受这种社会的盲目的异己力量的支配而无法

摆脱，在于劳动者对于剥削制度所造成的巨大苦难的恐惧和绝望，在于剥削阶级

需要利用宗教作为麻醉和控制群众的重要精神手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随着剥

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灭，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已基本消失。但是，由于人们意

识的发展总落后于社会存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不可能在短期内

彻底消除；由予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高度的社会主义

民主的建立，以及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还需要长久的奋斗过程：

由于某些严重的天灾人祸所带来的种种困苦，还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摆脱：由于

还存在着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和复杂的国际环境，因而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一都

分人中的影响，也就不可避免地长期存在。”o这就从自然根源、社会根源、心

理根源的角度论述了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当年都没有进行过明确具体的阐述，但这个问题对社会主义国家看待和处理宗教

问题却是至关重要的。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无论是苏联还是我国，都没有意识到

宗教存在根源的多样性和长期性，妄想依靠无神论宣传，甚至是行政命令的手段

来消除宗教残余，这对我国宗教的打击与影响是非常大的，宗教工作一度陷入瘫

痪状态，也因而影响到广大信教群众与宗教界人士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正是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牡，1995年版第54页．

o‘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4页。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杜，1995年版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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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文件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宗教终究是要消亡的，但是只有经过社会

主义、共产主义的长期发展，在一切客观条件具备的时候，才会消亡。对于社会

主义条件下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全党同志务必要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那种认为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经济文化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宗教就会很快消亡的想

法，是不现实的。那种认为依靠行政命令或其它强制手段，可以一举消灭宗教的

想法和做法，更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的，是完全错误和非

常有害的。栅这就对“文革”期间用行政命令消灭宗教的错误做法给予了理论上的

否定，同时，也对如何处理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宗教存在的问题指明了方向。

3．关于我国宗教的状况

文件在第二部分对我国宗教的状况给予了客观描述。文件指出：“我国是一

个有着多种宗教的国家。在我国，佛教已有二千年左右的历史，道教有一千七百

年多年的历史，伊斯兰教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天主教和基督教则主要是在鸦

片战争之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o这是对我国宗教的历史发展脉络的清理。文件

指出，同解放初期相比，信教群众的绝对人数虽然有所增加，但在全国总人口中

的比重则又进一步降低。但是，文件警示人们要充分地估计到宗教问题的复杂性．

对于宗教的社会作用，文件指出：“在旧中国，在长期封建社会和一百多年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总的说来，我国各种宗教都曾经被统治阶级控制和利用，起

过重大的消极作用。国内封建地主阶级以及反动军阀和官僚资产阶级，主要是控

胄4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领导权；后来的外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势力，则主

要是控制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会。’囝宗教在历史上是被统治阶级利用过的压迫工

具之一。但是，文件也指出：“解放以后，经过社会经济制度的深刻改造和宗教

制度的重大改革，我国宗教的状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宗教问题的矛盾主要是

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回这就抛弃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影响下，坚持以阶级斗
争为纲来处理宗教问题的指导思想，准确地把握住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问题与

阶级斗争的关系。文件还明确了宗教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指出，

我们在宗教问题上能否处理得当，对于国家安定和民族团结，对于发展国际交往

和抵制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对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仍然具

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对宗教问题“一定要采取如列宁所指出的

‘特别慎重’、‘十分严谨’和‘周密考虑’的态度。夸大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张皇

失措，是不对的：忽视实际问题的存在和复杂性，掉以轻心，听之任之，也是不

对的．"。另外，在我国，有些少数民族基本上是全民信仰某一种宗教，宗教问题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

。‘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

。‘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

‘‘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

宗教文化出版杜，1995年版第55页．

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宗教文化出版杜，1995年版第56页．

宗教文化出版杜，t995年版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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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族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们一定要善于具体地分析各个民族和各

种宗教的不同情况，善于体察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区别和联系，并正确地加以

处理。的在领导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大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中，我们党如果不能认识我国宗教的这一基本特征，就不能很好地团结各族人民

共同前进。

4．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宗教工作

宗教工作要防左反右。文件在第三部分首先对我党在建国以来的宗教工作进

行了客观地总结与回顾。文件指出：“建国以来，我们党对宗教的工作经历了一

段曲折的道路。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这十七年中，虽然也

有一些重要失误，但是总的说来，在党中央正确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党对宗教的

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神文件指出，在“文革”前十七年，我党宗教工作的成就

就是清除了教会中的帝国主义的势力，推行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三自”(自

传、自治、自养)的正确方针，使天主教、基督教由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变为中

国教徒独立自主、自办的宗教事业。我们废除了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

揭露和打击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使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也

摆脱了反动阶级的控制和利用。我们宣布和实行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使广大

信教群众不仅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翻身解放，而且开始享

受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我们对宗教界人士实行了争取、团结、教育的方针，

团结了广大爱国人士。我们还支持和帮助宗教界开展国际友好活动，也起了积极

的良好的作用。@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也应该看到，这些成就也是客观存在的，

不能一概否定党在“文革”前十七年的宗教工作。这对那些打着纠“左”的幌子企图

一概否定党的做法给予了反击。同时，文件指出：。‘但是，自一九五七年以后，

我们在对宗教的工作中的‘左’的错误逐渐滋长，六十年代中期更进一步地发展起

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别有用心地利用这种‘左’

的错误，肆意践踏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宗教问题的科学理论，全盘

否定建国以来党对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根本取消了党对宗教的工作。他们强行

禁止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把宗教界爱国人士以至一般信教群众当作t专政

对象’，在宗教界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他们还把某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也

视为宗教迷信，强行禁止，个别地方甚至镇压信教群众，破坏民族团结。他们在

宗教问题上使用暴力，结果却使宗教活动在秘密和分散的状态下得到某些发展，

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则利用这种条件，在宗教活动掩盖下大搞违法犯罪活动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杜，1995年版第68页。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t995年版第5B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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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反革命破坏活动。“在客观分析我党“文革”及以前的工作的基础上，文件对未

来的宗教工作提出了方向性的指导，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党和政府对宗

教的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坚定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巩固和扩大

各民族宗教界的爱国政治联盟，加强对他们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调动他

们的积极因素，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为反对霸

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奋斗。为了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

当前主要应当反对·左’的错误倾向，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和克服放任自流的错误倾

向。棚这就要求全党同志，各级党委，特别是各级主管宗教工作的部门，要总结

我党在宗教工作上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坚定不移地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作为我党宗教工作的指导。

要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文件指出“加强党的领导，是处理好宗教问题

的根本保证。党对宗教的工作是党的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

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这就要求各级党委，一定要有力地指导和组织一切有关部

门⋯⋯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政策，并且分工负责，密切配合，把这项重要

工作切实地掌握起来，坚持不懈地认真做好。’徭I文件还对如何做好宗教工作的途

径作了指导。“要健全和加强政府主管宗教事务的机构，并且使从事这一方面工

作的干部，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理论，深入地理解党对宗教问题的

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密切地联系信教群众，同宗教界人士平等协商、合作共

事。"。文件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工作给予了着重论述。指出，用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方法对宗教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是党的理论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要建立一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宗教理论研究工作队伍，努力办好用

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研究机构和大学的有关专业，是党的理论队伍建设的

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同时，文件也指出，在报刊上发表涉及宗教问题的文

章时，要采取慎重的态度，不能违背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不能伤害信教群众的

宗教感情。学术界和宗教界要相互尊重。

(二)文件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处理宗教问豚的基本政策

文件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

面：

1．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我们党对宗教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也是一项

长期的政策，但是，在“文革’圾之前的一段时期，这项行之有效的政策在“左’’倾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

。‘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58贞．

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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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路线的指导下被抛弃，被践踏，宗教信仰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很多宗教界人

士、宗教徒甚至宗教工作者都因此而受到身心的打击。19号文件对宗教信仰自

由作了细致的规定，首先指出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含义，即：“每个公民既有信仰

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在同一个教派里面，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

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

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这是党的历史上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筒述最完整而又最

科学的一次。

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信仰马克思主义，这和宗教所信仰的唯心主义是截然

不同的。但为什么还要尊重和保护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昵?文件指出：“我们共

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应当坚持不懈地宣传无神论，但是我们同时应当懂得，对待

人们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包括对待宗教信仰的问题，用简单的强

制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还应当懂得，在现阶段，信教

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思想信仰上的这种差异，是比较次要的差异，如果片面强调

这种差异，甚至把它提到首要地位，歧视和打击信教群众，而忽视和抹杀信教群

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根本利益的一致，忘掉了党的基本任务是团结

全体人民(包括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

奋斗，那就只能增加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之间的隔阂，并且刺激和加剧宗教狂

热，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的恶果。因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我们党根

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所制定的、真正符合人民利盏的唯一正确的宗教政策。"。

以往的信教自由政策往往侧重于人们信仰宗教的自由，对人们不信仰宗教的

自由关注很少。1982年19号文件对人们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也予以了论述。从而

使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更加全面。文件指出：“在贯彻执行这项政策的过程中，

在强调保障人们信教自由的同时，也应当强调保障人们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这

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任何强迫不信教的人信教的行为，如同强迫

信教的人不信教一样，都是侵犯别人的信仰自由，因而都是极端错误和绝对不能

容许的。保障信教自由，不但不应妨碍而且应当加强普及科学教育的努力，反对

迷信的宣传。”这就克服了以往政策规定不全面的缺陷。

文件指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实质，“就是要使宗教信仰问题成为公民个

人自由选择的问题，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囝为了有效的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

仰自由政策，文件特别强调了几个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背道而驰的现象。文件指

出，社会主义的国家政策当然绝不能用来推行某种宗教，也绝不能被用来禁止某

种宗教，只要它是正常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同时，绝不允许宗教干预国家行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绽'，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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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干预司法、干预学校教育和社会公共教育，绝不允许强迫任何人特别是十八

岁以下少年儿童入教、出家和到寺庙学经，绝不允许恢复己被废除的宗教特权和

宗教压迫剥削制度，绝不允许利用宗教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国家

统一和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实施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的目的，就是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

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目标上来，

这是我们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处理一切宗教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任

何背离这个基点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都应当受到党和人民的坚决抵制和

反对。

2．做好宗教界人士的统战工作

争取、团结和教育宗教界人士首先是各种宗教职业人员，是党对宗教的工作

的重要内容，也是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对于宗教教职

人员的状况，19号文件予以了说明，指出：“他们的出身、经历、信仰和思想政

治情况各不相同，但是总的说来，其中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守法的和拥护社会主

义制度的：反对宪法、反对社会主义甚至里通外国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只是

极少数。枷这就推翻了“文革”及以前一段时期内把宗教教职人员看作是“牛鬼蛇

神”，是愚昧落后的代表，是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人的错误认识，从而给宗教

教职人员的思想状况给予了很大的肯定。他们不再统统被看作“落后的一帮”，是

敌视社会主义的坏分子。文件还对他们的工作予以肯定，指出：“宗教职业人员

中的许多人，不但同信教群众在精神上有密切的联系，对群众的精神生活有不可

忽视的重要影响；而且还在履行宗教职务的形式下，进行着许多服务性劳动和社

会公益方面的工作，例如维护寺观教堂和宗教文物，从事农业耕作和造林护林，

以及进行宗教学术研究等等。’囝有鉴于此，对于一切宗教界人士，首先是各种宗

教职业人员，一定要予以应有的重视，团结他们，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进步。但

是，也不能放松对他们的教育。文件指出：“必须坚持不懈地和耐心地对他们进

行爱国守法、拥护社会主义、拥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教育，在天主教和基督

教中还要加强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教育。’囝

文件对团结宗教界人士的具体做法也有一定的涉及，指出，要妥善地安置宗

教职业人员的生活，认真落实有关政策，特别是对于其中的知名人士和知识分子，

认真落实有关政策，给以适当的待遇。必须对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中的尚未平

反的冤假错案，抓紧复查，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特别是那些后果严重的重大冤

假错案，更要抓紧，限期解决。必须在各种宗教中培养一大批热爱祖国统一和民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

。‘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舨第6l页．

宗教文化出版杜，1995年版第6l页．

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



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研究

族团结，又有宗教学识，并能联系信教群众的代表人物。还必须根据宗教界人士

的不同情况和特长，分别组织他们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社会服务、宗教学

术研究、爱国的社会政治活动和国际友好往来，以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此外，文件对于那些刑满释放或劳改期满就业的原宗教

职业者也做出了指示。对于政治上确实表现好的，爱国守法并有宗教学识的，可

以让其履行宗教职务。其余的人，也要给生活出路。

文件指出，虽然马克思主义同任何有神论都是对立的；但是在政治行动上，

马克思主义者和爱国的宗教信徒却完全可以而且必须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共同奋斗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应当成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所领导的规模

广大的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3．发挥爱国宗教组织的作用

充分发挥爱国宗教组织的作用，是落实宗教政策，使宗教活动正常化的重要

组织保证。我国除八个全国性的宗教组织外，还有若干宗教性社会团体和组织。

文件指出：“各级爱国宗教组织的基本任务，是协助党和政府贯彻执行宗教信仰

自由的政策，帮助广大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不断提高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觉

悟，代表宗教界的合法权益，组织正常的宗教活动，办好教务。一切爱国的宗教

组织都应当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党和政府的干部也应当善于支持和帮助宗教组

织自己解决问题，而不要包办代替。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爱国宗教组织的积

极性和应有的作用，使它们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主动地开展有益的工作。真正

成为有积极影响的宗教团体，成为党和政府争取、团结和教育宗教界人士的桥

梁。’’。通过该文件，我们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发挥宗教团体自身的作用，

支持和帮助宗教团体加强自身的建设，号召宗教团体按照自身的特点开展工作，

这无疑能充分调动宗教团体的积极性，使他们成为联系党和政府与宗教界的纽

带，从而促进宗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挥更好的作用．

4．培育年轻一代的爱国宗教教职人员
宗教教职人员主持宗教仪式，带领信教群众进行宗教活动，掌管宗教教务。

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的负责人，大多是年事已高的老一辈宗教男人士。

他们虽然德高望重，爱国爱教，但是，已越来越难以适应繁重的宗教工作，因此，

党和政府要着手培养和教育年轻一代的爱国宗教职业人员，这对我国宗教组织的

将来面貌具有决定的意义。文件指出，培养宗教教职员的一个主要途径是办好现

有的各级各类宗教院校。文件中说道：“我们不仅应当继续争取、团结和教育一

切现有的宗教界人士，而且应当帮助各种宗教组织办好宗教院校，培养好新的宗

教教职人员。宗教院校的任务，是造就一支政治上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和杜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舨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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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制度，又有相当宗教学识的年轻宗教职业人员队伍。”宗教院校应当从那

些正直的、爱国的、愿意安心从事宗教职业和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年当中，招考

学员，而不要勉强招收那些不愿从事此项职业而又缺少必要的文化基础的人们。

原有的年轻的宗教职业人员，不适合从宗教职业的，可以调出。在培养年轻一代

宗教教职人员工作中，要妥善处理好老一代宗教教职人员和年轻一代宗教教职人

员之间的关系。文件对于年轻和年老的宗教职业人员提出了号召：一切年轻的宗

教职业人员，都要不断提高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觉悟，努力提高文化水平和宗

教学识，忠实地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他们应当尊重一切正直的爱国的年老宗教职

业人员。认真学习他们的长处，而一切年老而又正直的宗教职业人员，也应当爱

护和帮助年轻一代，使他们快速成长。这样，年轻的爱国宗教职业人员。同原有

的宗教界爱国进步分子相结合，成为在我们党领导下，保证我国宗教组织按照正确

方向活动的骨干力量。

5．要加强对宗教活动的管理

具体说来，加强对宗教活动的管理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要加强对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宗教活动场所，是落实党的宗教政策，

使宗教活动正常化的重要物质条件。文件指出，我国的宗教活动场所有很多，要

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有效措施，迸一步合理地安排宗教活动的场所。对于在宗

教活动场所内以及按宗教习惯在教徒自己家里进行的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都由

宗教组织和宗教徒自理，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文件指出：“一切

宗教活动场所，都在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行政领导之下，由宗教组织和宗教职业

人员负责管理。对于宗教活动的时间、规模和次数，宗教组织应当加以安排，避

免妨碍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任何人都不应当到宗教场所进行无神论

的宣传、或者在信教群众中发动有神还是无神的辩论；但是，任何宗教组织和教

徒也不应当在宗教活动场所以外布道、传教，宣传有神论，或者散发宗教传单和

其他未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出版发行的宗教书刊。为了保证宗教活动的进一步正

常化，国家今后还将按照法律程序，经过同宗教界人士充分协商，制定切实可行

的宗教法规。加对于名山胜地的寺观教堂，文件指出，它们不仅是宗教活动场所，

而且是具有重大历史文物价值的文化设施，宗教教职人员要精心加以维护，政府

可以从教堂所得的布施收入中提取一部分，奖励在维护寺观教堂方面做出较好成

绩的宗教教职人员。党中央的这些对加强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的规定，既满足了信

教群众过正常宗教生活的需要，又对宗教活动场所进行了依法管理，促进了宗教

活动的正常化。

其次，坚决打击利用宗教的违法犯罪活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意在保护

。‘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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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而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就意味着要坚决打击一切在宗

教外农掩盖下的违法犯罪和反革命破坏活动，以及各种不属于宗教范围的、危害

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的迷信活动。”o文件指出，对于披着宗教外农的反革命

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必须依法给以严厉的制裁。对于那些刑满释放的原宗

教职业者而又继续从事破坏活动的，应当依法从重论处。也即是说，对于这些入，

不管他是有宗教信仰的，还是无宗教信仰的，不管他是否披着宗教的外衣，只要

他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都要接受法律的制裁与处罚，这种依法处理与

其宗教信仰无关。如果认为在被判刑入狱的刑事犯罪中有信仰宗教的人，就说据

此认为是在迫害教徒或压制宗教，是十分荒谬的。但是，文件指出，一定要用“确

凿的事实，充分地揭露这些坏人是如何利用宗教进行破坏活动的；并且注意划清

正常宗教活动同违法犯罪活动的界限，明确指出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决不是打击

而恰恰是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争取、团结和教育广大

信教群众，实现宗教活动的正常化。

再者，既要积极开展宗教方面的国际友好往来，又要抵制国外敌对势力利用

宗教所进行的渗透与颠覆。在我国宗教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佛教、伊斯兰教、天主

教和基督教，同时也是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几大宗教。宗教本身具有文化交

往方面的功能，我国的宗教对增进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与友谊，起到

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成为我国民间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与此同时，国

际宗教反动势力，特别是帝国主义宗教势力，包括罗马教廷和基督教的‘差会，’

也力图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渗透活动，‘重返中国大陆’。我们的方针，就是既要

积极开展宗教方面的国际友好往来，又要坚决抵制外国宗教中的一切敌对势力的

渗透。”。文件指出，我国宗教界可以而且应当同各国宗教界人士进行互相访问，

友好往来，开展宗教学术文化的交流；但是在所有这些交往当中，一定要坚持独

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坚持抵制国际宗教反动势力重新控制我国宗教的企图，

坚持拒绝任何外国教会和宗教界人士插手干预我国宗教事务，绝不允许任何外国

宗教组织用任何方式来我国传教，或者大基偷运和散发宗教宣传材料。严密注视

外国敌对势力在我国建立地下教会和其它非法组织，对予那些在宗教外农掩盖下

进行间谍破坏活动的情况，要给以坚决的打击。文件还规定，我国的宗教团体和

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外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人士索要财物，对于外国宗教组织

提供的津贴和办教经费，我国的宗教团体和宗教界人士都不应接受。在独立自主

的基础上发展宗教方面的对外友好关系，是我们党所一贯倡导的，也是保证宗教

方面的对外交往得到健康发展所要求的，同时，也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65页．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69页．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杜，1995年版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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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新课题。事实已经反复证明，国内的事情办好了，一切外国宗教敌对势力

就没有或很少有可乘之机，宗教方面的国际交往就可以更加健康和顺畅地获得发

展，从而发挥宗教对外交往方面的积极作用。

6．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

文件对共产党员不能信奉宗教作了特别说明。文件指出：“党的宗教信仰自

由的政策，是对我国一般公民来说的，并不适用于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不

同于一般公民，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员，毫无疑问地应当是无神论者，而不

应当是有神论者。∞党中央对这一思想一再加以重申。共产党员信仰宗教、参加

宗教活动，就违背了党的性质，破坏了党的纯洁性，削弱了党的战斗力，降低了

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不利于全面有力地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发展新党

员时，要注意不能勉强吸收那些笃信宗教，有很深宗教感情的人。对于那些不但

信奉宗教，而且参与煽动宗教狂热，甚至参与利用宗教狂热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反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破坏国家统一和国内各民族团结的党员，经过批评

教育仍不悔改的，一定要清除出党的队伍。党和国家要始终把教育放在第一位，

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受宗教影响的党员逐步树立辩证统一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世界观，逐步摆脱宗教思想的束缚。

但是，在禁止共产党员信仰宗教、参加宗教活动的同时，也要把党员信教同

参加某些民族风俗习惯的活动区别开来。在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在长期的

历史发展过程中，宗教已渗透到一些少数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民族风俗习

惯的组成部分。在这样的地区，生活在基层的共产党员，即使已经摆脱了宗教，

但是如果拒绝参加任何含有某些宗教色彩和传统的婚丧嫁娶仪式和群众性的节

日活动，势必会把自己孤立起来，从而脱离群众。因此，文件指出：“我们的同

志，特别是生活在基层的共产党员，既要在思想上同宗教信仰划清界限，又要在

生活中适当尊重和随顺民族的风俗习惯。’囝这种灵活规定，既能保证党的队伍纯

洁性，又能保证少数民族中的党员能团结群众，开展工作。

三、19号文件的历史意义与地位

正如中共中央在印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

策》的通知中所指出的那样，19号文件“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党在宗教问

题上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阐明了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

策～。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我国宗教工作的最全面、最客观的一

个纲领性文件，也是一个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历史性文献。这在我们党的历

m‘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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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是极为少见的，有的宗教工作者甚至把它称为是我国宗教工作的一个里程

碑．真到今天，我们都能感受到它的巨大魅力和深远意义。这个文件的历史意义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使我国宗教界重新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1957年以后，“左”倾错

误思想发展起来，真到“文革”结束，在这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关于宗教问题的科学理论被逐渐地抛弃，党对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基本上被

全盘否定，尤其是在“文革”期间，林彪、江清反革命集团别有用心地利用宗教，

把宗教领袖和信教群众都打成‘‘牛鬼蛇神”，当作“专政对象”，在宗教界制造了大

量的冤假错案。无论是宗教界领袖，还是普通倍众，甚至党的宗教工作者都遭受

了身心两方面的沉重打击，中国宗教工作十年瘫痪。1976年，“文革”结束，但

极左路线的流毒并没有随之而被完全消除。宗教界处于举步维艰的状况之下。19

号文件以马列主义大无畏的精神正视宗教工作的实际，勇敢面对我国宗教的现实

国情，把我国的宗教从“阶级斗争’’的迷雾下解放出来，指导各级党委和宗教工作

部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为我国宗教的复苏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我国的宗教工

作从此开始起步，开创了宗教界和宗教工作的新局面。

第二，这个文件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

其它各项工作也有一定的启发和指导作用。19号文件经过几个部门大量的调查

研究和总结思考，对我国的宗教状况给予了详细而准确的把握，把宗教看作是人

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现象，对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镶做了全面而又科学

的界定，把宗教界的矛盾界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对宗教工作者也进行了重新认

识，把争取、团结和教育宗教界人士作为党的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为发挥爱国

宗教组织钓作用创造条件，提出宗教工作不但要克服“左，’的错误倾向，同时也要

防止和克服放任自流的右的倾向等等，这些都有利于团结宗教界人士和广大的信

教群众，更有利于我国宗教工作的正常顺利开展。同时，对于各级党委党组，“在

集中力量作好工作的前提下，用二三年左右的时间，对自己主管的地区和部门的

工作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系统地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形成符合本地

区、本部门情况的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一套观点和办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所以，这个文件的制订，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宗教工作的范围，成为推动各条

战线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努力开创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典

范。

第三，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基本成熟。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

次对宗教及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存在所做的系统分析与阐述，是我们党对马克

思主义宗教观所做的丰富与拓展的理论体系。该文件对宗教的本质、根源做了客

观、系统的分析，指明了我国的宗教状况及宗教工作情况。在此基础上，文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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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处理宗教问题的一系列基本的政策、原则。它不但指导了

我国的宗教工作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思路上来，而且对党的其它工作也有

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发展史上，这种系统、全面是前

所未有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一个极大贡献，也

是中国共产党宗教观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第三节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的宗教观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和邓小平本人的领导下，党和国家的有关部门对社会主

义时期的宗教及宗教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发布或出台了一系列

对待宗教、宗教问题的基本法规、政策和观点。这些也是邓小平理论宗教观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党和国家的工作部门颁布的文献中的宗教观

(一)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宗教问题的论述

在20世纪70年代末刚刚开始拨乱反正的时期，邓小平针对“文革”期间存留

下来的“左”的种种思想僵化的表现，提出不迷信书本，不迷信权威，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带头冲

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创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条

思想路线的指引下，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为这个文件的起草付出了很大心血。这个文件

不是要解决具体问题，而是要解决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实现在指导思想上的

拨乱反正。尽管如此，这个决议还是专门写了一段关于宗教问题的论述，足见当

时的邓小平、当时的中央对宗教问题十分重视，是从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高度来

看待宗教问题的。决议指出；“要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弃他们的信仰，只是要求他们不得进行反对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要求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和干预教育”。这段话，不仅明

确宣示要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而且正确阐释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实行宗教

信仰自由政策的关系。为宗教工作指导思想上实行拨乱反正、贯彻执行正确的宗

教政策确立了重要前提，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982年3月出台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

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关于宗教的论述

为了在宗教战线上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开创宗教工作的新局面，中共中央统

战部于1982年3月出台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

政策》(又被称为19号文件)，这个文件完整系统地、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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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全面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

和基本政策，可以说这个文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时期宗教

问题方面的理论和政策已经成熟。(在本章上一节已细述)

(三)1982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中有关宗教条文的

修改

1982年4月，全国人大进行宪法修订，中共一些成熟的宗教政策上升为国

家意志，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在宪法中得到体现。该宪法删去了1978年宪法

中规定的公民“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和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提法，新增了邓小平

阐述过的“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对待宗教”的思想，突出了公民在享有宗教信仰

自由权利的同时，也应自觉承担维护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的义务，

明确规定了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支配。这就为宗教信仰自由提供了

宪法保障。

(四)1983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在清除精神污

染中正确对待宗教问题的指示》

1983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确对待宗教

问题的指示》，强调在思想战线上清除精神污染的过程中正确对待宗教问题。文

件特别强调宗教与精神污染是两回事，必须在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保护正常的宗

教活动同清除精神污染区别开来。另外，文件又重申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保护

正常的宗教活动的政策。文件还指出，必须把正常的宗教活动同超出宪法、法律

和党的政策规定范围的非法活动区别开来。任何人都不应当到宗教场所外进行无

神论的宣传，不应当在信教群众中发动有神还是无神的辩论等。

(五)198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

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及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

198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调查组提交的《关于落实

党的宗教政策及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认为，开放全国汉族地区佛道教重

点寺观的工作成效显著，但还有许多遗留问题需要抓紧解决。迸一步贯彻执行

1982年中央通知精神，管理使用好全国重点寺观是今后长期性的工作。报告就

管理好全国重点寺观提出要解决好如下问题：第一，在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行政

领导下，坚决执行僧道管庙，以庙养庙，积极为四化建设服务的方针。第二、重

点寺观要适应国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遵照宪法、法律

和政策的有关规定，在宗教界充分酝酿和完全自愿的基础上，对不利于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陈规陋习，逐步而稳妥地进行适当的改革。同时，从

本地实际情况出发，积极兴办一些生产、服务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第三，抓紧

培养僧道人员，提高他们的素质，是管理使用好寺观的必备条件。第四，加强对

佛道教组织和重点寺观对外交往的指导。急需对有关宗教的组织和宗教职业人员

进行外事、侨务、旅游等政策和纪律的教育，改普接待条件，提高接待能力，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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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宣传工作。第五、进一步明确落实佛道教房产的政策。报告最后强调，要加强

领导加强团结，进一步明确各有关部门的职责，同心协力做好工作。。

二、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讲话中所反映出的宗教观

除邓小平外，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在“文革”结束后也对宗教问题进行

过探索。主要有：

(一)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中对宗
教的论述

1982年4月22日，彭真在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中指出，我图公民有宗教信

仰的自由。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待宗教信仰问题的一贯方针。他强调宗

教是客观存在的社会意识形态问题，决不能、也不应该采取强制手段去解决。

(二)习仲勋在庆祝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庆祝会上的

讲话

当时习仲勋是国务院分管宗教工作的副总理，1983年5月13日，在庆祝中

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中，习仲勋在肯定伊斯兰教协会工

作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要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为建设社会主义的

强国而共同努力。二是号召伊斯兰教协会要继续协助政府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

政策。三是要继续办好伊斯兰教经学院，有计划地培养和教育年轻一代的宗教职

业人员。四是要进一步开展国际友好往来，坚决坚持各国穆斯林人民的正义斗争。

(三)邓颖超在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1983年6月4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的

开幕词中简要阐述了党和国家的宗教观。她说：“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国一项长期

的政策。我们要认真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正当的宗教活动，团结宗教界

人士和广大的信教群众，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奋斗。同时，防止

任何人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秩序、损害公民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要坚

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抵制国外宗教敌对势力的渗透活动。’囝

(四)杨静仁在庆祝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茶话会上的讲话

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杨静仁，对党领导下的宗教工作曾经有过多次论述。

在1983年12月7日，在庆祝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茶话会上，他指出：“要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和加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和大统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蕴藏在各方面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01984

年8月5日，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话中，

他首次提出了“相适应”的新思路。他说，要进一步团结和动员广大基督教徒积极

毋‘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杜，1995年版第137．144页．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94-95页．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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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以各种方式支持、鼓励基督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

上努力工作、服务人民、多做贡献；还应从有利于建设国家、繁荣经济、造福社

会和为教会自养考虑，置力地、有选择地兴办某些社会公益服务事业；同时希望

对于某些严重危害群众生产、生活和身心健康的教规陋习，采取稳妥的步骤，加

以适当改革，“使基督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应有的作用。’囝

(五)胡乔木提出要引导宗教界办社会公益事业

1984年3月24日，胡乔木在同胡启立同志的电话中对如何引导宗教界办些

公益事业问题谈了一些意见。他指出，要注意把宗教界的积极性利用起来，引导

他们做一些社会服务工作。他说，提倡宗教界办社会公益事业，不但可以减少迷

信活动以及由此造成的浪费，而且还可以提高宗教界的地位。还可以为中国共产

党同宗教界的关系如进新的内容，这无疑给宗教界指出一条积极的出路。

(六)习仲勋号召团结倍教群众为四化建设服务

1986年1月6日，习仲勋在接见全国宗教局(处)长会议代表讲话中指出：

‘‘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首要一环，就是要坚定、正确、全面

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

在工作中经常注意防止和克服‘左’的思想。’愈‘今后一个时期宗教工作的主要任务

是全面地深入地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时期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

精神，继续抓紧落实宗教政策，加强对宗教活动场所的行政领导和对宗教职业人

员的团结、教育、培养工作，积极引导和推动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参加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使宗教工作更好地为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服务。神

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的宗教观以及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对宗教问题的论

述，不但具体指导了当时宗教工作的实践，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体现，

是邓小平宗教观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从中国的宗教国情出发，并且把这种宗教

国情与马列主义宗教观以及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宗教观结合起来，进行了创造性的

继承和发展，加上当时一些理论工作者、专家、学者的探索，把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的宗教观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邓小平理论宗教观的新阶段。事实的发

展证明，正是在邓小平理论宗教观的指导下，中国的宗教工作才得以拨乱反正，

正本清源，逐渐消除了=十多年的“左”倾错误的影响，得以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中国的宗教界和信教群众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成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也朝着一个好的

方面发展，社会主义下的宗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页．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杜，1995年版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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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深化

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具有马克思

主义的优秀品质，能够与时俱进。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随着江泽民为首的新一

届党中央的形成，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

也得以展开。新的历史时期，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继承第一代和第

二代领导集体宗教观的基础上，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进行了创造性发展，形成了

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宗教、宗教问题以及宗教工作的观点。认识和基本的方

针政策，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宗教观，开拓了中国麸产党宗教观的新境界。

第一节 江泽民的宗教观

一、江泽民宗教观形成的历史背景

江泽民的宗教观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宗教观的主要组成部分，它既

是对马列主义宗教观的继承，又是中国共产党宗教观在新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的

创造性发展。这种历史背景归纳起来如下：

(一)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宗教问题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与多宗教的国家，宗教在我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中国

共产党从其成立以来，无论是革命，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都十分重视宗教

问题。正如王作安曾经指出的：“做好宗教工作，关系到加强常同人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并系到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关系到加强民族团结、

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关系到我国的对外关系。加正因为如

此，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集体都对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都曾经有过重要阐述。

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曾经把神权作为束缚农民的“四大绳索”进行革命，在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把宗教界当作统战的对象，有力的团结他们完成各

个时期的历史任务。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从“什么是社会主义，

o王作安·‘中国的宗敦问题和宗教政簟)，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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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来重视和把握宗教问题，把宗教问题作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对宗教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及以前所遭

受的错误对待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

对新的历史时期的宗教问题也非常重视，这既是江泽民宗教观的一个组成部分，

也是他的宗教观形成的一个条件．他对新疆等地的宗教问题进行实地调研，1990

年12月，在实地考察，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他指出：“宗教问题是个大问题。

因为它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安定团结，关系到民族的团结、祖国的统一，关系

到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关系到渗透与反渗透、和平

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01993年11月，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江泽民进

一步强调：“民族、宗教无小事’’，要求全党都要“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对宗教问题是十分重视的，把它作为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

重要工作来抓，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宗教观

形成的一个历史背景。

(--)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国内宗教问题时，所犯的

错误与所得的成果，也为我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探索新时期的宗教问题

提供了经验教训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大都是以基督教为主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在苏联的影响下，中东欧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但共产主义思想与宗

教传统之间的“信仰之争’’-‘直都没断过。例如在天主教势力异常强大的波兰，统

一工人政党允许其党员信教，甚至建立随军神甫。党和宗教同时存在于国家的各

级社会组织之中，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矛盾。各国政府也曾迫于形势对宗教政

策做出过调整，但长期以来都是以“压制政策”为主，以促退宗教信仰自由为宗教

工作的目的。在阿尔巴尼亚还曾经用行政命令来消灭宗教，试图建立“无宗教国

家”。在高压政策下，地上的宗教活动得到了控制，但地下的宗教活动却活跃起

来，加之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痛苦，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人们对原有

信仰的向往，教会重新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这加速了各种宗教势力的复活。天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t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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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会和反政府势力结合在一起，策动反共进程，对共产党政权不但进行“意识

形态颠覆”，而且加入了实际的反共活动。在苏联，戈尔巴乔夫在上台之初曾为

宗教界平反了冤案，开放了一些被关闭的教堂，保证了群众的信教自由的权利。

但是，在他的“新思维”思想的指导下，他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马克思主义宗

教由僵化的坚持改为彻底的背离。使得东正教会的势力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宗

教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使得宗教成为社会主义的一道追命符，在东欧剧

变，苏联解体的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对宗教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

在马列主义宗教观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宗教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

讨，这是江泽民的宗教思想得以生发的一个理论渊源。以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为代

表的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宗教观做过初步的介绍，开启了国人对马列主义宗

教观的初步认识。到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时期，他把马列主义宗教观

应用于中国的实际，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认识，如实行宗教信仰自

由的政策，与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宗教等。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逐步形成，在对宗教问题和宗教

工作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82年印发了《关于我国社会

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文件，这一文件系统总结了建国以

来我党在宗教问题上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对我国的宗教问承和宗教政策做了

深入面全面的阐述。这些阐述为江泽民的宗教观的形成奠定了一个理论基础。

(四)新时期的宗教和宗教工作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

1．宗教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对于曾经“文革”中遭受过重创的宗教和

宗教工作进行了正本清源和拨乱反正，宗教有了一定程度的回升．“文革”期间被

关闭的寺观教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放，宗教信仰不再当作是衡量人们政治状况

的一个标准，信教群众开始过上了正常的宗教生活。但是，这种“信仰自由”的环

境也成了宗教借以发展的“春天”，在正常的宗教活动得到恢复和保障的同时，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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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也借机发展壮大起来，一部分不正常的现象也接瞳而至。主要表现为t一些宗

教发展迅速，如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发展等；有些宗教干涉教育、行政事宜，造

反了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的原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士利用宗教和民族的特殊关

系，煽动民族分离，制造恐怖活动，危害到国家安全，民族统一和人民的生命安

全；国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亍‘‘西化”、“分化”的活动不止，借传教之名，发展

势力，引诱和拉拢青少年；更有一些迷信势力和邪教借宗教之名，在社会上大肆

敛财，危害人民的生命安全，甚至与党和国家为敌。正如江泽民在2001年全国

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的：“当前，我国宗教方面的形势总体上是好的，但也存在

一些突出问题。一些地方宗教活动混乱，教徒发展泛滥，乱建寺观教堂、滥塑佛

像和以各种借口聚敛钱财的现象屡禁不止．一些地方旱已被废除的宗教封建特权

死灰复燃，利用宗教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的情况有所抬头。因民族、宗教因素

引发的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发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境外利用宗教对我进

行的渗透不断加剧。另外，打着‘宗教’旗号的邪教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猖獗。"。

这些问题，有的是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也有的是原有矛盾在新条件下的延续

和发展。这些无序现象对党和国家的宗教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影响到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要求我们必须对宗教问题充分重视，提出新的对策以使

它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协调起来。

2．宗教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文革”时期，宗教工作曾经是重灾区，统战部被打成了“走资派”，扣上了“投

降主义”的帽子，宗教工作十年瘫痪。十一屈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于1979年为

统战、民族和宗教工作部门摘掉了“执行投降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帽子。1982

年还通过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文件，

宗教工作得以恢复。但是，在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在宗教工作出现了

新情况时，一些宗教工作部门的同志感到宗教工作很难开展，害怕管得太多会违

反党的统战政策，于是就对宗教工作中的不正常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及至宗

教在社会上出现了违法现象之后，又对宗教实行“从严管理”，以简单的、行政命

令的办法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对宗教团体、信教群众及其正常的宗教活动也采

o‘珏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杜。第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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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打压甚至坚决予以取缔。党和国家虽颁布了宗教信仰自由及一系列政策和法

令，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仍不时出现。这种情况要求我们党对宗教工作

要重新审视，使之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二、江泽民的宗教观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把马列主义宗教观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在

继承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的

发展，对我国的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做出了一系列的新概括和新判断，系统解决

了宗教领域里出现的问题，形成了一套科学的理论体系，极大的丰富了马克思主

义的理论宝库，也把中国兴产党的宗教观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水平．

(一)拓展了对宗教基本问题的认识的新境界

1．对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如前所述，江泽民对宗教问题的重视既是他的宗教思想得以发展的条件之

一，也是他的宗教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深刻明了宗教对于我国社会主

义事业的重要作用，1990年9月，江泽民在新疆考察工作期间就民族与宗教问

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同年12月，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他指出：“宗教问题是

个大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安定团结，关系到民族团结、祖国统一，

关系到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关系到渗透与反渗透、

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41991年1月，江泽民邀请我国各宗教团体领

导人到中南海做客，他又指出：“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41993年11月7日，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江泽民

提出了著名的“民族、宗教无小事”的论断。有鉴于宗教工作的重要性，他号召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重视宗教工作．在1990年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他

指出：“宗教工作如果做得好，可以对促进社会主义建设起好作用；如果做得不

好，就会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因此，做好宗教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02001

。‘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

。‘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页．

。‘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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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强调：“宗教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傀在很大程度
上提高了对宗教工作的重要性和地位的认识，提高了广大领导干部正确把握宗教

问题的自觉性与主动性，在我党的历史上，宗教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

就为正确处理宗教问题作了认识上的铺垫。可以说，把宗教问题提到同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紧密相关的高度，把它作为政治问题加以重视，是江泽民宗教

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2．宗教的产生与发展、消亡及长期性的认识

对于宗教的产生与发展及其存在的长期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都有

过很经典的认识。江泽民充分继承了他们的思想，在2001年召开的全国宗教工

作会议上，江泽民引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论述，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

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此基础上，江泽

民详细阐述了宗教存在的自然根源与阶级根源，他指出：“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

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其存在有复杂的自然根源、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最初，

由于科技不发展和人们的认识能力的限制，人类不能理解自然界的很多现象，如

天体运行、刮风下雨、闪电打雷，如地震海啸、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也不能把

握自己的命运，于是就想象有什么神在主宰宇宙万物。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宗

教又与复杂的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有劳苦民众受压迫而又无力摆脱悲惨境遇而

到宗教中寻求精神寄托的一面，也有历代统治者利用宗教来加强自己统治的一

面。”。宗教存在的这两种根源，使得宗教的存在有了长期性，他指出，马克思主

义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和人们思想觉悟的提高，宗教存在

的基础和条件将逐渐减少。最终是要消亡的，但这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此

外，江泽民还对宗教存在的心理根源作了详细的说明，他指出“社会发生剧烈变

化，人们在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空虚等境况，贫困、疾病、灾害、

犯罪、动荡、战争带来的社会不安和苦难，以及生命和宇宙中还存在的很多尚未

寻求精神依托的原因。”在系统分析了宗教产生的自然根源、阶级根源与心理根

。江泽民t《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12月4日)，转引自何虎生t‘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

策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月10月版，第178页．

o‘扛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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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后，江泽民指出，“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程度，以及人们思想

认识的水平，还远未达到足以消除宗教根源的程度，宗教还有存在的相当深层的

条件。⋯江泽民对宗教存在根源所作的分析，其深度是前所未有的。对于宗教与

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尤其是在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的宗教存在的长

期性，他也有深刻的认识。他指出宗教在我国有其存在的长期性，而且，这种长

期性认识我国宗教问题的立足点。仍是在2001年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他指

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存在的宗教问题，关键是要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基本国情，充分认识宗教存在的长期性”．他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

立、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已基

本消失，宗教存在的自然根源、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

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科学技术还不发达，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

学文化素质也还不高，加上国际环境的影响，我国宗教存在的根源仍将长期存

在”。o

由于宗教的存在有长期性，因此，我们不能急于促使宗教消亡，更不能采用

行政命令的手段促使其消亡。江泽民在2001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对古今中

外历史上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消灭宗教的做法做出了分析，他指出；“我们必须认

识到，宗教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不仅过去长期存在，将来也还会长期存在，

不可能强制地加以消灭。历史上曾发生过不少人为消灭某种宗教的事件，如早期

古罗马统治者对基督教的迫害，我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的北魏与北周、唐代、五

代时期的后周曾经发生的禁佛事件等，最终都没能达到目的。苏联曾经长期抑制

宗教，但苏联解体以后，宗教在俄罗斯和独联体其他国家中又迅速发展起来。‘文

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在宗教问题上也有不少教训。历史和现实都说明，宗教存

在的根源在于现实社会，而现实社会的矛盾斗争和不平衡发展的长期性，又决定

了宗教根源存在的长期性，决定了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囝由此可见，江泽民对宗

教消亡的认识与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在吸取“文化大革

命”教训的基础上，他的视野更为开阔，高远。江泽民把宗教存在“长期性”作为

宗教的一个“根本特征”来认识，并对其详加说明，这在我党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o‘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375页．

。(ty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379页．

o‘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杜。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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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上是一个理论突破，这也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正确

认识和处理我国的宗教问题拓展了视野，增添了历史的厚重、现实的依据与前瞻

的缘由。

3．宗教的社会作用的认识

对于宗教的社会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指出它具有二重性。但是，

由于后人把革命导师关于宗教问题的认识大而化之为一句“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宗教的社会作用在我党的历史上有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是被认为是不好的，消极的

东西，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东西。这种思想在相当的时期内成为我党处理宗教问

题的指导思想，尤其是在“左”的思想的推波助澜下，给我国的宗教工作造成了极

大的损失。

江泽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观察和处理宗教问题，对于宗教的社会

作用，他指出：“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宗教又与复杂的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

有劳苦民众受到压迫而又无力摆脱悲惨境遇而受到宗教中寻求精神寄托的一面，

也有历代统治者利用宗教来加强自己统治的一面。劬可见，江泽民也认为宗教的

社会作用是具有两重性的。江泽民还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和我国的具体国情对宗教

的社会作用进行了新的阐述。他指出：“我国宗教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与

我国文化的发展相互交融，吸取了我国的建筑、绘画、雕塑、音乐、文学、哲学、

医学当中的不少优秀成分，可以研究和挖掘其中的精华。宗教道德中弃恶扬善的

内容对鼓励广大信教群众追求良好的道德要求有积极的作用。宗教通过对信教群

众的心理慰藉，对稳定信教群众的情绪，调节信教群众的心理也有积极的作用”。

江泽民对宗教积极性的肯定并不是盲目和偏颇的，在看到和指出我国宗教积极性

的同时，他还指出：“在我国，宗教的社会作用仍然具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

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还会受到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和国际上一些复杂因

素的影响。对这个基本现实，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江泽民还认为，

社会主义社会为发挥宗教的积极因素、抑制宗教的消极因素创造了有利条件。可

以说，这为我们研究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角度。宗教社会作用的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374页．

o转引自龚学增主编‘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教程'，中共中央党交出版社．2004年，月版，第198页．

o《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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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重性是与宗教是一种群众性的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是与各种政治势力对宗教的

利用分不开的。江泽民对这种由于各种政治势力对宗教的利用而导致宗教问题变

为一个非常敏感，非常复杂的社会课题也有论述。本文在此不详加阐述。

(二)把对宗教核心层次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正确对待宗教界人士，大力培养年轻爱国教职人员

宗教界人士在信教群众中有一定的威望与影响，是宗教教职人员中的代表人

物，他们对信教群众的精神生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对待

宗教界人士。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便把统一战线作为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

之一，这其中也包括对广大宗教界人士的统战工作。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当中，

中图共产党与宗教界人士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宗教界人士曾为革命的胜利以

及建设贡献过力量。新中国建立后，宗教界人士领导信教群众进行了宗教制度的

改革，使宗教与新的社会形态相协调。正如王作安指出的那样：“几十年来，我

国宗教界人士在巩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颠覆和破坏活

动，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 ，，

正是基于此，江泽民非常注重对宗教界人士的统战工作。1991年1月30

日，他在会见我国各宗教团体主要领导人时的谈话中指出：“我国各宗教团体的

主要领导人，是在同我们党长期合作共事中经受了考验，可以完全信赖的朋友。

在我国宗教界还有一大批同我们党真诚合作的朋友⋯⋯概括来说，我们处理同宗

教界朋友之间的关系的原则是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信仰上互相尊重。’囝这一原

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宗教界人士的宽阔胸怀、科学精神和真诚态度，进一步

调动了广大宗教界人士的爱国热情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性。在2001年的

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把巩固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作为党要做好的

四项宗教工作之一。他指出：“要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下，继续巩固和

发展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各级领导干部以及统战、宗教工作部门要加强

同宗教界人士的联系，及时掌握他们的思想状况，经常听取宗教界人士的意见和

西王作安：‘中国的的宗教问题和宗教政策》．宗教文化出版杜，2002年11朋版，第311页．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杜，1995年8月舨，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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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把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同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成为他们可

信赖的朋友”。对于宗教界人士和广大的宗教教职人员，在团结的同时，也要对

他们进行帮助和教育。江泽民指出：“对一些宗教教职人员中出现的错误思想和

行为，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帮助他们不断提高政治觉悟。柚可见，以江泽民

为首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宗教界人员是充分关心和重视的，在团结的同时也注意

教育，使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2．正确对待宗教组织

宗教组织是“宗教信仰者在其中过宗教生活、进行宗教活动的机构、团体、

社会或其它形式的群体。竹。它联系着相当一部分的信教人员。爱国的宗教组织是

党和政府联系、团结、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桥梁，而与党和国家为敌的

宗教组织则是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麻烦制造者，它或践踏国家的法律、破坏党

的政策的执行，或分裂祖国，制造内乱。对于这样两种不同的宗教组织，江泽民

也分别进行了阐述：

爱国的宗教团体是贯彻执行好党的宗教政策，使宗教活动正常化的重要组织

保证。为了充分发挥爱国宗教组织的积极作用，在推动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的

同时，党和政府也要依法推动宗教团体进行管理。在2001年的全国宗教工作会

议上，江泽民指出：“在思想建设方面，要结合各宗教的特点，指导宗教团体加

强对教职入员和信教群众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的教

育和政策，法制教育。在组织建设方面，要帮助宗教团体加强全国和地方宗教团

体的领导班子、工作班子建设，积极物色和培养后备力量，把接受党的领导、拥

护社会主义、爱国爱教、有一定宗教学识、在信教群众中有较高威望的中青年人

士充实进去，稳妥解决新老交替问题。在制度建设方面，要支持和推动宗教团体

建立健全各面规章制度，搞好自我管理。要支持和帮助宗教团体有计划有步骤地

培养爱国进步的中青年人员，办好宗教院校，形成爱国爱教新一代的骨干力量。神

江泽民全面而又系统的指出了党和如何加强对爱国宗教团体的管理和引导，为统

战和宗教工作部门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

o‘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杜，第396页。

o吕大吉s《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杜，1998年版，第347页。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39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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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具有普世性与渗透性，因此，宗教在世界范围内

的传播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上宗教也曾为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

贡献。尤其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情势下，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世界多种文化相

互交流、激荡。在这个过程中，既有有利于宗教健康发展的一面，也有泥沙俱下、

不利于国家和宗教发展的一面。我国宗教界在与世界各国宗教界友好交往的同

时，境外一些宗教组织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江泽民指出，

“一些外国宗教组织企图重返中国，恢复旧有的隶属关系和在宗教上的特权，重

新控制我国的宗教。在这些年的国际斗争中，敌对势力往往利用宗教问题向我发

难。他们加紧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破坏活动，企图搞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

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他们支持达赖集团和‘东突’恐怖主义势力进行分裂活动，

支持境外一些基督教团体加大对我国搞‘福音化’的力度”。o除此之外，还有一些

邪教组织和别有用心的势力，打着宗教的旗号进行祸害人民、聚敛钱财、分裂祖

国的勾当。对于这些组织，江泽民从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角度，从维护党的

领导的角度，提出要给予严厉的打击与制裁。

3．正确对待广大的信教群众

宗教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之所以能对社会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

在于它能够通过精神信仰影响千百万的宗教信徒。江泽民曾经指出：“宗教是一

种群众性社会现象”。这就抓住了宗教这一社会现象的实质，使我们对宗教这种

社会现象的认识更为透彻、深刻。在2001年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指

出；“正因为宗教是一种群众性的社会现象，宗教往往成为社会各种势力争取和

利用的对象，同时反过来，宗教又往往成为一些现实斗争和矛盾的依托与深刻背

景。人们争取和利用宗教力量，目的就是要争取和利用众多的信教群众。’％此
次会议上，江泽民还指出，正是由于宗教的这种群众性，宗教往往成为一种非常

强大的社会力量，处理得好，可以对社会发展和稳定产生积极作用；处理得不好，

就会产生消极作用，甚至产生很大的破坏作用。也正是由于看到了宗教的这种群

众性，看到了我国众多的信教群众，江泽民把宗教问题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

度，他认为，我国信仰各种宗教的群众有一亿多，他们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o(rr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390页。

o(tr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杜，第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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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积极力量。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然也包括广大信教

群众的合法利益。做好宗教工作，关系到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中国

共产党的历史上，这是我们党对广大信教群众的政治地位最明确的定位，也是我

们党对同信教群众关系最富感情的表述。

对于信教群众，江泽民指出“我国信仰各种宗教的群众有一亿多，他们也是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我们必须团结、教育、引导这部分群众，

把他们在生产和工作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以利依靠和团结全体人

民共同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①这是江泽民对从正面对信教群

众积极性的阐释。反之，如果我们党和国家不能正确看待和引领信教群众，“如

果对他们的信仰不尊重，不理解，甚至采取错误的做法，广大信教群众就不会靠

拢我们，就会与党和政府离心离德。我们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但

不能简单地把无神论和有神论的区别等同于政治上的对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信教和不信教以及信仰不同宗教的群众，他们在这种信仰上的差异是比较次要的

差异，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相同的。”。

当然，由于宗教问题的特殊复杂性，难免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共产

党人一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去看待和处理宗教问题，把宗教领域里出现的大

部分矛盾看作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对于那些打着宗教旗号煽风点火、激化情绪、

扩大事态以至于到了分裂祖国与人民，或者与党和国家为敌的矛盾也做出严格区

分。江泽民指出：“民族和宗教问题中的矛盾，大量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一定

要做好人民内部矛盾的疏导工作，即使出点乱子，也要始终立足于信任、争取、

团结最大多数群众，以利于坚决、准确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敌对分子。”。这也是

秉承了中国共产党对待和处理宗教领域里矛盾的一贯主张，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

大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重的胸襟，也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从容果敢面

对问题的表现。

4．关于党员信教的问题

宗教信仰自由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策，宗教对于国家来说是完全是公民个

o‘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381页。

o‘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杜，第384页．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舨．第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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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私事，恩格斯、列宁都曾对这个问题进行过阐述。但是，对于信仰马克思主

义的无产阶级的党员来说，信仰宗教就不能再被当作个人的事情来看待了。因为

宗教信仰和马克思主义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而且这种对立和不同是无法调和

的。我们党在共产党信仰宗教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那就是共产党员

不能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

1990年，江泽民在新疆视察工作时曾经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宗教世界

观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根本对立的。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共产党人的世界观

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党员不但不能信仰宗教，而且必须要向人民群

众宣传无神论、宣传科学的世界观。’砸)在2001年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他又

指出；“要教育党员、干部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正确理解党的宗教政策，懂得不

信仰宗教是做一名合格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这就有利于保持党的纯洁性与战

斗力以及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也有利于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

由政策。

为了保证党员在思想信仰上的纯洁性，江泽民指出，要对中共党员加强科学

世界观的教育，进行有关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的教育，帮助党员坚定马克思主

义的信仰。在2001年的宗教工作会议上，他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

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上，在对支配人们日常生活

的外部力量的认识上，在解决人类认识过程中有限和无限、已知和未知矛盾上，

应该自觉采取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立场，坚持发扬科学精神。耍注意防止宗教对

党员思想的侵蚀。’囝对于确实有宗教信仰的党员，江泽民指出要正确处理。1990

年，在同全国宗教工作会议部分代表座谈时，江泽民指出：“不能说因为宗教信

仰自由，就对共产党员信教问题缩手缩脚，不敢进行教育。’孵)但是，江泽民也指

出，对于党员信教的问题要区别对待，妥善处理。在200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

上，他指出：“要按照有关政策妥善解决个别共产党员信仰宗教、参与宗教活动

的问题。对笃信宗教、丧失党员条件的，对利用职权助长宗教狂热的，要严肃处

理．，哒就是说，不能用简单的办法对待，而是要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

。‘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页．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395页．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395页．

曲‘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页．

o‘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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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有宗教信仰的党员从思想上和行动上逐步摆脱宗教的束缚，但是，对于完全

丧失共产主义信念，甚至成为宗教教职人员，而又拒不悔改的党员，就要按照中

国共产党的章程进行严肃处理。

(三)对宗教主体层次问题认识进行了新的阐述

1．宗教信仰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一再强调的原则，也是我们党关于宗教

问题所持的基本原则。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

领导集体都对之进行过很系统的阐述。江泽民秉承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思

想，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进行了阐发。

在2001年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指出做好宗教工作的首要任务就

是要正确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他指出了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意义和目

的所在，他说：“宗教信仰自由是我们党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是宪法赋予公民

的一项基本权利。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是我们党维护人民利益、

尊重和保护人权的重要体现，也是最大限度地团结人民群众的需要。我们实行宗

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大力加强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

的团结，把他们的力量凝聚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的目标上来。，，。

把宗教信仰自由和人权以及人民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是江泽民把宗教问题和时

势结合起来，站在时代发展角度做出的回答。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对宗教工作进行了正本清源和拨乱反正，一些千

部过犹不及，害怕违反党的统战政策、害怕“妨害”了公民的信教自由，对宗教领

域里的问题不敢管、甚至放任自流。针对此。江泽民指出，在贯彻宗教信仰自由

的政策时，要系统全面：“一方面要求尊重每个公民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

教的自由。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

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对不尊重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损害宗教界

合法权益的错误行为，必须坚决予以纠正。另一方面要求坚持权利和义务的统一。

宗教信仰自由不等于宗教活动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首先是

o《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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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要把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o江泽民指出，

在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同时，“不能因为有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无神论、

对培育‘四有’新人就不宣传了，这也是不行的。’囝在200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

上，他指出：“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信教群众的信仰，并不是说就可以

放弃对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江泽民不但把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同对宗教的管理

结合起来，还把对人民进行科学无神论的教育以及法制结合起来。这在一定程度

上引起了宗教界人士以及信教群众的恐慌。针对此，江泽民指出；“我们要巩固

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阵地，就必须在群众中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但是要正

确处理宗教信仰问题，在宗教政策上切不可给人产生一个错觉，好像‘左’的一套

东西又要来了，我们没有这个意思。特别要给那些有声望的宗教界人士讲清楚，

我们党的宗教政策是稳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绝对不会改变的。神可见，

江泽民在全面阐述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同时，也强调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这项政策上的坚定立场。

2．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

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是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

主义宗教观所做的更进一步的发展，也是江泽民宗教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江泽民对时代发展对宗教工作要求所做出的深刻回答。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对宗教事务的管理都是依靠单纯的条例或者政策，难免

会有随意性。加强对宗教工作的法制管理是时代发展对宗教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正如江泽民指出的那样：“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是我们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

必然要求。"。把宗教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

影响。在200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指出，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

是切实保障信教群众合法利益的需要，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祖国统一的需要。他

很明确地指出了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要旨，就是“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

透，打击犯罪。’蚰对于依法对宗教进行管理与宗教信仰自由的关系，江泽民指出，

o‘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384页．

口‘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页．

o‘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385页。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页．

o‘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385页。

o‘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杜，第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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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矛盾，而且，依法进行管理，就是要切实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不能以宗教

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为借口，放弃或摆脱国家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我国实行政教

分离的原则，任何宗教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都不能干预国家行政、司

法、教育等国家职能的实施。宗教方面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事项活动，

必须纳入依法管理的范围。在依法管理宗教思想的指导下，我们一系列的法律，

法规来规范和管理宗教活动。

3．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宗教，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宗教的对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这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了文化的交流，增进了我冒世界人民的友好交往，甚至成为了我国民间外交的

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与此同时，境外敌对势力与别有用心的势力利用宗教对我

国所进行的渗透活动也接踵而至，他们试图通过宗教问题插手我国内政，或者实

现他们“西化”、“分化”我国的战略图谋。因此，江泽民着重指出要坚持独立自主

自办教会的原则，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他说，坚持独立自主自办

教会的原则，是基于历史事实，人民选择所做出的，也是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宗

教组织和人士的理解和支持的。他鼓励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互相尊重的基础

上开展对外交往，增迸了解与友谊，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积极贡献。

但是，他指出，在我国宗教界与世界各国友好交往增多的同时，“境外利用

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一些外国宗教组织企图重返中国，恢复

旧有的隶属关系和在宗教上的特权，重新控制我国的宗教。在这些年的国际斗争

中，敌对势力往往利用宗教问题向我发难‰∞他提醒我们，宗教渗透的手段和方

式也多样化了，他们利用书报、电台、互联网以及观光、投资、文化交流等手段

做掩护。他谆谆告诫大家，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觉，切实加以防范，绝不能贪小

利而忘大义。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在中国宗教界与国外交往日益增多的新情

况下，明确这个原则，使我们能够更加清醒的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坚定独立自

主自办宗教的信心与抵御境外宗教渗透的决心。

o‘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3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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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宗教目标层次问题做出了新的概括(积极引导宗教与社

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在1993年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指出；“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

由政策也好，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也好，目的都是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

社会相适应”。啊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我们党在宗教问题
上的目标所在。“相适应”论断的提出，是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

逐步探索的一大成果，是我们党对建国以来处理宗教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进行的系

统总结，是对新形势下我国宗教实际状况进行透彻研究得出的一个新结论，做出

的新概括，这标志着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找到了一个非常恰当的落脚点，也是

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体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一大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

上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认识，也为我们处理好社会主

义条件下的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南。
”

从新中国建立始，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就引起争议，受到关注。在人

们的思想中，作为“人民的鸦片”的宗教总是与一定的剥削阶级联系在一起的，而

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使剥削阶级不复存在，但是，实践证明，宗教并没有随着社

会主义社会的建立而消失。因此，中国的各宗教在新的政治形势下都面临着何去

何从的重大历史抉择。虽然缺乏理论的指导，但当时的各宗教自觉或不自觉的进

行了一次改革，以期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存在和发展下去。十年“文革”及其前的一

段时期，受“左”的错误思潮的影响，理论探索的历史进程被迫中断。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中，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在理论争鸣中

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那就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如何界定的问题，宗教如何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给自己一个恰当的定位?我们的宗教工作的落脚点何在?在经

历了风风雨雨之后，宗教能否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摆正自己的位置?这个问题不断

引起中国共产党以及学界、理论界的思考。

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在学界、理论界的共同探讨下，宗教与社会主义社

会相适应的命题一步步被提了出来。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

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中发1991年6号文件)指出：“动员全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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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各级政府和社会各方面进一步重视、关心和做好宗教工作，使宗教同社会主

义社会相适应’面1993年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把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

主义社会相适应作为宗教工作的目标所在。在2001年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

江泽民对这一论断作了系统阐述，指出了这一论断提出的依据、内涵及意义所在，

可以说， 使这一命题成为一个更为系统的理论．

江泽民阐述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依据，对于这一点，他是从历史

依据和现实依据两个方面来说的。他说：“通观我国和世界的宗教历史，可以发

现一条共同的规律，就是宗教都要适应其所处的社会和时代才能延续，十六世纪

基督教发生的宗教改革运动就是一个例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宗教是在

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和活动的，必须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既是社会主义社

会对我国宗教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各宗教自身存在的客观要求。’啊以说，这
是江泽民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历史依据的阐发。宗教作为一种上层建

筑，作为意识形态的东西，总是要与其所在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古往今来

林林总总、数以干计的宗教之所以被历史洪流淹没，就是因为它们不能为当时的

社会所接纳，而世界五大宗教之所以能在历史的发展中延续至今，就是因为它们

总能主动或被动地调适自己，使其为所在社会接受。通观五大宗教的发展史，莫

不有力地说明了这点，这是规律性的东西所在。

在谈起宗教与社会主义会相适应的现实依据时，江泽民是从两个方面来讲

的：一是“相适应”的政治基础，二是“相适应”的实践基础。关于政治基础，江泽

民指出t“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包括信教

群众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做好宗教工作的政治基础。柚信

教群众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新中国在备

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程度

的提高，人民得以共享发展的成果，更为重要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

在真正程度上实现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信教群众的物质利益、精神利益都得到

了相应满足，这些因素在促使宗教积极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社会形势的同时，也

为宗教积极调适自己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了一个政治基础。关于实践基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杜1995年版，第220页．

o‘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387页．

o‘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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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江泽民指出，我国各宗教通过自身的改革和进步，也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发挥

其积极因素打下了一定基础。我们要充分运用这些有利条件，进一步把引导宗教

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工作做好。建国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各宗教都或主动或

被动的调整自己。在建国之初，几大宗教都进行了宗教改革，革除了宗教中剥削

性的因素；在新的形势下，各宗教也并未停止与社会共同进步的步伐，如基督教

的神学思想建设、藏传佛教所进行的寺庙爱国主义教育，天主教会的民主办教，

伊斯兰教的“解经”活动。实践证明，我国几大宗教在与社会的互动发展过程中，

摸索出了一条适应社会的途径和方式，走出了一条“爱国爱教，团结进步”的路子，

这都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所谓“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的。一是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适应，即是指宗教要符合或适合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一

是积极引导，即是指宗教工作者和领导干部要主动热心，不能把相适应纯粹看作

是宗教界的事情，我们可以不管不顾，相反，我们要积极主动、满含热情。江泽

民正是从这两个方面来阐述“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涵义的。他

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是要求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

放弃宗教信仰，而是要求他们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要求他们从事的宗教活动要服从和服务

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支持他们努力对宗教教义做出符合社会进

步的要求的阐释；支持他们同各族人民一道反对一切利用宗教进行危害社会主义

祖国和人民利益的非法活动，为民族团结、社会发展和祖国统一多作贡献。要鼓

励和支持宗教界继续发扬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在积极与

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方面不断迈出新的步伐。”。这“两个要求”、“两个支持”是对

这一命题内涵所做的深刻解释。“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一个互动的过

程，要求宗教界与社会主义社会都要有所作为，但是，这种相适应并不是对等的，

而是有主次之分的，主要还是宗教调适自身以与所在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所

以，宗教界要发扬爱国爱教、崇尚和谐、服务社会独立自主的传统，要遵守国家

的法律法规，要团结其所联系的信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要勇于同各种

利用宗教所进行的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做斗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党

o‘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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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门也不可袖手旁观，无所作为。江泽民所提出的‘‘两个支持”就指明了党政部

门在宗教工作上努力的方向，要求党政宗教工作部门要在“积极引导”上下功夫，

要热情鼓励、诚心帮助、积极推动宗教界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祖国统一多做

贡献，为“相适应’伧Ⅱ造各种条件。

江泽民还指出：“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党

和政府积极引导，也需要宗教界自身不断努力”。o这就指出了“相适应”的长期性。

毋庸置疑，我国宗教经过50多年的调适，已基本上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相

协调，这是主要方面。但是，宗教仍有与社会主义社会不相适应的因素存在，宗

教领域里的问题这些年来日渐繁多就是这些“不适应”表现。另外，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是人类历史上绝无先例可循的全新事业，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难免会遇到

新问题，新情况，甚至是暂时的挫折与局部的失败。宗教问题作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也需要我们不断探索、总结与开拓，种种未知的阃题、

情况、困难决定了“相适应”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必然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是

需要宗教界以及党和政府携手并肩、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

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将长期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

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我们需要长期探讨的一个课题，对我们来说也是一项崭新的事

业。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敢于面对现实、迎接挑战的。1993年11月江泽民

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讲话中曾经指出：“应该相信，我们共产党人有办法、有能

力，引导爱国宗教团体和广大宗教信徒把爱教与爱国结合起来，把宗教活动纳入

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做到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神这是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

代领导集体对党和国家的宗教工作部门所作的最有力的动员，同时，这句掷地有

声的话也给我们以信心，鼓舞我们在处理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上迈步前

进。

o‘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388页。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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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宗教观的历史地位

(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

江泽民非常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坚持，但他并不是教条式的照本宣

科·因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动态开放的，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他主张结

合中国的实际，在坚持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做出发展。他说；“我们既要

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基本观点，坚持我们党对待宗教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又要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不断总结宗教工作取得的新的实践经验，努

力完善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体系．∞事实上，他的宗教思想

中很深刻地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继承和发展。

他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丰富和发展有很多，例如他指出要高度重视民族、

宗教问题，他把宗教问题看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关系到物

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等，无不体现了他对宗教问题的

高度重视；他集中而又清楚地表达了运用宗教教义、教规和宗教道德中的积极因

素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的思想。在我们党的宗教观的发展的历史上，这是一个重

要的转折点。在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巩固和完善的今天，我们是可以利用宗教中的

积极因素为社会发展服务的，不能仅停留在‘‘鸦片”的界定上；他从世界总体发展

的角度来看待宗教问题，把宗教看作是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为我们以更为宽阔的视野看待宗教问题提供了指导。

但是，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最大贡献还是

把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看作是我们宗教工作的目的所在。这个论

断的意义是指出了宗教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问

题。是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像苏联那样去引导社会主义社会去适应宗教，

还是像有的国家那样，调停宗教所在社会的关系，使之混为一谈?在处理两者的

关系上，我们能从古今中外的国家汲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就是在我们党的领导

下，也曾犯过“左”的错误，立足消灭社会主义社会下的宗教，结果使得宗教与社

会主义社会的关系无法理顺，严重伤害到了信教群众的积极性，甚至使宗教与社

会主义社会的关系有了对抗的性质。江泽民在对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做出分析后指

。‘缸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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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具有历史依据、现实基础、实践基础等，这就肯

定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具有相适应的共同基础，共产党人对宗教的态度既不是

斗争甚或消灭，也不是放任自流，而是要主动引导其发挥积极因素。这不但为新

时期的宗教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目标所在，也是我们共产党人对马克思

主义宗教观的一个极大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发展史上，这无疑是应该浓

墨重彩书写的一页。

(=)给新时期的宗教工作的指明了方向

宗教和宗教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将会长期存在的事实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宗教问题。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

代领导集体抓住了正确处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这一实质性的问题，深刻而

又系统地阐述了新时期宗教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宗教工作的关键所在等。

江泽民告诫全党“民族、宗教无小事”，把宗教工作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在2001年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指出，无论是做好国内各项工作。

还是开展对外工作。都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宗教问题。他强调，宗教工作是党和国

家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这就

把宗教工作从局部的、部门的工作转变为全党的、全局的工作。他认为：“做好

宗教工作，关系到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到推进两个文明建设，关系

到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关系到我国的对外

关系。全党同志必须从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政治高

度观察和处理宗教问题，充分认识做好宗教工作的重要性，增强责任感和紧迫

感。神

江泽民还指出了新世纪初宗教工作的基本任务和重要工作。在2001年的宗

教工作会议上，他指出t“新世纪初宗教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全面贯彻党的宗教

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

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巩固和发展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维护稳定，增进

团结。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

o‘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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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而努力奋斗。“江泽民强调了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他指出，加强党对

宗教工作的领导，是做好新世纪初宗教工作的根本保证。各级党委和政府不但要

高度重视宗教工作，而且要善于做宗教工作。把做好信教群众的工作作为宗教工

作最根本的东西所在；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党的宗教政策的宣传教育，要

教育好党员和群众基础；要完善工作机制，健全管理机构，提高宗教工作干部队

伍的素质。要巩固好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这种深入而又细致的阐发，推

动了新时期宗教工作向纵深方向发展，指明了宗教工作的努力方向，开创了宗教

工作的新局面。

(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展

在江泽民的宗教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宗教工作被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宗

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得到了新的界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正确的宗教观的指导下，中国宗教界从自身特点出发，为改革开放和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江泽民宗教思想的指导下，宗教界热心社会公

益事业，为救灾、慈善事业捐款捐物；为维护世界和平和祖国统一奔走号召，积

极开展同其它国家的友好往来，成为民间外交的重要力量；主动调适自己，采取

各种具体行动，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做出贡献。这些都是宗教的积极因

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不断发挥，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进展。

第二节李瑞环的宗教观

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宗教观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

党和国家的很多领导人，如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司马义·艾买提等都结合各

自的工作实践发表了自己对宗教与宗教工作的看法。他们的思想有的是对江泽民

宗教思想的细化，有的是结合自己工作实践的创新。这些思想与江泽民的宗教观

一起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宗教观。这其中，尤以李瑞环为代表。

因为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主席，他是党的统战、宗教工作的直接负责人，

。‘扛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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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宗教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和补充7江泽民的宗教观。归纳起来，李瑞环的

宗教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宗教问题与宗教工作

1993年，在全国性宗教团体领导人迎春座谈会上，李瑞环指出：“宗教闯题

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千百万群众的信仰，在许多

地方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在一定条件下还受到某些国际因素的影响。处理好

这个问题，对于维护广大信教群众的切身利益，对于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对于

，巩固和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都具有重要意义。各级党组织，都必须重视宗教问

题，把它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积极、慎重、细致、稳妥地把宗教工作做好。’，。

同年，在接见中国佛教协会领导成员时的讲话中，他又指出：“希望各级党和政

府，特别是各级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同志，要重视和关心宗教工作，过问或者亲

自动手帮助解决。神李瑞环作为党和国家宗教工作部门的领导与负责人，他对宗

教问题的重视多来自他从宗教工作中对宗教问题的感悟，对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

干部具有非常强的说服力。

二、正确理解和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

李瑞环认为，我们党和政府有一套正确的处理宗教问题的政策，无论是宗教

界还是党和国家的宗教工作部门，都要正确理解和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1993

年，他同宗教团体的领导人在谈话中指出：“正确处理好宗教闯题，最重要的是

正确理解和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同年，在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领导成员谈

话中，他谆谆告诫伊协的成员，第一位的就是要继续协助党和政府更好地贯彻落

实宗教政策，他指出；“我们党和政府对民族宗教问题处理得是好的，不管碰到

什么样的问题和困难，不管国际上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国家都始终保持了各

民族的大团结，党和政府同宗教界的关系以及宗教界内部的关系一直比较和谐。

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不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页．

。《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页．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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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认，过去也出过一些毛病。而凡是出毛病，都是因为了我们脱离了或者是没

有正确执行民族宗教政策；凡是我们的工作取得成功，都是因为我们很好地坚持

和执行了民族宗教政策。”。李瑞环从宗教工作的成功与失败两个方面的实践去说

明正确理解和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的重要性，把它提到宗教工作的首位来抓，

把它放到事关宗教工作成败的地位来看，这推动了保持党和政府宗教政策的连续

性，也促进了党和政府行之有效的宗教政策得以贯彻执行。

三、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在我们党把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作为我们宗教工作的目标

所在以后，李瑞环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对这一思想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述，细化和

补充了这一命题，使之更加鲜明，更具有可操作性。具体说来，可以归为以下几

个方面：

其一，“相适应”就是要做到“四个维护”。1994年7月，李瑞环在与新形势下

民族、宗教问题研讨班学员座谈时从依法治国的角度提出；所谓相适应，就是说

宗教必须遵守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的国家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法律保障宗教

自由，但宗教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必须按照国家的方针政策独立自主办教会，

不受外国势力控制，你要接受外国势力控制，就违反了我们的法律和政策，就不

能允许。由此来看，李瑞环是非常重视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的，强调宗教活

动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1996年，在同宗教团体负责人座谈时，他将这一思

想发展成“四个维护”，要求宗教界必须做到。“四个维护”最初源自李瑞环在指导

处理宁夏西吉伊斯兰教哲派械斗时提出的要“高举两面旗帜”，既高举维护人民利

益，维护法律尊严的旗帜。在指导班禅转世工作中，李瑞环明确地提出了“四个

维护”。可以说，这鲜明地指出了宗教界活动的范围，既是对宗教活动的保护，

也是对宗教活动的规范。这“四个维护”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宗教界的基本要求，反

映了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普遍共识，是所有宗教团体、宗教界人士必须遵循

的行为准则。o正像李瑞环所指出的那样，“四个维护”有利于全面贯彻宗教信仰

自由政策，有利于保障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和地位，保证了宗教活动的正常开展，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o转引自龚学增；‘社会主义与宗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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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党的宗教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其=，要利用宗教中的积极因素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服务。李瑞环

很注重调动宗教界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他指出，中国爱国宗教

团体和信教群众是建设四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积极力量。对于宗教界团体，

如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等，李瑞环一再强调要领导和督促党和国家

的各级宗教部门，为宗教团体发挥其积极作用创造条件，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

同时，也注重对新情况新问题的关注和解决，使宗教团体能更好地动员信教群众

发展生产，发挥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作用；对于广大的信教群众，李瑞环指出，要

对他们进行必要的组织和引导，使他们把积极性充分发挥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改善生活上去。另外，李瑞环也非常强调要利用宗教教义和教规中的积极因素为

“相适应’做出贡献。1997年1月30日，在与宗教团体负责人谈话时他指出，中

国各宗教倡导的伦理道德都有弃恶从普的内容。佛教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

基督教的“荣神益人，作盐作光”，道教的“慈爱和同，济世度人”，伊斯兰教的“两

世吉庆”等，都倡导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宗教界可以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中发挥教义中的积极因素，做出应有的贡献。次年，在谈到“相适应”这一问题时，

他又指出，中国各大宗教教义中的许多内容，比如伦理道德方面的一些要求，与

现时代社会发展的趋势，与我们所倡导的精神文明是一致的。宗教界对这些有益

于社会，有益于人群的内容，要加以挖掘，加以整理，加以强调。o运用宗教教

义、教规中的积极内容，为“相适应”做出贡献的思想，江泽民曾经有所涉及，但

是，李瑞环对之进行了更为深刻与细致的论述，为宗教界努力指明了方向。

其三，“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求宗教事务部门和宗教界共

同努力。1999年2月11日，李瑞环在与全国宗教团体的领导人座谈时指出。“宗

教事务部门和宗教界要认真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

义社会相适应。近年来，在贯彻党的宗教政策的过程中，我们同宗教界朋友们一

起对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作了积极探索，并取得有益的成

果。’蝴k相适应”虽不是对等，是有主次之分的相适应，但是，是需要党和国家的

宗教工作部门同宗教界通力合作，共同努力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点。

其四，指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的两条原则。

。转引自龚学增I‘社会主义与宗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257页．

o转引自龚学增；‘社会主义与宗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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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月18日，在同宗教界领导入座谈时他指出：“一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

二是坚持独立自主办教。这两条原则，是老一辈领导人研究中国国情、总结历史

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根本性的、长期性的指导方针。实践证明，宗教工作坚

持这两条原则，就能够切实保障信教群众的人权，就能够真正维护国家的主权，

就能够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魄两条原则

其五，加强和改进党的宗教工作。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既需要宗教

界的努力，也需要党和图家宗教工作部门的努力．因此，加强和改进党的宗教工

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李瑞环指出，在过去若干年的时闻里，由于受“左”的思想的

影响，我国的宗教工作遭受了极大的打击，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宗教工作得以拨乱反正、芷本清源，但是，仍然遗留

下一些问题。因此，新时期的宗教工作，要注意解决这些问题。与此同时，还要

注意对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正视这些新问题，以期加以很好的解决．1993

年10月21日，在接见中国佛教协会领导成员时，他谈到，就具体宗教工作来讲，

我们党和政府中还有相当多的人缺乏对宗教政策的正确认识，缺乏对宗教方面的

知识和常识。他希望各级党和政府特别是主管这方面工作的领导同志要研究和学

习宗教和宗教工作方面的知识。由于许许多多的历史原因形成的对宗教、对宗教

界的偏见，在我们党内一些人中还严重地存在。o只有对党的宗教工作做出改进，

才能在“积极引导”上见成效。否则，党的宗教工作就会适得其反，使宗教与社会

主义社会的关系不能得以理顺。

第三节 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的宗教观

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执政期间，党和国家的有关部门出台了

一系列的文件，这些文件以通知、法律法规、条例等的形式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及

其领导下的中国政府的宗教观。对这些文献的整理、分析与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

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宗教观。

在这些文献中，代表性的当推1991年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

《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又被称为6号文件)。这一文件是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制定的关于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的第一个重要文献。

毋转引自龚学增；‘社会主义与宗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D8页．

口‘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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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共产党的宗教观研究

这个文件是在落实宗教政策任务基本完成、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宗教方面出现

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的背景下制定的。该文件秉承了1982年通过的《关于我

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精神，与此同时，又汲取了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宗教问题上经验教训，总结了我国处理宗教问题的

新经验，对若干重要问题做出了科学论断，从理论到政策都有重要突破，对正确

处理新形势下的宗教问题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该文件首次提出：“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

重要课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①这是我们党历史上

第一次把宗教问题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把宗教问题提到了

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们对宗教问题重要性有了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宗教问

题作为我们国家稳定和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和战略

性的高度；该文件首次提出了国家要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这是在依法治国

的方略对宗教工作的要求与体现。党和政府依法开展宗教工作，保护合法的宗教

活动，打击非法的宗教活动，我国宗教团体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宗教活动的

开展都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这对宗教工作部门及宗教界的活动都是一个

规范与约束，使得两方的活动都纳入了法制的轨道，这对于理顺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该文件还首次提出了使宗教与社

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一命题，虽未展开论述，但是，却对宗教与社会主义关系进

行了有益的探索，后来的学术界理论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迸一步的探讨，最终

发展成了我们处理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目标所在，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另外，该文件还结合新的历史条件重申了全面正确贯彻宗教

信仰自由的政策、充分发挥爱国宗教团体的作用、坚决打击利用宗教进行的违法

犯罪活动、加强和改进党的宗教工作等。这些思想丰富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

宗教观，也有力地指导了当时的宗教工作，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重在指导

实践的好文件。

除去这个关于宗教和宗教工作的综合性的文件之外，还有一系列针对具体问

题的文件或者法律法规，本文择其要者进行阐发：

1991年1月28日，针对共产党员信仰宗教的问题，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了

。‘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缠》，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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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妥善解决共产党员信仰宗教问题的通知》。该通知明确指

出；“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是无神论者，只能信

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为了妥善解决

党员信仰宗教的问题，通知指出，要把加强教育放在首位；在信教比较普遍的少

数民族聚居地区，要把党员信教同参加某些纯属民族风俗活动区别开来；对信教

党员的处理，要区别不同情况慎重对待，妥善处理；解决党员信教问题，除了加

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外，还要加强对党员的管理和监督；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摸清底数，制定具体措施。这是我们党对党员信仰宗教问

题的处理做出的最明晰具体的指导，鲜明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问题上的认

识。

1991年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

问题的通知》明确指出要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要加强宗教立法工作，这

就促使了一些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的出台。1994年1月31，李鹏总理签署国务

院144号令和145号令，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

和《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这就以法规的形式保证了宗教信仰自由，国家明

确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依法打击非法的宗教活动。这是我国政府第一次以法律

法规的形式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的专门性条例，受到了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

众的好评。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一些西方国家不断攻击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指

责中国实行“宗教迫害”和“宗教不容忍”。为了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宗教的真实状

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1997年10月16日发表了《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

白皮书，以大量事实表明了中国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

的。此外，中国政府于1991年发布的《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第六部分；1992

年发布的《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白皮书第八部分，都对宗教内容有所涉

及。这些文献不但让世界人民对中国的宗教状况有了深刻的了解，也向世界表明

了领导中国政府的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依法管理宗教等的宗教

观。 。

。‘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杜1995年版，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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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的宗教观

新世纪初，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根据

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新问题和新任务，根据我们党肩负的历史使命

和党的自身建设的实际，在深刻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建党八十周年大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指出，

我们党要继续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胜利前进，归结起来，“就是必须始终代

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m‘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

源，也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

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意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根本上进一步回答了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21世纪，

中国共产党要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以及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对八十

年奋斗历程的经验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也是对党的各项事业提出的

要求。宗教工作是党的建设和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对第三代

领导集体宗教观的统领与指南，也是对第三代领导集体宗教观的新发展。江泽民

同志指出：“党的各项工作，都要坚持、体现和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宗教工作

当然也不例外，也要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

2004年1月，在全国宗教工作座谈会上，政协主席贾庆林指出：一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中关于宗教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丰富和发

展，是做好新世纪新阶段宗教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坚持用·兰

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宗教工作，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

把广大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将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上来”。在党的宗教工作中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拓展和丰富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对于我们在新世纪开创

宗教工作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o‘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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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二、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宗教观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

(一)从生产力发展角度认识宗教问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

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认为，宗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生产

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产生、发展与消亡都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

相适应。江泽民就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宗教存在的长期性的。他指出，

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科学技术还不发达，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

学文化素质也还不高，加上国际环境的影响，我国宗教存在的根源仍将长期存在．

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宗教问题，就要把它放到经济社会的发展中来，努力建设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不是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不能强制地加以消

灭。他说，经济建设搞不上去，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提不高，就宗教论宗教是解决

不了问题的。o他对宗教工作适应了改革开放的形势，围绕和服从于党的中心任

务给予了充分肯定。在新的历史阶段，党的中心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他指出：“在现阶段，我们必

须认真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努力I卫结广大信

教群众，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使宗教工作更好地为四化建

设服务，为国家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服务。’嫱可见，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善于

从生产力发展角度考虑和和研究宗教的，这也是其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

现。

(=)从建设新型宗教文化入手，利用宗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曾经指出；“我们党

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

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

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囝江泽民还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

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总是以虚幻的、颠倒

的形式反映着社会。但是，江泽民并没有因此而把宗教文化全部当作消极的东西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页．

毒‘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页．

·‘江泽民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专门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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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批判。我国的宗教文化己渗透于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到入们的日常生活之

中，因此，不能对之一概加以否定。江泽民曾经指出，宗教文化来源于世俗文化，

是对世俗文化的吸取、积累和加工。建筑、绘画、雕塑、音乐、哲学、医学等文

化艺术中，不少都与宗教相关或有一定的宗教形式，因此宗教中积累的文化资源

是传统文化的重组成部分。

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就要对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进行继承和发展。

江泽民指出；“要利用宗教教义、宗教教规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

主义服务神李瑞环曾经指出，中国各宗教倡导的伦理道德都有弃恶从善的内容。

佛教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基督教的“荣神益人，作盐作光”，道教的“慈爱

和同，济世度人”，伊斯兰教的“两世吉庆”等，都倡导服务社会，造福人群。我

们应该利用宗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同时，党的第三代领导

集体非常重视对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无

神论的教育，强调人们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上，在对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

量的认识上，在解决人类认识过程中有限和无限、已知和未知的矛盾上，应该自

觉采取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立场，坚持发扬科学精神，强调加强教育和科学文化

建设，培养人们科学而又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品德。o

(三)以实现、维护和发展信教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国有一亿多信教群众，他们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是我国人

民群众的组成部分。我们党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和建设的根本

出发点。江泽民曾经指出“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就是为人民谋利益，团结和带

领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奋斗。”。广大的信教群众首先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公民，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的组成人员，是现代化建设的依靠力量。

江泽民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信教和不信教以及信仰不同宗教的群众，他

们在这种信仰上的差异是比较次要的差异，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

相同的。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然也要包括广大信教群众的

合法利益。’娜这就有力地表明了我们党在宗教工作中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践

行。

只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把信教群众的工作作为宗教工作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页．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395页．

。<江泽民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专门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51页．

o‘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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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团结和教育信教群众为祖国富强和民族振兴积极贡献力量，才能真正把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落到实处。我们党主张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依法管理

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宗教政策，本身也就是对信教

群众的信仰权利的尊重与保护，是把代表信教群众根本利益的要求落实到党和国

家的宗教政策中的表现，落实到各级宗教工作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去的表现，是

落实到信教群众生产和生活的工作中去的表现，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

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表现。

三、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

会相适应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为我们党认识宗教问题和宗教

工作提供了一把钥匙，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党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

适应指明了方向，使我们能把这一工作做到实处。具体说来，我们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来着手：
’

根据我们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努力使党的宗教工作服从和服

务于党的中心任务，团结广大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凝聚

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

做出贡献。因此，党的宗教工作要充分动调动信教群众参与经济建设的积极性、

主动性与创造性，不断提高信教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尤其是提

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鼓励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辛勤劳动，多做贡

献；党的宗教工作要促使各爱国宗教团体和宗教界人士，发挥联系广大信教群众

的作用，促使广大信教群众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贡献。1993年12月27日，

李瑞环在会见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领导成员时曾经指出；“各族穆斯林一般说来有

从事商贸活动的传统，有较强的商品经济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他们

施展才干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各级伊协一方面要代表他们的利益，及时向政府反

映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帮助他们切实地解决一些问题，办一些实事：另一方面，

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发挥他们善于经商的长处，对他们进行必要的组织和引

导，使他们把积极性充分发挥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生活上来”。咐于宗
教教义中这些提倡发展经济的论述，我们都要推动爱国宗教团体和宗教界人士加

以阐释，使其成为信教群众参与经济建设的精神动力。而对于那些推动生产力发

展不相适应的旧的宗教传统、礼仪与思想，我们要推动爱国宗教团体和宗教界人

o‘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



中田共产党的宗教观研究

士对之进行革故鼎新，使其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因素。

根据我们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要求，弘扬宗教文化中的积极

内容。把建设新型宗教文化纳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之中，建设与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相适应的在中国特色的宗教文化。我国五大宗教的教义教规以及宗

教道德中，都有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致的地方，如佛教的“庄严国土，利乐有

情”、基督教的“荣神益人”、伊斯兰教的“爱国是伊玛目的一部分”，以及诚实守

信、敬老爱幼、团结互助等，宗教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

精华应该纳入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之中，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服

务。同时，党和国家也要促使包括信教群众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提高思想道德素

质及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要在信教

群众中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坚定信教群众对社会主义前途

的信念，增强信教群众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及其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立足于中国宗教的具体实践，不断发展健康向上的、丰富多彩的、有中国特色的

宗教文化，满足信教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明需求，从而使宗教文化建设与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方向相适应。

根据我们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做好信教群众的工

作，团结教育信教群众为祖国富强和民族振兴贡献力量。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

虽然在信仰上存在着差异，但这种差异不是最主要的，他们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

的，他们有着共同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我们党的宗教工作就是要以信教群众

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引导信教群众本着爱国爱教的思想原则，与不信

仰宗教的群众团结在一起，共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在社会主义社会不

断发展的基础上，信教群众也共享到社会发展的成果，从而使自己的经济利益、

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得以实现。

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我们进行宗教工作的纲领与指南，也是对中

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宗教观的丰富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中国的

新发展。我们党的宗教观要深刻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的宗教工作要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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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体系建构

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发

展成的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包括我们党对宗教基本问题的认识，以及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处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认识。这个理论体系历经

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探索，日臻成熟与完普。对于这一理论体系我们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关于宗教的基本问题的观点

中国共产党对于宗教基本问题的认识可从三个方面来认识，即宗教本质观、

宗教历史观、宗教价值观。

对于宗教的本质，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除了长时期受“鸦

片论”的影响之外，中国共产党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也从信仰领域和思想领域里

强调宗教问题。随着我们党和中国的学界对宗教问题认识的深入，中国共产党第

二代领导集体在1982年发布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

基本政策》中，指出，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是包含了宗

教信仰，宗教感情以及同这种信仰和感情相适应的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这种认

识是中国共产党对宗教本质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它不仅把宗教信仰当作宗教的核

心，更强调了宗教是由宗教感情、宗教行为、宗教组织几个因素构成的。这种宗

教本质观指出，在我们把宗教当作思想领域里的问题，当作宗教信仰问题的同时，

也要看到宗教所联系的广大信众，也即是看到宗教的群众性这个基本特征。对宗

教问题的处理涉及到千百万信教群众的利益，涉及到与千百万群众的关系。

对于宗教的产生、发展与消亡，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消亡观，

并对之进行了拓展。认为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宗教也是有可能存在的。因而

要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存在的长期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对宗教存

在长期性的认识是基于对宗教存在根源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于宗教

存在的长期性多是从宗教存在的愚昧、落后的自然根源、阶级剥削与压迫的社会

根源两个方面来分析的。中国共产党不但对宗教存在的自然根源、社会根源有所

分析，更指出了宗教存在的心理根源。这种认识更进一步的指出了宗教的精神慰

藉作用，指出了为什么在生产力较为发达的现代条件下宗教仍然有存在和发展的

余地。基于宗教有其长期存在的根源，中国共产党主张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

教。江泽民也在对古今中外历史上用行政命令手段消灭宗教的做法做出了分析之

后，指出，长期性是宗教的一个根本特性，不能强制地加以消灭。中国共产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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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消亡问题的认识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继承，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吸取了古今中外人为消灭宗教的错误做法的教训之后得出的，对于克服宗教工作

中“左”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宗教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基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多是从消

极性的一面来否定宗教的社会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

中国与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所处的时代、国度、社会环境有很大的不同。因此，

我们党关于宗教的价值观也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些不同。

在1982年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与

基本政策》一文中，党中央指出，我国的各宗教，历史上都曾被统治阶级控制和

利用，起过重大的消极作用。但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宗教的状况已经起了根

本的变化。宗教团体成为党和国家联系信教群众的纽带，信教群众已成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力量，宗教正在逐步走上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江

泽民在对宗教既曾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也曾为被统治阶级用作政治斗争的旗帜做

出分析后，更是结合新的历史条件指出，我国的宗教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宗教道德中的积极因素也可用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我们要积极利用

宗教教义、教规中积极的一面，抑制其消极的一面。

(=)对当代中国宗教基本看法的观点t我国宗教有“五性”

中国共产党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提出了自己的宗

教本质观、宗教历史观及宗教价值观，并把这些应用于对中国宗教的认识上，从

而得出了我国宗教具有“五性”的基本结论。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的宗教问题做

出的新认识与新判断，是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对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一个极大丰富与发展。这一基本认识对于我国宗教工作的开

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宗教有“五性”的基本内容是：中国宗教具有长期性、群

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这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对我国

宗教做出实事求是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我国宗教情况的准确概括。

(三)中国共产党对待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

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础上，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方法论做指导去看待和认识中国的宗教问题，并且使之与中国的宗教国情

相结合，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的宗教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处

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

1．宗教信仰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既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的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也是中

国共产党对待宗教一个基本原则。尽管中国共产党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是

主张无神论的，但是，它是真正主张宗教信仰自由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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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的必然结果，也是建立在对中国宗教问题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的，有其原因

和依据。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我们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所制定的、真

正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确的宗教政策。对于这个为实践所证明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宗

教政策，我们一定要保持它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坚定不移地把它贯彻和落实下去。

2．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强调不能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和宗教思想混为一

谈，也不能搞任何形式的调和。中国共产党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是彻底的无神

论者，决不赞同任何的唯心主义或者宗教。但是，中国共产党在看待和认识宗教

问题时，向来是本着“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原则的。中国共产党与

宗教界实行团结合作有着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这是我们党长期对我国宗教问

题探索所得出的基本经验，也是我们处理与宗教界关系的基本准则。这一原则要

求我们首先要同宗教界建立统一战线。其次，要发挥爱国宗教团体的作用。再者

要把信教群众团结到党在各个时期的历史任务上来。如果我们的宗教工作不能把

所有的有宗教信仰的人团结到党的周围，那他们就有可能成为境内外敌对势力利

用的力量，从而阻碍甚至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这一点是需要我们时，

刻明了的。

3．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领域里的矛盾

从宏观角度上把握住我国宗教矛盾的状况，对我国宗教领域里矛盾做客观分

析，是我们正确处理宗教领域里矛盾的前提。我们党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民

族和宗教问题中的矛盾，大量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于宗教领域里的人民内部

矛盾，我们党主张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去解决。耍做好人民内部矛盾的疏导工

作，即使出点乱子，也要始终立足于信任、争取、团结最大多数群众，以利于坚

决、准确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敌对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宗教领域里的矛盾

也有一些矛盾是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还有～些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交

织，非常复杂。这就要求我们要在正确区分两类矛盾的基础上，妥善对待与解决。

在处理这些矛盾时，李瑞环提出了“四个维护”的基本方针来处理宗教领域里的矛

盾，从而使宗教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4．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

建国前，我国的天主教、基督教作为外来宗教，在近代史上，充当了帝国主

义侵略中国的殖民工具，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广

大人民所痛恨的“洋教”。新中国建立后，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形势，中国共产党推

动天主教、基督教界的上层人士发起了三自革新运动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利用和控

制。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我国各宗教与国外宗教的友好交往日益增多．与

此同时，境内外一些敌对势力妄图通过宗教手段来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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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制度，对我实行“西化’’、“分化”。基于此，中国共产党一直主张独立自主自

办的原则。我们党鼓励宗教界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对外友好交往，但是，坚决打

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和破坏活动。可以说，坚持独立自主、

自办教会的原则，既是中国百年来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反对新的历史时期

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妄图渗透、控制我国的现实选择。

5．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

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不得信仰任何宗教，这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所着力强调

的。中国共产党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这一思想。指出共产党员不得信

仰任何宗教。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对普通公民来说的。共产党员在这一点上

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般公民。强调这一点，不仅不会违反我们党的宗教信仰自由

政策，恰恰相反，会更好地促使共产党员更加模范地贯彻好宗教政策。

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如何对待党员的宗教信仰，或者参加有宗教色彩活

动的事件昵?解决共产党员的信教问题，要把教育放在第一位，还要加强对党员

的管理和监督。对于信教党员，要区别不同情况，慎重对待，妥善处理。各级党

委要在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的基础上制定具体措施。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把党

员信教同参加某些纯属民族风俗的活动区别开来。

6．坚持对党员、群众进行科学世界观的教育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生

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虚幻的反映，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其产生，

发展与消亡的规律。我们主张宗教信仰自由，但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政

党决定了我们党要在广大的群众中间进行无神论教育，尤其是对于中共党员、共

青团员与青少年来说，加强科学的世界观与文化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党历

来主张在允许人们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也在广大的党员、群众中间开展科学

世界观的教育。这种教育，郎包括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宣传，

也包括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去科学地认识宗教的本质及其客观规律。

7．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要求我们要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宗教事务探索的一个经验总结，也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对时代发展所提出挑战的回应，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

一个拓展。在依法进行宗教事务管理时，我们党主张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

要加强宗教立法。另一方面，要提高依法管理的水平。只有把加强宗教立法与提

高依法管理的水平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把依法管理宗教落到实处。依法管理宗教

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限制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而是为了保护合法的宗教活动。依

法管理宗教事务的要旨是：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



结束语

8．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所做的一个丰富与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宗教

观与中国宗教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

建国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非常重视宗教工作，一再强调

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这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出台的一些有关宗教

工作的文件就可以看出。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就是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高度重视和切实做好宗教工作。

我们党关于加强党对宗教工作领导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宗教工作

宗教工作如果做得好，可以对促进社会主义建设起好作用；如果做得不好，

就会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因此，做好宗教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鉴于宗教

工作的重大意义，我们党主张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宗教工作。江泽民认为，
’

能否做好宗教工作是领导干部政治上成熟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我们党提高领导如

水平和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

2．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党的宗教政策的宣传教育 ．

．

我们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与各种有神

论的唯心主义不做任何调和，共产党员不能有宗教信仰。不但如此，共产党员还

应带头宣传科学的世界观，主动学习与掌握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对于j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宗教的知识、我国宗教的国情、世界主要宗教的基本教义以

及宗教文化等，都应该有所知晓。因此，我们要对广大党员干部加强马克思主义

宗教观与党的宗教政策的宣传教育。

3．完善工作机制，健全管理机构，提高宗教工作干部队伍素质

宗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做好宗教工作不

单单是宗教工作部门的事情，需要各有关部门密切协助，共同做好宗教工作。与

此同时，还要健全宗教工作的管理机构，充分认识设置政府宗教事务机构的必要

性。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政治高度，看待政府宗教事务机构的设置和建设，确

保宗教工作开展的组织基础，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宗教工作干部队伍。

4．巩固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

巩固我们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处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关

系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要着力加强的一项宗教工作。在

新的历史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调动包括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在

内的一切积极因素。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统战、宗教工作部门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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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同宗教界人士的联系，关心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与他们交

朋友．，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当然，对于宗教界人士中的消极思想和错误行为，不

能打着“统战”的幌子置若罔闻，纵容包庇。在团结他们的同时，也要教育他们，

不断提高他们爱国爱教的政治觉悟，发挥他们的积极影响。

二、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历史地位

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的宗教国情相结合

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所做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它有力的

指导了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的实践，为发挥宗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积极作

用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得以协调顺利。在新

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形成对我们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

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一)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包括我们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看法与我们党处理宗教

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基本原则。它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在探索

我们国家宗教问题处理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是，它秉承和坚持了马列

主义宗教观的基本思想，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去认识宗教和处

理中国的宗教问题。它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它又结合我国

的实践对之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从而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宗教观。

这种丰富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在对宗教基本问题的认识上；在宗教的本质上，我们党突破了马克思、恩格

斯、列宁多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宗教的限制，指出了宗教是一种包含着宗教

感情、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和宗教组织的社会系统，从而为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

宗教问题的复杂性与重要性打下了基础。在对宗教的历史观的认识上，我们党在

认识到宗教长期性的同时，提出了中国的宗教有“五性”的学说。在宗教的价值观

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受制于时代所限，多强调宗教的消极作用，列宁甚至

一直号召人们不懈的同“宗教迷雾”作斗争。在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中国，时

间和空间都与革命导师们所处的环境有很大的不同。各宗教基本上都能辨清社会

的形势，跟随代表进步势力的中国共产党前进，也有的宗教曾经为帝国主义和敌

对势力所利用，但他们并没有威胁到我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所以，中国共产党

看待宗教的眼光就较为温和，也相对客观。我们党在看到宗教所起消极作用的同

时，也指出了宗教具有积极的作用。我们党应该创造条件抑制它的消极作用，发

挥它的积极作用。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激荡社会各个角落与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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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提出了看待宗教问题要有世界眼光，提出要把宗教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

下来认识等等，这些都是在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所做的拓展。

在无产阶级政党处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原则上：马克思、恩格斯虽

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但遗憾的是，他们没能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当然也就没有办法看到他们的宗教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实践。列宁结合俄国的

历史条件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进行了拓展，并把它推进到列宁主义宗教观的阶

段。但是，列宁也没能看到他的宗教观在苏联转变成苏联宗教工作的指导思想就

溘然长逝。所以，革命导师的宗教观鲜有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在实践中的

丰富与发展，他们所做的多是一些基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预测。而

我们党不但领导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了新民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官僚主

义、和封建主义的“三座大山”，而且建立了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用于指导中国宗教

问题的实际，并吸取了在实践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

义的宗教观，从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宗教观。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对

马列主义宗教观的丰富和拓展最为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l、全面系

统阐述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2、确立了与宗教界信仰上相互尊重，政治上

团结合作的指导原则，与宗教界建立统一战线，发挥爱国宗教团体的作用，把信

教群众团结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3、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领域里的矛盾，

把宗教领域里的矛盾大都界定为人民内部矛盾；4、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宗教的

原则；5、指明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6、坚持对党员群众进行无神论教育；7、

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8、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些都

是我们党结合我国处理宗教问题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丰富与发展。这些

都有助于我们破除对马列主义宗教观教条式的理解、盲目的搬用等。为处理我国

的宗教问题提供了更为科学的指导思想。

(二)指导了中国共产党宗教工作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是我们党对宗教以及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认识

的理论体系，它既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宗教问题的理论基础，又为中国共产党制定

合乎中国国情、教情的宗教政策和管理方法提供思想指导，甚至它本身就包含着

我们党的宗教政策。这些都有力的指导了我们党宗教工作的开展。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初期，我们党领导了“非基督教运动”，这是我们党把马

克思主义宗教观应用到实践中去的最初尝试。由于照搬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

致使运动出现过一些偏差，中国共产党正是从此时开始注意统一战线闯题，较为

系统的思路与理论也开始形成。到了土地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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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开始认识并确立了信教自由、政教分离、以及帮助少数民族从宗教上层统治势

力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思想，毛泽东还指出不能用强力消灭宗教。在这种思想的

指导下，边区政府出台了一些保证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从而团结了劳苦大众。

在红军长征时期，我们党确立了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思想。长

征中，在正确的宗教观的指导下，红军顺利通过了信教群众聚居的地区。抗日战

争时期，我们党为了尽可能多的团结抗战的力量，确立了与宗教界爱国人士建立

统一战线的思想，这就有力地团结了广大的宗教界人士，发挥了他们联系信教群

众的积极作用，也动员了广大信教群众投身到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为抗日战争的

胜利贡献了力量。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正确的宗教思想和宗教政策促进了宗教界

人士和信教群众参加到革命进程中，成为民主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新中国建立

后，我们党把宗教信仰自由写进了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同时推动宗教

界进行革新运动，革除了我国宗教中一些封建因素。同时，又推动与帝国主义有

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天主教和基督教进行三自革新运动，促使宗教界迈出了适应社

会主义社会的一大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领导了包括宗教工作在内的

各项工作的拨乱反正，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进行了重新认识，指出了宗教

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去

消灭，要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

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目标上来，这是宗教问题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

这样的宗教观的指导下，我们党为全国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

主义路线”的帽子，恢复了党和国家的各级宗教工作机构，复查、平反了宗教界

的冤假错案，落实了宗教团体的房产，恢复开放了宗教活动场所，恢复、建立了

各宗教爱国团体和组织，恢复和新办了一批宗教院校，有计划地培养了一代年轻

的爱国宗教教职人员。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党同宗教界的关系，团结了广

大的信教群众，促进了安定团结，开创了宗教工作的新局面。十三届四中全会以

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继承毛泽东、

邓小平宗教观的基础上，又指出，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

指导思想，要从世界的高度来思考宗教问题，我们要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宗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既有消极性的一面，也有积极性的一面，我们要积极引导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宗教观的指导下，我们国

家切实保障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宗教事务纳入了依法管理的

轨道，中国各宗教在我们党的正确的宗教观的推动下，迈出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

适应的步子，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更加协调，另外，在党的鼓励友好、平

等的宗教交往的思想下，我们国家的宗教界在与国外宗教界开展友好往来、维护

祖国统一和反对渗透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这些都是我们国家在党的正确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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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指导下所取得的积极成果。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在发展的过程中也经历过曲折，在错误思想的指

导下，我们的宗教工作实践也遭到了一定的挫折。例如，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

一方面宣布实行信教自由的政策，一方面又把宗教界和信教群众列为革命的对

象，对其所占的土地予以没收，把宗教作为工人阶级的对立面等。1956年以后，

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逐渐出现了偏差，在“文化大革命”中，“左”的指导思想发展到

了顶峰，宗教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重灾区”。阶级斗争被重新界定为社会的

主要矛盾，宗教领域里的矛盾也就相应的被定为“敌我矛盾”，“揭开宗教掩盖下

阶级斗争的盖子”就成了宗教工作的指导思想。1966年8月，中共中央统战部被

说成是“修正主义司令部”，宗教工作部门也被扣上了“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

路线”的帽子，信教群众被打成了“牛鬼蛇神”、“专政对象”，群众的宗教信仰被

肆意践踏，宗教工作十年瘫痪。这给我国的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以极大的打击，

他们受到了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伤害，我们党与宗教界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

中培养的良好关系也受到了极大损害。这给我们留下非常惨痛的教训。但是，这

也为我们提供了反面的教材，它恰恰证明了科学宗教观的重要性，昭示我们要坚一

持正确的宗教观，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进行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

(三)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建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

特殊重要的意义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我们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

本国情出发．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宗教工作的成功经验做出的科学论断、取得的

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中国共产党宗

教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思想告诉我们，尽管宗教兼有消极和积极

的两重作用，但是，我们可以创造条件，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作用，

从而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得以协调与理顺，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

造条件，贡献力量。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界定了新型的政教关系。宗教与政权的

关系是每一个社会都要面临的问题。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实行宗教信仰自

由，宗教是与政权分离的。但是，如何处理宗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存在却是一

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长时期都不能理顺宗教

与政权的关系。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力主“促退”宗教，甚至用行政命令去消

灭宗教。结果却是适得其反，宗教非但没有被消灭，反倒为这些国家的变质起到

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苏联，长时期也是抑制宗教，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又跳

到了引导社会主义社会去适应宗教的另一极端。这些摇摆与不定最终葬送了社会

主义的基业。我们国家吸取这些教训，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进行了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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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最终给这种关系以合理定位。这就为创造和谐的政教关系指明了方向，从

而也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了基础。此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

社会相适应也界定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关系、宗教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

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的关系、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之间的关系等，给这些关系的

处理也指明了方向，有利于使这些关系融洽、协调起来，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构建。

中共中央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

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

矛盾的持续过程。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

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

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不断促进社会和谐”。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处理好我国宗教问

题的目标所在，而达到这个目标就是一个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从总体上看，我

们国家的宗教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但是，宗教方面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

不相适应的地方，这也正是我们提出这～论断的原因所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

不相适应的方面引发的各种矛盾需要我们加以处理与解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说，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是一个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宗教的积极因素得以发挥，消极因素得到抑制。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三、在新的实践中继续推进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与时俱进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推动宗教理论与实践仅仅围

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局，不断与时俱进。在宗教实践方面，公民宗教信仰自由

的权利及合法权益进一步得到保障i爱国宗教力量建设力度明显增强，支持推动

宗教界为和谐社会作贡献成效显著，影响很大；实施宗教事务条例进一步深入；

宗教方面的外事工作有重大进展；加大了宗教方面薄弱环节的工作力度，尤其是

夯实基层，切实加强县级以下农村牧区基层的宗教工作，着力解决好重点难点热

点问题，宗教工作平衡有序推进，宗教领域保持了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在宗教

理论方面，具体说来，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理论的推进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点：

(一)明确提出“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发挥宗教在促进

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这可以说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对中国共

产党的宗教观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丰富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发展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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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命题的提出可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是我们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过程中对宗教工作所做的深刻思考，是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所

提出的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所做的深化与发展。对新时期的宗教

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这一命题，不是信手拈来而是经

过我们党的深思熟虑的。它不是一般的口号，而是科学的命题，也不是权宜之计，

而是基本的理论指导与政策导向，这一理论是有着深刻的内涵的。它的提出，是

我们党对新时期宗教的基本问题及我国的宗教国情做出全面观察与认识的基础

上提出的，是着眼于调动包括信教群众在内的全体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积极性而提出的。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处理好信教群众和不信教

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之间的关系，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工作。我们要高度重视宗教问题，增强做好宗教工作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努力实现宗教与社会和谐相

处，各宗教和谐相处，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和谐相处；。”4

这是我们党的宗教观与我们党的群众观的一个有机统一。由于宗教联系着广大的

人民群众，能够构成强大的社会力量，对于这种社会力量，如果我们运用得好，

就能发挥它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如果发挥得不好，导致宗教领

域里矛盾丛生，就会增添社会的不和谐因素，从而阻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进程。

这段话也指出了我们党在发挥宗教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的着力点：

即首先要促进宗教与社会的和谐相处。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下将是一种长期存在

的客观现象，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如果能与其它社会系统协同发挥作用，就

能促进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反之，如果它与所在社会矛盾不断且得不到合理解

决，不但对宗教本身的存在与发展造成影响，也会影响到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进程。所以，应把宗教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统筹、协调起来，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其次，要促进各宗教的和诣相处。由于受中

国传统儒家文化“贵和”、“和而不同”等思想的影响，我国各宗教历史上鲜有大的

矛盾，宗教之间基本上都能做到和平共处。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继续发扬中

国宗教的这一优良传统，同时，也要对各宗教之间存在的矛盾积极协调，妥善解

决。最后，要促进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的和谐相处。在我

国，不信教群众是绝大多数，信教群众是少数，这是我国的宗教国情。但是，这

种信仰上的差异并不是最主要的，不能把这上升为政治上的分歧。除了信仰的不

同，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有着共同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这才是最根本的。



中固共产党的宗教观研究

我们党要采取措施把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的群众要团结起来，形成信教的群众与不

信教的群众和谐共处，共同创造财富，共享发展成果，使全体人民为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尽其所能地贡献力量。

(二)从处理好“五大关系”的高度来把握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宗教

问题

2006年7月13目，胡锦涛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从政

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等五个方面，来充分

发挥统一战线的优势和作用，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更大贡献。正确

认识和处理这五大关系，对于我们团结各种社会力量，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在重

要的战略际遇期顺利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把包括宗教关系在内的五大关系列为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需要正确

认识和处理的五大关系之一，这是我们党一贯重视宗教问题的表现。

(三)要全面理解和认真贯彻党的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

胡锦涛指出，要做好新形势下的宗教工作，关键是要全面理解和认真贯彻党

的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2006年7月，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中，胡锦涛强调，

要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

尊重，努力使广大信教群众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祖国、

维护祖国统一、促进社会和谐等重大问题上取得共识。要坚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

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打击犯罪，确保宗教活动规范有序进行。要坚持独立自主

自办的原则，帮助和支持各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

社会相适应，使信教群众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下最大限度地团结起

来。’如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

用”，把宗教关系看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着重处理好的

五大关系之一。是我们党一贯重视宗教问题的表现，也是我们党的宗教观在新的

历史时期的丰富、发展的表现。通过对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宗教事务条例的落

实，我们要把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具体化、深化为“积极引导宗

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和谐、与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相适应”，致力于促进各

宗教与社会的和谐、各宗教之间的和谐、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的群众之间的和谐，

最终促使宗教发挥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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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行文至此，感慨感谢都很多。

感慨光阴似箭，流年如水。论文写作时的酸甜杂陈还没散去，不期然却已到

今天。校园里闪着金光的湖面，岸边泛着亮青的草坪，草坪上开得正研的刺瑰，

还有走过它们身边的散漫岁月，我甚至还不曾细细体味它的甘甜。在中央党校的

三年，是我学业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光。年华如花，岁月如歌，如今却要在人生中

翩然而去，只有在回忆里嗅得它的一缕芬芳了。

拿这一题目作为研究对象，实在有些惶恐，因为恩师龚学增教授也做过类似

的研究，以我有限的学识去超越先生的学识与经年阅历进行创新，谈何容易?惟

有惜时专读，勤勉向学，时时自我鞭笞，处处自我警戒，以期能与老师的要求再

靠近些。如今的这稿，虽然免不了粗糙，却也是爱因斯坦的第N个小板凳了，

自觉比前面几稿精致得多了。“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回首论文的创作历程，

有为一丝心得的窃喜，有为没有思路的愁闷，总是在柳暗花明与迷茫空虚的反复

问走走停停。时常想起库切在《青春*里的一段话：精神生活，我们为之献身的

是否就是这个?有一天我们会得到报答吗?我们的孤独感会消失吗?还是说精

神生活本身就是报答?

思及论文的写作历程，油然而生一种对恩师龚学增老师的感激与敬意。先生

清瘦儒雅，文质彬彬。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人，都堪称我辈楷模。我想，周德艺

双馨形容恩师是再恰当不过了。先生做学问，治学严谨，学识渊博，宽容平和。

先生做人，与人为善，待人谦和，宅心仁厚。这三年，先生耳提面命，言传身教，

教我做学问，亦教我做人，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生活中，先生与师母，待我有

如父母，关心我的生活，牵挂我的工作，以各种名义对我发放‘‘扶贫资金”，使我

不曾有生活上的顾虑。可惜我生性愚鲁，自量不能承先生衣钵，惟有努力工作，

好好生活，以期报答恩师与师母一片厚意。师恩浩荡，永志不忘!

论文开题报告时，胡岩老师，张志新老师，蒲长春老师提了很多意见。诱我

思索，启我心智，于我帮助很大。班主任李明老师，三年来嘘寒问暖，亦师亦友，

关心我生活与工作的每一步。还有与我朝夕相处、情同手足、共话上下五千年东

西南北中的同学，我们有缘在花样的年华里聚集在中央党校，相扶相助走了一段

美丽的时光。在／ck,--并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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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要感谢中央民族大学的金炳镐老师。金老师待我，有如恩师。关心

我的成长、生活与工作。提供的帮助不是一句感谢能够表达。

在此，尤想感谢我的家人。父母都是老实的庄稼人，却凭着对学问与知识的

素朴热爱供养我至今。我成长的每一步，都蕴含了他们的付出。我的幸福生活从

某种程度上说是建立在他们的辛劳之上的。正是他们无怨无悔，执着宽厚的爱，

把我从豫东农村送到了首都北京，把我培养成为能为社会做些许事情的有用之

人。他们与我一起感受求学生涯中的痛苦与欢乐，与我共担生活中的喜悦与悲伤。

自己虽已年届而立，除了向他们描述“美好未来”，却真的不曾做过什么。每每思

及此，惭愧不已。印象中的弟弟，总是一个％J、孩子”，但就是这样一个“，J、孩子”

却是我前进路上的好参谋，好助手。帮我分担赡养父母的责任，安慰我办法总比

困难多。一家人，物质上虽不很富裕，但舜口睦美满，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共同

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和睦的家庭生活给了我平和的性格与无忧的成长环境，让我

在学业生涯中拾级而上，自然走来。还要感谢我最亲密的战友朱郑州同志。他以

深邃的思想拓宽我的视野，引我看向更高远的未来；他用严谨的学术态度为我树

立榜样，让我明白做学问要踏实认真耐得寂寞；他用有限的财力资我助我，宁愿

自己受苦，也不愿我受半点委屈；．他为我担负生活的清苦与艰辛，却不曾有半句

怨言。未来路漫漫，但他们是我的后盾，是我的靠山，也是我的骄傲与眷恋。

回首人生路，我得承认，我是幸运的。生活不曾给我打击与挫折，却给了我

很多机会与顺利。让我的心灵里总有阳光与欢乐。但我明白，这不是上天赐予的，

而是老师、父母家人、同学朋友的帮助与照顾才成全了我的幸运生活与幸福时光。

毕业，是一种生活的终点，但也是另一种生活的起点。对于未来的生活，我

有惶恐，怕负了恩师殷殷的期待，怕不能实现向父母描述的“美好未来”。但是，

更多的是欣欣然的向往。我想，无论生活以什么样的方式回敬我，我都微笑着走

向生活。

谨此为记。

王冬丽

二0 0七年五月十七日

于中共中央党校南院新公寓楼3 0 7 9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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