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政教关系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世界各国一直所关注的、较为敏感的问题之一。因为政

教关系处理的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国家内部的稳定与统一，同时也可能涉及到国际关

系。当然俄罗斯国家也不例外，东正教自传入俄罗斯国家，就深刻影响这个国家的历史

和文化。

    本文试图把国家政权和东正教会放到斯大林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中进行系统分析考

察，即从战前斯大林政府实行打击、镇压的宗教政策，致使东正教会面临灭亡的命运，

到卫国战争中政教关系转入了正常化时期以及战后苏联当局继续坚持战时的宗教政策

这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分析在不同时期的重大事件中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归纳出东正

教会和国家政权的关系特点及其演变的规律性。这种政教关系的变化都是以国家利益为

前提，同时，斯大林政府一直掌握着发展变化的主动权，东正教会只是一直被动的接受

苏联当局的宗教政策，自身不断的调整以适应环境的变化，以维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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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 of the state and the church is a great concern and sensitive issue of all the
countries in our world, because whether it can be solved successfully has a great effect on the

internal stabilization of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ake Russia for example, brought

into the state, the Orthodox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is county.
    This article try to resear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thodoxy church and the state

political power of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Stalin administration by putting it in the different

period of Soviet's history, It is analyzing from three historical phases:Stalin government

pratised the religion policy of stricking and suppressing before war,which brought about the
Orthodoxy Church being faced with ruined fate ,in the days of defending country wa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church changed over normalization ,and afterwar Soviet

Union government still maintained wartime religionistic policie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church in different period in Soviet
Union,and to draw out the characters and regularities and get conclusion that all the changes

between them is decided by the national interests,at the same time,Stalins government had the

initiative at all times,while the Orthodoxy Church constantly adjusted itself in order to adapt

itself the religionistic policies of Soviet Union government.

Key words: Orthodoxy; the Orthodoxy Church; Stalin administr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church;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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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政教关系是自宗教产生以来人类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政教关系扑朔迷离，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存在政教关系问题，政

教关系不仅直接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影响到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

俄罗斯也不例外。从东正教传入俄罗斯开始，东正教就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国家、俄罗

斯民族、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的民族精神。东正教不仅使俄罗斯民族保持着统一思想，

拥有强大的民族意识，而且对于俄罗斯国家的形成也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苏联时期是

东正教传入俄罗斯后经历的最艰难、最特殊的时代，但是东正教在这段历史所起的作用

也是不能忽略的。特别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东正教的传播对于保卫国家做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因此，剖析俄罗斯不同历史时期政教关系的特点，描绘政教关系变化的轨迹，

不仅是解读俄罗斯历史的一把钥匙，并有助于正确认识东正教在当今俄罗斯社会中所起

的作用，而且可以作为研究东、西欧国家的政教关系的参照系。

    20世纪以来，苏联 (俄国)、波兰以及欧美一些国家都有学者研究俄罗斯政教关系

问题，其中以苏联 (俄国)学者居多。

    俄国学者赫克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撰写的《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①分上下

篇，从整体上概述了俄国东正教与俄国社主义革命之间关系的历史。目的是向欧美学界

介绍俄国东正教的历史和现状。赫克以一位社会学家的身份论述了俄国东正教的历史及

其宗教特点，没有采取维护东正教的立场，而是致力分析俄国东正教传统与俄国向现代

转型的关系，重点在于东正教的现代变迁。虽然苏维埃制度及其宗教己成为过去的陈迹，

但对如今研究政教关系仍然不失其学术价值。前苏联的著名学者尼·米·尼科利斯基著

的《俄国教会史》②以评论的形式比较全面系统的叙写了俄罗斯东正教会、旧礼仪派和

教派分化运动历史，本书资料丰富，是用马列主义观点写成的宣传无神论的一本好书，

也是我们了解俄罗斯东正教会历史的一本很有价值的参考书;但本书由于是在半个世纪

之前写成的，不可避免地会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1974年3PHH r.14.(艾林.格.伊)的

著作《国家和宗教》(rocyuapeTBo H PeRHrmA)出版了⑧，书里主要论述国家政权在不同

历史时期对国内宗教所采取的不同政策，及宗教在国家政策下不断的调整，寻找适应发

展的机遇。这样就形成了复杂的政教关系，也给历史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受意识形

态的限制，当时的材料也不是很丰富，所以这些专著难免存在一些缺憾。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欧的巨变、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迎来了苏联档案材

料解密的契机，新材料为俄罗斯政教关系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1998年俄

国学者阿罗夫·阿·阿 (AJ10B A.A.),弗拉彼米洛甫·恩·格 (Bna6RMxpOB H.r. )，奥

OE俄〕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高骥.

竺「苏〕
""即 ui

尼 ·米 ·尼科利斯基:《俄国教会史》，

杨缤译，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
丁士超、苑一博、杜立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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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孙卡·弗·格 (OBCHHKo (D.r.)合著的《世界宗教》(MxpOBbie PejrxmA )。一书出版，

这本著作主要论述了俄罗斯历史上有代表性的宗教和教会的发展史，其中包括基督教

  (东正教、天主教、新教及亚美尼亚的宗教的教会)、伊斯兰教、佛教及犹太教的历史，

有关东正教的篇章主要记述了从古罗斯时期直到现今俄罗斯社会1000多年的历史。1998

年巴斯别洛甫斯基·德·夫 (rlocnenoBcxHll几B.)的著作 《东正教在古罗斯、俄罗斯和

苏联的历史》(rlpaBocnaBHaA uepKOBb B 14cTopHH PYCH POCC14H II CCCP)⑧也出版了，
他在著作中主要论述了东正教与俄罗斯不同时期国家政权之间的擅变关系及东正教在

俄罗斯历史中的重要性。这些著作对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可靠的资料，然而，目前

尚无有关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教关系的专著出版。

    除此之外，苏联有一本刊物即 《历史问题》((Bonpocia rlcTopHA)) )经常刊出解密的

档案资料。笔者在这杂志中找到许多相关的资料:1990年3月刊登的文章《东正教在俄

罗斯历史的作用》(Ponr,npaBocnaBxox uepxoBx e HCTOPHH POCHH)⑧，记载了1989年11
月15日莫斯科大主教和莫斯科宗教科学院在莫斯科进行了关于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俄罗

斯历史作用中的交流;1999年4月刊登了巴斯别洛甫斯基·德·夫(IIOCIIe7IOBCKHrl几B.)

的文章《二十世纪的东正教会》(Pyccxaa rlpaBocnaBllaA uepxoBx B xx Bexe )④，这里主要
讲述了卫国战争时期被法西斯占领区域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情况及法西斯在这段期间

的活动给当时的苏联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1994年4月刊登的 《1927-1943年的俄

罗斯东正教》(Pyccxax rrpaBocnaBHaA uepxo)as B 1927-1943 roAax)⑥，讲述二战前苏联

政权对东正教和教会实行残酷的镇压，教会神职人员受到迫害，教堂也不断随之关闭，

致使东正教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悲惨命运;1995年8月刊登的 《1943-1957年的俄罗斯

东正教》(Pyccxaa upaBocnaBHaA 1tepKoBb B 1943-1957 rogax)。讲述的是卫国战争期间，
东正教会用行动支援政府，并且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抵抗法西斯，于是斯大林政府迫

于国内外的环境，及时调整了对东正教的政策，因而使东正教会出现了短暂的发展机遇;

2002年10月刊登的史科夫洛甫斯基·米·夫 (III帅POBCKHH M.B.)的文章 《斯大林时

期和赫鲁晓夫时期的东正教会的情况》-PyccxaA npaBocnaBHaA gepKOBr. UPH CTajlHHe x

XpyucBe  (rocygapCTBHxo一 Ijep K OBume  OTaonlexxa  B  CCCP  B  1939一 1964

rogax) .M.KpyTHgxoe IlaTpxapmee rIOAposse o61uecTBo AIo6HTenr3 uepICOBBOrr HCTOPHH
1999 .400c)，这里讲述了二战期间由于斯大林调整了宗教政策，致使政教关系走向正常

化，东正教随之出现了复苏的景象，这种宽松的政策直到赫鲁晓夫后期才结束。以上的

作者都只是注重对斯大林统治时期某一个阶段的叙述。

    国内学者以研究俄国史和东正教史者居多，专门研究俄罗斯政教关系者较少，这也

.Anoe A.A., Bna6wuupoe HT, OBCUUKO OT, Mnpoabwe PeimrHA M, A3Aarenbcmo TIPHOP, 1998.

.Hocnenoecm4 J{.B- IIpasocnaaeaa uepxoab e HcropHH PYCH POCCHH H CCCP.M, naaaTenbcrTBo IIPHOP, 1996.

.(Kpyrmtri CTOn》Pons IIpaBocnaBBOti uepxoBx  B BcropmH Pocnn/Borrpocbj ncTopnn, 1990N 3.C.84-106.
017ocneaoecuuu忍B.Pyccxu rrpaBocnaBxaA uepeoab B xx Bexe // Bonpocm Bcropua, 1999N4. C.161一163.
.B‘二。eaa O.LO.Pycexaa rlpaBocnaBnaA uepxoab B 1927-1943 ruAax // Bonpocbl xcropHA, 1994N4.C.35-46.
..LUmPpoecxuu MB.PyccxasrlpaBocnaBHaA gepxoBb B 1943一1957 =ax // Bonpocbw ncrOPBR, 1995X 8.C.6-56.
OLLLc"poecicuu MB.Pycexag IIpaBocaaBxas uepanab npx CTamrae n Xpynleae (rocyAap=xxo-depKoBebre oTBomenm B
CCCP B 1939-1964 roAax).M.Kpyrxuxoe IIarpnapmee fIOAPoabe o6niecreo M06UTenq ue-PKDBHOll HcroPHH 1999.400c

// Bonpocu xccropn x，2002.M 10.C.16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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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学界在此方面的缺憾。专门论述俄罗斯政教关系的文章有傅树政、雷丽平 1994

年的发表的论文 《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政教关系的正常化》①，论述了卫国战争爆发后，苏

维埃政权改变了镇压宗教的政策，东正教会也积极投身于反侵略的战争之中，为苏联卫

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一定贡献:傅树政 1995年发表了论文 《战后斯大林时期苏联宗教

政策剖析》②，他认为东正教在苏联战前一直处于被镇压、被打击的地位，卫国战争爆

发后斯大林改善了同宗教的关系实现了政教关系正常化，战后斯大林仍然继续战时的宽

容政策。以上的两篇论文分别是注重阐述了二战期间和二战后苏联的政教关系的情况，

而没有对战前的情况进行详细的阐述:韩全会在 2004年发表的论文 《浅谈俄苏时期的

政教关系》③中，讲述了东正教自它传入俄罗斯一千多年以来的发展历程，它与苏联、

俄罗斯的政教关系也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韩全会的文章只是从整体框架的角度进行的

论述，他关注的问题仅仅是苏俄时期政教关系的整体特点，然而百年历史的复杂情况很

难用寥寥几千字说清，只能是浅尝辄止而已;徐方治 1995年发表的文章 《原苏联在宗

教问题上的一些重大错误》④只是粗糙的讲述了苏联政府在宗教政策上犯了一些错误，

即对宗教组织和神职人员的过火政策。除此之外，王春永的《浅析东正教对俄罗斯社会

的作用和影响》⑤及蒋莉的《东正教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及影响》⑥等文章中也涉

及到一些有关政教关系的问题。

    除此之外，有关政教关系的论述主要散见于一些学者的东正教论著中，如:乐峰《东

正教史》。，它是中国当代学术界系统研究东正教的首次尝试，这部专著由17章和 13

个附录组成，内容涉及东正教起源、形成、特点和它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和发展情况，详

细的论述了俄罗斯东正教的历史现状及东正教在俄罗斯帝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的关系

等问题。本书是一部宗教史图书，对本课题的写作是不可缺少的资料;傅树政、雷丽平

合著的《俄国东正教会与国家》(1917-1945)⑧一书以笔记体的形式叙述了东正教在苏

联历史中的变化，东正教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哪些曲折及苏联宗教政策的利弊

得失等问题。这部著作堪称我国东正教研究领域中的一部力作，作者是从历史文化因素

角度进行研究，为了解苏联时期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

族与宗教研究中心编著的《周边地区民族宗教问题透视》⑨和 《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⑩

两本书中都涉及到了东正教与国家政权的关系的问题，这些论著对本课题来说都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译的 《苏联宗教政策》11一书，分正文

和附录两部分，正文包括苏联党和政府自1903年到1977年颁布的有关宗教和教会的决

。傅树政、雷丽平:《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政教关系的正常化》，《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2期，第77-83
页。

。傅树政:《战后斯大林时期苏联宗教政策剖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6期，第52-57页。
。韩全会:《浅谈俄苏时期的政教关系》，《俄罗斯研究), 2004年第3期，第56-59页.
。徐方治:《原苏联在宗教问题上的一些重大错误》，《东欧中亚研究》，1995年第4期，第54-58页.
⑥王春永:《浅析东正教对俄罗斯社会的作用和影响》，《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7期，第25-27页.
⑥蒋莉:《东正教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及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9期，第48-53页.
。乐峰:《东正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⑧傅树政、雷丽平:《俄国东正教会与国家》(1917-1945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周边地区民族宗教问题透视》，.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译《苏联宗教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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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法令、指示、条例和通知。附录包括苏联报刊自1954年到1979年宗教问题发表的

重要社论和文章，本书收集了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几个不同历史时期

就宗教和教会问题所制订的政策文件。通过对苏联的宗教历史与现状的全面系统了解，

对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更好地贯彻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提供了

借鉴.沈志华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叭第2卷)中“苏维埃政权与东正教会”(1918,

4-1928, 1)一文专题选编的 137件档案，反映了从1917年到20年代末，苏维埃政权

对东正教政策的变化，俄共主要领导人对宗教问题的种种考虑，东正教会在苏联政治生

活中的地位和状况，以及国家和教会之间的激烈斗争，特别是东正教教会被镇压和被剥

夺的概貌，他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②(第16卷)中“英国国教会和俄罗斯东正

教代表团的互访”专题，本专题文件反映了自卫国战争爆发后，苏联与英美等国建立了

反希特勒和德国的同盟，俄国的东正教才获得了与其他国家宗教组织恢复联系的机会，

以及苏、英两国教会进行互访的一些情况。以上的论著涉及的史实对本文来说是宝贵的

资料，可惜的是他们没有全面系统的论述斯大林整个时期的政教关系。

    从上述国内外学者的论著看，他们主要是从研究俄国史或教会史的角度，对俄国政

教关系有所论及，但都不够系统、全面，尚有许多问题未能解决，例如:各历史时期政

教关系的特点是什么，促使政教关系变化的决定因素是什么等等，因此，本人认为，有

必要对俄罗斯政教关系的某些问题做进一步探索。

    关于政教关系的概念我们可以从宗教方面进行阐述，也可以从政治方面进行阐述，

可以有广义的解释，也可以有狭义的解释.从学术角度上认为:所谓“政”，可以指“政

治”，也可以指 “政府”;.“教”可以指“宗教”，也可以指 “教会”(宗教组织)，

这样就会产生出“宗教与政治”、“宗教与政府”、“教会与政治”、“教会与政府”

这样四对不同概念的关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还存在“宗教与社会”、“宗教

与社会组织”这两种关系。所有这些不同的范畴，又可按内容分成意识形态、组织结构、

社会活动三大类。因此，政教关系的概念是非常复杂、非常丰富的。但在所有这些关系

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是“教会与政府 (宗教组织与国家)”这一对关系。③这种 “政

教关系”恰是笔者要研究的“政教关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俄国的历史上，东正教

在思想领域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因此本文要研究的政教关系其实就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国

家政权与东正教会的关系。

    目前根据国内外学者研究的成果可知，大多数学者都是注重研究苏联之前的政教关

系，而对苏联典型的斯大林时期政教关系还没有做过系统的研究。笔者试图通过政教双

方相互影响的互动性，用现代人的眼光客观地评价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教关系问题，不仅

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握当时苏联的历史，同时对于我国更好的处理政教关系也有一定的

历史借鉴意义，又给当今各国处理政教关系带来了启示和思考。

①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2年。
.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2年.

.http://www. ccforum.org.cn/viewthread.php?tid=33874 2005-12-1411:43



一、俄国和苏俄时期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的历史回顾

                      — (10世纪末一1924年)

    (一)东正教是俄罗斯人的选择

    东正教是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基督教产生于公元1世纪罗马境内的巴勒斯坦地区，

最初为犹太教中拿撒勒派，公元135年脱离犹太教，成为独立的宗教。起初基督教发展

是比较艰辛的，受到罗马帝国皇帝的残酷迫害，后来因自身力量发展比较迅速，最终在

公元392年罗马帝国颁布法律，规定基督教成为罗马唯一合法宗教，正式成为罗马帝国

国教。但是随着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罗马帝国，基督教会也分成东西两派，二者

分别以君士坦丁堡和罗马为中心。公元 1054年，东、西两派教会正式决裂。东部教会

自称正教即东正教，西派教会称为公教。到 16世纪时欧洲掀起宗教改革运动，于是又

从天主教中分裂出一系列的宗派，总称为新教。自此基督教分成了天主教、新教和东正

教三个派别。“据1989年统计，全世界信仰各种宗教的人数有42亿，占世界总人口78.8%:

基督教人数最多(约17亿)，伊斯兰教次之(约9亿)，佛教居第三位(约3亿)。基督教三

大派中人数最多的是天主教(约9.7亿)，其次是新教(约4亿多)。东正教居第三位(约1.6

亿)，分布在98个国家内，前苏联在其中占9千万人，绝大多数是俄罗斯境内的俄罗斯

人。”①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口约有1.5亿，其中东正教徒就有7000万左右。可见，

东正教在俄罗斯拥有庞大的信徒，它的发展趋势是不可低估的。

    俄罗斯东正教源于拜占庭，它于公元988年，即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执政时期

传入俄罗斯，至今己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这千年的历史中，东正教在俄罗斯国家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对这个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东正教才得到统

治者和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在国家享有 “准国教”的地位。可是为什么在弗拉基米尔大

公统治时期，基督教能够传入基辅罗斯公国呢?

    从内因角度看，在弗拉基米尔大公统治时期，俄国封建统治者企图用各种方式巩固

自己的统治，作为意识形态的基督教，在3个方面符合基辅罗斯封建统治者的利益:

    一、形成于原始社会的多神教己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②罗斯人在接受基督教之

前是信奉多神教的。多神教是在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的原始社会形成的，但到了封建社

会它的弊端越来越明显，譬如:多神教徒不喜欢甚至不允许异族进入自己的土地，这显

然不利于经济、文化交流。这种做法被周边封建国家视为野蛮人的陋习，影响了罗斯与

外界的往来。而基督教是一神教，教徒只信一神，相应的只能服从于基辅大公。这样首

先有利于基辅罗斯势力的增强。其次，基督教对封建制度的形成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多神教只是崇拜自然神灵，而基督教却是告诉人们要学会容忍人、学会爱人，拥有博爱

①张达明:《俄罗斯东正教与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沈影:《析当今俄罗斯东正教复兴的现象》[D].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2004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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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团此，在罗斯基督教取代多神教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把东正教引人罗斯后，可以把它变成维护国家统治的有利机器。基辅大公及其

上层统治者非常欣赏拜占庭的政教关系，即国家领导教会，教会成为国家维护统治的有

利工具。弗拉基米尔之所以选择基督教，是因为基督教对他维护统治有益。

    三、东正教自身的特点也符合基辅罗斯的需要。一是东正教强调政教合一，有利于

提高王权，加强统治。弗拉基米尔认为 “把北方征服者的军事统治同拜占庭皇帝的神权

专制制度合为一体，从而同时成为他的臣民和在地上的主人和天上的庇护者”。二是东

正教允许民族教堂的存在，允许用民族语言传教和进行宗教仪式，从而更利于被罗斯人

民所接受，同时能够保持宗教的独立性，避免同化。①

    从外因角度看，基辅罗斯公国与拜占庭帝国两国长期以来有着较多的政治经济关

系，选择拜占庭式的基督教为国教，对基辅罗斯大有好处。公元987年，拜占庭皇帝瓦

西里二世向弗拉基米尔请求帮助平定国内叛乱，条件就是瓦西里二世把妹妹安娜嫁给弗

拉基米尔，而弗拉基米尔必须阪依基督教。这样拜占庭皇帝借此巩固了皇位，而罗斯公

国也跻身于当时的强国之列，同时也是它实现外交的必要手段。

    历史也证明:弗拉基米尔把东正教作为国教，是具有重大的意义。东正教不仅使基

辅罗斯的势力增强，也促进了封建制度的形成，同时又把先进的拜占庭基督教文化源源

不断的引入罗斯。此外，“在国际关系上，基辅罗斯成为欧洲众多的基督教国家中的一

员，进入了欧洲国际政治的轨道，同欧洲各国联系加强，皇室之间的联姻也成为可能。

过去地处偏远，鲜为人知的基辅罗斯，此后闻名四方。”⑧

    东正教在基辅罗斯占有特殊地位，统治者一直把它作为维护统治的精神支柱和有利

的思想武器。因此东正教一开始就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发展具有密切的关

系，这种情况延续了千年，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我们下面就从政教关系的角度来看俄

罗斯东正教的历史。

    (二)俄国时期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的发展简史

    1988年，苏联在庆祝东正教传人俄罗斯 1000年时提出了这一响亮的口号:“俄罗斯

与东正教— 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母亲!”⑧可见，自从东正教传入俄罗斯起，东正教就

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国家、俄罗斯民族、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的民族精神。东正教不仅

使俄罗斯民族一直保持着统一的思想，拥有强大的民族意识，而且对于俄罗斯国家的形

成也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下面我们就先简略的回顾一下苏联之前东正教的发展史。

    1、古罗斯时期的政教关系— 政教依赖期(10世纪末一15世纪末)

    罗斯国家随着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确定拜占庭东方正教为罗斯国教，东斯拉夫

人的传统宗教多神教便淡出了历史舞台，于是东正教在罗斯国家开始了它的发展历程。

到MP蒙古人入侵前夕，罗斯已经成为单一宗教(东正教)国家.这既巩固了基辅国家的

封建关系，又加强了罗斯和拜占廷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罗斯社会的发展.基辅罗

。沈影:《析当今俄罗斯东正教复兴的现象》，第2页。
。张达明:《俄罗斯东正教与文化》，第11页.
.肺全会:《浅谈俄苏时期的政教关系》，《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3期，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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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时期是东正教会在罗斯的建立和发展时期，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利益，

积极地推行、扶持东正教，借以歌颂、美化自己;同时东正教会也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

发展自身的势力。

    蒙古统治罗斯长达200多年，这段时期是东正教会政治、经济实力最强大的时期，

教会成为蒙古统治者和诸公国王公竞相利用的社会力量，如:起初教会和诸公国都依附

于强大的蒙古可汗，教会在蒙古统治者和封建王公之间斡旋，利用蒙古统治者的支持摆

脱封建王公的束缚。后来莫斯科大公为壮大势力，极力拉拢教会;教会也看到蒙古统治

末日渐近，最终和莫斯科公国合作赶走了蒙古统治者。

    2,俄罗斯时期政教关系— 政教默契期(15世纪末一1917年10月)
    在俄国君主制政体确立的过程中，政教双方相互利用，即政权需要教会的精神支持

来维护自身的统治;同时，俄国东正教会也经历了一个摆脱拜占庭牧首区控制和争取民

族宗教独立的过程，它同样也需要政权的帮助和支持。特别是在 16世纪中叶以后，实

现 “莫斯科一第三罗马”的理想成为俄国政教双方共同努力的目标。政教双方的共同利

益决定了俄国政教关系的协调与默契。当然二者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也存在着矛盾。

譬如:伊凡四世在确立俄罗斯沙皇专制制度时，曾经对教会进行了改革，清除了高级教

士对实施特辖制的阻碍，从而进一步集中了皇权;彼得大帝时再次对教会进行了改革，

使教会逐步成了国家对内统治和对外进行侵略的工具.

    到20世纪初，在俄国诸多的宗教派别中，东正教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享受着国家

的种种特权，同样东正教会仍是国家维护对内统治和对外侵略的有利思想工具，因而，

这一时期东正教和国家基本上保持着一种相互配合和相互利用的关系。

(三)列宁时期政教关系— 政教分离期(1917年10月一1924年)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苏维埃政权颁布了一批有关宗教的法令，这些法

令奠定了新型国家政教关系的基础。宣布“教会同国家分离，教会同学校分离”、“全体

公民都有信教和不信教的自由”。这说明了东正教会失去了国教的地位，同时国家大力

宣传无神论，一般学校禁止讲授宗教教义，这严重打击了东正教会势力，它的财产和特

权也被剥夺了。这些法令在东正教会人士内引起一片愤怒的呼声，他们起来煽动教徒反

对新政权，特别是大饥荒发生后，苏维埃政权以贩济饥民为名，决定没收教会财产中的

一切金银珠宝和珍贵文物，这种做法促成了政教关系的白热化。东正教大牧首吉洪号召

教徒们保卫宗教和教会，与苏维埃政权进行抵抗。因而，有不少人因反苏维埃而受到法

律制裁，又出现了1922--1923年轰动国内外的“吉洪审判案件”。最为典型的是 1922

年苏维埃国家成立的“国家与教会分离委员会”，由它来全权处理宗教问题。这个机构

的主要任务，就是用各种方法与教会作斗争，直到瓦解或消灭教会组织。随后，这个机

构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瓦解和分裂俄国东正教会。后来东正教的领导人逐渐认识到与

政权对立最终只能自食其果，于是转变了当初对苏维埃政权的敌对态度，公开发表声明

支持新政权，愿意遵守国家的法律，即使这样东正教会的地位也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



    这时期的东正教及其教会的命运，正经历着它自从传入俄罗斯国家以来前所未有的

困难和最艰难的考验。



二、斯大林时期苏联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的擅变

    斯大林在苏联历史上执政将近 30年，是执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这一时期，苏联

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了发达的工业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辉煌业绩;同时，这

个时期也经历了希特勒法西斯分子侵略的严峻考验，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

由于主观和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斯大林也犯过一些错误，比如搞个人崇拜、“大清洗’，、

以及大国沙文主义等等，这些问题早已经得到研究并有了基本确定的答案。但是，在政

教关系方面，斯大林时期却是很值得研究的一段历史。

    东正教会在斯大林战前时期，它仍然处于受打击、被压迫的地位。直到卫国战争爆

发后，斯大林政府才迫于国内外环境的影响改善了同宗教的关系，实现了政教关系正常

化。战后，斯大林没有实施战前的宗教政策，而是继续战时宽松的宗教政策，主要因素

是以东正教为代表的各宗教，在苏联当时的内政外交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种作用是任

何因素都无法代替的。斯大林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主观上意在利用宗教巩固他的政

府统治，以实现其大国主义目标，客观上却开创了和平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一种新型的政

教关系。当然这种政教关系是以有利于国家利益为前提，不过东正教也利用这种政教关

系的环境有了其新的发展机遇。因此，本部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论述斯大林时期苏联东

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的擅变。

    (一)二战前苏联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

    1、战前斯大林政府的宗教政策及其原因

    (1)、战前斯大林政府的宗教政策— 恐怖的行政手段

    自从斯大林执政后，他坚持宗教始终纯粹是 “麻醉人民的鸦片”的理论，于是就把

“揭露任何宗教虚伪性和同工农利益的矛盾，揭露各种宗教团体同统治阶级的利益之间

的联系”以及“完全摧毁剥削阶级同宗教宣传组织之间的关系”①作为党的任务。因而，

一切宗教组织和神职人员就成为苏联政权的打击、镇压的对象。1931年斯大林在公开回

答美国记者的电报询问时表示:苏联的神甫们不断的受到追捕、受到迫害，可是他还是

比较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也不能铲除他们所有的人。这很明显的反映了苏联政府对宗教

实施打击的坚决态度，同时实施了具体的宗教政策来限制宗教。

    1926年苏联颁布和实施的《苏俄刑法典》，对宗教活动的规定和限制是非常苛刻的。

其中如:“在国立和私立学校中向幼年人和未成年人传授东正教教义，或是违犯此项法

律的，判处一年以下劳动改造:为教会或宗教团体的利益而强迫募捐者，判处6个月以

下劳动改造或300卢布以下罚金;宗教或教会组织，擅自利用行政、审判或者其他公法

上的职权和擅自行使法人权利者，判处6个月以下劳改或300卢布以下罚金;在国家的

或公共的机关、企业中举办宗教仪式，或者在上述机关、企业中悬挂某种宗教画像者，

①《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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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判处3个月以下劳改或300卢布以下罚金;对以宗教信仰或其他个人信仰为借口拒绝

或逃避服义务兵役者，要判处剥夺3年以下的自由。因此项法令而被关押劳改的神职人

员数量是相当多的。”①另外“1928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吸收了CHK俄罗斯联邦的《关

于宗教的联合》决议，用它来代替宗教和所有社会生活领域的教会，禁止他们组织儿童、

青年及妇女的祷告聚会，禁止开放图书馆和阅览室，·一 ”②。之后，1929年提出修改

俄罗斯联邦的宪法，取消所有宗教宣传的自由，同年4月，苏联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

人民委员会又颁布了《关于宗教组织》的决议。此决议对宗教组织的申请、批准活动和

使用的建筑物、财产等权利又作了非常具体而又严厉的决定。

    从以上宗教法的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对宗教组织和宗教人士活动进行严格限

制和压制的法令，这使神职人员的活动范围就进一步缩小了.难怪以后会出现大批教会

人员、教徒被送进监狱或者进入劳动营，因为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就触犯了宗教法。

    苏联当局除了颁布宗教法外，还在全苏范围内开展了群众性的反宗教宣传运动，以

群众政治运动的形式来进行反宗教斗争，企图在较短时间内把宗教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清

除掉。“有一种常用的宣传方法，是将诗句印在包糖纸、香烟盒等诸如此类物品的上面。

当时流行的包糖纸上印下如下诗句:

    教士就是我们的生死仇人!

    用两只眼牢牢瞪住他要紧。

    让我们五年计划四年完成，

    来答复教皇的诬蔑谤陷。

    用文化赶跑宗教和酒精。”③

    对此，原苏联党也不得不承认:“中央和各地经常故意采用粗暴的办法，不是认真

地进行分析和解释，而是嘲弄信仰和崇拜的对象。”④结果，在这种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冲

击和政权压力下，苏联的宗教势力和影响似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据统计，" 1929̂-1930年间是销毁教堂的高潮时期。从1930年到1934年，寺院和

教堂的数目减少了3096，甚至许多小教堂和小礼拜堂都没有幸免，许多牧师被镇压。”⑤教

堂的关闭常常伴随着他们的野蛮的破坏。“在莫斯科消灭的不仅是10所教堂建筑，重要

的是这里还包括受教徒仰慕的以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和美学价值的教堂建筑。”⑥如:

在莫斯科，寺院和教堂的破坏程度尤为严重，由于教堂、寺院被摧毁，某些街道已到无

法辨认的程度。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 俄罗斯最大的建筑，是为纪念1812年战

胜拿破仑建筑的，1931年被毁。史料记载:“克里姆林宫内的丘多夫和沃兹涅先斯基大

教堂，几乎 ‘中国城’内的大部分教堂，西蒙诺夫修道院的大部分建筑，红场旁边的契

尔文斯基圣母小教堂和其他许多教堂都被捣毁。”。除此之外，座落在彼得帕夫洛斯基广

。傅树政、雷丽平:《俄国东正教会与国家》(1917-194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32页。
.Ba6xux MA.IIpHxoacxoe aymaexcreo Poccticxoii upaeocnaexotf itepxae n ceepacenxe MoxapxHH e 1917 ropy, C.42.
气俄〕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第349页.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322页。

"Ba6xuu M.A.IIpnxoackoe ayxoaexcrao PoccAcxDH npaRocnaexoR uepxan x caepxeHHe MoxapXHH e 1917 ropy, C.42.
"AnoeA.A., Bna6uwupoeH.F, .OecuHKoO.r.Mnpoerje PemrrRA M., H3Aarenecsreo nPHOP, 1998.C.108-109.
。傅树政、雷丽平:《俄国东正教会与国家》(1917-1945),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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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的圣三一大教堂在1933年 (圣三一大教堂是1710年开始修建的，保持着首都早期

建筑即巴洛克式风格，此教堂在1927到1928年间曾被修复，而6年后又彻底被毁了。)

就被拆毁。到1939年东正教会保留下来的没有被关闭的还有8300所教堂，但是他们中

大多数不能使用。在整个俄罗斯联邦的25个区域没有任何能应用的东正教会教堂。①残

酷的国家检查机构设置在教会中，消灭了大量的教会档案，其中的一些教会档案是具有

历史价值。至此东正教昔日的繁荣和喧嚣，被长期的冷落和凄凉所代替。

    东正教会出现的这种景象都是斯大林政府对宗教实行恐怖、行政手段而带来的，这

种疯狂的反宗教运动可以说是世间罕见的。这也严重破坏了苏联的历史文化遗迹，对苏

联来说这种损失是无法估计的。西方学者对肃反运动中对教会的迫害有着一种愤怒的情

绪，他们认为苏联当局当时对教会的迫害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②

    与此同时，政府进行的无神论者反宗教宣传运动也给宗教带来更加沉重的打击，其

中以官方的“战斗的无神论者协会(Co103 BoxxcTByfo111xx 6e36oxa1HxoB)"(官方组织的
一个反宗教的群众组织)为主，它在1925年时出现，1947年解散。史料记载:“协会出

版了自己的报纸 《无神论者》报，领导这个组织的是以雅罗斯拉夫斯基为首的中央理事

会，它领导9万6千个地方基层支部。由联共(布)莫斯科市委负责出版的反宗教刊物《机

床旁的无神论者》发行7万份。“战斗的无神论者协会”的成员从1929年开始仅用四年

的时间从46.55万人增加到800万人。这个组织有一个著名的口号是《同宗教的腐蚀作

斗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⑧在这些年中，“战斗的无神者协会”在反宗教运动中所造

成的物质上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除直接毁坏外，宗教艺术品(国宝)的丢失，包括制造

艺术品秘密的泄露等等，损失是无法估价的。当然，更大的损失是精神道德的损失，国

内居民的道德文化水平严重滑坡，然而这些损失都没有被当时的党和国家所重视。④

    结果到1937年，苏联农村己有约1/3的居民和2/3以上的城市居民同宗教断绝了

联系，认为苏联“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共产党的巨大的教育工作在战前年代己使劳动人民

对宗教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遗但实际上到卫国战争时期，人们又大批的返回了教会，

宗教活动又迅速恢复发展起来。

      (2)战前斯大林政府对宗教采取恐怖手段的原因

    斯大林政府为什么采取如此恐怖的宗教政策呢?这就要从国家和教会的利益来看，

苏联国家的阶级性质决定了与教会之间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苏联要想实现社会主义，

就主张消灭宗教，特别是在思想上和世界观中体现的更为明显，在列宁时代这种矛盾就

已经体现出来了。列宁主张与宗教进行斗争，只不过是强调以思想斗争为主，反对行政

命令手段，可到了斯大林时代，国家政权已经是一种高度集权体制，这种体制就加深了

政教关系的矛盾。斯大林无论是从国家政策出发，还是个人的立场出发，都希望尽快消

灭宗教。因为宗教是与无产阶级世界观和科学观格格不入的;同时，为了广泛的推广无

"Ba6xuu MA.IlpnXOUCxoe AYXOBCHMO POCellcxell npaBoctfaBROft uepxae x caepxcexxe moaapxna B 1917 may, C.44
。傅树政、雷丽平:《俄国东正教会与国家》(1917-1945)，第155页.
"Bacnnneea O.IO Pyccxen npaBocnaBHaa ilepxoBS a 1927-1943 roAax // Bonpocbl nctopwc, 1994M 4 C.39.
4哺树政、雷丽平:《俄国东正教会与国家》(1917-1945)，第135一136.
叹苏JM. rl诺维科夫主编 《宗教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90年，第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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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理论，让人民拥护苏联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排除宗教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因而

不惜一切代价的消灭宗教。历史的今天已经证实:当时苏联政府的宗教政策对一切宗教

组织及其神职人员采取无情打击和坚决镇压、消灭的政策，是原苏联党领导人在宗教问

题上犯下的一个重大错误。苏联政府进行的反宗教运动，虽然使宗教公开活动受到了限

制，但宗教活动并未停止，反而悄悄地转到地下进行活动，同时拉大了广大受宗教影响

的群众与苏联党和政权之间的离心倾向，使党和政府脱离了群众:一旦某种条件具备，

这种倾向就会形成反对党和政府的社会力量，从而给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各民族

的团结埋下了祸根。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在反宗教运动中，他们在思想领域上出现了误区，

即大搞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 “神化”的思想来取代对 “上帝”和 “神”的崇拜，其结

果不但没有消灭宗教，反而加深了宗教在人民思想领域的影响，而一旦这种个人“神化”

破灭时，信仰危机就会迅速转化为新的宗教狂热。

    二战前，俄国东正教会虽然面对苏联国家疯狂镇压和迫害，但它还是以惊人的毅力

克服重重困难生存下来。

    2、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命运

    马克思和列宁曾经指出:宗教是 “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阶级进行斗争”

因而去追寻的一种“思想上的安慰”和“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是“一种精神上

的劣质酒”和“麻醉人民的鸦片”这是从本质上对宗教的社会作用的深刻说明。可是原

苏联党和政府由于指导思想上绝对化、简单化，看不到消灭宗教的长期性、艰巨性，急

于用行政手段来铲除群众心灵深处的宗教信仰。①因此，他们在宗教政策方面上犯下了

严重的错误，而东正教及教会也为此经历了一段艰辛的历程。

    但是，要了解苏联时期的俄国宗教问题，必须了解 “谢尔盖时代”。H.H.谢尔盖，

原名斯特拉戈罗斯基 (1867-1944)，他出生于神甫家庭，从小就在宗教熏陶的环境下

成长，他像其他宗教家庭的孩子一样一直就读于宗教学校，这对他日后选择终生服务上

帝的职业有着深刻的影响。1925年吉洪 (1918年任全俄东正教会大牧首)逝世后，谢

尔盖开始履行作为俄国东正教大牧首临时代理人的职务。他为了维持教会的活动，做出

很大的努力。尽管这时期对东正教会来说是非常时期，但谢尔盖并没有被困难所征服，

还是决心主动取悦苏联当局，缓解一时之急。" 1926年5月，俄国东正教才真正进入了谢

尔盖时代。谢尔盖时代与斯大林时代几乎是同时开始的，这个时代不仅对宗教来说是它

教会史中最悲惨的时代，就是对苏联人民来说，也是多苦多难的时代。但谢尔盖本人以

其坚韧的意志和丰富的经验，终于顶住了政权对教会的重重打击，度过了俄国东正教史

中最困难时期。”‘
    1927年7月，谢尔盖发表了著名的 《奉公守法的宣言》，宣言的基本精神是在政治

上，东正教徒可以成为苏联的公民，但在信仰和世界观上，教会与国家是不能妥协的。牧

首谢尔盖致信教徒说:“我们不能只在口头上，而且要在行动上证实我们是苏联公民。”

。徐方治:《原苏联在宗教问题上的一些重大错误》，《东欧中亚研究》，1995年第 4期，第54页.

。傅树政、雷丽平:《俄国东正教会与国家》(1917一1945).(1917-1945)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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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们想成为东正教徒，但也认识到苏联是人民的国家，它的喜悦和成绩— 就是我们
的喜悦和成绩，而失败— 就是我们的失败。”⑧这一宣言表明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

神职人员，必须保证奉公守法的对待苏联政权。宣言发表后，国外教会表示强烈的反对，

他们拒绝遵守宜言的条款，更拒绝在宣言上签字。谢尔盖对国外教会不得不下最后通碟，

这导致国外教会对谢尔盖更加不满。幸好教会中的还有一部分人支持他的这种做法，即

以退为进的策略，在危机中保存俄国教会，所以他们理解谢尔盖的苦衷，真正的大牧首

的代理人彼得就一直支持和维护他。彼得的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挽救了谢尔盖，

也挽救了整个教会。

    据记载，" 1930年2月15日谢尔盖主教在国外和苏联记者面前，为讨好当局，他忍痛

说了假话。声明苏联当局从未对苏联的东正教进行迫害，国家对教会的政策是公平的、

有诚意的。”⑧他这么做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得到苏联政权对教会生活的合法化的保证。然

而谢尔盖在记者招待会的发言遭到国内外大多数神职人员的反对。1930年 3月巴黎的

  《复兴》报道俄罗斯现在有些神职人员总之停止记住谢尔盖的名字。特别是伊斯兰教徒

利扎·埃吉一别卡他声明的宣言，《他活了75岁，没有说过谎话，因此拒绝签署声明，即

似乎穆斯林未遭到什么迫害》。对于这事几乎国外侨民报都鼓吹，避而不谈谢尔盖在自己

讲话中所谈到的俄国东正教的现状。④

    尽管谢尔盖做出很大的努力，但是政府对教会的态度并没有多大的改变。苏联当局

1929年成立“全苏战斗的无神论者同盟" (CO103 BoxxcTByioi u3x 6e360)KHHKOB CCCP)会

员达300万，他们在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同时，也干了许多过火的蠢事。⑥总的来说20

世纪20年代初30年代末，俄罗斯东正教还是跌入低谷，教徒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从

1929年开始仅 10年的时间莫斯科科学院也遭到了残酷的清洗。这里面基本包括那些被

·称为 《唯心主义者》，还有一些是吸收马克思唯物主义相对真理的人。在清洗过程中持

续了很长时间，被判处枪决的将近100名科学院的领导者— 几乎他们都是东正教的信

仰者。”⑥除此之外仅1934年以基里尔为首的6位总主教被捕，列宁格勒的镇压浪涛也

汹涌而来。到1936年又有20名主教被捕，大牧首代理人彼得8月也死于流放地。这时

期的东正教会的命运完全被白色恐怖的气候笼罩着。

    针对国家对教会的镇压，教会试图抵制1936年工2月的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改变教

会的现状。其结果遭到新的镇压，即:一个新的布尔什维克口号“让我们与骄傲的基督

徒战斗到底”诞生了。1937年，政府不仅逮捕了几乎所有的教士，还把关押在集中营的

教士和信徒的子女送到孤儿院;同时，这年大约有 35名总主教消失，一群群的神甫被

枪杀，就连总主教安东尼也在此时无声无息的“蒸发”了。最终在这场肃反运动中不仅

神职人员的数量急剧减少，连教堂和寺院也遭到严重的迫害。以列宁格勒地区高级神职

(勿ocneaoecxuu4B.IIpaBocaaBHaA uepKOBB B Hcropmm PYCH POCC1414 H CCCP M, HytarellhcbTBo IIP140P, 1996.C.265
ollocnenoecxuu,q.B.npaBocaaBBax uepxosr. B HcropHH PYCH POCC14H H CCCP, C.265.
"Bacunneea 0.10 Pyccxas npaBOC7iaBHaa uCPBoBL B 1927-1943 rouax // Bonpocu Hcropxa, 1994N"4.C.39.
oBacurtt eea O. !O. Pycexas npasocnaBHae Uep"OBb B 1927-1943 rouax, C.39.
⑤张达明:《俄罗斯东正教与文化》，第 36页。

"Hocneioecxuu J{. B npaBocnaBHaa uepKOBB B Heropnx PYCH POCCHH H CCCP, C.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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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总数为例，仅在1937年便比1936年缩减二分之一，由总数79人减为25人①。

据记载，“从1937年开始仅三年就关闭了20500所东正教堂”气 到卫国战争爆发前夕，

俄国东正教会仅有3021所是可以应用的寺院，而且，其中有近3000所是在1939-1940

年新并入苏联的领土上的，真正在原苏联领土上的寺院己“所剩无几”。③

    现在回头看东正教会在斯大林战前时期的悲惨命运，“这种情况有合乎规律的一面:

人民群众文化水平提高;无神论宣传教育普及;老一代人去世，新一代成长。”。当然这

种情况也与斯大林的“左”倾错误脱不了关系。苏联当时的指导思想就是把宗教完全看

成反动的，目标就是消灭宗教，对其存在的牢固性、长期性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影响认识

不足，因此苏联当局在宗教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即长期动用行政手段进行镇压和迫害

宗教，致使出现许多人纷纷离开教会，过世俗生活。据统计，截止1932年，脱离东正教的

人数达2500万之多。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它占全国总人口的1/4左右。⑤

    (二)卫国战争时期苏联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

    1,战争爆发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态度及立场

    1941年6月法西斯大举进攻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德军入侵的消息，震惊了苏联的

每一个角落。希特勒的入侵对于俄国东正教会来说，无疑是对自己政策的考验。因为，

有人认为，这一天给他们提供改变命运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

的。那么，面对法西斯的入侵的形势，教会究竟是采取什么态度和立场?是与政权并肩

作战反对法西斯，还是希望这场战争两败俱伤，自己坐收渔利，从此打碎无神论的统治枷

锁呢?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苏联东正教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反对外来侵略者的立场，

奋不顾身的承担起救世观的使命，充分发扬了俄国东正教会爱国主义的历史传统。

    卫国战争爆发以后，大牧首谢尔盖立刻发表爱国主义说教，他在一个场合强调指出:

东正教总是赞同人们的命运⋯⋯与他们一起经历它的考验，它的成绩。现在它不会放弃

自己的人民。祝福她⋯⋯当前全国人民面临自我牺牲的行为。@据记载，战争开始的第

四日，谢尔盖为胜利祈祷，号召更有意义的布道:让暴风雨来临吧，我们知道，它给我

们带来的不仅是不幸，而且会使痛苦减轻，是空气净化，使毒雾蒸发⋯⋯。⑦从此，俄

国东正教会从大牧首代理人谢尔盖到普通的教徒，都积极投入到反法西斯爱国主义的自

卫战中，他们或者拿起武器奔向前线，或者在后方支援战争。正是这些行动，为苏联政

教关系的改善创造了前提。

    由于苏军没有作好应战的准备，在战争的最初的几个月，德军进攻迅速，苏军连连

败退，损失惨重。当德国进攻莫斯科时，谢尔盖发表公开信谴责那些被占领区域的牧师

和神职人员与占领者勾结合作。尽管代理大牧首谢尔盖屡表爱国之心，但苏联当局对他

①傅树政、雷丽平:《俄国东正教会与国家》，第156页。
.17ocnenoecxuu J(. B. npaaocllaBHaA uepxoar. a HcropHH PYCH POCCHH H CCCP
oBacunneea O.10. Pyccxu npaaocnannaa 4epxoa6 e 1927-1943 %qax, C.41.
。张达明:《俄罗斯东正教与文化》，第36页。
@乐峰著:《东正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42页.

"17ocnenoecxuv环B. IIpaaocnaanae uepxons e Hcropne PYCH POCC14H H CCCP,
017ocnenoecxug,a. B. IIpaeocnaexaa C{CPNDab e HcropHH PYCH POCCHH H CC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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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不放心，在莫斯科被困期间把他送到屋里扬诺夫克 (俄国的城市)，但谢尔盖继续

发表爱国主义书信，最引人注目的就是1941年11月11日号召教徒 《进步的人们将以

基督教文明的名义，为人类良心和宗教自由宣布对希特勒进行圣战》。。声明的主要内容

就是纳粹的种族主义政策将毁灭整个俄罗斯，号召人民起来保卫家园。可以说，东正教

会在号召俄罗斯人民奋起抗敌、反对侵略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2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最困难的时期，也是苏联卫国战争最艰难的一年。就在最困

难的时刻，谢尔盖又号召东正教会坚决支持苏联政府反对法西斯的入侵，强调俄国人民

和东正教徒除了和纳粹决一死战外别无出路、别无选择。因为希特勒的目标是消灭整个

俄罗斯，而东正教有责任保卫祖国的安全，这是它的使命;同时，谢尔盖谴责波罗的海

地区的投靠德国法西斯的卖国大主教。决议说:如果这个消息 (即他们与纳粹的勾结)

被证实是真实的话，那么主教们应采取必要的措施纠正他们的路线，，··⋯并向大牧首提

交一份准确的报告，以便将来在教会法庭上有足够的证据审判他们。②东正教的这些爱国

主义行为的确激发了国民的爱国热情和保卫祖国的责任感，而东正教在意识形态唤起了

人民的觉醒并尽快团结在一起，这种力量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这就是东正教的魅

力所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权己经认识到这一点 不得不承认东正教的作用，在这

特殊的战争时代迫使苏联政权重新思考与宗教的关系，是应继续政教对立的政策，还是

在国难当头充分利用宗教的价值，这是很明显的了，况且这么选择对苏联当时政权是有

利而无弊的。

    2、斯大林政府调整宗教政策及原因

    (1)、斯大林政府调整宗教政策

    卫国战争爆发后，笼罩在苏联宗教政策上的恐怖气候开始解冻。其表现为:第一，

整个的反宗教宣传，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从政府的文件、报纸、广播中消失了;第二，

己不再禁止谢尔盖代理大牧首的布道活动和演说，当然，这些讲演都有着强烈的爱国主

义思想，有反法西斯性质;第三，已不再禁止谢尔盖代理大牧首致全体教徒的公开信在

全国教徒中传阅。根据1929年的苏联法律，这些活动显然是违法的。③此外在1941年

的十月革命节那一天，被德军包围中的莫斯科照例举行了庆祝仪式和阅兵式。而令人感

兴趣的是斯大林在十月革命节上的讲话。这次讲话他把俄国人“伟大的先辈”— 亚历

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依、库公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

山大 ·苏沃培夫、米哈伊尔 ·库图佐夫等人都列为当代人的楷模。由此，在苏联的各个

领域都刮起了一股历史的民族主义风潮。以前的统治阶级代表人物、阶级敌人现在成为

被赞颂的民族英雄。这是苏联政治路线变化的明显征兆:阶级矛盾下降、民族矛盾上升，

这种政治路线的变化无疑有利于宗教地位的恢复。1942政府向东正教会做出的最大让步

便是允许《俄罗斯教会真相》一书同时以几种文字出版发行。该书是国家出于对外宣传

目的出版的，但书中对东正教会的看法已大大改变，如强调东正教会的爱国主义精神是

有历史传统的，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起直到当时，在俄国所有的反侵略战争中，教会

勺7ocneeoecuuu乃B. IIpaeocnaexax uepsoan e Hcropxx PYCA POCCHH R.000P. C.284.
。傅树政、雷丽平:《俄国东正教会与国家》(1917-1945)，第166页。
⑧傅树政、雷丽平:《俄国东正教会与国家》(1917-1945)，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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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起了积极的作用。”①另一个有标志的事件是“1942年谢尔盖代理大牧首向斯大林发了
一封电报:请以教会的名义在银行开个户头，可以存放教会募捐的国防捐款。斯大林回

信表示感谢，并允许以教会的名义在银行开户头”。。允许教会在银行开户头，就证实

教会自苏联诞生以来首次拥有法人的地位。以上的这些表现都充分的证实了教会在苏联

的地位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之际，国家的宗教政策方针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这是与教

会人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根据安全机关的报告，在 1943年春、夏天之际，很多漂泊

的神职人员鼓动教徒提出给予申请开放教堂的权力;而莫斯科的僧侣之间也散发出了这

样的消息，经过主教的努力很快就征得了政府的同意。在事实上，某些地方政权己经拒

绝实施之前对俄罗斯东正教压迫方针。“仅 1942年在雅罗斯拉夫的14个区域无阻拦的

进行，虽然不是官方的，就已经开始有51所教堂在应用’，。③到了1943年，国家与教会之

间的关系出现伟大的转折，这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结果:一方面，在战争年代大部分僧

侣和教徒的积极进行爱国主义活动，以及教会也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显示出自己

的力量，政府希望在战争过程中利用教会的作用即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就

是国际间外交的影响。1943年秋天准备召开德黑兰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人们寄予很大的

期望，因同开辟第二战场相联系，苏联当局为了减轻对法西斯的两面作战，因而急需开辟

第二战场。但是英美两国的国民及教会人士对苏联国内的宗教遭到的迫害表示极为不满，

强烈要求改变宗教的命运，而且英国的宗教人士也不止一次的向其政府提出要求去莫斯

科拜访的要求。这些不得不迫使苏联当局重新考虑政教关系问题。

    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战争的需要，斯大林在苏联历史上破天荒的决定接见俄国东

正教三位宗教领袖，从而为苏联政教关系的改善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三位宗教领袖是:

谢尔盖(莫斯科和卡罗缅斯克总主教，俄国东正教大牧首临时代理人(1925--1943.9)和

东正教大牧首(1943. 9̂ 1944. 5) )、阿列克谢 (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总主教，后接替

谢尔盖被选为俄国东正教大牧首(1944. 5-1970))和尼古拉 (基辅和卡林斯克总主教)。

他们是当时俄国东正教最有影响的宗教元老。

    1943年9月4日晚上，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三位宗教领袖。斯大林首先对东

正教会自卫国战争爆发以来的爱国主义活动进行了高度评价，而后教会领导人在会议上

提出解决实际的问题有关教区的开放、僧侣学术会议、教会出版权及大主教的选举等要

求。这些要求基本得到斯大林比较满意的答复。同时，斯大林决定在苏联人民委员会之

下建立一个俄罗斯东正教事务委员会(或称理事会，即CoBeT)，这个委员会本身没有决

定权，所有问题都要向政府报告，再把政府的决定通过委员会转达给教会④。这样方便

与教会沟通。

    这次会谈的内容很快通知了报界，无论对苏联国内国外，这都是一条具有爆炸性的

①傅树政、雷丽平:‘俄国东正教会与国家，(1917-1945),第167-168页。
.J7ocnenoecxuu f(. B. lipasocnaBHaA gepwoas e FicropmH PYCH POCCFBH 13 CCCP. C.284.
.Iu.咖oecxuu M B. Pyccxu npaRocnaBHaA uepKOSS e 1943-1957 roAax//Bonpocw Hcropm. 1995N"8.C.36.
.CaRU{eHUUYK Cepzeu zop6yx: CPoccmax npaeocnaaHax gepxoas a nepnoA c 1943 no 1970 roA) // O]CypHaa Mocxoacxo0
narpHapxHui). I993Nal.C.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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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同时通告的还有英国教会代表团即将到达莫斯科的消息。这次历史性的会见和做

出的决定，标志苏联政教关系向正常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之后根据会见的内容苏联东

正教会不仅恢复了国内宗教活动，并且开始了国际交往，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争取国际

支援做出了贡献。

    一系列宗教活动证明了苏联的政教关系进入了新时期，即政教关系转入正常化时

期。

      (2)、政策改变的原因

    苏联宗教政策的改变既有教会方面的客观原因，又有政府方面的主观意愿。

    从教会方面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教会方面很早就有改善与政府方面

关系的强烈愿望，尽早结束这种受限制及受迫害的命运，重新登上俄罗斯的政治舞台，

享有 “准国教”的地位以及种种特权。从二三十年代开始，俄国东正教领导人就多次公

开讲话，表示教会服从苏维埃政权并愿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卫国战争爆发后，教

会肩负起它传统的爱国主义的使命感，做出了许多爱国主义的活动，充分表达了东正教

会的爱国主义立场、爱国的愿望和爱国热忱。应该说，这些实际行动为苏联政教关系改

善奠定了基础;第二，历史实践的经验中证明只有与当局政府保持默契合作，才能有利

于自己的发展，与其对立，只能自食其果。毕竟教会的力量无论如何都无法和国家的政

权的力量相比。教会与政府对立，最终受伤的总是自己。俄国历史己经证明当政教双方

发生矛盾时，教会必遭到政权的镇压和限制，最终成为政权的附属工具，失去自身的特

权:第三，教会利用国家的允许、扶植的机遇，改变现今的历史命运，重新登上俄国的

历史舞台，发展自己的力量，早日实现昔日的辉煌历史，因而它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采取

以退为进、温和服从的政策，对其存在和发展是极其有意义的。历史也证明，东正教会

的做法是正确的，它通过了历史的严峻考验，为日后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从政府方面讲，当时苏联国家的态度实际上就是国家主要领导人斯大林的态度。卫

国战争爆发以后，斯大林已经发现，与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处于 “敌对”

状态的教会是有利用价值的。这是因为:第一，基督教本身就是拯救整个人类和整个世

界的宗教，而俄罗斯的东正教完全继承和发展了这救世观使命感的思想。俄国的思想家

别尔嘉耶夫写道:“很久以来就有一种预感，俄罗斯注定负有某种伟大的使命。俄罗斯

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它不同于世界上的任何其他的国家，俄罗斯是神选的，是赋有神性

的。这种情况起自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古老观念，衍经斯拉夫，而绵延至陀斯妥耶夫斯

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在延续到今天的斯拉夫主义。”①这种救世的观念，特别

是“莫斯科— 第三罗马”的理论已经深深的渗透到俄罗斯人的意识当中，形成了他们

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我们依然能看到教会继承这种使命感的影子，

即谴责投靠法西斯的卖国牧师，坚持宗教忠于上帝和祖国的爱国主义信条。因此国家主

权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国家迫切希望教会成为共同对敌的同盟者，成为国家反法西斯力

量的坚实后盾，而不是袖手旁观的力量:第二，教会是拥有巨大物质力量的源泉。如果

能把这股巨大力量利用好，把双方关系处理好，教会将对战争做出很大贡献。事实证明，

0〔俄〕尼 ，别尔喜耶夫:《俄罗斯的命运》，李惠生、盛世良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年，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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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从各界募得的捐款用来慰问战士的家属，使战士的心灵得到抚慰，增强了战士的斗

志，对支持战争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41年10月，代理大牧首谢尔盖向全国教徒发

出“用捐款来支持我们英勇的保卫者”的号召。各教区的宗教团体向战需国防基金会捐

献了数目巨大的捐款，仅莫斯科教区在战争的第一年内便捐款300多万卢布;高尔基市

一个宗教团体捐款就达1.5万卢布.①到1944年末，全国东正教会捐款总数达15亿卢

布②.用教会捐款建立起来的军队有: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坦克纵队;亚历山大·涅夫

斯基战斗飞行大队等;第三，教会成为国家在困难之际的有利的精神支柱。譬如:谢尔

盖说:“在最近的几年里，我们俄罗斯的居民，总是拿希望来安慰自己:战争之火已蔓

延全世界，但没有触及到我国。但是，只承认暴力是赤裸裸力量的法西斯⋯⋯突然袭击

我们，和平居民的鲜血染红了国土。但是，这对俄罗斯居民来说，已不是第一次经受这

种考验⋯⋯正是这个时候，祖国向我们教会的神职人员和教民发出号召，号召我们建立

功勋。我们不能只是默默地看着周围发生的一切，不能只是胆怯和伤心，我们要让那些

动摇不定的人不忘记义务，不忘记上帝的意志。如果还有神职人员站在一旁冷眼观看，

或用滑头的想法计算自己的得失，将是对祖国和神职人员义务的直接背叛。我们的心是

同教民在一起的，基督将赐福给所有的教民，去保卫祖国神圣的边界。”⑧可见，教会在

宣传、动员、号召、祈祷、祝福等多方面的工作中，为政权抵抗法西斯的侵略发挥了自

己特有的作用;第四，教会是在外交方面争取国际支援最有效的传播媒体。俄国东正教

会向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东正教徒发出呼吁:呼吁信仰基督的兄弟们，不

要再相互残杀，不要再流兄弟的鲜血了，共同参加击跨人类共同敌人的神圣事业。苏联

国家政权利用教会的这种影响和各国教会之间的关系，再通过其他国家教会向本国政府

施加影响，将是获得物质上、道义上援助的最有效的触媒;第五，教会可以成为国家对

内、对外扩张的最有利的思想武器。历史证明:东正教会对国家政权的巩固和扩张起到

很大的作用。譬如:在俄罗斯沙皇时代，统治阶级一方面利用东正教这个传媒武器，进

行同化、麻痹国民，让他们屈服、顺从政权;另一方面成为他们对外殖民扩张的幌子。

因而，东正教不仅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更是实现大国沙皇主义的重要的思想工

具。当然苏联当局也企望利用东正教会的这种价值，尽早实现它的大国沙文主义目标。

    现在看，苏联领导人改善与教会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实用主义的和被迫的;

同时，政教双方关系改善的主动权却是由苏联当局掌握着。不过苏联政府能在战争的特

殊环境下迈出改善政教关系关键的一步，仍然是有其重大历史意义的。

    3、俄罗斯东正教会开始恢复和发展

    东正教新阶段的到来是和东正教的代理大牧首谢尔盖的努力紧密相连的。1943年9

斯大林亲自接见了东正教的领袖，是标志着政教关系进入新阶段的里程碑。

    根据这次接见协商的结果，最高宗教会议于1943年9月8日在莫斯科如期召开，

这次宗教会议是苏维埃国家建国后第一次召开的最高宗教会议，对于俄国东正教会来

说，它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谢尔盖登基后的一周，国家正式把前德国的大使馆转交给

0Kypoedoe BA: (Penxrm x uxepKoeb a coaeTCKOM rocyyaparee} M. xuarem cmo Mocxaa. 1981.C98-99.
.Kypcedoe BA: (Pen。二 ，uepuoab E COBCTCKOM rocyAapcrae$ M. C99.
中协oedoe BA: (Penxrxa x uepxoas a cosercmm rocytapcrad M, C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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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正教会。以后，谢尔盖大牧首又亲自接见了英国教会代表团访苏并表示问候。1943年

9月《俄罗斯大主教杂志》第一期出版了。

    宗教取得合法的地位后，教会的事业开始恢复和发展。大主教格利高里负责东正教

的教育恢复。为此他详细地规划了中等教会学校和高等教会学校的方案，该方案是在东

正教会的十月会议被赞许的。按他的观点，恢复的应是神学的，而不是简单的神甫培训学

校，这些神学院和学校的开设的课程，符合革命前的神学教育大纲。除此之外，包括某些

新学科《俄罗斯宗教思想历史》，这样思想被认为是崇高的，被认为是神学科学和俄罗斯

神学传统的复兴。如果能实施的话，俄罗斯的传统的文化就能够继续。可惜的是客观条

件不允许它实现。还好，革命前一批旧神学教授还在，“如H.B.切鲁林、B. B.切得尔

京、A. B.萨戈尔达、C. B.萨文斯基、T.八.波波夫等，他们参加了1943年11月

俄罗斯东正教的复活节。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政府决定在莫斯科开设神学院和神甫培训

班。到1946年时，它们升格为宗教神学院和神学中等学校。到1947年在莫斯科和列宁

格勒、萨拉托夫、基辅、奥德萨、明斯克、鲁萨、斯塔夫罗波尔和维尔纽斯等地共出现

了2所神学科学院和10所宗教学校。”①

    此外，俄罗斯东正教会组织结构的复兴计划只是部分地实现，这个计划的制定是由

副教授大主教卢卡策划。然而政权不希望强大教会组织的复兴，尤其是公开开放教堂最

为不满。“到1944年2月，雅罗斯拉夫实际上拥有90多个教会。政权努力制止这水流扩

大，要把它变成小溪。”②于是“莫洛托夫在和卡尔托夫一次十月交谈中指出:《不给教会

任何时候开放教会的允诺⋯⋯下次在开放教堂的这个问题须由政府批准并在这之后由

中执行委员会下令⋯⋯开放教堂在许多地方取得胜利，但也要遵守这个决议》”⑧。同年

年12月苏维埃政府做出关于官方首批开放18个教堂的决议，同时解放占领的领土乌克

兰和边疆区等。一些地方恢复了高级僧侣做礼拜，建立天主教辖区的控制和蜡烛作坊，

宗教管辖区继续进行反法西斯活动。从1943年莫斯科大主教开展了积极的国际活动，到

1945年俄罗斯东正教成功地与很多国家建立了关系。如:东正教会与罗马尼亚、波兰、

乌克兰、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

    1944年 5月大主教谢尔盖寿终正寝。他的逝世对俄罗斯东正教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

失。之后东正教会才召开最高宗教会议，会议有两项议程。第一是通过俄国东正教管理

状况的工作报告，通过俄国东正教新的决议和宗教法规;第二是选举阿列克谢为大牧首。

此外，在这次宗教会议中形成了东正教宗教体制，以及这种体制与苏联各级政权的关系。

当然这种关系是使国家更好的直接控制教会，使教会为其服务。只是政府对这些政策的

改变从未有正式的文件，因此对东正教会来说并不是可靠的保证。不知哪一天这些权力

就会被取消，自己又会面临新的打击。教会领袖们的担心并非祀人忧天，还在1944年9

月，苏联联共 (布)中央便出人意料地公布了 《关于组织科学教育宣传》的决定，其中

谈到“克服文化落后、迷信及偏见的残余”④问题，要求党、团、工会和国民教育机关、

"1Uc"poecxuu M. B. Pyccxaa npaeocnasnax uepKO96 B 1943一1957 ronax. C.38.
.Mfx"poecxuu M. B. Pyccuaa npaaocnaaxax uepxoas a 1943一1957 rouax> C.38.
"Wxopoecrcuiu M. B. Pyccxax npaBocilaBnaA gePKOa6 a 1943-1957 rouax. C38.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译:《苏联宗教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0年，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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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部门要广泛开展对居民的自然科学知识宣传，“对自然现象作出唯物主义的解

释”①。这个决定显然是针对宗教的，是与宗教唯心主义宣传作斗争的决议.对教会来

说这的确不是好兆头。

    不过以上的论述还是能够证明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卫国战争的这种特殊的时期，它的

教会地位的确有了大大的提高。

    (三)二战后苏联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

    1,战后斯大林坚持战争时的宗教政策及原因

    卫国战争胜利结束后，苏联党和政府对待教会的政策没有改变，仍旧坚持卫国战争

时期的宗教政策，即保障公民有真正的信仰自由，反对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关闭教堂，避免

伤害教徒的宗教感情。这也是苏联当局在过去实践中得到的经验。

    苏联政府没有实施战前的宗教政策并不是与宗教的矛盾消除了，而是宗教的可利用

价值仍然存在。

    第一，当时的国际环境对苏联不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时刻寻找时机威胁苏联国家

的社会主义政权，况且以英美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掀起对苏联国家的反共浪潮，拉

开了冷战的序幕，然而苏联自身刚刚成立不久，社会主义体制建设还没有完善，在加上卫

国战争的破坏，此时苏联境内己经狼狈不堪，国内生产力严重倒退。虽然战后苏联己经成

为世界上的两大超级强国之一，但与其对手美国争霸还是雪上加霜，过程还是比较艰苦，

况且苏联国内斯大林个人的地位己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二、三十年代的极左做法

已经证实对苏联没有好处。因此，斯大林开始对国内的政策放松，以换取和平的环境来

促进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这才是当时苏联最重要的问题。当然宗教也是苏联政策宽

松的对象之一。

    第二，在卫国战争中，斯大林及其政府已经认识到了东正教会的作用是国家自身无

法取代的，毕竟它在战争中的爱国主义活动给当时的苏联政府雪中送炭。当然在巩固苏

联在国际的地位，实现大国主义的目标教会有其积极的利用价值。因而在意识形态上的

微小的退让就可以换来实际的利益，何乐而不为呢?同时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繁荣也离

不开教会。因为四年的战争使人民饱受了人身摧残和心理摧残，战后又面临重建战争造

成的巨大破坏和严重困难的物质生活，加上失去亲人的痛苦，应该说，人民还没有从恶

梦中摆脱出来，急需寻找心里安慰，在战后教徒越来越多的形势下，政府只有与教会通

力合作，共同医治人民心灵的创伤，才能稳定政局，鼓起斗志，尽快恢复经济。

    第三，苏联在外交方面也急需东正教会这个触媒体。前面已经讲过，苏联面临西方

国家威胁，苏联为了巩固国家的安全，必须在自身周围建立巩固的防卫地带，防止帝国主

义国家的侵犯。同时苏联国家沿袭了沙俄时期的大国沙文主义，侵略扩张领土仍是苏联

的外交政策之一，虽然这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不符。因而在这种外交目标的影响下，苏

联邻近的东欧国家及西部地区便成了苏联政府的眼中钉.但是历史证明对外国的侵略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译:《苏联宗教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0年，第79页。



用军事手段是行不通的。占领者要想征服民心，只能用东正教会来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因为东欧国家大多数都是信仰东正教的，大力宣传东正教的统一，进而把东欧的东正教

会归并到莫斯科牧首区的管辖，最后在把这些国家纳入苏联境内;同时东正教可以化解

这些占领区的民族主义.这些民族主义者的摇篮之一也是加里尼亚的原教仪东正教派，

这个派别在30年代的时候就支持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它已经是一个拥有巨大势力的组

织，它控制着乌克兰数量巨大的民族主义者和地下教区，只有东正教才能出面调解，最后

取消了这个派别。可见，东正教会为国家对付占领区的民族主义立了大功，而教会自身也

愿意为国家服务，充当国家对外侵略的有利工具。除此之外，东正教会在反对战争，保卫

和平，反对美国入侵朝鲜，反对应用原子弹，及与很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等都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第四，东正教自身传统的救世观是苏联安全观强大的精神支柱。因为俄罗斯民族是

一个宗教民族，宗教在这个国家社会生活中占有相当大的重要地位，东正教不仅与民族

文化融为一体，而且深刻影响着俄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在俄罗斯人心目中，俄罗斯

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大国，而且还因为肩负着某种神圣使命而注定要成为一个精神

意义上的大国。”①因此，“俄罗斯民族是带有神性的民族。富有世界性同情心是俄罗斯

民族的特征。”②这种强烈的宗教意识和救世主义理念成了推动俄罗斯大规模向外扩张的

思想基础。历史已经证明，东正教在俄罗斯的扩张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而苏联政

府要想实现大国主义也需要东正教的这种救世观的推动，虽然斯大林本人很J僧恨宗教，

但是宗教的利用价值的吸引力己经把他迷惑，况且战前对宗教的迫害政策，并没有使政

府得到利益。

    2、俄罗斯东正教会出现短暂的繁荣

    战争结束后，政教关系仍维持战时的正常化关系。1945年4月国家领导人斯大林接

见了东正教会的新大牧首阿列克谢及其他的宗教领袖，在这次接见中，政府满足了教会

提出的要求;同时也给了教会满意的答复。另外，政府决定把莫斯科的圣三一修道院归

还教会。这一庞大的建筑不仅满足了教会作为印刷场所之用，而且还容纳了迁自市内的

神学院和教会学校。之后8月政府承认主教、教区的操纵者和教区宗教团体有发言、组

织法律的权力;允许他们开放财政金额，缔结合同，创立企业和实行雇工的权力。③东正

教会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恰好利用时机大力发展自己的势力，于是出现了暂时的繁荣景

象。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凡个方面:其一，东正教会正在按照计划扩充自己，最明显的就

是开设神学院校。如:“东正教会原计划扩建9所神学院，至少2所神学研究院，后在

建设过程中又扩大为 10所神学院和 3所神学研究院。10所神学院的分布是:4所在乌

克兰、5所在俄罗斯、1所在白俄罗斯;3所神学研究院分别设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

辅。”④但是在神学院发展的道路上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到1947年，实际上最后完成

的只有8所神学院和2所神学研究院。没有完成计划的原因是当时反教会势力的强大，

。学刚、姜毅:《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外交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5页。
叱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三联出版社，19%年，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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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神论宣传活跃，使部分扩建计划无限期地被推迟了，最后不了了之;其二，东正教会

还按计划新建或重新开放一些教堂，方便教徒和神职人员正常活动。1948年莫斯科教堂

在数量上达到了战后自己发展的顶峰。“那时国家计算有14329所东正教堂，这些教堂中

有1270所是在1945到1947年间开放的。1948年3月获得允许开放还有27所教堂，除

此之外，东正教徒继续通过扩建的途径，到1949年初，教堂的数量达到了14477所，而到

7月份神学院达到了13483所。”①可见，此时东正教会自身的力量在不断的增长;其三，

教会得到政府的允许可以在教区开放图书馆和阅览室;允许宗教团体出版印刷、小册子、

祈祷书及在教区设立慈善事业。这些使教会加强自己的宗教传播，扩大了教会影响。因

而教会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广，自身的实力增长也很快。东正教徒数量的增长有目共睹。

“据统计，1947年仅列宁格勒就有东正教徒40万。在信教人中，青年人的比重上升，

这体现在报考神学院考生数额上。从1949开始到1950年，莫斯科的神学研究院共招生

196名，1952年则增为400名，而列宁格勒也增到了320名。据统计，到50年代中期，

苏联在校的神学院学生总数已超过2000人，此外，还有大批的校外函授生。这些学生

的年龄都在30岁以下，他们毕业后可为教会服务35̂ 40年。”②因此，极大充实了东正

教神职人员队伍的力量，弥补了因教徒人数的增加而出现的牧师数量的严重不足的现

象。如:到1953年，仅莫斯科教区就新增加3万名牧师，新增2-2.5万名主教。至于

教堂修建、重新装修、圣像和壁画的修复、尖顶的粉刷等等，在各地的教堂、寺院都在

普遍地进行。⑧

    东正教在战后的宽松的环境里，迎来了它进入苏联历史以来的首次繁荣景象。

mLUK"poacxufi M. B. Pyccxan npaaocnaenaa uepxoaa a 1943一1957 ronax. C.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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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斯大林时期苏联 (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国家

                政权关系的擅变

      (一)后斯大林时期苏联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

    1、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

    赫鲁晓夫上台后，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赫鲁晓夫，他从小就生活在苏联大力宣传

无神论、反对宗教信仰的环境下，这决定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对宗教产生了憎

恶感。“于是，在赫鲁晓夫指挥下，对宗教采取了 ‘左’的政策，结果出现了过火的行为，

伤害了教徒的感情，干预了教会的正常的活动。过了不久，他又以右的面目出现，纠正

  ‘左’的倾向，说什么情况发生了变化，多数教会的人士和教徒对政府采取了忠实的态

度，要充分信任和同情他们。”①此外赫鲁晓夫上台后，在国内掀起了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

的风气，使全国上下对党的信任感失去了信心，造成了苏联人民在思想和感情上的真空。

结果当人民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破灭时，人民就迅速转入对宗教的狂热中。正是因为这些，

东正教会利用这个相对宽松的国内气候，在苏联社会生活的影响下迅速恢复，并获得巨

大的发展。教徒数量不断增长，教堂开放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当时在苏联社会，教会不

再是苏联公众谨慎谈论的话题，不再是他们敬而远之的事物，宗教信仰的大门不再半遮

半掩。一时间，俄罗斯东正教会又在苏联社会中扮演越来越活跃的角色。甚至，对苏联

政权的政策风向一贯敏感的俄罗斯东正教莫斯科牧首公署也为教会在这时期取得的成

就冲昏了头，又梦想着昔日东正教会地位的重现。

    由于教会势力在苏联的扩张，宗教影响在不断扩大，宗教问题不能不成为苏联当局

再次认真对待的首要问题。为了坚持苏联共产党的一贯政策，在苏联境内又一次刮起反

宗教的风暴。赫鲁晓夫从1959年仅用6年的时间对教会进行了猛烈的打击，颁布了相关

的政府命令和法律来限制教会的正常活动。在这6年里，教会特别是修道院进入了新的

镇压阶段。东正教会 1959年还有47所修道院在正常应用，可到了1960年仅仅剩下了

16所。②此外，莫斯科宗主教管辖的教区也从1958年的13414所教堂，12169名牧师，

56所修道院和7所隐修院，到了1966年初只剩下 7523所教堂，19所修道院，7410名

注册过的僧侣人士。③可见，仅仅几年的反宗教运动就给教会和群众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赫鲁晓夫的这种出尔反尔的宗教政策让人民对政府的威望大打折扣，思想上出现了迷

茫，社会矛盾也在不断的激化，这些给当时的国家政权的巩固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继续赫鲁晓夫的路线，不过他对宗教政策进行了调整。鉴于赫鲁

晓夫时期实行的反宗教政策造成的恶果和引起的社会动荡，勃列日涅夫采取的政策是:

①乐峰著:《东正教史》，第145页.
"!lWenes 1'. MPyccxaa npagocaaBHax gepxuBb ed AexrenBHocrs H 3KOHOMHxa Ao H nocne 1917 roua // Bonpocu Hcropim,
2003 Ne 11. C. 44.

0lllx}如oecKuu M. B. Pyccsaa npaB。二“Hag UePKOBb B 1958-1964 roAax//Bonpocu mcropm, 1999Nv2.C.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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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弃群众运动打击宗教的方法，实行国家机关对宗教的高度的控制;高度重视法律手段，

利用法律严控宗教的蔓延;在思想上加强无神论宜传，加强唯物主义教育，与宗教争夺思

想阵地。①他实施宗教政策的特点是，对宗教和教会采取了扶植、保护、利用和限制、打

击和消灭交替的手段。因此教会为了适应这种环境，采取了一些相应的对策。如大力宣

扬“基督教与共产主义有共性”，“共产主义原则和基督教原则完全一致”，“基督教道德

与共产主义道德很接近，只是表达方式不同罢了”，“共产主义思想来自圣经”②等等。

另外，教会在科学方面的态度上也大有改变，他们经常高谈科学和基督教可以共存，也可

以结成联盟等，这些都表明东正教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正因

为这个时期的宗教政策，使东正教的命运在苏联的历史中出现了重要的转折点，即开始

了又一次的复兴和发展阶段。

    需要说明的是，“首先应该肯定勃列日涅夫的宗教政策要比斯大林时期和赫鲁晓夫

的政策更加宽容和进步，但这不等于说勃列日涅夫的宗教政策已在实行正确的社会主义

宗教政策，只不过表明勃列日涅夫在实行错误宗教政策方面，走得没有斯大林和赫鲁晓

夫那么远，对宗教的控制和镇压没有那么严厉和残酷。其主要表现是，勃列日涅夫结束

了以前执行的大规模的、群众的反宗教运动，有限度的实行了法治。”⑧遗憾的是在他统

治时期人民的宗教信仰也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不过此时勃列日涅夫在总结斯大林和赫

鲁晓夫时期的宗教政策经验后取得的成果还是值得肯定的。

    2、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

    戈尔巴乔夫当政后，与苏联前几任领导不同，他在总结这些领导的经验政策的同时，

又根据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提出了改革、公开性、民主性、多元化的新思维，要在苏联

各个领域进行反思，其中包括对苏联过去实行的宗教政策重新审查和评价，实行宽容的、

开放的和民主化的宗教政策，对宗教的限制又进一步的放宽，宗教的热潮又有了进一步

增长的趋势。如:信教的人数大幅度的增加。据统计，这个时期的东正教徒人数超过7000

万，占全苏联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宗教活动场所猛增。80年代初，宗教活动场所有7000

多处，到1990年初增加到2万多处。④同时传教活动广为开展，无论在教堂内，还是教堂

外都可以传播基督教，传播的方式多种多样。允许教会人士参加政治活动，政府官员和部

队官兵可以自由进入教堂过着宗教生活，参加宗教仪式，接受主教的祝福，以及成立了宗

教政党。这一切都证明了东正教正在复兴起来，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些学者认为，东正教的复兴当然是与当时政府实施宗教政策的产物和结果:第一，

是戈尔巴乔夫肯定了东正教传入俄罗斯 1000年中对俄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的

历史意义;第二，是戈尔巴乔夫全面地否定了苏联几十年的宗教政策，认为这种政策给

东正教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同时也给苏联国家的历史文化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第三，

是戈尔巴乔夫在全面反思的基础上，制定了新的宗教法，以满足教会及信教群众的要求:

第四，是戈尔巴乔夫保证给东正教会传入俄国1000年纪念活动提供必要的帮助;第五苏

。陈之弊:《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
。乐峰:《东正教史》，第146页。
。陈之睁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
。乐峰:《东正教史》，第148页。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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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政权要改善同教会的关系;等等。戈尔巴乔夫的宗教改革，为宗教的发展大开了绿灯，

而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垮台则为宗教的进一步的发展和重新在俄罗斯历史上占据国教

的地位扫清了障碍。

    戈尔巴乔夫的宗教政策的成功之处在于，对过去极左政策和无神论教育中简单粗暴

的作法进行了必要的纠正，但他的失败之处在于，国家在对宗教让步的同时放弃了马列

主义的原则，无神论的宜传，乃至使苏联的宗教政策又出现了右的错误，这也是导致他改

革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当今俄罗斯时期的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各个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当然也包括东正教。东正教迅速

摆脱长期处于无神论思想体系压制下的萧条状态，开始渗入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各个角

落，与国家政权构成了特殊的组合关系，并在俄罗斯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当然东正教地位的变化，正是现今俄罗斯领导人在总结苏联国家宗教政策经验的

基础上，重新肯定了它的历史价值。

    1、宗教政策上吸取经验教训

    苏联解体后，俄当局认真吸取苏联在宗教政策方面的教训，重新评价东正教的作用，

有意借东正教思想来团结社会，增强民族凝聚力，使其再度成为 “准国教”。东正教也

借机大力拓展势力，加紧发展教会事业，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已成为一股十分引人

注目的社会力量，在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现今俄罗斯前任总统叶利钦和现任总统普京都是虔诚的东正教徒，二人都十分重视

宗教的作用，希望这一传统的宗教在新世纪得到复兴。因此在对待宗教和教会的问题上

都主张对宗教和教会实行放宽的政策，多次接见教会的领袖以及到教会祈祷。在这种宗

教感情和政策的影响下，俄罗斯东正教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东正教会的地位得到

了提高，其作用不断增强，不仅自身势力(教徒人数不断增多，教堂内外盛况空前，东正

教的教育不断扩大，书刊增多等)不断的壮大，同时东正教开始进入俄罗斯的政治生活

中。

    无论是叶利钦还是普京，都是在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下培养出来的新一代领导人，接

受的也是唯物主义理论，可是，为什么随着苏联政权的消失，他们很快的抛弃了共产主义

理论，转而成为虔诚的东正教徒，又成为东正教会复兴的有利的推动者呢?原因在于:

一、企图利用东正教在历史上服务政权的积极作用。现今俄罗斯两代领导人都从历史的

经验中认识到，东正教不仅是国家维护统治最好的思想工具，同时在国家危难时机起到

拯救国家的积极作用。无论是面临强大的敌人拿破仑的征服，还是德国希特勒的侵犯，东

正教会都会发扬爱国主义的传统，号召教徒和子孙拿起武器，保卫国家，把侵略者赶出家

园。在这种号召下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是任何事物都不能代替的。而如今苏联解体之后

新俄罗斯再次处于危机时刻，国弱民衰，以失去苏联昔日的强大，各种政治派别争权夺

利，经济不景气，社会不安定，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总体形式不是很乐观，人民把希望寄

托在教会上，希望利用它的传统影响力，重新团结民族、团结俄罗斯人民，使俄罗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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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低谷，为国家的再度复兴发挥积极的影响力.二、人民在信仰和道德上出现危机。苏

联的解体，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人民信仰的70多年的精神价值被完全的否定了。

人们面临这种境况感到失落、空虚和无奈。于是，人民宁愿选择相信上帝，而俄领导人

也借此利用东正教思想来填补这种精神的空地，况且东正教在俄国的历史上已有 1000

多年，在人民的心目中的影响早己扎根，统治者可以利用东正教爱国、道德及仁慈的传
统来扭转现今俄罗斯社会的不良的(杀人、犯罪、酗酒、吸毒及卖淫等)现象，用东正

教的教仪来拯救人民的灵魂。三、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愿强大。苏联解体之后，各政治派

别只顾争权夺利，政治家们许诺太多，兑现太少。而俄罗斯社会总体还是动荡不安，人

们已经厌倦了不安定的生活环境，渴望和平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呼声已经成为社会发展

的一种必然趋势。

    2、对俄罗斯政治的影响

    俄当局的宗教政策给东正教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东正教会充分利用这种机遇，

不断的拓展自己的势力，不断发展教会的事业，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这己经成为现

如今俄罗斯社会发展中的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在社会生活中也发挥重要的作用。

    其一，教会积极 “参政议政”，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由于新宗教政策的

出台，1993年和1995年教会领袖阿列克西二世当选议会议员。早在1989年东正教大牧

首阿克西二世就公开说过:“没有基督教成员的参与，我们社会的复兴是不可能的。”

01991年和1996年的两届总统选举中，教会号召教徒支持叶利钦竞选，鼎力助叶利钦获

胜和连任，真是“投桃报李”。更典型的是1994年9月叶利钦总统和议会斗争时，俄罗

斯东正教会牧首出来充当调解人，积极斡旋，以缓和两派的政治矛盾。虽然最终没有调解

成功，但是足以说明东正教会在俄国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普京总统任职后，

东正教会主动配合当局的政策。"2000年5月，普京下令全国设立联邦区，改组政府各

职能机构，以强化中央的垂直领导。东正教会立即发表声明，表示赞同普京总统的措施。

在对外政策方面，教会也始终与政府保持一致立场，协助当局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它

强烈反对北约东扩，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军事打击。1999年4月，阿列克

西二世还亲自率领俄东正教代表团前往贝尔格莱德，执行寻求解决南斯拉夫冲突途径的

和平使命。总之，在内外事务中，教会极力显示和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②

    其二，教会自身势力的扩大。教会不满足永远成为国家“御用部门”③的角色，因而

极力寻求独立自主发展途径，不希望再依附任何派别。可见，教会的野心不小，企图摆脱

对政局的依赖，妄图与国家政权在政治上达到平等，甚至可能超过它的力量。于是教会积

极开展各种宗教活动，吸引广大的群众走进教堂，使东正教思想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据

俄罗斯 “社会舆论”基金会提供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全国有56%的国民信奉东正

教，3%的国民信仰基督教其他派别，5%的国民为穆斯林，1%的国民信仰其他宗教。此外，

约有31%的国民申明自己为无神论者，其余 4%的国民宗教态度尚不明朗④。在当代俄罗

。王小路:《俄罗斯东正教复兴现象》，《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第51页。
。姜莉:《东正教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及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9期，第50-51页。
⑧姜莉:《东正教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及影响》，第 48页。

。《俄罗斯国民对待宗教的态度》[N].《俄新社新闻》2000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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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诸多宗教派别中，东正教不论在规模上，还是在社会影响上，都属于全国第一大宗

教。它由128个主教区组成，共管辖1.9万个教区和480所修道院。东正教会还建立了

完备的神学教育体系，它拥有神学院5所，附属神职中学26所，教区神职中学29所气

此外，东正教会积极开展社会活动，关心社会福利事业，同时发展宗教的教育事业，大

力宣传宗教思想，极力占领思想领域阵地。甚至东正教还走进了军队等强力部门，在加

强对军人爱国教育的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并己确立其在军队中的特殊地位。" 1994

年3月，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与东正教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签署了一项联合声

明，格拉乔夫正式宣布，俄军将与东正教会携手合作，共同致力对军人的精神道德教育

和爱国主义教育以及对军人的社会保护工作。至此，俄东正教会获得了合法的军人教育

者和指导者的地位，堂而皇之地进人俄罗斯军队。”②“目前，在俄军队中多设有宗教事

务处;教会向其发放了300万册 《圣经》，几乎人手一册;军人参与宗教活动者达 30%

以上;各部队中投入使用和正在建设的东正教堂和礼拜堂有近百所。”③

    总之，若审析东正教会复兴给俄罗斯国家带来影响时，我们应该像看硬币一样，要

知道它有正反面。在肯定它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会发现东正教在通过各种途径壮大自

身的实力，东正教羽翼日益丰满，在现今俄罗斯的地位也在不断的提高。虽然它在发展

中仍面临诸多的挑战，但从长远来看，东正教会自身力量的增长则不能不引起俄罗斯当

局的重视和深思。

①《当代俄罗斯东正教》，(httP//www:russian-orthodox-church.org.ru: 81/todayru.hcm. ),
。林风:《东正教回归俄罗斯军队》，《国际展望》，1994年第8期，第23页。
⑧姜莉:《东正教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及影响》，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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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东正教自传入俄罗斯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在这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它一直与俄罗

斯国家、俄罗斯民族、俄罗斯民族文化和民族思想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可以说“俄罗斯

与东正教— 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母亲!”①。东正教对俄罗斯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纵观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历史，从政教关系的角度来看，其中苏维埃时期是东正教有

史以来经历最艰难、最特殊的时期。因为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宗教与无神论的无产阶级

国家政权之间的新型关系，这种新型的政教关系的出现使东正教从以往历史时期的天堂

掉落到地狱，这种命运的改变正是记载了东正教及其教会遭受苏联政府几乎恐怖镇压的

艰辛历程。

    在苏联70多年的历史中，东正教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

现。其中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教关系的变化恰好是苏联整个时期的一个缩影。这个时期的

政教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东正教在卫国战争前一直处于被打击、被镇压的状态，

东正教的命运面临着历史的严峻考验，但是东正教以它坚强的生命力，延喘声息的生存

下来。第二，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面临国内外环境的影响，被迫结束运用行政手段打

击东正教的政策，开始转为支持和利用东正教的政策。东正教会号召人民保卫国家，与

侵略者斗争到底，东正教会的爱国主义活动得到苏联政府的肯定，于是这时期的政教关

系转为正常化。当然在这个宽松的宗教政策时期，东正教会抓住有利的机遇，开始恢复

和发展自己的宗教势力.第三，战后斯大林没有改变战时的宗教政策，因为斯大林在战

时己经认识到东正教自身拥有巨大的财富，这个财富对苏联政府有着巨大的利用价值，

即可以帮助他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也可以号召人民全力加入社会主义建设中;同时苏

联的外交方面也需要东正教会发挥作用。况且在意识形态的微小的让步，可以换来极其

有利的好处。因而斯大林继续战时的宗教政策，于是宗教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时期。由此

可见，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教关系无论怎么变化，都是以维护国家政权的利益为前提，以

利用教会的价值为国家发展服务为基础，国家政权掌握着双方关系变化的主动权，东正

教与教会永远只能是被动的接受，东正教与教会只有主动的配合国家政权的政策，它才-

可能有机会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力量，否则就会面临被消灭的命运。当然国家领导人不能

脱离本国的国情，主观随意的制定国家方针路线，否则只能导致国家的衰退甚至这个国

家的政权退出历史的舞台。

    本文通过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教关系的论述，从哲学的观点来看政教双方是一对矛盾

的统一体，即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对立体现在二者的思想信仰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不

同，统一体现在二者都极力维护俄罗斯国家的统一，这种关系就决定政教关系之间是相

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此外，纵观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教关系的历史，我们可以从中得到

。韩全会:《浅谈俄苏时期的政教关系》，第 56页。



以下处理政教关系的启示:

    第一，要客观、公正、全面、科学地看待宗教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

坚持历史的唯物主义观，决不能主观随意、片面武断的对待宗教。苏联的领导人就是由

于在主观上片面的、教条的、简单的理解宗教的性质，导致在政教关系方面犯了严重的

错误，从而为社会的不稳定埋下祸根。第二，国家对宗教问题处理不能采取行政命令的

手段。如果过分的采取过激的手段即扶植或压制，不是解决政教关系问题的根本措施。

因为国家一旦超越了自己的权力干涉宗教组织，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适得其反。譬如:

斯大林时期的宗教政策过去长期奉行对宗教的压制政策，希望尽快消灭宗教，结果教会

却更加坚强的生存下来。这个现象好像很有讽刺意义，但却是不争的事实。第三，政教

关系的实质应该是政治上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而不是针锋相对。在政教关系这一对

矛盾中，一个追求的是世俗权威，一个掌握着精神权威，双方如果合作，是一种互补关

系，如果对立，则会两败俱伤。因此，任何一方想把对方变成自己统治的工具，都是对

这种关系实质性的误解;宗教如果与国家政权分离，走自己的改革发展道路，支持和拥

护政府的政策，且能做到宗教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相结合，那么它必定会得到更

多人的爱戴和政府的支持，当然政府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手段迫害宗教，否则适得其反。

苏联时期大多数领导人对政教关系处理的失误的历史，已经证明政教关系处理的失误激

化了国家民族的矛盾，成为促使苏联解体的一个因素。第四，国家应该完善立法，制定

相关的法律保证宗教的合法地位，真正实现政教分离，这样我们才能利用宗教立法把国

家的宗教政策法律化、条文化，用法律规范宗教行为、保护合法宗教、抵制非法宗教活

动、打击宗教犯罪，规范政府宗教部门的行政行为。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没有法律

的宗教，则会丧失其社会有效性。”①可见，宗教的法律不完善，则会导致公民没有真正

的宗教信仰自由，也为恐怖分子利用宗教提供了可乘之机。尤其是当今恐怖主义分子频

频利用宗教作为幌子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情况下，加强宗教立法，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权

利的合法行使，是打击宗教恐怖主义的必然要求。因而这己经成为世界各国制定宗教政

策刻不容缓的问题。第五，宗教自身也应该不断的调整完善政策，以适应社会的发展。

因为世间的万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否则就会被淘汰。除此之外宗教不能与国家和人

民的利益发生冲突，否则就是自取灭亡。第六，任何国家在制定国家政策时，都必须追

寻实事求是的路线，结合本国的国情，不能急于求成，超越实际的主观的制定国家建设

方针路线。苏联从斯大林时代开始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都是急于建成社会主义国家，过

分的强调无神论的教育和宣传，企望在向发达的共产主义过渡时出现奇迹。于是，在宗

教方面理论指导出现了严重的错误。由于苏联领导人没有认清本国的国情，僵化的、教

条的应用马列主义原理，使苏联在这时代的政策脱离了正确的轨迹，从而加速了苏联的

解体。因此，国家要想发展、要想繁荣，就必须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

    所以，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借鉴苏联宗教政策的经验，对世界各国来说也是有着积

极的意义，尤其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拥有多种信仰更应该重视宗教政策的制定，这种政

教关系处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国家的统一问题。

。〔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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