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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宗教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历史现象，有其自身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它始终对

人类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生活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宗教与政治历来密不可分，各个

利益不同的阶级都会利用传统宗教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和手段。统治阶级利用宗

教主要有宗教国家化为国教、政教合一、非国教三种形式，被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亦有

三种情况，一是打着宗教旗帜的人民起义，二是进行宗教改革和教会改革，三是异端

神学和异教运动。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宗教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负面效应明显增

强和突出集中，表现在由宗教冲突引发民族冲突与地区冲突，由宗教价值观的对立导

致地区关系紧张和国际干预，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的结合等方面。

宗教与艺术有着彼此交融和交相为用的关系。宗教的诸要素(宗教观念、宗教情

感、宗教行为和宗教仪式活动等)之社会表现的基本特征就是“象征化”。而“象征

化”就是感性化、具体化、形象化，亦即“艺术化”．宗教诸要素在必然采用象征化

的艺术作为表现自己的同时，又必然作用于艺术，形成和助长了宗教与艺术之间伴生

共长的关系．

宗教与道德共存于同一社会体系之中，共生于同一经济基础之上，它们之问互相

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乃至在一定条件下互为因果。道德用伦理准则和行为规范

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使之符合于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和需要，宗教则用神的意志和

天命的安捧来神化以现存经济关系为基础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道德为宗教教义信条体系提供了部分社会内容，宗教则为道德准则涂抹上一层神

圣的色彩．宗教活动中的节庆经过历史沿习，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俗．

在当代中国，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五教并存，具有群众性、

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等特征．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宗教总体上有了

较快发展，宗教的社会影响明显增强，各大宗教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积极

作用，但社会上的一些无序现象也反映到宗教领域，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政

治渗透活动加剧，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相互交织引发的社会矛盾比较突出．

宗教未来几年内在我国的发展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并且会进一步有序化、

世俗化，努力向高层次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任务的提出，要求我们正确

分析形势，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充分发挥宗教道德中的积极因素，努力

达到宗教和顾，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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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历史上有关宗教与社会关系的观点

第一节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而由列宁使之成为完整体

系的，主要包括五个观点．

(一)宗教的本质是对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幻想的反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创立和发展自己科学的宗教观的过程中，

曾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上提出过多种涉及宗教本质的论

断．但是，最完整最准确的表述还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876一1878)

中作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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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人问的力量的形式”．回这段话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深刻地揭示出

宗教自身所特有的和其它社会意识相区别开来的本质规定性．它所包含

的内容可以从以下四点来认识．第一，宗教是。幻想的反映”．就是说，

宗教信仰和崇拜的对象，如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真主、佛教的涅

磐以及被大乘佛教百般加以神化了的释枷牟尼佛、道教的神仙，以及天

堂、极乐世界、地狱，其它神灵鬼怪等，都是人幻想出来的，客观上并

不存在：第二。宗教信仰的对象实际上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

力量”．意思是说。宗教信仰和崇拜所反映的内容又并不是凭空幻想出来

的不可捉摸的东西，而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外在的客观力量(包括自然力

量和社会力量)．简单地说，宗教幻想是有其现实的基础的；第三，宗教

反映采取的是。超人间力量”的特殊形式．这说是说，支配着人们日常

生活的外部力量反映在人们头脑中，并不直接是以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

这些“人间力量”所固有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表现为。超人问力量。

的形式，如神或某种神秘力量和境界，因而具有宗教的神圣性；第四，

人阅力量超人间化的原因是外部力量对人们的支配．在恩格斯看来，宗

教所信仰和崇拜的对象并不是任何一种“外部力量”，而只是那些“支配

o‘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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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

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哪。因此，世俗的

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

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

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

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在世俗家庭中发现了神

圣家庭的秘密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并在实践

中受到革命改造。”国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对宗教的自我异化只能用它所

依存的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换言之，只有到现实社

会中阶级矛盾、阶级压迫、阶级斗争中才能找到宗教的最深刻的根源。

在阶级社会，宗教正是不合理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产物。因此．要

消除宗教异化，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通过革命实践对现实的阶级对抗

社会进行革命的改造．另一处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话．“我

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在目前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们就象受某种异

己力量的支配一样，受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关系、受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

料的支配．因此宗教的反映过程的事实基础就继续存在，而且宗教反映

本身同它一起继续存在．即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对这种异己支配力量的因

果关系有一定的理解，事情并不因此而有丝毫改变．资产阶级经济学既

不能制止整个危机，又不能使各个资本家避免损失、负债和破产．或者

使各个工人避免失业和贫困．现在还是这样：谋事在人，成事在神(即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己支配力量)．单纯的认识，即使它比资产阶级经

济学的认识更进一步和更深刻，也不足以使社会力量服从于社会统治”．

o这段话具体考察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宗教之所以继续存在的社会

根源。也就是说，既然宗教的本质在于人们把“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

部力量”幻想地反映为某种神秘力量，那么，资本主义

社会确实是存在着这种东西的．这种客观存在的异己力量支配着人们的

日常生活，控制着人们的命运，就会以各种方式反映为宗教幻想， 构成

宗教赖以存在的社会根源．列宁继续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

o‘马克思恩格新选集'第l考．第17页·

o‘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眷，第35S一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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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中，他指出，。劳动群众受到社会的压

抑。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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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战争、地震等任何非常事件厉害一千倍)的资本主义盲目势力的面前，

他们觉得似乎毫无办法，一这就是目前宗教最深刻的根源。‘恐惧创造

神’．现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资本盲目势力的恐惧，而这种势力确实是盲

目的势力，因为人民群众不能预见它，因为它使无产者和小业主在生活

中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而且正在遭到‘突如其来的’、‘出人意料的’、

‘偶然发生的’破产和毁灭，使他们变成乞丐，变成穷光蛋，变成娼妓，

甚至活活饿死．凡是不愿一直留在预备班的唯物主义者。都应当首先而

且特别注意这种根源．只要受资本主义苦役制度压迫、受资本主义盲目

破坏势力摆布的群众自己还没有学会团结一致地、有组织地、有计划缝、

自觉地反对宗教的这种根源，反对任何形式的资本统治。那么无论什么

启蒙书藉都不能使这些群众不信仰宗教”．o这段话告诉我们，在现代资

本主义国家内。宗教的根源主要是社会根源，即资本主义苦役翻度的压

迫和资本盲目破坏势力的统治及由此造成的人民的穷困和愚昧．对神的

恐惧从根本上来说是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产物和反映．

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列宁还科学地揭示了宗教的认识论根源．列宁

在揭示哲学唯心主义与宗教神学的血缘关系时，在强调由于唯心主义反

对唯物主义，这就为上帝创世说提供了理论上的证明的同时，特别分析

了宗教观念和唯心主义哲学有着共同的认识论根源．歹13宁在‘谈谈辩证

法问题’一文中指出唯心主义哲学是经过人的无限复杂的认识的一个成

分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人的认识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

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如果我们截蓟这一曲线中的任轲一

个片断，它都能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这条。直线”就会把人

们引入僧侣主义的泥潭．所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

和主观盲目性就是难心主义，也是僧侣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三)在阶级社会。宗教的社会作用主要表现在它为剥削阶级所利用，

成为其麻醉人民精神的工具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宗教社会作用的分析主要是指阶级社会中

o‘列宁选集'第2卷，第37s一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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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从宗教对社会的发展能否起推动作用，对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

义的斗争是否有利这一角度进行的。具体论述了三方面的作用．

第一，剥削阶级利用宗教，宗教为剥削制度辩护。马克思说：“国家、

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

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通俗逻辑，

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热情，它的道德上的核准，它的庄严补充，

它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宗教为现实的阶

级对抗社会提供感情上的安慰，道德上的评价和理论上的辩护，用神、

佛、上帝的名义从各方面论证剥削社会的合理性，使之具有神圣不可侵

犯的性质．列宁说：。对于依靠他人劳动而过活的人，宗教教导他们要在

人间行善，廉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廉价地售给他们享受天

国幸口福的门票。．正因为如此，所有一切剥削阶级都利用宗教发挥牧师

职能，成为镇压人民反抗的工具．

第二，宗教本身也具有麻醉人民精神的消极作用．关于这一点。马

克思有一句名言，就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个论断是1843年底一

1844年1月在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来的。在提出这

个论断之前，马克思首先分析了宗教维护旧世界的作用，就是第一点中

引用的马克思的那段话。紧接着，马克思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

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

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

的鸦片．”。毫无疑义，鸦片的论断包含着宗教为剥削制度辩护的成份，

但主要还是表现为以下两点：(1)宗教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和抗议．这就是

说，’在阶级社会的苦难世界里，人民群众想摆脱苦难又找不到正确的现

实手段，便容易相信宗教的说教，希望在来世天堂的幻想幸福中寻求苦

难的解脱．这种希望包含了对现实苦难的抗议．但是，这种抗议是消极

的，只不过是一种叹息而已，对被抗议者没有实际的危害．(2)宗教给

人民的是幻想的幸福，是为人民身上的锁链装饰的虚幻的花朵．人民本

来生活在苦难之中，可宗教却说，只要安于苦难，服从命运，就会在死

o‘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第1页．

o‘列宁全集’第10卷．第6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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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宗教．它们分别相应的社会形态是：原始氏族制部落社会一古代的民

族国家一世界性帝国．三种提法，角度不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不

过，恩格斯的第三种图式更能体现宗教形态的变迁对于社会形态变迁的

依赖关系，内容更深刻，形式更严整．

(五)宗教的消亡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宗教按其发展的规律最终是要消亡的。要

想使宗教归于消亡，首先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但是，资本主义的灭

亡是否也就意味着宗教的最后消亡呢?不是。在他们看来，宗教的消亡

是一个长期痛苦的历史过程．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各有一段经

典的论述．马克思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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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结合的人的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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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根据这段论述可以看出，宗教最后消亡的条件，在马克思看来，

主要有两条．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极明白而且合理，为此就必须实现

社会主义，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社会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是自由结

合的关系；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极明白而且合理，这就需要有一定的社

会物质基础。这些历史条件并不会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消灭而随之

出现．马克思认为这要经历长期痛苦的历史过程。恩格斯也有一段论述，

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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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正被这些由他们自己所

生产的、但作为不可抗拒的异己力量而同自己相对立的生产资料所奴

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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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异己力量才会消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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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可见，在恩格斯看来，“谋事

在人．成事也在人”才是宗教最后消亡的条件，创造出这样的条件必须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6—97页．

o‘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眷，第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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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达到．关于宗教消亡的方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与

资本主消亡的方式大不相同．资本主义的灭亡。必须采取革命的行动：

而宗教的消亡，则必须听其。自然地死掉”，不能采取暴力手段。

第二节西方宗教学家的观点

从近代开始，宗教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18世纪

末，德国哲学家康德首先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较为详尽的理论阐述。19世

纪以后，美国人种志学者、原始社会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摩尔根，法国实证

主义社会学家孔德、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和神学家、考古学家斯宾塞等

人，相继就宗教与社会生活，特别是作为社会实体的宗教社团及其所代

表的宗教传统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见解。这些见

解奠定了当代西方宗教社会学的基础．孔德从实证主义原则出发，坚决

主张以实际社会调查资料，而不是靠形而上学的思辩，来了解宗教和其

他一切社会现象。他十分重视宗教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内在联系问题。

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表现在思想进化的三个阶段上：第一阶段是宗

教神学阶段，第二阶段是形而上学阶段，最后是实证阶段。这种三阶段
^

论把宗教看成人类思想及全部社会发展过程的肇始．斯宾塞的社会进化

论也表达了与此相似的观点。摩尔根曾长期实地考察美洲印地安人的社

会生活．他在大量观察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了举世闻名的‘古代社会》．

这部著作提出，早期人类历史可划分为。野蛮”、。开化”和。文明”三

个时期，宗教是在野蛮时期的氏族社会环境中形成的。摩尔根收集了许

多氏族宗教活动的资料。它们对于了解早期人类宗教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法国史学家库兰治的‘古代都市)着重论述了宗教

的社会功能．库兰治提出，古希腊罗马城邦国家通过宗教实现了两个统

一。即通过祭祀祖先达到家族统一，和通过崇拜城邦守护神达到社会的

统一．库兰治从宗教的上述社会功能引出结论说，宗教高于一切的观念

和习俗是推动古代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因．史密斯在‘关于闪族宗教的讲

演'中强调了宗教的社会属性．他认为，古代宗教的关键意义在于它是

一定社团公认的礼仪和制度．宗教是维持社会价值体系的主要手段．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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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宗教社团中，全体社团成员和他们的神灵都以一定的血缘关系，

“现实的或想象的”连结成一个整体。因此，是宗教造成了人类的一体

化．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法国社会学家杜克海姆是公认的现

代西方宗教社会学的创始人．杜克海姆重点研究了宗教与社会的关系问

题．1898年，他在自己主编的‘社会学年鉴'中最早提出了宗教社会学

的概念．他对宗教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有许多重要见解，其中最著名

的是。社会集体表象论”。这种观点主张宗教根源于古代氏族社会的集体

生活．宗教崇拜的对象实际上就是人的社会，所以，宗教在内容上无非

是社会集体的表象。杜克海姆指出，澳大利亚土著民族宗教中的图腾崇

拜实际上并非崇拜图腾物种，而是以该物种作为自己社会群体的象征．

表面上，宗教是在人和神灵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实际上，宗教所追求的

是加强个人与其社团的联系．因此，宗教在宏观上成为社会一体化的有

力促进因素，而在微观上则导致了个人的社会化．宗教使个体的人在特

定社会秩序中获得各自的人格意志、知识观念和社会地位，按照一定的

社会伦理规范行事，并由此对自己的社会角色产生信心。杜克海姆写过

不少宗教社会学论著，其中，‘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被认为是他的代表

作。这部著作的中心是划分。世俗的”与“神圣的”两类事物．所谓。世

俗的”是指人们日常的经验。以人的世俗活动为中心；“神圣的”则统指

所有涉及宗教崇拜的活动，以能够唤起崇拜者的敬畏、崇敬感为其思想

特征．杜克海姆认为，这两类事物的本质差异在于；神圣事物是集体主

义的，世俗事物则是个人主义的。它们构成了人们经验中相互冲突的两

极；另一方面，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了历史的进程。当代美国宗教

学者英格进一步发展了杜克海姆的这一思想，认为神圣与世俗两个领域

的相互渗透对社会一体化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与杜克海姆同时代的马

克斯·韦伯主要研究的是基督教在近现代欧洲社会史中的作用．他的名

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力图证明宗教对人的历史活动的深刻影

响．韦伯指出：基督教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派的禁欲主义伦理原则，是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兴起的必要前提．为了使自己的观点更具说服力，韦

伯对历史上一些主要宗教及其教派，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

中国宗教，以及基督教天主教会等等。进行广泛的比较研究．在这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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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现在“在做什么”，原先“打算做什么”，等等．然而，经验学派的

学者既不主张进一步研究人们为什么这样做的动机，以及造成这种动机

的客观社会历史原因．这种主张的初衷是要保持研究的客观性，把研究

者主观因素对研究结论的干扰限制到最低程度。可以说，经验学派与职

能学派的不同就在于它更加强调了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使之发展到

了近乎极端的地步．宗教社会学的改革派是在反对经验学派的过程中形

成的。改革派反对把宗教社会学变成一堆无意义的事实材料的堆砌，并

在这个意义上宣称，以往宗教社会学者所做的一切都是无谓的．因此，

必须对传统的宗教社会学加以彻底改造．改革派的学者提出，宗教社会

学要想继续获得生存的权力和发展的活力，就必须使自己面对20世纪的

文化现实．这些学者希望按照这个原则出发去改造宗教社会学的方法。重新构建宗教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刚掰Ⅲ剐彰翻整F羞墼配餐硪旨r意

昏篓鬣震扪翻=薹蟹闸嘲唾婚攫埋国婴翻影&，州型莨鹫引孽盆氍骷H

％棚拢，斟削虽蓦黑蕊～潲茧霸豁；两甄经箭制矧蚓毹&影毹弘警k酬

蜀引鞘；

囊錾蚕羹雾墓霆萎羹薹鋈霆霾

溺圆嶝曩臻强璃若磊智猪篡奋斟锄烈剖登篇6；f；羚托垮缓霉霉浯；雕

鄹。爱羲尉虿掣兽型圈鞫彗韬鹜j副魏渤曾有着重要的作用．

宗教可以帮助个人树立社会责任感，规范社会

成员的共同行为，促使社 会成员的有效合作．另一些人，如赖德克利夫·布

朗<Radcliff Bro-n>等，他们认为宗教不只是给人以精神慰藉．它首

先唤起的是人的忧患，而 后又藉着各种崇拜礼仪安抚这种忧患，从而使

人得到精神上的自慰和满足．美国宗教社会学家托马斯·臭迪提出，宗

教礼仪具有两种功能：( 1)通过礼仪重现最初所设定的情势，使人的情感

得到激发和渲泄：(2) 通过情感的渲泄转移人的注意力，使人在心理上达

到平衡．o宗教社会学的 经验学派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经验主义社会学的

影响下而形成的．这一学 派总体上注重实用问题的研究，反对把宗教社

会学构建成抽象的纯理论 体系．属于这个学派的宗教社会学者认为，他

们所要研究的是具有不同 社会身分的人们在宗教活动中过去。做过什

。托马斯·奥迪：t宗教 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RcIigion}，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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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点。

1．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明确为当

对待宗教的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并在宪法及有关法律、法规中加以明

确规定．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像宗教这样的问题不是用行政方法能够解决的。

林彪、。四人帮”破坏了我们一贯的宗教政策，我们现在开始恢复老的政

策。宗教信仰自由涉及到民族政策，特别是我们中国，一般都是少数民

族在宗教信仰方面问题最多．我们要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必须实行宗

教信仰自由．

邓小平‘在会见英国知名人士代表团时的谈话)(1979年10月15

日)。‘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34页

2．继续坚持、巩固和发展党同各民族宗教界的爱国政治同盟．特别

强调争取、团结少数民族宗教领袖人物及其他上层人物，对于处理好少

数民族地区的宗教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形成了中国宗教具有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长期性、复杂性

的重要思想．

4．首次提出在宗教问题领域，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5．要求宗教界要服务于人民，宗教活动要有益予社会．

对于宗教，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但宗教方砸也不能搞狂热，否

则同社会主义，同人民的利益相违背．

邓小平‘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谈话'(1980年8月26日)，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67页

第三阶段，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颓

时期．主要有：

：1．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全面阐述了宗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然长期存在的根源．

3．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我国宗教的状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

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主要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处理好宗教方面臼勺

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宗教工作的主题．

4．进一步强调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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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2年以来的二十多年中，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

的不断推进，党中央又提出了关于宗教问题的新观点、新论断。主要是：

1．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是党和政府处理同宗教界朋友

之间的关系的原则．这是江泽民同志在1991年1月30日邀请各宗教团

体领导人到中南海傲客时的讲话中提出来的．

2．明确提出要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

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基本政策。它包

括保护人们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两个方面．信教与不信

教都是公民的权利，要坚决反对和纠正任何歧视信教群众和歧视不信教

群众的行为．我们不能用行政力量去消灭宗教，也不能用行政力量去发

展宗教．我们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就是要把信教和不信教的人，信

这种教或那种教的人都团结起来，大家和睦相处，彼此尊重，把意志和

力量集中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上来．决不允许在信教和不

信教、信这种教和信那种教、信这一教派和信那一教派的人民之间制造

纠纷，甚至挑动斗争，损害人民的团结．如果发现这样的事情，要进行

教育、批评，坚决加以制止。

江泽民‘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1993年11月7日)，‘新

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第614—615页

3．以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论断，科学地表述了宗

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1993年n月7日．江泽民两志在全国统战

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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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闯题是很复杂的．从世界历史看，它往往同政治问题联系在一

起．统治阶级总要利用宗教来加强统治．而就每个信教者 来说，他

的宗教信仰也许并没有什么政治企图。而只是一个信仰问题：由于苦难

的生活，或是由于对现实的不满，或是由于个人遭受这样或那样的挫折，

希望超脱．但是，纵观世界历史，有一点要肯定，统治阶级总要利用宗

教来加强统治．我国历代佛教昌盛时期，皇帝对佛教也很尊重。正因为

宗教问题具有一定的群众性，而且总是与政治问题结合得很紧，所以我

们不能用简单的办法去处理复杂的宗教问题。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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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发生、发展和消亡有一个过程，想用行政的办法或强制手段消灭

宗教是不可能的．在我国，随着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灭，宗教存在

的阶级根源已经基本消失．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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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解决宗教问题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发展社会

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逐步消除宗教赖以存在的根源。

江泽民‘一定要做好宗教工作’(1990年12月7日)，‘新时期统一

战线文献选编》(续编)第286—287页

宗教问题是个大闯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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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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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泽民‘一定要做好宗教工作)(1990年12月7日)，‘新时期统一

战线文献选编’(续编)第286页

我们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一定会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是绝对

不能改变的．这是因为，四十年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这个政

策是正确的，只要正确贯彻这一政策，就有利于民族团结、国家和社会

稳定，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否则，就会产生多方面负效应。

江泽民‘保持党的宗教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1991年1月30日)，

‘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第210页

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

要内容．一方面，从我们党和政府来说，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尊重和

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保护宗教界的合

法权益这样一些长期不变的基本政策；另一方面，从宗教界来说，要坚

定不移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

会的原则，坚持在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宗教活动．

有了这样的政治基础，有了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作为我们党领导的爱国

统一战线组成部分的各民族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一定会不断地得到

巩固和发展。这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同我国宗教问题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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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相结合而得到的一条重要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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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是永

远不会变的．

江泽民‘保持党的宗教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1991年1月30日)，

‘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第210页

在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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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方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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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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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第一节宗教与政治

宗教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普遍的文化现象，它随着人类社会生

存、演变、发展至今．原始社会的社会体制的巩固与发展，除了经济基

础的要求与发展起了根本性的作用以外，与原始时代的宗教文化的形成

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宗教诸要素都对原始社会的政治生活发生过重

要的影响。当原始人心中的宗教观念对原始社会客观化(异化)为宗教

崇拜的对象。如从氏族图腾到女性和男性祖先，从。祖有功，宗有德”

的文化英雄到神圣化的部族首领以至超血缘的地域保护神⋯⋯它们在原

始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成为氏族一部落群体共同信奉和崇拜的对象，从

而大大强化了个人对群体的认同感和社会凝聚力．在共同信念基础上产

生的宗教感情，宗教行为以及它们被制度化后而形成的崇拜体制。逐渐

成为规范人们行为的神圣准则．在原始时代，它们事实上构成了维系社

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政治法律体系(民俗、习惯法、神判)。如果说原始

氏族制阶段的宗教观念和宗教崇拜体制一般只是起一种维系氏族群体共

同生活的作用，那么，在部族联盟时期。随着私有制和阶级分化的出现，

宗教也逐渐具有了阶级色彩，除了仍发挥维系群体共同生活的非阶级性

作用以外。更越来越突出地成为部落首领、氏族贵族和祭司贵族保持其

特权利益地工具．许多民族的历史证明，早期阶级国家大体上是以巫师

和宗教祭司为核心建立起来的．

在阶级社会中，宗教与政治密不可分，各个利益不同的阶级都会利

用传统宗教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和手段．统治阶级会利用宗教。被

统治阶级也会利用宗教．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很普遍，已成为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传统．在阶级社会的发展史上。统治阶级利用宗教

来巩固统治秩序大体上有三种形式；

一是宗教国家化为国教．宗教国家化为国家规定的全民性信仰，曾

是文明国家形成后宗教发展的必然趋势．古代的几大文明古国，其传统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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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世纪，宗教成了统治性的意识形态，意

识形态的其他形式都合并到宗教神学之中。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

政治运动都不得不打着宗教的旗号，采取神学的形式．德国16世纪时闵

采尔领导的农民战争和我国19世纪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时中外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武装起义，二大起义的性质和情况极其相似，都

是直接打着宗教的旗帜．

二是宗教改革和教会改革．宗教改革和教会改革是社会关系的变化

在宗教上的反映，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适应．不少宗教在其历史发展

过程中都曾为了适应社会的变化而发生过各种改革，其中既有神学信条

的改变，也有教会组织结构的革新，这种改革的性质和作用，决定于它

们所适应的社会变迁的性质和阶级关系的内容．一般说来，在剥削阶级

专政的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总是统治阶级的宗教，而且教会组织

的中上层往往就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信奉同

一宗教的善男信女并不限制在统治阶级的范围之内，有些宗教具有相当

广泛的群众性和民族性，故人民群众对于变革苦难现实的愿望，就常常

通过对现存宗教和教会的改革要求而曲折地反映出来．它有时形成声势

浩大的群众运动，对历史的发展起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是异端神学和异教运动．许多宗教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先后曾分

裂为众多的教派，各教派都以得自教主或神灵的真传自诩，以“真正的

宗教”和。真正的教会”自居，互把对方打成异端．有些异教和异端神

学确实具有反对旧的传统宗教神学的内容，常常得到下层群众的支持和

信奉，故易于被人们赋予进步的意义，甚至被视为人民自己的宗教。

．，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宗教因素是影响国际关系的内生变量，印巴冲

突、巴以冲突、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使宗教与政治联成一体．目前，世界

性的宗教主要有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民族性宗教主要有道教、犹

太教、印度教、锡克教、神道教，还有许多新兴的宗教和大众神秘文化

等等．宗教和其他事物一样．其作用和影响有两重性，对国际政治既有

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宗教在历史上既表现为

维系世界的力量，又表现为动摇世界的力量”．从总体看，宗教是人类文

明起源和发展的坐标之一，也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其对人类社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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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为由对别国肆意攻击，插手内政，甚至武装干涉”，反应出民族宗教

问题已成为霸权主义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借口。

3．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的结合．

在全球化的今天，现代宗教朝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前进：一方面

是宗教的世俗化趋势愈加明显，社会运行开始摆脱宗教的影响与控制交

得理性化，宗教在社会系统操作中的重要性逐步下降；而另一方面，“原

教旨主义”在当代社会也风云迭起。原教旨主义最初是一种保守的基督

教思想，之后原教旨主义在世界各大主要宗教中有了市场，其中又以伊

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对当今国际政治影响最大．当代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

运动是宗教政治化与政治宗教化的宗教政治运动，其核心是恢复伊斯兰

教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统治地位，建立神权高于一切韵政教合

一的国家形式．近年来，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势力在西亚、北非迅速蔓

延，中东地区的穆斯林聚居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原教旨主义运动，出

现了各种非法和合法的组织及政党．其中的极端派鼓吹“圣战”，采取暴

力手段达到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最终实现。绿化”世界的目标．在当

今世界的热点地区，许多事件是由宗教极端主义引发的，宗教极端主义

不仅可能继续激化那些热点地区的固有矛盾或者使之进一步恶化，而且

还会成为冷战后民族或种族矛盾、冲突或战争的。发酵素”．当代世界，

宗教极端主义已与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三位一体的怪胎，

而在这三者中，宗教极端主义更多地表现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是恐

怖主义与分裂主义的精神支柱和灵魂．据美国兰德公司1995年<恐怖主

义年鉴'统计，1992年全球宗教恐怖组织从2个增加到11个；1994年

49个恐怖组织中16个为宗教组织，1995年56个恐怖组织中26个为宗

教组织．到1998年，在世界上最危险的30个恐怖组织中，带有宗教极

端主义色彩的组织已经过半，其中既有犹太人的，也有穆斯林和佛教徒

的．如果将美国境内许多基督教准军事组织算在内，宗教恐怖组织数目

更为惊人．而兰德公司1995年登记在案的国际恐怖活动25％为宗教极端

分子所有，其造成的死亡率则占到因恐怖事件死亡人数的58％．特别是

。9．1l”事件，其胆大妄为、令人匪夷所思的恐怖袭击行为，在入类文

明史上闻所未闻，是对人类生命和尊严的极端蔑视．。9．1l。恐怖事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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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崇拜的艺术结晶．我国近年发现的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

马俑，本质上也是产生于对灵魂不死和冥世生活的信仰．无论是东方，

还是西方，中国还是外国，各种古代艺术(诗歌、小说、戏剧、音乐、

绘画、舞蹈、雕塑、建筑⋯⋯)从题材到风格，从内容到形式，许多都渗

透着宗教的观念、感情和精神．中

辐翰蔬萌；劫郾豆到峨阳j笔B{滏巨砰嚏嘲韬硇1一一蠹■搿骅蔺薄甬搅

崮。侉滔浪凄灞蜞逢砸蟹诩嘎毫盈疆。硎酏醣药笺薹强鲤酗鳇则鲤矍；

Z嚣g辇毒荭驻筻荨，农撞鲞；薹妇U朔酗醴镩封缸融懿菡一粥黧；拼

≯相，甄!泓～毹剽利娶醪翳引黜芸叠象裂烈戳臣雹已里墅萋妻蓿毽哺

≤。药斡酗荫确醋蔺满一碌汪㈣啪礞滔滔滔，，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民族 水乳交融，以及基督教与西方

各民族的不解之缘等等．宗教是以信仰为 心理基础的文化，信仰对象作

为外在的异己力量，对于信仰主体自身具有至高无上、神圣而不可侵犯

的特征，由此而产生的心理定势不仅十分 强固，而且极为敏感，带有强

烈的律他性，因而宗教信仰一旦爱到侵害 ，就会引起激烈的抵触情绪．

纵观人类的发展，不论是历史上还是今天 ，由于宗教信仰不同而导致或

激化民族矛盾与冲突的事倒不胜枚举．在 欧洲和西亚的中世纪历史上，

信仰基督教的拉丁民族和信仰伊斯兰教的 阿拉伯民族由于信仰不同而长

期发生冲突乃至流血战争．在当今世界， 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

之间，由于宗教矛盾和民族矛盾、领土纠 纷交织，爆发了持续半个多世

纪的流血冲突和四次大规模战争，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地区热点之一．

即使信奉同一宗教但属不同教派的国家之 间也可能发生宗教纠纷和冲

突．伊拉克和伊朗都是伊斯兰国家，由于 两国统治集团分别属于逊尼派

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教派矛盾和纷争成为引发持续8年之久、双方

伤亡人数超过百万之多的两伊战争的主要 动因之一．在南亚地区，自二

战结束后，信仰印度教的印度人与信仰伊 斯兰教的巴基斯坦人之间形成

了一场持久的对抗．而印度与巴基斯坦交 恶多年的历史，始终贯穿着印

度教和伊兰教之同的文化传统差异和民族理念冲突．自1947年8月15

日印度与巴基斯坦正式分治，围绕克什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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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越来越精致、复杂、美丽、奇异，而且开始变得富有文学色彩。。

佛教的宗教观念、宗教玄想及其表现方式的艺术特点，不仅对广大

的佛副髯缸∥辩蜀彭各翟剐鬟品娑型舅咧驰刿睢嬲"钎蛆睢动叟毒勖#重翱

驰朔隧洞．嗜罐强出墓多厶鬈伤的；受剜pIj动柠断鲥曰明钟i摹喜基剥

尉粥旷匡1可1到到蓟劳∽监型匿鄯明勒媳懿酲醐蹦阳电醐幡蚧斤菇料j雾铂

曩甬蘸～葫锄茄嘲度政府因而指责巴基斯坦政府策划这一暴力事件，导 致两国在边境地

区陈兵百万，几乎引爆7一场空前规模的流血冲突．

2 ．由宗教价值观的对立导致地区关系紧张和国际干预．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其形成过程本身实质上是对民族

文 化的一种重构．因而，不同的宗教信仰，在基本的人生态度、情感方

式 ，思维模式，风俗习惯以及价值尺度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异．如东亚

人 强调由传统宗教和传统哲学所形成的。亚洲价值。一诸如重社会、重

和 谐，重道德等等；而西方社会则强调重个人，重竞争，重利益区别的

以 基督教为基点的。西方价值。．这两种基于不同宗教和文化背景的价值

观 念各有千秋，适合于各自特定的国家和地区，完全可以取长补短，交

流 融合，和平竞争，和谐共处．但美国等一些谣方国家却把前者视为。异

类 。．动辄指责亚洲国家搞。宗教追害。和。侵犯人权”，而将自己的宗

教和价值观念视作。绝对真理”，强行向其他国家推广，甚至为此不惜干

涉 别国内政．美国政治学权威享廷顿更直接地将东方儒家和伊斯兰教两

大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视为未来国际社会冲突的焦点。实质上是在苏

联解体后为美国寻找新的敌人．这势必加剧民族对立与冲突，乃至引起

国 家问关系的紧张．冷战结束后原南斯拉夫国家的解体则是宗教与民族

冲 突中大国干预最直接的结果．在原南斯拉夫国家中，有信仰天主教的

克 罗地亚民族，有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族，有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族．

冷 战刚刚结束，这三个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就展开了相互的残杀，而美

国 和一些西方国家以民主化、人权、宗教自由为旗号从中干预，从而进

一 步激化了当地的民族对立和宗教分歧，最终导致统一的南斯拉夫分裂

为 塞尔维亚的黑山，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等6个国家．

t历史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曾利用天主教、基督教为其侵略扩张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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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传说故事、历史故事以及当时实事故事的交文．这一类变文和俗讲，

对中国小说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除提供题材内容和文学体

裁形式之外，更重要的影响应该是它大大激发了中国文人、艺术家和俗

讲人的艺术想象力，如果没有丰富多彩，超凡脱俗的艺术想像，那是不

可能创造出震撼人心的伟大艺术作品的．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正统宗教信

仰是宗法传统宗教。儒家奉之为正宗，宗教则接受了儒家思想作为基本

教义，宗法性宗教直接为宗法社会的伦理纲常服务．在这种儒家和宗法

性宗教的长期熏陶下，中国人重视人伦，崇道务实，积极入世，不尚空

玄之想，艺术表现贴近世俗，缺乏想象．在世界各民族的宗教中佛教的

想象力最为发达，其离奇荒诞的程度，举世无出其右者．佛教的传入中

国。佛经的翻译传播，不仅带来了佛教的哲学和宗教教义。也带来了它

那高度发达的想象力，这就给中国的各种艺术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产生

了像‘西游记'、‘封神榜'之类富有极高的艺术想像力的伟大著作．胡

适在其‘白话文学史'中写道：“中国固有的文学很少是富有幻想力的像

印度人那种上天下地毫无拘束的幻想力。中国文学力竟然寻不出一个例

(屈原庄周都远不够资格)，长篇韵文如‘孔雀东南飞’只有写实的叙述，

而没有一点超自然性．在这一点上，印度人幻想文学之输入确有绝大的

解放力．试看中国古时代的神仙文学如列仙传，神仙传，何等简单?何

等拘谨?从列仙传到‘西游记)、‘封神榜'，这里面才是印度的幻想文学

的大影响．”o①胡适对印度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从整体上是持严厉

批判态度的，但他对印度佛教对中国文学之艺术想像力的影响却是实事

求是地承认的．

第三节宗教与道德

宗教与道德共存于同一社会体系之中。共生于同一经济基础之上，

它们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乃至在一定条件下互为因果．

道德用伦理准则和行为规范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使之符合于社会经济

。胡适·‘白话文学史，．转引自‘佛教与中田文化'，上毒书店19lS年版，第1I●页．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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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性质和需要，宗教则用神的意志和天命的安捧来神化以现存经济

关系为基础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道德为宗教教义信条体系提供了部分

社会内容，宗教则为道德准则涂抹上一层神圣的色彩．一方面，宗教把

道德抬高为宗教的教义、信条、诫命和律法，把恪守宗教关于道德的诫

命作为取得神宠和进入来世天国的标准：另一方面，宗教的教义和信条

又被神以道德诫命的形式强加于整个社会体系，被说成是一切人的行为

之当与不当、德与不德、善与不善的普遍准则．这就在历史上形成所谓

道德的宗教化和宗教的道德化的现象．宗教与道德，作为两个重要的上

层建筑部门，它们之问的互相影响，既为经济基础所决定，也随着经济

基础的变革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原始社会和阶级社会，情况是不同的．

在阶级社会的不同阶段(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也

各有其历史的特点．

原始社会的道德是以氏族公社所有制为基础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

反映，它的基本内容是调整氏族成员的行为使之符合于氏族公社的人与

人的关系，保护整个氏族集团的团结，在强大的自然压迫和其他种族集

团的斗争面前，维护本氏族集团的生存．它们是自然形成的，是属予全

民性的社会道德．原始社会的宗教，也和当时的道德一样，是自然而然

地自发形成的。在全氏族制社会内部是全民性的宗教．原始宗教作为原

始氏族制社会的上层建筑，它的目的和任务及其发生作用的根本形式便

是通过对氏族祖先的神化和氏族集团传统的神化来维护氏族制度的稳

定，加强氏族集团的内聚力，保障氏族集团的生存．原始宗教并不创造

道德规范，但却可以通过宗教神化和宗教礼仪的宗教形式来强化传统道

德的社会影响力．第一，崇拜共同的氏族祖先，加强氏族集团的血缘关

系．各个氏族集团各自信奉不同的图腾和氏族神灵．这些图腾和氏族神

灵最初并没有道德伦理上的含义．氏族成员除了尊奉它们为同一氏族的

共同祖先以外．并未赋予它们以什么伦理上的美德．不过，由于有了共

同的祖先神崇拜，会加强氏族成员的认同感和氏族社会内部的内聚力．

从原始宗教的实际活动中也会产生出各种影响原始人的行为的行为规

范．祖先崇拜逐渐与英雄崇拜结合起来，氏族祖先常在原始人的神话中

成为能征善战，具有神力和智慧、有功于氏族的战斗英雄和文化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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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的奥林匹斯诸神就是这样的典范．他们的道德行为是卑下的，不

足为人师表。但他们神奇永武的英雄业绩却对希腊人维持生存的斗争发

挥特定的道德影响．第二。神作为道德的监护人和立法者而对原始社会

的道德发生影响。原始时代氏族制社会的神灵本来是作为氏族集团的保

护神出现于世的．保护与不保护，乃是相对而又相联的观念，有保护的

一面，就有不保护的一面。由此出发。就逐渐产生出氏族祖先神灵主宰

其氏族成员之祸福的观念．祸福之来固由于氏族神灵的主宰和决定，而

神灵的决定则与依据原始人本人道德行为之当否，用原始人行为之当于

不当、德与不德来解释氏族神灵到底是赐福还是降祸的根据。这样一来，

原始社会的宗教与道德就逐渐发生了比较密切的关系．它们之间的互相

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这种渠道发生作用的．第三，原始宗教的神

判法维系社会伦理关系中的作用．当原始氏族的神灵逐渐具有道德属性，

成为道德的监护人的时候，它们也逐渐成为原始人关于善恶是非争端的

审判官，由此发展出宗教的神判法．当人们无法用人的智力来判断人与

人之间各种争议的是非曲直和某一道德犯罪的嫌疑时，往往借助于神明

的裁判。

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利用传统宗教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

他们常常用神和天命的安捧神化现存的统治秩序和入与人的阶级关系；

用来世的天堂和死后的奖赏使被统治阶级安于现实的苦难．这决定了宗

教一道德关系的基本性质．宗教既要神化现存的人一人阶级关系，就必

须用宗教和神的名义把这种阶级关系说成是正当的、合乎道德的．这就

意味着神化统治阶级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宗教既要诱导被统治阶级

安于现实的苦难而致力于追求来世的天堂，就要把遵行统治阶级的道德

规范作为进入来世天堂的标准．当然宗教也常常把表现人与社会之最基

本关系的社会公德神圣化．即使如此，也不会忘记社会公德适应于统治

阶级的根本利益．宗教神化的统治阶级道德。目的在于把被压迫人民的

行为纳入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这一部分道德的神化。在性质和

作用上视统治阶级在历史上的地位而定．’当这个阶级处于上升地位，与

历|史发展的规律相一致的时候，他们的社会、政治、、伦理观念，客观上

符‘合：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宗教在这种特定的历史阶段把它们神圣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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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在历史发展的某些阶段。宗教节庆使人类充满了追求和希望，通

过这些形式激励了人们的生活的信心和奋斗的勇气．现在宗教的某些节

庆，其原有的宗教含义已退居次要地位而成为全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融于社会生活之中．基督教的圣诞节已成为全欧洲以及

西方国家重大的节日，圣诞老人、圣诞树和圣诞礼物，完全是各地区人

民为丰富而添加进去的内容，失去了宗教的意义．伊斯兰教的古尔邦节、

佛教的成道节吃。腊八粥”的习俗已为我国人民所接受，成为传统节日，

道教的鬼节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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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宗教在当代中国社会

第一节中国宗教的现状及其特征

中国是个多宗教的国家．中国宗教徒信奉的主要有佛教、道教、伊

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1亿

多人，宗教活动场所8．5万余处，宗教教职人员约3 0万人，宗教团体

3 O O O多个．宗教团体还办有培养宗教教职人员的宗教院校7 4所．

在中国，全国性的宗教团体有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伊斯

兰教协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中国基督教三自爱

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等。各宗教团体按照各自的章程选举、

产生领导人和领导机构．

佛教历史及中国佛教的主要派别一一佛教在中国已有二千年历史．

现在中国有佛教寺院1．3万余座，出家僧尼约2 0万人，其中藏语系佛

教的喇嘛、尼姑约l 2万人，活佛l 7 O 0余人，寺院3 O 0 0余座l

巴利语系佛教的比丘、长老近万人，寺院l 6 0 O余座．

中国道教历史及其主要派别一一道教发源于中国，已有l 7 O 0多

年历史．中国现有道教富观1 5 0 0余座，乾道、坤道2．5万余人．

伊斯兰教历史及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一一伊斯兰教于公元七世纪传

入中国。伊斯兰教为中国回、维吾尔等l O个少数民族中的群众信仰。

这些少数民族总人口约l 8 O O万，现有清真寺3万余座，伊玛目、阿

訇4万余人．

天主教历史及中国天主教的历史一一天主教自公元七世纪起几度传

入中国，l 8 4 0年鸦片战争后大规模传入．中国现有天主教徒约4 0

O万人，教职人员约4 O O 0人，教堂、会所4 6 O O余座．

基督教历史及中国基督教的历史一一基督教(新教)于公元十九世纪

初传入中国，并在鸦片战争后大规模传入．中国现有基督徒约l O 0 O

万人，教牧传道人员1．8万余人，教堂1．2万余座，简易活动场所(聚

会点)2．5万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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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和文化交流，加快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国外敌对势力

也会利用宗教进行渗透，作为对我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重要

手段．这是时刻要警惕的．

复杂性：宗教是由共同的信仰、宗教感情、宗教道德、宗教仪式、

宗教组织等诸多要素构成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宗教在

人们之间起着一种纽带作用，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势力，同时

宗教又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有着密切联系，互相影响、呈现出复杂的

状况．宗教的复杂性，还在于国内仍然存在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和复杂

的国际环境，必然要影响到宗教．因此，宗教不仅是一种思想信仰，还

涉及到社会政治闯题、群众关系、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

长期性：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

史现象，它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在中国社会主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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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基本

消失．但是宗教还有得以存在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宗教作为一种意

识形态，有着较强的适应性．同时，当今世界是一个日益开放的国际社

会，中国宗教的存在不可能不受到外国宗教的影响，因此，中国的宗教

不仅会长期存在，而且还将按照自身的规律和恃点，继续对社会发生一

定的影响．对此，必须要有充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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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的发展，宗教就会很快消亡的想法，

是不现实的，也是非常有害的．

第二节宗教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影响

在当今中国，宗教总体上有了较快的发展，个别宗教发展更为迅速，

宗教的社会影响明显增强．宗教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建国以来，宗教徒

的人数并没有减少，还有增加。尽管中国的宗教徒在全国人口的比例只

占．约十分之一。但绝对数决不可以忽视．一些宗教，如伊斯兰教、截传

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历史上就为约20个少数民族几乎全民信仰．由

于这些少数民族人口的自然增长，信教群众的数目也随之增长．如我国

的穆斯林总人口现己增至1800万人，信仰藏传佛教的群众约75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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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众近200万人．有的宗教，如天主教，尽管由于体制

严密性的限制．信徒的发展也是稳中有升，已达400多万人．汉地佛教、

道教除了正式皈依者增加以外，善男信女的大量增加而导致其香火愈盛．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基督教，近20年来发展更快，教徒已由建国初的70

余万，增至1000万人以上．宗教群众性的强化，不仅在处于比较落后状

态的广大农牧区．边疆偏辟地区，而且表现在城镇．包括许多大中城市

不少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方面；不仅表现在生活贫困的人群之中，而且

表现在富裕起来的人的群体之中．其次。宗教的社会影响继续不断扩大．

宗教社会影响的扩大一方面来自宗教本身在现行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

内不断发展自己．总体上来说，国家落实宗教政策，使合法宗教活动恢

复的工作已基本结束．中国各主要宗教均已进入正常的发展时期，但都

希望并努力使自己的实力进一步增强．要求开放并新建新修更多的活动

场所，各类宗教活动日益频繁．另一方面，社会各界在日益宽松的社会

环境中对宗教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上对宗教

单纯的负面的看法，尽管很多入不信宗教，但对宗教已不再象以往那样

采取歧视或敌视的态度．甚至抱有好感，认为宗教对当今中国社会不仅

无害，反而有益．宗教社会影响的不断扩大在目前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

宗教文化热的形成．将宗教不仅看成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历史现

象，而且看成是一种文化现象，可以说是社会各界，尤其是理论文化界

对宗教看法的重大突破．现在，可以说宗教书刊越来越多，表现宗教内

容的文艺作品日益增加．新闻媒介中宗教方面的信息量也相当可观，旅

游文化中的宗教成份日益浓厚．这其中，尤以佛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在

社会各界中的影响更为突出．宗教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t

1．各大宗教努力适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在两个文明建设中

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首先，在政治上，绝大多数宗教组织，绝大多数教职人员是热爱祖

国，遵守法律，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铜度．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

的，是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宗教界的这一

基本立场，在广大宗教徒当中起到了良好的政治上的凝聚作用．其次，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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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现象近些年也日益明显．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宗教自身的形象．

除五大宗教以外，一些地区的民间宗教也日益活跃．在佛、道教影响较

大的广大农村，乱建乱修小庙现象也十分突出．除了宗教自身存在某些

无序现象以外，近些年，一些非宗教单位也在利用宗教，搞所谓。宗教

搭台、经济唱戏”．在一些干部的纵容、支持下，乱建寺庙、建露天大

佛，一度成风，至今尚未得到彻底治理．这种情况不仅干扰、损害了合

法的宗教活动，而且导致宗教事务的管理处于混乱状态．它使非法建立

的非宗教活动场所出现了一些违法行为，比如安置。僧道”人员、乱举

行开光仪式、乱设功德箱，设香火、收取布施，借机敛财。更值得注意

的是非宗教活动场所既不受宗教事务部门的行政管理，又游离于宗教团

体以外，致使封建迷信活动掺杂其中，甚至会裹挟邪教和反动会道门活

动．此外，搞所谓。宗教搭台、经济唱戏”还为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

进行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特别是搞所谓中外合资建宗教景点、露天大

佛，负面影响会更大．

3．境外某些宗教加大对我传教力度，特别是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

对我国加强了政治渗透．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宗教方面的国际交流越来越频繁。

从目前状况看，一方面正常的促进我国宗教界与国外宗教界的友好往来

是发展的主流，这不仅有利于我国宗教的正常发展，而且对于推进国家

的外交工作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对外开放越扩大，境外宗教

对我传教的力度也必然加大，特别是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的政治

渗透更为加强．这些情况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空前的．他们在我国周边地

区设立广播电台进行空中传教；利用各种渠道向我国境内偷运宗教宣传

品；利用来华旅游、探亲、经商、讲学等机会进行传教活动；在我国出

国打工、留学人员中传教布道；直接、问接提供经费修建教堂寺庙；插

手干涉我国宗教事务、培植地下势力，同我国爱国宗教组织争夺信教群

众，对抗中国政府；支持宗教界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搞分裂祖国、

破坏民族团结的活动等等．境外敌对势力渗透的活动，主要表现在天主

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藏传佛教方面．

4．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相互交织引发了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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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大多数群众都信仰宗教的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着与汉族发

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引起少数民族的群众、干部、

知识分子的心理不平衡和失落感；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各民族之间进

一步扩大交流，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利益、文化、宗教、风俗习惯方面的

碰撞．某些宗教的民族性又出现强化的趋向．如近些年伊斯兰教由于受

到来自社会某些方面的伤害而引发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的强烈反

应。从1989年的‘性风俗'事件。到1993年‘脑筋急转弯'事件，再

到猪年话猪引发的一连串的事端，导致广大穆斯林的强烈抗议活动，充

分证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与民族的关系仍然十分密切。特别还

要看到，一些民族宗教界中还有极少数敌视社会主义、破坏民族团结和

祖国统一的人．他们以宗教领袖或教职人员的身份，打着维护民族利益

的旗号，从事反动的政治活动，更增加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密切交织

的程度．

5．邪教、迷信活动以及伪科学真巫术现象干扰着合法宗教的发展。

社会转型时期引发的社会的某些动荡，也促使历史的沉渣泛起。近

些年，邪教、迷信活动的泛滥，伪科学真巫术现象的流行不少也打起了

宗教的旗号，严重干扰着合法宗教的发展。

第三节中国宗教的发展趋势

(一)宗教总体发展的大起大落现象在未来若干年内将不会出现

进入21世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将会进一步健康发展，经济

发展会更快，社会会更加稳定。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将长期保

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可以说，在未来若干年内，中国社会将不会出现大

的动荡，更不会出现对正常宗教发展的类似“极左”年代对宗教政治上

的压制．由于极左年代对宗教的压制导致的80年代中国宗教发展的反弹

现象已经成为历史．

(二)宗教的发展还会继续下去．但会进一步有序化、世俗化并努

力向高层次发展

对宗教发展的长期性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这是因为，在我国社会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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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继续在西方敌对势力及其他势力的支持下与我争夺西藏佛教寺庙的

领导权，培植藏传佛教界中的分裂势力．一些新的宗教和教派乃至邪教

仍有可能进入中国大陆．境外宗教对我渗透及对我国宗教内部的干预将

在宗教领域中的人权问题上有所加强．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将会继续在

这个问题上做文章，并对我国施加政治压力．另外，现代电脑科学技术

在宗教领域中的应用。电子网络的形成进一步加快各种宗教传教的速度、

广度和深度．国际互联网除了在促进各宗教之间以及宗教内部各教派的

联系和交往的同时，也会产生不少负面的效应，如政治上宗教上敌视我

国的信息会更加畅通无阻，甚至邪教也可以上网流行．都会对我国宗教

的正常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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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作出了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

提出了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总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任务的提

出，体现了我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上的新突破和新发展。同时

也给宗教工作提出了新理念与新要求．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深

刻认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然性，并加以积极引导，努力发

挥宗教道德中的积极因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一)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然性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与时

俱进，不断探索并加以完善而得出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本质关系

的必然结论．这个结论的得出有一个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

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后，我国。官、宗、学”三方展

开了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探索，并取得了一些积

极的成果．1981年，党的老一辈统战、民族、宗教问题专家李维汉曾提

出过“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命题．1982年，党的老一荤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家胡乔木也曾提出过“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命题。

1990年中共中央在‘加强统战工作的通知'中，提出了。引导宗教与社

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命题．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

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首次提出。使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

应”的命题。这些提法虽然都包含着真理的成分，都在向着正确认识宗

教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应有的本质关系，前进了一步，但从科学的严谨

性上来看，都有不足之处．作为一个新的科学命题和理论创新，直到1993

年江泽民同志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才最后形成．

此后，这个命题就成为公认的最为科学、最为准确的规范性的命题而被

广泛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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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

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蠛濒喇砑圆黼缘溺睡洲曲们|的一礓厦她是主

张j谬④惰硎唾置■崩冶懈侧渤渤濉溥豳汛法葡西荫葡蓟霸委；经攀萎

捌燃叫醚娶驼”酮乳，冒垄委善疆臻骂薹辨孵只有江泽匿唧蠢爨弹殴财

～媚堰，醵霞奠茫M蓁薯U埽彰酵铂鲢。酒瀵才是科学的瓣备圣繇确筘

彭蒸誊酮宦；是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本质关系的正确概括和总结 。

宗教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具有以下理由．一是宗教作为一种 意

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属于上层建筑的范围．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

础发展状况的一般规律，对宗教来说也不例外．因而，宗教要想在社 会

主义社会中存在和发展。就必须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这 是

。相适应”的理论依据．二是在我国人民中，信教公民与非信教公民之

间、不同宗教的信仰者之间，在思想信仰上的差异是次要的，在政治 上、

经济上根本利益的一致是主要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符合包 括

信教公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能够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 社

会相适应的政治基础。三是宗教的社会功能历来就有两重性，其本身 的

一些积极因素，比如在伦理道德方面的一些要求，与现代社会发展的 趋

势、与我们所提倡的精神文明是合拍的．这是宗教能够与社会主义社 会

相适应的自身条件。四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群众观 的

原理，深刻认识到宗教问题的长期性、群众性，把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作

为一项基本政策，加以长期坚持，把信教群众作为积极力量，加以广泛

团结．这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主导因素．五是党的十六大提

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实现中华民族 伟

大复兴的宏伟目标，需要团结信教公民在内的全体人民共同奋斗才能 实

现，中国宗教也希望在这一事业中实现他们服务社会、造福人民的良 好

愿望．这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最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二)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内涵
。

相适应’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绝不是颠倒过来让社

会 主义社会与宗教相适应．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社会存在

决 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是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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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变化．这是任何社会中的宗教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所以，

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宗教，只能是、也必然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而不是相反在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中，宗教这种意识形式的存在状况，

特别是与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形态的。相适应’状况以及同其它意识形式

的关系状况，是社会生活中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状况客观存在的

反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一脉相承，在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居于主导地位．宗教作为社

会主义社会的一种意识形式，必须服从和拥护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如果颠倒过来．让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去服从和适应宗教这种特殊的社会意识

形式，那就要改变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这是党和政府以及全国各族人

民(包括信教的人民在内)所不能接受的，也是违背全国各族人民(包

括信教的人民在内)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

宗教只能与社会主义社会捃适应，而不是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按照

习惯的理解，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有三个意思，一是社会主义的整个思想

体系，二是社会主义制度，三是社会主义运动．如果笼统地提宗教与社

会主义相适应，不仅含义不清，且易发生歧义，误认为宗教这种有神论

的世界观可以与社会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的彻底的无神论世界观相融

合，而导致宗教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宗教．常识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制

度是包括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致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制度等多种

翻度在内的综合概念。其中文化制度的根本问题，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教育中国共产

党和武装全体人民，以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的制度．如果笼统地提

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容易让人理解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本身就

是目的．其实，二者相互协调只是手段和方法，而不是目的，宗教与社

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才是目的．只有通过双方自觉主动地进行协调，才能

达到。相适应”．按照方法和目的之问的应有本质关系，是目的决定方法，

方法服从目的，目的是第一位的，方法是第二位的，不能颠倒目的与方

法之阀应有的本质关系．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主要是指宗教与社会主义制度，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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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中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构建宗教与社会和谐关系的主

要途径．四是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

自我完善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不同的阶段上应有不

同的具体内容和要求．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很

大差异。经济、社会发展也不平衡，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也就不

可避免地存在地区问的差异性．只有坚持因地制宜，把。相适应”的一般

要求与各地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做好引导。相适应。的工作．五是

必须把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与宗教界的自身努力结合起来．发挥好外因

和内因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党和政府要把握方向．因势利导。创造

条件。积极推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另一方面．宗教界人士和

广大信教群众必须坚定不移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必须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必须自觉遵守国家

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同时要继续努力对宗教教义作出符合社会发展要

求的阐释，强化进步因素、淡化保守因素， 发挥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

素．要切实处理好与占全国人口绝对多数的非信教公民之间的关系．同

各族人民一道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四)发挥宗教中的积极因素，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准

确把握和实践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中的和谐理念和要求。创新思维，

创新方法，创新举措，充分挖掘和发挥宗教道德中的积极作用与优良传

统，组织引导广大信教公民，特别是宗教教职人员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构建．一是加强培训教育，全面提高宗教教职人员的综合素

质．要充分发挥宗教道德中的积极作用。组织带领广大信教公民投身和

谐社会的构建，关键是必须全面提高宗教教职人员的综合素质．培养一

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有较高宗教学识水平的宗教界人

才队伍．二是加强组织引导，动员信教公民投身和谐社会的构建．积极

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我党在宗教工作上的一条基本原则

和方针．。相适应。，就是指宗教的教规教义和思想行为，要同社会主

义新时期的内涵实质，理念要求相一致，相融洽，相适应．这实质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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