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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F宗教方面影响我国有几大热点问题>西方利用藏传佛教I打西藏牌JK泛伊斯兰主义L伊斯兰原教旨

主义对新疆的影响K梵蒂冈对中国天主教主导权L领导权的争夺K美国借口I宗教问题J不断向我施压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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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宗教方面影响我国的几大热点问题是>西方利用

藏 传佛教I打 西 藏 牌JK泛 伊 斯 兰 主 义L伊 斯 兰 原 教 旨 主 义 对

新疆的影响K梵蒂冈对中国天主教主导权L领导权的争夺K美

国借口I宗教问题J不断向我施压F这些问题直接涉及我国的

领土完整及国家安全G

B一E西方利用藏传佛教I打西藏牌J

@CCD年 "月F江 泽 民 主 席 在 中 外 记 者 会 上 问 克 林 顿 总

统>你们西方科学L文化比较发达F为什么有些人对藏传佛教

那么感兴趣FP.<Q对这样一个深刻L尖锐的问题F克林顿当

时以I这体现了上帝和神的同一性J的回答来搪塞G这哪里是

一个神学问题F实在是赤裸裸的政治问题G早在清朝F我们的

先 人就揭穿过西方I关 心 西 藏 问 题J的 实 质F强 调 西 藏 要I杜

英人之觊觎F制达赖之外附JG现在F达赖集团之所以近年来

在 海 外 十 分 活 跃F无 非 仰 仗>I一 个 权 威J??达 赖KI两 个 资

本J??西方支持L宗教地位G
近 年 来F藏 传 佛 教 在 西 方 有 相 当 发 展F甚 至 有 持 续 升 温

之 势F美国等 西 方 国 家 利 用 藏 传 佛 教 炒 热I西 藏 问 题J>在 舆

论和民间活动上大造声势F为达赖集团多层次L多方位L多方

式的民间活动提供资金和舆论上的支持F不断掀起美国民间

I西藏热JG美国参L众两院从上世纪C#年代以来年年都通过

I西藏决议JG美国国务院每年发布全球宗教信仰自由报告F
关于西藏措辞都很强硬G美国国务院还设了一个I处理西藏

问题J的I特别协调员JF对我内政横加干涉G以达赖为I精神

领袖J的数万藏人长期流亡在外G达赖集团在境外有完备的

僧团组 织L众 多 的 庙 宇 僧 人F这 些 年 在 西 方 的 帮 助 下 培 养 了

一 批 藏 学 博 士F他 们 通 过 改 装L包 装 藏 传 佛 教F简 化L改 造 藏

传佛教原有烦琐的修炼方法F为一些西方人廉价地兜售进入

I极乐世界J的门票F使之投西方人之所好F把藏传佛教炒热G
美国则利用藏传佛教炒热I西藏问题JG西藏问题上我们与达

赖分裂 集 团 的 斗 争F其 实 质 不 是 什 么 信 教 不 信 教L自 治 不 自

治 的 问 题F而 是 稳 定 西 藏F还 是 搞 乱 西 藏K是 维 护 统 一F还 是

分裂祖 国K是 捍 卫 国 家 主 权 尊 严F还 是 勾 引 外 国 敌 对 势 力 插

手中国内政G
近 年来有一种新的论调??I种族的西藏J论F颇能蛊惑

人心G号称美国第一流藏学家的戈尔斯担写了一本书R雪狮

与 龙??中 国L西 藏 与 达 赖 喇 嘛SF提 出 了 一 套 放 弃I独 立 的

西藏观点JF推行I种族的西藏J的理论G声称>不是要搞西藏

独立F而是要I保存一个语言L文化和人口结构都具有强烈的

藏族特点的藏人的家园JFI建立一个TT民族主义的居所JF
这套颇有欺骗性的理论F反映了美国在I西藏问题J上的一个

新动向F要再打一张民族主义的牌G
我 们 和 西 方 的 本 质 区 别F不 是 要 不 要 保 护 藏 族 的 文 化F

不是要不要保证I西藏文明的延续JF而在于谁才是真正着眼

于民族的根本利益F着眼于民族的团结和进步G我们必须警

惕和反对任何利用宗教来分裂人民F破球各民族之间团结的

言论和行动G

B二E泛伊斯兰主义L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其对新疆的影

响

伊斯兰社会有一种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社会稳定性G但

近现代 以 来F这 种 稳 定 性 受 到 西 方 文 明 的 强 大 冲 击F传 统 的

伊斯兰社会无力抵抗西方的进攻F于是他们希望通过社会改

革走向现代化G各种社会思潮也应运而生F其中最有影响的

是两大 社 会 思 潮 和 运 动F一 是 民 族 解 放 运 动F一 是 伊 斯 兰 复

兴运动B包括泛伊斯兰主义L原教旨主义EG近现代史上F西方

对穆斯林国家L人民实行殖民化G西方政治L经济L文化侵略

导致穆斯林国家长期进行反抗西方压迫的斗争G二战之后F
阿拉伯人民高举阿拉伯民族主义旗帜赢得国家的独立F民族

主义盛极一时G
美 国 为 了 控 制 中 东L海 湾 的 石 油 资 源F支 持 以 色 列 侵 占

阿拉伯 领 土F巴 勒 斯 坦 和 阿 拉 伯 人 民 长 期 奋 斗 没 有 结 果F民

族主义的领导人在阿以战争中因不断失败而威信扫地G于是

人们把希望转向以伊斯兰教为旗帜F与西方在政治和思想文

化 上 全 面 抗 衡F认 为 惟 有 依 靠 伊 斯 兰 教 才 可 以 实 现 社 会 平

等F社会 伊 斯 兰 化 才 有 对 抗 西 方 的 力 量F泛 伊 斯 兰 主 义 和 原

教旨主义于是膨胀起来G泛伊斯兰主义主张向外传播伊斯兰

教F加强伊斯兰国家的经济社会联系与合作F统一国际政治F
与非伊斯兰国家保持正常关系F支持穆斯林占少数的国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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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的生存与发展"但不再提组成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国

家和实行哈里发制度"泛伊斯兰主义为大多数阿拉伯伊斯兰

国家的正统教派的主张#也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霍梅尼领

导的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对各国的穆斯林是一个很

大的刺激#推翻世俗政府运动遂推进到高潮"从$%世纪&%年

代末到’%年代初#伊斯兰社会激烈动荡#发生了如伊朗伊斯

兰革命(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分支组织刺杀 萨 达 特 总 统(麦

加大清真寺事件(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几乎夺取政权

等"现在这一轮冲击的高潮已过#但余波未平"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称)政治伊斯兰*#主张政教合一的

政 治体制和社会伊斯兰化"其中的极端派坚 决 反 对 世 俗 主

义#反对)西化的*现政府#反对一切非伊斯兰和 反 伊 斯 兰 的

思想和制度#鼓吹)圣战*#鼓励为真主之道而牺牲#主张使用

一切手段#包括暴力恐怖手段达到建立政教 合 一 的 政 权#最

终实现)绿化*世界的目标"
原教旨主义的源头在中东且主要针对西方#但苏联解体

后在中亚地区迅速发展并有向我新疆东渐之势"中亚战略资

源 丰富#各种势力插手#各种矛盾交叉#布热 津 斯 基 称 为)东

方的巴尔干*#是东西方利益冲突的战略要地"美国为了争夺

中亚资源(进一步消弱俄国和遏制中国#企图 利 用 俄 高 加 索

和我国新疆民族(宗教问题#把原教 旨 主 义 祸 水 引 向 中(俄"
他们已在公开支持波黑穆斯林和科索沃阿族穆斯林#暗中支

持塔利班#支持车臣的分裂#企图进而控制中亚#直逼俄(中"
新疆周边中亚穆斯林国家的走向#对新疆的影响十分明

显"中亚的原教旨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泛滥对新疆民族分

裂活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近年来新疆经济发展#社会稳

定#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加紧利用原教旨主义的极端思想在

穆 斯 林 群 众 中 进 行 分 裂 主 义 的 宣 传#煽 动 进 行 暴 力 恐 怖 活

动"虽成不了大气候#但决不可掉以轻心"
总之#伊斯兰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在国际上与我国为友"

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亚的泛滥#对我形成威胁"目前#伊

斯兰教内部两大势力#即政府的伊斯兰+泛伊斯兰主义,和政

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利益的结合点#霸权主义与伊斯兰

教也有利益的结合点")东突厥斯坦*分裂主义势力向西方靠

近#争取)新疆问题国际化*"西方也居心叵测地想在新疆插

手"对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三,梵蒂冈对中国天主教主导权(领导权的争夺

天 主 教 有 别 于 其 他 宗 教 的 一 个 重 要 特 点#是 它 的 圣 统

制#它是当今世界惟一有严密的教阶制和中央集权组织的宗

教"罗马教廷利用圣统制#通过抓住主教的任命权(管理权#
通过强化中央集权#以实现对各国天主教会 的 控 制 和 管 理"
天主教的这种具有封建中央集权性的圣统制#在历史上不断

受到挑战"
罗马教廷为了巩固圣统制#不能不打中国的主意"中国

天 主 教 会 的 独 立 自 主 自 办#成 为 梵 蒂 冈 挥 之 不 去 的 一 块 心

病"梵蒂冈在配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功地实

现对苏东国家的和平演变后#已把这些国家的天主教会重新

纳入其体系"近来#梵蒂冈与古巴(越南(朝鲜等社会主义国

家的关系也取得了重要进展"梵蒂冈的外交重心进一步转向

中国#情愿牺牲同台湾的关系#实现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企

图 重 新 行 使 对 中 国 天 主 教 会 的 管 理 权#恢 复 在 中 国 的 圣 统

制#进而控制我天主教会"
尽管我们愿意在坚持解决中梵关系问 题 两 个 基 本 原 则

和中国天主教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基本方针 的 基 础

上#与梵蒂冈改善关系#但梵蒂冈则坚持以重 新 控 制 和 行 使

对中国天主教会的管理权为条件来改善对中国的关系"梵蒂

冈的这个条件只能破坏与中国的关系"在解决中梵关系的问

题上#我们有足够的诚意#并愿意作出积极的努力"中梵关系

能否取得进展的关键在于梵蒂冈能否改变敌视中国的态度#
能否尊重中国的主权#尊重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

办教方针#能否采取积极务实的态度#拿出实际行动来"梵蒂

冈虽然口口声声表示愿意实现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但并没

有表现出应有的诚意#反而一再采取干涉我天主教会内部事

务的恶劣行动#不惜严重破坏中梵关系正常化的基础"

+四,美国借口宗教问题不断向我施压

近年来#美国频频利用宗教问题干涉我内政#向我施压#
通 过两国高层会晤#要求我)改善宗教人权状况*-议 员 联 名

写 信给我国家领导人#提出一串)被迫害人员*名 单-国 会 通

过 法案#对我横加指责#提出制裁措施-发表.年 度 国 别 人 权

报 告/和.国 际 宗 教 自 由 报 告/#反 复 鼓 噪)中 国 迫 害 宗 教 自

由*-把)改善宗教人权*作为批准0123的附加条件#等等"
这几年#美国媒体上指责中国的文章连篇累 牍#在 每 年 联 合

国 人 权 大 会 上#美 国 更 是 把 宗 教 问 题 作 为 反 华 的 一 个 重 头

戏#年年如此#冷饭也要炒"美国借口宗教问题对我攻击的主

要手法#是政府(国会(基督教右翼和 大 众 传 媒 联 手 策 动#互

为呼应"美国政府频频施压#国会出台法律#宗教右翼摇旗呐

喊#大众传媒推波助澜"美国的公式是4宗教问题5人权问题

5外交问题"美国是一个宗教影响 很 深(很 广 的 国 家#自 诩

)宗教自由是美国的立国之本*#炒)宗教迫害*特别容易引起

民众的共鸣"反华势力出于遏制中国的需要#也出于竞选政

治的需要#会反复鼓噪中国的)宗教迫害*问题"美国政府也

会充分利用这一点#把)宗教迫害*作为其对华政策中在改善

中美关系的同时牵制中国的一种手段"美与我)一面握手#一

面踢脚*#)这里握手#那里踢脚*#)握手*增加的同时#)踢脚*
也在增加"宗教问题(人权问题是仅次于台湾问题的美国对

中国)踢脚*的部位"美借口)宗教问题*对我施压#已经长期

化(政治化(机制化(法制化(国际化"
中美之间有斗争#有合作"涉及重大利益有四个问题"国

际安全和经贸问题#有摩擦#有合作#美国出于其自身利益的

需要#不得不在摩擦中寻求与我合作-台湾问题#是美国遏制

中国的一个敏感的焦点#但美国出于其自身 利 益#现 在 并 不

愿 意 和 中 国 打 一 仗-人 权 问 题66包 括 西 藏(宗 教(新 疆 问

题#则对中国利益的损害可以很大#对美国自 身 利 益 的 牵 制

和制约则不多#因而美国似乎可以肆无忌惮地对我们不断加

大压力"这是近年来美国借口宗教问题不断向我施压的重要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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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论文 邵欢 当代永宁乡纳西族藏传佛教社会作用问题研究 2009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又是一个有着多种宗教的国家，特别在少数民族中，有的几乎是全民信教。因此，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往往相互

交织，并在社会总问题中占有重要地位，少数民族宗教问题也就成为民族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基本内容。尤其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

，分析少数民族宗教的历史和现状，研究少数民族宗教的现实社会作用，探索加强对少数民族宗教事务依法管理、积极引导少数民族宗教与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根本途径，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br>　　

 藏传佛教是永宁乡纳西族全民信仰的宗教，与纳西族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本文基于对丽江市宁蒗县永宁乡的实地调查，在分析永宁纳西族藏传佛教

传入和发展，把握永宁乡纳西族藏传佛教现状，以永宁乡落水村为具体案例，研究藏传佛教对当地纳西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方面的现实

作用，探索加强对永宁乡纳西族藏传佛教宗教事务依法管理、积极引导永宁纳西族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根本途径，为永宁乡建设和

谐宗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参考，同时为其他信仰藏传佛教的地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借鉴。

2.期刊论文 蒲文成.参看加 藏传佛教与青海藏区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27(2)
    社会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为保持我省藏区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文章从十个方面论述了影响稳定的宗教及其相关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建议.

3.期刊论文 邓前程.邹建达.DENG Qian-cheng.ZOU Jian-da 明朝借助藏传佛教治藏策略研究——与元、清两朝

相比较 -思想战线2008,""(6)
    自藏传佛教"后弘期"以来,藏传佛教与藏区社会之间已结成千丝万缕的联系存在着种种问题.究其根源,重要原因就在于宗教问题的存在,有时宗教

问题就以民族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因其政治统治需要,元、明、清三朝均"因俗"实施了推崇和扶持藏传佛教的治藏之策:元朝独尊萨迦派,清朝格外优

待格鲁派,明朝则以与藏传佛教各派等距离交往为策略.弱势的明朝之所以能保持藏汉关系亲善和睦与"西陲宴然"的政治局面,务实的藏传佛教政策无疑

起了重要的作用.

4.学位论文 乌云 近代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地区衰落探究 2007
    近代，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地区呈现衰落态势。研究其衰落原因，对于探讨近代政治、经济、文化变迁对宗教的影响，以及今天正确解决宗教问题

和民族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但是，由于涉及到整个内蒙古地区近100年的历史，史料零散、真伪莫辨，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关注甚

少。

    档案是研究历史最基本的史料。本文主要根据遗留性史料——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档案馆藏档案、内蒙古档案馆藏档案和其它档案、地方史志

、社会调查报告，史学家的著述，结合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对1840年至1947年之间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地区的衰落进行初步的探讨。

    前言简要说明了选题的目的、意义；有关该课题的研究状况及相关档案、文献资料简介；论文的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等。

    第一部分介绍了晚清对蒙政策转变的原因、内容及对藏传佛教的影响，国民政府时期的对蒙政策及对藏传佛教的影响，日伪统治时期的对蒙政策

，文中第一次对近代中央政府的对蒙政策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作了系统的考述，认为中央政府扶持力度的下降，放垦蒙地导致寺院经济的萎缩、蒙民的

贫困化及因迁徙而形成的信徒与寺院的分离，是藏传佛教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部分对近代教育及农耕文化等文化因素对藏传佛教的冲击作用进行论证，说明近代教育的持续发展，培育了更多的蒙古族知识分子，随着他

们的觉醒，自发自觉地对藏传佛教进行了一定范围的限制和改革。这种宗教改革是对藏传佛教负面因素有力的打击。在农业化较早的呼和浩特地区

，农耕文化的渗透是藏传佛教衰落的重要原因。

    第三部分阐述近代藏传佛教衰落的其他原因，如兵匪战乱的破坏等。

5.期刊论文 胡昌升 藏传佛教在甘孜州德格地区的历史、现状及对策——德格地区藏传佛教的调查和分析 -宗教

学研究2002,""(2)
    本文通过对德格地区藏传佛教的调查研究，追溯了德格地区藏传佛教五大教派产生、发展的过程。同时，针对当前德格地区藏传佛教发展现状和

特点，  以宗教人类学、宗教哲学的视觉分析了藏传佛教的发展走向，提出了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德格地区宗教问题必须提高宗教干部工作队伍的素质

、加强对藏传佛教事务的管理、团结和教育宗教界人士、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等基本措施。

6.学位论文 白丽娜 论章嘉·若必多吉对藏汉文化交流的贡献 2006
    章嘉·若必多吉是清朝历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他八岁入京，至七十岁圆寂，在宫廷任职五十余年。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政教生涯中，他奔走于

大漠南北、雪域高原，参与解决了诸多民族、宗教问题，辅佐清廷治理蒙藏地方，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兴建寺庙、著书立说、

翻译佛典、讲经授徒，以藏传佛教为媒介在藏汉两地之间搭建了一座交流的桥梁，使藏传佛教得以弘传，令藏汉文化得到交融。

    本文将章嘉·若必多吉的文化传播活动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对章嘉·若必多吉的宗教背景、思想根基、学术基础加以分析，探讨了这些因素在其

文化传播活动中所起作用。其次对章嘉·若必多吉所从事之具体文化传播活动，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的总结，论述了这些活动对藏汉文化传播所产

生的深远影响。最后，又从章嘉·若必多吉与乾隆帝之间的关系入手，探究了他作为作为清朝国师在传播藏汉文化方面所具备的便利条件以及乾隆帝

的支持于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文共分四章：

    第一章，章嘉·若必多吉的宗教思想背景。本章扼要阐述了章嘉·若必多吉的宗教背景和思想根基。文章深刻剖析了作为二世章嘉活佛的转世灵

童，与章嘉·若必多吉日后担任清朝国师，开展各项政教、文化活动的密切关联，还从章嘉·若必多吉的生活环境及所受教育入手，探讨了他“兼容

并包”性格形成的原因，以及对他日后文化传播事业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第二章，章嘉·若必多吉的学术基础。本章着重分析了章嘉·若必多吉的佛学修养、语言功底及艺术品位对其从事文化传播活动的影响。

    第三章，章嘉·若必多吉从事文化传播的具体举措及影响。本章对章嘉·若必多吉兴建寺庙、著书立说、翻译佛经、讲经授徒等活动进行了全面

、细致的总结，并对这些活动在藏汉文化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加以论述。

    第四章，章嘉·若必多吉与清帝之关系对传播藏汉文化的作用。本章从章嘉·若必多吉与乾隆帝的密切关系及其担任清朝国师等方面入手分析了

章嘉·若必多吉传播藏汉文化，在政治上所具备的有利条件。

7.期刊论文 胡昌升 甘孜州德格地区藏传佛教的现状及对策 -天府新论2002,""(1)
    本文针对当前德格地区藏传佛教发展现状和特点,从宗教哲学、宗教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了藏传佛教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正负面作用.提出了提高干部

队伍素质、加强对藏传佛教事务的管理、壮大爱国宗教力量、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正确认识和处理德格地区乃至整个藏区宗教

问题的对策建议.

8.期刊论文 陆洋.LU Yang 对藏传佛教伦理思想的认识与思考 -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10,18(1)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发展,它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也指明了我们国家解决和

处理宗教问题的总方向.在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仍然不妨按照这一思路对早已融入藏族社会的藏传佛教伦理进行重新审视,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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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寻找它的现代价值,为其与现代社会伦理的合理嫁接寻求一条有效的途径.

9.学位论文 宝贵贞 近现代蒙古族宗教信仰的演变 2007
    民族与宗教关系问题是当前国内外热点问题之一,也是宗教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宗教属于精神信仰形态,民族属于社会族群形态,因此,民族和宗教并

不严格对应和同步发展,但二者又总是紧密联系,不可分离.作为传统的游牧民族,蒙古民族文化的核心即草原文化和宗教文化.作为民族文化载体,宗教

融汇了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民族心理、道德观念和价值理念,不仅传承着蒙古族的民族文化,而且也映射了蒙古社会历史的变迁.近代以来,国际国内

形势风云变幻,蒙古社会急剧变革,蒙古族宗教信仰随之发生了相当明显的变化.这个变化直接影响了蒙古民族后来的文化走向,也使其呈现出不同于其

他民族的文化特色."近现代蒙古族宗教信仰的演变"这一课题的研究对于了解蒙古民族社会史和思想史具有重要意义.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尚没有

系统研究近现代蒙古族宗教问题的论著.因此,本人选择这个研究课题,意在系统梳理蒙古族宗教在清代以后发展并逐渐衰落的脉络及走向.

    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目的与意义、蒙古族宗教研究现状概述、研究的理论方法与难点、论文的突破与创新等几个方面,进行简要说明.之后,共分六

章展开论述.第二章到第四章,是论文的核心内容.第一章从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传入与普及起笔,从清政府的宗教政策、寺院经济的发展、寺院大

活佛系统的形成发展及抑制、寺院教育等方面,对藏传佛教在清朝前期的历史发展进行了详细阐述.

    第二章以藏传佛教在蒙古社会的衰落为主题,对藏传佛教在近代蒙古社会衰落的原因进行系统分析,认为内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经过晚清、民国、

日伪统治和连年战争逐渐走向衰微,而晚清时期政府对蒙古宗教政策之转变、儒学文化的浸润、蒙古民族启蒙思想的兴起以及寺院经济的膨胀是藏传佛

教在近代蒙古社会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第三章讲述民国、日伪时期的蒙古族宗教.从民国时期的宗教政策、"日伪"政权统治下的蒙古地区宗教状况、

藏传佛教与近代蒙古社会的关系展开论述,藏传佛教与近代蒙古社会政治的关系是本章论述的重点.

    第四章讲述内蒙古宗教改革.首先描述了新中国初期内蒙古地区的宗教状况,进而对宗教改革的必要性、内蒙古自治运动时期及新中国的宗教政策

、内蒙古宗教改革与无神论教育进行了概括,并对宗教改革的意义进行客观评价.通过宗教改革,蒙古族宗教状况,尤其是藏传佛教从组织制度、信众结

构、宗教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五章概要说明了其他宗教类型,意在彰显蒙古族宗教信仰的多元化特征.对蒙古族历史上萨满教、伊斯兰教、

基督教的状况进行简要介绍.近代以来,除了处于核心信仰地位的藏传佛教之外,蒙古族传统的萨满教一直延续着,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类型尽管传

播范围非常有限,但也在蒙古族聚居区具有一定影响.可以说,蒙古族的宗教信仰,是以萨满教为基础,以藏传佛教为核心,辅之以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形

式,呈现出了多元化特征.

    第六章介绍新时期蒙古族宗教信仰问题.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蒙古族宗教信仰问题进行概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

化,随着宗教政策的逐步落实,内蒙古地区的宗教工作逐渐恢复,蒙古族的宗教信仰正处于恢复和重建之中.本章通过对内蒙古宗教状况述描,归纳了新时

期蒙古族宗教信仰特点,进而对蒙古族宗教信仰的未来进行了展望.论文写作过程中,笔者在尊重历史文献和调研资料的基础上,对某些问题的阐述具有

独到之处.比如:对藏传佛教在近代蒙古社会衰落原因的分析、对新时期蒙古族宗教信仰特点的概括等,观点有创新.

10.期刊论文 达宝次仁 再谈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从藏传佛教价值体系思考"相适应"工作 -黑龙江史志

2009,""(12)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论断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重要发展,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也指明我们国

家解决和处理宗教问题总的方向.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基本理论及其发展脉络出发,指出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要性,客观阐明藏传佛

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笔者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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