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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宗教政策系统研究的新成果  

      评《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研究》 

中国宗教网信息中心 Chinareligion.cn 查看更多新闻

发布时间：2006年9月27日  来源：中国宗教网 【点击次数：1063次】

江泽民同志说：“民族、宗教无小事”。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事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事关宗教的良性发展及其与社会的适应，事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事关维护民族团结和

祖国统一，事关我国对外交流和国际关系，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展开系统的研究。何虎

生新著《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研究》一书，已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对这一课题

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索，是中国宗教政策系统研究的新成果。以下是我读后的几点体会，拟与

同道共享，并就教于学术同仁。  

     该书对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不断制定了与

当时形势相适应的宗教政策，但学界的系统研究不够。何虎生的新著在系统研究方面作出了努

力：第一，对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进行了完整的论述。虽然党成立后，为解决中国的宗教问

题，便制定了相关的政策，但是一直到1982年党的19号文件颁布前，其政策的表述并不十分完

整，仅散见于党的文献、领导人的著作和其他文献之中。该书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整

理，梳理出涉及党和国家宗教政策的主要文献资料，厘清了宗教政策的来龙去脉和历史渊源，

比较完整和客观地论述了宗教政策的基本内容。第二，对党和国家各个时期的宗教政策进行了

阶段性的总结。党和国家在各个历史时期由于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不同，其宗教政策的制定带有

明显的时代特征。如民主革命时期就带有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总任务、新中国建立后就带有完

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任务、新时期就带有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不同时代色彩。该

书对此进行了恰如其分、符合历史的表述，从而使之具有明显的历史感。第三，对过去研究中

很少涉及，甚至几乎没有涉及到的宗教政策问题进行了较为完整的阐说。由于某些原因，在对

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进行论述时我们的论著往往绕过一些特定历史时期，如“文化大革命”时

期的宗教政策；还有一些特殊地区曾实施过的极“左”宗教政策，都没有进行清理和说明。该

书没有回避这些敏感问题，而是正视历史，对党在1957年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极

“左”的宗教政策，对一些地方性的有代表性的错误的政策，都做出了评论，这是难能可贵

的。该书对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论述，既弄清了政策的全貌，又说明了不

同阶段的具体政策，既阐释了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正确的一面，又客观地评介了错误的一面，

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态度的。  

     党和国家宗教政策的制定是有其特定背景的，其中有客观的背景，也有主观的背景，过去

我们对其研究较少。作者在该书中对党和国家宗教政策产生的背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一

是分析了宗教政策产生的客观条件。党和国家宗教政策的制定往往和当时的客观实际，尤其是

与党和国家的总路线、总方针、总政策，与党和国家面临的总任务有关，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总

任务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党的宗教政策必然是与反

帝反封建的政策相应的；新中国建立初期，主要是为了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党和

国家的宗教政策重点是宗教制度民主改革的政策；新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其宗教政策则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政策。二是分析了宗教政

策制定的主观因素。党和国家宗教政策的制定与人们的认知水平，特别是领导人的认知水平有

很大的关系。由于对宗教产生的历史社会心理因素，宗教与文化的关系，宗教与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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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教群众在社会中的地位，宗教的消亡的途径等的认知不同，也会对党和国家宗教政策的制定

产生不同影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对宗教问题的认知是一个从初级到高级，从抽象到具体的

过程，随着认知程度的提高，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也日趋完善。三是分析了特殊时期和特殊区

域宗教政策产生的背景。众所周知，在一些特殊时期，如“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国家的宗

教政策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这是与党的整个工作的指导思想的失误有关系的，应当对其复杂背

景进行深入的剖析。对一些特殊区域，如新疆、西藏，是少数民族聚居或全民族信教的地区，

其政策的制定也有其特殊性，必须进行具体分析，才能理解民族地区的具体宗教政策。该书基

本上把握住了客观原因、党和国家对宗教问题的认知程度，以及特殊条件对党和国家宗教政策

制定产生的影响。应当说，这种分析是冷静客观的，是入情入理的。  

     该书还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党和国家宗教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党和国家的

宗教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我们必须对其进行总结。

该书在这一方面有这样几点是值得肯定的。其一，强调宗教政策是党和国家的总路线、总方

针、总政策在宗教领域的体现，是为总任务服务的。这一论断是准确的，党和国家任何方面的

政策都是总方针、总政策、总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为总任务服务的，这既是对具体政策

制定和执行的必然要求，也是检验具体政策正确与否和成败得失的标准。宗教政策也不能例

外，实践证明，党和国家宗教政策制定和执行好的时候，也是与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总方针

相吻合，完成党的总任务好的时候，反之亦然。其二，特别强调了“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

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

应”，既是党和国家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也是我们党在制定和执行宗教政策过程

中的主要经验，抓住了处理中国宗教问题的关键和方法，确定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适应关

系，有利于解决宗教的群众性、长期性和复杂性问题。实践证明，只要按上述四句话办，中国

的宗教问题就能处理得好。其三，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教理论进行了总结。党和国家宗教政策

的制定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但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这一理论，并形成了自己的

一整套宗教理论，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继承，又是

对其的发展，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何虎生对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客观公正的，

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该书也有一些不足。由于该研究课题是涉及到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重大课题，作者在研究

和写作过程中难免有所不足，我想有这样几点是应该提出的：例如，对有些时期和地区的宗教

政策的研究尚待深入。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有过失误，如“文化大革命”

时期的一些错误政策，书中虽有所涉及，且比以前的研究者深入，但仍不够全面，有待深入挖

掘，做出评论。中国的宗教问题比较复杂，又涉及到民族问题和宗教的国际性问题，在这方面

书中也缺少个案分析。再如，缺少比较研究。宗教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历朝历代，中国外

国都有相应的政策，应进行比较研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书中缺乏比较研究，是一个缺憾。

又如，对中国宗教政策的今后走向研究不足。科学研究者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对未来进行符

合历史、现实和逻辑的前瞻，但该书中对此较少涉及。 

     总的来看，该书对党和国家宗教政策主要内容阐说是比较完整的，对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的

研究是符合实际的，对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客观公正的，全书虽有一些不足，但瑕不掩瑜，还

是值得宗教学研究工作者、宗教政策制定和执行者一读的。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免责声明： 

   本网转载内容均注明出处，转载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真实性。 

 ::相关信息::



·我们的文化走向何方

·中国宗教政策系统研究的新成果

·提升信仰 开拓未来

·“参同学”创建的重大意义

·但教群迷登觉岸 敢辞微命入炉汤 

·回到生活本身

·宗教院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力作

·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 

·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兴衰沉浮的历史

·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去留无意 宠辱不惊

·喜看新花又一枝

网站简介 - 联系方式- 招聘信息 - 作者投稿 - 意见反馈 - 相关法律 - 广告服务 - 发行中心 - 相关网站 

Copyright2006 Chinareligion.cn Inc. All rights reserved.本站网络实名：中国宗教网

业务咨询：010-64005092;84024158  传真：010-64005092  邮箱：chinareligion@126.com

网站主办:中国宗教杂志社    宗教文化出版社      京ICP备05002133

单位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      邮编:1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