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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宗教资源在国际政治中的几个问题 

许 峰 ，傅菊辉2 

(湘潭大学，湖南 湘潭 411105) 

内容提要 伴随全球化的发展，宗教作为一种国际政治资源，地位日益显现，影响力更加深远。透过对宗教资源的国 

际政治属性、物质载体及其与其他国际政治资源关系的探讨，以期寻觅宗教资源在国际政治中运行的一些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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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宗教的资源属性 

世界各大宗教，尤其是三大世界性宗教，经历了几千 

年，其空间传播已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层次，二战后至今， 

宗教信徒的人数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当今世界的宗教 

不仅作为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存在，更多地是作为一种重 

要的资源形态存在，且越发焕发生机。随着国际政治社会 

的发展，宗教的政治资源属性问题值得探讨。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宗教是与一定的人类历 

史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宗教的内容和形式随着人与自然、 

人与人、实践能力和思维能力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原 

始宗教主要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质是人对自然 

的畏惧心理。在原始社会中，自然宗教是原始人唯一的世 

界观资源。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发达的时期，宗教逐步 

垄断了人们的精神世界，进而取得对世俗世界的统治，更 

是成为封建社会强大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此时宗教事 

实上已转变为一种调节人与人关系的人为宗教，其政治性 

进一步显现。宗教越来越具有政治性 ，原因之一在于宗教 

与政治的同构性。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曾提出了一个重 

要的观点就是“恐惧”，人们进入政治社会和宗教崇拜有着 

某种相同的动机——“恐惧”。也就是说，在宗教上敬拜神 

灵与在政治上尊崇统治者有着某种类似之处。进入现代 

社会后，伴随政教分离运动的开展，宗教多以世俗政权中 

的一种国内政治资源形态存在。如《马太福音》中就有所 

谓的“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的说法。国际政治体 

系形成发展后，国际社会从广度和深度都有质的变化，宗 

教也及时适应这种国内事务“外溢”的趋势而积极“人 

世”，国内宗教国际化已成为普遍现象，宗教资源具有了国 

际政治资源的属性。所谓国际政治资源，是指国际政治行 

为主体在国际竞争中用来实现自身利益、贯彻战略目标所 

使用的物质和精神资源。宗教资源具有国际政治资源属 

性，也是随着国际政治的世界性联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 

度而产生的。尤其是民族国家出现以后，宗教作为其手段 

和资源，被频繁运用到实际的政治生活和国际竞争中，为 

各种国际政治行为主体服务。借助宗教达到特定目的、获 

取特殊利益，更是帝国主义列强惯用的伎俩。宗教作为意 

识形态的东西，偏重于国际政治资源的精神来源部分，但 

宗教与国家的结合，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也可以成为 

开发和调动物质资源的重要手段。宗教从纯粹的意识形 

态领域过渡到上层建筑，进而成为国际政治行为主体开发 

的政治资源，一步步升级为一种重要的国际政治资源。 

当前的宗教资源到底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国际政治资 

源呢?首先，宗教是一种“软硬兼有”的国际政治资源。作 

为“软硬兼有”的国际政治资源，宗教资源既包含软性因 

素，也包含硬性的因素。从宗教发挥作用的方式来看，它 

是一种典型的软性国际政治资源，间接作用性是它的主要 

特征。它是一种“应用软件”，只有同特定的“电脑”结合， 

才会产生一定的“运行”结果。同时，宗教资源也包含着硬 

性因素，如宗教自身的硬件设施、掌握的资源、依附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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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等等。其次，宗教是一种体系性的国际政治资源。在 

国际政治中，结构、体系、系统是一种重要资源。从资源的 

结构来看，宗教是典型的体系性国际政治资源。在这个体 

系中，宗教组织是架构，神职人员是支撑，信教群众是基 

础。具体可以从五个方面考察：(1)整体性。宗教具有系 

统的教义和在各国建立的严密组织机构；(2)层次性。除 

教内严格的层次体制，在教会外围还存在宗教利益集团、 

宗教国际组织和无数的信徒，它们呈同心圆状分布；(3)功 

能性。宗教具有多种社会功能，如社会认同功能、群体整 

合功能、行为规范功能、心理消解功能、情操美育功能、经 

济功能、政治功能等等；(4)联系性。除宗教信徒相互的联 

系外，宗教国际组织的建立、国际性会议的召开，都使其联 

系空前深化；(5)稳定性。宗教体系一旦形成，在相当长的 

时间内具有结构的稳定性。再次，宗教是一种可转换的国 

际政治资源。宗教可以国内政治资源的形式存在，也可以 

国际政治资源的形式存在；可以开发主体身份出现，也可 

以开发客体身份出现；可以观念上层建筑存在，也可以体 

制上层建筑存在；可以作为国际政治资源，以不同的面貌 

在不同地区存在或转移，比如文化交流、宗教讨论、宗教渗 

透、宗教干涉等等；还可作为有利因素引入，也可能作破坏 

因素引入。这些转变的关键取决于开发主体的意图和能 

力。最后，宗教是一种长效的国际政治资源。马克思主义 

观点认为，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将长期存在，其基本依 

据是人类社会广泛而深刻地存在着宗教存在和发展的土 

壤，而宗教赖以存在的社会土壤不会在短时期消失，而将 

持续发生效力。一是在于宗教具有强大适应能力，善于借 

助新的东西，不断发展 自身，争夺生存空间和“话语权”；二 

是宗教 自身发展中存在历史宿怨，加之有些国家执行错误 

的宗教政策和外部势力的离间，使不同的宗教及派别在不 

同的人群中存在。总之，宗教是一个矛盾复杂体，将长期 

对国际政治发生效力，使之变得更加复杂。 

二、宗教资源的物质载体 

宗教不断地适应变化着的政治是宗教资源的突出特 

点，否则其将难以生存和发展，在历史上许多宗教就曾因 

为不能适应社会政治的发展而消失了，目前世界的主要宗 

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犹太教等之所以能持续 

至今，就是由于它们能不断地适应社会政治的需要。正如 

人的精神活动不可能脱离肉体一样，宗教观念或宗教意识 

也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实体而存在。 

1．宗教与国家行为主体相结合。无论哪一种宗教，都 

离不开具体的人类社会活动的世俗历史背景，也摆脱不了 

世俗社会中现实的物质生活、人际关系、精神诉求等因素 

对其思维的影响。宗教从诞生之 日起 ，就或多或少地带有 

潜在的政治化倾向。政治是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政权则 

是国家政治的核心，具有政治属性的宗教必然希望通过与 

国家政权的互动来达到拓展生存空间的目的。历史上曾 

出现过以下几种结合物 ：(1)神道设教，这是宗教意识同国 

家政治意识融合为一体的宗教政治；(2)政教合一，这是将 

宗教权力和国家权力结合一体的宗教政治；(3)神权统治， 

这是一种神权统治高于世俗君权的宗教政治；(4)国教，这 

是把宗教神权置于国家权力之下的宗教政治；(5)宗教军 

事，这是一种把宗教权力同国家军事力量结合为一体的宗 

教政治。宗教资源同国家行为主体的结合具有很大的互 

补性，一方面，宗教资源借助国家权力机器扩大其影响力， 

获得了物质手段；另一方面，国家行为主体通过运用宗教 

资源巩固其对内统治，增强对外号召力。 

2．与 NGOs相结合形成 RNGOs。非政府组织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即 NGOs)作为一种组织形态，它 

的蓬勃发展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即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 

加强，联系更加广泛，国家不再是国际社会的唯一行为体。 

近代以来，现实世俗世界中普遍实行政教分离，使宗教有 

必要依附于新的物质载体而继续干预政治、施加影响。宗 

教非政府组织(Religious NGOs，即RNGOs)或称为以信仰 

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 (Faith—based NGOs，即 FNGOs)以 

其强大的宗教信仰凝聚力和历史悠久的组织机构便应运 

而生，从此登上国际政治的舞台。基于宗教的国际性和非 

政府组织的跨国性，宗教非政府组织的机构设置往往不局 

限在某一个国家，而是在某一国家设立总部，在其他国家 

和地区设立分支机构，这样影响力和影响范围就有了前所 

未有的拓展。它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根本特征在于，它 

是宗教观念或宗教意识的社会载体。 

3．与民族、种族及其政治运动相结合。民族是宗教的 

载体，宗教是民族意识的内容之一。世界上没有无宗教的 

民族，也没有不具有民族性的宗教。亨廷顿 以文明为“范 

式”立说，而在诸文明因素中又特别强调宗教，他认为文 

明一宗教一种族是三位一体。一句话 ，民族宗教性和宗教 

民族性是并存的。民族斗争披上宗教外衣来掩饰其内在 

的利益冲突，借助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来最大限度地动 

员群众；宗教则借助民族问题来体现其宗教教义和宗教利 

益。宗教还能同各种政治思想运动结合而发挥粘合作用， 

可以使运动具有宗教色彩，赋予运动更大的推动力，如伊 

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运动。宗教与种族的结合主要体现在 

黑人神学中，属于解放神学的范畴。几个世纪以来，黑人 

受到西方列强的奴役，被当作商品买卖，遭受深重的苦难 

当非洲黑人接触到基督教的时候 ，就力求上帝还他们以平 

等、自由和公正。现在，黑人奴隶制虽然被取缔了，但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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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族平等还没有实现，黑人神学的出现迎合了这种需 

求，并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图，是黑人争取种族平等的精神 

武器。 

4．与个人行为主体结合。人作为意识的天然物质承 

载体，在其实践过程中不可能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宗教 

资源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体系，通过在思想上对个人行为 

主体的控制和潜移默化的影响，间接地对国际政治产生作 

用。个人是特殊的行为者，个人行为主体可以主动或被动 

地同宗教结合。内外政策是由少数政治精英制定的，宗教 

意识对他们的影响将不可避免地体现在政策上，如美国清 

教徒的天赋使命观不仅影响了美国的历史进程，也影响了 

美国的政治精英及大众。个人行为主体也常利用宗教达 

到为决策提供合法依据和寻求信众支持的目的，如在美国 

大选中布什就利用宗教因素来扭转不利局面，通过强调自 

己的宗教信仰去争取信徒的投票，最终赢得了大选。 

宗教依附物质载体的特点：(1)间接控制性。宗教对 

物质载体通常使用间接控制的方式，注重从意识形态上控 

制具有重大决策权的机构和个人，这与它发挥作用的方式 

一 致；(2)时代性。宗教可以随着时代的变迁，同新的国际 

政治行为体很好地融合；(3)互利性。宗教和其依附的物 

质载体在实际操作上是互惠互利的，各有其需求，且能达 

到一致；(4)神圣性。宗教往往会使所依附的物质载体披 

上一层神圣的面纱。 

三、宗教同其他国际政治资源的关系 

国际政治资源是一个较复杂而庞大的发展系统，环境 

变化会促使其内部发生分化或生长出新型的国际政治资 

源。随着世界政治与经济的深入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 

普及，国际政治资源无论在质还是在量上都有了飞跃。比 

如石油、国际组织、网络信息、世界性政党等等国际政治资 

源的出现，使传统的国际政治资源概念得到拓展。宗教资 

源同其他的国际政治资源一样，是国际政治资源体系中的 

组成元素，它们虽然相互独立，但也相互依赖、相互影响。 

1，新型国际政治资源为宗教资源发展提供契机。新 

型国际政治资源的出现，必然对宗教产生新的刺激。作为 

反应，宗教会调整自身以适应 、利用、开发新型国际政治资 

源来获得生长的土壤和动力。以石油资源为例，石油和宗 

教都是国际政治资源，具有相对的独立性，都能独立地对 

国际政治产生影响。然而石油是典型的硬性资源，它不可 

能体现自身的意志，而宗教的介入可以使石油这种硬性资 

源得到“软化”，获得某种生命力。如中东伊斯兰国家通过 

打“石油战”来增强抵御西方国家的经济侵略．以澡求合理 

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通过建立专门的国际经济组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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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佩克”，在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以石油为武器 

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进行制裁，引起了严重的石油危 

机，由此诱发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再如，计算 

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信息资源成为一种新的国际政治资 

源，为宗教文化的散播提供了理想的媒介，使宗教的传播 

突破时问和地域的限制。 

2．宗教资源的介入使国际政治资源软性化趋势加强。 

当前的世界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在国际政治运行中，军事 

行动等直接利用物质性力量进行对抗的高级政治形态逐 

步让位于以经济、文化等为基础进行争夺的低级政治形 

态，各国的竞争方式也主要体现在综合国力和文化等意识 

形态的争夺上。国际政治的这种趋势影响到国际政治资 

源的生存环境，有可能导致国际政治资源软性化趋势，而 

宗教资源的出现将使这种趋势加强。首先，宗教因素的介 

入使许多政治事件具有软性特征。从事件的“导火索”、过 

程、性质、解决方案等等，都有宗教资源发挥的无形作用。 

在实际物质利益矛盾淡化的假象下，宗教的出现掩盖了其 

真实实质。其次，宗教资源也催生了多种软性国际政治资 

源。宗教复兴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国际政治多极化日益发 

展，一大批与宗教有关的国际政治资源诞生了，如宗教运 

动、宗教非政府组织、国际宗教会议、宗教领袖等的出现， 

细化了软性国际政治资源的种类，增加了其数量。再次， 

宗教整合软性国际政治资源和硬性国际政治资源，使软性 

国际政治资源影响力增大，这在前有所论述。最后，宗教 

作为国际政治中的软性力量，对未来的国际秩序可以产生 

直接效用。国际新秩序不仅是大国之间物质力量的排列 

与组合，也是国际社会观念结构的解构与重建。宗教资源 

具有政治、法律所具有而哲学、艺术和伦理等意识形态所 

缺乏的特点，即宗教既是观念上层建筑，又是体制上层建 

筑。也就是说，宗教既可以作为思想体系去影响信众，又 

可以作为组织制度去统帅信众。具有这样一种特性的宗 

教资源，必然对国际秩序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马克思曾说过：“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不要把 

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反 

映的是经济基础。在新世纪，“文明的冲突”仅仅是实际利 

益冲突的幌子。宗教作为一种国际政治资源，既可以充当 

“润滑剂”的角色，也可以扮演“导火索”的角色。如何合 

理地开发利用宗教资源，是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Ⅱ三是需 

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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