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代中國政教關係探討 
─ ─ 兼論對基督教發展影響＊ 
邢福增 
 

一、政教關係釋義 
 
在討論當代中國的宗教政策之前，讓我們先疏理政教關係的概念。「政」可指政

府，也可指政治活動；而「教」可指教會組織，也可指宗教信仰。因此，政教關係其實

是涵括了政府與宗教、政府與教會、宗教與政治及教會與政治四種度向。
1 

 
  第一、是政府（state/government）與宗教（religion）的關係。政府可泛指「國家」，
即擁有主權的政府，但也可狹指擁有主權的政府中的行政部門，如美國小布殊政府。

不過，狹義的政府與宗教的關係，也取決於不同政權（political regime）的統治方式，
例如美國政府實行三權分立的民主政體，與一黨專政的政府便大有不同。

2
一般而言，

民主及開放政府不會訂定任何宗教法律或宗教政策，
3
但威權主義體制（authoritarian 

regime）或一黨專政的政府，往往出於控制社會各領域的考慮，會制定宗教法或宗教政
策，以便有效地管理宗教事務的發展。而其中最重要的關懷，就是強調宗教不能妨害

國家安全、公共道德及社會秩序。
4
而黨國對宗教的不同態度（消滅、打擊、控制等），

也成為指導宗教政策的根本依據。因此，政權的統治形態，在政府與宗教的關係中，

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 
 

第二、是政府與教會（church ）的關係。教會可以是某特定的宗教團體，亦可指
某些教會組織或信徒群體。我們一般談論的政教關係，主要是指政府與教會這兩個組

織間的關係。而「政教分離」（separation of the state and church）便是形容政府與教會
兩者在組織上互不隸屬的獨立關係。正如前述，國家的政治形態，影響著政府與教會

的關係。在民主政體裡，政府與教會的交往主要在宗教事務以外的公共事務範圍中，

並不涉及權力分配。但在威權體制裡，由於黨國不放棄對社會組織的控制，宗教團體

作為社會制度的一部分，其發展便受到宗教事務管理機制的制約。
5
宗教團體的內部運

                                                      
＊ 本文為筆者於二○○三年三月參加台灣真理大學主辦「第四屆宗教與行政國際學術研討

會」發表論文，經修訂後刊於《新世紀宗教研究》，第 2卷 2期（2003年 12月），現再修訂。 
1 理論組：〈政教分離：誤解與釐清〉，基督徒香港守望社：《過渡期的香港：政治、經

濟、社會》（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8），頁 96。 
2 林本炫：《台灣的政教衝突》（台灣：稻鄉出版社，1990），頁 7至 8。 
3 瞿海源指出，世界各國制定宗教有關法律者極為少見，一般只在憲法中寫明宗教信仰

自由。他認為，「不制訂任何有關法律，並不表示宗教團體可以不受任何其他法律的約束」。

參氏著：〈政府制定宗教法令的檢討〉，瞿海源：《台灣宗教變遷的社會政治分析》，頁 503
至 504。 

4 據瞿海源分析，有七十多個國家的憲法中，在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時，也設定了若
干條文來加以限制，可歸納為四類：一、規定宗教信仰自由不得違反公共秩序、公共道德及善

良風俗；二、規定宗教信仰自由不得不利於國防、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道德及善良風俗

等；三、規定不得藉宗教信仰自由從事政治宣傳或謀取政治利益；四、明文禁止某些宗教。參

氏著：〈宗教信仰自由的憲法基礎〉，瞿海源：《台灣宗教變遷的社會政治分析》（台北：桂

冠圖書，1997），頁 414至 421。 
5 張訓謀：〈政教關係和宗教事務管理模式初探〉，收氏著：《歐美政教關係研究》（北

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頁 6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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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黨國的支配及干預。 
 
第三、是教會與政治（politics）的關係。這裡所指的政治，既指政治活動，亦指政

治權利。按照政治學理論，宗教團體作為社會組織，有權利參與任何合法的政治活動

及公共事務。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如集會、結社、言論及出版自由等，宗教團體均

可享用。至於宗教團體是否行使、如何行使，則視乎不同宗教團體的信仰及政治立

場，及政治活動的性質，屬於其自主範圍，旁人無從干涉。
6
不過，這種自主性只限於

民主政體社會。在威權主義社會中，宗教團體不僅未能享有充分的政治權利，更往往

被指定參與黨國所要求的政治活動。 
 
第四、是宗教與政治的關係。宗教信仰本身的教義及價值觀念，必然衍生出對政

治的不同理解。雖然宗教和政治分屬不同的領域，但兩者卻又相互影響、互動。宗教

是意識形態，影響人的人生觀、價值觀及世界觀，因而直接影響人對政治的判斷。宗

教信仰或神學思想會影響社會的方向，但社會處境亦會反過來制約神學發展。因此宗

教與政治的關係，跟教會與政治的關係又互有影響。在開放社會裡，不同的宗教團體

可因應其教義而產生多元的政治取向。不過在威權統治的社會裡，「教會與政治的關

係」與「宗教與政治的關係」的分別不大。因著黨國的積極介入及限制，宗教所能發揮

的政治功能，完全受制於政府所賦予的空間。 
 
下文筆者將按照上述所指涉的四個層次，來析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迄今中國政教

關係的發展，其中尤重其對基督教發展的影響。 
 

二、黨國與宗教的關係：實用主義的考慮 
 
意識形態的糾結 

 
共產主義的宗教觀認定隨著社會主義社會的實現，宗教最終將自然消亡。不過，

當共產社會的理想仍未達致，而宗教又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客觀存在時，執政共產黨如

何對待宗教，便成為具體的政策問題。究竟政府應用盡一切（行政及政治）手段，去促

退（甚至消滅）宗教在社會的影響力？還是強調宗教的長期性，在宗教將最終自然消亡

仍未實現前，主張宗教信仰自由，以利於團結宗教群眾？我們可見，中共建國後，黨

國的宗教政策，基本上便是在上述的張力中徘徊。要是黨國領導人堅持在短時期內實

現共產主義的理想，宗教便被視作妨礙社會進步的反動力量。要是他們客觀地承認中

國仍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則首要關懷便是如何團結人民（包括信徒），發展生產

力。兩種對待宗教的不同態度，吊詭地都是源自對社會主義宗教理論的詮釋。 
 
不過，即或黨國覺察到意圖消滅宗教並不現實，因而接受宗教的長期性，但是宗

教將最終自然消亡這個基本命題，卻仍是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重要主張。而這又不可

避免地涉及宗教的本質是否有利於社會發展的問題。一位國內評論者一針見血地指

出，新中國成立以還在宗教問題上的失誤，其實是與宗教理論本身的矛盾有關。社會

主義國家傳統的宗教觀點和政策，在理論上是可以自圓其說的。但這一套觀點和政

策，是以對共產主義實現和宗教消亡的快式預期為基礎的。當這種預期遭到實踐的否

定時，這一套觀點和政策便不能不陷入矛盾之中。一方面是堅決主張宗教信仰自由，

避免傷害宗教信徒的感情，另一方面是否定宗教的正面價值，努力促退群眾的宗教信

仰。
7 

                                                      
6 林本炫：《台灣的政教衝突》，頁 140。 
7 鍾國發：〈試論「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創新意義〉，《當代宗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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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論」取代「鴉片論」8 
 

從黨國的意識形態層面，我們基本上可以看見其逐步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的旗幟下，修正馬列主義的宗教觀，使之更符合中國社會的現實。八十年代中葉，

中國政府基本上已揚棄了「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的立場，宗教不再單純被定性為反動、

負面的意識形態，顯示黨國不得不承認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長期存在的事實。羅竹風

編撰的《社會主義時期的中國宗教問題》一書，便為這個爭議性的問題設定基調。
9
黨

國首要的關懷，是如何引導宗教成為穩定社會的積極力量。九十年代初，黨國正式提

出「宗教與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相適應問題」的口號。
10
所謂「相適應」，首要指宗教

界需要改變自身，以切合或適應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正如統戰工作者黃鑄指出：「說

適應，就是有不適應，必須進行必要的改革，改革一些不利於人民生產、生活和身心

健康的東西，發揚一些與社會主義制度適應的東西」。
11
至於黨國方面，具決定意義者

就是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特別是從人民內部矛盾的大前提下，爭取團結信教群

眾。
12 
  
在二○○○年底召開的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江澤民多次肯定宗教是社會主義社

會「長期存在」的現象。他甚示指宗教的消亡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可能比階

級和國家的消亡還要久遠」。因此，政府不應把宗教信仰等同「政治上的對立」，企圖

用行政手段去限制正常宗教活動或消滅宗教。
13
江澤民承認宗教的存在比階級和國家

                                                                                                                                                        
究》，1998年 2期，頁 12。 

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的潘岳，甚至提出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原意，其實是主張「不

應以宗教為敵，而應以宗教為鏡，找到自己致力於改造的對象」。他認為，是「反映論」而非

「鴉片麻醉論」，才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參潘岳：〈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必須與時俱進〉，

《中國政協》，2001年 12期，頁 43至 44。 
8 詳參邢福增：〈解讀宗教與中國社會主義的相適應問題〉，收氏著：《當代中國政教關

係》（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 
9 羅竹風：《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宗教問題》（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 
統戰工作者黃鑄不承認中國共產黨以「鴉片論」作為承認宗教的圭臬、對馬克思主義宗教

觀的標準理解和制訂宗教政策的基本依據。參黃鑄：〈中國共產黨宗教理論和宗教政策的歷史

回顧和考察〉，氏著：《新時期統戰民族宗教問題論文集》，第三集（北京：華文出版社，

2003），頁 228 至 233。黃文的內容主要針對潘岳的觀點，他否認「鴉片論」的重要性，都是
就潘氏的論述而展開。潘岳一文的觀點，參註 7。 

10 相適應說的前身是「宗教能否和社會主義社會相協調」，是當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
胡喬木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在社會科學六五規劃會議上提出的。一九八三年三月，羅竹風領導

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主持有關的研究課題。在大量的調查報告基礎上，完成了《中國社

會主義時期的宗教問題》一書，正式在學術界提出了「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論說。

九十年代初，黨中央採納了這一觀點。參劉建：〈學習羅竹風同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

開拓精神〉，《當代宗教研究》，1997年第 1期，頁 5。 
11 黃鑄：〈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講課提綱〉（1990 年 6 月），收氏著：《新時期統戰民

族宗教問題論文集》，第二集（北京：華文出版社，1999），頁 9。 
12 黃鑄：〈論我國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問題〉，收氏著：《新時期統戰民族宗

教問題論文集》，第二集，頁 282至 283。 
13 江澤民：〈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00年 12月 4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

室編：《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專題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頁 371。 
有趣的是，《人民日報》初期報導江澤民的講話內容，並沒有包括這句話。參〈全國統戰

工作會議開幕，江澤民發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00 年 12 月 5 日。但國家宗教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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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要長，可說突破了一直以來黨國宗教理論的矛盾，進一步按現實處境來修改理論。

後來他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中，再次重申要充分「認識宗教存在的長期性」，宗教存在

的根源「仍將長期存在」。
14
既然如此，如何引導宗教成為穩定社會的積極力量，便成

為黨國不能不面對的課題。 
 
相適應的精神，就是「在政治上團結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即是宗教與社會

主義在信仰上的差異是「次要的差異」，但是在政治上、經濟上的根本利於是相同的。

中國共產黨要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當然也包括廣大信教群眾在內。
15

這可分為三個層次來討論。 
 
首先，在政治制度上，不論人民信奉那一種宗教，最重要的是熱愛祖國、擁護中

國共產黨的領導。九十年代開始，黨國提出「愛國主義教育」，便是要進一步深化這種

思想。其實，黨國之積極提倡愛國主義的目的，就是在官方馬列主義崩解後，企圖以

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作為「新法統」來號召及團結國人。
16
正如鄧小平指出，熱愛祖國

並非抽空的理念，它應具有實際的內容，就是擁護中國共產黨。這種愛國思想，將焦

點聚焦於政權。因此，有學者批評中國的愛國主義是沒有內容的，唯一的內容是愛

黨。
17
因此，不論信眾信奉哪一個宗教，只要他響應愛國主義，便已經在政治制度上

適應了社會主義。正如江澤民在全國宗教會議上說： 
 

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不是要求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放棄宗教信
仰，而是要求他們熱愛祖國，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擁護共產黨的領導，遵守國家
的法律、法規和方針政策；要求他們從事的宗教活動服從和服務於國家的最高利
益和民族的整體利益。18 

 
江氏在中共十六大的報告中，罕有地四次提及宗教工作，並把做好宗教工作視作「團結

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以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
19 

                                                                                                                                                        
長葉小文卻多次強調宗教「比階段和國家的消亡還要久遠」這點。參葉小文：〈中國宗教的百

年回顧與前瞻〉，《中國宗教》，2001年第 2期，頁 8。另〈與時俱進話宗教〉，《中國宗教》，
2001年 6期，頁 5。 

14 江澤民：〈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01 年 12 月 10 日），中共中央文獻研
究室編：《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專題摘編）》，頁 372。同樣，本書所摘錄的內
容，比《人民日報》要詳細得多。 

15 江澤民：〈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01年 12月 10日），頁 374。 
16 參丁學良：《共產主義後與中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頁 166至 174。 
17 白魯恂（Lucian W. Pye）指出，中國的民族主義的內容只是對黨國政策的約化，是沒有

內容的民族主義（problem of lack of content）。參 Lucian W. Pye, “How China’s Nationalism Was 
Shanghaied,” Austr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9(Jan. 1993): 126，轉引自 Suisheng Zhao, In 
Search of a Right Place?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1997), 23. 

18 江澤民：〈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01年 12月 10日），頁 376。 
19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

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頁 9。 
葉小文在這句話的基礎上，進一步引伸：「宗教工作是黨和國家工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大局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做好宗教工作，關係到加強黨同人民群眾的血

肉聯繫，關係到推進兩個文明建設，關係到加強民族團結、保持社會穩定、維護國家安全和祖

國統一，關係到我國對外關係」。葉小文：〈十六大報告四提宗教問題〉，《中國宗教》，2002
年第 6期，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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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經濟建設上，所有宗教都有教導信徒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責任。

「宗教信徒在愛國愛教的旗幟下迸發出來的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熱情，能夠並已經

同非教徒廣大群眾匯合為一股建設四個現代化的洪流」。宗教信仰因此調動了信徒「建

設祖國、建設社會主義、建設美好的人間『天堂』的巨大積極性」。
20
換言之，只要宗

教信仰能夠擺脫「出世」的傾向，鼓勵信徒積極投入經濟建設，便是適應社會主義的表

現。 
 
最後，在精神文明建設上，雖然經濟改革刺激了物質文明，但人民在精神生活上

卻相當貧乏，甚至出現了道德滑落及種種嚴重社會問題。因此抓緊精神文明建設，便

成為黨國必須處理的課題。不過，從八十年代迄今，黨國對精神文明的內容核心，卻

有著重大的變化。過去，精神文明以馬列主義為核心思想，諸如「雷鋒精神」、「孔繁

森精神」等樣板一再提出，但實際果效卻並不理想。九十年代後，黨國雖仍強調馬、

列、毛及鄧小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但對過去視之為封建毒素的儒家思

想，及唯心主義的宗教信仰，卻採取較開放及肯定的態度。馬列毛鄧雖仍是精神文明

的核心，但已不再是唯一的內容。舉凡能夠穩定社會，改善改革開放後衍生的道德及

社會問題的素材，均被黨國納入精神文明建設的內容。最近政府推出的《公民道德建設

實施綱要》，便承認這是一項作期而緊迫的任務，影響到社會秩序及穩定。
21 

 
我們可見，宗教在精神文明中扮演的角色，愈益受到黨國的肯定。導致黨國對宗

教改觀的原因，是許多調查報告均指出，宗教信徒聚居的地方，犯罪率普遍偏低，地

方幹部對此亦表示肯定及贊揚。信仰扭轉了社會在世俗化衝擊下的道德問題。宗教既

能導人向善，維持社會穩定，有助杜絕罪案，是故亦能成為建設精神文明的內容。
22

中共中央統戰部專責從事基督教工作的李平曄更指出，宗教在世界理想主義失落、功

利主義泛濫的時期，是一種可以較好保存的信念、道德、理想的精神生活方式。「共產

黨人尊重宗教，並不是因為它消滅不了，而是因為它有值得尊重的地方，有存在的價

值」。她強調今後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必然是多元化的，而宗教可以成為其中的組成部

分。「在社會主義思想文化為主導的同時，要兼容包括宗教文化在內的其他各種健康文

化」。
23
另一位江蘇省的宗教幹部甚至用「中間機構」來為宗教定性，突顯宗教在社會

變革時期，「在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
24
從承認宗教的長期存在，到肯

定其作為健康文化的一部分，在在反映出黨國內「宗教實用主義」的發展趨向。 
 
宗教無小事 
 
  在黨國眼中，宗教是一把兩刃的利劍，既具積極的社會功能，也潛存著負面的影

                                                      
20 羅竹風：《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宗教問題》，頁 131至 133。 
21 中共中央：《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頁 2。 
22 宗教雖然具有積極的社會作用，但是國內仍未有人「呼籲承認我國當前宗教為社會主

義上層建築」的說法，有學者便認為這種「含糊不清」的認識狀態，不應該繼續下去。參鍾國

發：〈試論「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創新意義〉，頁 16。 
23 牟鐘鑒、李平曄：〈對我國宗教問題需要有一個新的認識〉，《當代宗教研究》，2001

年 4期，頁 8。 
王作安也承認，宗教教義在引導教徒擺脫物欲的誘惑，化解焦慮和不滿，達到心理平衡

和內心的安寧方面，發揮了積極的社會功能，甚至「對一部分不信教的人也會產生吸引力」。

王作安：〈關於宗教存在長期性的再思考〉，《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 3期，頁 14。 
24 周加才：〈宗教工作必須講政治〉，氏著：《宗教工作探索》（北京：宗教文化出版

社，2002），頁 9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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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職是之故，江澤民於一九九三年舉行的統戰部工作會議上以「民族、宗教無小事」

來概含問題。
25
民族問題，特別是西藏、新疆的獨立訴求，迫使中央不得不正視。至

於「宗教無小事」，可從左、右兩個角度來理解。從右的角度出發，是指宗教所具有的

長期性、民族性、國際性、群眾性及複雜性。當黨國重申宗教「五性論」時，即表示他

們會謹重處理宗教工作。
26
因為宗教工作處理得不恰當，除激起宗教信徒的負面情緒

外，更直接影響整體社會的團結穩定，甚至有損國際形象。
27
現時全國（包括少數民

族）約有一成人口信仰宗教，黨國若沿用文革時期打擊、壓制宗教的手段去強行消滅宗

教，只會引來社會的極大動盪。
28
因此，民族、宗教無小事，從右的角度，意味黨國

必須防止宗教政策的「左」傾，並且緊謹及正面地處理宗教問題，將宗教政策重新納入

正常發展的軌道。
29 

 
從左的角度來理解，則表示黨國對宗教持審慎態度，憂慮宗教會成為海外滲透工

作的渠道。一九八八年十月，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及公安部便下發了〈關於制止和處理利

用基督教進行非法違法活動的通知〉，強調了要「抵制海外宗教中敵對勢力的滲透」。
30
黨國一直對那些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海外人士，沒有掉以輕心。這些「反華分

子」，往往借宗教問題來離間、分化中國人民的團結穩定，甚至企圖以和平演變來巔覆

中共政權。葉小文指出：「國際敵對勢力要利用民族、宗教作為對我進行『西化』、『分

化』的突破口，國際宗教反動勢力也力圖趁機『重返中國大陸』。⋯⋯擴大開放就難免

有滲透。各部門應就抵制國外宗教敵對勢力滲透，進行長期、積極的配合，打整體防

御戰。」
31
左的顧慮，因而形成了反右的方向，其中「抵御滲透」更成宗教工作中的重

要方向。
32 

                                                      
25 江澤民：〈高度重視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1993年 11月 7日），中共中央文獻室綜

合研究組、國務院宗教事務局政策法規司編：《新時期宗教工作文獻選編》（北京：宗教文化

出版社，1995），頁 250。 
26 曾任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副部長的江平指出，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宗教五性論

「重新成為我們認識和處理宗教問題的理論基礎」。參江平：〈關於宗教五性的來歷及其現實

意義〉，氏著：《民族宗教問題論文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頁 385至 395。 
27 北京宗教局副局長紀文淵指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在人權問題上給我們的壓力

越來越大，有損我們的國際形象。美國扼制我們，宗教是一個很好的手段，我們的宗教工作搞

得不好，就會造成一些口實，我們要樹立一個良好的國際形象」。參〈「青年與宗教」學術研

討會綜述〉，李素菊、劉綺菲：《青年與「宗教熱」》（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附
錄二，頁 229。 

28 國家宗教局局長葉小文說：「我們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論從法理上，還是從情理
上，都要實行。只有這樣，才能團結信教與不信教的群眾，才能振興中華民族，把國家建設

好。如果不這樣，我們一億信教群眾會不安寧。如果一個國家有一億人不安寧，那這個國家一

天都過不下去。」葉小文：〈我們對海峽兩岸宗教文往持積極支持態度––––答台北聯合報記者
問（1998年 3月）〉，《把中國宗教的真實情況告訴美國人民––––葉小文答問實錄》（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頁 241至 242。 

29 葉小文說：「共產黨有甚麼理由不與宗教長期和平相處，不謹慎友好地對待宗教？」
葉小文：〈中國宗教的百年回顧與前瞻〉，頁 8。 

30
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公安部〈關於制止和處理利用基督教進行非法違法活動的通知〉

（1988年 10月 18日），全文摘要刊羅廣武編著：《新中國宗教工作大事概覽（1949-1999）》
（北京：華文出版社，2001），頁 391至 393。 

31 葉小文：〈當前我國的宗教問題––––關於五性論的再探討〉，氏著：《多視角看社會
問題》（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頁 496。 

32 龔學增：〈全球化趨勢下抵御境外勢力利用宗教進行滲透的幾個問題〉，《當代宗教
研究》，2002年 1期，頁 7至 10。另龔學增又總結幾方面的問題：（一）利用宗教進行危害國
家統一和社會穩定的違法犯罪活動；（二）共產黨員信仰宗教問題；（三）抵御滲透。參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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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江澤民所謂的「宗教無小事」所具的雙重含意。一方面提醒黨國幹部

不可再以極「左」的手法來鎮壓宗教，黨國越能將宗教事務正常化、落實宗教信仰自由

政策，越有利於全國的穩定團結。但與此同時，黨國又不能放棄對宗教領域的管理與

支配，因為完全自由化即意味著宗教會被反共反華分子利用，成為和平演變中國的途

徑。這種反右防「左」的態度，正是江澤民所指「民族、宗教無小事」的真正含義。 
 
當然，宗教工作具有兩面性，黨國強調的宗教信仰自由，並不是沒有界線的。正

如江澤民亦強調，不能對宗教中出現的問題，「採取聽之任之、放任自流的態度」。
33

實行宗教信仰自由，尊重信教群眾的信仰，更「不是說就可以放棄對他們的思想政治工

作」。
34 

 
筆者相信，實用主義成為黨國宗教政策的核心，他們承認宗教有正面的社會功

能，並且積極引導其為黨國服務，使之促進社會穩定團結、經濟建設，甚至鞏固黨的

統治權威。但在肯定宗教正面功能的同時，黨國亦堅持對宗教的管理。作為一黨專政

的政權，中國共產黨絕對不會揚棄對宗教的管理與控制。「民族、宗教無小事」，江澤

民的說話正反映了今日中國共產黨對宗教的基本原則與態度。
35 

 
社會主義的宗教論 
 

為了從理論上進一步疏理宗教與社會主義的關係，國家宗教局局長葉小文提出了

「可親的社會主義」的說法，就是要使社會主義「真正成為多數人的信仰和精神追求」。

而其中不能迴避地課題，就是避免「簡單粗糙」地對待宗教。
36 

 
社會主義在對待宗教問題上，應怎樣展現其「可親」的一面呢？江澤民在全國宗教

會議上，指正要「把我國一億多信教群眾緊密團結在黨和政府的周圍」，而要實現這個

目標，便需要政府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信教群眾的宗教信仰。「如果對他們的

信仰不尊重、不理解，甚至採取錯誤的做法，廣大信教群眾就不會靠攏我們，就會與

黨和政府離心離德」。
37
這樣，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何葉小文在〈社會主義與宗教的歷史

新編〉一文中，總結出宗教工作的新轉向：
38 

 
1. 從一度把信教群眾視為落後面、消極力量，變為自己人，積極力量； 

                                                                                                                                                        
〈新世紀初我國宗教方面需要重視的幾個問題〉，中央黨校課題組編：《現階段我國民族宗教

問題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頁 87至 108。龔氏現任教於中共中央黨校。 
33 江澤民：〈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00年 12月 4日），頁 371。 
34 江澤民：〈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01年 12月 10日），頁 374。 
35 國家宗教局副局長王作安說：「我們對宗教問題正確的態度：既不能無能為力、無所

作為，又不能急於求成，違背規律。講不能無所作為、無能為力，就是要通過實行正確的政

策，規範宗教的活動，發揮其積極的一面，抑制其消極的一面，引導宗教與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相適應⋯⋯講不能急於求成，違背規律，就是要清楚，宗教既然還有賴以存在的根源，宗教既

然對一部分人的影響還會長期存在，就不能試圖用行政的手段取締宗教，超越歷史發展階段，

違背客觀規律，非但不能消滅宗教，反而會鞏固宗教信仰，特別是會在政治上造成極其嚴重的

後果，『文化大革命』中消滅宗教的行為，已經為我們提供了深刻的教訓」。王作安：《中國

的宗教問題與宗教政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頁 90至 91。 
36 葉小文：〈與時俱進話宗教〉，《中國宗教》，2001年 6期，頁 7。 
37 江澤民：〈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01年 12月 10日），頁 373。 
38 葉小文：〈社會主義與宗教的歷史新編〉，《中國宗教》，2002年 1期，頁 13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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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一度強調宗教在階段社會中，剝削階級利用其作為控制群眾的重要精神手段
的消極面，變為實是求是地肯定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既有積極因素，也有消極

因素；既要限制消極因素，也要調動積極因素； 
3. 從革命年代主要強調對宗教的批判，變為建設年代強調與信教群眾大團結； 
4. 把宗教工作靠傳統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內部工作，變為進一步由政府作為公共事
務、社會事務來管理，並且把這種管理推向法制化、規範化軌道； 

5. 把宗教工作由部門的、局部的工作，變為全黨的、全局的工作。 
 

葉氏所形容的「歷史新編」，顯示黨國意圖進一步化解理論與現實間的矛盾，並為廿一

世紀中國宗教工作奠定新調子。為此，國家宗教局黨組中心學習組更組織了專門的班

子來作研究，於二○○二年十月完成了〈社會主義的宗教論〉的初稿，先在十一省宗教

局長片會上討論，再徵求學者及宗教界人士的意見後修改，刊於《紅旗文稿》，
39
並再

次提交二○○三年一月召開的「全國宗教工作理論務虛會」討論。最後定稿刊於於二○

○三年五月號《求是》雜誌。
40 

 
〈社會主義的宗教論〉這篇被高度評價為「正確認識和推動社會主義宗教問題的偉

大實踐」的文章，
41
提出了宗教具有「根本是長期性」、「關鍵是群眾性」、「特殊是

複雜性」的三個特性。「根本是長期性」指出必須尊重宗教發展的客觀規律，即使在先

進的發展國家，宗教仍具有重要影響，何況中國所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換言之，

宗教工作要避免「短視症」，不要急躁地去消滅宗教，而是承認宗教與社會主義的相容

性，並促使宗教成為社會中的和諧因素。「關鍵是群眾性」再次重申宗教工作為群眾工

作，必須把廣大信教群眾看作社會的「積極力量」。「特殊是複雜性」則強調不能低估

宗教可能產生的消極作用，特別是西方敵對勢力利用宗教來實施「西化」、「分化」政

治戰略。故此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辦的原則，抵御境外勢力利用宗教的滲透活動。在

上述三個特點下，葉氏重申要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全面正確地貫徹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及要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和堅持獨立自主辦教原則的四個指導宗

教工作的方針。
42 

 
  筆者相信，由於十六大以後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明確把黨的方向從實現「社會主義

革命」的革命黨轉向以「社會主義建設」為中心的執政黨，
43
故「社會主義的宗教論」

的提出，正是為處理無神論的「執政黨」如何與有神論的群眾間的共存而開展的理論架

構。
44
「根本是長期性」反映出黨國業已承認宗教長期存在的既成事實，

45
無論如何，

                                                      
39 葉小文：〈社會主義的宗教論〉，《紅旗文稿》，2003年 1月，頁 13至 18。 
40 葉小文：〈為甚麼要鑽研「社會主義的宗教論」〉，《中國宗教》，2003 年 5 期，頁

14。 
41 〈卷首語〉，《中國宗教》，2003年 5期，頁 1。 
42 秋石：〈社會主義的宗教論〉，《求是》，2003 年 9 期，頁 18 至 22。本文由葉小文

執筆。 
43 江澤民說：「我們黨經歷革命、建設和改革，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鬥

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02年 11月 8
日）》，頁 11。 

44 葉小文說：「從『社會主義革命』條件下轉變到『社會主義建設』條件下，堅持辯証
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其中包括無神論）的執政黨，如何處理好與信仰有神論的一部分基

本群眾之間的關係，這個問題首先是一個政策問題，即堅持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其

中包括無神論）的執政黨，如何對待宗教，如何團結信教群眾，如何全面地把握『立黨為公、

執政為民』的問題。這個問題的開展，又必然涉及到對社會主義制度下宗教存在的客觀狀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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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實用主義」背後，宗教不再成為與社會主義社會格格不入的「異類」，
46
關鍵

在於，黨國如何爭取和團結宗教群眾，並引導宗教的發展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和建設。 
 

三、黨國與教會的關係：黨國支配教會 
 

合法地位的賦予 
 
黨國乃中國一切民間社會團體（包括宗教團體）公開及合法性的賦予者，在國內這

是不爭的事實。現行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賦予了社團的業務主管單位廣泛的

權力，把一切合法的社團都置於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
47
按有關條例的精神，國務院

國家宗教事務局成為宗教團體的「業務主管單位」，於一九九一年五月頒佈了〈宗教社

會團體登記管理實施辦法〉，清楚指明全國性及區域性的宗教社會團體必須經宗教事務

局審查同意，向民政部門登記。
48
換言之，宗教團體的公開及合法性，完全端在於其

是否得到政府宗教部門的批准認可，後者為前者賦予了行政合法性與政治合法性的基

礎。
49 
 
建國以來，黨國便把合法的宗教與封建迷信及「反動會道門」區別開來，

50
五大宗

教（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是黨國認可的合法宗教。
51
政府反對封

                                                                                                                                                        
發展趨勢作出科學的判斷。這個問題的深化，就要創新和發展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理

論和政策，建立一套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宗教問題的理論」。葉小文：〈以「三

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研究「社會主義的宗教論」──「社會主義的宗教論」答問之三〉，

《中國宗教》，2003年 7月號，頁 13至 14。 
45 國家宗教局副局長王作安就長期性提出三個問題：（一）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宗教

是不是就從此走上窮途末路呢？（二）科技的迅猛發展，宗教是不是就將失去最後的藏身之地

了呢？（三）人民物質生活的豐富，宗教是不是就失去它滋生的土壤了呢？他的回答，全部是

「否」。參王作安：〈關於宗教存在長期性的再思考〉，頁 10至 14。 
46 王作安：〈關於宗教存在長期性的幾點思考〉，編委會編：《宗教工作的理論與實踐

──二○○二年全國宗教工作理論務虛會論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頁 5。 
47 康曉光：〈轉型時期的中國社團〉，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基金會發展研究委員會

編：《處於十字路口的中國社團》（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頁 6。 
《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於一九八九年十月發佈，一九九八年作出修訂。參中華人民共

和國國務院令第 250 號：《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1998 年 9 月 25 日），第六條。全文見
http://www.chinazgo.com/fzsh/newpage143.htm，2003年 2月 13日下載。 

48 〈宗教社會團體登記管理實施辦法〉（1991 年 5 月 6 日），國家宗教事務局政策法規
司編：《全國宗教行政法規規章匯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頁 8。 

49 高丙中：〈社會團體的興起及其合法性問題〉，《處於十字路口的中國社團》，頁 83
至 89。 

50 有關黨國對宗教、封建迷信、民間信仰方面的討論及政策演變，參拙著：〈改革開放
以來的民間信仰熱〉，未刊稿。中共眼中，所有具組織性及群眾力量的民間會社教派，均斥之

為「反動會道門」。 
51 其實，除了五大宗教外，東北地區的東正教亦獲合法地位，政府亦認可中華東正教會

的活動。參〈黑龍江省宗教事務管理條例〉（1997年 6月），參國家宗教事務局政策法規司編：
《全國宗教行政法規規章匯編》，頁 41。此外，福建省三一教同樣有其合法地位。參朱國珍：
〈莆田地區三一教的觀察與思考〉，福建省宗教研究會編：《宗教：世紀之交的多視角思維－

－福建省宗教研究會論文集（三）》（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0），頁 268至 270。 
此外，福建省在二○○二年亦下發了〈關於加強民間信仰活動管理的通知〉，明確了對民

間信仰活動的管理辦法。參陳紅星、田悅陽：〈努力做好新世紀初的福建宗教工作──訪福建

省省長習近平〉，《中國宗教》，2002年 4期，頁 19。 



 10

建迷信和邪教組織，因為此等活動不僅傷害了信徒的身體健康，容易造成社會不安，

成為威脅社會秩序的負面勢力。
52
正如中國歷代朝廷一樣，只要政府懷疑某宗教組織

或教派會動搖社會治安，便會將之定性為封建迷信或邪教，予以打擊及取締。
53
被黨

國及公安部門認定的邪教組織共十四個，其中具基督教背景有十二個之多。
54 

 
中國政府不僅賦予了五大宗教的合法性，更進一步指定相應的愛國宗教團體為認

可的宗教團體。這些愛國宗教團體的成立很大程度上是由黨國發起催生，可視之為「自

上而下型社團」。
55
不過，隨著改革開放，這些團體的本質從原來的「官方」代表，轉

變成為具有「官方」與「非官方」的雙重性質與角色。
56
愛國宗教團體的主要作用，一

方面是協助黨國貫徹執行宗教政策，提高信教群眾的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覺悟，另方

面亦代表宗教界的合法利益，組織正常的宗教活動，辦好教務。
57
現時，五大宗教共

有七個全國級別的愛國宗教團體（天主教、基督教各二，其他宗教各一）。 
 
宗教事務的管理 
 

此外，中國政府近年亦十分重視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界定了「正常」的宗教活動，

任何宗教團體均不可越過此界限，否則亦屬違法，公安部門可依法採取行動。所謂「正

常」的宗教活動，具備三個主要條件： 
 
一、宗教活動應在依法登記和宗教事務部門認可的場合內進行； 
二、宗教活動應當按照各宗教的教義、教規和傳統習慣； 
三、宗教活動必須由宗教教職人員或者符合規定條件的人員主持。

58 
 
打從八十年代以還，黨國先後訂定及頒佈若干宗教政策或法規，在不同程度上為

宗教活動定下規矩。現時國家處理宗教工作的依據，主要包括下列各項： 
 
一、一九八二年頒佈的憲法，其中第 36條定明宗教不能干涉國家行政、教育等； 

                                                      
52 所謂邪教組織，就是「冒用宗教、氣功或者其他名義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製

造、散佈迷信邪說等手段蠱惑、蒙騙他人，發展、控制成員，危害社會的非法組織」。參〈最

高人吹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組織和利用邪教組織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

解釋〉（1999 年 10 月），收公安部國內安全保衛局編：《查禁取締邪教組織法律法規》（北
京：群眾出版社，1999），頁 8。 

53 C. K. Yang,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and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1970), Ch. VIII. 

54 公通字[2000]39 號：〈公安部關於認定和取締邪教組織若干問題的通知〉）2000 年 4
月 30日）及附件，全文刊於中國宗教迫害真相調查委員會編：《中國的宗教自由與「國家機密」
到底是甚麼關係》（紐約：該會，2002），頁 1至 18。由中共中央及國務院明確的邪教組織包
括：呼喊派、門徒會、全範圍教會、靈靈教、新約教會、觀音法門、主神教；由公安部認定和

明確的邪教組織包括：被立王、統一教、三班僕人派、靈仙真佛宗、天父的兒女、達米宣教

會、世界以利亞福音宣教會。 
55 康曉光：〈轉型時期的中國社團〉，頁 5。 
56 孫炳耀：〈中國社會團體官民二重性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第 6

期（1994年 2月），頁 17。 
另參邢福增：〈中國教會與黨國的關係––––八十年代迄今愛國宗教團體的改革〉，收氏

著：《當代中國政教關係》，頁 72至 75。 
57 王作安：《中國的宗教問題和宗教政策》，頁 291。 
58 國家宗教局政策法規司編：《中國宗教法規政策讀本》（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0），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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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黨的宗教政策，如〈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

策〉「19 號文件」（1982）、〈關於進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
「6號文件」（1991）、〈關於加強宗教工作的決定〉「3號文件」（2002）； 

  三、全國性宗教行政法規，主要有一九九四年由國務院下發的「144」、「145」號
法令，前者針對外國人在國內從事宗教活動的法規，後者則針對宗教活動場

所的管理辦法，提出具體登記的要求及程序； 
  四、國務院部門規章，主要由國家宗教事務局頒發涉及宗教活動場所的登記及年

度檢查，以及宗教院校聘用外籍人專業人員辦法； 
  五、綜合性地方宗教法規，主要是由各省市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會議通過，涉及

該行政區的宗教事務管理條例； 
  六、綜合性地方政府宗教規章，主要是由各省市自治區人民政府頒發，涉及該行

政區的宗教事務管理暫行規定； 
  七、單項地方宗教法規，主要是由各省市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會議通過，涉及該

行政區的宗教活動場所管理規定； 
  八、單項地方政府宗教規章，主要是由各省市自治區人民政府頒發，涉及該行政

區的宗教活動場所管理暫行規定。
59 

 
宗教政策由黨制定，經政府頒佈成為行政規章，或再經立法程序（由各級人民代

民大會通過）成為法規，以約束及規範宗教團體的活動與發展。宗教團體及其活動，

必須完全符合黨國的政策及政府的法規規章，才屬公開合法。
60
迄今中國仍沒有一部

「宗教法」，專門對全國五十六個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權利和義務進行具體的、切實的

規定
61
。其實，早在一九八七、八八年間，，政府方面曾對宗教法進行討論及諮詢，

但其後因著種種困難而不了了之。
62 

 
政府除界定合法的宗教活動，亦設定了「合法」與「正常」的宗教活動場所。所有

宗教場所必須具有固定的信徒、固定聚會場所、合資格的神職人員、教會收入穩定等

等，具備上述條件者要向政府登記，始可被接納為「合法的宗教活動場所」，進行合法

的宗教活動。
63
「只有登記了。宗教活動場所取得了合法地位，場所和宗教活動才是合

                                                      
59 參國家宗教事務局政策法規司編：《全國宗教行政法規規章匯編》，另本文附表一。 
60 有國內宗教界人士對於所謂的「非法宗教活動」，作出了十分精闢的批評，他認為「法

法宗教活動」是由「非法」和「宗教活動」兩個詞組合而成，從文字意義上理解，是指超出或

者違反憲法、法律、法規和政策範圍的一切以「宗教」名義進行的活動。界定甚麼活動是「非

法」，必須有法律的根據。但是，中國由於並沒有一部關於宗教的基本立法，現有的宗教行政

法規，也沒有對一切宗教的一切宗教活動做出明文規定（事實上亦不可能如此），因此，所謂

「非法宗教活動」的政策概念，往往是抽象的，範圍不定的，因而在實踐中不斷發生政府部門

濫用權力，侵犯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人身自由的權利的現象。現時許多所謂的「非法宗教活

動」，如不加入三自的宗教活動、未經政府註冊的宗教活動、控制在外國傳教士手裡的宗教活

動等，其實只是「違反社會管理法規的活動」，而不是嚴格上的「非法宗教活動」。參徐季良、

徐玉成：〈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宗教活動及其法律地位〉，《宗教》，1998 年第 3、4 期，
頁 15至 17。 

61 馮今源、胡安：〈1992－1993年宗教狀況的分析與預測〉， 
62 詳參邢福增：〈試論中國宗教立法的兩個問題〉，收氏著：《當代中國政教關係》，

頁 188至 210。 
葉小文在總結二○○一年的工作時，指出國家宗教局其中的工作，就是研究及起草全國

性宗教事務條例。參〈全國宗教廳局長會議舉行〉，《中國宗教》，2002年 1期，頁 27。這樣
看法，全國性宗教事務條例將取代宗教法，成為全國性宗教立法的重心。 

63 〈國務院關於宗教活動場所管理條例〉，《新時期宗教工作文獻選編》，頁 275至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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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受法律保護。不登記就是非法的，不受法律保護」。
64
所有已登記的宗教活動場

所，亦須進行年度檢查工作。
65 

 
黨國與宗教組織的調整機制 

 
黨國設有專責的管理部門來處理宗教事務，並通過不同途徑來調整他們與宗教組

織間的關係。政府系統中，國務院國家宗教事務局（及各級的宗教事務局或處）是專責

管理宗教事務的部門，
66
成為宗教團體的「業務主管單位」。按民部部門主管官員主編

的《社團管理手冊》規定，業務主管單位要「對已經登記的社團負責日常管理」，主要

的內容包括： 
 

負責對社團負責人和社團專職工作人員進行經常性的形勢、任務和思想政治教
育，使其熟悉並遵守國家的法律、政策；負責對社團負責人的選舉和換屆任免的
審核、社團專職工作人員的黨組織建設、工作調動、工資調整、職稱評定等方面
的管理；負責對社團的重大業務活動（包括召開研討會）、財務活動、接受資助和
外事活動進行審查及管理；負責對社團內部組織機構的調整、增減等進行審查並
提出意見，並督促社團到原登記管理機關辦理變更、注銷登記手續。同時，協助
社團清理債權債務並提出具債務完結證明等善後工作。67 
 

除了政府系統外，宗教工作亦屬於黨委系統的工作範圍，中共中央及各級的統一戰線

工作部其中一項重要工作便是處理宗教事務。
68
得指出，在中國當前「以黨治國」的前

題下，統戰部的角色往往更形重要。 
 
除國家設有專責部門外，宗教界領袖也以宗教界代表被選或委任為人大、政協委

員。全國及各級的人大及政協會議，成為他們與國家交換意見、反映問題的途徑，亦

是黨國與社會上不同的組織的協調基制。在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中設有宗教教委員會

（後與民族界委員共同組成民族宗教委員會），
69
我們看到宗教界代表趁此機會，反映

國家對宗教政策未能落實的情況。 
 
一九九一年開始，江澤民每年春節皆邀請五大宗教領袖到北京中南海作新春團

                                                      
64 國家宗教局政策法規司編：《中國宗教法規政策讀本》，頁 81。 
65 國務院宗教事務局政策法規司編：《宗教活動場所年度檢查工作手冊》（北京：宗教

文化出版社，1996）。 
66 國務務國家宗教事務局（前稱國務院宗教事務局）為國務院直屬機構，主要職責包括

製訂有關宗教工作的具體政策及法規，並組織實施監督；推動宗教界人士進行愛國主義、社會

主義、擁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的自我教育；調查研究各種宗教情況；幫助宗教團體開展工

作，辦理宗教團體需由政府機關協助或協調辦理的各項事務；組織培訓全國宗教幹部等等。參

〈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國務院辨公廳、中央編委辦公室綜合司編：《中央政府組織機構》（北

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頁 380至 381。 
67 吳忠澤、陳金羅主編：《社團管理工作》（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6），頁 31。 
68 中央統戰部下設「二局」，其中一個職責，就是調查研究、協調檢查有關民族、宗教

工作的重大方針、政策問題。參〈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的基本情況〉，中共中央統戰工作

部網站，http://www.zytzb.org.cn/brief.htm，2001年 5月 21日下載。 
69 趙樸初：〈政協民宗委應把握特點發揮優勢－－在全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上的講

話〉，《人民政協報》，1997年 4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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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若江未刻出席亦會委派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政協主席李瑞環接見各宗教代表，迄
今未有停止。在這個非正式的政教領導溝通與對話場合中，國家領導均傳達黨國對宗

教團體的要求，並發表重要講話。
70
有國內宗教幹部形容，這是「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

中央親自出面加強同宗教界人士的聯繫」，以及「對宗教界進行團結教育的新形式」。
71 

 
黨國對宗教團體的「領導」，除在法律及政治體制上體現之外，亦引伸入教會或宗

教組織中，其中尤為明顯的，由黨和政府機關「調派」到愛國宗教團體工作的人員。按

宗教事務局規定，這些被調派去「做工作的人員（包括宗教界進步分子中的一些實際上

已經作為幹部使用的人員）」，他們的工作時間可以計算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工作

年限」。
72
此外，作為宗教團體的「業務主管單位」，宗教局亦對社團負責人的選舉和

換屆任免有審核權。全國、省市、縣各級的宗教組織領導班子的換屆，基本上必須獲

得宗教局與統戰部的首肯，已是眾所週知的事。
73
而在全國或各級的宗教團體的重要

會議，黨國幹部必然列席，並發表講話。其他如教堂獻堂禮、神學院畢業禮，黨國官

員亦為必然為座上客。 
 

此外，各宗教團體的工作機構及全國性宗教院校均被列入國家編制。雖然教會及

神學院基址為教會產業，神職人員亦不屬國家公務員，但是全國性宗教院校的行政費

用、工作人員名額等，都被列入國家編制內。
74 

 
再者，宗教團體的教務發展，也不能完全脫離與黨國的「協調」。在社會主義中

國，宗教工作沒有可能沒有黨國的介入。這裡同時指向負面與「正面」的意義。五十年

代起，大量教產被佔，收回教產成為近二十年教會的主要工作之一。然而，教會提出

收回教產，多半未能成功，需要有黨國落實政策的配合，協助收回教產。
75
同時，教

會若要購地置堂，亦需經獲得有關部門的許可。踏入九十年代，黨國賦與的社會空間

比前增多，但仍對不同層面予以管理。因此，當教會實際推行一些工作時，黨國的介

入及協調亦是無可避免的。 
 
在政治上團結合作 
 

                                                      
70 江澤民：〈保持黨的宗教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1991年 1月 30日），李瑞環：〈在

全國性宗教團體領導人迎春座談會上的談話〉（1993 年 1 月 19 日），收入《新時期宗教工作
文獻選編》。 

71 趙匡為：《我國的宗教信仰自由》（北京：華文出版社，1999），頁 138。 
72 〈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關於基督教青年會、宗教界愛國組織的性質以及在這些單位人員

的工作時間能否計算為工作年限或工齡問題的復函〉（1965年 5月 5日），全文參《國法網》，
http://search.law.com.cn/，2003年 2月 7日下載。 

73 丁光訓曾批評有地方幹部任命自己所信賴但卻「無宗教修養或名聲很壞，甚至教外的
人」作教會領袖。參丁光訓：〈在全國政協八屆一次會議上的發言－－圍繞黨的一個中心，使

宗教工作為改革開放提供有利環境〉，《宗教》，1993年第 1期，頁 4。 
74 劉澎：〈中國政教關係的特點與發展〉，《橋》，第 88 期（1995），頁 6。另國務院

宗教事務局〈關於開辦宗教院校的請示〉（1982 年 9 月 10 日），摘要刊羅廣武編著：《新中
國宗教工作大事概覽（1949-1999）》，頁 312至 313。 

75 亦得指出，有時拒絕把房產交還予宗教團體的，亦恰恰是佔用的政府部門單位。參王
春景：〈由對於一處宗教房產落實政策引發的幾點思考〉，《宗教》，2000 年第 1 期，頁 31
至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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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愛國宗教團體必須接受黨的領導，
76
但是，黨國如何行使領導權，卻因

人、事、時而異，完全視乎不同時代、不同政治形勢而決定。其中可以是「全能」式領

導，也可能是象徵式領導，不能一概而論。總的來說，宗教團體必須「愛國」，但「愛

國」的具體內容是甚麼呢？卻在不同時代有著不同的要求。例如，五、六十年代投身反

帝愛國、民眾控訴運動是表達愛國愛教的唯一途逕；
77
到八、九十年代則由擁護經濟

改革建設，適應中國社會主義的新口號所取而代之。 
 
宗教組織在政治上的團結合作，是與黨國合作的重要基礎，表示對黨國的效忠，

以換取黨國承諾賦予宗教信仰自由。江澤民曾說，宗教界與黨國間的關係，必須站穩

「在政治上團結合作」這樣的「政治基礎」之上。意思就是宗教界「要堅定不移地擁護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原則，堅持在憲法、法

律和法規和政策規定的範圍內開展宗教活動」。
78
李瑞環亦說： 

 
宗教活動要服從和服務於國家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體利益，宗教界人士要愛國、
進步，要為祖國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發展多作貢獻。79 

 
那麼，宗教界如何具體地在上述的「政治基礎」上與黨國合作呢？這便留待下文再作探

討。 
 

四、宗教／教會與政治的關係：對政治現實的合理化 
 

中國式的政教分離 
 
八二憲法清楚規定，宗教不能干預國家行政、司法及教育事務，而黨國宗教幹部

亦常以「政教分離」的原則，來形容中國的情況。不過，中國的「政教分離」，主要是

指宗教團體不能干涉國家及政府事務，而不代表黨國給予宗教團體絕對的自主。因

為，宗教思想及組織本身，就是意識形態及社會實體，正如一位長期從事民族宗教統

戰工作的官員說：「宗教決不僅僅是個人信仰問題，它又是具有社會組織（教會）、社

會設施（教堂）、群眾性的社會活動（宗教活動）的社會實體，對廣大的教徒群眾的思

想意識能產生強烈的影響」。
80
所以，黨國仍須積極引導其發展，使與社會主義社會的

發展相適應。換言之，宗教思想及組織的發展，總不能脫離政治現實。
81
近年黨國以

                                                      
76  在中國，所有社會組織均在不同程度上接受黨的領導。參 Timothy Brook, 

“Auto-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in Civil Society in China, ed. by Timothy Brook & B. 
Michael Frolic (New York: M. E. Sharpe, 1997), 36-37. 

77 邢福增：〈三自愛國運動的起源與發展（1949-1957）〉，邢福增、梁家麟：《五十年
代三自運動的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1996）。 

78 江澤民：〈保持黨的宗教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1991年 1月 30日），《新時期宗
教工作文獻選編》，頁 210。 

79 〈江澤民李瑞環同政協民族宗教界委員座談〉，《人民政協報》，1999年 3月 5日。 
80 黃鑄：〈關於宗教工作的幾個問題〉（1997 年 1 月），氏著：《新時期統戰民族宗教

問題論文集》，第二集，頁 347。另賀克敏：〈切實依法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中國黨
政幹部論壇》，1991年 4月，頁 16。賀氏為國家宗教事務局政法司司長。 

81 黃鑄說：「實行政教分離，主要是指宗教與國家政權分離，宗教不得干涉行政、干預
司法、干涉教育、干涉婚姻，不等於宗教可以完全脫離政治。宗教組織和宗教人士同樣必須有

正確的政治方向，如愛國愛教，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等。更

不能誤解為在宗教工作中，或在宗教問題上，不能講政治」。黃鑄：〈關於政教合一與政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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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作為社會事實而產生的涉及公眾利益的各種關係、行為或活動」來界定「宗教事

務」，
82
便充分反映出這種考慮。正如葉小文說： 

 
宗教事務屬於一種社會公共事務。它因為具有宗教自身的特徵而必然與宗教團體
的內部事務相聯宗；它又因為具有社會公共的性質而必然與宗教團體的內部事務
相區別。判定宗教事務的關鍵在於考察其是否具有社會公共性質，尺度在於衡量
其涉及公眾利益的程度。在我們國家，任何人，任何團體，包括任何宗教，都必
須維護人民利益，維護法律尊嚴，維護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一。83 

 
他又說，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並不是去干預「宗教團體的內部事務」，不過，兩

者的劃分界限又是「相對」的。問題的關鍵是，一旦宗教的發展涉及「公眾利益」，則

其便不再屬於「內部事務」，而必須接受政府的「依法管理」了。
84
意思就是，一旦出

現「宗教狂熱」的現象，危及了社會的穩定，即或其沒有觸犯法律，也得予以管理。
85

正如國家宗教局副局長王作安指出：「宗教方面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關係
和行為，必須納入政府依法管理的範圍，不能以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離為借口，放

棄或擺脫政府對宗教事務的管理」。
86 

 
質言之，黨國要求宗教團體必須在「宗教事務」上符合「四個維護」，由此衍生了

下列各項議題，構成了政治與宗教、教會關係的重要內容。 
 
對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肯定 
 

打從建國以來，宗教界便必須擺脫「超政治」的立態，旗幟鮮明地與黨國站在同一

立場上，非友即敵。早在一九五三年，丁光訓便指出基督徒必須「接近人民，和人民打

成一片」。意思就是，「去思想他們所思想的，去關心他們所關心的，去愛他們所愛

的，去恨他們所恨的」，
87
充分體現了神學思想必須與黨國完全認同的精神。 

 
我們可以看見，國內基督教神學工作者大多宣稱，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切可

能世界中最完美的世界」，而中國的「解放」也是符合上帝旨意的歷史發展。
88
他們對

社會主義中國無條件地接納，承認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人民獲得了真正的「翻身」，為

被壓迫階級帶來了新的社會地位。新中國也將舊社會的貪污、色情、賭博、毒品等問

題徹底根治。雖然黨國政策亦有失誤，但業已撥亂反正。經過十多年的改革，確實令

                                                                                                                                                        
離問題的探討〉（1997年 6月），頁 371。 

82 葉小文：〈宗教與普法––––《宗教工作普法讀本》序〉，國務院宗教事務局政策法規
司編：《宗教工作普法讀本》（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8），頁 6。 

83 葉小文：〈宗教與普法––––《宗教工作普法讀本》序〉，頁 6。 
84 葉小文：〈世紀之交宗教工作的思考──再談「講政策、抓管理、促適應」〉，《中

國宗教》，2000年第 1期，頁 8。 
85 葉小文：〈宗教與普法––––《宗教工作普法讀本》序〉，頁 7。葉氏指出，宗教狂熱問

題一方面「顯然已超出了『人們腦中的宗教信仰的問題』的層次」，另方面「僅靠法律手段也

不夠，因為它顯然基本上不屬於或不完全屬於犯罪問題的層次」。 
86 王作安：《中國的宗教問題和宗教政策》，頁 124。 
87 丁光訓：〈傳揚福音與建立身體〉，《金陵協和神學誌》，創刊號（1953 年 9 月），

頁 3。 
88 陳澤民：〈中國教會神學思想點滴〉，《景風》，第 68期（1981），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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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富強起來，所以社會主義中國仍然是應受擁護。
89 

 
宗教界不僅要正面地肯定中國社會制度，更不能反面地提出任何批評。中國教會

的主要社會使命，就是「服務社會」，教會對社會的「關懷」，也是以福利服務工作為

主要的界限。
90
基督教信仰的社會批判或先知傳統，在中國神學論述中，基本上是避

而不談的。
91
抑有進者，基督教不僅在社會使命上必須迴避任何關於社會批判的內

容，甚至在信仰論述上也需予以「自律」。例如，一位金陵神學院的老師，便反對基督

徒引用聖經中帶有「消極悲觀」的經文，例如《舊約．傳道書》中「虛空的虛空，凡事

都是虛空」，是否表示「社會主義建設和全國人民一心一意，奮發圖強為建設有中國特

色的社會主義也是虛空的」？《新約．腓立比書》謂「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裡」，是否

指向現時的中國社會主義社會呢？這裡所談及的，便已涉及近年關於神學思想建設運

動中，如何「淡化」「不適應」社會主義的宗教教義問題了。
92 

 
神學思想的革新與建設 
 
  嚴格來說，神學思想建設運動是在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全國兩會召開的「濟南會議」

後正式確立的。但是，其中所涉及的議題，卻顯然有其一貫的脈絡可尋，早在五十年

代的「神學再思」討論中，已見其端倪，及至八十年代，我們更可從丁光訓的神學思想

中，找到更多的共同點。 
 

所謂神學思想建設，基本上就是要把不適應社會主義的「老的神學思想」予以調整

和更新。
93
在丁氏眼中的「老」神學，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 

 
第一、正確處理信教與不信教的關係，向來被視為宗教工作的重要課題。

94
有宗

教幹部指出，「有的人在傳教中，不是把信教不信教的差異作為人民內部次要的差異，

而是看做根本的絕對的對立，從而煽動起對不信教群眾以至對黨和人民政府（因為他們

也不信教）的敵視情緒」，這正表現出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不適應的地方。
95
葉小文也

指出，誇大信與不信的矛盾，「信教者把不信教者看作必下地獄」，都是把「信」者「搞

得極其狹隘、極其狂熱」，信徒如果因信而對「世界充滿恨，乃至恨自己的同胞，恨自

己的祖國」，這樣的宗教「還有甚麼前途呢」？
96 

                                                      
89 沈以藩：〈中國教會在神學思考中〉，《中國與教會》，第 66 期（1988），頁 18 至

19。 
90 丁光訓：〈回顧走過的路〉（1995年 4月 24日），氏著：《丁光訓文集》（南京：譯

林出版社，1998），頁 363至 364。 
91 丁光訓在論及解放神學在中國的應用時，便特別指出「不要把窮苦的人理想化、絕對

化」，並認為「總有一部分人先富，總有人後富」。參丁光訓：〈來自解放神學、德日進神學

和過程神學的啟發〉，《丁光訓文集》，頁 195至 196。 
92 許鼎新：〈辦好「金陵」關鍵是堅持正確的辦學方針和神學導向〉，《金陵神學誌》，

1999年第 1期，頁 24至 25。 
93 丁光訓：〈老的神學思想要有所調整和有所更新〉，《人民政協報》，1999 年 3 月 5

日。 
94 王作安編：《面向新世紀的中國宗教和宗教工作》（北京：學習出版社，2000），頁

311 至 312。另王作安：〈談談信教與不信教群眾之間的關係問題〉，《中國宗教》，2000 年
第 4期，頁 4至 5。 

95 黃鑄：〈論我國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問題〉（1995 年 2 月），氏著：《新時
期統戰民族宗教問題論文集》，第二集，頁 281。 

96 葉小文：〈從深層積極穩妥地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中共中央統戰部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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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宗教的末世論傾向是黨國視為不適應社會主義的教義。末世論與現世的張

力，在世俗政權眼中，往往成為對現世的否定。
97
宗教信仰內容一旦過分渲染及主張

出世、避世思想，對現世持消極，甚至是否定的態度，認為現世一切是皆是虛空、沒

有意義，唯有「末日」或「主再來」才是真實者，均是破壞社會安定及經濟建設的價值

觀，也是黨國所不能容忍的。近年中央政府取締法輪功，其中一個「罪狀」就是其末世

傾向。
98 

 
職是之故，教會及宗教信仰必須改革上述與社會主義不適應的屬靈觀。正如江澤

民指出：必須「改革不適應社會主義的宗教制度和宗教教條，利用宗教教義、宗教教規

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積極因素為社會服務」。
99
葉小文也說：「要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

社會相適應，歸根結柢，在宗教觀念上總迴避不了一個淡化或變革甚麼，引導或發揚

甚麼的問題」。
100 

 
在黨國「淡化」、「變革」的大前題下，基督教的因信稱義教義中衍生關於「信與

不信」的關係便首當其衝。最早提出要重估或「淡化」因信稱義者是丁光訓主教，他在

一九九六年三月全國政協宗教組上，便提出要把強調信與不信對立的教義予以革新。
101
由於基督教強調信者得永生，不信者將永遠沉淪。若過分突顯此種觀念，難免衝擊

了當前中國講求安定團結的局面。宗教信徒若堅持信與不信的分別，甚至將不信的定

為不得救、下地獄的一群，勢必挑戰共產黨（無神論的不信者）的統治權威。另方面，

因為基督教以外的各大宗教信徒，及一般民眾都「不得救」，這亦嚴重危害了社會的穩

定團結。
102
丁光訓嘗言： 

 
這（筆者按：即因信稱義）看起來是個信仰問題，但一引伸就是政治態度問題。信
的人都上天堂，那麼蔣介石是信上帝的，他正在天堂享福，在上帝身邊。毛主
席、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 、雷鋒他們不信，都下地獄。這難道不成了一個政

                                                                                                                                                        
《愛國愛教，團結進步──全國宗教團體領導人東北研討會輯刊》（北京：華文出版社，

1997），頁 19。 
97 林本炫指出，中國歷史上被政府查禁的「邪教」，往往具有強烈的「末世論」色彩，

而末世論的觀念認為末世災難即將來臨，現存世界將受毀滅，也就不會想要維護既有社會秩序

與社會制度，因而威脅到既有政權的道德權威與統治正當性。參氏著：〈一貫道與政府之關係

──從查禁到合法化〉，鄴志明編：《宗教與文化》（台北：學生書局，1990），頁 132至 133。 
98 趙匡為：〈宣揚末世來臨是一切邪教的共同特徵〉，社會問題研究叢書編委會編：《論

邪教－－首屆邪教問題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1），頁 90至 97。 
99 江澤民：〈高度重視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1993年 11月 7日）〉，《新時期宗教工作

文獻選編》，頁 254至 255。 
100 葉小文：〈從深層積極穩妥地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頁 19。 
101 丁光訓：〈在全國政協八屆四次會議宗教組的發言〉。 
102 葉小文說：「如果誇大信與不信的矛盾，信教者把不信教者看作必下地獄，不信教者

把信教者看作愚昧的、異己的一群––––這種對立的制造與誇大，只能是敵人所歡迎的。今天，
非法宗教活動之所以成為影響新彊穩定的主要危險之一，一些沉寂多年的宗教派別又日趨活

躍，一些信教群眾受原教旨主義所驅使，一些危端邪說也在蠢蠢欲動，蠱惑人心⋯⋯這些現象

的共同點之一，都是把信與不信的矛盾誇張到極其尖銳、誓不兩立的程度，都是把「信」者搞

得極其狹隘、極其狂熱。他們不是因信而讓世界充滿愛，而是因信而讓世界充滿恨，乃至恨自

己的同胞，恨自己的祖國。一個宗教如果走到這樣的地步，還有甚麼前途呢？」參氏著：〈從

深層積極穩妥地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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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態度嗎？103 
 

那麼，基督教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呢？早在八十年代，丁光訓提出了「宇宙的基督」

（The Cosmic Christ）的觀念。他指出基督的愛充滿了整個宇宙，全世界的人類都可以
體驗到基督的愛。在上帝的屬性中，愛是最重要的。既然基督的愛遍滿宇宙，祂的愛

便會超越教會而遍達教會之外；祂不僅愛信祂的人，也愛不信祂的人。與此同時，基

督的愛、聖靈的工作在教會外的「不信者」身上，也可體現出來。甚至在無神論者身

上，也可看到基督的愛、聖靈的大能的彰顯。
104 

 
職是之故，基督徒面對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面對不信者、無神論者、共產黨幹

部，都不應「咒詛」他們，指斥他們不得救。相反，基督徒應學習欣賞、發掘基督的愛

如何在這些人身上流露。因為人不能限制上帝的作為，上帝也可在其他「非信徒」身上

彰顯自己，藉著不信的人作美事，包括無神論者，上帝也會使用他們。因此，一切的

良善、的在不同的群眾中也可看到上帝的作為在其中。丁光訓說： 
 
無神論的存在與宇宙的基督所做的能互相協調嗎？我想是能夠的。世界上有許許
多多其他事物的存在都可以同基督的工作一致。對某些無神論者和共產黨員，我
由衷地贊成他們所說的許多話，做的許多事，我不願對他們這樣那樣的缺點大事
指責，而是滿腔熱誠地對待他們，同他們一道反對我們共同的敵人。儘管他們和
我信仰上很不同，然而在不同的信仰的驅動下，我們可以在許多方面，同心合力
幹事業。105 

 
此外，他又說： 
 

無神論者的人道主義實際上也是一種人類對上帝的尋找，只不過他們沒有用上帝
這個名詞而已，所以可以把他們看作是我們的同盟者，這會有助於挽救真正的信
仰。我們可以和許多不同的人道主義者聯合起來，共同反對那種對各種神的盲目
崇拜，那種盲目崇拜降低了人類的尊嚴，束縛了人性的解放。我的一些朋友對我
有時高度贊揚某些無神論者和共產黨員，表示驚訝。作為一名基督徒，對於他們
所倡導的事，我有時想衷心說一聲「阿門」。我有時並不想去指責他們，反而對他
們有了好感，希望能和他們一起努力，去同那些我們雙方都反對的勢力作鬥爭，
儘管雙方共同努力的指令來自不同的渠道。106 
 
近年，丁光訓進一步發揚基督教神學的新觀念，提出「講道德倫理的基督教」。他

指出，今後中國基督教神學必須要朝著「講道德倫理」去發展，丁氏特別反對教會中「道

德無用論」的傾向，指道德不能成為得救的標準，而僅僅強調救贖、強調信與不信的對

立。丁光訓清楚指出，必須要將基督教成為講道德倫理的宗教，因為這不僅是教義對

                                                      
103 丁光訓：〈代序：樹立正確的聖經觀〉，梅康鈞、王艾明編：《中國基督教聖經觀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中國基督教全國兩會，2000），頁 2。 
104 丁光訓：〈宇宙的基督〉，《金陵神學誌》，第 14-15期（1991），頁 2至 4。 
105 丁光訓：〈宇宙的基督〉，頁 4。 
106 丁光訓：〈教會在中國––––在浸會世界聯盟退修會上所作的演講〉，《金陵神學誌》，

第 21期（1994），頁 8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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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要求，也是黨國對我們的要求。這裡反映了宗教如何在精神文明上適應中國社

會主義，並進一步化解信與不信的矛盾。
107 

 
  從「宇宙基督」到「講道德倫理的基督教」，反映出丁光訓提出的神學建構，如何

處理及化解信與不信的問題。總的來說，信與不信之間的矛盾在「愛」的前題下被淡化

了。在一九九八年十一月舉行的濟南會議上，全國兩會更正式通過決議，「決定加入神

學思想建設工作的力度」，使神學思想「與社會主義社會更好地相適應」。
108
可以說，

丁氏的神學觀點，儼然成為整個神學思想建設的藍本，所有關於神學思想建設的文

章，無一不引用丁的觀點，各地教會亦紛紛舉辦學習《丁光訓文集》的活動。 
 

由於丁光訓主張的神學思想建設，具有明顯自由神學的傾向，因此與中國教會內

部眾多具基要派及福音派背景的信徒間，形成了強烈的張力。儘管丁光訓多次重申信

仰上互相尊重，神學思想建設「絕不是非基要派要去打擊基要派」，
109
但教會內部事

實上出現了要整頓基要派的恐懼。
110
一九九九年間，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便發生了校

方領導與部分學生及老師的衝突，有學生因而被勒令或自動退學，
111
亦有老師被開除

教席。
112
同時，丁光訓提出淡化因信稱義的主張，亦引起較多爭議，甚至在兩會內亦

有不同意見。
113
不少基要傳統背景的同工及信徒更憂慮神學思想建設就是「自由派」

                                                      
107 詳參邢福增：〈講倫理道德的基督教––––當代中國神學對社會主義的調整與適應〉，

氏著：《當代中國政教關係》。 
108 〈關於加強神學思想建設的決議〉，《天風》，1999年 1月，頁 11。 
109 丁光訓：〈關於基督教神學思想建設〉，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上海市宗教學

會編：《宗教問題探索：一九九九年文集》（上海：該會，2000），頁 7。本文是丁氏於二○
○○年四月五日在上海宗教學會上的講話，對象是上海從事宗教研究的學者。丁主要是希望爭

取學術界支持神學思想建設。不過，學術界卻顯然有不同的立場，部分學者對丁氏關於因信稱

義的詮釋亦有不同意見，參何光滬在《馬丁路德文選》序言中的論點。何光滬：〈信與愛──

《馬丁路德文選》序言〉，氏著：《天人之際》（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 197
至 204。 

另丁光訓於北京市基督教神學思想建設研討會上的講話，亦強調基督教不同派別有存在

的權利，「我們絕不是要去詆毀哪一個派」，神學思想建設「不是一派反對另一派」。參丁光

訓：〈漫談神學思想建設〉，北京市基督教兩會：《北京教會在思考──北京市基督教神學思

想建設研討會專輯》（北京：市兩會，2002），頁 9。 
110 濟南會議後，金陵協和神學院內流傳了一材料，把濟南會議視為現代派反對基要派運

動的開端。〈丁光訓院長在金陵協和神學院傳達全國基督教兩會濟南會議精神（1998 年 11 月
30日）〉，南京市基督教兩會編：《南京教會》，1998年簡報第 4期（1998年 12月），頁 14
至 15。 

111 Daniel Kwan, “Seminary Members Quit in ‘Persecution’ Protest: Rebel Trio Challenge 
Protestant Lead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ust 26 1999. 

參崔秀吉、陳順富、陳泳：〈金陵神學院研究生拒絕「自動退學」申訴書〉，《中國與福

音》，第 30期（1999年 5-6月），頁 24至 28。另劉義春、李志敏、羅雲飛：〈我們為甚麼退
學──金陵協和神學院三位同學的聲明〉，打印稿，頁 1至 4。 

112 沈默：〈一位神學院講師為何被開除？〉，《生命季刊》，第 16期（2000年 12月）。 
113 丁光訓在浙江省第五次神學思想建設研討會上這樣總結教會內部的反應：「自從神學

思想建設提出來到現在，我們中國基督教已經發生了很大的分化，贊成的人不能夠說很少，應

該說是相當多，但是還不夠多。我想浙江省教牧同工當中，完全想通了，要進行神學思想建設

的人，不見得多得不得了，那麼我們可以等待呀，但是，如果他們一直不動，這對中國的教會

是不幸的，對他們自己恐怕也是很不開心的。他們活在世界上不去擁護那麼值得擁護的事情，

做了牧師、做了傳道人卻對這樣一個運動，用上海話來說『假痴假呆』（意為假裝糊塗），不

能好好地投入進去，我想他們到更老的時候，他們要後悔。」丁光訓：〈神學思想也要與時俱

進〉，《天風》，2002年 6月，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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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壓「基要派」，淡化因信稱義即是淡化基本信仰。
114
正如曹聖潔在第七屆基督教全

國會議提交的工作報告中，亦不諱言「各地教會在推進神學思想建設中發展並不平

衝」，有些負責同工「未能及時認識到神學思想建設的重要意義」，甚至「個別同工在

思想上還存有一定顧慮」。
115 

 
  黨國基本上支持基督教神學思想建設，並肯定其為基督教思想的「主流」。但是，

他們卻提出必須「允許多種派別的存在」，「我們支持這一主流思想，並不是去支持某

一派別，打擊別的派別」。有長期從宗教工作的幹部，便留意到基督教界「有人擔心會

導致樹一派，打一派」。他們強調必須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否則有可能重新引發派

別矛盾，「既不利於團結大多數，還有可能把一部分人推向我們的對立面，使一項本來

是加強神學思想建設的工作演變成為一場教派之爭和神學大戰」。
116 

 
  面對國內教會人士對神學思想建設的不同立場，丁光訓在《天風》撰文，不諱言中

國教會「在神學思想建設的影響下也在分化」。
117
不過，在第七屆全國會議的工作報

告中，顯然為了釋除部分同工及信徒的顧慮，乃重申神學思想「決不是改變基本信

仰」，並強調要立足聖經及繼承基本信仰的歷史傳統，以及走三自道路的經驗出發，結

合中國文化特點來進行神學思想建設。
118 

 
  二○○三年七月，上海舉行了中國基督教（華東）六省一市基督教神學思想建設研

討會，丁光訓在會上發言，總結五年來的神學思想建設，主要集中在「信與不信」及「因

信稱義」的討論上。他認為今後神學思想建設要進入新的階段，就是建立正確的「聖經

觀」。
119
中國基督教協會會長季劍虹長老在會上指出，建立正確的聖經觀必須從三個

內容「實際出發」：（一）「從我們所處的社會實際出發」；（二）「從這個實際社會

中上帝又如何帶領我們的，要以領受上帝恩典實際經歷出發」；（三）「抓住國際大環

境，某些集團勢力如何進行滲透的實際」。
120 

 
  八月，全國兩會又在杭州召開「中國基督教神學思想建設寫作班子第一次會議」及

「中國基督教神學院校神學思想建設研討會」，反映出其將神學思想建設落實於文字工

作及神學教育的取向。
121
這樣看來，有關課題仍將在中國教會內部引起更廣泛的討論

及爭議。 
 
政治立場的表態 
                                                      

114 丁光訓在湖北省神學思想建設研討會上說：「我們不要太決意取消『因信稱義』，所
以我們只說淡化。淡化的意思，好像一杯茶喝了一半後再加水，這個茶就淡些了。⋯⋯有人

說，『因信稱義』四個字聖經裡面是有的，不能動，不能碰。如果有這樣的信徒不是甚麼希奇，

也是可以的。我們是不會提打倒的。我們還有時間慢慢的醞釀。」丁光訓：〈因信與上帝建立

合宜的關係〉，《天風》，2002年 8月，頁 36。 
115 曹聖潔：〈生根建造，固本強身，與時俱進，辦好教會〉，《天風》，2002年 7月，

頁 6。 
116 周加才、趙匡為、魏曉蕾：〈鼓勵和支持基督教界加強神學思想建設〉，《宗教工作

探索》，頁 75。 
117 丁光訓：〈一個給全世界帶來重要信息的基督教〉，《天風》，2001年 10月，頁 33。 
118 曹聖潔：〈生根建造，固本強身，與時俱進，辦好教會〉，頁 8。 
119 〈神學思想建設進入一個新階段──丁主教在華東六省一市神學思想建設研討會上的

演講〉，《天風》，2003年 9號，頁 4至 6。 
120 〈正視聖經觀，標誌著神學思想建設進入新階段〉，《天風》，2003年 9號，頁 23。 
121 〈正視聖經觀，標誌著神學思想建設進入新階段〉，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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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內獨特的政治環境下，黨國往往要求社會各團體在特定的敏感課題上公開「表

態」，作為對黨國政策的「效忠」表現。作為社會團體一員的基督教會，自然亦不能置

身事外。 
 
  例如，一九八九年「六四」後，各團體紛紛表態，擁護中共中央十三屆四中全會將

「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及「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決定。全國基督教兩會也無

可避免地號召響應，表態支持中央政府決定。
122
至於被視為「六四」以後另一個嚴重

「政治事件」的法輪功問題，我們亦看見各地各級宗教團體加入聲討的行列。
123 

 
另一個在近年極其敏感的課題是兩岸關係。一九九四年九月，中國基督教協會發

表聲明，「遺撼地指出，一個以『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為口號的政治宣傳，即渲

染台灣和中國為兩個國家，正在國際基督教界進行著。」全國兩會的聲明特別強調，那

些與台灣長老會及中國基督教協會都保持關係的教會，必須提防宗派關係「被用來影響

政治態度」。中國基督教協會對對「一個中國」原則的堅持和擁護，在此充分反映。
124

一九九五年江澤民於新春期間發表了「江八條」，呼籲與台灣和平統一。宗教界隨即在

京召開座談會，以〈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繼續奮鬥〉為題，以學習江澤民的重要

講話。丁光訓在席上也發表了謂話。
125
一九九九年，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

主席羅冠宗更公開批評李登輝提出的「兩國論」，並且認為台灣基督長老會發表支持「兩

國論」的呼籲書，同樣是「分裂祖國」的行為。
126 

 
中國宗教界對「一個中國」的擁謢，也在國際宗教界的交往中突顯出來。一九九

六年十月，第五屆亞洲宗教和平會議（Asian Conference on Religion & Peace）於泰國召
開。亞洲各國（包括中國）均被邀派代表出席，而台灣代表則以觀察員身分列席。不

過，當中國宗教界代表到達會場後，發覺台灣觀察員代表身上戴著正式代表的名牌，

在國別一欄更寫上「台灣」或「中華民國」字樣。此外，大會派發的「亞宗和」成立二

十週年紀念冊上，竟又出現了「青天白日旗」。中國宗教界代表於國際場合上看到台灣

代表進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活動，對此深表不滿，不能沉默。其中丁光訓

及佛教代表即連夜起草聲明，於發言時嚴重抗議，並反對大會主辦當局違反「一個中國

原則」，製造「兩個中國」。
127
此外，在二○○○年假美國洛杉磯舉行的「世界宗教

和精神領袖和平千年大會」上，中國宗教界亦堅決反對達賴出席大會。
128
當達賴的代

表在大會上宣讀致大會信時，中國宗教界代表更即場退席，表示不滿。
129
事後中國基

                                                      
122 「我們號召全國基督教界人士及廣大信徒，在黨的領導下，努力學習鄧小平同志接見

首都戒嚴部隊以上領導幹部的重要講話以及當前各項重要文件」。〈全國兩會發表聲明堅決擁

護四中全會各項決定〉，《天風》，1989年第 9期，頁 29。關於各宗教團體的政治表態，參羅
廣武編著：《新中國宗教工作大事概覽（1949-1999）》，頁 415。 

123 〈宗教界人士評說「法輪功」〉，《中國宗教》，1999年第 4期，頁 11至 13。 
124 〈中國基督教協會聲明〉，《天風》，1994年 10月，頁 28。 
125 丁光訓：〈願為祖國統一盡份力〉，《天風》，1995年 4月，頁 2。 
126 〈決不允許任何分裂祖國的圖謀得逞－－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羅冠宗主席

訪談錄〉，《天風》，1999年 9月，頁 3至 4。 
127 田雨：〈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記「亞宗和」第五次會議上的中國宗教和平委員會

代表團〉，《天風》，1996年 12月，頁 8至 10。 
128 〈達賴不能出席世界宗教和精神領袖和平千年大會〉，人民網，2000 年 8 月 24 日，

參http://www.peopledaily.com.cn/GB/channel2/17/20000824/200224.html，2000年8月25日下載。 
129 〈風雲際會，盡展風采──中國宗教領袖代表團美國行紀實〉，《中國宗教》，2000

年第 5期，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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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協會副會長曹聖潔牧師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指出「有人表面上總是滿咀的和平、仁

愛，但是背後卻在挑起罪惡與仇恨。」
130 

 
除兩岸關係外，中梵關係往往是觸動宗教界（特別是天主教）神經的課題。例如

在梵蒂岡計劃在二○○○年十月一日冊封 120名在中國的「殉教者」為「聖人」，事件
便引起了中國政府的強烈不滿。中國外交部便指此舉會「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和中華民

族的尊嚴」，因為這些被冊封的聖人，「大多數是在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過

程中違反了中國法令被處死的，或是在鴉片戰爭和八國聯軍侵華期間胡作非為、欺壓

百姓，在中國人民反侵略的鬥爭中被殺死的」。
131
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中國天主教愛

國團亦發出嚴正聲明，指「封聖」事件暴露了教廷中有人企圖重新控制中國天主教會，

鼓動教徒對抗政府、無視法律，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利用宗教問題干涉中國內政的圖

謀。
132
中國基督教全國兩會除發出反對聲明外，多位領導人亦撰文表示立場。

133
此

外，各地宗教界亦紛紛召開座談會，抗議教廷「反華」行徑。
134 

 
宗教信仰自由與人權問題 

 
八十年代起，美國一直十分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並且不停指摘中國的人權狀

況，並以此向中國施壓，成為中國能否延續最惠國待遇、能否加入世貿的籌碼。人權

問題涉及了宗教信仰自由問題，成為近年中美雙方討價還價的其中一個指標。九一年

中國首次發表的《人權狀況白皮書》，九五年的《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白皮書，以及

《二○○○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白皮書的公佈，便特別強調國內人權狀況，作為對

西方指控的回應。
135 

 

                                                      
130 〈中國宗教領袖呼籲國際社會維護宗教的純潔性〉，人民網，2000 年 8 月 30 日，參

http://www.peopledaily.com.cn/GB/channel2/17/20000830/208951.html， 2001年 5月 21日下載。 
131  〈官方批評梵蒂岡封聖行動〉，雅虎新聞， 2999 年 9 月 26 日，參

http://chinese.yahoo.com/headlines/000926/china/mingpao/ca22230ytxt.html，2000 年 9 月 27 日下
載。 

此外，國家宗教局亦批評教廷此舉「使實現中梵關係正常化的基礎受到嚴重損害」，參〈國

家宗教局發言人關於梵蒂岡「封聖」問題的談話〉，人民網，2000 年 10 月 1 日，參
http://www.peopledaily.com.cn/GB/channel1/10/20001001/257676.html，2000年 10月 2日下載。 

132  〈教界對梵蒂岡「封聖」表示憤怒〉，新華網， 2000 年 9 月 26 日，參
http://www.xinhua.org/htm/20000926/143119.htm，2000年 9月 27日下載。 

133 〈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關於反對梵蒂岡歪曲歷史擬宣佈
冊封所謂「聖人」的聲明〉，《天風》，2000年 10月，頁 7；丁光訓：〈支持中國天主教會的
愛國行動〉、羅冠宗：〈歷史不能忘記〉、韓文藻：〈我們千萬不能放鬆警惕〉，《天風》，

2000年 11月，頁 9至 11。丁光訓：〈忘記歷史就是背叛〉、韓文藻：〈歷史不容歪曲〉、陳
澤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徐如雷：〈中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容污蔑〉，《金陵神學

誌》，2000年第 4期，頁 12至 16。 
134 〈浙江宗教界召開座談會抗議梵蒂岡「封聖」反華行徑〉，中國網，2000 年 10 月 5

日，參 http://www.china.org.cn/ddd/58.htm，2000年 10月 9日下載；〈六省市天主教會殷行座談
會 ， 抗 議 梵 蒂 岡 反 華 的 行 徑 〉 ， 中 國 網 ， 2000 年 10 月 4 日 ， 參

http://www.china.org.cn/ddd/52.htm，2000年 10月 9日下載。 
135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人權狀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頁 41

至 44。另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 1995），中國網，參
http://www.china.org.cn/ch-book/jinzhan/ijinzhan.htm；《二○○○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中國
網，http://www.china.org.cn/ch-book/2000ren/2000r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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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三月，一位被指為「呼喊派」
136
背景，後成立了「全範圍教會」的家

庭教會領袖徐永澤在河南被捕。事件在國際社會引起廣泛討論，認為中國再次迫害基

督教。美國國會對此表示極度關注，指出中國若繼續進行宗教迫害，便反對延續中國

最惠國待遇。六月，國家宗教局長葉小文便就此發表評論，指西方以徐永澤事件攻擊

中國，是別有用心的。
137
由於事件與基督教有關，全國兩國主席及會長，羅冠宗、韓

文澡就此多次發表談話及中英文的聲明，指徐乃邪教分子，對徐的拘留，只是一起刑

事案件，駁斥有關宗教迫害的說法。韓及羅在七月四日又再發表聯合聲明，重申中國

沒有宗教迫害。
138 

 
一九九七年七月，美國國務院發表 “United States Policies in Support of Religious 

Freedom: Focus on Christian”報告，強調美國必須要支持宗教信仰自由，並責無旁貸的
在世界中扮演保衛宗教信仰自由的角色。內中特別指摘中國對宗教事務的壓制，違反

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
139
針對美國的指控，丁光訓又發表聲明，回應美國國務院的

報告。
140
九七年八月，中國國務院召開座談會，邀請宗教界領導及從事宗教研究學者

出席，駁斥美國的報告，指中國沒有宗教迫害。
141
十月，美國眾議院通過一條草案，

禁止所有替北京政府執行宗教迫害政策的官員及大陸官方宗教團體人士入境美國。
142

十月中，中國國務院發表《中國的宗教信仰自由狀況》白皮書，詳盡地從各個角度抗辯

中國沒有宗教迫害。
143
十一月，江澤民訪美，美國眾議院共和黨領袖又在一次早餐會

上，向江遞交一封信，要求他運用影響力，盡快釋放 30 多名因宗教信仰而被捕的大陸
公民。

144 
 
二○○一年五月，美國國務院國際宗教事務委員會發表《國際宗教自由報告》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再次批評
中國的宗教政策，並把中國政府取締法輪功視作宗教迫害。

145
而在新近二○○二年度

報告中，則指中國政府對宗教自由及良知自由的尊重一貫惡劣（remained poor）。146
針

                                                      
136 「呼喊派」是八十年代開始在國內流行的基督教派別，其影響深受李常受影響。中國

政府多次取諦其活動，國內三自教會一般視之為異端。參靖玖瑋：《異端邪教面面觀》（上海：

中國基督教協會，2002），頁 122至 124。 
137 “Charges of Religious Persecution ‘Groundles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ne 10 

1997. 
138 〈中國基督教協會會長韓文藻博士就所謂中國的「宗教迫害」事件發表聲明（1997年

6月 23日）〉，《天風》，1997年 8月，頁 6。“CCC/TSPM Heads Reaffirm Policy of Religious 
Freedom,” Amity News Service 6:7-8(1997): 6. 

139 “US Attacks State Control of Religi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ly 23 1997. 
140 “Statement by Bishop K. H. Ting on ‘United States Policies in Support of Religious 

Freedom: Focus on Christian’,” Amity News Service 6:7-8(1997): 20. “CCC/TSPM Heads Reaffirm 
Policy of Religious Freedom,” Amity News Service 6:7-8(1997): 6. 

141 〈宗教界人士和宗教學者舉行座談會，批駁美國務院對中國宗教收況的歪曲〉，《人
民日報》，1997年 8月 7日。 

142 〈美擬禁中國宗教官員入境〉，《快報》，1997年 10月 2日。 
143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宗教信仰自由狀況白皮書》，全文刊《大公報》，1997

年 10月 17日。 
144 〈美促釋放 32宗教人士，北京稱不犯法不起訴〉，《明報》，1997年 11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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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來自美方的批評，除了中國政府的反駁外，
147
中國宗教界人士亦表達了強烈的抗

議。
148 
 
題然，中國與西方在近年就人權及宗教問題的爭議愈趨白熱化。葉小文指出：

「一九九六年以來，美國在繼續炒『西藏問題』的同時，又出現了一股攻擊『中國迫害

基督教』的反華浪潮」。
149
為此，葉小文先後在九七年七月及九八年二月，以國家宗

教事務局局長身分訪美，對有關指控作出答辯。
150
葉氏在二○○一年應邀在香港訪問

時，亦特別強調中國宗教界正享受「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並稱對宗教界來說，「這

是當之無愧的『黃金時期』」。
151 

 
爭取宗教信仰自由的落實 

 
中國教會與政治的關係上亦非鐵版一塊，針對宗教信仰自由未能落實的地方，基

督教界亦有據理力爭。例如丁光訓便嘗試通過多種途徑，包括與人大政協會議及與黨

國領導人見面等，提出政府未能落實宗教自由的問題。 
 
  八十年代問始，丁光訓便抗議地方幹部「越俎代庖，獨斷專行」，介入教會內部事

務的問題。他指出，許多地方的幹部，在事實上已經干涉了教會的人事。例如規定「非

宗教職業人員不得履行宗教職務」，便違反了基督教重視平信徒及義工的傳統。而「三

定」（定片、定點、定人）政策的頒佈，要求教牧人員在外縣、外市、外省講道，也要

得到原地政府宗教事務部門的同意。更嚴重的是，牧師及傳道人的委派必須得到政府

宗教事務部門的批准，調入教牧人員又要經政府的同意。
152
教會領袖（牧師、委員、

祕書長、辦公室主任）人選，既「由幹部說了算，教會毫無發言權」，結果，出現了幹

部任命自己所信賴但卻「無宗教修養或名聲很壞，甚至教外的人」，成為教會的領袖。
153
這些為信徒所不齒，並且聲名狼藉的「積極份子」，「代替政府幹部發號施令」，

實際上就是「把共產黨員從宗教事務部門調進教會做無神主義的教會領袖」，丁氏不得

不發出慨嘆：「這種事還少嗎？」
154
難怪別人挖苦稱中國教會是「官辦」的教會，「完

全不像教會」，令信徒痛心。這樣，教會又怎能管好、辦好呢？
155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China, http://www.state.gov/g/drl/rls/2002/13870.htm，2002年 11
月 11日下載。 

147  〈 宗 教 報 告 詆 毀 中 國 〉 ， 雅 虎 新 聞 ， 2001 年 5 月 3 日 ， 參

http://www.chinese.yahoo.com/headlines/010503/china/ycwb/yab503b003txtzhxw01050302.html ，

2001年 5月 18日下載。 
148 〈五大宗教負責人抨擊美國報告顛倒黑白，中國宗教信仰自由不容詆毀〉，雅虎新聞，

2001年 5月 7日，參 http://chinese.yahoo.com/headlines/010507/china/chinapress/050610dtxt.html，
2001年 5月 18日下載。 

149 葉小文：〈代序：有理、有利、有節地反擊美國反華勢力在宗教問題上對我的攻擊〉，
《把中國宗教的真實情況告訴美國人民––––葉小文答問錄》，頁 2。 

150 《把中國宗教的真實情況告訴美國人民––––葉小文答問錄》。 
151 葉小文：〈中國宗教的百年回顧與前瞻〉，頁 11。 
152 〈丁光訓反對廣東宗教政策〉，《百姓》，第 187期（1989），頁 18。 
153 丁光訓：〈在全國政協八屆一次會議上的發言––––圍繞黨的一個中心，使宗教工作為

改革開放提供有利環境〉，頁 4。 
154 〈丁光訓反對廣東宗教政策〉，頁 18。 
155 丁光訓：〈在中南海參加李瑞環同志召開的宗教界春節座談會上的發言〉，《宗教》，

第 25期（1994年 6月），頁 3。丁在九一年與江澤民見面時也說：「敵人攻擊我們為『官辦宗
教』，而國內也有人說：『我們就是官辦，黨的領導就是官辦，要理直氣壯地官辦。』這是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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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幹部插手教務，甚至「以政代教」的情況，也是屢見不鮮的問題。例如有某縣

宗教事務科規定每期洗禮名額為四十名，一次該縣的基督教三自愛國會舉辦慕道班，

經過信德考核後有四十一位慕道友符合受洗入教的條件，三自會極力爭取擴大洗禮的

名額未果，只得按出生日期把年齡最小的一個去掉。某地又規定縣城基督教會每週只

能舉行一次宗教活動（星期日或星期六），對教會傳統的禱告會、查經會、婦女聚會全

然不顧，並作為抵制基督教發展的經驗而加以宣揚。
156
這些干預及橫加限制教會正常

教務的情況，自然大大削弱了愛國宗教團體的作用及其對信徒群眾的凝聚力。 
 
再者，丁氏又特別針對地方幹部動輒以未登記為理由取締家庭聚會的問題，指出

這種以行政命令手段來剝奪信徒合法權益，用種種藉口不讓進行正常宗教活動，用不

予登記的辦法使許多宗教活動場所淪為非法的做法，結果不是家庭聚會的消失，而是

迫使其轉入地下，「燃起狂熱的信仰和傳教活動，對黨和政府則加強了對抗情緒」。
157

「其實，哪裡取締得了呢？你取締它一個，它化為三個、四個，轉入地下。今天既然

談不上消滅宗教，那麼，當然是讓宗教在地上比在地下好」。
158
丁光訓反對一味的取

締，他提出，只要這些家庭聚會不反黨、不反對社會主義，就有其存在的地位，可以

促使兩會方面的教堂在辦好教會上同他們競爭。至於他們與兩會的關係，就「只能等

待，不能勉強」。
159 

 
我們可見，在八十年代後期，包括基督教界在內的宗教界人士，一致致力推動「政

教分開」原則的落實。
160
正如已身故的沈以藩（當時擔任中國基督教協會會長）說，

要讓教會在人事、財產、經濟、組織、行政、事工等各方面，獲得更多的「自主權」。

教會自主權的增加，並不意味著削弱了黨的領導，反倒是防止地方幹部在「行政領

導」、「加強管理」的名義下，限制信徒的宗教信仰自由，干預甚至包辦代替教會內部

的事務。
161
基督教界在「政教分開」方面的訴求，恰好反映出其受到黨國干預的問題。

162
不過，有關「政教分開」的討論，在近年卻較少提及。 

 

五、小結 
 
本質主義的誘惑與迷思 

 
當我們在威權主義體制的國家社會下，思想政教關係的課題時，必須避免本質主

義的誘惑。所謂本質主義，包括兩個不同的傾向：其一，是堅持「政」「教」互不相干，

                                                                                                                                                        
大信徒接受不了的。」丁光訓：〈與江澤民同志會見時的發言〉，全文刊《橋》，第 50期（1991
年 12月），頁 12。 

156 沙廣義：〈愛國宗教組織的作用不可替代〉，《宗教》，第 19 期（1991 年 5 月），
頁 46。 

157 〈丁光訓反對廣東宗教政策〉，頁 17；丁光訓：〈與江澤民同志會見時的發言〉，頁
12。 

158 〈正確處理宗教問題––––丁光訓委員發言〉，頁 11。 
159 〈丁光訓反對廣東宗教政策〉，頁 17。 
160 〈政教要分開––––丁光訓八八年在全國人大的發言〉，頁 19。 
161 沈以藩（慕溪）：〈談談理順關係的問題〉，頁 14。 
162 一位基督教人士指出，教會根本「沒有能力去干預教育等應由政府管理的事業」，相

反，政府權力對宗教的內部事務，卻常有干預。參江曄：〈希望看到進一步分析宗教政策的文

章〉，《宗教》，1998年第 3、4期，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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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面對信奉無神論的政權，本質主義者認為教會與政府有任何交往，都是出賣信

仰的表現。其二，是認定教會既然面對非民主的政權，應當實踐使命，「寧為玉碎，不

作瓦存」，發出其先知聲音，與政權對抗到底。 
 
但當我們從現實的政教關係切入，一方面可以明白，中國共產黨即或是信奉無神

論，但是在實用主義的指導下，卻必須揚棄消滅宗教的極端主張，並且接納宗教在中

國社會「長期存在」的事實。如此，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若干程度上，確是有利於

基督教發展的憑藉與基礎。另方面，我們亦可看見，黨國在落實宗教政策的同時，也

沒有放棄對宗教事務的管理與調控，由此形成制約基督教發展的條框。 
 

與此同時，我們在討論宗教信仰自由問題時，亦不能低估基層幹部如何落實政策

的因素。由於長久以來的教條主義及「左」傾路線，不少幹部視宗教為洪水猛獸，作出

諸多（甚至是不合法的）限制。此外，地方幹部對於不少與愛國宗教組織保持距離的信

仰群體，更懷有極大的戒心，恐防其組織性會發展成為邪教組織。這些都是基層幹部

在落實宗教政策時，難免傾向寧「左」勿右的原因。 
 

筆者不同意站在「全有全無」的角度來析論中國的宗教自由狀況，意思是：雖然現

時中國距離政教分離及宗教自由的原則的理想標準尚遠，但跟過去相比，無疑仍有一

些進展。那些片面宣稱中國只有宗教逼害，或謂在無神論政權下，宗教信仰自由遭受

嚴重踐踏，又或者認為黨國認可的宗教團體都是黨國工具，仰承上意，旨在消滅宗教

的說法，顯然是犯了以偏概全的先病。同樣地，宣稱中國公民可以充分享受宗教信仰

自由的言論，或中國的宗教團體在一切事務上均可獨立自主的辯詞，也是無視了黨國

對宗教團體及宗教信仰仍存在的介入及干預。唯有我們掌握中國政教關係的實況，始

能持平地了解基督教在國內的發展，包括其空間及限制。 
 
政教關係的調整與變化 
 

筆者在上文業已疏理了當代中國政教關係的特色，及其對基督教發展的影響。我

們可見，在近二十年來，由於經濟改革對黨國的「非意識形態化」洗禮，及其在中國社

會產生的種種非經濟性後果，特別是黨國對社會的控制能力較前為弱的調整，在在促

使那些官方認可的愛國宗教團體，獲得前所未有的活動空間，也形成了當前政教關係

的基本架構。 
 

  筆者深信，宗教實用主義仍將是黨國處理宗教問題的長期指導原則。江澤民在宗

教工作上的「三句話」：全面、正確地貫徹執行黨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強對宗教事務的

管理；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正是上述原則的具體表現。
163
最近關於

社會主義的宗教論的闡述，更進一步反映出這種實用主義傾向。黨國要求愛國宗教團

體必須站穩政治基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維護法律尊嚴、維護人民利益、維護

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一（「四個維護」）。在這個基礎上，教會必須回應「宗教與社

會主義相適應」的要求，「改革不適應社會主義的宗教制度，克服消極因素，發揚宗教

教義、教規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服務」。
164 

 
在黨國與教會關係方面，黨國主導與支配的格局仍是清楚可見的。因著宏觀歷史

                                                      
163 江澤民：〈高度重視民族和宗教工作〉，《新時期宗教工作文獻選編》，頁 249至 255。

另葉小文：〈認真做好新時期的宗教工作──學習江澤民同志關於宗教問題的論述〉，《中國

宗教》，1999年第 3期，頁 4至 7。 
164 國務院宗教事務局編：《宗教政策學習綱要》（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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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的制約，中國教會的生存基礎與活動空間在很大程度上由黨國主宰。但是，像基

督教全國兩會這樣的宗教團體，也曾朝著「教會化」、「教牧化」的方向改革，更多的

強化其「辦好教會」的職能。如此，教會領導亦更多地要求去維護信徒及教會的利益，

爭取其合法的權益不受侵犯。
165
近年，宗教團體已爭取到較前更多的自主權，但是，

在威權主義體制的統治形態下，要求政府完全不介入宗教事務，出現民主政體的政教

分離仍是不切實際。能夠真正落實「政教分開」，更好地理順教會與黨國的關係，已是

不容易了。另方面，愛國宗教團體及基層教會能否進一步完善自身建設，立足教會，

更多地滿足信徒的宗教需要，也是另一個關鍵的課題。 
 

  最後，教會／宗教與政治的關係上，政治處境不改變，教會／宗教的形態也不能

有所調整。因著中國教會的實況，我們難以期望其可成為改變政治的力量，在黨國的

威權主義體制下，教會／宗教在改變政治處境上是「無能」的。相反，近年黨國正積極

要求宗教界革新思想，以適應社會主義的發展，而基督教界的個別領袖，亦積極「利用

今天有利的政治條件」，來「促進宗教觀念本身的變革」。
166
在這種神學思想建設的

氛圍下，完全實用主義的政治化神學與極端基要主義的虔修神學，勢必各走極端，這

對中國神學建構而言，顯然不是健康的趨向。
167
而全國兩會如何處理「政治化」與「教

會化」間的張力，更是密切影響基督教未來的發展。 
 

按著現時中國政治社會的處境，黨國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仍將堅持其一黨專制的

統治形態。然而，改革開放政策的推行與深化，卻同時在社會領域產生了翻天覆地的

變化，出現了黨國也不能完全控制的局面。政治保守與經濟開放的張力與矛盾，在近

十多年間業已清楚突顯出來，黨國如何處理有關的張力，將成為影響二十一世紀中國

發展的關鍵課題。而黨國與社會關係的調整，也將密切影響中國教會的發展空間。隨

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政教關係的格局也將進一步呈現轉變。168 
 

展望中國政教關係的發展，關鍵仍在於黨國與社會關係的調整與變化。而在現階

段要拓展宗教信仰自由的空間，最有效的途徑，莫過於進一步提昇各級幹部素質，並

且完善法制建設，落實依法治國，使宗教群眾的合法權益得到充分保障。當然，長遠

而言，中國社會能否建立法治基礎，並保障人民的思想、言論及結社自由，也將大大

影響宗教信仰空間的開拓。筆者同意瞿海源的說法：「宗教自由的分際尚需自由民主的

制度和多元化的社會來支持」
169
。 

 
 

                                                      
165 邢福增：〈中國教會與黨國的關係––––八十年代迄今愛國宗教團體的改革〉，《當代

中國政教關係》。 
166 丁光訓：〈調整宗教觀念的呼喚〉，《人民政協報》，1998年 9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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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現行中國宗教行政法規、規章 
 
1. 全國性宗教行政法規 
 
〈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 1994年 1月國務院 144號令發佈 
〈宗教活動場所管理條例〉 1994年 1月國務院 145號令發佈 
〈宗教事務條例〉 2004年 12月國務院 426號令發佈 
 
2. 國務院部門規章 
 
〈宗教社會團體登記管理實施辦法〉 1991年 5月國務院宗教事務局、民政部印發 
〈宗教活動場所登記辦法〉 1994年 4月國務院宗教事務局發佈 
〈宗教活動場所年度檢查辦法〉 1996年 7月國務院宗教事務局發佈 
〈宗教院校聘用外籍專業人員辦法〉 1998 年 11 月國家宗教事務局、國家外國專家

局、公安局頒發 
〈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

定實施細則〉 
2000年 9月國家宗教局頒佈 

 
3. 綜合性地方宗教法規 
 
〈新彊維吾維自治區宗教事務管理條例〉1994年 7月新彊 8屆人大常委 9次會議通過 
〈上海市宗教事務條例〉 1995年 11月上海 10屆人大常委 23次會議通過 
〈黑龍江省宗教事務管理條例〉 1997年 6月省 8屆人大常委 28次會議通過 
〈海南宗教事務管理條例〉 1997年 9月省 1屆人大常委 31次會議通過 
〈廣州市宗教事務管理條例〉 1997年 9月省 10屆人大常委 36次會議通過 
〈重慶市宗教事務管理條例〉 1997年 10月市 1屆人大常委 4次會議通過 
〈浙江省宗教事務條例〉 1997年 12月省 8屆人大常委 41次會議過 
〈吉林省宗教事務條例〉 1997年 12月省 8屆人大常委 35次會議通過 
〈遼寧省宗教事務管理條例〉 1998年 11月省 9屆人大常委 6次會議通過 
〈安徽省宗教事務條例〉 1999年 10月省 9屆人大常委 12次會議通過 
〈深圳經濟特區宗教事務條例〉 1998年 10月市 2屆人大常委 27次會議通過 
〈四川省宗教事務管理條例〉 2000年 5月省 9屆人大常委 16次會議通過 
〈廣東省宗教事務管理條例〉 2000年 6月省人大常委會頒佈 
〈貴州省宗教事務管理條例〉 2000年 7月省 9屆人大常委 17次會議通過 
〈山東省宗教事務管理條例〉 2000年 8月省 9屆人大常委 16次會議通過 
〈湖南省宗教事務管理條例〉 2000年 9月省 9屆人大常委 18次會議通過 
〈陝西省宗教事務條例〉 2000年 9月省 9屆人大常委 18次會議通過 
〈濟南市宗教事務管理條例〉 2000年 9月市 12屆人大常委 16次會議通過 
〈湖北省宗教事務管理條例〉 2001年 1月省人大常委會頒佈 
〈江蘇省宗教事務條例〉 2002年 2月省 9屆人大常委 28次會議通過 
〈北京市宗教事務條例〉 2002年 7月市 11屆人大常委 35次會議通過 
〈河北省宗教事務條例〉 2003年 7月省 10屆人大常委 4次會議通過 
 
4. 綜合性地方政府宗教規章 
 
〈廣州市宗教事務行政管理暫行規定〉 1987年 4月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頒佈 
〈甘肅省宗教事務管理暫行規定〉 1991年 11月省人民政府廿一次常務會議通過 
〈西藏自治區宗教事務管理暫行辦法〉 1991年 12月區人民政府常務會議通過 
〈湖北省宗教事務管理暫行規定〉 1992年 10月省人民政府常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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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壯族自治區宗教事務行政管理暫行規

定〉 
1994年 3月區人民政府一次常務會議通過 

〈寧夏回族自治區宗教事務管理暫行規定〉 1994年 6月區人民政府發佈 
〈雲南省宗教事務管理規定〉 1997年 12月省人民政府卅九次常務會議通過 
〈江西省宗教事務管理辦法〉 1998年 1月省人民政府七十九次常務會議通過
 
5. 單項地方宗教法規 
 
〈河南省宗教活動場所管理辦法〉 1991年 8月省 7屆人大常委 23次會議通過 
〈青海省宗教活動場所管理規定〉 1992年 8月省 7屆人大常委 28次會議通過 
〈山東省宗教活動場所管理辦法〉 1993年 11月省 8屆人大常委 4次會議通過 
〈天津市宗教活動場所管理辦法〉 1994年 2月市 12屆人大常委 6次會議通過 
〈武漢市宗教活動場所管理辦法〉 1994年 7月市 9屆人大常委 9次會議通過 
〈成都市宗教活動場所管理辦法〉 1995年 7月市 12屆人大常委 12次會議通過 
〈昆明市宗教活動場所管理辦法〉 1998年 11月市 10屆人大常委 16次會議通過 
〈寧波市宗教活動場所管理辦法〉 1997年 3月市 10屆人大常委 30次會議通過 
〈廈門市宗教活動場所管理規定〉 2000年 1月市 11屆人大常委 22次會議通過 
 
6. 單項地方政府宗教規章 
 
〈廣東省宗教活動場所行政管理規定〉 1988年 3月省人民政府公佈 
〈新彊維吾爾自治區宗教活動場所管理暫行規則〉 1988年 5月區人民政府 11次常務會議通過
〈河北省保障天主教正常宗教活的規定（試行）〉 1989年 5月省人民政府頒佈 
〈新彊維吾爾自治區宗教活動管理暫行規定〉 1990年 8月區人民政府 96次常務會議通過
〈新彊維吾爾自治區宗教職業人員管理暫行規定〉 1990年 8月區人民政府 96次常務會議通過
〈浙江省宗教活動管理規定〉 1992年 4月省人民政府頌佈 
〈陝西省關於外國旅游者到宗教活動場所從事宗教

活動的暫行規定〉 
1992年 5月省旅游局頒佈 

〈福建省宗教活動場所登記管理暫行規定〉 1992年 9月省人民政府頒佈 
〈貴州省宗教活動場所管理辦法〉 1992年 12月省人民政府發佈 
〈河北省宗教活動場所暨宗教教職人員管理規定〉 1993 年 5 月省人民政府 136 次常務會議通

過 
〈四川省宗教教職人員管理規定〉 1993 年 10 月省人民政府 15 次常務會議通

過 
〈遼寧省宗教活動場所管理規定〉 1993 年 11 月省人民政府 22 次常務會議通

過 
〈陝西省實施「宗教活動場所管理條例」辦法〉 1994年 4月省人民政府發佈 
〈安徽省宗教活動場所管理實施辦法〉 1994 年 10 月省人民政府 52 次常務會議通

過 
〈上海市宗教活動場所管理規定〉 1995年 5月市人民政府發佈 
〈湖南省實施「宗教活動場所管理條例」辦法〉 1995 年 11 月省人民政府 99 次常務會議通

過 
〈內蒙古自治區宗教活動場所管理實施辦法〉 1996年 1月區人民政府通告 
〈蘭州市宗教活動場所管理辦法定〉 1996 年 11 月市人民政府 18 次常務會議通

過 
〈天津市宗教教職人員活動管理辦法〉 1997年 10月市人民政府頒佈 
〈上海市宗教印刷品管理辦法〉 1997年 12月市人民政府發 
〈江蘇省實施「宗教活動場所管理條例」辦法〉 1998 年 10 月省人民政府 14 次常務會議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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