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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宗教信仰与社会治理

于丽娜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所

[摘要]宗教体系主要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无形的精神属

性的内容，一方面是有形的宗教组织。它们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

无形的宗教文化资源在维护社会道德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有形的

宗教组织为我国的社会慈善事业添加了活力。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宗

教信仰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社会应给予它足够的理解和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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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宗教？

什么是宗教，似乎没有人能够说得很清楚，对于它的理解因人而

异，对于它的定义因研究角度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对什么是宗教的研

究和描述形成了多元化的趋势。对宗教的定义，“在近代宗教学中，有

三种研究方法最有影响，一是宗教人类学和宗教历史学，二是宗教心

理学，三是宗教社会学。它们对宗教的本质和基本特性的看法各有侧

重。第一种是以宗教信仰的对象（神或神性物）为中心；第二种是以宗

教信仰的主体（人）为中心；第三种则是以宗教信仰的环境（社会）为中

心。”[1]第一种以宗教信仰的对象为中心的研究有两个趋势，一是认为宗

教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就是对一种超世而具有人格力量的崇拜，这种力

量或称为神灵、或称为精灵。另外一种看法认为不是所有的宗教都信奉

具有人格化的超人力量，例如儒教就不是崇奉人格化的神灵。所以这类

学者认为宗教崇奉的对象是一种“神圣事物”，是不同于普通世俗事物

的事物。第二种意见主要是从信仰主体以个人的主观体验作为宗教的本

质。持这种看法的主要是宗教心理学家，例如詹姆士就认为宗教就是个

人对于神圣对象的感情和经验。第三种是以宗教的社会功能来规定宗

教的本质。这种看法是从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什么作用，有什么社

会功能的角度来规定宗教。以上所列的定义都很有道理，但是无论哪个

定义都会使人有种管中窥豹的感觉，大家很难达成一个共识。

总的来说，宗教体系主要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宗教的精神属性，

即宗教的思想观念及感情体验等，这是宗教无形的层面。另一个层面是

宗教的社会属性，即宗教在社会中具象化的存在——宗教组织，这是宗

教有形的层面。无论是它无形的宗教观念，还是它有形的宗教组织，都

与人类的文化领域和现实社会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紧密联系。例如我

国古代社会的佛教与道教对文化艺术的影响。我们最熟悉的是佛教寺

庙和道教宫观等，还有如云岗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等各种佛教遗址，

都成为人类伟大的文化遗产。同时，宗教伦理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了积极

的影响，例如基督教的“摩西十诫”以及佛教的清规戒律都体现了扬善

抑恶的道德原则，劝诫人们发扬善的美德。

二、什么是社会治理？

治理的理论源于西方。西方的“治理”原为控制、引导和操纵之意。

20世纪末，西方学者赋予“治理”新的含义，主张政府放权和向社会授

权，实现多主体、多中心治理等政治和治理多元化，强调弱化政治权力，

甚至去除政治权威，企望实现政府与社会多元共治、社会的多元自我治

理。[2]治理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并不是

万能的，不能包揽所有的社会公共事务，也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需求，

必须向小政府方向改革。二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政府不再是治理中的

唯一主体，治理主体应该走多元化的路线，除了政府，鼓励公民及个体

或者以集体的形式广泛地参与到治理的过程中。三是构建合作的社会网

络体系。治理依靠公私部门，治理的运行依靠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政

府与非政府组织、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等多方面建立的合作社会网络

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

发生了深刻变动，社会管理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促使我国进行社会治

理体制的改革。我国借鉴治理理论及其理念，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

定》中首次提出了“社会治理”这一概念。“社会治理是指在执政党领

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吸纳社会组织等多方面治理主体参与，对社会

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3]有人对我国社会治理的特征进行了总结。

“一是强调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社会治理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

会组织、家庭、公民等方方面面力量通过协商协作方式实现对社会事务

的合作管理，是多元主体之间协商协调的持续互动过程。二是强调社会

自治。社会治理强调尊重社会成员的社会政治权利，主张激发社会成员

的权能，使社会成员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拥有发言权、选择权和影响力；

强调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组织和社区的自治功能，构建政府管理与社

会自治相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

制。三是强调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加强心理疏导、思想引导、情感激

励，综合运用法律、经济、市场、道德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四是强调协商

互动。社会治理需要政府部门、企业、社会组织、公民等多种社会主体

之间进行广泛沟通、交流、协商、合作，有效应对各种社会危机、调节各

种利益冲突、提高社会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质量。”[4] 

三、宗教与社会治理

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宗教资源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存在大有可为

的空间。

（一）宗教体系中无形的文化资源在维护社会道德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

道德是达到社会治理目的的一种手段。从宗教是一种文化的角度

看，宗教在社会治理中能够发挥道德功能。宗教不是道德的根源，但是

宗教与道德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是宗教信仰的对象具有一定

的道德属性，甚至是其不可或缺的本质规定性。例如，佛教的创始人释

迦牟尼，就具有道德人格。释迦牟尼本为北印度迦毗罗卫国的太子，有

着优越的生活环境。而他并没有沉醉于自己优越的生活。他在几次出宫

郊游时，亲眼目睹了生老病死等人世间的种种苦难，于是离开迦毗罗卫

国去寻找人世间苦难的解救之道。释迦牟尼此举就具有道德的意义。因

为释迦牟尼出家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世间众人苦难的解救之道才

出家修行的。不仅佛教的释迦牟尼有着道德属性，基督教信仰的上帝或

耶稣基督也具有明显的道德人格，耶稣受难这一事件将他的道德属性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他的这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就是最

崇高的道德体现。由此，宗教的崇拜对象成为一个道德模范，对人们遵

守道德标准起到了激励和引导的作用。

另外，在宗教的教规戒律中有许多与世俗道德相一致的内容。如基

督教中的《摩西十诫》中，“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

盗、不可作假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等教

规，再如佛教中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无

一不与世俗社会的道德标准相吻合。伊斯兰教要求穆斯林不仅自己要仁

慈、行善，而且还要嫉恶如仇，从善如流。这些宗教伦理在宗教实践中

严格约束着信教群众的行为，教导信徒追求善的品质，抛弃恶的糟粕，

促使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遵纪守法，诚信友爱，与人为善。宗教道德强化

了世俗的道德标准。在这个过程中，宗教更多地依赖的是一种超自然力

量对人们心理上的激励或威慑。宗教的威慑作用使这些道德标准内化为

自己内心主动的追求，从而自觉地做出符合道德标准的行为。宗教的这

种威慑作用较法律的强制作用更为有效。

宗教在以教规戒律要求信徒的同时，信徒自身所具有的向善的品

质，形成一种正能量影响着周围的人，使社会中更多的人吸收这种能量，

共同创造积极和谐的社会氛围。这也是宗教教化功能在社会中的实践。

然而直到今天，我国社会及民众对宗教仍心存偏见，未能以正常的眼光

审视它，而是更多地强调宗教的消极作用，却忽视了它的积极作用。要

想宗教的教化功能发挥最大化，我们整个社会应该给予宗教足够的理

解和宽容。

目前，我国经济发达，人民水平大幅提高，然而，社会风气败坏，拜

金主义成为时尚，社会出现了信仰危机，各种道德问题和社会问题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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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忧。我们如何营造一个良好的、健康的社会环境，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而利用宗教道德中的有利因素来纠正不良的

社会风气也未为不可。当今社会，有学者提出儒教的概念，奉儒家为儒

教。一时之间，学术界争论声不断。我们暂且不论学术界的争论，不管

是儒学还是儒教，实际上是对中国社会需要重建正确价值观的一种回

应。加强宗教道德建设不仅有望推动我国各宗教更加健康的发展，也有

望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做出更为卓越的贡献。

（二）宗教体系中有形的宗教组织在社会慈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特征。社会组织是参与

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宗教组织作为宗教存在的载体，是一个具有宗教

性和社会性的社会组织，必然是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中重要的一份子。慈

善事业是宗教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我国的宗教团体或宗

教慈善组织参与了许多公益慈善事业，尤其是在赈灾救灾、扶贫济困、

捐资助学、医疗卫生等活动中，宗教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我国公

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增添了活力，为政府减轻了负担。在我国几次重大的

灾难事件中，宗教组织都参与其中，表现出了高度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社

会服务能力。如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宗教界捐款捐物达7亿元之多，

并积极参与伤员搜救、医疗救助、心理辅导等工作。2010年青海玉树大

地震，当地23所藏传佛教寺庙2000多名僧人自发组成多支抢救队，抢救

出600多名被埋人员。[5]正是认识到了宗教在社会慈善事业中的作用，国

家宗教局于2012年出台了《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

意见》，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事业，引导宗教在社会发展中

更好地发挥作用。

实际上，宗教与慈善的兴起有着不解之缘。宗教是慈善重要的思

想源泉，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包含了扶危济困、救苦救难、慈悲行善的思

想，并成为宗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提供的慈善服务在社会发展

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慈善也促进了宗教教化功能的实现。更为重要的

是，宗教组织在应对灾难时，不仅仅能够捐钱捐物，帮助受灾地区重新

恢复日常生活，而且能够为灾后的人们提供心理辅导，帮助人们精神和

心理的恢复。这也是宗教组织在提供慈善服务中较其他社会组织不同

之处以及优势所在。

但是，我国宗教界的力量还未引起社会充分的重视，宗教慈善事

业的自身潜力还不曾完全发挥。根据1996年的统计，美国约有宗教机构

35万个，占所有非赢利机构总数的20%、所有慈善机构总数的30%，但其

所获捐款却占全国慈善总额的60%。在台湾，佛教界的慈济医院堪称一

流，天主教的辅仁大学雄踞私立榜首。可以说，宗教组织在慈善活动中

效率之高、成本之低以及道德声誉之隆都有目共睹。[6]然而，我国宗教慈

善的发展还面临一系列的问题。例如宗教组织的身份问题。宗教慈善组

织由于其本身的宗教属性，在慈善事业中始终面临着身份尴尬的困境。

宗教组织在慈善事业中如何既能保持自身的宗教属性，又能超越其所依

托的宗教信仰，这是宗教慈善事业由于身份问题所带来的发展难题。再

如我国宗教慈善事业还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没有形成成熟的发展模

式，也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受限的重要原因。另外，现代社会网络发达，

信息传播速度较快，经常有些宗教组织的负面新闻曝光，对宗教组织的

形象产生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人们对宗教组织的信任，也会

对宗教慈善事业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宗教组织在社会慈善事业中的重要

作用，宗教组织的负面新闻只是个别现象；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宗教慈善

事业的管理，促进宗教慈善事业逐步建立起成熟的运行模式，最大限度

地鼓励和激发宗教组织作为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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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和经费预算。二是前期准备。将项目建设方案向

党委、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进行汇报与协调，对项目建设的文化资源进

行提前收集与准备，对项目建设的人才进行提前的联系调配，在有条件

的情况下还可以提前编制创作剧本，展示预计效果，确保创作项目获

得党委政府的认可和支持。三是抢先占领。由于非馆藏文化资源的共享

性，导致文化开发项目的同质化。因此，快速抢占地方文化建设发展“领

地”，抢先做好地方文化建设精品展览，抢先提出地方文化精品创作课

题，抢先形成爱国爱乡教育良好示范效应的“占领”战略应成为档案文

化精品生产的必要手段。通过档案文化精品成功创作所产生的良好成

效，凝聚鉴赏档案文化人气、形成档案文化氛围，实现档案文化建设的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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