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国南传上座部佛教与泰国政党的互动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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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69 年取代缅甸成为世界佛教徒联谊会总

部之后，泰国成为向世界传播佛教最主要的国家之

一，俨然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①。20 世纪 50 年代以

来，世界局势的变化在佛教界内部激起各种思潮，

泰国佛教界也进行了一系列的佛教改革运动。这些

佛教改革运动大多主张佛教徒积极参与世俗社会、
关心政治，引发了泰国佛教僧侣的分化。虽然当前

泰国宣传自己是一个世俗化国家，秉承政教分离的

原则，但实际上宗教始终是泰国政治生活中不可忽

视的因素，无论是政党选举还是政策制定，都要获

得广大宗教信众的支持，甚至一些法令法规都要以

宗教信条为原则才能很好地在泰国国内实行。宗教

对泰国国内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在政治文化

的建构过程中也有体现，尤其是在政党关系上。

摘要：在佛教徒占国内人数近 90%的泰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抛开以往“出世修行”的精神，开始“入世修

行”，积极参与泰国的社会活动、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泰国国内大小政党林立，政党之间党员频繁变换，各种

政治力量相互斗争排斥，加之宗教因素的影响，使得泰国民主制度建设变得异常艰难。泰国佛教与政治的互

动关系可以简单分为两个阶段：被动融入期和积极融入期。在这两种时期内，泰国宗教始终以显性影响模式

和隐性影响模式对政党构建产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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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teractions between Buddhism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Thailand
Wang Zhenli & Lin Jianyu

Abstract：In Thailand，where the number of Buddhists accounts for nearly 90% of the number of people，the
Buddhism disseminated from the southern part has thrown away the spirit of“the practice of exiting the world”，and
has started the“practice of entering the world”and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the social，economic，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of Thailand. The large and small political parties in Thailand，the frequent change of Party members，the
political forces struggle against each other，and the religious factors，mak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emocratic system
of Thailand very complex.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uddhism and politics in Thailand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passive integration and active integration. In these two periods，Thailand religion always plays a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by the dominant influence mode and invisible influenc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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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泰国宗教的发展与现状

（一）泰国宗教发展历史与改革状况

泰国是现今世界上唯一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

信众以上座部①佛教徒为主。泰国共有6450万人口，

其中90％以上的民众信仰佛教②，素有“佛教之国”
“黄袍之国”之称。除了国教佛教，还有一些少数民

族信仰其他宗教，例如马来族信奉伊斯兰教，还有少

数民众信仰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和锡克教。
根据相关资料表明，公元前 3 世纪，阿育王曾派

出使团到泰国南部传播佛教，最初传入的是上座部

佛教③。公元 3 世纪，扶南国对外扩张至整个中南半

岛中南部，也就包括今泰国大部，这就使得大乘佛教

在泰国北部、中部流传④。公元 6 世纪，扶南王国衰

落，泰国湄南河下游出现了一个孟人国家———堕罗

钵底国，佛教在泰国中西部盛行一时⑤。公元 7 世纪

以来，大乘佛教在泰国南部流传。11 世纪，缅甸和斯

里兰卡的上座部佛教传入泰国。公元 13 世纪，素可

泰王朝第三代国王兰甘亨宣布上座部佛教为泰国国

教。迄今为止，佛教在泰国流传已有 1700 年历史。
上座部佛教在泰国国内主要分为两种派别，分

别是大众派和法宗派。泰国佛教分为两派的时间大

约在 19 世纪后期。拉玛四世于 1883 年创立了法宗

派，当时该派只允许皇亲国戚和达官贵人加入，普通

平民没有资格加入⑥，因此，法宗派的僧侣人数非常

少。而没有加入法宗派的平民僧侣由于人数众多，

又要与法宗派相区别，因此称为“大众派”。两派的

区别主要是在戒律上，法宗派在戒律戒规上比大众

派要严厉，对僧人的管理也更加严格⑦。
到了 20 世纪初期，在拉玛九世的带领下，泰国

的佛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 20 世纪中期，世界佛

教复兴运动蓬勃开展，泰国的佛教影响力继续壮大。
到了 1962 年，沙立政府对佛教管理进行了一系列制

度改革，其中包括僧伽制度的改革等，使佛教处于国

家管理体系之内，以此促进佛教的进步与发展。
（二）泰国现代佛教的改革

进入 20 世纪之后，泰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

很大的改变。在城市中，一些新兴阶层开始出现，也

产生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价值体系，这些新兴阶

层开始提出自己的诉求，对传统佛教的一些规章和

仪轨产生怀疑和批判。在传统农村社区里，外来的

西方思想不断冲击古老的社区，境外宗教也不断积

极地往乡村里渗透，这都使原以信仰南传上座部佛

教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在面临

社会文化发生巨变的同时，佛教自身也开始寻求变

革以适应当前的社会状况，因此泰国南传上座部佛

教的一系列改革运动不断发生。在泰国出现了两种

不同方向的改革路线：一条是佛陀达沙（BUD－
DHADASA）和浮特迪克（Phothirak）等人所主张的佛

教改革，即打着回归佛教原始精神的旗号，革除上座

部佛教的陈规陋习，运用现代思想对佛教教义、教理

进行新的阐释；另外一条改革路线是特摩差侑

（Thammachyu）等人所提倡的改革方法，即以现代性

的方式进行佛教改革⑧。
佛陀达沙的思想在泰国的农村地区广受欢迎，

佛陀达沙和浮特迪克的改革思想主要集中在教义教

理、僧伽管理和政治主张等方面。
相比较于佛陀达沙的思想在农村地区流行，特

摩差侑的佛教改革思想在城市中获得了城市中产阶

级的支持。特摩差侑认为那种“出世的苦行”是对佛

陀精神的背离，他主张“入世的苦行”，即是鼓励信徒

积极参与现世的经济政治生活，在现世中践行佛陀

的精神。特摩差侑的思想让那些在城市中拥有财富

的中产阶级大为振兴，想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参与；而

那些从传统农村进入到城市的信徒们急需找到一种

理论慰藉，使他们更好地进入城市生活、参与社会政

治活动，可见特摩差侑的思想正好契合他们的需求。
从目前的泰国佛教改革运动来看，泰国的南传

上座部佛教正在积极地转变以适应当前社会的变

化，南传上座部佛教开始不断步入“尘世”，不断与人

①上座部佛教又称小乘佛教、南传佛教、巴利语系佛教，

是佛教三大分支之一，其余两个分支分别为汉传佛教和藏传

佛教。
②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泰国国家概况（数

据更新于 2015 年 7 月），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
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932/1206x0_676934/.

③张英：《东南亚佛教与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

社，1999 年版，第 57 页。
④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发展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

社，1996 年版，第 115 页。
⑤⑦孙广勇：《泰国佛教的起源及其现状》，《解放军外语

学院学报》1998 年第 3 期，第 79~82 页。
⑥1932 年之后允许普通民众加入法宗派。
⑧李勤：《近现代泰国佛教的世俗化趋向》，《云南师范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6 期，第 14~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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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勤：《近现代泰国佛教的世俗化趋向》，《云南师范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6 期，第 14~18 页。
②唐秀玲、李建光：《泰国的民主发展与政党定型分析》，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2 年第 3 期，第 103~106 页。
③思路：《从当前泰国的政治危机看泰国政党政治的发

展》，《东南亚》2006 年第 2 期，第 24~30 页。
④谭融、冯立洋：《论泰国的“政党跳槽”》，《天津师范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1 期，第 14~18 页。

类理性接轨，不断与社会潮流接轨，不断与现代科学

文化接轨，不断与俗世生活接轨①，这可以反映出南

传上座部佛教抛开以往“出世修行”的精神，开始了

“入世修行”，积极参与现实世界的社会活动、经济活

动和政治活动。

二、泰国政党的发展状况

（一）泰国政党的历史发展情况

大多数学者认为泰国的现代民主政治始于

1932 年———君主专制政体被推翻，泰国建立君主立

宪政制度。而泰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离不开泰国

政党的产生，正是泰国的政党推动了泰国的民主制

度进程。泰国政党的历史发展可分为 3 个阶段，第

一个阶段是从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可称为萌

芽期；第二个阶段是从 20 世纪中后期至 1980 年代

末，可称为缓慢成长期；第三个阶段是 20 世纪 90 年

代初期至今，可称为平稳发展期。
1. 萌芽期：20 世纪 20 年代至 20 世纪 40 年代

1924 年 2 月 5 日，留学法国的泰国学生组建了

泰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政党———民党，并在 1932 年 6
月 24 日成功发动军事政变，将泰国的君主专制政体

推翻，使专制政体转变为君主立宪政制，组建了一党

执政的新政府。1933 年 11 月，泰国国内进行新政府

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选举，这次参与选举的政党只有

民党。1946 年 5 月 9 日，泰国颁布新宪法，这部新宪

法第一次出现关于政党的管理条款，允许在泰国国

内自由成立政党。于是，泰国国内涌现出进步党、民
主党、宪法党和人民党等政党，这标志着泰国进入真

正意义的政党政治②。
2. 缓慢成长期：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末

20 世纪中叶，泰国的军人发动政变并终止了国

家宪法。军人掌管的政府开始限制泰国国内的政党

活动，泰国政党的发展因而停滞。1955 年 9 月，泰国

颁布泰国历史上第一部政党法，该法令允许泰国国

内成立新的政党，泰国政党的活动得到恢复和发展。
但在 1958 年，泰国再一次发动军事政变，泰国政党

的活动又被禁止，泰国随后又再次取消政党法令。
1968 年，他依上台，颁布了新宪法和第二部政党条

例，这才使得泰国的政党恢复活动③。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泰国的自由民主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泰

国也随之进入了现代化民主进程当中。1974 年，泰

国颁布的新宪法和新的政党法令使政党活动再一次

恢复。在 1976 年的泰国国内大选中，民主党获得大

多数席位，并与泰国民族党、社会正义党和民族主义

社会党组建新的联合政府。到了 20 世纪八九十年

代，泰国的政党得到了相对自由的成长空间，但

1991 年，军人政府又再次对政党活动进行限制。
3. 平稳发展期：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至今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军人势力逐渐退出

泰国政坛，泰国进入文人政府领导的全面民主发展

时期。1992 年泰国举行大选，由团结正义党、泰国联

合社会行动党、国民党和公民党等政党组成了新一

届联合政府。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泰国存在各种大

小不一的政党，为了有效控制各种规模和势力较小

的党派以促进大党的产生和发展，一些党派结成同

盟或合并，使得民主党和新成立的泰爱泰党等成为

泰国国内两个重要的政党。2007 年，军人再次发动

政变，泰爱泰党、发展国家党和泰国国土党等政党被

解散，而且泰国政府不允许这些党派重新注册新党。
2011 年，泰国举行大选，为泰党获得大选的胜利。
2014 年，泰国国内爆发数次反政府运动，军人再次

发动政变、执掌政权，重新组建新政府，但是重新掌

权的军政府已经不再出台法规禁止泰国国内的政党

活动，泰国的政党活动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平缓发

展的时期。
综上所述，泰国在 90 多年的政党政治发展历程

中经历了从法规缺失到法规完善、从开放到禁止再

到开放等的一系列的变化动荡。特别是在军人政府

统治时期，频繁的“党禁”使泰国政党政治的发展“雪

上加霜”，一度几乎停滞，导致泰国政党政治发展缓

慢、政党体制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程度低于同等发展

水平的国家和地区④。如表 1 所示，在 20 世纪，每当

军人政府掌握国家政权时，泰国国内的政党运动都

被禁止。泰国长期的军人政府独裁破坏了国内政党

的发展进程，剥夺了政党努力完善政党组织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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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法律教育网：宪政专题之各国宪法，转引自谭

融、冯立洋：《论泰国的“政党跳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16 年第 1 期，第 14~18 页。

①泰国国内最大的反对党民主党没有参与 2014 年的大
选。

②③④⑤⑥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泰国国家
概况 （数据更新于 2015 年 7 月），http：//www.fmprc.gov.cn/web/
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932/1206x0_676934/.

的机会，使得这些政党没有相应的空间和时间培养

自己阵营的政治人才。

（二）泰国国内的主要党派

泰国国内的大小政党众多，根据 2014 年泰国大

选的情况来看，参加这次大选的政党共有 50 多个①。
虽然泰国国内政党数量较多，但有很大一部分是为

了大选而临时新成立的政党或是一些规模较小的政

党。在此，笔者主要对泰国国内 5 个较有影响力的

政党进行分析。
1. 为泰党（PHEUTHAIPARTY）

为泰党于 2007 年 9 月 20 日成立。为泰党的前

身是遭泰国宪法法院判决解散的人民力量党，现今

代理党首为威洛·鲍尹，秘书长是普坦·卫差亚猜，有

执委21人，在泰国全国设有 5 个支部，党员共有

134906人②。为泰党的主要支持者是泰国中部、北部

和东北部的普通中下层民众。
在 2011 年的大选中，为泰党提出提高公职人员

收入，增加乡村基金、减税、延期还债、廉价公交，

提高教育质量和福利主义等惠民政策，使得为泰党

在 2011 年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为泰党领袖英

拉·西那瓦（YingluckShinawatra）担任泰国总理，为泰

党在泰国国会中拥有下议员 264 名。2014 年，泰国

宪法法院判处英拉违反宪法章程，英拉随即被停职。
军方接管国家政权，为泰党对泰国的统治管理由此

结束。
2. 民主党（DEMOCRATPARTY）

民主党于 1982 年 6 月 11 日成立。现今党首为

阿披实·威差奇瓦，秘书长为朱蒂·格勒，执委有 34
人，在全国设有 175 个支部，目前党员共有 289.6 万

人③，民主党的支持者主要是经济水平较高的曼谷地

区及其周边城市的精英阶层。
民主党是泰国最大的在野党，其一贯政策趋向

于维持君主立宪制度、倡导人民民主、执行稳健的自

由经济政策、维护泰国中产阶级的利益。在 2011 年

的大选中，民主党在国会中拥有下议员 161 名。
2013 年，民主党的素贴在泰国国内掀起反对英拉政

府的示威活动，并宣称誓将“傀儡政府”拉下台。在

2014 年的大选中，民主党并没有进行参选，反而阻

碍选举活动的进行，并称 2014 年的选举活动是不合

法的。
3. 自豪泰党（BHUMJAITHAIPARTY）

自豪泰党于 2008 年 11 月 5 日成立。目前党首

是阿努廷·参威拉军，秘书长是萨沙扬·奇初，执委有

9 人，在泰国全国设有 5 个支部，党员共有 153087
人④。自豪泰党在2011年的大选中在国会拥有议员

33名。
4. 泰国发展党（CHARTTHAIPATTANAPARTY）

泰国发展党于 2008 年 4 月 18 日成立。目前党

首是提拉·翁萨姆，秘书长是潘贴·素里萨廷，执委有

11 人。在泰国全国设有 9 个支部，党员有26069人⑤。
泰国发展党在 2011 年的大选中在国会拥有下议员

19 人。
5. 为国发展党（CHARTPATTANAPARTY）

为国发展党于 2007 年 10 月 3 日成立。当前党

首是宛纳勒·参努军，秘书长是巴瑟·本猜素。为国

发展党在泰国全国设有 4 个支部，目前有党员

19589人⑥。为国发展党在 2011 年的大选中在国会

表 1 军人政府统治时期泰国宪法关于政党条款的状况

（1932~1991 年）

泰国宪法颁布时间

1932 年 6 月

1932 年 12 月

1946 年 5 月

1947 年 11 月

1949 年 3 月

1952 年 3 月

1959 年 3 月

1968 年 6 月

1972 年 10 月

1974 年 10 月

1976 年 10 月

1977 年 5 月

1978 年 12 月

1991 年 3 月

1991 年 12 月

有无政党合法性条款

无

无

有

有

有

有

—
有

—
有

—
—
有

—
有

有无党禁规定

—
—
—
—
—
—
有

—
有

—
有

有

—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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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晓：《论泰式民主的困境》，《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9 年第 5 期，第 143~147 页。

②姜立刚：《论泰国佛教的世俗化趋向》，云南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2005 年。

③④李勤：《近现代泰国佛教的世俗化趋向》，《云南师范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6 期，第 14~18 页。

拥有下议员 7 名。
泰国国内绝大部分的政党是政客们为参加大选

而临时拼凑的利益集团，他们每逢大选时都积极开

展各类政党活动以期在大选时争得一些席位，然而

选举结束后一些政党往往就解体，它们的党内组织

建设非常松散，许多政党甚至没有自己的党纲和基

层组织。另外，一些政党的成员组织观念淡薄，不少

政党的党员乃至党的领导人普遍对自身党组织缺乏

效忠意识，党员“变节”“跳槽”到其他党派的事情频

繁发生。虽然泰国的政党众多，但是较有影响力的

有几个，其他的一些政党争相与大党联合或合作，使

自己能在大选中获得一些选票。近年来，泰国的党

派竞争主要集中在为泰党与民主党之间，但是这两

党之间的竞争缺乏政治博弈中的宽容和妥协精神，

缺乏尊重惯例和非零和游戏规则的传统①，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泰国的民主化进程，也造成了近年来泰

国局势的动荡。

三、泰国宗教与政党的互动

泰国的佛教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无论在布道、
佛教组织还是僧人活动方面都发生了许多变化。特

别是自1932年进入民主政治社会以来，泰国的佛教经

历了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其中，泰

国佛教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佛教日渐世俗化、
政治化，与当今泰国的政治关系越来越密不可分。

在古代泰国，佛教就以神化王权的形式渗入国

家政治管理当中。近代以来，虽然泰国宪法规定“僧

人不得行使选举权”，泰国政府也宣称泰国是一个政

教分离的民主国家，但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毫不相

关，宗教与政治也并非完全脱钩，反而经常纠结在一

起。泰国佛教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可以简单地分为两

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称为被动融入期，指的是佛

教被动地纳入了国家官僚制度之中，主要的表现形

式就是佛教的僧伽组织结构与国家管理机构相融

合，僧伽组织成为政府机构的权力延伸，僧伽为国家

所服务，其佛教活动都处于国家的政治轨道之上；第

二个阶段可称为积极融入期，指的是佛教在国家层

面上承担了许多政治职责，协助官方完成一系列涉

及国家管理的任务，参与的政治活动日益增多，佛教

深深涉入世俗的政治活动中②，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

佛教开始寻求自己的政治诉求，积极参与政党活动，

并主张恢复僧人投票权，建立宗教政党。

（一）被动融入期

这一时期佛教与泰国政治的融入关系主要体现

在国家对僧伽的管理制度方面。1902 年，僧伽集体

初步形成系统化组织，泰国为了将僧伽为代表的佛

教集团置于从属的受控制的地位而颁布《僧人条

例》，首次建立了与当时的国家机构及行政区划相平

行的僧伽组织。这个僧伽组织的最高机构是大长老

会议，它由僧王和 4 位正议长以及他们的副职组成，

这就意味着僧伽组织初步被纳入了政府体系中，但

此时僧王及大长老会议仍享有独立权和自主权③。
泰国在 1932 年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国家之后开始了

一系列的管理制度改革，僧伽改革也包含其中。
1941 年，当时的政府颁发僧伽改革法令，僧王下设

立僧伽议会、僧伽内阁以及僧伽法庭，效仿三权分立

制度，意在平衡僧王的权力，并且规定僧王由总理府

提名、国王批准。这次的僧伽改革旨在将僧王的权

力分化，并将僧王及其僧伽组织进一步纳入到政府

管理之下。僧伽的再次改革是 1962 年沙立政府颁

布的《僧伽条例》。当时沙立政府出于在泰国全国实

行独裁统治的需要，取消僧伽议会、僧伽内阁以及僧

伽法庭的三权分立制度，权力回归大长老会议。法

令规定僧王由教育部宗教厅和大长老委员会提名，

国王批准。宗教事务局局长任大长老会议的秘书长，

并且秘书长可全面监察僧伽最高层的事务活动。另

外，政府还规定了区以上的僧职人员可领取政府薪

金，并有义务向同一级的地方官员通报情况④。从这

次沙立政府对僧伽组织的改革来看，僧伽组织已经

完全与政府机构紧密结合，僧王需要政府官员来提

名，而且政府官员担任僧伽组织最高权力机构的秘

书长，并管理、督查一系列宗教活动。僧人也能领取

政府俸禄，俨然成为政府办事人员。经过这次僧伽

改革，泰国政府在人事任命和财政上都实现了对僧

伽组织的全面控制。
从这一系列的改革中，泰国僧伽组织自上而下

地完全被国家纳入到行政官僚体系当中，而这样的

93



一种变革对佛教而言是被动的、不情愿的。自此，佛

教活动与政府活动紧密地拴在一起，政府便可以毫

不费力地指导僧伽的政策和行动，宗教被动地与国

家事务、政策活动和政治运动结合在一起。佛教僧

侣和组织政府动员、整合起来之后，佛教教义与教化

功能也与政府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教化逐渐地相融在

一起，僧伽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僧人也积极协

助官员完成一些政治或社区任务，担负起国家政治

的职责。如沙立政府时期，泰国边境地区的非泰人

部族问题已日益严重，为维护社会统一，泰国政府决

心利用佛教对民族共同体的整合力量，使泰国山地

民族、南部穆斯林民族和北部山区人民更好地融合

到整个泰国共同体之中。政府在这些地区积极推进

经济项目的同时，还鼓励僧伽们进入到山区中，深入

到“未能享受到佛理的黑暗中”，在那些地区搞起了

大规模的旨在加强人民对于佛教信从的“弘法计

划”，希望通过对佛教的皈依而使民族融合①。
（二）积极融入期

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佛教—国王”三位

一体国家意识形态被建立起来，泰国僧伽组织被纳

入国家官僚体系当中之后，越来越多的僧伽开始意

识到佛教教理与俗世责任的关系，他们会自觉或不

自觉地调整自己的社会角色，有意或无意地参与政

治社会活动。在这一时期，僧伽一反过去介入国家

事务当中的被动，而是主动去探寻他们在国家事务

中的角色和地位。随着佛教教派改革的推行，一些

激进的派系也开始寻求在国家政治活动和国家事务

管理中获取更多的参与权。例如，僧侣们积极地参

与各种社会政治运动，诸如法身寺运动、“静无忧”运
动以及一系列的“比丘运动”等②。在他信政府时期，

他信告诫僧侣们遵守佛教戒律、远离政治，并有意架

空僧王的权力。为此，他信政府在佛统府佛教城举

行特别会议，探讨“代理僧王”的议题。这一事件引

发泰国僧侣极其不满，大约 2000 多名僧侣在佛教城

进行示威集会，反对他信政府对僧王职位权力的不正

当利用③。面对佛教僧侣这样积极的“入世”活动，泰国

政府在不影响自身统治情况下，也乐于依靠僧侣来实

施政府计划、解决社会政治问题，进而促进泰国社会

安定、经济发展。但是，泰国政府的一个基本原则依旧

没有变化，即防止泰国政治宗教化。政府提倡、鼓励佛

教发挥“辅政”的作用，却不希望佛教僧人过多地介入

到政党斗争活动当中。但是，已经习惯介入政治生活

的宗教信徒们还是不能避免地踏进政府所规划的“禁

区”。
泰国佛教僧侣从最初的对政治活动的被动消极

态度转为积极投入的态度，这与泰国的经济社会变

化以及佛教教义改革运动是分不开的。随着泰国经

济的不断发展，泰国的新兴阶层迫切需要在政治上

有更大的作为，这些城市中产精英们大多也是佛教

徒，他们对佛教的保守教义表示不满，极力改革传统

佛教。另一方面，以浮特迪克和特摩差侑为首的佛

教教派强调政治与宗教的不可分割，主张参与政治

就是实践佛法，鼓励信徒参加政治活动、组织政党、
支持选举。这一教派虽然受到政府的监视和压制，

但其思想对泰国中产阶级有巨大的影响。在这些佛

教思潮变革中，佛教的激进思想便与一些政党的政

治主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一些僧人和信徒们开始

与政党领袖或成员交织在一次。佛教僧伽与政党人

士的交融能够为他们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一个直接的

途径，虽然政府明令禁止僧人参与政党选举，但是僧

图 1 1962 年《僧伽条例》颁布后泰国僧伽与

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宋立道：《神圣与世俗———南传佛教国家的宗

教与政治》，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11页。

①李宁、白璐：《佛教在泰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2 期，
第 65~69 页。

②详见黄云静：《泰国现代三波复兴比丘尼运动探析》，
《世界历史》2014 年第 3 期，第 75~91+160 页。

③张博：《1932 年民主革命以来佛教在泰国政治现代化
进程中的作用及影响》，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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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们通过支持相关政党，使他们的主张能够在政治

领域上有所体现。另外，通过与政党的联合，僧伽能

够获得更多的利益。虽然无论是泰国政府还是宗教

领袖都极力宣传宗教与政党是毫不相关的，泰国宪

法也明确规定僧人没有选举权、宗教不能干涉政治，

但是仍可以从泰国的一些政治事件中发现宗教与政

党的一些潜在的联系。
例如，泰国曼谷的法身寺是泰国最大、最富裕的

佛寺，佛寺内拥有大量现代化设施，泰国不少地位显

赫的政商界人物均是法身寺的信徒。据法国路透社

记者 AndrewR.C.Marshall 和 PatpichaTanakasempipat
报道称，法身寺牵扯上政治事件，不少泰国民众认为

法身寺与泰国著名的红衫军政党有染①。虽然法身

寺极力为自己辩护，但是泰国的民众显然并不相信

法身寺的一面之词，泰国前任总理他信就与法身寺

来往密切。日前，泰国政府欲以涉嫌洗钱和收受赃

款的罪名逮捕 72 岁的法身寺住持法胜法师。
另外，在每逢泰国举行大选时，政党之间的斗争

随之展开，而这时宗教的力量也犹如潜流一般影响

着整个大选的局势。以 2011 年大选为例，执政党位

置的争夺主要在为泰党的英拉与民主党的阿披实·
维乍集瓦（AbhisitVejjajiva）之间展开。从某种程度上

来说，此次大选与其说是英拉势力与阿披实势力之

间的对决，还不如说是“他信的农村”和“中产精英的

城市”之间的冲突，是乡村佛教教派与城市佛教教派

之争。为泰党的主要支持者集中在乡村社区之中，

而传统乡村社区一直是佛陀达沙派和特摩差侑派信

徒较多的地区；民主党的支持者多数是城市里的中

产精英们，而浮特迪克派的信徒们多数居住在城市。
再加上近年来一些僧侣从乡村寺庙移居到城市寺庙

之中，他们逐渐接受了城市中产阶级的思想。可见，

这表面上还是两个党派的斗争，可私底下一些僧人

也为他们所支持的政党展开各种拉票活动和竞争。
泰国的佛教僧侣不仅能够支持某一政党，他们

也能够煽动民众去反对他们反对的政党。例如，他

信政府下台之后，有研究者称他信政府最大的误区

在于“贪”和“霸”。他信的“霸”表现为泰爱泰党的强

势作风，这有悖于上座部佛教的温和文化传统，引发

了围绕在国王身边的军人、官僚、地方政客和城市中

产阶级的不满和抵制；另一方面，他信政府的“贪”更
为致命 ，这是违背了上座部佛教教义中的“贪诫”，
这让广大民众更加无法容忍。

四、泰国宗教对政党的影响

在中南半岛国家中，国家统治者都积极借助宗

教的力量增强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使得民众更加认

可政府的统治。宗教信徒是中南半岛国家值得重视

的群体，宗教群体对政权合法性评价具有特殊的意

义。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其价值观的先验性、排他

性和固执性上，以及利益追求的精神性，这对原教主

义者而言则尤为如此。在宗教信众看来，政治体系在

多大程度上具有合法性，主要取决于政治体系合乎

本教教义规范的程度②。因此，在泰国，每一个政党在

选举时都极力地迎合当地的宗教教派或与教派结盟，

来为自身赢得选票。虽然这些国家都禁止政党利用宗

教力量进行参选，实行政教分离的政策，严控僧人参

与政治活动，但是，在佛教徒占国内人数近 90%的泰

国，政党选举与宗教势力完全分离是极不可能的，也

难以实现的。目前在泰国，宗教与政党相互关联、影响

的互动关系模式可以简要地分为显性影响模式和隐

性影响模式。
（一）显性影响模式

1. 斋僧行善的政治色彩

在泰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教义规定僧侣不能

蓄财，僧侣需要接受百姓的布施和供奉。历代国王

继位后都要向寺庙捐献大量钱财，或者修建寺庙和

佛像等，王宫贵族也是通过这样的斋僧行善手段表

达对佛教的敬畏，目的就是通过施舍行善得到僧侣

的支持和神明的保佑，更重要的是通过佛教得到百

姓的认可，因为心性平和、乐善好施是民众的普遍道

德准则。在一些政党看来，这样一种向斋僧行善的

举动能够为他们赢得更多的赞誉和声望，在民众看

来，政党活动家积极参与到各种宗教行善活动当中，

一来可以美化自己的政治声誉，二来可以与宗教人

士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以得到他们的支持。
2. 出家为僧的政治意义

在以信奉南传上座部佛教为主的泰国，佛教在

民间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佛教传统和文化深入人

①《上万信众对峙泰国 600 军警，法身寺再度陷入舆论
漩涡》，大公佛教综合网，http：//bodhi.takungpao.com/topnews/
2016-06/3335508.html，2016 年 6 月 20 日。

②赵海立：《当前东南亚国家政治合法性分析》，王勤
主编：《东南亚蓝皮书———东南亚地区发展报告 （2013~
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版，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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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立道：《神圣与世俗———南传佛教国家的宗教与
政治》，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年版，第 66 页。

②吴之清：《贝叶上的傣族文明———云南德宏南传上座
部佛教社会考察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7 年版，第 103
页。

③四恶行：不杀生、不与而取、不奸淫、不说谎；四恶道：
贪欲、憎恨、无知、恐惧；六漏厄：饮酒、游手好闲、赶热闹（看
歌舞表演）、赌博、与坏朋友为伍、懒惰。

心。在泰国，男子一生中必须要出家一次，到寺庙中

去修行，这样才能算长大成人，这是佛教国家中一种

崇高的精神风尚，而且只有剃度出家的人才会受到

人们的尊敬，才被视为有责任担当的人。因为他们

在出家期间体会了宗教生活，修习了宗教实践、报了

佛恩，对日后就业、晋升和选举都有很大的影响。在

泰国历代王室成员中，尤其是国王剃度出家包含着

很强的政治意义和象征意义，借佛教赋以君王神圣

的色彩，通过修行达到神明与人的沟通，树立政治权

威；也表示王室对佛教的扶持以取得佛教的支持。
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中树立一种尊崇佛教的精神风

尚，形成佛教思想文化观念的主体性地位。出家剃

度为僧的做法在泰国政党之间尤为盛行。例如，泰

国民主党素贴为洗白“反政府人士”的标签，为民主

党下届选举塑造良好形象，于 2014 年 7 月剃度出家

为僧。
3. 资助参与政治

在泰国，商人想进入政界，都会先提高自己的社

会声望。最直接的手段是向寺庙布施、参加一系列宗

教慈善活动（赈济、建佛塔和出版佛教经典等）并获得

进入寺庙管理委员会、佛教监护委员会和其他宗教

组织、协会的资格。这都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名誉资本，

至少这有助于参加地方选举从而进入政界①。例如，泰

国前总理他信就是由商人从政的例子，他信通过不断

资助佛事活动而赢得了众多声誉。他与泰国法身寺

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虽然法身寺极力否认这一

事实，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信正是通过这样的举措来

获得了民众的赞赏和认可，进而使泰爱泰党在选举

中占有优势。
（二）隐性影响模式

1. 佛教传统对政党人员身份的影响

在以南传上座部佛教徒为主的泰国，人们对僧

侣及佛教徒是非常认可和尊重的。如果一名成年男

子曾经在寺庙里剃度出家，又虔诚地侍奉佛祖，那么

他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受到人们的尊重，在他上学或

工作中都会拥有许多的优势。因此在泰国，商界、政
府、警方高层领导以及政党党魁几乎都是佛教徒，实

际上，拥有佛教徒身份的党魁更能在选举中得到民

众的认可，而那些非佛教徒身份的政党人员在选举

时往往受到排斥和打压。
2. 佛教观念对政党人员思想和行为的影响

泰国民众主要信仰的是南传上座部佛教，南传

上座部佛教在社会民众中享有非常尊贵的地位，一

些佛教教义、教规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众，成为

他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判断的尺度。南传上座部佛

教的教义近乎原始佛教的教义，以“四圣谛、八正道、
五蕴、十二因缘”为根本理论，用“缘起论、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的思想贯穿起来，主张修善积德、断灭烦

恼②，反对四恶行，四恶道和六漏厄③。因此，在这种

宗教文化背景下，各政党人士都将自身的党政纲领

和行为规范与佛教教义相契合，不敢违背。例如，泰

爱泰党的他信因犯了佛教教义的四恶道中的贪欲而

被泰国民众所抨击。
3. 佛教教理对政党关系的影响

佛教非常重视业报轮回之说。佛教的业报轮回

理论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业报轮回理论将事实上的

不平等和差别说成是理所当然的，从而否定了任何

不满和反抗，客观上维护了现存的政治制度。但是，

无数历史事例也可说明，佛教的业报轮回理论既可

以支持现存政权，也可以剥夺它的合法性。同样，业

报轮回理论为泰国政党中存在的“庇护人制度”或
“依附制度”提供了合法性证明。根据世人不可逃避

的善业功德，“庇护人”因积累了善业而居于高位，可

以支配和“庇护”他人。在政党活动中，一个大家族

的周围往往聚集着一批政治活动分子。泰国著名政

党活动家大都出身于一个或几个家族，或者是它们

的追随者及“庇护人”。依据佛教教理来说，某一党

派处于高位一定是因为其“业”修得好，功德无量所

以才有现时的势力，因此，一些小党派也乐意依附在

一些大家族和大党派之下，享受他们功德的“庇护”。

（责任编辑：唐 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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