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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不断的实践创造出更加丰富的精神财富。
（4）人民：变革社会的决定力量。马克思反驳鲍威尔人民阻碍历

史发展的观点，并举例法国革命，肯定了人民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
方面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其革命之所以不成功，并不是它引起了群众
的关怀和唤起了群众的热情，而是因为它只代表了特殊的、有限的群
众的利益，这不能给广大人民带来持久而深刻的热情。马克思由此得
出观点，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和
《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都曾体现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
的事情的相关观点，由此可知，基于唯物史观，马克思认定包括工人
阶级在内的人民才是解放自己的主体，更是变革社会的决定力量。

2.2 人民是价值主体
（1） 人民是价值创造主体。一定的价值观与一定的历史观相联

系，人民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在社会中按照自己的目的和需求进行
着实践活动，同时也就是价值创造的活动，人民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
界的同时，一方面创造出了大量的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另一方面，
也不断变化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关系。人民成
为价值的创造主体。

（2）人民是价值评价主体。人民是价值评价主体，是要评判、选择
和发展能满足人民需求的价值形式，并在价值创造的活动中，始终选
择利于人民的正确的方向。因此，做出任何确定和行动，都应站在人
民的价值立场上做出正确的决策和实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
曾指出了“改变世界”的重要性。可见，马克思强调实践，认为应站在
人民的立场上去改变世界，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获得解放。马克思、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
利益的运动。同时，也强调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
不同的利益，可见，马克思是站在人民的价值立场上论述的，他所代
表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

（3）人民是价值成果的共享主体。马克思认为，人民创造的价值
是属于人民的，人民有权占用和享用，因此，人民是价值成果的共享
者。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到了异化劳动并揭示了
资本家掠夺和占有人民一切价值的事实，阐明了劳动者得不到自身

创造的价值并与自身劳动产品相分离的情况。《共产党宣言》中提出，
资本转变为公共的财产，改变财产的社会性质。马克思坚持人民是价
值成果的共享主体，指引无产阶级开展暴力革命，获得自身解放和全
人类的解放，并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使人民真正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
实现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4）人民是使自己成为价值主体的实现者。《共产党宣言》中论述
道：“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
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
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
出来”⑤，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彻底的消灭阶级和剥削，解放全人
类才能彻底解放自己，马克思鼓舞无产者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全部现
存的社会制度，并鼓舞全世界的无产者行动起来，联合起来，表明人
民才是使自身真正成为价值主体的实现者。

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理论，在马克思
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加强对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的研究，可
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更深的理解，能在研究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也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理论支撑。党
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的提出要坚持六大原则，其中，坚持人民主体
地位被放在了六大原则的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保持血肉
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如今，坚持马克思
的人民主体思想对我们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价
值，更好的坚持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我们才
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9，531.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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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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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宗教对政治作用的方式
———以日本创价学会为案例

张 帆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在世界范围内，宗教参与政治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表现出来：一
是形而上的或者说宗教理念层面的参与；二是形而下的即宗教的世
俗参与。[1]作为宗教团体，创价学会对政治的作用方式大致可以分为
两种方式，第一种通过创立与自己一脉相承的政治团体直接介入政
治；其二则是通过和平主义与文化教育活动间接影响政治。

1 创价学会与公明党的纲领一脉相承
作为宗教团体的创价学会与作为政党的公明党之间关系过于

密切，20 世纪 60 年代末，国会和舆论批评创价学会妨碍言论自由，
违背宪法中的政教分离原则。

因此 1970 年创价学会与公明党被迫实行政教分离，组织上相
互独立，但实质上创价学会始终是公明党的母体，两者间始终呈“一
体不二，异体同心”的关系。创价学会通过创立公明党，使其作为宗
教团体的思想成为政治团体的政党纲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战后
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在池田看来，宗教和政治的本质相同，因此政

教分离只能是形式上的分离，而不是本质上的分离。且现代政教分
离原则只是不允许宗教干预政治，而不是不允许宗教团体参与政
治。宗教团体的参与能刚好的发挥宗教的社会整合能力与政治监督
功能。1970 年公明党改革以前，公明党党纲中的核心概念是王佛冥
合，意为让当权者接受创价学会宗教教义，甚至自己成为当权者。同
年，被迫改组后的核心理论是“尊重人性的中道主义”和“人性社会
主义”，强调这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第三种主义、
中间主义，即中道主义。如果前一概念是公明党形而上的精神纲领
的话，这一概念则可以认为是形而下的具体政党路线。王佛冥合与
中道主义一脉相承，是创价学会在政治思想上的镜像。公明党提倡
和平，这是中道主义的最高理想和路线的最终目标。

2 通过公明党直接参与日本政党政治
2.1 参与竞选
1955 年，创价学会开始参与地方政府竞选，并获得

摘 要：战后，日本创价学会主要以三种形式来影响政治：通过宗教思想引领政党纲领；通过支持日本政党公明党来直接参与日本政
治；通过宣传和平主义理念、发展文化教育活动间接参与政治。

关键词：创价学会；宗教；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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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成功，第二年创价学会在国会中也有了自己的议员。在
公明党成立以后，创价学会便推举世俗政党候选人，保持与世俗政
党的密切关系，声援该候选人或动员信众参与投票。宗教是属于上
层建筑领域和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选民们的政治价值取向和投票
行为不可避免地要受其自身宗教信仰的影响，这也正是宗教政治文
化内涵之所在。[2]

按照日本现行《公职选举法》的规定，政党及其推荐的候选人不
得以带有强制性色彩的手段向选民“拉票”。而宗教团体却可以在贯
彻信仰自由原则的名义下，对教徒施加影响并指示其投票[2]，创价学
会竞选的优势便由此而来，信众们为了募集“圣票”有时达到了不折
手段的做法。其强大的票田动员能力，加上数量可观的选票，创价学
会就此影响了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

2.2 加入执政联盟
在 1969 年 12 月举行的第三十二届众议院大选中，47 名当选

众议员，公明党超过民社党跃升为第三大党。
之后，形成了以竹入义胜为委员长、矢野绚也为书记长的新领

导体制，公明党成为掌握政界关键票的角色。[3]自民党在位期间，公
明党提出“净化政界”，反对金权政治。

1973 年公明党率先提出“中道革新联合”的纲领，反对自民党
政权，主张建立包括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在内的“中道革新政
权”，得到其他两党积极响应。[2]同年，还发表了“立即废除日美安保
条约”的言论。此时，公明党带有“反自民党”的鲜明色彩，成为名副
其实的在野党。

1993 年，随着在日本执政 38 年的自民党下台，日本新党党首
细川乎熙为首相的联合政府成立，日本“五五年体制”宣告结束，引
发了日本 90 年代的政治大变革，公明党从作用有限的小党一跃成
为重要的政治力量，成为了“关键的少数”。从自民党下野、建立七党
一派联合政权、到组建新进党与自民党抗衡、再到参加自民党联合
政权，公明党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4]但日本政党之间合纵连横
的大整合并未落下帷幕，1995 年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施放沙林
毒气，宗教干政的舆论在日本弥漫，自民党在国会提出《宗教法人修
正案》，公明党与自民党至此有联合的萌芽。1996 年自民党桥本龙
太郎组建联合政府，标志着自民党作为“核心政党”重新执政的时代
来临。

1999 年公明党加入小渊惠三内阁与自民党组成联合政府。
2012 年 12 月 25 日，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男安倍晋三签订了联合
执政意向书，宣告了自公联合政权的复活。

创价学会通过支持公明党加入日本执政联盟，在日本国家政策
的制定过程之中，已经在发挥实际的作用。

3 通过和平主义与文化教育活动间接参与世界政治
创价学会除了通过公明党直接参与日本政治以外，还通过宣传

和平主义与发展文化教育活动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间接
参与全球政治。因和平主义、文化教育活动都符合普世价值观，因而
收获了丰厚的政治回报。

3.1 宣传和平：主张世界和平、反对核武器
1957 年，户田发表了《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呼吁青年们为废

除核武器努力，这成了学会和平运动的出发点。[5]至今，创价协会的
仍旧主张世界和平是创价学会的主题之一。关于在国内政治问题
上，创价学会反对日本重新武装，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在国际上，创
价协会呼吁中日和平。

1969 年 1 月，公明党全党大会提出了“公明党的外交、安全保
障政策”，发表了《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方法途径》一文[6]从 1971
年中国与日本推进“以民促官”的民间外交至 1974 年池田大作访
华，创价协会为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起到了超党派外交的作用。池
田大作从 1983 年开始，每年皆向联合国提交和平倡言。倡言论述
了他对全球人类面临的废除核武、环境及加强联合国机能等种种问
题的观点，并提出了具体详尽的建议。目前创价协会是联合国的
NGO 之一。

3.2 通过文化、教育交流等途径提升身份（国际创价学会的成
立）

创价学会发展了许多文化教育事业，诸如括东京创价大学、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创价大学、由幼稚园至高中的创价学府、创
价学园、民主音乐协会、富士美术馆、富士管乐团、东京富士美术馆、
东洋哲学研究所等学术文化机构、亚洲文化研究所青年政治联盟、
劳动妇女会、妇女同盟、民主艺术家俱乐部、日本政治经济联盟等、
池田和平教育对话中心以及户田纪念和平研究所。

另有《潮》杂志社，这个杂志已成为同《世界》、《中央公论》等杂
志匹敌的全国性综合刊物。公明党通过这个刊物，团结学术界和文
化界很多贤人，其中有些人已成为该党的“参谋”。[7]池田大作也于
1975 年成立了国际创价学会（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简称 SGI），
这是一个遍布全球 190 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草根运动，会员超过 1
千 2 百万人。[8]

在美国的 50 至 70 年代，创价协会支持的日莲正宗由于其简化
礼仪并鼓励信徒参与社会服务，在美国校园里吸引了许多学生，成
为美国最大的佛教团体。[9]

此外，池田大作也积极发展同国际知名人士的对话，出版了《汤
因比池田对话录》。这间接的提升了创价学会的国际影响力，使得它
在国际政治事务中具有一定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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