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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与统战*

一一"新中国宗教政策的灰重解读

徐以将 刘毒

建国以来，我国的宗教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经过 60 多年的实践，中留共产党对我回所面

临的宗教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宗教政策也因此呈现出四个阶段的变化，同I形成期、失衡

期、调整郑和转型期。但是，我国宗教政策坚持"统战"与"安全"两大主线或基轴的基本方

针却始终没有改变。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选择安全和统战的双重视角，试图揭示建国以来我国

宗教政策历史演变的内在逻辑，并为我回宗教政策的制定提供某种理论思路。

关键询:中国共产党 中国宗教政策统一战线 国家安全

作者:徐以拌， 1955 年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

生导师;如j莓， 1981 年生，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我国是拥有多元宗教信仰和深厚宗教传统的国家。主主民 60 多年以来，我国的宗教政策经历

了风风雨雨，有过不少经验和教训。新中国成立后"无神论"成为E墨家主流意识形态，①随着

上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全球宗教复兴，中国宗教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态势，使我国的宗教

生活出现了"大起大落"的变化格局。②尽管我国宗教政策根据宗教的发展趋势作出了种种相

应的甚至是意大的调整， 1ê.其实质仍然坚持了中国共产党一贯的原则立场和基本路线，呈现出特

有的规律性变化。

对于我国的宗教政策，国内外有种种不同的解读。本文选择统战和安全的双重视角，试图揭

示建愿以来我i翠宗教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并为我国宗教政策的制定提供某种理论思路。

一、我国宗教政策两条主线的形成

宗教一直在我国的国家安全考量中占据囊要地位，或者说长期以来被安全化。在中国共产党

执政后，由于与西方帝园主义、因民党政权和其他"封建反动势力"在组织上、思想上、经济

上和人事关系上的密切联系，更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我留国际安全形势的恶化，未经改造的各种

① 

② 

*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 (项目批准号 06JZrn∞05)

以及复旦大学 "985 工程"二期整体推进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中国回家建设"的中

期成果。

计小文: {宗教问题，怎么看怎么办}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ω7 年，第 13 页。

卓新平: < "全球化"的宗教与当代中原}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8 年，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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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势力基本上均被视为异己力量。不仅如此，建题初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把宗教置于

落后甚至对立的地位，这也强化了宗教问题安全化的认知和实践。解放初期，教会主权归属问题

在基督教和天主教方面尤为突出。①教权问题说到底就是主权问题，解决教权归属问题自然成为

新政权的一项主要安全考量。

长期以来，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被誉为党的"三大法宝'\其中，党的建设是对

内(体制内)方钱，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是对外(体制外)战略。与武装斗争强调"硬实力"

不同，统一战线更多体现的是党的"软实力"。中国共产党在其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Ijjj结了宗

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为各个阶段的革命事业服务，逐步形成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中的"统战传

统"或"统战主线建国初期的《共同纲领》确认了党的宗教政策为我园的基本国策之一，明

确将宗教界人士定性为新中国爱国统一战线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以"统战"方式确立了宗教

在社会主义留家中应有的合法地位。②

20 世纪 50 年代初，在各宗教内开展了表现形式不一的"宗教狡诉"、"宗教革新"、"民主

改造"和"社会主义教育"等政治性运动后，执政党以尊重宗教信仰、团结广大信教群众、积

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主线的宗教政策得以确立，并且在此后的长期实践中得到加

强和完善。然而，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华、取缔和镇压反动会道门、废除宗教封建特权和压

迫剥削制度、揭露和打击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防止外来宗教势力渗透、打击三

股势力(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恐怖主义)以及四个维护(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

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③等斗争实践和政策目标，构成了执政党宗教政策的另→

条主线，而防止外来宗教渗透、打击三股势力和"四个维护"业已成为近几十年来我国政府在

宗教安全领域的基本方针。④上述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的两条主线(即统战主线和安全主线)

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成为解读党和政府宗教政策缺一不可的两大路径。③

与上述宗教政策相对应的，就是长期以来因内政学两界关于我国宗教政策的论述。与安全主

线和统战主线相对应，宗教政策(对策)研究领域相继出现了"鸦片论"、"迷信论"、"稳定

论"以及"反渗透论"等"宗教安全"主张，尤其在处理具有西方背景的基督宗教方面。"反

宗教渗透"至今仍为讨论宗教问题的基谓之一，围绕宗教渗透的种种关于宗教与国家安全的论

述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渗透学"，@取代了"鸦片论"等主张而成为国家宗教政策领域的

①周恩来: <<关于基督教问题的四次谈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罔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第 222 页。

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缩: <<建

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一册) ，第 1 叩 13 页。

③《新时期统』战线文献选绪'续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 年，第 757 一 758 页。

④ 江泽民著: <<江泽民文选) (第三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2日 06 年，第 390 -391 页。

③徐以导串<<当代中国宗教和囡家安全}，晏可佳主编: <<辉煌六十年一一中留宗教与宗教工作}，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第 160 -168 页。

@此类"反宗教渗透"的著述不胜枚举，可查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境外宗教渗透被描述为"境外留体、组

织和个人利用宗教从事的各种违反我国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活动和宣传。主要有两方面的情况.一

是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作为渗透的工具，打着宗教旗号颠覆我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国家统一和

民族团结;二是企图控制我园的宗教团体和干涉我国宗教事务，在我国境内建立宗教组织和活动据点、发

展教徒。".."渗透的实质是要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和利会主义制度、破坏我国统一的事业，控制我国

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参见张夏: <<新时期抵御境外宗教渗透的几点思考)， <<科学与元神论>> 2006 年第

4 期，第 48 页。任杰: (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第 311 -3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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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话语。在另一方面"协调论"、"适应论"以及"和谐论"等"宗教统战"主张也相继提

出，反映在先后出台的政府有关宗教政策和重要文献中。 这些"宗教统战"的主张，是党的统

战政策在宗教领域的运用，即把爱国和社会主义因家建设作为"最低公分母"或"最低纲领"

在充分保障宪法规定的宗教自由的前提 F，来争取和团结广大信教群众，把元神论者与信仰有神

论的教会和信众紧密连接在一起，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等阂家的基本利益而共同

奋斗。①

二、中国宗教政策"两条主线"的互动及其演变

国家安全是任何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前挠，也是任何国家制定其政策的首要关切，维护包括宗

教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是我国统筹一切工作的准绳。②丽CrI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包括广大信教群众

在内的力量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和经济发展目标服务，则是我觉进行各项工作的基本和一贯的立

场，尤其为当前我国国家建设的规定战略目标。显然，宗教安全和宗教统战是党和政府宗教政策

和工作的两项主要考量。对任何国家而言，再没有什么比主权安全更重要的事了，并且再也没有

比经济繁荣和社会昌盛更关键的治理目标了。宗教安全与宗教统战路径虽异，但目标相同。不

过，在建国 60 多年的历程中，宗教安全与宗教统战工作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被处理得十分顺畅

和平衡的。在国内外政治大环境影响下，两条路线的发展此消彼长，不同历史阶段的宗教政策也

因此呈现出种种差异，甚至是重大的差异，对中国的宗教发展产生了显著不同的影响。

{一)宗教安全线和统战线的形成期 (1949 -1957) 

新中因成立初期，国内的反动势力仍十分猖獗，它们借用宗教名义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时有

发生，许多留内信徒对新中国政权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在窗际层面朝鲜战争的爆发和新中国

对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决定了我国处理宗教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

"苏联模式"。通过反帝爱因运动以及宗教民主改革收回教权和自办教会是当时我国宗教领域的

主要问题。因此，建国初期的恩情决定了宗教政策制定的画家安全语境，或者说这一时期我因宗

教政策的"安全主线"是由当时内忧外患的现实所造成的。同时，如何以执政党的身份建设新

中因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还是一个全革开课题。我国领导人多次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还没有

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收拾国民党政府留下的经济和社会全国崩溃的"烂摊子"。因此，错综复

杂的国内外形势和繁重艰巨的建设任务，要求党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最大限度

地CrI结一切可以CrI结的力量，克服所面临的困难，为彻底完成民主革命，反对于普园主义和逐步向

社会主义过渡而共同奋斗。③从宗教界来看，宗教上层人士不仅在教内有号召力，而且在社会上

也颇具影响力，并且其中绝大多数有强烈爱国情怀，与全体中国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 1953 年

中留共产党在《关于过去几年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中，指出了宗教具有

"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等"五性"特征，承认宗教将在社会主义中长期

存在的现实，基于此共产党人不能把"消灭宗教"作为实际工作任务。因此，在保障宪法规定

①江泽民著: {江泽民文法} (第三册) ，第 396 页。

②徐以弊、章远: {试论宗教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路径和范式}， {复旦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年

第 4期，第 110 页。

③周恩来: {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作用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囱以来重要文献逃

编} (第一册) ，第 173 斗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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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民主统一战线，是这一时期党的宗教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并

自由。②这就消除了教会和教徒对新政权的疑虑，

广犬信徒昆结到建国初期哩治战争创伤、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
涌阁家中心战略上来奠定了基础。

可见，建国初期党的宗教政策的"统战主线"与"安全主线"一样，也是由当时的具体国

情所造成的。这一时期中国宗教政策中形成了并行不悖且相互映衬的安全和统战两条主线或基

轴。由于全国解放初期的特殊原因，该时期宗教工作基本上是以安全为主、统战为辅，但两条路

线之间的互动较为舒缓和烦畅。

{二)宗教安全线与统战线的失衡期 (1957 -1976) 

在这一时期，党的宗教政策受到左倾思想和反右扩大化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出现了严重偏

袭，宗教问题被完全等同于政治问题，并被提升到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高度，甚至直接把削弱和

放弃宗教信仰作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手段。宗教政策和工作从以安全为主、统战为辅转变为取

消统战乃至全盘"安全化致使我酶的宗教活动受到重大破坏，宗教工作也陷入停顿状态。

1957 年"反右"以后，破除迷信和宗教界"大跃进"思想开始出现"消灭宗教"成为流行口

号。 1962 年召开的全国第七次宗教工作会议对当时的宗教形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认为宗

教仍然是剥削阶级利用的工具，因此要用阶级观念和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处理宗教问题。国务

院宗教事务局还专门针对中因宗教形势提出了五项指导方针，认为宗教从五个方面严重威胁着我

隘的国家安全，这五方面可概括为宗教鸦片论、宗教反社会主义论、宗教迷信论、宗教反动论和

宗教残余论。 1964 年，主管宗教工作的中央统战部及主要负责人李维汉被认为"向资产阶级投

降"以及"维护宗教势力，攻击党对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而被点名批评和批判。 1966 年文革

开始后，党内极"左"路线发展到巅峰，致使我函宗教事业遭受空前浩劫，大批教职人员和信

徒遭到迫害，正常宗教活动基本上被迫停止，或转入地下。③在这一时期，宗教活动或被视为封

建迷信，或被看作反党反政府反革命行为，宗教问题被"全盘或极端安全化严重损害了我国

宪法中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原则"宗教统战"路线则几乎完全停止。

{三)宗教安全线和统战线的调辈革期( 1976 - 1989)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宗教政策的"安全线"呈现出榕对淡化趋势，而"统战线"的加强也

显得相当突出。

1979 年 6 月，邓小平在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可说是揭开我国宗教政策调整的序

幕。此后，中共中央在 1982 年发布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

策} (19 号文件) ，该文件否定了"宗教鸦片论"的观点，强调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指出

宗教信仰与政治立场不属于一个范畴，宗教工作的着跟点应由用马克思主义来削弱、战胜和取代

宗教信仰转变为相互尊重彼此的信仰。与此同时，该文件再次围绕"五性论"从五个方面全面辫

述了我国宗教政策的基本立场，指出正是由于宗教的群众性、民族性、长期性、国际性和复杂性

① 

② 

③ 

江平: <<民族宗教问题论文集>>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第 385 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

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一册) ，第 2、 12 页。

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E量务院宗教

事务局编: {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5 年，第 57 町 59 页。

.4. 



安全与统战O

的客1屯存在，我园的宗教政策才必须坚持统一战线原则。该文件指出，现阶段的中国，由于宗教

状况比起建国初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思想信仰上的这种差异是比

较次要的差界，如果片面强调这种差异，甚至把它提到首要地位，歧视和打击信教群众，而忽视

和抹煞信教群众和不馆教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根本利益的一致，忘掉了党的基本任务是团结全

体人民(包括广大馆教和不信数的群众)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因而奋斗，那就只能增加

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之l司的隔阂，而且剌激和加剧宗教狂热，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的恶

果。"①因此把信教群众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因这个共同目标上来，

这是我们处理〕切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②该文件也指出了宗教问题对.于我国国家

安全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在国内层面，宗教狂热行为和非法开展的宗教活动与社会主义利益板

违背;而另一方面，在国际层面，外国敌对势力频繁借用宗教名义从事颠覆社会主义的活动，严

重危害着中国国家安全。③但在这一时期，由于我国的因家安全利益已由"政治安全至上"转

变为"政治安全与经济建设并室"宗教工作领域的拨乱反正，以及宗教安全因素的淡化和宗教

统战因素的强化，使中国宗教政策的"安全线"与"统战线"出现了相对平衡的状态ο

{四)宗教安全和统战线的转型期 (1989 年以来}

冷战的结束不仅使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也导致许多被政治和望在事对抗所掩盖并积累下来

的宗教矛盾有了彻底释放的机会，而前苏联解体所造成的意识形态王军空亦为宗教发力提供了

"便利"空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更是以冷战胜利者的姿态向全世界展示出其所定义的"人权"

和"民主"的所谓"优越性IJ o@ 在这一阶段初期，中国受到严重政治风波的冲击。作为当今世

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时间成为西方国家"西化"和"分化"的重点吕标。在此背景下，

我国领导人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前苏联解体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及其宗教因素在其

中的作用必须引起重视，宗教问题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安定团结和被国统一，关系到渗透与反渗

透、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宗教渗透论在我国宗教政策中的核心地位得以确立。我囡宗

教安全丽l临拖的主耍挑战包括得到境外敌对势力支持的"三股势力

寻事军务以及囱内非法宗教活动等。

面对宗教领域的这些新问题和新变化，中留共产党仍然坚持宗教工作领域的统战主线，并提

出"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和"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两项任务。 1991 年，中共共‘中央

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傲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 (第 6 号文f件牛)λ， jj援量出耍

"全商正确地贯彻执行宗教{信言仰自囱政策

作用，健全宗教工作机构，加强宗教工作干部队伍建设和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等意见。⑤国务院

总理朱镑基在 2001 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是政府的主主要职责，也是实

行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⑥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迸→步明确了宗教

① 中共中央: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务院宗教

事务局编: <<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第 59 -60 页。

网上，第 60 -61 页。

同]:，第 60、 70 页。

徐以骋: <<宗教与当前美国外交政策}， (和平与发展) 2008 年第 1 期，第 62 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于问题的通知) ，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因务院宗教事务

局编<<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第 214 页。

《人民日报} 2∞1 年 12 月 13 日，第 1 版。

②
③
④
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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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基本方针，即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

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2004 年国务院颁布《宗教事务条例}，地方性宗教

法规和政府规章也有较大的发展，宗教王作逐步走上了依靠政策和依靠法规的"双重轨道"。①

2006 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五大关系，而宗教关系

正是统一战线的"五大关系"之一。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认识宗教问题的"三位" (宗教存在的长

期性、宗教问题的群众i性和特殊复杂性)和宗教工作"四句话"的基本方针(全国贯彻党的宗

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

的原则) ，将宗教工作与中句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紧密结合起来。②咛1共十六届六中金会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发挥宗教夜促

进社会和谐方固的积极作用"。中共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③上述文件和讲话均强调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尽管在信仰上

各异， {I亘在促进国家经济建设、维护图家利益、从事社会服务事业和宣扬社会公义伦理等方面具

有一致性，在重视宗教意识形态属性的同时更强调宗教的社会属性，从而为宗教的社会适应开拓

了广阔的空间。这一时期，在"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不动摇"的指导思想之下，虽然宗教渗

透和宗教极端主义等问题仍被列入因家安全议程， {旦中应宗教政策的"安全线"继续相对淡化，

并且随着宗教法制建设的发展，我国的宗教管理工作不仅出现宗教政策以统战为主、安全为辅的

趋势，而且出现"宗教政策"与"宗教法规"齐头并进的局面，在"政策线"发生意大调整的

同时"法规线"建设也有重大进展。"政策线"与"法规线"的联动成为转型期我国宗教工作

的主姿内容之一。

三、我国宗教政策"两条线" 的基本趋势

回顾建国 60 多年来我国宗教政策的发展轨迹，我们似可归纳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党和政府宗教政策的安全线和统战线需要保持一定的动态平衡。建国 60 年多来我国

宗教政策安全主线与统战主线的互动共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为:安全为主、统战为辅;安全至

上、统战消亡;安全与统战相对平衡以及统战为主、安全为辅。事实证明，根据社会发展需要作

出调整以保持安全和统战两条线的板对平衡是制定合理和有效的宗教政策的关键。元论是安全至

上和统战至上、特别是安全至上，都不利于宗教工作的开展，甚至会给宗教及其宗教工作带来极

大损害 (60 年来统战线和安全线的消长可参见下图)。

① 

② 

③ 

在我扇上述四个时期的宗教政策中一直就有"依法治教"和宗教工作法制化的思路，但2∞4 年国务院颁布

的《宗教事务条例》第一次明确以正式法律法规的形式将中留宗教事务纳入中国的法律体系。有研究者认

为该条例"是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的制度化、法律化，是宪法原则的具体化，是几十年来宗教工作实践

经验的总结"。见前引任杰著《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 ，第 176 页。

胡锦涛: {不断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前进论坛>> 2∞6 年第 9 期，第 5 ~6 

页。参见nt小文: {改革开放 30 年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创新}， <<中国宗教>> 2009 年第 1 期，第 28 页。
胡锦涛: {高举中器i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一一在中国共产党第十

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第 31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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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 轴与 Y 轴分别代表我国宗教政策中的"统战线"与"安全线"。

(2) OC 虚线代表"统战线"与"安全线"互动趋于平衡的状态。

安全与统战。

(3) 我国宗教政策的形成期，宗教安全线与统战线在 A 点开始发生互动，呈现"两线互动

平衡"向"安全为主、统战为辅"的变化，即图表所示"曲线 AB" 的走向。

(4 )曲线 CB 走向表示我因宗教政策进入失衡期，由于"安全至上、统战消亡该时期宗

教政策落在图表上的丑点。

(5 )此后我闺宗教政策进入调整J翔辑 o 该时J期辑实草现t了宗教领域的"拨苦乱L反i正丑

的某些内容虽然十分显著(忖击如口防止渗透)λ， {但旦安全线还是豆现相对"淡化"的情形。统战线上升

而安全线消退，呈现出曲线 BC 回归平衡线(即 OC 虚线)的运动。

(6) 在我国宗教政策的转型期中，由于宗教政策以"统战为主、安全为辅"的特点，在

"统战线"继续上升的同时"安全线"加速下降，故该时期对应图表曲线 CD 的运动走向。由于

来自宗教的安全挑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消失，因此曲线 CD 无法达到 D 点，即"统战至

上"。

(7) 如果在新时期宗教领域安全形势恶化导致安全线的加强，就有可能出现曲线 DA (虚

线)的走向，从而形成我国宗教政策"安全线"和"统战线"消长的"蝙蝠形"图案。

(8) "安全线"和"统战线"如在"编格躯干.. f!p虚线 OC 两翼调整，也就是在"精蝠形"

图案的阴影部分调整，这可以表示我国宗教政策处于相对平稳的区间，而且这应是我罔宗教政策

的常态;两线的调整如超出阴影部分而进入空白部分，则表示我国宗教政策可能处于失衡的状

况，就像上述第二时期尤其是文革期间出现的"安全至上、统战消亡"的状况。

其次，在过去 60 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我因宗教政策的安全还是统战主线的内涵

和外延都一直在发展和变化。如安全主线就经历了从鸦片论一一渗透论一一保障人民宗教权利的

宗教安全观上的转变，而统战线则经历子从管理协调一一引导适应一一和谐共存、从争取宗教 t

层人士到团结全体信众、从"团结、教育、改造"到"培养、教育、引导"以及从促进国内建

设到推动植题统一等的发展。因此，在我隘，宗教安全和统战虽然是历史性理念，但是这两项工

作一直都在推陈出新、与日才俱j量。实际上安全和统战具有普世性的意义，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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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订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安全和统战的考量，尽管可能使用不同的名称。当然，就特殊性丽

言，统;找工作在我国是→项具有战略性和目的性的国策，而在他国类似的做法可能只是策略性和

工具性手段。

再次，从长期来辛苦，安全线的相对淡化和统战线的相对加强是我国宗教工作的发展趋势。解

放初期教权归属问题的解决、改革开放以来因家安全利益的多元化，以及近年来法制因素的介入

和以法治教方针的提出，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舒缓了国家在宗教领域所受到的安全压力，同时为

统战线的相对强化提供了政治和法制基础。实际上加强"统战线"以及健全"法规线"是释放

宗教领域安全压力的最佳途径之一。尽管目前暴力型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恐怖主义三

股势力以及其他宗教敌对势力仍对我因构成突发性和经常性的安全挑战，但难以扭转我国宗教安

全即"我国国家内部信仰主体和格局有利于维持国家的安定团结，外部势力夜宗教领域对我国

的国家主权、政治制度、社会现状等核心利益不构成严重威胁"①的大局。

最后，宗教工作的安全线和统战线的共同目标均为服务我国包括维护宗教自由在内的国家利

益。在处理宗教安全和其他安全问题时，安全化通常指的是超常妮的全面动员。安全化(尤其

在我罔)有不少好处，它E可可使政府集中闺力来推进某)事业或应X对才"生存饺威胁

社会整合和认岗，并且获得合法处理某些事务的全权。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环境下安全也不

是越多越好，安全的泛化通常会导致不必要地占用大蠢社会资源，稀释、模糊乃至偏离国家的既

定战略目标，最后使得安全化失去效果和意义。不过，如对宗教对我圈可能带来的安全问题视而

不见，这同样不利于维护我国的因家利益。②因此，以当前我国的国家利益为准则，我们在宗教

领域似可采纳某种有限(选择'性)安全化的对策，对宗教问题实行安全化和去安全化并举:安
全与统战并举，以及保持安全线与统战线、政策线与法制线相对平衡的政策，将一般社会安全问

题与重大国家安全问题加以区隔，按程度和性质就事论事抱着待宗教问题，既不扩大也不缩小宗

教的作用，使一般宗教问题公共政策化并与安全问题脱钩，充分调动宗教工作的统战主线，使宗

教政策更充分地反映我国"强国弱宗教"的社会现实:‘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以及我国社会和

谐、承担阁际责任并且与国际社会协调的大国气象。

(责任编样.:j支手wn军)

①前寻i徐以弊、章远: (试论宗教影响中属国家安全的路径和范式}，第1Il页。

② "安全化"是巴里·布赞 (Ba町 Buzan) 与奥利·维夫(Ole Waever) 为代表的哥本哈援学派最先使用的话

语，旨在解释某些公共性问题上升到需要依靠超常规政治手段加以处理的状况。笔者曾撰文将"安全化"

理论应用于宗教领域，并探讨了宗教问题安全化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认为宗教问题的"泛安全化"和

"去安全化"均不利于我因宗教安全，只有依照具体情况，采用"选择性安全化"的有限安全化战略才更

有助于维护我菌的宗毅安全。参见徐以弊、XlJ赛: {宗教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及其对中菌的启示}，金洋、邱
永辉主编: (宗教葳皮书:中国宗教报告 (2008))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第 208 … 2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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