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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在中国历史中的政治利用与压制以及近代人们对宗

教态度的变化
卜文艳

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省西安市，710128；

摘要：宗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政治意义，它作为社会存在，包含着宗教组织、宗

教活动和信教群众等元素。它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并有着广泛而深刻的政治意义。宗教在中国历史上始

终与政治力量紧密交织，既被统治者利用以巩固政权，又在某些时期受到压制以维护社会稳定。这种复杂的互

动关系深刻影响了中国宗教的发展轨迹。本文探讨宗教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被政治力量利用或压制，并分析这

些行为对宗教发展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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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宗教与政治的早期互动：从夏商周到秦汉

在中国早期历史中，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主要表现为

“君权神授”观念的强化。夏商周时期，统治者通过祭

祀天地和祖先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商代后期社会从

甲骨文记载显见基本是一个以“上帝”为最高神的“神

权”国度。周初“天’、“帝”混用。“天”的地位此

后逐渐突显例如，商王以“天命”为统治依据，周朝则

进一步发展了“以德配天”的思想，将宗教与道德伦理

紧密结合。

秦汉时期，宗教逐渐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秦始皇

通过封禅泰山等宗教仪式强化皇权的神圣性，而汉武帝

则利用儒家思想构建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政

治神学体系。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儒教更多的被当代

学者称为“教化”的“教”。这一时期，宗教成为统治

者巩固政权的重要工具，但也为后来的宗教压制埋下了

伏笔。

原始宗教被整合为官方意识形态，削弱了其独立的

神学体系，如商代的天地崇拜逐渐让位于儒家的伦理话

天命观。尽管官方宗教占据主导，民间仍然保留自然崇

拜与祖先祭祖，为后期道教与佛教本土化提供了土壤。

2 对宗教的政治利用：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逐渐兴起，成为统治

者利用的重要力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帝及权贵阶

级非常重视对僧尼教育的投入，并将其作为巩固政权、

维持统治地位和促进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手段。魏晋南

北朝时期统治者对僧尼教育也采取了相应措施。比如，

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通过不断推行各种宗教政策来

巩固政权地位和加强国家稳定；再比如，统治者通过对

寺院土地、财产以及人口等进行管理来实现国家对寺院

经济的控制。例如，南朝梁武帝大力推崇佛教，试图通

过宗教教化来巩固统治。北朝统治者则利用道教和佛教

来调和民族矛盾，促进社会融合。

隋唐时期，宗教的利用达到高峰。隋时，由于国家

统一，南北儒学逐渐合流。王通弘扬儒学，提倡礼治、

王道和仁义道德。唐朝尊孔丘、颜渊为“先圣”、“先

师”，并考订、注修五经，颁行天下，明令诵读。科举

考试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士大夫们有所议论，一般都不

敢违背儒经。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得到重新确立和加强。

这个时期的儒学比较重视经义的宣传，尤其重礼，以维

护尊卑有序、礼让不争的封建统治秩序。佛教和道教在

隋唐时期有了新的发展。佛、道的流行，成为社会文化

繁荣的景象之一，也是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险恶的政治斗

争的产物。佛、道的传播，引起了笃信儒学的士大夫们

的激烈反对。韩愈提出儒学“道统观”，开展反对佛、

道的斗争。儒、道、佛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有排斥，也

有渗透。佛教吸收了儒家的经义，道说无名，佛说性空，

都有相通的地方。唐朝后期，以儒学为主干，儒、道、

佛逐渐渗透合流，后发展成宋代的理学，成为更加完备

的封建统治思想。唐太宗颁布《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

明确道教在宗教体系中的优先地位，同时通过扶持佛教

来增强文化影响力。这一时期，宗教不仅为统治者提供

了合法性支持，还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3 宗教的压制：从会昌灭佛到明清时期的宗教

政策

在王朝治理实践中，宗教机构往往扮演双重角色：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4%92/0?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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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作为意识形态工具服务于统治需要，又因潜在政治风

险成为整肃对象。唐武宗会昌五年（845 年）的宗教改

革具有典型意义，寺院经济无序扩张导致税基流失与民

生失衡，最终触发政府实施系统性整顿——据统计，全

国 4600 余所庙宇遭拆毁，26万僧尼强制还俗，此举不

仅重创佛教组织体系，更彰显世俗政权对宗教势力的刚

性约束机制。这种"利用-管控"的辩证关系，本质上是

传统中央集权体制下政教博弈的必然产物，其内在逻辑

在于维系政治系统的世俗化特征，防止宗教权威僭越行

政权力。

这种治理范式在明清两代得到延续与强化。明廷创

设宗教事务管理机构（僧录司、道录司），清王朝则通

过《理藩院则例》对边疆信仰实施差异化管控。值得注

意的是，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的全面禁教政策，表

面源于天主教"礼仪之争"引发的文化冲突，实质折射出

清廷对异质意识形态渗透的深度警惕。据《清实录》记

载，该政策实施期间驱逐传教士 48人，查封教堂 30余

处，直接导致中西文化交流渠道中断逾百年。这种政策

转向的根本动因，在于宗教传播对君主专制伦理体系构

成了结构性威胁。

历代君主通过制度设计将宗教信仰纳入社会治理

体系：一方面认可其道德教化功能，如佛教因果论有助

于构建社会服从意识；另一方面建立严密的意识形态管

控机制，雍正朝《御制拣魔辨异录》即为典型例证。这

种治理智慧既确保多元信仰共存，又有效防范了宗教力

量对政治权威的挑战，形成独具华夏文明特质的政教关

系范式。

4 宗教发展的影响：从文化传承到社会结构

宗教利用与压制对中国宗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

响。首先，宗教的利用促进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例如，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催生了禅宗等具有中国特

色的宗教流派，而道教则在统治者的扶持下发展出独特

的神仙体系和修炼方法。 然而，宗教的压制也导致了

某些宗教的衰落。例如，“会昌灭佛”运动使佛教一度

陷入低谷，而明清时期的宗教政策则限制了宗教的多元

发展。这些压制行为不仅影响了宗教的传播，还对社会

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宗教的衰落削弱了民间社

会的组织能力，使得社会更加依赖中央政权的控制。

近代中国人们对宗教的态度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这种变

化与社会、政治、文化的转型密切相关。 在近代以前，

中国基层社会的宗教生态以民间宗教为主，包括地方社

区宗教和祖先崇拜。这些宗教形式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

成为维系社会秩序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力量。

近代以来，佛教和道教在民间的影响力逐渐减弱。

特别是在清末民初的“庙产兴学”运动中，大量寺庙被

改作学校或其他用途，佛教和道教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

位受到严重冲击。

而西方宗教的传入也对中国的本土宗教产生了很

大影响。鸦片战争后，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

教）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迅速传播。尽管初期受到抵

制，但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基督宗教逐渐被部分中国

人接受，尤其是在沿海地区和城市。例如传教士争先恐

后地来到中国，传教士可能在这些地方设立教堂，学校

（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医院（博济医院，协和医

院等）。基督教团体在战乱和灾害期间提供粮食，孤儿

收容所（徐家汇孤儿院），通过社会服务赢得信任，塑

造“救世”形象。

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西方宗教被视为现

代化和进步的象征，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群体。

基督教提倡的平等博爱理念与五四运动后的社会变革

需求相契合，吸引城市青年参与教会活动。这种“西教

东热”的现象反映了人们对西方文化的崇拜和对传统宗

教的疏离。

5 宗教与民族主义的交织

5.1 宗教作为民族认同的象征

在近代中国，宗教问题常常与民族主义情绪交织。

例如，伊斯兰教在西北地区的传播与民族认同密切相关，

而藏传佛教则在西藏地区成为民族文化的核心。

5.2 宗教与反殖民斗争

基督宗教的传播与西方列强的侵略密切相关，因此

在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中，基督宗教常常被视为外来势力

的象征，受到抵制和批判。

6 宗教与政治的关系

6.1 宗教的政治工具化

以君权至尊为核心，使政治、伦理、宗教三者构成

一体的国家制度，中国自远古夏商周三代以来，直至清

末，一直由专制君主统治。统治者用宗教来巩固自己的

统治，把人民的思想禁锢起来。中国传统宗教中的天帝

崇拜、三统说教和法语符命等等，都是为了证明君权神

授、国运昌盛或移位的神话，所以才有了这一点；道家

在魏晋之后开始向统治阶级妥协，臣服于皇权，道家本

身的内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佛教传入中国后，一直依

附于统治阶级，所谓“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自南

北朝以来，统治者一方面大力扶植、奖掖、利用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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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又严密防范、控制佛教，其目的就在于“不依国

主，唐宋统治者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普遍采取怀柔、

护持、扶植为主、限制为辅的方针，但这一方针到了同

样出于巩固皇权的需要的清朝时，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一直采取宽容、保护、限制和同化的政策来对待唐以后

传入的景教、摩尼教、犹太教和天主教，但这都是出于

加强王权的需要。

6.2 宗教政策的转变

民国时期，国家实行“政教分离”政策，宗教不再

直接受政治支配，但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仍然错综复

杂，“政教分离”、“教教教分离”等政治人物有的与

宗教为敌，有的则积极投身其中。

7 宗教态度的多元化

7.1 知识分子的分歧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待宗教的态度，显然是不一样

的。有的反对宗教，如陈独秀、胡适等；有的则如康有

为、梁启超等，对宗教持推崇态度，认为它有道德教化

的价值，因此对宗教。

7.2 普通民众的实用主义

在一般老百姓中，宗教多作为祈安、治病或解决家

庭问题的实用性利器来使用。近代中国宗教生态中，这

种实用主义态度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8 宗教态度的当代延续

8.1 宗教的世俗化趋势

宗教世俗化趋势自改革开放以来日益明显。与经济

活动相结合的当代宗教活动，在旅游、打卡和文化消费

中，寺院、教堂成了一个场所。成为年轻人周末放松的

好去处。

8.2 融合了宗教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当代中国，宗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是

宗教发展在新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宗教界人士、信教

群众对社会建设的积极参与是我国当前宗教发展的一

个重要特征。在主流的当代中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是

共同发展的趋势，宗教是可以协调社会主义社会的。我

国宗教虽然曾经有过一段弯路，但是随着社会主义事业

的不断深入，我国宗教也会随着政府和宗教徒相互努力，

通过政府和宗教徒的相互合作，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而

发展起来。但是，宗教在任何国家都必须遵守国家的宪

法和规定，首先有国家才有教育，不然发展起来就没有

办法了。

9 结语

宗教组织或个人从政治意义上讲是为了保护和争

取一定的民族利益，而实施民族社会的政治活动，其根

本目的就在于宗教组织或个体在民族社会中的政治活

动。由此可见，宗教作为政治手段追求利益的宗旨，也

是动员信教群众从事民族政治参与、政治对抗、政治斗

争的理由。宗教始终处于中国历史上政治力量的利用与

压制之间，宗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处于政治力量的运用

与压制之中，但在宗教势力威胁到政权稳定的情况下，

统治者却毫不犹豫地予以压制，通过宗教来巩固政权，

促进社会融合。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对中国宗教的发

展轨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对中国特有的宗教文

化生态起到了塑造作用。中国宗教与政治的互动，一直

围绕着“王权主导”，呈现出三个特点：

1实操主义取向：统治者利用或压制宗教都是以维

护政权稳定为出发点的，如佛教兴亡直接关系到寺院经

济的消长，而宗教的运用或压制都是如此。

2制度化的管制机制：政府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保

证宗教不超出政治界限，从古代的僧官制度到现代的宗

教事务条例。

3文化的包容与甄别：外来宗教如佛教禅宗融合儒

家心学等，需要经过“中国化”改造才能存活下来。

这一模式既保证了文明的延续性(例如“新疆经验”，

多民族宗教并存)，又使宗教自主发展空间受到限制。

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反映在近代中国人对

待宗教的态度上。近代中国社会，宗教扮演着多重角色，

从传统宗教的衰落，到西方宗教的传入，从民族主义的

兴起，到宗教与政治的交互。这种态度的变化，影响的

不仅仅是宗教本身的发展，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也

是一个深刻的塑造。

今后如何找到政治安定与宗教自由的平衡，仍是人

们孜孜以求的问题。中国的历史经验为我们的宗教与政

治的关系处理上提出了一些理性的宽容，同时也给我们

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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