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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精神領域裡的躁動 

楊鳳崗 

 

進入 21 世紀，整個中國社會在歷經千年未有的大變局的同時，

中國的精神領域呈現出躁動不安的景象，顯出紛繁複雜、迅

速而廣泛的變化，可說暗流不斷、波濤洶湧。 

基督教發展的新貌 

近年基督教依然迅速在發展，過去是在農村發展得快，1990 年開始在城市中也飛快的發

展。所謂「三多」或 「四多」（老年人多、婦女多、沒文化的多、農村的 多）現象正在

逐漸改變。全國各地很多大學校園及周圍都有多個大學生團契，也有一些大學教授參加團

契， 

甚至個別學者以公開的基督徒身份在大學任教。很多 城市都有眾多的家庭聚會。對於這

些團契和家庭聚會，政府曾經反覆明令，嚴格禁止，堅決取締。結果卻是越壓越多，為了

減少官方的注意，往往這樣的聚會在發展 到三、五十人時便一分為二，各自再圖發展。

如今，這樣的聚會已多到政府沒有足夠的力量，或決心予以全部取締。據說北京市至少有

兩三千個家庭聚會點，其中有數百個跟「三自教會」有聯繫而得到正式允許活動；但是大

多數沒經批准。要想全部取締這些家庭聚會，需要動用多少警力才行？假如某個星期日派

出大量警員全面阻止所有家庭聚會，世界輿論會如何反應？中國政府所要承擔的政治代價

會有多大？ 

更有意思的是，不少就職於 「三自教會」的年輕牧師或傳道人，跟「三自教會」很多老

一代牧師作繭自縛不同，也紛紛悄悄加入到未獲批准的家庭教會聚會了。同時，有些從

「三自教會」脫離出來的人組成家庭教會，因為他們的社會關係中包括黨政部門的幹部，

比如是以前的學生，或者是老同事、老朋友，也就可以公開或半公開地進行活動。  

隨著知識份子基督徒的增加和法律意識的增強，有越來越多的基督徒嘗試用法律手段來維

護自己的權益。比如，2005 年 7 月蔡卓華牧師非法印刷《聖經》案，在 北京海澱法院開

庭，雖然此案的辯護未能改變既定的有罪判決；但是法庭上的精彩辯護詞在網上得以流傳。

近年，一些教內和教外的學者召開學術研討會和在互聯網 上發表文章，用「憲法」中的

宗教信仰自由條款，來檢驗國家宗教局在 2005 年頒布實施的「宗教事務條例」，以及各

省頒布的類似條例，指出它們在哪些地方有 違憲之嫌。也有學者參照發達國家的宗教自

由實踐，說明宗教聚會並不總是一定要向政府登記。更有深遠意義的是，這幾年出現一批



「維權律師」（維護弱勢群體民 眾權益的律師），成為公眾矚目、有社會影響力的人物。

他們當中很多人歸信了基督教，包括上述蔡卓華案辯護團中 的多位律師。 

對於家庭教會的壓制以及鎮壓仍在一些地方持續著， 比如浙江杭州和紹興家庭教會的教

堂在 2006 年 7 月和 8 月被強行拆毀，主要抵抗者被抓被關。不過，由於禁止家庭聚會缺

少強有力的法律依據，也缺少必要的警力，已經有個別宗教局官員開始說家庭聚會不是非

法，只是不合法，不受法律保護，絕大多數情況下並不阻止其聚會。這樣的說詞，表明宗

教政策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不得不做退讓調整。同時這也表明，現今實際存在一個巨大的

既不合法又非非法的灰色地帶。也就是說，盡管在政治空間仍然很狹小，但基督教的發展

如今有一個很大的社會空間。 

政府對宗教的扶持 

中國政府對待宗教的基本立場和政策自從 1982 年確立以來基本沒有變化，只允許佛教、

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合法存在，而且寺 觀堂會必須加入所謂「愛國」宗教

協會才可以。二十多年來，政府頒布了一系列行政條例和法規，竭力加強宗教管制，但效

果不彰。近來的種種跡象表明，目前正在孕育著宗教政策的大調整。這調整的方向，令人

關注。以往對於所有宗教的壓制，可能正在轉變為對於某些宗教的壓制，和對於另外一些

宗教的扶持。  

佛教、道教被中國當局以及一些知識精英視作中國的傳統宗教，在文化民族主義的促動下

而予以大力推介。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葉小文就多次公開地倡導佛教。比如，據 2006 年

4 月 10 日新華社電，葉小文說： 「佛教可在和諧社會建設中發揮獨特作用」；2006 年 7
月 21 日的新華社專訪中，葉小文說：「中國的宗教，特別是傳統宗教中，蘊含著大量的

和平、非 暴力、自然、和諧、慈悲、中道、平等、均衡發展等觀念，這些觀念在提倡環

保、推進和平等方面是有益的。」這樣褒揚抬舉佛教道教，實際上也就貶抑了基督教、 
天主教和伊斯蘭教。 

不僅在言論上，而且在政策上偏向佛教道教。在政府的主導和支持下，2005 年 4 月在海

南省三亞市建成高達 108 米的海上觀音像，號稱世界之最，並且舉行盛 大的開光慶典，

葉小文親臨致辭。2006 年 4 月在浙江杭州和舟山舉辦「世界佛教論壇」，匯聚了世界各

地上千位僧尼，動用了當地黨政部門的大量資源，搞得轟轟烈烈，令佛教界頗受鼓舞。接

著 2006 年 8 月在山西五台山舉辦了佛教文化節，在四川成都舉辦了道教文化節等等。 

佛教內部近年來也出現一些有活力的創新發展。比 如，河北石家莊的柏林寺已經舉辦了

十幾次大學生夏令營。重慶佛寺吸引白領階層周末入寺坐禪。有些佛寺或團體積極到大學

設立獎學金，鼓勵學生研究佛教。有些高僧離開高山森林進入市井當中活動。很多大城市

如 今都有佛教徒開辦的素齋餐館，一邊推行素食文化，一邊宣揚傳播佛教。佛教在大學

生和知識份子中也有較快發展，不少大學有佛學社或禪學社，今年更有曾經留學的和尚被

聘任為大學教授。一些著名的演藝界人士公開表達自己的佛教信仰，也對青少年起一定的

示範影響作用。不過，與此同時，媒體曝光不少落馬的貪官熱衷拜 佛，這些醜聞則為佛

教的發展投下陰影。 



香港有個黃大仙廟，香火很旺。中國大陸原有的黃大仙廟在「文革」期間都被推倒清除。

不過，近年在廣東和浙 江恢復修建了 20 多座黃大仙廟，其中很多是由當地 政府支持甚至

直接主持修建的。黃大仙信仰究竟屬於道教還是算作民間宗教，這在學術界和宗教界是有

爭議的。按照中國既有宗教政策，若不能歸入五大宗教中，就 算作非法。不過，據報導，

國家宗教局原來有三個業務司，一司負責佛教、道教事務，二司負責天主教、基督教事務，

三司負責伊斯蘭教事務。2005 年 7 月國家 宗教局增設了業務四司，主要職責就是管理民

間宗教信仰。這表明黃大仙以及其他的民間信仰（媽祖、龍王、地方神靈信仰等等），正

走向合法化。 

中國政府為甚麼要扶持包括民間信仰在內的傳統宗教？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為了吸引港

澳台同胞和 海外僑胞到國內投資，促進台海兩岸的聯繫直至統一，包括借宗教旅遊來促

進地方經濟發展，也包括某些官員自身不公開或半公開的佛教道教信仰。從政府官員和知

識精英們的話語中， 還透露出這樣一種動機──用「土教」壓「洋教」，即是用倡導中國

傳統宗教來抑制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迅速發展。 

在今日中國，宗教自由問題的焦點，不再是有無自由的問題，而是政府對各宗教的不平等、

不公平對待問題。 

儒教復興運動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迅速提升，文化民族主義迅速膨脹，儒教復興也大行其道。長期以來，

儒教一般被認 為是教化之教，只有個別學者認為儒教是宗教。2004 年是個轉折點，一些

著名學者發表「甲申文化宣言」，倡導復興中國傳統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新儒學的 
最著名學者，哈佛大學的杜維明教授參與簽署宣言，並且在全國各地頻繁巡迴演講，接受

報紙雜誌和電視台的訪談，推波助瀾。隨後，多所著名大學增設「國學」院或者開辦「國

學」班，專門教授經史子集。 

在此前後，有些人發起「讀經運動」，倡導兒童和成人誦讀儒家的四書五經。現在有些小 
學已經增添了誦讀儒家經典的課程。四書五經，以及《三字經》、《女兒經》、《孝經》

等已經出現多種版本，大量印刷，廣泛發行。我在一個大學參加了一次每週 五晚上的讀

經班，由一位哲學教授帶領三十幾個大學生高聲誦讀《孟子》，並進行逐句講解。我問這

些大學生為甚麼自願參加，好幾位表示這跟基督徒的查經聚會一樣，但作為中國人，就應

該堅持 中國自己的、傳統的主體信仰──儒教。也有幾位表示佛教也是中國的宗教，儒教

和佛教互補，但是對於基督教則表現出排斥情緒。這位教授自覺自願、風雨無阻地帶領這

樣的讀經班已經十多個春秋。  

從 2004 年開始， 在山東曲阜每年 9 月舉行的祭孔典禮改為官祭，即由官方主導籌辦，曲

阜市市長親自頌讀祭文。很多地方的孔廟文廟得到修復。2005 年的祭孔大典更是盛大，

全 國各地和世界其他地區多個孔廟同時舉行祭典，中央電視台聯線直播，熱鬧非凡。這

兩年，有些考上中學或大學的人在開學前也去孔廟祭拜。孔廟的宗教功能越來越 明朗了。 



2005 年 6 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儒教研究中心」宣布正式成立。一批中

青年學者組織各樣的會議和講座，著書立說，利用各種媒體，大聲疾呼確認儒教是宗教，

並且是真正的中國宗教，蔣慶等少 數學者甚至請求政府確立儒教為中國的國教。香港孔

教學院院長湯恩佳也多次到北京，游說國家宗教局和其他中央黨政有關部門，要求在已有

的五大宗教之外批准儒 教為合法的宗教。 

結語 

據中國官方多年來所公布的數字估計，中國目前有一億多宗教信徒。五大宗教各自的估計

總和要比這個數字大很 多。基督教兩會自稱有一千六百多萬基督徒，但是海 外學者的保

守估計是五千萬，甚至有不少海外基督徒認為中國的基督徒已經有一億。天主教愛國會自

稱有四百多萬天主教徒，但是海外天主教界比較一致的說法是中國目前有一千兩百萬天主

教徒。信奉伊斯蘭教的十個少數民族總人口為兩千萬。中國佛教界自稱中國有一億多佛教

徒。道教信徒的人數難以確定，一直缺少估計，有學者認為有幾十萬。我們姑且算作有一

百萬道教徒，其他各宗教也都採納其最高估計，那麼中國目前也不過才有兩億五千萬宗教

信徒。其他宗教教派原則上 都算非法或被稱作「邪教」，這裡暫且估計為總共有五千萬。

那麼，中國目前各種宗教信徒人數加在一起，也不超過三億人。可中國人口有 13 億多。

就是說還有 10 億中國人是沒有宗教信仰的。這 10 億人恐怕不是沒有宗教需求，只是不知

所從而已。由於缺少宗教的自由傳播，很多人只能在算卦、測字、風水、扶乩⋯⋯中尋求

宗教心理的滿足。假如宗教自由更好地兌現 了，大多數中國人會不會選擇宗教信仰呢？

那是很有可能的。 

正是看到了這種可能性，很多宗教教派都在積極進行 著各式各樣的準備工作，有不少已

經以經商、文化交流等各種名義打入了中國社會，甚至悄悄地進行著傳教活動，這包括摩

門教、布哈伊教、統一教以及其他新興宗 教教派。有些本來不主張傳教的宗教，面對中

國這個巨大的潛在信徒市場，也都磨拳擦掌，躍躍欲試。比如，伊斯蘭教正在一些地區努

力向漢族人傳教，而且已經取得一些皈信者。我也遇到一位猶太教拉比在中國的大學任教，

熱誠投身於在中國傳播猶太教。他在望想未來時，充滿憧憬地說，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中

國人皈依猶太教，那就是多少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