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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宗教问题日益明显，其敏感和影响程度的扩大应该引起我们的

高度重视。在当今世界60亿人口中，信奉各种宗教的人有48亿，占世界总人口的81％。尤其

是各种新兴宗教发展迅猛，其信仰团体达2万多个，信徒人数亦超过1.3亿。在全球化过程

中，不少宗教问题都直接关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它们往往会

形成局部地区的难点、焦点和全球性的热点、重点，对整个世界的格局和发展走向产生深远

影响，甚至有可能改变历史进程和人类命运。

 

美国“9.11”事件后，不少人都在探讨并反思“宗教可能导致什么”、“宗教应该提倡什

么”、“宗教可以避免什么”这类既敏感、微妙、又颇为热门并吸引人的问题。宗教问题在

当代世界已涉及到国际政治、世界和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关系、法律

秩序等重要方面。因此，系统了解并深入研究世界宗教问题的来龙去脉及其发展态势，对我

们当今的战略思维和战略决策极为重要。

 

（一）世界宗教的世俗化、公民化、现代化趋势

   

当代世界宗教的一大特点即面向世界、面向社会、面向现实、面向个我人生。在全球化进程

中，宗教发展已很难“遁世”、“隐居”，亦不可能离开社会、回避现实。因此，世俗化、

公民化、现代化已成为当代世界宗教发展的主要趋势。

    

在 “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宗教世俗化极为引人注目。在此，“世俗化”包含着两层意

思。其一，“世俗化”即“非神圣化”，意指传统神圣观念的“祛魅”、神圣象征的退隐和

神圣符号的破解。人们对以往宗教意象、观念的神圣、神秘和神话化解释，已被今日理性、

现实和还原化解释所取代。但“非神圣化”之后，宗教的本真及其寓意仍存，宗教的价值体

系亦得以保留。其二，“世俗化”也意味着宗教是在积极进入世界、回返现实、直面人生、

“温暖”人间，即强调其现实意义和现实关切。这样，“世俗化”并没有真正“化掉”宗

教，而是促使宗教更全面、更广泛地渗入生活，在社会存在及发展的方方面面以直接或间

接、公开或潜在的方式顽强地体现其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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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宗教改革与罗马法继受——以
路德宗双重分裂之改革为线索 \何勤
华 蔡剑锋

摘要：16世纪初以路德宗改革为先导
的宗教改革运动是深刻影响欧洲历史
的社会运动。这场…
 
> 宗教与司法在美国有着怎样的关
系 \彼得•伯格

关于美国的讨论，必须从宪法本身说
起。确切地说，要从对于理解美国社
会里的宗教至为关…
 
> 我国宗教组织的慈善法律地位研
究 \陈宇晴

摘要：自古以来，宗教就和慈善之间
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宗教的教义
就是鼓励人们修身…
 
> 当代韩国新教保守派的政治参与：
特点、原因及其走向 \李永春

摘要：全光勋是韩国新教保守派参与
政治的代表性人物。他以韩国基督教
总联合会等新教保…
 
> 寺庙财产民事纠纷案件处理的司法
立场与裁判依据 \吴昭军

摘要：关于寺庙财产的规范调查，不
论是日本宗教立法的圣俗分离原则，
抑或是美国的法律…
 
 

近期文章

故宫博物院藏满汉蒙藏四体《大藏

经》雕版侧记 \张子凌

壮族二次葬：“长阈限”情感过渡

与礼俗秩序建构 \龙晓添

袁珂：“填海追日”神话精神的践

行者 \周明

教宗嘱咐青年：放下手机，关注他

人 \信德微讯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

民政府行政强制二审行政裁定

书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如何基于自由思考宗教与超

越？ \吕超

日政府启动解散“统一教”司法程

序 \丛云峰

javascript:ContentSize(16)
javascript:ContentSize(14)
javascript:ContentSize(12)
http://www.pacilution.com/index.asp
http://www.pacilution.com/english/index.asp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Class2.asp?ClassID=99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Class2.asp?ClassID=98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ClassTJ.asp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Class2.asp?ClassID=82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Class2.asp?ClassID=68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Class2.asp?ClassID=89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Class2.asp?ClassID=65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Class2.asp?ClassID=95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Class2.asp?ClassID=94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Class2.asp?ClassID=93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Class2.asp?ClassID=92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Class2.asp?ClassID=91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Class2.asp?ClassID=66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Class2.asp?ClassID=85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Class2.asp?ClassID=90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Class2.asp?ClassID=78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Class2.asp?ClassID=88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Class2.asp?ClassID=81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Class2.asp?ClassID=97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Class2.asp?ClassID=67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Class2.asp?ClassID=79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Class2.asp?ClassID=76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Class2.asp?ClassID=72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Class2.asp?ClassID=75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284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283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265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264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263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301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300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299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298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297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296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295


宗教的“公民化”亦称宗教“国民化”或“市民化”，这在北美当代“国民宗教”

（civilreligion）现象及其社会意识中得到典性体现。从全球视野来看世界宗教，我们可以发

现宗教在不同国度的现实存在呈现出政教分离、政教合一、政教协约等多种形态，而“政教

分离”则正成为世界各大宗教发展的主导趋势。与“政教分离”发展相呼应的，则是宗教存

在的“公民化”现象之出现。在现代社会中，以往宗教“君临天下”、“神治”、“一统”

的局面不复存在，宗教的制度性、建构性和组织性作用减弱。于是，一种新的“公民宗教”

或“国民宗教”意识应运而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宗教制度性作用衰退而留下的空白和不

足。这意味着，宗教机构和组织在许多国度已不再起统治和主导作用，其追求和利益则需要

国家公民即社会成员的“宗教性”来体现或实现。在宗教教阶制和神职人员在社会功能上

“失效”的地方，宗教“平信徒”的作用得以发挥，其在宗教团体中的角色及其社会影响受

到关注。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并高度重视在全球化进程中宗教“公民化”这一发展趋势。

    

所谓宗教的“现代化”是指其“现代”意识和对社会现代进程的积极适应。首先，宗教在社

会制度层面上向社会现代发展靠拢，大多放弃了传统封建神权专制，从观念上推动从“神

本”往“人本”的过渡，以其宗教精神遗产来注解、论证现代“平等”、“民主”思想，在

宗教组织及其教阶结构上推行适应现代社会体制的改革。其次，宗教在改革或摈斥其制度滞

后的同时，以价值理念上的适应来为现代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再次，宗教开始对现代科技发

展及其成果持认可、开明之态，在调整其与科技之关系的同时亦有意识地运用科技发展带来

的成果，使之能为其信仰服务。此外，宗教在试图跟上现代化步伐之际，亦对现代化本身及

其后果加以分析、评价或批评、警告，有着入乎现代却超越现代的意趣。这样，宗教在全球

化进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亦融入并推动了“后现代”的发展，并参与了“后现代主义”本身从

破坏性到建设性、否定性到肯定性、悲观性到乐观性的转变。

    

（二）世界宗教的多元化、本土化、普世化走向

         

全球化进程在政治上出现了“单极垄断”与“多元并存”的抗衡，在宗教上亦有着“一种宗

教”或“多种宗教”之争。从总体趋势来看，“全球化”绝非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

教等的“一体化”或“单一化”，而呈现出多元涌动、多元抗争、多元发展的局面。世界各

大宗教及其相关派系各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和特色，全球化在促进其相互接触、增加其相互了

解的同时，亦唤醒其自我意识、使其个殊性得以彰显。就其传统意义而言，各种宗教均有其

特定的民族、地域、文化和历史背景；在某一固定地区，相应的传统宗教会有更大的影响、

甚至能起决定性作用。但全球化的进程已将这种格局打乱，宗教的分布出现重组，某一宗教

“大一统”的状况亦不复存在。信息的快捷和交通的便利，经济发展和社会开放带来的人员

流动和移民大潮，更使宗教的多元化异彩纷呈。政治上的多极和信仰上的分化，在人类的全

球性共存中更显突出。

    

与多元化相伴随的则是宗教的“本土化”走向。“全球化”氛围中的宗教不是脱离地方特色

的抽象存在，乃是其具体地域、具体文化环境中的生动展现。宗教的“本土化”反映了一种

既跨文化，又进入文化的交流，是一种体现地缘特色的“融入”。因此，“本土化”亦称

“本地化 ”或“本色化”，并引申出“处境化”的蕴涵。所谓“处境”，包括历史处境、社

会场景、文化背景、经济环境、政治情景等涵盖。宗教在适应这些处境、达其“处境化”时

有表层或深层之“化”。这种表层的“本土化”一般指“文化披戴”，即宗教对某种本土文

化在外表上的适应，指归在一种与本土文化的外在“形似”，而不希望其本质之改变，因此

在文化接触的深层面上会产生碰撞和冲突。与之相对应，宗教在深层的“本土化”则指其

“文化融入”，即通过一种内在的相融和结合而使相关文化得以“重构”，其宗教获得与本

土文化内在的、本质性的“神似”。应该指出，这种“本土化”走向，及其“化”的程度，

除了文化因素之外，更与政治的关联密不可分。以弱势政治为背景的宗教，其“本土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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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适应、服从当地社会文化；而以强势政治为支撑的宗教，其“本土化”则有可能改变、

重构当地社会文化的格局。

    

与全球化趋势颇为吻合的，还有宗教的“普世化”倾向。这种宗教“普世主义”强调其宗教

应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和所有的地方”存在并发展，以“一个世界或没有世界”的口号来

提倡其社会共在、信仰共识。面对宗教多元化、本土化、世俗化使其凝聚力大为减弱这一严

峻现实，不少宗教意识到其教派分离和历史分裂已使其现实存在中的政治力量削弱、社会影

响减少、民众吸引力退化，因此为克服其势单力薄的窘境而重新呼吁其宗教内的求同、合

一，旨在增强其社会存在的整体实力。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宗教“普世”联合在一定程度上

亦与相关民族或国度的政治联合及国际合作相结合，形成了宗教与民族问题的复杂交织。

    

（三）世界宗教中的极端主义、原教旨主义、价值干涉和反主流文化动向

    

与世界宗教发展的大趋势相悖，在从多样性中求统一的全球化进程中，亦出现了宗教极端主

义、原教旨主义、价值干涉和反主流文化等动向。这些思潮乃从强调其信仰的个殊性、独特

性和优先性而走向极端，表现出惟我独尊、排外排他之态，从而导致各种“宗教不容忍”、

“宗教霸权”甚至“宗教迫害”的后果，对当代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

    

宗教极端主义一反宗教发展中的现代化、世俗化和社会适应，突出其回归传统、封闭保守、

抵制社会开放和发展的主旨。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一些宗教极端派别反对任何在教义、教规

及社会行为上的妥协、让步，对外没有宽容、没有和解，对内则要求其信徒严格按照其传统

教义、信条来规范、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而这些极端主义一旦被政治势力所利用，则会

形成“宗教思想政治化”、“宗教组织政党化”、“宗教领袖政客化”的局面，使相关国家

和地区的局势不稳、社会动荡。

    

在教义、信条上，宗教极端主义通常会与保守主义、原教旨主义相关联。其特点是与宗教中

的“现代派 ”、“自由派”相抗衡，主张信仰回归“本初”、“原始”之状，持守其“基本

要道”和信仰“正统”，而坚决反对宗教向现实社会发展靠拢，不愿主动适应历史的变革与

进步。这种保守主义的回潮或原教旨主义的意向在世界许多宗教中都已先后亮相，如基督宗

教中的“基要主义”和“宗教右派”，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思潮和犹太教中的极端保守派

倾向等。宗教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号召其信徒返回其原初的“纯真”信仰，要求人们具有

宗教“虔诚”和“虔敬”，以便能恢复其宗教活力和社会影响。但其过激主张往往容易煽起

宗教狂热，导致信仰上的痴迷和反常之状。

    

“全球化”进程中全球主义理念的深层次表现，即强调人性、人之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的普

遍性和共同性。这种思想突出“国际共识”、“国际接轨”和“国际惯例”，对以“国家中

心主义”、“民族主义”为基础的传统民族意识和国家主权形成冲击。除了“国际宪法”形

式的全球法律约束之外，以“全球伦理”、“全球价值”为口号的道义约束亦开始涌现。从

积极意义来看，这种全球伦理、普世价值之诉求表达了人类维系社会共存、阻止道德隳沉、

谋求世界公平和谐的底线要求和美好希望。但从消极意义来看，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占有上

风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亦会以此来推行其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将其精神价值作为全球伦

理、价值之圭臬，从而构成一种前所未有的道德霸权和价值干涉。而宗教则成为这种价值干

涉、道德训诫的重要工具。实际上，自“冷战”结束后，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利用“宗教自

由”、“宗教人权”、“宗教宽容”等口号来干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危害其主权，甚

至颠覆其政府。与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宗教殖民主义”、“宗教霸权主义”相比较，这种利

用宗教问题以主持“公道”、保护 “人权”为名进行的宗教价值干涉、道义谴责，对于社会

舆论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蛊惑性，而对相关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则更为复杂、更加危险。



    

在全球化引起的多元浪潮中，世界宗教中亦出现了反主流文化的发展动向。其重要标志是新

兴宗教及相关思潮的大量涌现和迅速发展，尤其是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达到高潮。新兴

宗教是与传统主流宗教不同的新宗教团体或新宗教运动，其主要特点是扬弃或反对传统信

仰，抵制或脱离主流文化，挑战或怀疑社会权威，强调个人体验并回归神秘主义。新兴宗教

通常会改造或抛弃传统宗教教义而自定一套教义体系，会摆脱现有社会建构和宗教组织而自

建其宗教机构、自立其崇拜修行方法，会以一种隐蔽或神秘的方式结社、传教，也会以一个

自称具有超凡脱俗能力的人作为教主或创始人。这些新兴宗教在与当代社会的关系上已出现

了两极分化，一种在反主流传统的同时仍主张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投入和参与现实人生；

另一种则强调过与现实社会隔绝的宗教生活，实行乌托邦公社制和以教主为核心的独立社会

生存。在后一种发展中，也有一些教派或极端团体因非人道、反社会之举而沦为“邪教”，

成为国际社会的公害。

    

概言之，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宗教已形成极为复杂的局面。在科技发展、信息革命推动下人

类社会全方位走向全球化的氛围中，宗教并没有消沉、退隐，而是更加活跃、凸显。各宗教

之间及其内部正呈现出保守与革新共在、衰落与复兴相继、冲突与和解并存、竞争与合作同

行的多元景观。因此，我们对世界宗教的认识和把握必须与时俱进，以便能抓住新特点、研

究新问题，获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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