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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信仰的影响 

     在我国，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的原因，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徒（如正式受洗的天主教、基督

教徒）在人口中的比例并不高，但民间信仰的善男信女在民间的分布可以说如汪洋大海。就这

部分群众而言，其信仰心理、信仰习惯、信仰感情与法定宗教的教徒没有什么根本区别。 

     民间信仰是由传统沿袭下来的植根于民间“尊神崇圣”和“功施于民则礼之”的较低层次

的信仰。这是长期以来社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情况下所产生的与当地民情、民俗相结合的历史

文化现象，在群众思想上的影响可谓盘根错节。作为一种信仰现象，它与法定宗教（主要是佛

道教）之间，既存在某种联系又有所区别，同时又与民俗活动和封建迷信活动相掺杂，影响所

及遍于东南亚各国和港澳台地区，乃至世界各地凡华人生活圈概莫能外。  

     民间信仰活动及场所绝大部分未列入政府依法管理的范围，许多地方所谓“乱建滥建”宗

教活动场所的问题，主要是出在这些方面。民间信仰活动，由于没有经典教义和统一的教规仪

轨，其活动随意性大，故易为坏人所利用；由于群众的参与面广，故活动极易升温，局部地方

可能导致狂热。因此，无论是依法管理宗教事务，还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

概念，均应涵盖这个领域。  

     二、民间信仰的基本特征  

     1、与宗教的关联性  

     民间信仰是早于宗教形成前的一种初期形态，又是宗教在世俗化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我国

汉民族地区的民间信仰与道教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也吸收了部分佛教的内容。虽然它不具备

宗教的基本要素,没有系统的经典教义和严格的宗教仪轨，没有专职的教职人员和团体。但在形

式上，其崇拜对象、信仰方式、信仰感情上则与道佛教无异，很难在它们之间划分一条严格的

界线。就一般信众而言，他们常不加区别地见神见佛都拜。在台湾、香港地区，民间信仰的宫

庙则一般划归道教范畴，近年来随着民间信仰同港台交往的频繁，使得这种界线更加模糊不

清。  

     2、信仰的多重性和组织的松散性  

     民间信仰是多神崇拜，其崇拜对象包罗万象，既有山川日月等自然崇拜，又有先贤圣哲、

忠臣孝烈、鬼神祖宗等人文崇拜，其神 系列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扩展补充，十分庞杂。

其中部分神 已被纳入道教正神或道教俗神，其信众有不少同时也是佛教（或道教）的信徒。信

众的崇拜多带有功利心理，平时不烧香，有事才求神，这是较普遍的现象。加上民间信仰本身

没有严格的仪轨和组织系统，因此从组织形式上看，民间信仰活动呈自发性和松散性特征，并

没有形成严密的社会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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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社会功能的双重性  

     同宗教一样，民间信仰的影响和社会功能也具有双重性。民间信仰所崇奉的神 多为历代

统治者加封的忠臣孝烈，群众的信仰反映了他们对这些神 所代表的忠廉正义、保国护民、扶弱

拯危的积极精神的崇拜，人民纪念这些生前做过许多慈行善举的忠义英烈，也祈求其英灵在身

后保佑他们消灾解厄、添福进财，具有对正义的呼唤和对功利的追求。同时必须看到，历代封

建王朝册封了大量民间信仰的神 以训导百姓，旨在维护和巩固其政权服务。他们宣扬的封建道

德和迷信思想，自然会包含不少精神糟粕。在当前，许多地方民间信仰盛行的情况下，这种精

神糟粕又得以在新的形势下传播蔓延，它必然地造成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冲击。我们在看到

民间信仰某一方面的影响和社会功能的同时，决不能否定或忽视它的另一方面的影响和社会功

能。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引导，如何趋利抑弊。  

     三、加强对民间信仰活动和场所的管理  

     1、民间信仰的管理包括对活动的管理和对场所的管理，而场所的管理，自然就要包括对

人员（管理组织的成员）的管理。鉴于长期以来对这个领域疏于管理，和有些场所还存在政出

多门的多头管理现象，必须建立一种正常的“一家主管，多方配合”的管理体制，先从活动管

理入手，从政策引导逐步发展到依法管理。比如福建省委、省政府已经明确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

宗教事务部门作为所在行政区域内的民间信仰活动主管部门，统战、宣传、公安、规划、土

地、建设、对台、旅游、文化、精神文明等有关部门按各自职责，配合做好工作，这是一个很

好的开端。但如何对民间信仰活动实施有效的管理，并在此基础上实施对场所的管理，还有许

多问题需要研究。  

     2、鉴于民间信仰的复杂性和敏感性，管理思路上应既要积极，又要稳妥。首先要从抓活

动的管理，特别是重要场所重大活动的管理入手加强引导、逐步规范。要坚决禁止新建、重

建、扩建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和露天造像的行为，限定民间信仰活动的区域，禁止大规模的迎

神、游神和跨地区串联活动。严格加强对涉台、涉侨、涉外民间信仰活动的管理和引导。  

     3、要加强对民间信仰问题的研究，对“民间信仰与宗教”、“民间信仰与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民间信仰与祖国统一”、“民间信仰与改革开放”等类问题要组织专家学者和实际

工作部门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帮助干部群众，明辨是非。  

     4、要长期地、坚持不懈地加强对人民群众进行科学世界观（包括无神论）的教育、科学

知识的教育，从根本上引导人民群众远离迷信，崇尚科学。 

     5、重申共产党员和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参与民间信仰活动和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的管理，更

不能在民间信仰活动场所领取报酬。应当明确，党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应该体现在政策宣传、群

众教育和重大涉台、涉侨、涉外活动的把握和协调上，而不应是直接插手具体的活动，更不能

成为民间信仰活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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