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7卷 第2期 2014年3月
Vol.67.No.2 Mar.2014.126~127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一部新意迭出的宗教工作史著作
 ———《新中国宗教工作史》评介

严 真

段德智教授的新作《新中国宗教工作史》作为其主持的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境外宗教渗透

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战略研究”的一项重要阶段性成果,

201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中国宗教工作史》全书除前言外,含五章和结语6部

分,计44万言。该著作为我国第一部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宗

教观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从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

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高度,对新中国

宗教工作60多年的曲折历程作出具体、翔实考察并对其主

要成就和基本经验作出概括说明的学术专著,其根本目标在

于表明,新中国宗教工作60多年的历史本质上是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体系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初步形成的过程:既是新中国

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逐步臻于完善的过程,又是中国特色

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逐步臻于成熟的过程,表明抵制境

外宗教渗透、反对宗教干涉主义和宗教民族主义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积极引导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绝对必要性。
纵观全书,该著史料翔实,新意迭出。
首先,这是一部立足于当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反思,特别是苏东剧变反思的学术著

作。通常,国别史或断代的国别史,往往是就国别史来谈国别史,就断代的国别史来谈断

代的国别史。但《新中国宗教工作史》却不落窠臼,通篇立足于当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

大视野,立足于对当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特别是立足于对苏东剧变

的深刻反思。例如,正是由于立足于对苏东剧变的深刻反思,作者将防范和抵制境外宗教

渗透作为新中国宗教工作的重要一维,强调这一工作“与我国60多年的宗教工作相始终”
(第358页),且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视为社会主义国家宗教工作基本

方针的第一内容,视为社会主义国家宗教工作成败的试金石(参阅第351~352页)。这样

的一种国际大视野不仅有利于我们深刻地总结和理解60多年来新中国宗教工作的经验

教训和中国特色,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把握新中国宗教工作方针的

理论精髓及其所内蕴的某些世界意义或普世价值,特别是其对当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

理论贡献。
其次,讲求历史与逻辑在历史基础上的统一是该著的另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一大亮

点。一如作者在前言中所指出的,尽管《新中国宗教工作史》的中心内容,如其标题所示,
在于对新中国宗教工作的一种“带有编年体性质的历史叙事”,但作者并没有将这种“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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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弄成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罗列或诸多史料的简单汇总,而是依据历史与逻辑在历史基础上相统一的

原则,紧密结合我国宗教工作的实际,将60多年的新中国宗教工作划分成相互衔接的四个历史阶段,即
“积极探索”阶段、“蒙受挫折”阶段、“拨乱反正”阶段和“稳步推进”阶段(参阅第2页)。这就为读者从总

体上理解和把握60多年的新中国宗教工作发展史提供了一个明晰的历史线索。这样既有助于读者将

新中国的宗教工作发展史理解成一个渐进发展的历史过程,较为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新中国宗教工作的

统一性和连续性,又有助于读者对新中国宗教工作的曲折性有比较明晰的认识,较为准确地理解和把握

新中国宗教工作的阶段性和间断性,避免将新中国宗教工作史的理解和把握片面化和简单化。其学术

价值不言自明。
第三,该著从横向维度对60多年的新中国宗教工作做了政治路线方面的深层分析,将坚持两条战

线作战(即既反对右的倾向又反对“左”的倾向)规定为新中国宗教工作的“政治基础”(第349页)。作者

结合60多年新中国宗教工作两条战线作战的实际,非常中肯地得出了“虽说无论是‘左’的错误还是右

的错误都危害党和人民的宗教工作,但总的来说,‘左’的错误的危害要甚于右的错误”的结论(第349
页),并进而据此强调说:“在宗教工作中,我们不仅要坚持两条战线作战,有右反右,有‘左’反‘左’,而且

还应当将防‘左’和反‘左’放在更重要的位置”(第349页)。应该说,作者对新中国宗教工作的这一分析

是既实事求是又入木三分的。
第四,该著虽说基本上属于史学范畴,但它却始终着眼于“因史成论”、“论从史出”的写作宗旨,从而

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论著的学术品味。作者在用五章篇幅对新中国宗教工作做出纵向考察后,在“结
语:新中国宗教工作的历史回顾与历史启示”中用了20多页的篇幅对全著做出了有相当理论深度的概

括(第339~365页)。“结语”在对新中国宗教工作的曲折历程作出扼要概括的基础上,从“宗教立法逐

步完善”、“宗教工作方针与时俱进”、“宗教自身建设逐步加强”、“宗教对外交流日趋活跃”和“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宗教理论逐步成熟”等五个方面高度概括了新中国宗教工作的主要成就;又从“宗教工作的

政治基础:坚持两条战线作战,既要反对右的倾向,又要反对‘左’的倾向”、“宗教工作的法律基础:坚持

推进宗教工作的法治化”、“宗教工作的政治保证:坚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工作方

针”、“宗教工作的认识论基础:充分认识宗教的长期性和群众性”和“宗教工作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两点

论,反对一点论”等五个方面对新中国宗教的基本经验做了深刻的总结。清人龚自珍在谈到其“出乎史,
入乎道”的治史精要时曾突出地强调了治史者当“自尊其心”的治学原则。该著坚持“因史成论”和“论从

史出”,不仅体现了作者的理论自信,而且也体现了作者的理论自尊。
最后,该著既注重史料的考证和铺陈又注重理论的反思和凝练,但却并未因此而显得呆板和枯燥。

作者对相关重大的历史事件,如中国天主教自选自圣主教、西藏叛乱及西藏问题国际化、宗教工作的拨

乱反正、依法取缔“呼喊派”、拉萨“3·14”事件、乌鲁木齐“7·5”事件以及中梵“共融”之争等,都做了尽

可能具体和生动的描述与刻画。不仅如此,作者还特别注重对典型人物的描述和刻画。在作者看来,
“历史毕竟是人的历史,至少是以人为中心的历史”,这就使得该著既抽象又具体、既深刻又生动。例如,
作者在描述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宗教与宗教工作的艰辛历程”时,使用了下述三个标题:“宗教界

的反右派斗争:岳崇岱与马震武”,“宗教工作领导层的反右倾斗争:李维汉与班禅”和“极左思潮下的宗

教冬眠:赵朴初与喜饶嘉措”,就收到了极好的效果。该著的引人入胜与此写作手法不无关系。
曾经担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和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达14年之久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社会主

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叶小文先生在给该著所写的序中称赞“该著主题宏大,观点正确,结构合

理,史料翔实,逻辑严谨,堪称我国宗教学界在这一研究领域推出的一部力作”(“序”第3页)。只要肯认

真读下去,相信读者总能够从这部新意迭出的著作中获得某种教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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