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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问题怎么看 怎么办》

内容概要

《宗教问题怎么看怎么办》是作者在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的十二年间，孜孜以求，不舍昼夜，“白
天走、干、讲，晚上读、写、想”之作。立足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实，探索宗教问题“怎么看”；
结合理论与实践、继承与创新，求解宗教问题的“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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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问题怎么看 怎么办》

书籍目录

自序中国宗教的百年回顾与前瞻世界宗教问题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宗教信仰自由与宗教事务管理学习马
克思主义宗教观与坚持党的宗教政策宣传无神论与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宗教信仰自由　坚持独立自主办
教关于依法治国中的依法管理宗教事务问题宗教与普法探索与求真对宗教“五性”的再探讨所谓宗教
问题的”五性、三性说之争”述评把握矛盾问题的精髓　直取哲学思维的精华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
“左”邪教的成因与对策务实与创新执政能力与“懂得宗教”从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审视和加强宗教
工作增强执政能力解决宗教难题加强薄弱处守住突破口在扩大开放中抵御渗透要害在争取群众争夺群
众工作做到县民族与宗教新形势下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思考从宗教问题谈到中国的向西开放略论新形
势下民族、宗教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为什么要过问班禅转世文化与宗教中国文化“和”的内涵与
民族复兴的“文明依托”略论宗教文化研究重新举起“以戒为师”的旗帜禅宗的启示聚力与聚心宗教
精神追求的误区与我们的反思社会主义的宗教论对宗教理论和政策要点的分析和归类⋯⋯发挥宗教在
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五教同交　共建和谐化对抗为对话台港行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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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问题怎么看 怎么办》

精彩短评

1、自购
2、本想屎里淘金，没淘出啥，手臭了一星期。写了个评论还给豆娘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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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问题怎么看 怎么办》

精彩书评

1、本希望沙里淘金——也可能是屎里淘金——看看当局管理宗教的最高官员的书里能否找到些许学
术圈里没有的微妙信息（一个好例子是李鹏的人大日记），更何况叶小文并不是典型的我党高官，他
是个读书写书的聪明人，更被认为有几分个人魅力。可惜没淘出金子，只是臭了两手。【屎篇】这本
书粗略可以分成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篇幅最大，是对宗教问题的分析、对中国宗教政策的解释，
方方面面却又大同小异；第二部分叫“化对抗为对话”，是与西方人士的对话录；第三部分叫“台港
行”，所收四篇都是对当地佛教界的演说。这三部分，恰恰展现了国家宗教局局长的三副截然不同的
面孔，虽然精分，却也转换自如——以下分别来看：第一部分包括经院式的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探讨
、要加强无神论宣传、对民民讲话的吹捧、对消灭某某功的辩解，等等。这一切都没有任何新意。作
者恪守了我党对宗教的敌意，即“鸦片说”，宗教信仰自由无非是在宗教消亡的条件达到之前的权宜
之计，类似“要成功地抑制宗教的非正常扩散”（第151页）、“包括无神论在内的科学世界观的宣传
，可以帮助群众对信仰还是不信仰宗教作出选择”（第86页）的语言贯穿始终。无处不在的还有我党
惯有的冷战思维，即对国外势力渗透的神经过敏——即使我试着去理解这种担忧，我也无法理解如何
能以此就推出官办宗教的合理。如果有什么与时俱进的地方，那就是对民民“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
适应”理论的大力吹捧，是为“社会主义的宗教论”。这一切基本还是空对空，并没有具体针对当今
中国宗教自由和政教关系的太多具体问题（例如家庭教会）——说得好听点儿叫理论性太强，说得难
听点儿叫全是官话。当然，比这更糟糕的是不讲理⋯⋯最牛叉的是这段关于邪教的“不争论、不承认
”主义：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20834954/。第二部分是有用信息相对集中的地方——因为
作者第一部分没有涉及的问题，帝国主义帮助我们读者提出来了，比如《宗教事务条例》后的家庭教
会的登记问题。比较集中体现于《与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代表团会谈实录》一篇。作者将本
篇的四部分命名为“主动出击，宣示我方立场”、“胸有成竹，巧应美方关切”、“针锋相对，分辨
正邪是非”、“有理有情，对抗化为对话”——沾沾自喜之情溢于言表。本篇的实质内容我已经放在
这里（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20836570/）——没错只有这么少，这36页的记录剩下的全是
扯皮。叶小文和他的同事们的回答并没有什么精彩的东西配得上这样的自喜，相反，回避问题、信口
雌黄（熟悉中国宗教现状的读者应该容易看出哪些话是在撒谎）才是常态。可惜帝国主义也值得我们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面对对手的各种谎言和疏漏，他们都没有给予及时、准确、有力的反击。
当然，如果说噎人也是一种能力的话，那么叶小文做得也可圈可点，更何况他还会用英语来噎——让
我不由得想起一位姓李的前外长。可惜，气势上压过对手，并不能改变中国宗教自由的现状。第三部
分我都不好说啥了⋯⋯引用一段大家就明白了：“各位法师，各位朋友，今天，台北小巨蛋体育馆万
人集聚。佛教讲“众生皆可成佛”，在座的各位，你们就是佛，就是菩萨啊。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直接
面对这么多高人、这么多大德、这么多菩萨、这么多善知识演讲⋯⋯”（第572页，《月夜里的佛光—
—在“国际佛光会”万人大会上的致辞》）难怪被刘澎老师暗讽。从本书的三部分，我们看到了叶局
长的三种截然不同的“面相”——守旧的官僚、气势逼人的外交家、以及以假乱真的佛教徒⋯⋯后两
个形象的确给他的形象加分不少，甚至能给人以开明的错觉——如果有人还读过此人的其他作品（例
如随笔集），这个错觉还会进一步加深。但当同一本书把作者的这三种形象如此集中地先后展现出来
，他一切的“个人魅力”都在增添滑稽的效果。毕竟外宣和内宣的口径肯定是不同的，前者需要把屎
包在糖衣里给老外吞服——可现在把屎旁边放上两个糖丸，那糖丸还会有人吃吗？这是作者的失算，
但也没有太失算，因为很少有人会买一本叫“宗教问题怎么看怎么办”的书。文艺青年还可以继续买
作者的随笔集，那里是糖丸为主，足以压过屎味。【金篇】虽然这样一本书里谈到家庭教会等重要而
具体的问题的内容少之又少，可我还是会努力抠出一点有用信息的：第51页，作者是这样回答老外“
但我看到在西藏对僧侣人数有许多限制”的指责的：‘如果按你的说法，藏族的青少年都去当喇嘛、
尼姑，谁来为藏族生孩子？一个连后代都不能正常繁衍的民族，又怎样保持其“文明的连续性”？’
——这当然是很可笑的强辩，但至少作者默认了这个指责，也就是承认了对僧侣人数的限制。第91页
：“我国目前有1亿多信教群众。”——说明这是这个神秘数字的官方口径，也就是沿用周恩来70年代
的、不知有什么根据的说法。第97-98页：‘（“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中）管理的对象（客体）是“有
关宗教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贯彻实施”而“不是去干预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按1991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的要求，“宗教事务“应该是与“宗
教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贯彻实施”有关的东西，同时又应该有别于“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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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问题怎么看 怎么办》

⋯所以，宗教事务的定义是：宗教事务是一种社会公共事务，它是指宗教作为社会实体而产生的涉及
公众利益的各种关系、行为或活动。’以及第100页：‘按内涵分，依法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不管两头—
—原则上不管个人头脑中的信仰问题，原则上不管应由司法部门追究的法律问题。按外延分，依法对
宗教事务的管理要区分两头——不甘于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但必须管理宗教团体的外部事务。“内
”与“外”的区分，看其是否是“涉及公众利益的关系、行为或活动”，是否是与国家强制力保证执
行的行为规则（即法律）相关的关系、行为或活动。’——这些当然算得上权威的官方解释，也挺先
进。可惜，实践中明显不是这么做的，本书别的地方倒是一再提到除了“拉出来打”还要“钻进去管
”。第109-110页：‘“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管理”的切入点——宗教活动场所登记。‘⋯⋯截止
到1997年9月，除西藏外，据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报来的数据统计，纳入登记清理范围的宗教
活动场所总数为105733处，其中正式登记的场所为78045处。临时登记的场所为8616处。暂缓登记的场
所为8683处。不予登记的场所为10389处，占总场所的10%（部分省将基督教家庭聚会点和乱建庙宇计
入）。在78045处正式登记的场所中，各教根据多少依次排列为：伊斯兰教33584处（以新疆居多，
占21952处），占43%；基督教27024处，占35%；佛教12027处，占14%；天主教3795处，占6%；道
教1663处，占2%。临时登记的场所中，按多少依次排列为基督教、佛教、道教、天主教、伊斯兰教（
其中基督教以不完全符合登记条件的基督教聚会点居多）。‘当前，已登记的要转向有序的日常管理
，暂缓登记和临时登记的到期要重新登记，不予登记的要分教、分类进行清理。’——这些数据虽然
太老了，但不知什么时候还是有用的。另外正式登记、临时登记、暂缓登记、不予登记四种的条件也
值得继续研究，毕竟《宗教事务条例》之后很可能也是同样的操作。另外要注意的是，宗教主管部门
实际上把宗教活动场所登记作为了管理宗教的一个切入点来重视的——用近年来的一个奇怪的官方词
语来说就是，“重要抓手”。第115-117页：“1992年，中央指导成功处理云南平远街回民贩毒问题⋯
⋯“1993年，中央指挥成功处理宁夏西吉伊斯兰教哲派械斗事件⋯⋯“1995年，中央指挥成功处理班
禅转世问题⋯⋯“⋯⋯深入进去管住、管好塔里甫问题、瓦哈比问题、朝觐问题等敌人利用宗教煽动
容易得手的问题⋯⋯”以及第143页：“宁夏西吉哲合忍耶教派之间，各执其说，争执不休，发展到大
规模械斗，一年打死49人。”——除了95年这件事之外，应该不会有很多人知道吧。第119页：我们主
张的“宗教信仰自由”，与西方主张的“宗教自由”是有区别的。是否信仰宗教，使公民个人的自由
选择，是个人的私事。但作为宗教的社会实体及由此产生的宗教事务，则必须接受法律的规范。——
这一段的信息是：我国官方说的“宗教信仰自由”里的“宗教信仰”是偏正结构，而不是并列结构，
即“宗教的信仰”。并且这个“宗教信仰”是指与“宗教言论”、“宗教行为”并列的、宗教中有关
内心信仰的那部分，而不是与“政治信仰”等各种非宗教信仰并列的一种信仰。第168-170页：‘某宗
教团体发行的一本刊物，连篇累牍地刊登有关反对关于认识宗教问题的“三性”、关于宗教工作基本
方针的“四句话”的文章。其中一篇题为《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五性”的理论观点》的长篇文章，通
过挑起所谓的“五性、三性说之争”，尤其是通过对“特殊复杂性”的曲解，故意在党和政府与宗教
界之间挑起矛盾。‘⋯⋯而这个刊物同时发表的另一片（注：原字如此）文章《读报随想——有感于
“宗教理论体系创新”而作》，则在文章中直接否定江泽民同志的讲话具有理论创新性，把矛头对着
中央、对着党的宗教政策。’——这多少也算是内部消息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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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问题怎么看 怎么办》

章节试读

1、《宗教问题怎么看 怎么办》的笔记-第119页

        我们主张的“宗教信仰自由”，与西方主张的“宗教自由”是有区别的。是否信仰宗教，使公民
个人的自由选择，是个人的私事。但作为宗教的社会实体及由此产生的宗教事务，则必须接受法律的
规范。⋯⋯联合国《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也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应
限制“在法律所规定以及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要的范
围之内。”
1.这一段的信息是：我国官方说的“宗教信仰自由”里的“宗教信仰”是偏正结构，而不是并列结构
，即“宗教的信仰”。并且这个“宗教信仰”是指与“宗教言论”、“宗教行为”并列的、宗教中有
关内心信仰的那部分，而不是与“政治信仰”等各种非宗教信仰并列的一种信仰。
2.《宣言》的原文是“有表明自己选择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其所受限制只能在⋯⋯范围之内”，这
句话的意思被叶小文彻底歪曲了。

2、《宗教问题怎么看 怎么办》的笔记-第168页

        某宗教团体发行的一本刊物，连篇累牍地刊登有关反对关于认识宗教问题的“三性”、关于宗教
工作基本方针的“四句话”的文章。其中一篇题为《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五性”的理论观点》的长篇
文章，通过挑起所谓的“五性、三性说之争”，尤其是通过对“特殊复杂性”的曲解，故意在党和政
府与宗教界之间挑起矛盾。⋯⋯而这个刊物同时发表的另一片（注：原字如此）文章《读报随想——
有感于“宗教理论体系创新”而作》，则在文章中直接否定江泽民同志的讲话具有理论创新性，把矛
头对着中央、对着党的宗教政策。

3、《宗教问题怎么看 怎么办》的笔记-第499页

        第499-534页 《与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代表团会谈实录》
（四部分的小标题分别是：主动出击，宣示我方立场；胸有成竹，巧应美方关切；针锋相对，分辨正
邪是非；有理有情，对抗化为对话）
克罗马迪（委员会主席）：我们了解到一些没有登记的团体的情况，这些团体可能会被认为是非法的
，而参与这样的活动会被惩罚的，未经登记进行宗教活动算是非法活动吗？
董霄汉（国家宗教局政策法规司法规处处长）：在我国，作为一类民营非营利组织的宗教团体，与其
他社会组织一样，都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取得社会的承认与法律的保护，如社会团体、基金会这些都
是属于社会组织。登记是国家确定社会组织合法性的基本形式，也是取得社会承认的法规渠道。宗教
团体在民政部门依法进行登记，宗教活动场所在宗教部门依法进行登记，依法登记之后，宗教团体、
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益会受到法律很好的保护，国家也会在税收征收、土地使用等方面给予优惠。
不经过登记就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护也享受不到相关的优惠待遇。
叶小文：登记的本质是为了保护！⋯⋯有一些宗教活动场所或宗教团体暂时不具备一些简单的登记条
件，我们愿意帮助他们完善条件，这里没有所谓合法、非法的问题。班塞尔（委员会上届主席，现任
委员，法律专家）：我知道中国外交部和我们美国外交部签署了一个协议，并称请中国的法律并未禁
止未成年人行使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伊丽莎白（委员，人权问题专家）：所有的场所都要登记吗？
登记都要通过爱国会吗？没有登记的场所是否就是非法的？“house service”的地位怎样？成员只能限
于亲戚吗？
王秀玲（国家宗教局基督教处副处长）：根据《宗教事务条例》，所有的宗教活动场所都要向政府宗
教事务部门申请登记，都要求符合一些基本条件。条例规定，场所的设立是由宗教团体向政府宗教事
务部门申请提出的。
确实也有一些场所没有登记，原因是他们没有达到登记场所要求的那些基本条件。以基督教为例，有
些“家庭聚会（house meeting）”会慢慢扩大，变成一个基督教活动所，但也可能还没有达到登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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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问题怎么看 怎么办》

所要求的条件。对于这些没有登记的场所，政府部门会帮助它们创造条件。
基督教的“家庭聚会”，从成员上一般只是亲戚和朋友，它的活动也只是读经、祷告、唱赞美诗或者
作见证。它没有固定讲道人员，不接受奉献款，不施洗信徒。这种方式是基督教的传统，通常信徒们
把它当作星期天去教堂做礼拜活动的一种补充，教徒每天都可以在家里做这样的聚会。对于“家庭聚
会”不要求登记。查普特（委员，丹佛枢机主教）：（《宗教事务条例》）第27条规定，让宗教事务
的部门有权来确定宗教的神职人员，那为什么有必要让国家人员来选定宗教人员，是根据什么样的标
准来批不批准这些宗教人员的？
张训谋（国家宗教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政府不会直接任命宗教教职人员，而是尊重各宗教认
定教职人员的仪轨和制度，由本宗教的团体认定，这是各宗教的内部事务，我们不去干涉。但宗教教
职人员产生后，经宗教团体认定，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
查普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张训谋：备案主要是宗教团体的要求，因为近些年来，社会上出现一些假冒宗教教职人员进行欺诈活
动，败坏了各宗教的形象和声誉，他们一方面严格了宗教教职人员的认定标准和程序，另一方面强烈
要求政府对在社会上假冒宗教教职人员进行清理。作为政府宗教事务主管部门，宗教局有责任满足宗
教团体的要求。兰德（委员，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代表）：⋯⋯如果有新的宗教团体需要登记的话，是
不是需要经过“三自”爱国会的批准才能到民政部门去登记，如果这种理解是不错的画，可以说明你
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董霄汉：宗教团体如果符合我国关于社会团体登记有关法律所规定的条件，都可以到民政部门去登记
，不需要经过“三自”团体。叶小文：如果你们愿意到监狱里去探访天安门广场的自焚者，我愿意提
供方便。

4、《宗教问题怎么看 怎么办》的笔记-第199页

        把邪教拉出来打，一是不争论，一是不承认。所谓不争论，就是对有些说法，如“‘邪教’这个
定义国外并没有啊”，“这个定义本身就容易与宗教混淆啊”，等等，争论也争论不清，反而把思想
搞乱了。新刑法上已经明确提了邪教，无可争议了。⋯⋯所谓不承认，即无论如何不承认它是宗教。
⋯⋯我们已经叫它为邪教，就不后悔，也不要争论。
叶局长您能再不讲理一点么？

下一页又说：
如果我们对邪教是什么不清楚，坚决取缔一个不清楚的对象，这种界线不清楚的坚决，只能把阵线搅
乱⋯⋯
咱可以不要这么快又打脸么？

5、《宗教问题怎么看 怎么办》的笔记-第200页

        ⋯⋯要研究怎么把他们（新兴宗教）往主流教派、主流宗教方面引，“收编”他们，把问题解决
在萌芽状态。⋯⋯国外作为“有限公司”管也好，作为“财团法人”管也好，其实就是找借口把它管
住，而且是依法管理。

“借口”亮了。

6、《宗教问题怎么看 怎么办》的笔记-第151页

        ⋯⋯要成功地抑制宗教的非正常扩散⋯⋯ 

7、《宗教问题怎么看 怎么办》的笔记-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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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中央指导成功处理云南平远街回民贩毒问题⋯⋯1993年，中央指挥成功处理宁夏西吉伊斯
兰教哲派械斗事件⋯⋯1995年，中央指挥成功处理班禅转世问题⋯⋯⋯⋯拉出来打，才能打准敌人，
争取群众；钻进去管，才能孤立敌人，争夺群众。拉出来打，要打得有理；钻进去管，要管得得体。
⋯⋯深入进去管住、管好塔里甫问题、瓦哈比问题、朝觐问题等敌人利用宗教煽动容易得手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钻进去管“，就是配合“拉出来打“的力度很大的宗教事务管理，是一种特殊的宗教
事务管理，当然也是一种突出法制、强调法治的宗教事务管理。
又见：宁夏西吉哲合忍耶教派之间，各执其说，争执不休，发展到大规模械斗，一年打死49人。 （
第143页）

本书提到的其他鲜为圈外人知的人和事还包括：⋯⋯一度蔓延到数省的“门徒会”的头目季三保⋯⋯
河南“全范围教会”的头目徐永泽⋯⋯ （第196页）
⋯⋯华南教会龚圣亮的案子⋯⋯ （第525页）

8、《宗教问题怎么看 怎么办》的笔记-第572页

        各位法师，各位朋友，今天，台北小巨蛋体育馆万人集聚。佛教讲“众生皆可成佛”，在座的各
位，你们就是佛，就是菩萨啊。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直接面对这么多高人、这么多大德、这么多菩萨、
这么多善知识演讲⋯⋯ 
哎呀我去⋯⋯

9、《宗教问题怎么看 怎么办》的笔记-第311页

        无论显教密教，藏传汉传，在修持上，都普遍地共同持念一个佛偈：“以我功德力，如来加持力
，及以法界力，普供养而住。”⋯⋯“以我功德力”，就是说活佛之所以要转世，是因为他要实现弘
法利生的本誓悲愿，他要行这个功德，所以是世不成，转世再来。十世班禅生前多次讲过，它的本愿
就是实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幸福、西藏进步、佛法兴隆、世界和平。他曾发誓，要为热爱中
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自己信仰的宗教奋斗不息。这就是他之所以要转世、要乘愿再来
的“功德力”。“如来加持力”，是十方三世诸佛，在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加持下，来判断转世灵童是
否不违该佛菩萨的平等本誓乘愿再来的。不违本誓，方能与金瓶掣签时经佛力加持的那一支签相应，
方能中签，否则就不能中签。“及以法界力”，就是说仅有个人愿力、佛加持力还不能实现转世，还
必须依靠法界的力量，也就是中央政府的决定权力和群众的信赖力。
我不懂佛法，但我感觉，“法界力”无论如何也不至于这么解释吧⋯⋯

10、《宗教问题怎么看 怎么办》的笔记-第100页

        政府不过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其中包括信教群众）管理宗教事务。

11、《宗教问题怎么看 怎么办》的笔记-第109页

        “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管理”的切入点——宗教活动场所登记。⋯⋯截止到1997年9月，除西藏外
，据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报来的数据统计，纳入登记清理范围的宗教活动场所总数为105733
处，其中正式登记的场所为78045处。临时登记的场所为8616处。暂缓登记的场所为8683处。不予登记
的场所为10389处，占总场所的10%（部分省将基督教家庭聚会点和乱建庙宇计入）。在78045处正式登
记的场所中，各教根据多少依次排列为：伊斯兰教33584处（以新疆居多，占21952处），占43%；基督
教27024处，占35%；佛教12027处，占14%；天主教3795处，占6%；道教1663处，占2%。临时登记的场
所中，按多少依次排列为基督教、佛教、道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其中基督教以不完全符合登记条
件的基督教聚会点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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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已登记的要转向有序的日常管理，暂缓登记和临时登记的到期要重新登记，不予登记的要分教
、分类进行清理。

12、《宗教问题怎么看 怎么办》的笔记-第51页

        （对老外“但我看到在西藏对僧侣人数有许多限制”的回答）如果按你的说法，藏族的青少年都
去当喇嘛、尼姑，谁来为藏族生孩子？一个连后代都不能正常繁衍的民族，又怎样保持其“文明的连
续性”？
注意诡辩背后藏着的有用信息，即对外承认了对僧侣人数的限制。

13、《宗教问题怎么看 怎么办》的笔记-第139页

        （宗教的）长期性中也包含着宗教总是要服从于国家权威的属性。既然长期性中蕴含着爱国与爱
教一贯相统一的传统，而国非抽象之物，总是有其一定的国体、政体，每个时代的宗教就总是要与那
一时代的国体乃至政体相协调、相适应，总是服从于国家的权威。⋯⋯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
不会再去以宗教作为治民、化民、愚民的政治工具，但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宗教服从于国家的权
威，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必须在国家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而宗教也要基于这种“历史定制“，自
觉地支持和配合国家依法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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