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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宗教观及其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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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毛 泽东宗教观的方法论意义表现在 :要 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来把握宗教的本质 ,要 深刻认识宗教与

经济的关系 ,要 按照思想认识 自身的特点来解决思想认识问题 ,要 把尊重人的信仰价值作为尊重人的价值 的重要

内容 ,要 相信群众 自己能从精神上解放 自己,要 以改革的精神对待宗教的变化发展 ,要 从社会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

的观点来看待宗教的消亡。要把宗教问题 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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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

命家 ,毛泽东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 ,始终站在马克

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和共产党人的价值立场对宗教

同题进行思考和探索 ,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

些论述 ,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

和宗教政策 ,而且体现出重要的方法论意蕴。

- 要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来把握宗教的

本质

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 ,但是 ,从认识论的

角芟看 9宗教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根源。对这一问题 ,

毛泽东作了深刻的阐述。

毛泽东认为 ,从认识论上看 ,宗教的本质是对 自

然力、社会力和灵魂缺乏正确认识而产生的对超 自

咚力、超社会力的崇拜和对万物有灵论的信仰。他

苎 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一书的批注》中说 :“ 宗教

=丰
贡是崇拜超 自然力 ,认为超 自然力支配个人 、社

±△世界。这完全是由于不理解 自然力及社会力这
°、
事实而发生的。

”
匚1彐 (214页 )又 说 :“ 社会的阶级制

夏碗立 ,社会力仍觉不可理解。加以万物有灵论深

`Ⅰ
、心 ,故宗教仍然存在。

”
E1彐 (214页 )。 所 以他认

_:¨ 自然支配 ,社会支配 ,万物有灵论 ,是原始宗教

的三个来源。
”
E1彐 (213页 )可见 ,在 毛泽东看来 ,对 自

然必然缺乏认识而对现实作出虚幻的反映,是宗教

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宗教的本质。同时 ,毛泽东还认

为 ,基于虚幻认识的价值需要 ,也是宗教产生和存在

的重要原因,也是宗教本质的体现。1944年 3月 ,

他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谈

到群众的宗教信仰问题时强调 ,科学的不发达和不

普及是群众信仰宗教的重要原因。他举洋船和木船

是否敬菩萨为例来加以说明。他说 :“洋船他们不敬

龙王菩萨 ,坐洋船的人也没有关心龙王菩萨的,但是

木船他们就要敬龙王菩萨 ,龙王菩萨是他们的
‘
保险

公司’
,木船是容易翻船的,为 了避免翻船 ,他们不得

不投一笔钱到龙王菩萨这个
‘
保险公司

’
里去。

”“
科

学不发达、不普及 ,敬神在他们是完全需要的
”
匚2彐

(l⒛ 页)。 因此 ,在毛泽东看来 ,要 消除宗教 ,从认识

论上讲 ,就是要生产力发达和科学普及。他说 :“生

产发达 ,对 自然力逐渐理解得多 ,宗教发生的第一个

根源渐渐失去。
”
匚1彐 (214页 )又说

“
要老百姓不敬神 ,

就要有科学的发展和普及
”

,“有了科学知识 ,迷信自

然就可以打破 ,没有这一着 ,他 还是要迷信的
”
匚2彐

(1zO页 )。 从毛泽东对宗教产生和存在的根源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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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我们可以看出 ,毛泽东始终站在唯物主义认识论

的高度来揭示宗教产生和存在的认识根源和宗教的

本质 ,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基本原理。毛泽东

的这一思想是他关于宗教问题一系列观点的总的指

导思想。

二 耍深刻认识宗教与经济的关系

宗教虽然是高居于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

态 ,但宗教与经济基础也密不可分。对这一问题 ,毛

泽东也作了深刻的论述。他不仅强调宗教的存在和

发展有其现实的经济原因 ,而且还特别强调宗教存

在和发展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1959年 4月 ,

他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谈到西藏的平叛

问题时说 :“西藏地方大 ,现在人 口太少了 ,要发展起

来。这个事情 ,我跟达赖讲过。我说 ,你们要发展人

口。我还说 ,你们的佛教 ,就是喇嘛教 ,我是不信的 ,

我赞成你们信 ,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

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 ,有八万喇嘛 ,这八万喇

嘛是不生产的 ,一不生产物质 ,二不生产人。你看 ,

就神职人员来说 ,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 ,回教是允许

结婚的 ,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

能结婚 ,不生产人。同时 ,喇嘛要从事生产 ,搞农业 ,

搞工业 ,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
”
匚3彐 (4o— 41页 )1961

年 1月 ,毛泽东在同班禅谈话时又说 :“宗教方面 ,你

的意见是保留一部分脱产喇嘛。我同意你的意见 ,

留那么几千人。过去一百一十多万人 口中间有十一

万多喇嘛 ,太多了 ,养活不了 ,对 发展生产和人 口不

利。
”
匚4彐 (343页 )

从毛泽东的上述论述我们可以看出 ,在毛泽东

看来 ,宗教的发展要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进步 ,同时

宗教的发展也要与经济的发展相协调 ,宗教与经济

发展相协调是宗教 自身存在和发展的保证。毛泽东

的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辩

证关系原理及社会再生产原理的生动运用。毛泽东

强调西藏 的喇嘛要参与生产活动才可 以
“
维持长

久
”
,体现了宗教活动不能脱离经济基础而存在的思

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 ,一个社会

的生产和再生产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物质资料的生

产和再生产 ,二是人 口的生产和再生产 ,脱离了其中

的任何一个方面 ,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就难以维持。

宗教作为上层建筑 ,不 能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

和再生产 ,同 时有的宗教不允许结婚 ,这也影响人 口

的生产和再生产。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现象 ,

20

所以强调宗教要与社会生产中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

再生产相适应 ,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

具体运用。

三 按照思想认识 自身的特点来解决思想认识

问题

在人的认识活动的各种特点中 ,一 个最根本的

特点就是认识具有主观性 ,即 起于人的心意的由己

性。这也就是说 ,在认识 的内容最终由外在条件决

定这个前提下 ,认识的状况决定于主体的自主选择 ,

具有由己性 ,因 此 ,处理思想认识问题 ,必须尊重思

想认识活动的这一规律。

宗教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一种

以观念的形式把握世界 的活动。因此对待宗教问

题 ,也必须遵循思想认识活动 自身的规律。对这—

问题 ,毛泽东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 ,对包括宗教在

内的各种思想认识问题 ,必须遵循思想认识的特点

去解决。他说 :“ 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 ,用 强制的

方法解决思想认识问题 ,是非问题 ,不 但没有效力 ,

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 ,

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

义 ,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列主义。
”
E5彐 (2o9页 )又

说 :“一部分唯心主义者 ,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

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但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

界观。宗教界的爱国人士也是这样。他们是有神论

者 ,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不能强迫这些人接受马

克思主义世界观。
”
匚5彐 (269页 )毛 泽东反对用行政的

强制的方法让人们信仰或放弃信仰某一种宗教或理

论学说 ,这是在深刻把握思想认识 自身特点的基础

上作出的科学结论。基于这一认识 ,他认为,对包括

宗教在内的思想认识问题只能用以理服人的方法去

解决。他说 :“ 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 ,凡属于人民

内部的争论问题 ,只 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 ,只 能用

讨论的方法 ,批评的方法 ,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 ,

不能用强制的方法、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
E5彐 (209

页)他要求
“
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 ,思 想改造的工

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 ,不 能企图上几次

课 ,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

想意识改变过来。要人家服 ,只 能说服 ,不 能压服。

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
”
。

“
我们一定耍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 ,说理的方法 ,来

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
E5彐 (279页 )毛泽东关于要按照

思想认识自身的特点去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的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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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处理宗教工作实践中的问题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

义 ,它要求我们在对待宗教问题上 ,要按科学规律办

事 ,不能用强制力量去解决宗教认识问题。

四 要把尊重人的信仰价值作为尊重人的价值

的重要内容

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 ,人的价值可以分

为社会价值和 自我价值。人的社会价值就是人对社

会的贡献 ,人 的自我价值就是社会对 自我需要的满

足。在人的价值中 ,这两个方面是一个统一整体 ,不

可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因此 ,在强调

人的社会价值时 ,不可忽视人的 自我价值。对人的

自我价值的尊重和满足 ,既包括对人的物质方面价

值的尊重和满足 ,也包括对精神方面的价值的尊重

和满足。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 ,对 信仰其理论和教义

的人而言 ,尊重人的精神价值 ,也包括尊重其宗教信

仰价值。可以说 ,对一个社会而言 ,是否尊重人的包

括宗教信仰在内的信仰价值 ,是衡量一个社会对人

的尊重程度的重要量标。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也有

非常深刻的认识 ,强 调尊重个人 的宗教信仰价值。

19娟 年 4月 ,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作玫治报告时说 :“ 信教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

圭。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
”
匚6彐 (log2页 )1952年 1O

弓.乜在接见西藏致敬代表团谈话时又说 :“ 共产党

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 ,信教的和不信教的 ,信这种教

葑或信别种教的 ,一律加以保护 ,尊重其信仰。今天

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 ,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
”

二
ˉ
二E∞ 页)1956年 2月 ,他在同藏族人士谈话时再

次廷周 .人们的宗教感情是不能伤害的 ,稍微伤害一

ε色不好。除非他 自己不信教 ,别 人强迫他不信教

是 f灵 危险的。这事不可随便对待。
”
E5彐 (4页 )“ 信不

ε手教 ,只 能各人 自己决定
”
匚3彐 (41页 )。 毛泽东的

这些论述表明 ,宗教信仰是人的价值的重要组成部

— .必 须尊重人的宗教信仰选择 ,这充分体现了马克

恿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在宗教问题上的科学的价值

l∶
!i∶∶:

五 要相信群众自己能从精神上解放自己

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 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
‘、灵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和社

圭变革的决定力量 ,同 是还是最终能够 自己解放 自

三妁历史活动的决定力量。人 民群众 自己解放 自

三 .下 仅包括从 自然和社会的必然中获得 自由 ,而且

包括从精神的异己力量中获得解放。

宗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和一种异己的精神

力量 ,人要实现 自身的彻底解放 ,也必须从这种异己

的精神力量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 ,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的人民群众 ,自 己最终是

能从宗教的精神异己力量中解放出来的。当然 ,人

民群众要从宗教的异己的精神力量中解放出来 ,必

须以自己成为 自觉的阶级并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为

前提。对这一问题 ,毛 泽东强调要相信人 民群众 自

已能从精神上解放 自己。1927年 3月 ,他 在《湖南

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谈到破除农 民的宗教观念时

指出 :“菩萨是农民 自己立起来的 ,到 了一定时期农

民会用他们 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 ,无须旁人过

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

是 :‘ 引而不发 ,跃如也。
”

匚8彐 (33页 )当 然 ,毛 泽东也

认为 ,群众要破除 自己头脑中的宗教观念 ,并不是一

个 自发的过程 ,必须有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先

进阶级及其政党的引导 ,使群众 自己觉悟起来 ,自 己

同各种宗教迷信思想作斗争。1944年 lO月 ,他 在

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作讲演时说 :“我们反

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 ,常常比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还

要困难些。我们必须告诉群众 ,自 己起来同 自己的

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
”
匚6彐 (1o11页 )毛

泽东的上述论述 ,体现了人 民群众能从精神上 自己

解放 自己的思想 ,这 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人 民是历史

的创造者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六 要以改革的精神对待宗教的变化发展

一种宗教要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必须以

改革的精神应对宗教发展面临的各种条件的变化。

毛泽东特别强调这一点。1959年 4月 ,他在第十六

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 ,谈到他跟达赖讲宗教改

革的事 ,讲佛教、喇嘛教的有些规矩是否可以改一下

子 ,如不结婚 ,不 从事生产 ,是否可以改一下。1959

年 5月 ,他在同班禅额尔德尼、阿沛 ·阿旺晋美等谈

话时又讲 :“关于宗教 ,我们的政策很明白 ,就是宗教

信仰 自由的政策。看来 ,宗教寺庙也要进行改革。
”

E3彐 (56页 )至于具体如何改 ,毛泽东很注意尊重宗教

人士的意见 ,认为
“
宗教寺庙如何改革 ,我 想你们应

该考虑一个办法
”
匚3彐 (56页 )。 毛泽东关于宗教改革

的这些论述 ,既充分体现了他那锐意创新的精神 ,也

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宗教问题上与时俱进的

态度 ,这对于我们今天立足于当代 国际国内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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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环境 ,研究处理好新时期宗教工作中的热点难点

问题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七 要从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

去看待宗教的消亡

宗教的产生 ,有 复杂的认识、社会和心理根源 ,

宗教的消亡 ,也有一个复杂的过程 ,必须遵循宗教的

发展规律 ,把宗教当作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从社会发

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角度去看待宗教的消亡 ,任何

人为地使宗教消亡的做法都是违背社会历史发展规

律的。在宗教消亡的问题上 ,毛泽东特别强调历史

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他认为 ,宗教的存在是

长期的 ,“ 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会有信仰宗教

的
”
匚5彐 (4页 )。 对于宗教消亡的时间 ,毛泽东认为 ,

只有到了人能从 自然和社会的控制与压迫下解放出

来的时候 ,宗教才有可能消亡。他说 :“ 宗教在阶级

社会更加发展 ,并为剥削阶级所利用。因之 ,宗教的

消灭 ,只有在人类消灭了阶级并大大发展了控制 自

然和社会的能力的时候 ,才有可能。
”
匚9彐 (539-540

页)因此 ,毛泽东强调
“
只要人民还相信宗教 ,宗教就

不应当也不可能人 为地 去加 以取消或破坏
”
匚10彐

(93-94页 )。 毛泽东关于宗教消亡的论述 ,将宗教的

消亡和宗教产生、存在的社会、经济、阶级及认识论

根源联系起来 ,将宗教的消亡视为一个 自然历史过

程 ,反对人们违反这一历史过程而人为地去消灭宗

教 ,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的深刻把握 ,为我们

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宗教的存在具有长期性奠定了理

论基础。

八 要把宗教问题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

对于宗教问题 ,我们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 ,必须

以科学的态度进行研究。在这方面 ,毛 泽东为我们

树立了典范。他特别强调要把宗教问题当作一门科

学来进行研究。他说 :“群众中有那样多人信教 ,我

们要做群众工作 ,我 们却不懂得宗教 ,只 红不专 ,是

不行的。
”
匚10彐 (216页 )但 是 ,毛泽东认为 ,建 国以来

很长时间都没对宗教问题进行认真的科学的研究。

1963年 12月 ,他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 :“ 对世界三

大宗教 (耳阝稣教 ,回 教 ,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 口 ,

我们都没有知识 ,国 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

导的研究机构 ,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刊物。《现代

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 ,文章的水平也很

低 ,其他刊物上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文章也很

少。
”“

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 ,也不能写好文

学史或世界史。
”
E3彐 (353页 )因 此 ,毛 泽东说他

“
赞成

有一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 ,研究佛教、

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
”
匚10彐 (215页 )。 他赞

成有几千人学经 ,成为佛学知识分子。至于如何研

究宗教问题 ,毛泽东强调 ,研究宗教问题的人不仅要

有基本的专业知识 ,还应学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 ,

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及一般知识。

毛泽东关于把宗教问题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的

思想 ,体现了他作为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宗

教问题上的科学态度。正是在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指

导和他的亲自关怀下 ,我 国宗教科学的研究才在建

国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为 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的研究与实践做出了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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