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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中國宗教, 全國宗教工作會議, 宗教局, 統戰部, 習近平 刊登日期: 2016. 04. 25 習近平在全國宗教習近平在全國宗教習近平在全國宗教習近平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新華社新華社新華社新華社］］］］ 【天亞社．香港訊】時隔十五年，黨中央再次以高規格召開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會議上表示，推動宗教問題始終是中共治國理政必須處理好的重大問題，宗教工作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域中具有特殊重要性，並強調宗教中國化是重要任務。 他於四月廿二至廿三日召開的會議中重申，做好宗教工作，必須堅持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要全面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習近平認為，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支持宗教堅持中國化方向。他指出：「關鍵是要在『導』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導』之有方、『導』之有力、『導』之有效，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動權。」 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邢福增對天亞社說，強調「導」顯示中共承認宗教問題複雜，所以希望更好的掌握宗教。 他說，習近平這次講話較新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顯示他「在宗教理論上有自己一套，如堅持中國化等，『他希望在宗教問題加入習近平原素』」。 香港教區聖神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林瑞琪博士亦同意，是次會議與過往的全國宗教會議比較，外界仍未清楚的中國化是其中一項新內容。 筆名余思的大陸的教會人士就對宗教中國化保持警惕。他說，這所謂的「宗教中國化」與教會常提到的「神學當地語系化」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神學當地語系化」是把當地文化去適應教義；而「宗教中國化」是把教義去適應當地政治，進而達到去宗教化的目的。 余思對天亞社說：「如何達到『宗教中國化』這個目的呢？那就是修改宗教教義。當把教義修改的面目全非之時，其宗教也就不是宗教了。」 

  



黨員不能在宗教中尋找信念黨員不能在宗教中尋找信念黨員不能在宗教中尋找信念黨員不能在宗教中尋找信念 對於黨的領導，習近平要求各級黨委提高處理宗教問題能力，宗教工作法治化，並將之納入重要議事日程，但同時強調黨員「絕不能在宗教中尋找自己的價值和信念」。 據香港政治雜誌《動向》四月號一篇文章稱，中共面臨意識形態全面失敗問題，主要徵兆不在網絡方面，而是九成黨員有「第二信仰」。去年未完成的一份內部調研報告稱，司局級及以下離退休幹部熱衷「含有宗教信仰內容」活動的比例達六成七。 對要求黨委提高處理宗教能力，林端琪認為，習近平是次講話表達了對宗教局及統戰部的不滿，決心清除該範疇的貪腐問題。 他指出，習近平先強調對黨委的要求，其次才提及統戰部門和宗教工作部門，顯示「中央對該兩個部門的不信任，希望把宗教工作轉移到各級黨委身上，這也反映了其上任以來希望整頓各部門貪腐問題的決心」。 此外，習近平強調六組「要構建積極健康的宗教關係」，包括「黨和政府與宗教、社會與宗教、國內不同宗教、我國宗教與外國宗教、信教群衆與不信教群衆的關係」。 邢福增認為，這是要詮釋宗教和諧，而如何做到就是要宗教法治化。 林瑞琪就認為提及「我國宗教與外國宗教」是令人樂觀的，「顯示中央願意與外國宗教互動交流」。 雖然習近平的綱領性發言要求宗教團體的領導班子「要堅持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詣、品德上能服眾、關鍵時起作用的標準」，負有作為黨和政府團結、聯繫宗教人士和信眾的紐帶。 林瑞琪指出，習近平的說法是正面舉動，顯示他「肯定宗教團體為中介角色，而不是政府部門之類的組織。 他解釋：「雖然因著歷史緣故，一些愛國宗教組織有很多令人不信任的情況，諸如貪腐、濫權、利益輸送等，但現在確定這些團體為橋梁和紐帶，必定要有某程度的公信力，因此這些陋習有望得到改變。」 邢福增則認為，中共一直重視愛國宗教團體和教職人員的工作，會讓他們得到政治地位提升，如當上人大代表，又讓他們得到生活保障、學歷提升，但都是地上教會人士，地下不會是受惠者。 

  互聯網宗教問題及學互聯網宗教問題及學互聯網宗教問題及學互聯網宗教問題及學生信教生信教生信教生信教 這次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張德江、劉雲山、王岐山、俞正聲也有出席，並由俞正聲作總結講話。教育部、公安部、河北省、江蘇省、廣東省、寧夏回族自治區負責人也作了會議發言。 



在會議上，習近平提到要高度重視互聯網宗教問題。邢福增估計公安部的發言，應是針對互聯網宗教問題，而教育部的發言則是針對學生信教，這是一向存在的，只是越來越普及，所以黨也作出相應的對策。 根據上海電機學院教師趙冰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在《網絡傳播》學術期刊撰文，對「網絡宗教」的定義為宗教組織或信徒以宗教為目的，利用網絡推行存在於虛擬空間的新型宗教活動，以及傳統宗教活動在虛擬空間再現形式的總稱。 趙冰指出，內地「網絡宗教」始於一九九六年，近二十年來「蓬勃發展」，譬如涉及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中文網頁在二零零一年僅有七千一百多個，在二零一五年達到二千七百四十萬個。 另外，邢福增觀察到，在這次會議上沒有表揚浙江省對宗教的政策，也沒有把他們作為典範，一方面中共在背後有自己的考慮，「不過也有可能是浙江拆十字架的勇猛，似乎做過頭」。 他解釋，在今年三月，浙江省拆十字架仍然很厲害，但北京維權律師張凱在電視上「認罪」後獲釋，曾批評當局強拆十字架的杭州教會崇一堂主任牧師顧約瑟牧師也獲保外就醫，但在會議上卻「表揚江蘇省宗教不出重大事故和矛盾，宗教和諧做得有效果」，這點值得留意。 【完】 相關文章： 官媒連日刊宗教工作文章，預示快要舉行全國宗教會議 宗教局推出一六年工作要點，對中國教會有更多安排 前宗教局局長解讀統戰方針，論者謂旨在抵禦基督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