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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青年课题“多元通和：陕西宗教与地方民间信仰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立项号：21QN11）

习近 平 总 书 记 在 2 0 1 5 年 5 月 的 中 央 统 战 工 作 会 议

上，首次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

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的重大命题。[1]在2016年全

国宗教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对宗

教中国化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释，明确指出，“支

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2]2021年在全国宗教工作会

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须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

系”。[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为宗教学

理论研究和新时代宗教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为巩固发展

民族团结、宗教和顺局面提供了根本遵循。

宗 教 与 社 会 主 义 社 会 、 各 大 宗 教 之 间 及 中 国 传 统 文

化的关系，构成了中国宗教文化生态系统，这种宗教文化

生态的中国模式被牟钟鉴先生归纳为“多元通和”。牟先

生 认 为 宗 教 文 化 生 态 研 究 面 向 一 个 相 对 独 立 的 信 仰 文 化

圈，分析宗教诸种关系及其态势，包括宗教内部的关系、

宗教之间的关系、宗教与生存环境（自然与社会）之间的

关系，研究宗教多样性结构及其适应社会过程中的动态平

衡、失衡、重建的规律，并涉及文化圈之间的关系。[4]陕西

宗教文化作为中国宗教文化系统的一部分，也相应呈现出

多元通和、固本化外、和而不同以及多样性与和谐性的统

一等特点。 

宗教文化生态的中国模式

21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出现了“宗教生态论”思潮，[5]

主要用于解释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此生彼长的动

态平衡关系，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在中国大陆过快

增长的重要原因是行政的干预和境外宗教渗透使原有的民

间文化生态被打压，从而受到破坏。牟钟鉴先生早在2006

年、2009年就已经提出了中国宗教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

中国宗教具有爱国与爱教高度统一、敬神与爱人相结合、

政主教辅、行善积德等优秀文化传统。

我 国 是 一 个 多 民 族 、 多 宗 教 的 古 老 而 青 春 的 国 家 ，

其青春正在于对各文明和宗教的包容性。在历史长河中，

各宗教在教义教理等方面有论辩也有相互吸收，既提高了

各自理论水平和文明素质，也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形态和内

容。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文明发展的规律

正在于此。如史伯所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6]冯友

兰认为：“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

八音合奏，终合且平。”[7]中华民族向来秉持“和而不同”

的思想观念和包容态度，正如费孝通先生说的，“各美其

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才能实现“天下大同”。[8]多

元和谐型宗教文化生态模式，对内可以形成宗教和睦、道

德劝善的格局；对外有利于发挥促进宗教对话、维护世界

和平的功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

国特色，展示好中国形象。

陕西宗教现状

陕 西 宗 教 文 化 资 源 丰 厚 。 中 国 本 土 宗 教 道 教 最 早 在

这里发展成熟，周至楼观台、户县重阳宫、西安八仙宫、

佳县白云观及紫阳擂鼓台等丛林宫观颇多；佛教从这里走

向世界，除天台、禅宗外，佛教的三论宗、法相宗、华严

宗、律宗、密宗及净土宗的祖庭都在西安附近；基督教和

伊斯兰教两大世界性宗教也在这里生根发芽。在自然地理

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的综合互动下，陕西逐步形成了特色

鲜明的宗教与地方民间信仰格局。其主要以佛教、道教、

基 督 教 、 天 主 教 和 伊 斯 兰 教 五 大 宗 教 为 主 ， 融 合 民 间 信

仰，形成陕西地方多元通和的宗教与地方民间信仰生态系

统，成为陕西社会文化的一部分。通过分析相关统计资料

（除基督教外，其余统计数据的时间截止于2022年5月），

可对陕西宗教活动场所、教职人员及宗教院校分布等情况

试论“多元通和”与陕西宗教文化生态建设
◎ 王　蓉

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文化生态系统，是党和国家关于宗教问题的

重要方针政策。陕西宗教历史悠久、文化丰厚，在宗教中国化进程中肩负着重要的角色。本

文通过对陕西宗教活动场所、教职人员及宗教院校分布等情况的调查分析，认为只有党政干

部、宗教界代表人士、宗教学研究者“三支队伍”高度协作，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

供精神动能，进而推动宗教对话和构建和谐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