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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信仰又称民俗信仰或信仰习俗，是指信仰并

崇拜某种或某些超自然力量（以万物有灵为基

础，以鬼神信仰为主体），以祈福禳灾等现实利益为基

本诉求，自发在民间流传的、非制度化、非组织化的准

宗教。它是广大民众对待自然对待社会的一种精神上的

态度以及行为上的取向，具有很强的传承性。

民间信仰是我国宗教生态环境中的重要一支，它们

不同于西方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大多没有完备的教义、

教规、戒律、教籍、入教程序、教团组织等宗教要素，

但却是中国几千年生生不息土生土长的信仰形态，渗透

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

要内容。中国广大地区，特别是广东、福建、浙江等南

方省市和沿海地区，普遍存在着地方神灵民间信仰。

2018年4月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保障

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书中披露：“中

国还存在多种民间信仰，与当地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结

合在一起，参与民间信仰活动的群众较多。”①根据白皮

书的内容，中国有将近2亿的信教群众，并不包含广大的

民间信仰群众，可见参与民间信仰的群众数量之多。我

们在调查中发现很多声称“信佛”的群众，实际上信仰

的并不是佛陀，而是对民间神灵的信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宗教自由政策的恢复，佛

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组织大量成立，寺庙、道观等

宗教场所发展迅速，而民间祠庙的数量至少是国家批准

的寺庙、道观的十数倍。[1]当前民间信仰涉及到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在我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中

占有重要地位。

民间信仰的发展现状

新时期新阶段，我国进入社会快速转型发展时期，

新的城市化进程带来了大量的频繁的人口流动，新农村

建设全面铺开，加上新时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于

民间信仰来说面临的挑战不言而喻。想要在现代社会复

杂的局面中更好地转型和发展，就需要民间信仰的文化

形式在适应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创新。当前民间信仰的发

展现状，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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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

应。民间信仰体系在我国社会中广泛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具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正

面作用，也可能释放阻碍社会进步的负能量。通过全面系统分析民间信仰产生的原因、

发展历程、当前特征、功能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的认识、定位、引导、规范和管理

对策，以建设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我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民间信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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