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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之后的复兴更是让民间信仰成为很多民众的精神寄

托。想要消除民间信仰当中所残留的封建迷信思想，或

者说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必须让广大民众自觉地

接受普法教育。要让信众们能够学会利用法律的权威来

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一遇到问题就想到用祭拜神灵

来解决问题。

领导干部应当带头学法、守法、讲法、用法。通过

这样的宣传和引导，让村民能够有自主意识地去了解国

家的法律政策，进而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更

好地改善干群关系。

2、正确处理不同矛盾

在 民 间 信 仰 比 较 兴 盛 的 一 些 社 区 ， 尤 其 是 农 村 社

区，尤其是涉及到宗族组织较为嚣张的一些农村，宗族

组织所进行的破坏活动和一些普通群众对基层干部的不

满闹事经常被混为一谈。宗族组织的破坏活动是属于对

抗性的矛盾，需要查找原因，认真处理。对宗族组织里

面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应当重点进行争取工作，

最好能够使其配合和协助政府做好群众工作。而普通群

众对基层干部的不满闹事应当以教育为主，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

从 社 会 政 策 的 角 度 来 认 识 ， 各 级 政 府 要 对 民 间 信

仰进行有效合法的管理。对民间信仰的管理不同于其他

领域，切忌简单化，又要反对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不

少学者指出，某些地方政府发展“信仰经济”，为民间

信仰健康发展带来困扰。同时，制定宗教政策多是针对

五大宗教，这些政策如何协调民间信仰在构建和谐社会

中发挥应有作用，也需要研究、探讨。因此，我们还是

应该更加深入地对民间信仰进行调查研究，真正切中要

害，摸清状况，制定真正符合民间信仰实际的合情合理

的法规政策。让法治化真正地落实在民间信仰的生存和

发展之上，才能让民间信仰的道路更加健康和完善。

总体来讲，我们要关注民间信仰所承载的中华民族

文化传统，它在民众的精神领域的追求和社会群众的整

合当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很多人把民间信仰比喻成我

们传统文化的“活化石”，[10]那么在社会转型、时代快

速发展的时期，它更应该成为我们认识社会文化的重要

部分。它的价值更是远远超过了研究本身。它在一定程

度上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某些世界观、价值信仰和象征符

号。我们对它的认识要有整体性，不能与中华文化大的

有机整体割裂开来。另外城市的发展，让乡土中国的很

多农民离开了原来的土地，离开了熟人社会。很多人没

有了寄托没有了归属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精神的流

浪人，民间信仰也让他们找到了归宿，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我们只有充分考虑系统性和整体性，考虑到整体的

格局和具体的实际情况，才能让民间信仰的环境和发展

走向更加健康合理的状态，也才能在新时代做好对民间

信仰的更好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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