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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民 国 时 期 为 例

马 广 全

摘要 ： 民 国 时期 是中 国 宗教法 获得 长足发展的 时期 , 有 关部 门 先后 制 定

了 多 种 法律法规
,

从 法律 上 对 当 时 的 宗 教现象 和 宗教 生 活进行 了 概括和界

定 。 不 管是对 正统的 佛教 、 道教、 儒 学 , 还是 对民 间 信仰 都 在 法律上 给 予
一

定地位 , 使得这一

时期 的 中 国 各 宗 教获得 了 应 有 的 承认 。 本 文拟 对 民 国 时

期 宗教立 法对 宗 教认 同 的作 用进行初 步探讨 。

关键词 ： 宗教立法 宗 教认 同 作 用

宗教立法是关系宗教界稳定发展和 前进的 大事件 , 它 对宗教认同 的重

要作用是无可争 辩的 。 民 国 时期 的 民 国 政府为 宗教的 立法开创了 先河
,
新

中 国成立以来 , 许多宗教界人士和 学术界都对 民 国 时期 的宗教立法表现 出

了
一定的兴趣

,
先后 出 现了

一些关于宗教立法和 宗教认 同 的论文
,
主要有李

谦的 《 民 国 时期的宗教立法状况分析 》 , 张践的 《 国家认同下 的 民族认同 与宗

教认 同 》 ,
吕 建福的 《 论宗教与 民族认同 》 , 秦裕华的 《 区分民族文化认 同与 宗

教认同 》 等等 。 这些论文有的从立法角 度对民 国 政府的宗教进行梳理 ,
有 的

把宗教认同与 民 族认 同进行关 系分析 但从宗教立法 的 角 度对宗 教认 同 进

行分析的还没有 。 民 国宗教立法 的动 机 自 然是 为 了 使当 时 的宗教管理正规

化 、合法化 , 但从社会的发展来看 宗教立法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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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民国时期宗教立法和宗教发展概述

一

) 宗教立法 概况

民 国 时期是中 国社会现代化转型 的 重要 时期 , 这一 时期 中 国 的宗教在

艰难困苦之中 , 还是获得了 巨 大的发展 , 尤其是宗教立法方面更是有前无古

人的进步 。 越是乱世 人们对宗 教信仰 越是依赖 , 以 为心灵上 的慰藉 。 正如

熊希龄所言
： 历来宗教发展 , 皆在 战争之时 。 虽处乱世 , 但当 时的 中央 政府

也看到 了宗 教在这一时期所产生 的 巨大作用 ,
太平天 国 运动 和 义和 团运动

也证实了 , 没有 良好 的宗 教政策是不行的 。 在外来宗教思 想特别 是西方法

治思想的影响下 辛亥革命后宗教立法逐渐成为可 能 。

中 华民 国 时期 , 为加 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
中央 政府前后制 定了

一

系列

关于宗教 的法律法规 这些法律法规综合在一

起 形成了 民 国 时期 的较为完

整 的宗教法律体系 。 其中
, 既有 关于 宗教信仰 的专门 的法律法规 也有寓于

其他法律之中 的宗 教法律条例或规定 。 这些法 律法规使民 国 时期 的宗教管

理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 体现 了 民 国 政府对宗教事务 的重 视和 以 人为 中 心

的理念 , 对当时 民众的宗教认同有着重大的影响 。

有关宗教信仰 的专门 法律法规有 北洋政府统治 时期 的 《关 于保护佛教

僧 众及寺庙财产的令文 》 、 《 内务部公布寺 院管理暂行规

则令 》 ( 、 《 内 务部请 明 令保护佛教庙产致大总 统呈 》 ( 、 《 大

总统公布修正管理寺 庙 例令 》 ( 、 《 内 务部制 定著名寺庙 特别保护 通

则致 国 务院法制局公函 》 ( 等 。 南京国 民政府统治时期制定 的专 门

宗教法律有 《 寺庙 登记条 例 》 ( 、 《 废 除 卜 筮星 相 巫觋 堪舆 办 法 》

、 《神祠存废标准 》 ( 、 《 寺庙管理条例 》 ( 、 《 监督寺

庙条例 》 、 《 令禁止幼 年剃度》 、 《 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

施办法》 ( 、 《 佛教寺庙 兴办 慈善公益事业规则 》 ( 、 《 寺庙登记

① 中 国 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 《 中国 民 国 史档案 资料汇编 》 , 第三辑 《 文化 》
,
南京 ： 江苏古籍 出 版

社 , 年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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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 等 。

除了专门 的法律法 规外 , 在其他 的法律法规 中 也有 对宗教信仰 的 法律

规定 。

, 年《 中华 民 国 临时约 法》 第五条就规定 ：
中华民 国人 民一 律平等 无

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 第六条规定 ： 人民 有信 教之 自 由 。 临时 政府还提出

了 国 民信仰 何种宗 教 ,

“

政府不加 干与
”

, 但是
“

非谓宗教 范 围 以 内 举非政令

之所及也
”

。 年 月 日 完成 的
“

天坛宪草
”

卩 《 中 华民 国 宪法 ( 草

案 ) 》 , 第五条 ：

“

中 华民 国 人民 于法律上无种族 、 阶级 、 宗教之别
,
均 匀平等 。

”

第十二条 ：

“

中 华 民 国 人 民 ,
有尊崇孔子及信仰 宗教之 自 由 , 非依法律 , 不受

制 限 。

”

年公布 的 《 中 华 民 国 训政 时期 约 法 》 中 第十一条规定 ：

“

人 民 有

信仰 宗教之 自 由
”

；
年 公布 的 《 中 华 民 国宪法 》 也规定

“

人民 有 信仰 宗教

之 自 由
”

。 此后 , 国 民党 政府也多 次提出 了对宗教进行改 良 的政策主张 。

二
) 宗教发展概况

在各界中 央政府的 宗教政策 下 从 年到 年 , 民 国 政府时期 的

各个宗教派别不 同程度地获得了发展 。

第一

, 佛教在 民 国 时期 的发展 。 佛教从 东汉传人 以 来经历 了 曲 折 的发

展
,
近代以 来特别是太平天国 时 期

, 佛教遭受到 了 巨 大的 冲击和 破坏
,
进 人

式微时期 。 辛亥革命推 翻了 清 王朝 的统治
,
结束了 帝制

,
佛 教也开始在新政

权的宗教政策下复兴和发展起来 。 佛教的 复兴和 发展主要 表现在以 下几个

方面
：

( 佛教文化和佛教学研究蓬勃 发展 。 佛经开始到 处流行
, 藏传佛教

与 汉传佛教有 了更为深入的交流
,
许多 大学也开 始受其影 响

, 讲授佛学 。 近

代佛教研究出 现了 许多卓有成就的论著 如 梁启 超 的 《 佛学研究十 八篇 》 、 胡

适的 《 中 国 禅学之发展 》 、 蒋维乔的 《 中 国 佛教史 》 等等 。 ( 佛教人数和 佛

教组织有所增加 年代是佛教发展顺利 的时期 ,
全国 大小寺院得到一定程

度 的恢复 ,
出 家人数上升 。 佛教组织也如 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 如

“

中 华佛

学会
”

、

“

上海佛教维持会
,

年 月
, 在南京召开了 中 国佛教徒第

一次全

① 中 国 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 《 中华 民 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 ,
第三辑 《 教育 》 , 南京 ： 江苏古籍 出 版

社 , 年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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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代表大会 成立中 国 佛 教总会 等 。 ( 开 始 向 现代化 宗 教形态过渡 。 这

一时期 的佛教在很多方面开始向 现代化努力
, 例 如

,
用 现代化的方式建立佛

教学堂
, 培养佛学人才 利 用现代化手段刊刻 佛经 和 出 版物

,
弘 扬佛法

；
同时

举办公益事业 如 创办 佛 教孤儿 院 、募捐 赈灾等 等 。 总之 这一 时期 佛教在

法律法规的 框架下获得了 巨 大 的发展和进步 。

第二
,
道教的发展 。 民 国 时 期 , 随着时代 的 发展和 进步

,
道教在上层社

会的 地位严重衰落 , 但是在民 间
, 道教 的普及却是有增 无减 ,

而且进
一

步 与

佛教和儒学联系起来
, 与 民 俗和 民 间文化 日 益 融合起来 。 北方全真道还 固

守山 林 , 南方的 正一教则 向 民 间 拓展 。 许 多正一 教道士逐渐从信仰 道教 、 研

究道教神 学转变为 以 宗教谋生 , 并成为 世袭的 社会职业 。 掺杂 着道教信仰

的书刊在 民 间广 为 流 传 , 民 间 的丧葬活 动 也多 邀请道士 做法超度
,
久 成习

俗 , 盛况不减 。
②

第三 , 基督教的发展 。 近代以来 ,
基督教是同 西方列 强 的坚船利炮和 不

平等条约一起涌人中 国 的 。 在 国 民 政府时期 , 统治者既 对其利 用 , 在个别 时

期 又加以 限制 但总体 而言 这一

时 期 的基督 教获 得 了 顺利 的发展 , 信教人

数有所增加
,
教案数量大大减少 这一现象除 了 因 为教会传教政策 发生 了 改

变之外
, 宗教立法也对其产生了 重 大的作用 。 尤其是 民 国 政府成立 的头 十

年是基督教发展的
“

黄金时段
”

, 虽然 到 年出 现了
“

非基督 教化运 动
”

,

但针对这一情况 美国 差会负责 人在上海 主持召 开 了 基督教新教全国 大会
,

开展了
“

本色化运动
”

。 这是基督教意 图融合中 国 文化信仰 的 重大事件 , 也

促进了 中 国 本土基督 教的 发展和 改革 。 在 民 国 时期 特定的历史环境下
,
基

督教放弃敌视中 国 本土文化的政策 , 无疑减少了 传教的 阻 力 , 有利 于 基督教

的传播 。 据 年的统计 大约有 个信教差会在华传教 其中 基督教青

年会最为 活跃 影响也最大最深远 。 天 主教 的传教事业 则 更侧重于农村 和

下层平民
, 所以人数一直要多于新教 。 年为 万 人 , 年超 过

万 年更是达到 万人 。 天主 教的迅速传播与其
“

中 国 化运动
”

是 分

不开 的 。 民 国 年间 基督教在 华所办 的各项文化 、 福利 事业发展迅速
,
不论

① 牟钟鉴 、 张践 ：
《 中 国 民国 宗教史 》 , 人 民出 版社 , 年 , 第 页 。

② 牟钟鉴 、 张践
： 《 中 国 民国 宗教史 》 人 民出 版社 , 年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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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动机如何 这些文化 、 福利 事业对 中 国 社会 的发展 意义 重大 。 其中 主要包

括兴办 教会大学 和 中小学 并把神 学作为 必修课灌输给学 生 , 同 时还兴办了

许多新式医院 , 发展慈善事业 , 帮 助盲童和 孤儿 并把教会慈 善事 业作为 来

华传教的重要 内容之一

。

第四 伊斯兰教的发展 。 同对待基督教一样 统治者对伊斯兰教也是既

利 用又 限制 的态度 。 但是
, 伊斯兰教涉及到 民 族问题 , 这就使统治 者可 以 通

过宗教手段管理边疆 民族问 题 采取怀柔政策 ,
以 宗教法律法规为 支撑

, 通

过支持伊斯兰 教的发展
, 谋求信仰伊斯兰 教地区 的稳定 。 这样 ,

客 观上就有

利 于伊斯兰教的发展和传播 ,
对伊斯兰 教本身而言是有利 而无害 的 。 伊斯

兰教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第一

, 宗教社会 团体的 产生 和 发展 , 辛亥革命后 曾

陆续成立 了全国 性或地 方性的伊斯兰 教社会团 体 ,
加强 了 穆斯林之 间 的联

系
,
同时也推动 了 伊斯兰文化 的复兴 。 第二

, 伊斯兰 文化 的复 兴
,
大量伊斯

兰 的学术经典和学术著述 、 报刊先后出 版 和发行 , 这在近代伊斯兰 发展史上

也是值得赞扬 和肯定的 。 第 三 涌现出 了
一批穆斯林学者 , 对伊斯兰教 的发

展做出 了 突 出 贡 献 , 比 如 白 寿 彝对 中 国伊斯兰 教史 、 回 族史 的研究 贡献 巨

大 王宽提倡近代伊斯兰新式教育
,
王 敬斋为京津地区 的伊斯兰 文化传播和

翻译工作做出 了卓越贡献 , 哈德成于 年成立了 中 国 回教学会 , 发行 《 月

刊 》 , 创译 《 古兰 》 , 马松亭创办成达师范 学校 。 总之 伊斯兰 教在这一时期的

发展是值得肯定的 。

二 、 民国宗教立法对宗教认同的作用

一

) 宗教认 同 概念 。 根据张海 洋的考证
“

认同
”
一词是从哲学 、 逻辑学

的
“

同
一律

”

发展而来 。 宗教认 同 是一个抽象 的概念
,
宗教认 同 就是具有 同

一

信仰 的人群的 自 我确认和 与抱有其它信仰人群的相 互区别 。 简 单而言 ,

宗教认同就是信仰相同 宗教 的人们 的共 同认识
,
以 及与 不同 信教 徒之间进

行区别的概念。 比如 , 佛教徒信仰释迦 牟尼
, 穆斯 林信仰真主 安拉

,
基督徒

① 张践 《 国家认 同下的 民族认 同与宗教认 同》 《 中国 民族报》 ,
年 月 , 第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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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耶稣等 。 他们都各 有各 自 的 信仰 ,
全世界 的人们 以 信仰 的不同 进行分

类 这就是宗教 的信仰 认同 。 同
一

信仰 的人们 会把 自 己 归为 某一类 , 让 自 己

成为其中 的一员 。

二 ) 民 国 时期 宗教立法对宗 教认 同 的作用 。 民 国 以 前 ,
中 国 的宗教广

泛分布 于社会的各个层面 但未形成系统 的 国 家宗教 。 帝制 结束之后
,
中 华

民 国建立 受西方资产 阶级政治 和法律思 想的影 响 , 同时也为 了 稳定社会秩

序 ,
避免像太平天 国运动 和义和 团运动 等重大事件再次发生 , 民 国 政府实行

了 宗教立法政策 从而使宗教走上了 法制 化道路 法律 法规的 出 台 , 规定人

民有信仰 的 自 由 。

实行宗教信仰 自 由 政策

关于宗教信仰 自 由 政策和相关 的法律在 民 国 时期 得到 了 确认 , 这在 中

国历史上也是史无前 例 的 。 关于宗教信仰 自 由 的法 律 法规主要包括 ,

年 月 日 , 以 孙 中 山 为首的南京临 时政府公布 的 、具有资产阶级共和 国 宪

法性质的文献——《 中 华民 国 临时约法 》 。 其中 第五条 ：

“

中华 民 国人民
一律

平等 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

”

第六 条第七 款 ：

“

人民有 信教之 自 由 。

”

年 月 日 完成的
“

天坛宪草
”

即 《 中 华民 国 宪法 ( 草案 ) 》 , 第 五条
：

“

中 华

民 国人 民 于法律 上无种 族 、 阶级 、 宗教之别 ,
均 匀 平等 。

”

第 十二条 ：

“

中华 民

国人 民 , 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 教之 自 由 ,
非 依法律

, 不受制 限 。

”

年 月

日 公布 的 《 中华民 国约 法 》 第 四 条规定 ：

“

中 华 民 国人 民 , 无种族 、 阶级 、 宗教

之 区别 , 法律上均为平等 。

”

第五条第七款还谈到
“

人 民 于法律范 围 内 , 有信

教之 自 由
”

的 内 容 。 在 年公布的 《 宪法 》 第 十二条中 规定了
“

中 华 民 国

人 民有 尊崇孔 子及信仰 宗教之 自 由
,
非依法律不受限制

”

的 内容 。 年公

布的 《 中 华民 国 训政时期约法 》 中第十一 条规定 ,

“

人民有 信仰 宗教之 自 由
”

；

年公布的 《 中 华民 国 宪法 》 也规定
“

人民 有信仰 宗教之 自 由
”

。 年

月 日 施行的 《 中 华民 国 宪法 》 第 条规定 ：

“

中华 民 国人 民 , 无分男 女 、

宗教 、 种族 、 阶级 、 党 派 , 在法律上 一律平等
”

；
第 条规定 ：

“

人民 有 信仰 宗

教的 自 由 。

”

民 国 时期 的 这些关于 宗 教的 法律法规
,
与 以 前 的 封建社会的 宗

教政策是有根本 区别的 具有历史 的进步性 , 这一时 期 的宗 教信仰开始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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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由 , 许多宗教活动 和仪式在此之后成 为 正常的 合法 的活 动 。 宗教人士 的

活动 和宗教宣传也成为 宗教 活动 的主 流 。 政府 不再 干预 国 民 的 信仰 , 宗 教

组织在取得合法地位后
’
独立进行宗教 活动 , 经费 由 自 己 筹办

,
自 养 自 办 。

由 此许多宗教也走上了 发展进步的 道路 ,
比如 佛教的改革 ,

基督教 的
“

本 色

化运动
”

, 伊斯兰教的
“

穆斯林新文化运动
”

等等 。 但宗 教活动仍然在政府政

令 的控制 之下 这也是由 资产阶级的 阶级属性决定的 。 北洋政府 时期 , 宗教

管理开始法制化 南京 国 民政府 时期 则 进一步加 快 了 这一进程 。 各个宗 教

的发展开始在法律的 限制 下 有条 不紊地 进行
, 宗教团 体 和宗教人士 的管理

基本上 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之下操作 。 宗 教信仰 自 由 政策 ,
在立法的基础上

,

获得了
一定的 进步 , 但也存在许多 有法 不依或操作不 当 的现象 。 这也是 当

今法律界值得借鉴的问题 。

各种 宗教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对于宗教合法权益的保护 在 中 国历史上也是初次出 现和实施 的 , 通过立

法 , 民 国 政府对各宗教的合法权益进行了
一

定意义上的保护 从而为各宗教的

发展和进步提供了 法律依据 。 北洋政府延续了 清末利用 庙产的思 路 后 因 为

僧人的极力反对北洋政府的这一不利于 佛教发展的政策 北洋政府从而制 定

了法律 明 令保护庙产 。
② 在政局动 荡不 安的年代 北洋政府 出 台 了

一

批相关

规定
, 如 《 关于保护佛教僧众及寺庙财产 的令文》 、 《 内务部公布寺院管理暂行

规则令 》 、 《 内 务部请明 令保护佛教庙 产致大总 统呈 》 等 。 尤其 年 月

日 《 监督寺庙条例》 的出 台 , 这是国 民政府宗教立法 的重要文献
, 这一 条例是 以

后民 国政府处理宗教事务的根本法律依据 该条例主要内 容如下
：

第
一条

： 凡有僧道住持之宗教上建筑物 不论用何名 称 均 为寺庙 。

第二条 ：
寺庙及其财产法物 ,

除法律另 有规定外 ,
依本条例监督之 。 ( 前

项法物谓于宗教上 、历 史上 、 美术上有关系 之佛教 、 神 像 、 礼器 、 乐 器 、 法器 、

经典 、雕刻 、 绘画及其他 向 由 寺庙 保存之一切 古物 。 从这两 条可 以 看 出 , 民

① 牟钟鉴 、 张践 ：
《 中国 民 国宗教史 》 , 人 民出 版社 , 年 , 第 页 。

② 陈金龙
： 《 从庙产兴学风波看民 国时期的政教关系

——

以 至 年为 中心的 考察》 ,

《 广东社会科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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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明 确规定了 需要保护 的寺庙财产 和法物 。 )

民 国政府制定的这些宗教法 主要 目 的是为 了管理当时各宗教而制定的
,

用立法手段控制宗教势力
, 防止扰乱社会秩序 的宗教事务 出现 这必然出 现许

多方面不利于宗教发展的现象 ,
甚至 限制 宗教发展的有 序进行

, 但是把宗教各

事务纳人法律法规的管理
,
在客观上使各宗教的权益受到 了应有 的保护 。

通 过不 同 宗教的不 同 立法
,
宗教认同 获得 区和 分

民 国政府制定 了
一

系列的宗教法律 形成了初 步的宗 教法律体 系 。 但是
,

这些法律法规是针对 不 同 的宗教而制 定的 , 每个法律规范 的制定所适用 的宗

教是不尽相 同 的 。 这也正体现了 民 国 政府对不同 宗教的不同 政策 , 反过来也

说明 了 不 同的宗教在这
一

时期所获得的待遇是不 同 的 。 为 了维护多 民族 国家

的政治统一

民 国政府对各个宗教采取
“

因 俗而治
”

的原则 不同法律政策的 制

定说明 了 这对当 时我 国 国 民 的宗教认同 的作 用是有所区别 的 甚至可以 说是

有
一

定差距的 。 例如许多 的法律法规是针对汉传佛教和道教以 及
一

些民 间宗

教而提出 的 而对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则是不适用 的 。 如 国 民政府颁布的 《 寺

庙 登记条例 》 、 《寺庙登记规则 》 及《 监督寺庙条例 》 等法律条例均适用 于佛 、 道

教 , 但基本上不适用于 伊斯兰 教和基督教 。 对于伊斯兰教 , 民 国 政府则 参 照

《监督寺庙条例 》 另行制定了 《 清真寺管理办法 》 对于基督教则先后专门 制定

了 《指导基督教团体办法》 、 《指导外人传教团体办法》 。 而这也是针对伊斯兰

教和基督教而言的 对于佛教和道教则是不适用 的 。

对于 民 间宗教而言 宗教立法使其获得 了 巨 大进步 ,
与 以 往封建社会 比

起来 这一时期的 民 间 宗教信仰 政策是最为宽 松 的 。 民 间 宗 教在 中 国历史

上对民众的精神信仰及现实生 活影 响 都极 为 深远
,
受压抑 和 打击 的 民 间宗

教在中 华民 国 成立之后 , 终于有了 发 展和膨胀 的机会 。 民 间宗教开始 由 秘

密转向 公开化 政治倾 向 明 显分化
,
有的投靠社会反动 势力

, 而有 的则 成 为

社会 的进步力 量 。 但民 间宗教与所谓的
“

主流宗教
”

具有 明 显不 同 的特点 。

对于 民 间宗教
, 民 国政府也同样制定 了相 应 的法律法规

,

一方面对民 间宗教

① 中 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 《 中 国 民 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文化 》 , 南 京 ： 江苏古籍 出版

社 ,
年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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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拉拢 甚至直接参与其 中
；
另一

方面则 对不利 于 统治 的 民 间宗教进行镇

压和取缔 。 总 的来说 ,
民 国 政府对于 民 间宗教的政策是既压制又 扶持利 用 。

通过不同 宗教的不 同 立法 宗教认同 由此 获得 了 区分 。
一大部分信奉

者和 团体 对于 自 己 信奉的宗教与其他宗 教有 了 根本 的 区别与 认识 。 宗教

认同通过宗教立法获得了较全面的体现 。

三 、 民国宗教立法评介

填补 了 中 国宗教立法 的 空 白 。

民 国 时期 的宗教立法是宗教立法在 中 国 的第
一

次 填补 了 宗教立法 的

历史空 白 。 封建社会时期 ,
民 间 宗教发展缓慢

,

一直被视为 旁门 左 道 , 儒学

和道教得到长足发展 , 各种外来宗教不 断传人 。 封建统治 阶级大多 提倡儒

家学说 , 有 的 时期 提倡 道教 有的 时期重视佛 教 各种宗教都有不 同 程 度 的

发展 但在法律上并没有合法的或 者独立 的地位 。 晚清时 期 , 各种矛盾错综

复杂 , 内 忧外患共存 社会动 荡不安
, 许 多 宗教包括 民 间 宗教在艰难 曲 折发

展 在历史的夹缝中 求生存 。 年辛亥革命 的爆发推翻 了 清朝 统治 和封

建帝制 , 建立起了 中华 民 国
,
国 家的形势发生 了 巨 大的 变 化

,
受西方思 想影

响
,
国家明确 实行政教分离政策 从而使宗教走上 了 自 筹 自 办 的道路 。 与此

同时 外 国 的宗教立法的观念也受到 了 民 国 政府的 重视
,
对宗 教进行 国 家管

理和行政立法是承认宗教合法地位和 稳定社会秩序 的必 由 之路 。 制定一 系

列 宗教法律法规 使管理 由 混乱逐渐走向 有序 , 开始 向 现代化迈进 。

国家给予 了 各宗教合法 的地位 。

民 国 政府制定一

系列 宗教法律法规 虽 然实行宗教信仰 自 由 政策 , 但是

在主观上还是有为 了 避免社会动荡 , 控制宗教的 发展 的意图 , 然而在客 观上

对宗教的发展影响 很大 。 各种宗教在 中 华大地上获得 了 应有 的合法地位 ,

这不能不说是宗教界的一大幸事 。 在许多 当 时的 法律条文中 这一重大影响

有所体现 年 月 日
, 以 孙 中 山 为 首的南京 临时 政府公布 的 、具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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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共和国 宪法性质 的文献
——

《 中华民 国 临时约 法 》 。 其 中 第五 条 ：

“

中

华民 国人民 一律平等 无种族 阶级宗 教之 区别 。

”

第六条 第七 款
：

“

人民 有信

教之 自 由 。

”

这是中 国历史上 第
一 次以 宪 法的形 式宣 布各种 族 、各宗教一律

平等的原则 , 第
一

次宣 布信教 自 由 的 原则 , 具有划 时代 的意 义 。 年 月

日 公布 的《 中 华民 国约法 》 第五条第七款还 谈到
“

人 民于法律范 围 内
, 有 信

教之 自 由
”

的 内容 。

通过宗教立法 各个宗教开始合理有 序地发展 在许多 宗教内 部也进行

了适应民 国 社会形式 的改革 ,
比 如 佛教 的复兴运 动 、 伊斯兰 教的

“

穆斯林新

文化运动 等等 。 佛 、道 、伊斯兰 、基督教 内部都产生 了
一批既有宗教学识又

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宗教领袖 可以 说 这一时 期 , 各个宗教 的发展壮大都

应得益于民 国政府的 宗教立法 。

宗 教立 法对社会政治稳定和 促进 民族凝 聚 力 作用 巨大 。

中华民 国建立时期正值 国 内 外局势动 荡 时 期 , 宗教立法对于稳定社会

秩序 的作用毋庸置疑 。 国家给予了 宗教合法 的地位 使宗 教的发展正规化
,

宗教走上了 法制 化道路 , 减少了许多不确 定因 素的 产生
,
避免了

一些宗教冲

突 的发生 和发展 。

宗教立法的实施和宗教法律体系 的 构建 是宗教认 同 的大事件 这一 时

期 的 宗教认同对于 民族发展和 民 族认同 而言作用 巨 大
, 可 以 说这一时期 的

宗教认 同可 以转化为 民族认同 。 民 族认 同是指对于 相同 民 族特征 的人群 的

自 我确认和与具有其它 民族特征 的人群的相 互区别 。
③ 民 国 立法正是宗教

认同 转化为 民族认同 的润 滑剂
, 使宗教 的核心 因 素 即 宗教的 观念和情感具

有 了 强烈 的认 同 功能
, 而这种认 同 对于 增 强 民 族成 员 的 团 结以 及减少庞 大

的 自 然 、 社会异己 力 量 的恐惧 具有强大 的心 理慰藉作 用 , 而 这种慰藉就 必

然会产生增加 民族凝聚力 的作用 。 正如 泰勒所说
：

“

人类具有 特别有利 于 系

统地研究文化的本性
, 这是 由 于人们 的 同 心或一致性

,
这种 一致性如 此有力

① 中 国 人民 大学法律 系教研 室资料室编 ： 《 中外 宪法选编 》 , 人民 出 版社 , 年 , 第 页 。

② 牟钟鉴 、 张践 ： 《中 国民 国宗教史 》 人 民 出版社 , 年 第 】 页 。

③ 张践 《 国家认同 下的 民族认同 与宗教认 同 》
,

《 中 国 民族报 》 , 年 月 , 第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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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激励着整个民族团 结起来 采用 共 同 的语言 , 信奉共 同 的宗教 遵守共 同

的 习 惯法 达到共 同 的艺术 和科学水平 。

”

例 如 民 国时斯 的著名将 军冯玉祥

素有
“

基督将军
”

之称号 他在 年 加人了 基督教 成为 了
一

名 基督徒 , 冯

玉祥倡导
“

以教治军
”

, 用基督教 的教导来管理官兵 。 提倡节俭 反对奢华 ,

要求官兵洁身 自 好 。 冯玉 样与 士兵
一 样

,
穿灰布 军装

,
睡 稻草地铺 ,

每餐仅

一

菜
一汤

, 数十年 如一

日 。 在冯军 中 严禁 吃 喝嫖赌 ,
严禁穿着绸 缎

,
甚至严

禁吸食香烟 冯玉祥 自 己 也从来不用 烟 酒待人 。 为 了 使官兵对基督教信仰

有更多 了解 ,
冯玉祥经常邀请教会 的牧师到 军中 传讲福音 , 教导官 兵以 基督

教信仰 作为 自 己 的行为准则
,
并为 愿意 归 主 的官兵施洗 。 这样 的 治 军方式

对军队的凝聚力 是极为有利 的 , 它 使军 队凝结成一股力 量 , 在共 同 的信仰 和

认同 下
,
勇往直前 不惧艰险 。

作 者 系 河北 师 范 大 学 历 史文化学 院 研究 生 )

① 吕 建福 ： 《论宗教与 民族认同 》 《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 , 年 , 第 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