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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讨

宗教与慈善关系密切，世界各大宗教的思想都包含有
慈善的理念，在慈善事业中宗教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
色。
一、宗教是慈善的重要根源
宗教思想中的慈善理念为宗教界开展慈善事业提供了

重要的理论基础。在这里，对在中国影响较大的佛教、道
教、基督教的慈善思想进行具体的阐释。
（一）佛教的慈善观
佛教作为一种劝善化俗之道，以通俗的教化劝导人们

避恶趋善、止恶从善，其善恶观及劝善理论尤其丰富。
1.修善功德观
修善功德观是佛教慈善思想中最基本的观点。“积善

余庆”、“积恶余殃”的思想在就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
在佛教看来，“善”即顺应佛法、心地清净，“恶”则是违
理背法、烦恼痴迷则。由此，佛教通过“十善十恶”等一
系列清规戒律来约束信徒。佛教中与十善颇有相通之处的
还有“修三福”、“持五戒”的修善观点以及“修福田”、“布
施”的修善方法。此外，佛教还指出佛徒应该指导众生修
德行善，以自利利他、自觉觉人的行愿精神引导人们慈心
向善，慈心行善。

2.因缘业报说
佛教认为今生修善德，来世升入天界；今生造恶行，

来世堕入地狱。这是因缘业报说的基本理念。这与民众中
“积善余庆”、“积恶余殃”的说法不谋而合，使得善恶因
果报应理论更为丰富。佛教认为善恶报应在六道轮回中实
现，善因结善果，恶因结恶果，这种理念渗透到社会伦理
生活中，制约着人们的善恶行为，在该理念的指导下人们
广结善缘，积善积德，因此民间的慈善活动持续不衰。

3.慈悲观念
慈悲观念是指欲成圣佛应怀慈爱之心和怜悯之心，通

过“与乐、拔苦”的义举，为一切众生造福田，这样才能
摆脱轮回，出离三界。慈悲观是佛教慈善思想中最重要的
内容，其理论根源是佛教的缘起法则。在佛教看来，利他
就是利己，度人也是在自度。因为世界万物都处于相互联
系中，个人离不开集体，社会离不开分工协作，人类离不
开健康平衡的生态环境。
（二）道教的慈善观
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的慈善思想具有自己

的特色，其历史悠久，并与普通人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是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

1.少私寡欲，自然无为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自然人性论是老子的基本

主张。在老子看来，人从自然人性到有私欲的转变是违背
人的自然本性的，而道德修养最高的圣人就如同混沌蒙昧、
无知无欲的婴儿一般。因此老子主张人们回到“无知无欲”
的婴儿状态中去。老子提出了一系列道德准则，其中“三
宝”是最重要的。老子提出的“三宝”是指“一曰慈，二
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就是慈善、慈爱，这
一伦理准则一方面告诫统治者不要贪财杀人，另一方面又
提醒众人要心怀仁爱，善待别人。庄子也主张“富而使人

分之”，分人钱财，救危济贫。
2.劝善成仙，行善积德
道教非常关注生命伦理，认为“欲修仙道”，应“先

修人道”。老子提出尘世间应遵循“道”的规律，人人向善。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认为通过做善事来得“道”
升天。道教学者大力推崇行善积德，乐善好施，主要包括
这样几点：其一，强调以善为本，惟善是从。其二，强调
舍己为人，先人后己。其三，强调长而不宰，功成弗居。
其四，强调矜老恤孤，怜贫悯病。倡导把造福他人视为自
己最大的幸福。

3.神明监督，因果报应
道教“承负说”认为人行善会惠及子孙，人造恶也会

祸及后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
殃 "便是这个道理。而民间“抬头三尺有神明”的说法也
是“承负说”影响深刻的具体体现。在道教中许多神明扮
演了道德监督的角色，担负起对人的道德监督。因为个人
在群体中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周围的他人和环境，所以道
教这种“神明监督，因果报应”的承负观点虽然夹杂着宗
教神秘主义和因果报应论的因素，但从其伦理功能来看，
这是在现今社会问题中对道德状况加强的有效的思想认
知。
（三）基督教的慈善观
作为对穷人的救助行为，基督教慈善思想所蕴含的本

质是给与，《旧约》中的慈善观主要体现在“爱”和“公正”。
慈爱、正义、爱人如己、善待穷人是基督教慈善观的主要
内容。

1.慈爱。基督教中的慈爱思想伴随着牺牲的意思，慈
爱的目的是对别人施以帮助而不图回报。慈爱包括两个方
面，一方面是指表达爱的意思，另一方面特指对上帝的爱。
因此可见，除了物质上的给与之外，慈爱更体现出对神的
爱和信仰。慈爱在基督教《新约》中表现为三种关系，第
一种是指对他人之善的无条件承诺；第二种是指平等地照
顾他人福祉；第三种是指热情地服务他人，为他人而牺牲
自我。

2.正义。在基督教中，上帝是包括老百姓在内的全体
人民的保障，上帝会按照公义审判世界，按照正直判断万
民。在法庭审判中，要求审判程序完全客观，审判官必须
公正执法，不能收受贿赂。不管是亲人或者同胞，穷人还
是富人，都必须公平对待，一视同仁。《箴言》在其第一
章中指出，所罗门王做箴言的目的，是“使人处事领受智慧、
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以及“明白仁义、公平、正直，
一切的善道”。

3.爱人如己。在基督教慈善思想中，除了爱上帝，最
重要的就是爱人如己。由此足以见其对人的关爱和重视。
爱人如己意味着要爱护穷人，宽恕邻人，甚至爱包括仇敌
的所有人。尽管爱人如己做起来非常难，对现实而言这种
思想趋向于完美主义，然而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践行这种教
义理想，社会也会呈现良好的状态。

4.善待穷人。在基督教教义中要求富人对穷人慷慨解
囊，将其财物分给需要帮助的穷人，指出要善待你穷人、

宗教与慈善关系之探讨
翟媛媛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生命文化学院  北京  101601）

【摘要】宗教和慈善关系密切，世界各大宗教都包含慈善的理念，宗教所提供的慈善服务在扶贫济困、社会救助方
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文阐释了佛教、道教、基督教的慈善思想，论述了宗教在慈善事业中所发挥的作用，并指出

应妥善处理宗教与现代慈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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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念被践踏的人。同时《圣经》还指出，善待穷人不仅是
你要在钱财上对穷人施以帮助，同时也要在审判中对穷人
也要秉持公平和正义。
二、宗教组织是慈善活动的实际担当者
宗教与慈善不仅具有相通的理念，并且在慈善活动中

宗教组织也是实际的担当者。宗教组织是慈善事业的重要
载体，在慈善事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宗教组织具有从事慈善的传统
各类宗教组织在慈善事业历史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以佛教、道教、基督教为代表的传统宗教开展了大量
的慈善活动。作为我国历史上慈善的主要类型，宗教慈善
与官办慈善、家族慈善一样，在多个领域开展慈善活动，
包括开设义庄、兴办义学、修桥铺路、造船义渡等等。宗
教慈善与家族慈善和政府慈善相比具有独特的优势。一方
面，宗教信徒从事慈善活动是基于其信仰和自觉，在慈善
动机上更具有主动性；另一方面，宗教慈善不仅对救助对
象提供物质支持，同时也从精神层面对服务对象给以关注。
如“慈济基金会”作为一个有佛教背景的慈善组织，秉持“安
身、安心、安生”的理念，在灾害救援中从物质和心理两
方面对受灾对象开展救援。
（二）宗教在当代慈善事业发展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随着宗教的日益世俗化，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力已

经在不断弱化。但是我们不难看到，在慈善事业发展过程
中，宗教的影响并没有减弱。宗教依然在当代慈善事业中
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作为慈善事业的重要承担者，各类宗
教慈善组织的慈善行为表现为社会公共服务的投入和参与
以及在日常活动中对人的精神的关怀。并且，在重大灾害
发生时，宗教组织能够以其独特的方式参与救灾救助活动。
如2008年的汶川地震，2010年的玉树地震，宗教组织突
破原有框架的束缚，主动以自己的名义参与救助活动，除
了物资捐助之外，还从心理层面对受灾群众进行心理抚慰
和悲伤辅导，用宗教仪式告慰亡灵，安抚人心。由此看来，
宗教不仅在理念上与慈善事业相同，并且在慈善实践中也
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宗教界主要在教育领域、社会福利事
业等方面开展慈善活动。宗教界主要通过捐资助学和直接
办学的方式教育领域开展慈善活动。如一些宗教组织如福
建南普陀寺慈善事业基金会、河北佛教慈善功德会、爱德
基金会等宗教慈善组织通过发放奖助学金的方式资助困难
学生完成学业；并且出资改善教学条件，修建、新建希望
小学。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宗教界直接开办的学校，虽然
数量不多，主要以职业培训、英语培训等为主要教育内容，

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一些民工子弟、偏远山区的学龄儿
童等特定人群的需求。
三、妥善处理宗教与现代慈善的关系，促进现代慈善

与宗教的良性合作
现代慈善的发展与宗教的关系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

题。如何妥善处理宗教与现代慈善的关系，使其双方能够
良性合作，是慈善事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在我国的
文化传统中存在这样的潜意识，总认为宗教就是迷信，将
宗教作为负面现象对待。而且，宗教组织在从事慈善活动
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国家政策法规对宗教
活动的影响，宗教慈善组织自身的能力建设问题，等等，
都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因此，如何激活宗教慈善组
织的活力与效能使其发挥其应有之作用，如何从制度上合
理引导和规范宗教慈善组织的健康发展，是引导公益慈善
健康发展的重要议题。宗教组织自身也应提高慈善意识，
尽管宗教与慈善具有相通的理念，但并不是所有宗教组织
都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宗教团体需要努力思考如何把与救
赎、献祭、功德有关的宗教行为转化成具有公共性与现代
性的社会慈善行为，形成有效的宗教慈善运作模式。除此
之外，如何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宗教慈善的意义和价值，唤
起公民的慈善意识，促进慈善文化的传播和普及，也是我
们应该不断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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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随着我国所处的社会环境、国际地位和思想文
化的改变，大学生的思想和观念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加之
西方国家对于我国的和平演变开始变本加厉，后现代结构
文化和社会转型带来的思想多元化，纷纷给当前的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全新的挑战。笔者根据自己的教育经验
和工作分析，总结并整理出了关于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所存在的困境，并据此给出了解决建议。本文将就此问题

进行重点讨论。
一、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所存在的困境
1.政治思想教育吸引力小
各个高校在近几年针对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和教学的实

效性问题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
了比较好的效果。但是从整体上看，教学并没有完全从理
论层面转化为实践层面。说教的内容和空洞的理论在很多

浅析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杨天虎

（曲靖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  曲靖  655011）

【摘要】在新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于大学生思想的多元化而出现了很多的困境和问题。所以，
如今的高校思想政治需要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运用科学有效、符合现代社会和大学生要求的方式与手段进行全

新的教育，从而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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