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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中共是一個強調「無神論」的政權，並且在建政以後做過相當多對宗教不友

善的事情，壓擠宗教的生存空間，並且企圖以自己的馬列毛意識型態來取代人民

對宗教的信仰。中共政權對宗教存在空間的壓迫、對宗教存在意義的否定、乃至

對宗教範疇的整肅與破壞，在中國歷朝歷代中實屬罕見。 
 
改革開放以後，中共政權逐漸改變過去對宗教的種種不友善的態度，而給予

宗教相當程度的活動空間，並且重新定位宗教的存在意涵，認為宗教是可以與社

會主義相協調、相適應的。這種轉變，一方面標誌著中共政權企圖通過意識型態

來取代宗教在人民心中的信仰位置是不成功的事實之外，並一方面也標誌著，中

共政權已經意識到宗教將長期存在的問題，並且考慮的是宗教所代表的神權與國

家所擁有的政權，兩者之間應該如何共處且共生共榮的問題。而在這個過程中，

中共政權也通過了官方宗教論述的轉向來表現其宗教意識型態建構內涵的變

遷，從而也制約與影響了非官方宗教論述的建構。 
 

因此，本文通過對中共「官方宗教論述的建構」、「政教關係發展史論述的建

構」、「宗教本質論述的建構」、「反官方宗教的負面論述建構」等議題的梳理，來

說明當代中共宗教論述建構的背後，到底代表何種政教關係發展意涵。我們通過

這幾個議題在「宗教論述」和「政教關係」之間的辯證互動表現，探討官方的權

力網絡如何在論述層面上對宗教領域產生制約、影響和互動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