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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宗教工作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宗教工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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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国统区和沦陷区开展了一系列宗教工

作，其中包括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工作，以及对西方教会及传教士的宗教工作，

巩固和壮大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推动了抗

日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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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一、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宗教工作

（一）实行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宗教政策

制定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已成为抗日根据地最基本的宗教政策。1938 年初，《晋察冀边区

军 政 民 代 表 大 会 决 议 案 》 指 出， 晋 察 冀 边 区 人 民 享 有 集 会、 结 社、 言 论、 出 版 及 宗 教、 信 仰

等 自 由。 其 中， 宗 教 信 仰 自 由 已 成 为 人 民 群 众 的 一 项 基 本 权 利 和 个 人 私 事， 是 人 权 的 重 要 组

成部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价值判断。1941 年 5 月 8 日，

《 新 中 华 报 》 发 表 社 论 指 出， 要“ 保 证 一 切 抗 日 人 民（ 地 主、 资 本 家、 农 民、 工 人 等 ） 的 人

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A。可以看出，

中 国 共 产 党 对 宗 教 信 仰 自 由 政 策 作 了 充 分 肯 定。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宗 教 信 仰 自 由 政

策 最 显 著 的 特 点， 就 是 强 调 宗 教 信 仰 自 由 是 人 民 群 众 最 重 要 的 自 由 之 一， 是 人 权 的 重 要 内 容

和组成部分，“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

自由”。B

灵 活 制 定 农 村 的 宗 教 土 地 政 策。 全 面 抗 日 战 争 爆 发 前， 中 国 共 产 党 对 宗 教 职 业 者 有 明 确

规定，“凡在革命前当牧师、神父、和尚、道士、尼姑等”C 都叫宗教职业者，他们是没有选

举权的，这也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国内阶级矛盾在宗教政策上的集中体现。1936 年 8 月，随

着中日民族矛盾的不断上升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得到进一步调整，

对宗教土地问题规定，宗教活动场所的公共土地原则上应分配给农民，“但须充分注意群众的

宗教感情，严格防止单纯的采取行政的办法，实行强力的没收”。D 党的宗教政策日益显示出

务实性和灵活性。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调整关于对各种教派的土地政策，

积 极 引 导 宗 教 与 整 个 抗 日 战 争 相 适 应， 朝 着 有 利 于 保 护 宗 教 团 体 合 法 权 益 的 方 向 发 展， 朝 着

有利于抗日抗争方向推进，极大地调动了宗教界爱国民主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的抗日积极性。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为 团 结 和 调 动 一 切 抗 日 力 量 的 抗 战 积 极 性， 党 创 造 性 地 在 各 抗 日 根 据 地

A　 《拥护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 年 5 月 8 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发行，1985

年版，第 194 — 195 页。

B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年版，第 66 页。

C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 年版，第 821 页。

D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 年版，第 8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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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行 了 地 主 减 租 减 息、 农 民 交 租 交 息 的 土 地 政 策。 同 时， 各 抗 日 根 据 地 结 合 宗 教 实 际 情 况，

制 定 了 一 系 列 宗 教 土 地 政 策。 例 如，1942 年 出 台 的《 晋 冀 鲁 豫 边 区 土 地 使 用 暂 行 条 例（ 摘

录）》中第 76 条也规定：“庙产收归公有后，僧、道、尼无法生活者，得按其人口，酌留能维

持 其 至 低 生 活 所 必 须 之 土 地， 僧、 道、 尼 私 人 所 置 之 土 地 有 契 约 可 证 者， 仍 归 其 私 有。” 同

时 第 77 条 还 规 定：“ 为 尊 重 国 内 少 数 民 族 起 见， 清 真 寺 及 喇 嘛 庙 所 有 之 土 地 不 收 归 政 府 管

理。”A 这样，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了较为宽松的宗教土地政策，注重保护和尊重宗教信仰

者 的 各 种 合 法 利 益 和 正 当 权 益， 极 大 地 调 动 和 团 结 了 一 切 可 以 抗 日 救 亡 的 力 量。 党 的 这 些 土

地 条 例 和 政 策 的 有 关 规 定 及 贯 彻 执 行， 从 物 质 上 充 分 保 障 和 维 护 了 宗 教 界 的 合 法 权 益， 充 分

调动了他们的抗日积极性。

与 宗 教 界 建 立 统 一 战 线 的 政 策， 扩 大 了 抗 日 民 族 统 一 战 线 的 范 围。 为 团 结 一 切 可 以 团 结

的抗日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抗日力量，中国共产党把宗教界纳入统一战线的范畴之内。

例 如， 晋 察 冀 抗 日 根 据 地 的 创 建 者 聂 荣 臻， 就 积 极 团 结、 争 取 五 台 山 的 佛 教 徒， 团 结 他 们 共

同抗日，聂荣臻认为宗教徒也是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要团结和联合的人。

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的成熟和完备。1945 年 4 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做的《论联合

政 府 》 报 告 中 对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宗 教 政 策 体 系 有 了 更 为 系 统 科 学 的 阐 述。 包 括： 一 是 主 张 信 教

自 由 的 原 则， 解 放 区 容 许 各 派 宗 教、 宗 教 各 派 别 开 展 正 当 的 宗 教 活 动； 二 是 依 法 管 理 宗 教 事

务 的 政 策， 不 论 是 基 督 教、 天 主 教， 还 是 佛 教、 道 教、 回 教 及 其 他 宗 教， 宗 教 界 人 士 和 教 徒

遵 守 边 区 人 民 政 府 的 法 律 和 规 定， 否 则 不 给 以 法 律 保 护； 三 是 宗 教 信 仰 自 由 政 策， 人 民 群 众

有信教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但“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B 宗教信仰自由。相对于土地革

命 战 争 时 期， 这 一 时 期 党 的 宗 教 政 策 更 加 成 熟 和 务 实， 这 些 论 述 实 际 上 已 包 含 了 宗 教 信 仰 自

由 政 策、 依 法 管 理 宗 教 事 务 的 政 策 等 现 代 国 家 宗 教 政 策 的 基 本 内 容， 没 有 了 不 切 实 际 的 反 宗

教的规定，标志着党的宗教政策已走向成熟。

（二）切实保障和维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

重视保护宗教界进步人士和信教群众的民主政治权利。抗日民主根据地通过制定选举法，

切 实 保 障 包 括 宗 教 界 人 士 在 内 的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的 选 举 权 和 被 选 举 权。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陕 甘 宁

边 区 和 党 的 其 他 抗 日 民 主 根 据 地 都 有 对 国 民 不 分 性 别、 信 仰、 民 族 等 区 别， 皆 有 选 举 权 和 被

选 举 权 的 重 要 规 定， 这 也 就 从 法 律、 法 规 上 进 一 步 保 障 了 宗 教 信 徒 的 政 治 权 利， 得 到 了 广 大

信 教 群 众 和 宗 教 界 爱 国 民 主 人 士 的 拥 护 和 支 持， 从 而 巩 固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在 陕 甘 宁 边 区 和 其 他

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局部执政的群众基础和政治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陕甘宁等边区的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合法活动及其场所得到保护。1940 年 2 月成立

的 延 安 回 民 救 国 协 会 提 议 在 延 安 创 建 清 真 寺， 得 到 了 边 区 政 府 的 支 持。1940 年 10 月， 陕 甘

宁 政 府 专 门 为 回 民 划 地 拨 款， 建 成 了 边 区 第 一 座 清 真 寺， 此 举 得 到 了 回 民 和 伊 斯 兰 教 教 徒 的

肯定。

支 持 全 国 性 抗 日 宗 教 团 体 的 成 立。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中 国 共 产 党 积 极 支 持 全 国 性 抗 日 宗 教

团 体 的 成 立 和 发 展， 体 现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贯 彻 落 实 宗 教 信 仰 自 由 的 实 践， 体 现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对

抗 日 救 国 事 业 的 高 度 重 视， 极 大 地 推 动 了 党 的 宗 教 工 作 的 开 展。 例 如， 党 对 中 华 基 督 教 全 国

联 合 会、 中 国 回 民 救 国 协 会 等 全 国 性 的 抗 日 宗 教 团 体 的 成 立 盛 况 进 行 了 及 时 的 报 道， 调 动 了

宗教界进步人士和广大信徒参加抗日的积极性。

A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 — 1949·9），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 711 页。

B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0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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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例如，1938 年 11 月 24 日，毛泽东《关于建立大青山游击根

据 地 及 党 的 政 策 的 指 示 》 中 就 指 出， 根 据 党 的 宗 教 信 仰 自 由 政 策， 我 们 要 尊 重 蒙 古 族 宗 教 信

仰和风俗习惯，“勿侵犯蒙民利益，特别是收买马匹，必须切实教育部队”。A 在陕甘宁边区，

中 国 共 产 党 和 边 区 政 府 对 基 督 教 会 的 土 地、 财 产 和 房 产， 除 了 已 作 医 院、 学 校 等 公 益 事 业 的

不 再 变 更 外， 确 实 是 被 私 人 侵 占 的 教 会 财 产 和 土 地， 由 政 府 所 属 查 核 归 还， 受 到 了 宗 教 界 人

士的赞誉，调动了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积极推动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参加抗日斗争

吸 收 进 步 宗 教 界 人 士 加 入 抗 日 团 体。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基 于 思 想 信 仰 上 相 互 尊 重 的 原 则，

毛泽东曾强调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

建的统一战线。”B 在这一思想观点指导下，抗日战争时期，党把宗教信仰者也纳入了人民抗

日 武 装 团 体 中， 成 为 统 一 战 线 性 质 的 武 装 组 织。 通 过 建 立 和 巩 固 与 宗 教 界 的 统 一 战 线， 团 结

了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意义十分重大。

联合宗教界爱国人士积极抗日。1938 年 6 月，陈毅率领新四军来到茅山，茅山道士为新

四 军 提 供 了 大 量 的 服 务， 新 四 军 很 快 地 开 辟 了 茅 山 抗 日 民 主 根 据 地。 团 结 宗 教 界 爱 国 人 士，

有 利 于 调 动 广 大 信 教 群 众 的 抗 日 积 极 性， 有 利 于 消 除 宗 教 界 对 党 的 宗 教 政 策 的 疑 虑， 有 利 于

引导宗教界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在 伊 斯 兰 教 方 面， 组 建 中 国 回 教 近 东 访 问 团， 到 近 东 各 国 作 抗 日 宣 传。 为 争 取 广 大 伊 斯

兰教徒抗日，1940 年冬，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及回教文化促进会成

立 大 会 在 延 安 隆 重 召 开。 被 毛 泽 东 誉 为“ 百 战 百 胜 回 民 支 队 ” 的 冀 中 回 民 支 队， 是 党 领 导 下

的一支穆斯林抗日武装，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积 极 引 导 和 支 持 宗 教 界 的 抗 日 宣 传。 为 揭 露 日 本 帝 国 主 义 利 用 宗 教 侵 略 中 国 和 反 共 反 人

民的罪恶目的，中国共产党也比较注重引导宗教界的抗日宣传。例如，《新华日报》曾对党的

民 族 宗 教 工 作 做 了 大 量 报 道 和 宣 传， 特 别 是 在 揭 露 日 本 帝 国 主 义 利 用 宗 教 企 图 分 裂 中 国、 妄

图 利 用 宗 教 破 坏 民 族 团 结， 以 及 宣 传 团 结 宗 教 界 人 士 和 信 教 群 众 参 加 抗 日 战 争， 都 起 了 重 要

作 用。 这 些 抗 日 宣 传， 极 大 地 使 党 赢 得 了 领 导 抗 日 民 族 统 一 战 线 的 主 动 权， 赢 得 了 宗 教 界 爱

国民主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的政治信任和支持。

综 上 所 述， 中 国 共 产 党 在 陕 甘 宁 边 区 和 其 他 抗 日 民 主 根 据 地， 通 过 制 定 和 贯 彻 落 实 一 系

列 巩 固 抗 日 民 主 根 据 地 的 宗 教 政 策， 切 实 保 障 和 维 护 宗 教 界 和 信 教 群 众 的 合 法 权 益， 团 结 宗

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积极抗日，调动了宗教界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参加抗日的积极性。

二、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宗教工作

（一）与宗教界上层爱国人士结成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总政策和总路线。1945 年 4 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

报 告 即《 论 联 合 政 府 》 中 指 出， 在 敌 占 区 和 国 统 区，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政 策 主 要 是 贯 彻 和 执 行 最

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的，就要

联 合 起 来， 为 打 倒 共 同 敌 人 而 斗 争 ”。C 中 国 共 产 党 通 过 处 理 与 国 统 区 和 敌 占 区 这 些 宗 教 界

A　 毛泽东、王稼祥、杨尚昆、贺龙、关向应致周士第、甘泗淇、李井泉：《关于建立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及党的政策的指示》

（1938 年 11 月 24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 788 页。

B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 年 1 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707 页。

C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0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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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袖 人 物 的 关 系， 扩 大 了 党 的 宗 教 政 策 在 宗 教 界 人 士 和 广 大 信 教 群 众 中 的 政 治 影 响， 从 而 推

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不断巩固了党包括宗教界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团结宗教界爱国人士积极抗日。1939 年春，周恩来在湖北汉口专程拜访了基督教爱国人

士吴耀宗。周恩来向他详细介绍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方针，并说，“马列主义者是无神

论者，但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愿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A 明确传达和表明了党

同宗教界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内的政治影响，

也扩大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宗教界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宗 教 界 进 步 人 士 在 抗 日 战 争 中 走 上 与 共 产 党 长 期 合 作 的 道 路。 抗 日 战 争 相 持 阶 段， 毛 泽

东提出了主张无神论的共产党员可以和主张有神论的宗教徒建立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

统 一 战 线 的 著 名 论 断， 一 些 宗 教 界 进 步 人 士 积 极 响 应 并 走 上 了 与 共 产 党 长 期 合 作 的 道 路， 为

中 国 新 民 主 主 义 革 命 的 胜 利 做 出 了 重 要 贡 献。 例 如， 像 基 督 教 领 袖 吴 耀 宗， 佛 教 界 领 袖 圆 瑛

法 师、 赵 朴 初 居 士， 藏 传 佛 教 格 达 活 佛 等 都 是 共 产 党 人 的 坚 定 政 治 同 盟 者， 对 宗 教 界 人 士 和

广大信教群众产生了重要影响。

可 以 看 出， 在 国 统 区 和 沦 陷 区， 中 国 共 产 党 积 极 贯 彻 落 实 党 的 宗 教 政 策， 高 度 重 视 党 同

宗 教 界 的 统 一 战 线， 积 极 支 持 宗 教 界 爱 国 民 主 人 士 的 进 步 活 动， 团 结 宗 教 界 上 层 人 士 和 引 导

广 大 信 教 群 众 共 同 抗 日。 通 过 处 理 与 宗 教 界 进 步 人 士 的 关 系， 有 效 地 宣 传 了 党 的 宗 教 政 策 和

党的抗日政治主张，扩大了党在宗教界的政治影响力，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对民间宗教和会道门的改造与团结

中 国 共 产 党 对 中 国 民 间 宗 教 采 取 了 既 要 积 极 利 用 中 国 民 间 秘 密 宗 教 的 反 封 建 反 侵 略 的 进

步性，也要改造其落后性的一面，积极引导其朝着有利于抗日战争的方向发展。1936 年 7 月

中 共 中 央 发 出 的《 中 央 关 于 争 取 哥 老 会 的 指 示 》 指 出： 尽 管 哥 老 会“ 时 常 为 反 革 命 的 野 心 家

与军阀官僚所利用收买，而成为反革命的工具”B，但“根据人民统一战线的原则，哥老会是

有群众的，是可以参加抗日反卖国贼的一种群众力量”C，要推动和吸引他们参加抗日救国的

统 一 战 线， 以“ 在 哥 老 会 中 发 扬 哥 老 会 的 革 命 传 统， 逐 渐 消 除 哥 老 会 中 保 守 的， 迷 信 的， 封

建的，反动的思想与成份，使之适合于社会的与革命的发展趋势”D。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日 本 侵 略 者 常 用 钱 财 收 买 哥 老 会 清 帮 首 领 及 其 骨 干 分 子， 来 进 行 破 坏 抗

日 战 争 的 汉 奸 阴 谋 活 动， 还 有 国 内 反 动 统 治 阶 级 妄 图 把 哥 老 会 及 清 帮 变 成 他 们 进 行 防 共、 反

共 和 压 制 欺 骗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的 政 治 工 具。 因 此， 在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有 的 会 道 门 和 秘 密 宗 教 就

做了日伪统治者侵华反共的利用工具。中国共产党认为，“我们应研究这些组织，进行政治工

作，争取他们”。E

中国共产党对民间宗教采取团结与改造的政策。在国统区，1938 年中共中央公开出版机

关 刊 物《 群 众 》 周 刊 第 24 期， 发 表《 论 冀 鲁 豫 红 枪 会 工 作 》 一 文， 指 出 决 不 能 因 为“ 半 宗

教 ” 会 门 披 着 迷 信 的 外 衣 而 把 他 们 排 斥 于 抗 日 力 量 外， 要 采 取“ 艰 苦 的 耐 烦 的 争 取 广 大 会 门

群 众 参 加 抗 战 ” 的 方 针， 把 迷 信 问 题 放 在 次 要 地 位， 服 从 和 服 务 于 党 的 抗 日 民 族 统 一 战 线。

A　 《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八十一周年》，《文汇报》，1979 年 3 月 5 日。

B　 《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1936 年 7 月 16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

版，第 52 页。

C　 《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1936 年 7 月 16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第 52 — 53 页。

D　 《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1936 年 7 月 16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第 53 页。

E　 周恩来：《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1939 年 3 月），《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 1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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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把 中 国 宗 教 实 际 情 况 与 抗 日 战 争 时 代 主 题 相 结 合 而 采 取 的 科 学 的 策 略， 既 有

利于引导和推动民间宗教积极抗日，也有利于在抗日战争中逐渐对民间宗教进行改造。

谨慎对待会道门的迷信仪式和习惯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彭真强调指出：“对于他们迷

信的仪式和习惯，必须严格谨慎地遵守，……应把迷信问题放在次要地位。”A 王从吾在《如

何 进 行 会 门 工 作 》 中 也 指 出， 要 争 取 会 门 上 层 的 领 导 权， 在 会 门 的 中 下 层 开 展 说 服 教 育， 引

导 他 们 积 极 参 加 抗 日 救 国 会、 自 卫 队， 同 时， 必 要 时 在 争 取 工 作 中 也 不 能 忘 掉 适 当 打 击。 对

于 那 些 不 可 救 药 的、 公 开 的、 的 确 有 汉 奸 证 据 的 会 门， 在 我 们 力 量 占 优 势 的 有 利 条 件 下， 必

须坚决的予以军事上的打击。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对待会道门的迷信仪式问题。

积极引导民间宗教向有利于抗日战争的方向发展。1938 年初，八路军冀中独立第一支队

北 上 时， 将 永 清 红 枪 会 改 编 为 抗 日 游 击 队 第 一 大 队。 不 久， 该 大 队 又 被 改 编 入 八 路 军 正 规 部

队。B 河 南 浚 县 天 门 会 总 会 长 杨 贯 一， 经 过 共 产 党 的 干 部 的 争 取 教 育 工 作， 于 1938 年 9 月

配合八路军歼灭浚县扈全禄匪徒 1500 余人。可见，中国共产党对开展民间宗教工作是有成效

的。

（三）支持宗教界的革新运动与抗日救亡活动

佛 教 革 新 运 动 与 爱 国 救 国 主 张。 佛 教 革 新 运 动 是 近 代 中 国 佛 学 界 的 一 次 革 新 运 动， 主 张

破 除 世 俗 佛 事 中 的 迷 信 色 彩。 当 时 苏 曼 殊、 谛 闲、 月 霞， 佛 学 家 欧 阳 渐， 学 术 界 的 章 太 炎、

陈 三 立、 梁 启 超 以 及 稍 后 的 太 虚 法 师 等 著 名 法 师 和 学 者， 都 是 佛 教 革 新 运 动 的 倡 导 者。 在 思

想 理 论 上，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是 思 想 上 倾 向 于 社 会 主 义 的 民 国 佛 教 改 良 运 动 的 太 虚 法 师， 他 富 有

历史远见地提出了佛教方面的教理革命、教制革命和教产革命三大主张。

基 督 教 的 抗 日 救 亡 运 动 及 其 革 新 主 张。 吴 雷 川 的《 墨 翟 与 耶 稣 》 一 书， 认 为 耶 稣 与 墨 翟

有 很 多 相 同 的 主 张， 鼓 励“ 青 年 志 士 必 当 以 墨 耶 二 人 之 言 行 为 法， 努 力 预 备 自 己， 使 己 身 能

成 德 达 目， 为 国 效 用 ”。C 实 际 上 提 出 了 中 国 基 督 教 会 应 该 同 中 国 社 会 发 展 相 适 应、 进 行 时

代性变革的主张。1943 年 7 月，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举行了扩大会议，并就“基督教与中

国 之 命 运 ” 为 题 发 表 了 会 议 宣 言。 很 多 宗 教 界 人 士 赞 同 党 的 抗 日 政 治 主 张， 积 极 活 动， 促 成

全民族抗战，宗教界的抗日斗争也就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

可 见， 包 括 佛 教、 基 督 教 等 在 内 的 广 大 宗 教 在 时 代 大 变 动 下 努 力 探 索 出 路， 进 步 宗 教 界

人 士 基 本 上 都 是 围 绕 抗 日 救 国 这 个 时 代 主 题， 着 眼 于 社 会 的 发 展 变 化， 使 自 身 的 思 想、 组 织

等都做出与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相适应的调整或变化。

综 上 所 述， 在 国 统 区 和 沦 陷 区， 党 高 度 重 视 同 宗 教 界 建 立 的 抗 日 民 族 统 一 战 线， 在 党 的

宗 教 政 策 和 抗 日 主 张 影 响 下， 宗 教 界 爱 国 人 士 也 纷 纷 组 成 救 难 会 和 救 国 会， 组 织 广 大 教 徒 组

成 救 护 队， 奔 赴 抗 战 前 线 参 加 救 护， 为 抗 战 的 胜 利 做 出 了 重 要 贡 献。 这 些 宗 教 界 力 量 的 参 与

和参战，扩大了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队伍，为促进抗战胜利起了积极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工作

（一）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中 国 共 产 党 一 贯 尊 重 我 国 各 少 数 民 族 的 风 俗 习 惯 和 宗 教 感 情。1938 年 10 月， 张 闻 天 在

A　 谭松林主编：《中国秘密社会》第 5 卷《民国会道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38 页。

B　 邵雍：《中国会道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 333 — 334 页。

C　 吴雷川：《墨翟与耶稣》，青年协会书局，1940 年版。转引自——段琦：《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北京：商

务印书馆，2004 年版，第 4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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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共 产 党 的 六 届 六 中 全 会 上 强 调， 要“ 尊 重 少 数 民 族 的 一 切 思 想 习 惯， 宗 教 道 德 ”。A 毛

泽 东 强 调， 只 有“ 尊 重 各 少 数 民 族 的 文 化、 宗 教、 习 惯 …… 才 能 彻 底 改 善 国 内 各 族 的 相 互 关

系，真正达到团结对外之目的，怀柔羁縻的老办法是行不通了的”。B 1940 年，党又分别在

《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和《关于回回民族问题提纲》中详细规定了尊重蒙古族和回

族 风 俗 习 惯 和 宗 教 信 仰 的 民 族 宗 教 问 题。 尊 重 各 少 数 民 族 的 宗 教 信 仰 和 风 俗 习 惯 的 自 由， 实

际上也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重要内容。

党 对 各 宗 教 或 同 一 种 宗 教 的 不 同 派 别 一 视 同 仁。 这 一 作 法 赢 得 了 更 多 的 宗 教 界 进 步 人 士

和 广 大 信 教 群 众 对 党 的 宗 教 政 策 的 政 治 信 仰， 有 利 于 调 动 和 团 结 广 大 宗 教 界 人 士 和 信 教 群 众

积极参加抗日战争，有利于扩大党的抗日政治主张和宗教政策在宗教界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1942 年 2 月 15 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共产党对宗教的态度》的著名社论，这是

马 克 思 主 义 宗 教 观 的 纲 领 性 文 献。 这 篇 社 论， 系 统 阐 述 了 党 的 宗 教 政 策 主 张 以 及 对 宗 教 的 基

本 态 度， 深 刻 阐 述 了 党 的 共 产 主 义 信 仰 和 宗 教 信 仰 之 间 的 根 本 区 别， 这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对 中 国

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发展。

（二）重视对民族宗教问题的研究

中 共 中 央 与 陕 甘 宁 边 区 政 府 十 分 重 视 民 族 和 宗 教 问 题。 自 从 日 本 侵 略 者 在 东 北 建 立 伪

“满洲国”后，就一直企图炮制伪“蒙古国”和伪“回回国”，达到分裂和统治中华民族的目

的， 这 使 中 国 共 产 党 争 取 各 少 数 民 族 及 其 信 教 群 众 团 结 抗 日 成 为 迫 切 的 现 实 问 题。 为 此， 中

国 共 产 党 中 央 和 陕 甘 宁 边 区 都 设 置 了 专 门 的 民 族 事 务 机 构， 重 点 对 回 族 和 蒙 古 族 及 其 宗 教 信

仰问题进行了研究。

为尽快建立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陕甘宁革命大本营，1937 年 7 月，中共中

央 决 定 成 立 少 数 民 族 工 作 委 员 会。 这 是 党 首 次 设 立 主 管 少 数 民 族 工 作 的 机 构， 对 于 探 索 和 认

识少数民族问题，尤其是制定和解决少数民族的宗教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1938 年

12 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简称西工委，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党处理和解决少数民

族 问 题 的 主 要 机 构。 另 外， 当 时 陕 甘 宁 边 区 内 还 成 立 了 大 量 的 少 数 民 族 抗 日 救 国 团 体， 对 于

推动西北地区的回民群众进行抗日战争，揭露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大回回国”的阴谋，

起 到 了 很 大 的 作 用。 为 加 强 对 边 区 少 数 民 族 宗 教 问 题 的 研 究， 西 工 委 还 专 门 设 立 了 研 究 室，

对 我 国 回 族、 蒙 古 族 的 历 史、 政 治、 经 济、 文 化、 宗 教 信 仰 等 情 况 进 行 了 深 入 调 查 和 研 究。

1941 年 5 月，党把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与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央西北局，下设少数

民族工作委员会，继续领导和管理西北地区的民族宗教工作事务。

支持成立少数民族抗日救国组织。1940 年 2 月，陕甘宁边区成立了第一个少数民族抗日

救 亡 团 体 —— 延 安 回 民 救 国 协 会。 随 后， 边 区 又 成 立 了 中 国 回 教 救 国 协 会 陕 甘 宁 边 区 分 会 和

陕 甘 宁 边 区 回 民 文 化 促 进 会。 第 二 年， 在 陕 甘 宁 边 区 的 关 中、 陇 东 和 三 边 分 区 也 先 后 成 立 了

协 会 支 会。 这 些 抗 日 民 族 宗 教 团 体 的 成 立， 对 于 推 动 西 北 地 区 的 回 民 群 众 参 加 抗 日 战 争， 揭

露 和 反 对 日 本 帝 国 主 义 制 造“ 大 回 回 国 ” 的 阴 谋， 打 击 国 民 党 顽 固 派 的 反 共 反 人 民 的 活 动，

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 争 取 蒙 古 族 和 回 族 人 民 积 极 参 加 抗 日 斗 争， 中 国 共 产 党 加 强 了 对 我 国 民 族 问 题 和 宗 教

A　 洛甫（张闻天）：《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1938 年 10 月 15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 698 页。

B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 年 10 月 12 — 14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

第 6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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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研究，专门设立了民族问题研究室，下设“回回民族研究组”和“蒙古问题研究组”。

研 究 室 认 真 地 学 习 了 马 克 思 列 宁 主 义 关 于 民 族 问 题 的 一 些 文 献 和 重 要 著 作， 以 马 克 思 列 宁 主

义 和 斯 大 林 关 于 民 族 问 题 的 理 论 为 指 导， 在 当 时 抗 战 极 其 艰 难 的 时 代 条 件 下， 对 当 时 抗 日 战

争 和 整 个 陕 甘 宁 边 区 有 重 要 和 直 接 影 响 的 回 族 和 蒙 古 族 的 历 史、 现 状 和 问 题 进 行 了 系 统 地 调

查和研究。

（三）保障和维护少数民族信教群众的合法利益

粉 碎 日 本 帝 国 主 义 妄 图 利 用 宗 教 反 共 的 阴 谋。 利 用 宗 教 达 到 奴 役 中 国 和 反 共 反 人 民 的 目

的，这是日本侵略者的一贯伎俩。他们为了达到“以华制华”、破坏民族团结的阴谋，不断抛

出所谓的“回教国”等荒谬口号，严重危害了汉族与回族、蒙古族的民族团结。为此，1939

年 2 月 13 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团结回民同胞积极抗战》的重要社论。社论强调，“所

谓‘ 回 教 国 ’ 的 口 号， 也 就 是 并 吞 回 族 的 口 号， 就 是 要 想 灭 亡 中 国， 灭 绝 中 国 人 种， 包 括 回

民在内”，A 深刻指出了日本侵略者的罪恶目的。

支 持 宗 教 界 的 抗 日 宣 传。 日 本 帝 国 主 义 在 中 国 打 着“ 共 同 防 共 ”“ 共 建 大 东 亚 共 荣

圈”“中日亲善”等幌子大肆宣传的时候，还别有险恶用心地利用宗教问题和宗教信仰，妄图

掩 盖 侵 略 与 被 侵 略 的 历 史 事 实。 为 彻 底 揭 穿 日 本 帝 国 主 义 蛊 惑 人 心 的 欺 骗 宣 传， 在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有 力 引 导 和 帮 助 下， 我 国 宗 教 界 人 士 积 极 开 展 了 外 出 抗 日 宣 传 工 作， 为 宣 传 党 的 抗 日 主

张 和 争 取 国 外 对 中 国 抗 战 的 同 情 和 帮 助， 打 击 日 本 侵 略 者 利 用 民 族 宗 教 问 题 分 裂 中 国 的 罪 恶

阴谋，产生了重要影响。

保护少数民族的宗教活动场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视民族宗教工作的同时，

也 十 分 注 重 保 护 宗 教 活 动 场 所。 例 如， 为 保 护 穆 斯 林 宗 教 活 动， 在 当 时 财 政 十 分 困 难 的 情 况

下， 陕 甘 宁 边 区 政 府 修 建 清 真 寺， 使 穆 斯 林 日 常 宗 教 活 动 有 了 固 定 场 所， 维 护 了 信 教 群 众 的

基本权利。

以 实 际 行 动 尊 重 少 数 民 族 宗 教 信 仰。 宗 教 信 仰 是 少 数 民 族 的 重 要 精 神 支 柱， 中 国 共 产 党

予 以 尊 重 和 保 护， 在 维 护 少 数 民 族 宗 教 信 仰 和 民 主 权 利 方 面 做 了 不 少 工 作。 例 如， 陕 甘 宁 边

区政府对蒙古族迎送成吉思汗灵柩的工作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综 上 所 述，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中 国 共 产 党 注 重 对 少 数 民 族 宗 教 问 题 的 研 究 和 调 查， 尤 其 是

对 蒙 古 族 和 回 族 及 其 宗 教 问 题 的 研 究， 建 立 民 族 宗 教 事 务 管 理 机 构， 注 重 保 障 和 维 护 少 数 民

族 及 其 宗 教 界 人 士 和 信 教 群 众 的 合 法 权 益， 保 障 少 数 民 族 宗 教 界 的 活 动 场 所， 积 极 引 导 少 数

民 族 宗 教 界 积 极 抗 日， 以 铁 的 事 实 揭 穿 了 日 本 侵 略 者 利 用 民 族 宗 教 分 裂 中 国 的 险 恶 目 的。 通

过 开 展 少 数 民 族 的 宗 教 工 作， 宗 教 界 人 士 和 广 大 信 教 群 众 逐 渐 认 识 和 感 受 到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宗

教 政 策 是 真 实 的、 真 诚 的， 是 切 实 维 护 少 数 民 族 和 宗 教 界 合 法 权 益 的， 是 团 结 抗 日 的 宗 教 政

策。因此，更多的宗教界爱国人士也加入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

四、中国共产党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宗教工作

（一）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新政策

对 基 督 教、 天 主 教 的 再 认 识。 随 着 抗 日 战 争 的 爆 发， 特 别 是 太 平 洋 战 争 的 爆 发， 国 际 上

形 成 了 反 法 西 斯 阵 营， 加 上 中 国 宗 教 界 人 士 的 外 出 宣 传， 赢 得 了 不 少 天 主 教、 基 督 教 人 士 对

中 国 人 民 抗 日 战 争 的 同 情 和 支 持。 中 国 共 产 党 对 天 主 教、 基 督 教 有 了 更 为 深 刻 的 认 识， 肯 定

了 天 主 教、 基 督 教 对 中 国 抗 战 所 做 出 的 贡 献。1939 年 2 月 陕 甘 宁 边 区 第 一 届 参 议 会 和 1941

A　 《团结回民同胞积极抗战》，《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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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 1 日通过的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在不损害边区主权的原则下，保护一切同情中国抗

战国家的人民、工商业者、教民”“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

人到边区游离……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活动。”此后，天主教、基督教逐渐恢复宗教

活动，对党的宗教政策表示赞誉。

把 基 督 教、 天 主 教 进 步 人 士 纳 入 世 界 反 法 西 斯 统 一 战 线 之 中。 全 面 抗 日 战 争 爆 发 前， 中

国共产党对基督教、天主教进步人士已经开始关注和重视。1936 年 7 月，毛泽东在接受斯诺

采 访 时 强 调 指 出， 除 日 本 传 教 士 外， 红 军 和 苏 维 埃 政 权 对 其 他 教 会 及 其 人 士 会 采 取 新 的 宗 教

政 策， 只 要 他 们 在 遵 守 边 区 法 律 和 政 策 规 定 下， 就 会 继 续 享 有 传 教、 教 书、 拥 有 土 地、 办 学

校和其他适用的权利。

全 面 抗 日 战 争 爆 发 后， 中 国 共 产 党 进 一 步 强 调 对 外 国 教 会 和 进 步 传 教 士 的 保 护。 党 和 边

区 的 宗 教 政 策 得 到 了 基 督 教、 天 主 教 进 步 人 士 的 赞 誉， 切 实 感 受 到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宗 教 政 策 是

真 诚 的。 例 如， 在 1944 年 10 月 召 开 的 陕 甘 宁 边 区 文 教 大 会 期 间， 延 安、 陇 东 等 地 的 天 主 教

代表向边区政府致信，盛赞边区的民主精神和宗教政策。

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和允许其合法传教的政策。1939 年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

纲领》明确规定：“在不损害边区主权的原则下，保护一切同情中国抗战国家的人民、工商业

者、教民，在边区生产、经营与文化事业方面的活动。”A  1941 年 5 月 1 日，新的陕甘宁边

区政府施政纲领再次明确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

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B 中国共产党对外国教

会 及 其 传 教 士 的 宗 教 信 仰 自 由 政 策 和 传 教 政 策 有 了 更 为 明 确、 详 细 的 规 定， 标 志 着 党 对 天 主

教、基督教的政策已经成熟。1945 年春，针对宗教问题和宗教政策，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

七 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上 的 政 治 报 告 中 就 宗 教 问 题 进 一 步 强 调 指 出： 根 据 宗 教 信 仰 自 由 的 原 则，

中 央 解 放 区 容 许 多 派 宗 教 存 在， 不 论 是 基 督 教、 天 主 教、 回 教、 佛 教 及 其 他 宗 教， 只 要 是 教

徒 们 遵 守 人 民 政 府 法 律， 人 民 政 府 对 其 合 法 权 益 就 给 以 保 护， 信 教 和 不 信 教 的 各 有 他 们 的 自

由，不允许强迫或歧视。C

（二）保护外国传教士的合法权益

调 整 天 主 教、 基 督 教 的 土 地 政 策。 中 国 共 产 党 在 陕 甘 宁 边 区 和 其 他 抗 日 民 主 根 据 地 都 有

对 基 督 教、 天 主 教 教 会 明 确 的 土 地 政 策 规 定， 这 就 从 法 律 上、 政 策 上 较 好 地 保 障 了 基 督 教、

天主教合法财产的权益。1942 年《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中明确指出，包括基督教、天

主 教、 佛 教、 回 教、 道 教 及 其 他 教 派 土 地 在 内 的 宗 教 土 地， 均 不 变 动， 极 大 地 维 护 了 外 国 教

会 和 传 教 士 的 土 地 利 益。 这 些 条 例 和 政 策 的 颁 布 与 实 施，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调 动 了 宗 教 界 人 士 团

结抗战的积极性，“今后边区境内各民族更要相互尊重彼此之生活、风俗及宗教习惯，在真正

平等的基础上亲密团结抗战”。D

尊 重 和 维 护 外 国 传 教 士 的 合 法 权 益。 在 抗 日 民 主 根 据 地， 中 国 共 产 党 制 定 和 实 施 了 一 系

列 具 体 措 施 和 政 策 来 维 护 外 国 教 会 及 其 传 教 士 的 合 法 权 益。 例 如， 教 民 和 非 教 民 都 有 同 等 政

治 地 位 和 民 主 权 利； 不 分 性 别、 阶 级、 党 派、 宗 教、 民 族、 财 产 都 有 选 举 权 和 被 选 举 权； 在

A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新中华报》，1939 年 2 月 20 日。

B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9 年 5 月 1 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年版，

第 573 页。

C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D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 — 1949.9），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 6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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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 守 政 府 法 令 和 不 损 害 边 区 主 权 的 原 则 下， 可 以 在 边 区 参 加 生 产、 经 营、 文 化 事 业 与 宗 教 活

动；俘虏政策中还规定“不干涉俘虏宗教信仰”。 1942 年 2 月 15 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

指 出： 共 产 党 这 种 对 宗 教 信 仰 自 由 的 正 确 立 场， 现 在 和 将 来 都 是 如 此。 这 就 明 确 表 示 了 党 的

宗 教 政 策 在 当 时 具 有 较 好 的 稳 定 性， 从 政 策 上 维 护 了 包 括 天 主 教、 基 督 教 及 其 传 教 士 在 内 的

宗教界的合法权益。

1944 年 7 月， 中 共 中 央 在 一 份“ 发 太 行、 五 台、 山 东、 五 师、 冀 鲁 豫、 太 岳、 晋 西 北、

东江，并抄西北局” A 的指示中，要求调查基督教、天主教教民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及游击区

的 分 布、 人 数、 教 堂 数、 抗 战 表 现 等 基 本 情 况， 并 强 调“ 这 是 一 个 大 问 题， 日 本 人 及 国 民 党

均 在 争 取 教 民， 必 须 引 起 我 党 注 意， 争 取 教 民 是 我 党 不 可 疏 忽 的 任 务 ”。B 可 见， 中 国 共 产

党 在 开 展 对 基 督 教、 天 主 教 工 作 的 同 时， 是 非 常 注 重 保 护 教 民 合 法 权 益 和 调 动 广 大 教 民 团 结

抗战的积极性的。

（三）教会活动的恢复与开展

在 制 定 和 执 行 对 外 国 教 会 和 传 教 士 新 政 策 的 过 程 中， 中 国 共 产 党 和 边 区 政 府 在 广 泛 听 取

宗 教 界 进 步 人 士 建 议 和 意 见 的 基 础 上， 进 一 步 关 心 教 民 生 活， 帮 助 他 们 解 决 实 际 问 题。 党 在

抗日民主根据地不仅在舆论上支持教会，也在行动上保护传教士。

外国传教士正常宗教活动的恢复。在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制定和贯彻落实中，基督教、

天主教的正常宗教活动得以恢复，维护了宗教界的合法权益。截至 1944 年，陕甘宁边区内已

有天主教堂 20 多处，基督教福音堂 7 处，大大满足了天主教、基督教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宗教

活动需求，也说明外国传教士的正常宗教活动已得到恢复。

改正工作中的错误做法。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偏差，

尤 其 是 在“ 反 奸 运 动 ” 中 出 现 扩 大 化 现 象， 曾 一 度 伤 害 了 宗 教 界 人 士 的 感 情， 使 一 些 宗 教 界

人 士 对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宗 教 政 策 产 生 疑 虑 甚 至 动 摇， 这 引 起 了 党 和 边 区 政 府 的 重 视， 通 过 召 开

座谈会、发布命令等方式解决了一些错误做法，受到了边区宗教界人士的欢迎。

综 上 所 述， 中 国 共 产 党 在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注 重 开 展 对 基 督 教、 天 主 教 及 其 传 教 士 的 宗 教 工

作， 把 西 方 教 会 的 进 步 传 教 士 纳 入 国 际 反 法 西 斯 统 一 战 线 中， 保 护 外 国 传 教 士 的 正 当 宗 教 活

动， 尊 重 其 宗 教 信 仰 自 由 和 维 护 其 合 法 权 益 和 财 产， 调 整“ 左 ” 的 做 法 和 政 策， 使 教 会 活 动

得 以 恢 复 和 开 展， 从 而 改 变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在 宗 教 界 人 士 心 中 的 看 法， 使 党 的 宗 教 政 策 得 到

广泛认可和支持。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团结外国宗教势力共同抗日的政策得以落实。

（责任编辑 王 伟）

A　 《中央关于重视天主教、耶稣教教民工作的指示》（1944 年 7 月 22 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北京：

档案出版社，1986 年版，第 720 页。

B　 《中央关于重视天主教、耶稣教教民工作的指示》（1944 年 7 月 22 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第

720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