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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的宗
教發展」學術研
討會紀實
鄭巧君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中華民國肇建後，人民的宗教自由從民

初所訂之約法到憲法皆有保障。民國時期的

天主教與基督教頗致力於本土化；回教則從

事現代化；佛、道教在這段時間也產生不少

變化。政府遷臺後，除原住民的本土信仰及

日本在臺宗教遺緒外，其他宗教大致承襲中

國大陸的教派。隨著臺灣的政治、社會日漸

開放，各類宗教蓬勃發展，與政治、文化、

社會、經濟等方面交互影響。爰是，國史館

於今（民國 103）年 0月 20日舉辦「近代
中國的宗教發展」學術研討會，邀請學者專

家撰文研討，闡述宗教與政治、文化、社

會、經濟各層面的互動關係與不同風貌。

第一場次「宗教與政治」，由玄奘大學

社會科學院院長釋昭慧法師主持。首先由輔

仁大學歷史系陳方中教授發表〈義和團運動

中民眾反教心理及其變化〉，此篇注意到義

和團運動中三個時期，即局部期、狂暴期及

秩序恢復期不同時期反教行為及態度的變

化，以及除了外力衝擊的其他內部原因。國

史館修纂處處長侯坤宏發表〈北伐時期的佛

化運動〉，指出「佛化」在北伐時期是一種

與傳統佛教有別的新主張、新潮流，唐生智

與馮玉祥在北伐時期分別以佛教、基督教治

軍，本文即探討佛化運動與反佛化運動在軍

隊中的推廣情形及產生的影響。輔仁大學哲

學系曾慶豹教授的〈臺灣基要派的愛國愛教

─張靜愚與護教反共時期的基督教〉，以

相關政府部門的檔案以及亞聯會和世聯會出

版的通訊，輔以相關人士的回憶錄，來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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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001年間張靜愚如何帶領護教反共的
組織和活動。第一場次的與談人分別為國立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羅士傑教授、臺北城市科

技大學通識中心江燦騰教授以及真理大學

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學系王榮昌教授。羅士

傑教授認為應該釐清地方結構與文化對地

方政治的影響。江燦騰教授指出，侯教授一

文補充了北伐時期的佛教研究，唯須將眼光

拉長，從太平天國至文化大革命來看此時期

的變化。王榮昌教授肯定從當代人物切入的

研究方法，若張靜愚的日記能夠公開，必能

夠更加填補當今基督教在臺灣的發展之研

究成果。

第二場次為「宗教與文化」，由中央研

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謝國興研究員主持。

近代基督教在中國發展的歷史中，對於中國

大陸內地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民穆斯林的宣

教工作較少被注意到，國立政治大學民族

學系張中復教授〈民國前期基督教對於回

民的宣教成效及其反思：以《友穆》季刊

為例〉即補充此方面的研究成果，以 1020-
1032年間在漢口發行的《友穆季刊》為史
料來探討民國前期在華基督教研究中國伊

斯蘭及向回民宣教的情形。第二位發表人

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康豹（Paul R. 
Katz）研究員，因故未能親自發表論文，由
國史館李鎧光助修代為宣讀 “Spirit-writing 
and the Dynamics of Elite Religious Life in 
Republician-era Shanghai”（民國時期上海的
扶鸞活動與菁英宗教生活之動態），知識分

子不必然視宗教為推

動現代化的障礙，本

文描繪出都市菁英試

圖調解宗教與現代性

之間的矛盾，並指出

中國城市生活極富意

義的種種可能性，包

括宗教信仰與實踐。

與談人為國立政治大

學宗教研究所蔡源林

教授及佛光大學歷史

系系主任范純武教

授。蔡教授認為可多

強調《友穆季刊》此

史料的重要性，文化

認同向來是值得探討

釋昭慧法師主持第一場次研討會（攝影／林正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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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題。范純武教授肯定康豹研究員所蒐集

的資料豐富多樣，惟文中論證較少，同時亦

指出可增補女性生活在宗教模式裡的樣貌。

第三場的主題為「宗教與社會」，由中

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瞿海源研究員主

持。首先由中央研究院民族所丁仁傑研究員

發表〈象徵資本、宗教場域與村落的地方自

主性：臺南西港保安村的地方菁英領導型態

變遷〉，此篇係丁研究員龐大研究計畫中的

一部分，以臺南西港保安村（假名）村中領

導型態的變遷及各時期地方頭人的生平事

蹟為考察重點，試圖藉由這些材料來呈現出

臺灣地方社會的宗教與文化變遷。中原大學

宗教研究所吳昶興教授的〈周聯華本色化神

學思想的建構實踐與臺灣社會〉，探討臺灣

最有影響力的基督教領袖周聯華牧師如何

在愛國主義、基督教信仰的矛盾與困境中，

整合發展出唯愛主義，又如何在中國文化的

身分下提出本色化神學的內容與實踐。佛光

大學佛教學系闞正宗教授，使用「從軍僧」

林彥明所留下的行軍路線紀錄，配合甲午戰

爭史料，發表〈殖民初期（1000-1000）日
本佛教「從軍僧」來臺的隨軍布教〉一文，

期以日本殖民初期（1000-1000）征臺戰役
來看從軍僧的角色及其動向。國立聯合大學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主任林本炫教授、國立臺

北大學歷史學系查忻教授及清華大學歷史

研究所釋慧嚴法師擔任與談人。林教授認為

可多解釋象徵資本的部分，同時為了避免在

主軸上過分強調政治，可再強化宗教部分。

查忻教授認同周聯華牧師的影響力被低估

和錯估，肯定吳教授對本色化的梳理，然而

周聯華牧師的關懷究竟是臺灣人或華人，或

許可從其實踐場域（臺灣）來瞭解。釋慧嚴

法師認為可多著墨於為何有許多不同派系

來從事從軍布教師，《臺灣教報》、《淨土

教報》等資料可補充文中若干資料不清的部

分。

第四場「宗教與經濟」，可說是與俗世

的關係連結最深的部分，由輔仁大學宗教學

系鄭志明教授主持。玄裝大學宗教學系黃運

喜教授根據其多年來的觀察與心得，提出

〈宗教六大相關產業的現況分析與展望〉，

六大相關產業分別為「文化創意產業」、

「宗教旅遊產業」、「宗教樂活產業」、

「清真食品產業」、「宗教與生命禮儀產

業」、「宗教組織與管理產業」，認為宗教

六大新興產業是值得發展的。國立空中大學

名譽教授吳永猛的〈臺灣宮廟興建與經濟發

展之探討〉一文，指出臺灣宮廟興建與經濟

發展互為表裏，同時也肯定臺灣民間信仰寬

容大量的表現。本場次與談人為真理大學宗

教文化組織管理學系高怡萍教授及南臺科

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王見川教授。高教授認

為文創產業在經濟危機中異軍突起，但文化

教育的本質是深入瞭解文化內涵，創意經濟

的本意是要賺錢，兩者實有衝突，同時涉及

到智慧財產權的問題。王見川教授肯定吳教

授一文的宏觀角度，此篇文章可說是作者將

近一甲子的研究成果，期待日後能看到更為

細部的描寫。

最後的綜合討論由王見川教授、曾慶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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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鄭志明教授以及侯坤宏處長代理康豹

教授擔任引言人。王見川教授認為此次研討

會的道教議題較少，一般而言研究扶乩團體

的學術成果也不多，但肯定國史館近年來所

出版的相關資料，期許國史館能出版更多樣

的史料。曾慶豹教授指出基督教與近代中國

的發展密切，然而由於研究基督教的史料多

依賴傳教士的作品，使得議題受限，同時研

究群亦有接班斷層的問題，希望能逐步展開

基督教文獻的編輯及推廣。鄭志明教授提出

必須先瞭解「宗教」的核心問題，才能進一

步探討近代中國政府對待宗教的態度，若政

府不理解宗教本質與內涵，便無法與民族、

社會相結合。而宗教教育應該是全民教育，

太過於偏重科技、忽視宗教的社會，容易產

生社會問題。侯坤宏處長提出，民間信仰概

念的適用性為何？如何用宗教視角看中國

的現代化？都市化對信仰造成何種衝擊？

宗教與當今政治的關係，仍值得討論。而當

今所謂的「現代」宗教，其實背後皆可溯自

清末或民初，有其重要的歷史變遷，史料豐

富，未來的研究大有可為。

「近代中國的宗教發展」學術研討會於

圓滿中落幕，綜觀四場主題，以「宗教與

政治」的對話最具精采的火花，「宗教與文

化」則展現出深刻的意涵，「宗教與社會」

包含了一般生活的層面，「宗教與經濟」則

強調宗教的世俗性。期許未來有關宗教的議

題能更豐富，同時也真正落實宗教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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