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州宗教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凯 弟

温州的经济发展为人们瞩目
,

宗教在温州的影响也为人们惊叹
。

下面
,

是我在温州了解

到的一些情况和自己的一些想法
。

温州主要有四种宗教
:

佛教
、

道教
、

基督教和天主教
。

据 1 9 8 5年人 口普查
,

温州总人 「I

为 62 9万
,

现在
,

天主教徒约 5 万人
,

基督教徒 30 余万人
,

共约占人口的百分 之 六
。

而佛道

教的信徒数难于统计
。

寺观教堂
,

除经政府批准开放的外
,

还有一定数量是群众 自己集资修

建起来的
。

温州市宗教事务局 曾把温州的宗教情况概括为历史悠久
,

基础深厚
,

教徒众多
,

情况复

杂
。

但是
,

从宗教与社会主义建设相协调以及不协调的角度看
:

首先
,

存在着趋于协调的一面
。

就基督教来说
,

目前
,

这个教的教牧人员和信教群众的 尺

多数拥护中国基督教 自治
、

自养
、

自传的方针
,

他们使用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的 《圣经》
、

《赞美诗》
、

《天风》 等宗教书刊
。

从 1 9 8 2年到现 在
,

全 市 出 售 《圣经》
、

《赞美诗》 各

10 多万册
。

教堂的修缮
、

水电
、

琴
、

画以及笔墨
、

纸张的购置等项开支
,

主要来 自教 徒 的

奉献款
。

教徒群众中把全部生活归结为宗教生活的
,

搞宗教狂热的现象极少
。

他们大都是星

期日到教堂里做礼拜
,

平常在家
。

劳动之余
,

晚饭之后
,

看看圣经
,

唱唱赞美歌
。

起床前
、

饭前
、

睡前
,

轻声祷告一会
。

当上教堂做礼拜在时间上与搞生产发生冲突 时
,

该 如 何 办 ?

我曾经间一些教 徒
。

他 们说
,

这种冲突一般是不会发生的
。

宗教生活作为他们生活中的一

部分
,

他们是安排好了的
,

没有留活儿放到礼拜天去做
。

如果某一周比较忙
,

他们就加班加

点
,

把活提前干完
,

星期天照常做礼拜
。

如果出现了要么耽误生产
、

要么不去做礼拜二者必

居其一的情况
,

那就要看每个人信仰的虔诚程度
。

这次我在温州接触到的信教群众有两种情

况
,

一种是家里有两个以上的人信教 ; 第二种是家里只有一个人信教
。

在第一种情况下
, _

L

教堂做礼拜并不是全去
,

而是轮换着派代表
;
在第二种情况下

,

信教的这一家庭成员
,

或是

提前把自己应干的活做完 ; 或做完礼拜后回家多干点 ;或因不太虔诚不去做礼拜 ; 或家庭其他

成员多担当一点
,

因为她 (他 ) 到教堂祈求上帝保全家平安
,

也不是一件坏事
。

总之
,

是把

生产放在第一位
,

把宗教生活摆在第二位
。

许多人还在生产
、

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
。

再就佛道教来说
,

僧尼道人修持与生产并重
。

如位于乐清县雁荡山的灵岩寺
,

有 12 名僧

人
,

除念经拜佛外
,

还结合雁荡山是旅游胜地的特点
,

办起了旅馆
、

素斋馆
、

商店
。

19 8 6年
,

该寺从事服务行业的收入为 9 千余元
、

佛事香火钱收入近 8 千元
。

他们把这些收入用于整修

寺院
、

僧众生活和捐赠公益事业
。

又如
,

位于苍南县荪湖山上的燕巢洞
,

有道人 17 名
,

他们

的生活由念经
、

练功和生产劳动三部分组成
。

他们的生产劳动有种菜
、

采种药材
、

植树造林

等
。

再如
,

位于温州西部山区泰顺县境内的宝林寺
、

崇教寺和明山寺
,

现有常住僧尼 5 4人
,

他们一边修持
,

一边生产
,

耕种水田 28 亩
,

早地 14 亩
,

管理山林 3 3 5 4亩
。

1 9 8 5年生产粮食 4

万余斤
。

此外
,

他们还开山造田
、

架设电线
、

创办茶叶初制场
、

购置碾米机和抽水机
、

架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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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路等等
。

再如平阳县万全区榆洋乡的瑞连寺
,

有兰名尼姑
,

结合温州农村家庭土广蓬勃发

展的特点
,

办起了汽配厂
,

生产汽车备胎架
、

汽车灯开关
。

产品销售到北京
、

河南
、

湖北
、

浙江各地
。

质量可靠
,

没有退货现象
。

自1 9 8 4年底到 1 9 8 6年 n 月
,

总产值计 7 千余元
。

其次
,

存在着不协调的一面
。

就基督教的情况看
,

少部分人对中国基督教独立自主 自办

教会不理解或公开反对
。

他们 自找地方搞宗教活动
,

他们使用的宗教书刊部分是从海外流传

进来的
,

他们宣传有神无神不能同负一扼的言论
,

制造信教者和不信教者
、

信教群众与政府

之间的隔阂与对立
。

再就佛道教的情况看
,

温州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佛道教与封建迷信活动交织的状况并没有

完全改观
。

一方面
,

信鬼神
、

封建迷信活动在温州群众中比较普遍
,

尤其是在农 村
。

实 际

上
,

群众并没有把封建迷信活动和佛道教区分开
。

列祖列宗
、

财神爷
、

佛
、

包公
、

关帝
、

土地

爷
、

玉皇大帝
、

观音
、

山神爷等等东西
,

他们都敬拜
。

一些农户
,

家里出现了所谓的不好兆

头
,

如母鸡学公鸡 叫
、

蛇挂梁
、

老鼠相拖尾
、

狗上屋等
,

便要去 卜卦
。

若是凶卦
,

就要请人

念经作法
、

消灾祛邪保平安 ; 家里的老人或小孩生了病
,

也有请人念经做法的 ; 老人祝寿
,

做

延生道场
;
死 了人

,

做超生道场
。

所有这些
,

都需要和尚
、

道士
。

另一方面
,

温州 “
文革

”
期

间离开寺庙的僧人
,

现在是三种情况
,

( 1 ) 返 回了寺庙宫观
; ( 2 ) 完全还了俗 ; ( 3 )

没有还俗但又没有返回寺庙宫观
。

第三种情况的
,

叫
“ 自由和尚

” 、 “
自由道士

” 。

他们在

很大程度上迎合并满足部分群众封建迷信活动需要
。

有人去请念经
、

做佛事
、

摆道场
,

他们

欣然前往
,

完毕之后
,

收 10 元至 50 元人民币不等
,

群众称他们为
“
抓鬼专业户

” 。

这在一定

程度上加剧了封建迷信活动
。

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生产力的发展 以至整个社会的前进
,

需要多方面的协调
,

宗教也不例

外
。

从温州的实际情况来看
,

要使宗教与社会主义建设趋于协调
,

至少需要两个条件
,

一是宗教

的表现形式要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发生的一些变化
,

一是人民政府要落实宗教信仰 自由政策
。

温州的佛道教的历史从现存的寺庙宫观遗迹能追朔到晋代
。

历史上
,

温州的佛道教与封

建迷信活动有一定联系
,

一部分僧尼道人靠外出念经做道场生活
。

天主教和基督教是在 19 世

纪中叶传入
,

前去传教的外籍神职教牧人员
,

有意大利的
、

法国的
、

波兰的
,

还有英国的和

美国的
。

到解放前夕
,

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徒数占当时温州人 口的百分之四
。

英
、

美
、

意等

国的神职教牧人员掌握着这两个教会的经济
、

人事和传教权
。

显然
,

解放后
,

即使人民政府

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

如果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经济
、

人事以及传教权依然受外国宗教组织

操纵
,

如果僧人道士依然是主要靠外出化缘生活
,

那么
,

宗教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协调就无从

谈起
。

“
文革

”
期间

,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被全盘否定
,

宗教职业者以至信教群众被当作
“
牛鬼

蛇神
”
加以专政

,

一切宗教活动被强行禁止
,

宗教活动场所被拆毁或改作它用
,

但实际上
,

宗教信仰在信教群众心中依然存在
,

有的在家里烧香拜佛
,

有的相约夜里到远处的山里做祷

告
。

事实表明
,

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起了某些变化
,

但不实行宗教信仰 自由政策
,

宗教和

社会主义建设也难以协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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