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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宗教与国际政治二者是久已存在的社会现象。
宗教是人类童年时代为自己创作的一种精神食粮，而国际政治也不仅仅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博弈和游戏
，古代城邦国家之间也存在政治关系。
谈到宗教，人们就会联想到宗教冲突，其实，在人类历史上，纯之又纯的以“神”为信仰对象并为信
仰而战的宗教冲突是不存在的，所谓的宗教冲突只不过是打着宗教旗号的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
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之争。
探讨国际政治关系中的宗教问题，旨在从宗教与国际冲突的互动关系中寻求其背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矛
盾运动，以及这种矛盾运动的后果对宗教的影响。
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
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这一光辉论断对宗教同样适用。
宗教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以重大影响，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历史演进对宗教也产生冲击。
本书所集中研究的，就是在此过程中宗教冲突与国际政治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
国际政治关系中的宗教问题是个老问题，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具有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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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政治关系中的宗教问题研究》共分七章内容，第一章：宗教与国际政治的关系概说；第二
章：历史上的宗教冲突及对国际政治的影响；第三章：宗教的国际化；第四章：宗教的异化；第五章
：传统宗教的复兴；第六章：当今国际政治中的宗教因素；第七章：宗教对话与和谐世界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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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宗教因素”还以民族传统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信仰不同宗教的民族，各有其不同的民族传统文化。
它以所信仰的宗教精神和宗教观念为特征，并以此而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
民族传统文化是该民族的宗教认同和民族凝聚力所在，它在宗教认同、具有民族凝聚力的同时，也就
包含其排斥力。
一般情况下，信仰不同宗教的民族，可以与周边的其他民族和睦相处。
但在特殊情况下，它的排斥力也就会显现出来。
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对其他民族而言，可能并不具有特殊意义。
而对于它的民族成员而言，有时则是说不得、碰不得的，如果出现那种（不管是来自教内还是教外的
）轻侮、曲解、污蔑、亵渎的现象，往往会导致人们意想不到的民族宗教冲突或社会动乱，甚至会引
发国际事件。
（4）包括属性不一的社团组织或机构。
除了那些纯宗教性的社团组织或机构（如教会、修会、宗教协会等）外，有的是具有不同程度的宗教
一社会一政治性的社团组织或机构，有的是在宗教名义下的纯政治性的小社团组织以至于政党组织。
这些社团组织或机构也可能是跨地区、超国家的国际性组织。
它们的共同特征在于：作为一定社会力量或政治势力，在该宗教意识形态下从事合法或非法、公开或
隐蔽的活动。
在现实生活中，尤其不可忽视有关国家的政治反对派或那些具有政治图谋者所建立的、形形色色的极
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的组织及其有关的活动。
（5）在一定宗教意识形态基础上建立（或企图建立）的国家实体。
上述的社团组织和机构并非国家实体，即便是其中有的组织机构具有官方或半官方的背景或性质，它
们仍然是非政府组织。
以宗教意识形态为基础建立的国家实体则不同，不管它采取何种政体形式（共和制、君主制或君主立
宪制），它是宗教性国家，而非世俗国家；由于宗教在这类国家中居于左右国家权力的地位，宗教在
这类国家的地区或国际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样的国家实体无疑是“宗教因素”之一。
至于某些宗教极端主义组织主张建立的所谓宗教国家，并为之积极从事阴谋活动的，在现实生活中同
样会发挥其影响和作用，也可视为“宗教因素”的一种表现形式。
（6）在宗教意识形态下形成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伊斯兰教、印度教、犹太教以至于基督教、佛教及其他宗教中，都存在向它的
原旨教义复归的主张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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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姹紫嫣红、草木葱茏的仲夏季节，本书付梓刊印了，这姑且算作在学术园地长期耕耘的成果吧。
在收获喜悦的同时，未能体会到如释重负的感觉。
尽管立意不错，言之有物，但还是觉得有很多问题。
问题之一就是题目太宽泛。
别说把宗教问题放在从古迄今的国际政治发展脉络中考察，单说当代国际政治中的宗教问题就能写厚
厚的一本书。
问题之二是我们知识面的局囿。
把国际政治和宗教问题放在一起进行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对于一个刚刚涉猎浩如烟海的宗教知识领域
的年轻学子来说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古人日：功夫在诗外。
本书的写作难点既受制于主观因素，又包含客观因素。
客观因素是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不论是宗教现象还是国际政治现象都具有复杂性，这已为多数研究者
所肯定，而要抽象出宗教与国际政治发生关系的领域，并给这种关系以理论阐释就难上加难，尽管如
此，本书在第一章就进行了这一探索。
由于这一研究领域的跨学科性质以及我们对宗教体验的缺失和冲突实践亲身考察的不足，胜任这一题
目的研究确实心有余而力不足。
外文资料和中文资料的不足也是一个方面，这进一步增加了写作的难度。
加上时间紧迫，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
本书是张战和李海君合作研究的成果，本书撰写的具体分工是：张战撰写前言、第一章、第二章、第
四章和第五章，李海君撰写第三章、第六章和第七章。
本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有赖于河北经贸大学的资助和领导们对年轻学子的学术扶持。
要特别感谢河北经贸大学马列部副主任柴艳平教授对作品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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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政治关系中的宗教问题研究》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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