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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韩国民族宗教运动史》内容涉及从19世纪后半期朝鲜李朝末开港时期开始的“东学”运动，
到1919年以“天道教”为主导的反日统治的“3·1运动”，此外还延伸到近些年开展的南北统一运动
在内的、有关近代以来韩国民族宗教活动和宗教运动的众多领域。
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韩国学术界迄今为止在韩国民族宗教运动领域所取得的学术研究成果。

　　与中国一样，韩国近代也受到了来自西方列强的近代化浪潮以及西方文化、西方价值观念等的猛
烈冲击，同时更直接地被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统治。
这给韩国社会带来的不仅仅是文化上的震荡，而且还带来了国家主权的危机。
因此，从日帝时代起，韩国民众就开展了一系列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以及维护民族主体、民族文
化的运动。
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宗教形式来展开和推动的。
然而，由于传统宗教影响力的式微，民众中先后创立了各式各样的新宗教来发展或替代传统宗教，团
结民众，唤起民众的民族主体意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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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东学革命运动和民族、民主意识的成长
　3．东学革命对义兵运动的影响
　Ⅴ．甑山姜一淳的创教背景和社会改革运动
　1．甑山创教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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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Ⅶ．天道教的革新运动
　1．甲辰改革运动中的民众意识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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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独立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之基石
　Ⅷ．弘岩罗喆的大保教重光和民族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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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弘岩的檀君思想重光运动和日帝的镇压
　2．大保教的满洲迁移和抗日独立运动根据地的建立
第三篇 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的民族宗教运动
　Ⅰ．日帝的民族宗教政策
　1．通过法律和法规的统制政策
　2．对民族宗教的镇压政策之类型
　Ⅱ．日帝强占时期的民族宗教运动
　1．天道教与“3．1万岁运动”
　2．月谷车京石的天子登基运动和普天教运动的民族史意义
　3．鼎山赵哲济的产业活动与天子登基运动
　4．大保教的抗日独立斗争与伪满洲地区的民族宗教运动
　5．圆佛教的储蓄运动及民族自立运动
　Ⅲ．日帝对民族宗教的镇压及民族宗教的回应
第四篇 光复后民族宗教教团的重建和统一运动
　Ⅰ．光复以后教团的重建
　1．“8·15光复”与民族宗教
　1）大倧教教团的重建和弘益人间理念的教育事业
　2）天道教与光复
　3）水云教的教团重建
　（1）解放前后水云教的抗拒活动
　（2）兜率天宫天坛的复原与国祖牌位奉安
　2．甑山教团的重建与统合运动的展开
　1）八派联合会
　2）甑山教团统政院
　3）甑山大道会
　4）民族信仰总联盟
　3．光复前后期甑山教系的活动
　1）太极道
　（1）第一期
　（2）第二期
　（3）第三期与第四期
　2）顺天道
　（1）创教主的义兵活动
　（2）大觉（悟道）和开学致诚
　（3）对日本总督府的抵抗与光复
　3）甑山法宗教
　（1）行天地事的全州六年
　（2）玉景台和长大谷地下圣殿的建造
　（3）铜谷圣殿的建立
　4．民族宗教内部单一系教团的发展
　1）圆佛教及光复后教团的发展
　2）更定儒道的大和中兴国事件与二世教主继道先师
　⋯⋯
附录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韩国民族宗教运动史>>

章节摘录

但是，民族宗教的这些努力不能不说具有相当的局限性。
这不仅是因为缺乏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更因为是政治理念的分歧所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政治格局两极分化为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中心的
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了两大阵营之间相对立的冷战体系。
在这种国际新秩序的改编过程中，韩半岛被分割为南北，成为两大阵营进行利益角逐的最前沿。
进驻三八线以南实行军政的美军的韩半岛统治战略，就是在三八线以南建立亲美的、反共理念透彻的
政府。
正因为这样，依据有神论和无神论的理念格局，那些具有彻底的反共意识形态的基督教徒们，在与政
治权力关系中占据有利的立场，并呈现出了快速增长的势头。
相反，民族宗教则因所具有的透彻的民族主义理念有可能成为在南韩成立单独政府或传播和普及亲美
反共理念的绊脚石等原因，在新兴的宗教市场里，民族宗教的位置只能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①。
这种状况又因包括李承晚在内的历代总统的政治倾向和“6·25战争”的经验，使亲美、反共理念成为
韩国社会的统治理念。
“6·25战争”，不仅戏剧般地演绎了民族的受难和痛苦，而且导致了进一步挫伤民族自尊心的悲剧。
以此为基础，重新出现了一些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宗教团体。
这些新宗教主要是以统一教、传道馆、龙门山祈祷院等基督教系的新宗教团体为代表，也包括一些诸
如圣德道等民族宗教系的新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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