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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慎看待宗教课题 

■ 洪祖丰  著  
 

 

 

尊重宪法的精神，保持既定的宗教平衡局面，则可避免制造新问题。  

宗教课题是敏感的。在多元宗教的国家里，宗教课题更加敏感。世界上有许多的动

乱，起源於宗教课题的处理不当，或政客们煽动人民的宗教情绪所引起。 

因此，在多元宗教的国家里，政治工作者应格外谨慎的处理宗教课题，以免挑起各宗

教徒之间的情绪，撒下互相猜疑恐惧的种子，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宗教信仰本

身是相当感性的，在挑起情绪後而呼吁各宗教徒「保持理智，不要让情绪冲昏头脑」

等等是无多大作为的。 

预 防胜於治疗。在多元宗教的国家里，政治工作者最好不要制造宗教课题，否则手

尾难以收拾。尊重宪法的精神，保持既定的宗教平衡局面，则可避免制造新问题。不 

幸的，有一些政治工作者，基於宗教偏激或为了个人私利，一味以加强自己宗教的地

位，侵蚀其他宗教利益为己责。这种不负责任的作法，成为制造问题的惯常导 源。 

政治工作者主观的以为自己的宗教是真理，并在既定范围内及不侵犯他人利益的前提

下，努力发扬光大 自己的宗教，本无可厚非。但主观到无视其他宗教徒的观点与利

益，就太过极端了，也缺乏常理（common sense）反过来说，有些政治工作者，连本

身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也弄不清楚，更遑论维护与发扬本身的宗教了。这些政治工作者

对宗教一无所知，往往在不明就 理的情况下，作出一些错误的决定，无端端的制造

了问题。 

无论如何，政治工作者在发现本身的决定制造了问题时，就应提出更大的政治勇气去

纠正错误，解决问题。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解决宗教问题，应以诚挚的态度，公平合理的精神，磋商的手段去进行，并把解决方

案付诸於实际的行动。议而不决，决而不宣，宣而不行是缺乏诚挚的；以本身的宗教

作为标准，不考虑他人的立场是不公平的；示威、警告、威胁不是磋商的手段；拖延

问题、空头保证也是不实际的。 

 

不幸的，政治工作者往往为了政党利益、宗教偏激、或为了面子问题，而采取示威、

警告、威胁、拖延等火上加油的手段，把问题扩大加深。这种作法，轻易的把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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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之间经多年经验中累积起来的信任与谅解，毁於一旦。 

一旦各宗教徒不能互相谅解与信任，不但原本的问题不能解决，其他问题也将接踵而

来。在互相猜疑与恐惧的情况下，国家将永无安宁之日。 

因此，每一位负责的政治工作者，都有责任去为他们所制造的问题寻求圆满的解决方

案，迅速解除各宗教徒之间的猜疑与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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