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盘点 ２０ １ ７ 年的宗教新闻

徐以骅

２０１ ７ 年刚刚过去 。 在这辞 旧迎新之际 ，形形色色的关于 ２０ １７ 年各

类十大新 闻的报道纷至沓来 ，宗教领域亦不例外 。 趁本辑推迟付印的机

会 ，本文来盘点一下国内外媒体评出的 ２０１ ７ 年宗教热点问题 。

国内关于 ２０ １７ 年宗教新闻最权威的评选出 自 《 中国民族报》 。 该报

对年度国 内外重大新闻的评选是延续十年 （ 包括 ２０ １７ 年 ） 的做法 ，
而且

分为
“

中国宗教十大新闻
”

和
“

国际宗教十大热点
”

两类 （ 刊于 ２０ １８ 年 １

月 ２ 日该报《宗教周刊 》 ） 。

被《 中 国民族报》评为
“

２０ １ ７ 年国际宗教十大热点
”

的依次为 ：

１
． 罗兴亚人成为 国际社会关注焦点 ；

２
．

“

伊斯兰 国
”

趋于瓦解 ；

３ ． 美国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引起国际社会反对 ；

４． 极端组织在埃及既恐袭基督教堂也恐袭清真寺 ；

５ ． 基督教界纪念宗教改革 ５００ 周年 ；

６ ． 美国三次颁布禁令禁止穆斯林人境 ；

７
．土耳其课改宗教上趋于保守 、沙特进行开放性改革 ；

８
． 欧盟法院对

“

头巾
＂

着装做出裁决 ；

９ ． 印度尼西亚多元社会面临考验 ；

１ ０． 印度宗教组织
“

真业之家
”

头 目辛格被判监禁 。

被《 中 国民族报 》评为
“

２０ １ ７ 年中 国宗教十大新闻
”

的依次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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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涉宗教法律越来越完善 （包括 《 民法总则 》 确立宗教法人制度 、

《新疆维吾尔 自 治区去极端化条例 》
２０ １７ 年 ４ 月 １ 日起实施 、

新修订 《宗

教事务条例 》公布等 ） ；

２ ． 天主教、基督教推动中 国化进程 ，相继 出 台五年规划 ；

３ ． 伊斯兰教进
一

步明确坚持中 国化方向 ；

４． 第 四届 国际道教论坛在武当山举行 ；

５ ． 中 国道教协会纪念成立 ６０ 周年
；

６
． 中 国天主教爱 国会纪念成立 ６０ 周年 ；

７ ． 多地举行活动 ，
纪念赵朴初 １ １ 〇 周年诞辰 ；

８ ． 五大宗教团体负责人共议中华文化与宗教中国化 ；

９ ． 国际宗教事务局部署宗教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

１ ０ ．１ １ 部门联合发文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

除国 内外重大宗教新闻外 ，该报还在同 日 刊出
“

２０ １ ７ 年宗教学十大

观点
”

，
这也是延续十年的关于国 内宗教研究领域重要观点的年度评选 。

据该报称 ，
上述三种评选是该报《宗教周刊 》年终盘点的主要内容 ，并且

邀请了学界 、教界和媒体代表参与完成 ，其 中还特别致谢 《 中 国宗教 》

《 法音 》《 中 国道教 》 《 中国穆斯林》 《 中 国天主教 》 《福音时报 》等宗教媒

体和 《宗教周刊 》专栏作者参加年度评选 。 上述三种年终评选除列 出 国

内外宗教领域的重大新闻事件和学术观点外 ， 还给出 了具体说明或评选

理由 ， 使读者对 ２０ １７ 年度国内外宗教大事 ，
有了基本和清晰的 了解 。 环

顾世界 ，
这也是视野开阔 、平衡周全和质量上乘的年度宗教新闻评选 ，

具

有
“

大国宗教
”

的气象以及国 内权威宗教周刊的格局 。

除上述全国性的宗教新闻年度评选活动外 ，我国五大宗教也有一些

由境内外媒体组织的各教年度新闻评选 ，其中 ， 中 国基督教两会的
“

中国

基督教网
”

评选 的
“

２０ １ ７ 年 中国基督教十大新闻
”

较具代表性 。 此
“

十大

新闻
”

分别是 ：

１
． 中 国基督教两会纪念宗教改革 ５００ 周年暨基督教 中 国化研讨会

在沪开幕 ；

２
． 光中见光 ， 中文版《圣经 （研修本 ） 》在沪面世 ；

３ ． 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陈宗荣在基督教全国两会常委会上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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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

４
．

“

中国教会事工
”

交流会在奥兰多开幕 ；

５ ．
“

使命 ？ 盼望
”
——

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讲道交流会 （ 中南

片区 ） 在郑州举行 ；

６ ． 中 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宣讲团培训会在沪举行 ；

７ ． 参加 ２０ １ ７ 世界宗教改革 ５００ 周年纪念活动巡礼 ；

８ ． 中国基督教两会走访贵州三都了解精准扶贫项 目进展 ；

９ ．２０ １７ 年宗教慈善周之教会环保事工研讨会在西安成功举办 ；

１ ０ ． 金陵协和神学院举行建院 ６５ 周年暨教堂落成感恩庆典 。

２０ １７ 年年末 ，另
一家国内基督教资讯网站 《基督时报》根据点击率 、

热搜词 、分享率和重要性等综合因素 ，
也评选出

“

２０ １ ７ 年中国基督教十

大新闻
”

（包括事件 、热点和话题 ） ，其关注点主要在教会和杜会基层 ，并

且这是该网站从 ２０ １ １ 年起持续至今的做法 。

如果各种年度基督教新闻评选能够坚持 ，并且操作专业 ，逐年比较 ，

在某种程度确实能够
“

管中窥豹
”

， 观察到 中国基督教会这些年来所经

历的变化 ，甚至因此而预见中 国基督教会的近期动向和发展趋势 ，这也

是宗教年度新闻评选的意义所在 。 当然 ，这些变化或许在 当年并不那么

引入注 目 ，或许只是昙花
一现 ，或许最初只是在教会的草根层面潜滋暗

长 ，但终成影响全局和上层的趋势 ， 真所谓
“

莫为浮云遮望眼 ，
风物长宜

放眼量
”

。 因此宗教新 闻年度评选是门 学问 ，
不能等闲视之 。 检视 国内

其他宗教的年度新闻 ，有的宗教的新闻年度评选是按月排列的年度大事

记 ，有的则试图兼顾一般宗教界和本宗教新闻事件 ，
而有的境外宗教媒

体甚至要普通网民信徒对其所给出的年内若干教内新闻事件投票 ，但参

与者不多 。 因此与基督教
一

样 ，这林林总总的各教年度新闻评选 的水准

也是参差不齐的 。

境外的各种宗教年度新闻评选更是五花八门 ，不胜枚举 。 比较有代

表性的 当 属 美国 最大的宗 教类 新 闻记者组织
“

宗教新闻 协会
”

（
ｔｈｅ

Ｒｅ ｌｉｇ
ｉｏｕｓＮｅｗ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所评选的 ２０ １ ７ 年十大宗教新闻 。 此年度十

大宗教新闻事件依次是 ：

１
． 保守福音派在特朗普政府中地位凸显 ，尤其是副总统彭斯 （

Ｍｉｋ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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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ｎｃ ｅ
）
和非正式的总统宗教顾问 团 。 民调显示特朗普在 白人福音派 中

保持了很髙的草根支持率 。

２ ． 白人至上主义分子打出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标语 口号在弗吉尼

亚州夏洛茨维尔举行游行集会 ，
而宗教团体也参与了针锋相对的抗议集

会。 其中
一

白人至上主义者被控开车冲撞抗议者 ，
造成

一死多伤 。

３ ． 美国对若干主要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禁令在各地机场引发抗议和

骚乱 ，
直到一些法院延缓了该禁令及其他新版本禁令的实施 。 特朗普发

誓要消灭
“

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
”

，这是此前美国总统避而不用 的词汇 ，

并且他还在推特上转发具有煽动性的反穆斯林视频 。

４． 特朗普总统打破惯例宣布耶路撒冷为 以色列首都 ， 同时呼吁该

地的基督教 、
犹太教和穆斯林多处圣地保持开放 。 以色列领导人和美 国

的支持者对此欢呼雀跃 ，而其他人则警告说此举将危及和平努力 。

５
． 缅甸 罗兴亚危机加剧 ，造成 ５０ 多万穆斯林流亡孟加拉国 。 诺 贝

尔和平奖得主 、缅甸国务资政昂 山素季因此让此前的支持者大失所望 。

６．
—

枪手在德克萨斯州 萨瑟兰普林斯市的第
一

浸信会教堂内开枪

杀 害 ２６ 位成人和儿童 。 该枪手在田纳西州 和加利福尼亚州 等地也杀过

人 。 该枪击案使教会检讨其安全制度 ，也加剧 了控枪辩论 。

７． 阿拉 巴 马州誓言要恢复
“

关于上帝与美 国宪法知识
”

的
“

十诫法

官
”

罗伊 ？ 穆 尔 （ Ｒｏ
ｙ
Ｍｏｏｒｅ ） 法官贏得该共和党参议 员候选人提名 。

（ 注 ： 罗伊 ？ 穆尔 曾 在其任首席法官的该州 最高法院 内竖立
一座刻 有

“

摩西十诫
”

的纪念碑 ，此举被联邦法院指为违反美 国宪法政教分离原

则限令拆除 ， 但穆尔拒绝撤碑而被停职 ，
故有

“

十诫法官
”

之称 。 ） 尽管穆

尔被控曾性骚扰和性侵女性甚至未成年女孩 ，但他仍获该州福音派基督

徒 的广泛支持 。

８ ． 特朗普 和共和党参议员任命多名保守派人士 为联邦法院法官 ，

尤其是继承其保守派前任安东 宁 ？ 斯卡利亚 （
Ａ ｎｔｏｎ ｉ ｎＳｃａ ｌ

ｉ ａ ） 衣钵的联

邦最高法院法官尼尔 ？ 戈萨奇 （ Ｎｅ ｉｌＧｏｒｓｕｃｈ ） 。

９ ． 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的部分非洲裔球员依据基督教信仰在 比

赛前单膝跪地以抗议种族歧视 。 美南浸信会和摩 门教领袖 发表声明 反

对另类右翼和 白人至上主义 。 华盛顿国家大教堂和其他教堂移走 了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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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邦联的标志 。

１ ０
． 路德宗教徒和其他新教徒于 １０ 月 ３０ 日 以出版马丁

？ 路德作为

改革者的复杂历史遗产的书籍 、举办相关纪念会和研讨会等活动来纪念

宗教改革 ５００ 周年 。 在此普世合一时代 ，
天主教也参与了纪念活动 。

美国
“

宗教新闻协会
”

的年度十大新 闻虽涵盖国 内外新闻 ， 但除第

５ 、
１０ 条外均为美国国 内新闻 ， 而且主要是关于特 朗普及特朗普政府的

新闻 。 特朗普还被评选为该协会年度新闻人物 ，得票率碾压历史人物马

丁
？ 路德 （年度第二 ）和 当朝教宗方济各 （年度第五 ） 等 。 尽管美 国 的宗

教事件有程度不等的国际影响 ，但此十大宗教新闻 以及未人选的其他

１ ７ 条宗教新闻绝大多数都是美国 国 内新闻 ， 多少反映了 美国宗教记者

唯美国独尊的
“

天下观
”

和较为狭隘的宗教视野 ，
而中国 宗教更是很少

上美国 的十大宗教新闻榜 ，
这次也不例外 。 不过对我国宗教来说 ，

不上

美国宗教新闻榜大概就是
“

无新闻就是好消息
”

（ ｎｏｎｅｗｓｉ ｓ
ｇ

ｏｏｄｎｅｗｓ ）

的最好注解 。

笔者曾指 出 ，尽管美国与 中 国同属大国宗教 ，但两者之间的差距 ，要

远远大于同属大国经济的两国经济之间的差距 。 据专 门研究美国宗教

与企业关系 的学者 、复旦大学宗教与 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访问教授葛百

彦 （ ＢｒｉａｎＧｒｉｍ） 和其女葛 天恩 （
Ｍ ｅ ｌ ｉｓｓａＧｒｉｍ

） 的一项基于对美国 宗教的

广泛研究 （ 刊于 ２０ １ ６ 年 ９ 月 《宗教研究杂志》
｜＞＿ ／〇／ｍ

，宗教每年对美国社会经济的贡献髙达 １ ．

２ 万亿美元 ，其中基

层教众的贡献达 ４ １ ８０ 亿美元 ，其他宗教机构的贡献达 ３０２９
彳乙美元 ，基

于信仰 、与信仰有关或受信仰激励企业的贡献达 ４ ３８４ 亿美元 。 宗教对

社会经济的贡献尤其是对社会的贡献较难折算成美元来衡量 ，但宗教及

宗教团体在美 国树大根深 、富可敌国 ， 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 美 国宗教 以

及美国所发生的宗教性事件所具有的 国际影响 ，
使其即使在世俗版的十

大国际新闻 中也能占有一席之地 ，而此种宗教影响力是他国宗教所难以

企及的 。

在盘点 ２０１ ７ 年的国内外宗教新闻 以及新旧岁 交替之际 ，对 ２０１ ８ 年

我国的宗教发展形势作
一些展望和提

一些期望 ，
也是件挺有 意义的事。

就宗教与中美关系而言 ，
尽管特朗普政府与作为其选民基础的白人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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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在政治上相互依赖 ，其对福音派头面人物实行的
“

门户开放
”

政策 ， 以

及兑现其竞选诺言 、尽力迎合宗教保守派政治 、
社会及人亊诉求的做法 ，

使宗教继续成为 中美关系中挥之不去的因素 ，但特朗普政府上任 以来
一

直忙于
“

招商引 资
”

，其所标榜的美国主义 、重商主义和现实主义压缩了

更多基于普世主义 、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的人权和宗教外交的运作空

间 ，而其从
“

禁穆令
”“

造边境墙
”

到
“

粪坑
”

等一系列言行 ，
也重挫 了美国

的国际道德公信力 。 在中美关系中地缘政治因素 凸现 、中美贸易战阴云

密布的背景下 ， 中美宗教博弈的权重自 然会相对下降 。

就国 内而言 ，
可 以预期在新的一年中我国政府和宗教团体将在坚持

宗教的中国化方向 和法治化道路 、 全面实施新修订的 《宗教事务条 例》

和其他各项法律法规 ，
以及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方面 ，

将作出更多和更具体的努力 ，宗教在我国的对外关系中也将发挥更为积

极的作用 。 然而无论是宗教中 国化还是法治化建设都是长期的过程 ， 需

要精心谋划 ，循序推进 ； 宗教的对外交往更需要润物无声并下滴水穿石

的功夫 ，
因此在宗教内外两大领域用力过度都可能欲速而不达 。 治大国

如烹小鲜 ，宗教治理亦复如此。 在遵纪守法 、服务社会和 国家的大前提

下
，我国宗教应更加分清主次 ， 进退有度 ，有张有弛 ， 收放 自如 ，处理好尽

力而为与量力而行 、主要功能与辅助功能之间的关系 。 事实上我国各大

宗教团体只有内修且行稳 ，方能外达而致远 ， 为新时代我 国社会的 发展

作出独特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