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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在苏联解体中扮演的角色

韩 雪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 级博士生韩雪在来稿中指出

俄罗斯的东正教�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无论是在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思想领域�都起着
特别的重要作用。苏联时期是东正教传入俄罗斯后经历的最艰难、最特殊的时代。极端和不稳定的宗教政策也是苏
联解体的原因之一

第一�斯大林 卫国战争时期除外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极左的宗教政策引起 了苏联信教公民对苏共和
政府的不满。苏共执政后�缺乏对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的创新�他们往往拘泥于革命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知半解。
结果�执政后从理论到政策制定�甚至整个体制都教条僵化了。在宗教问题上尤其如此。苏共领导人长期坚持在短
期内消灭或铲除宗教的政策�激化了宗教和民族矛盾�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隐患。

第二�戈尔巴乔夫与前几位苏共领导人相反�实施了极右的宗教政策。戈尔巴乔夫在对宗教让步的同时�也放
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无神论的宣传�致使在短时间内无法控制苏联的宗教状况 使得教会和潜在的信教民众在

苏联解体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
第三�不适当的宗教政策损害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在国际上的形象�削弱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号召力 为国际

上反社会主义势力向苏联渗透提供了契机。苏联期间�部分高级神职人员通过种种途径向国外通讯机构传达苏联的
教会情况。一些宗教组织及信徒还不断向国外世俗政权及宗教组织呼吁�寻求外界支持。西方神学家和学者们认为�
东正教会曾在历史的困难时期�奋力拯救俄国于危急关头�它是人民精神生活的源泉�是人们道德信仰的基石。他
们号召教徒们�把揭露苏联宗教法令的虚伪性当做艰巨而长期的任务。

第四�对农村教堂的取缔和改用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苏联社会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趋势�不合理的城市化进
程加重了城市和国家的负担。农村老年人口占信教人口的比例很大�由于教堂、寺院被关闭、损毁或另派用场�使
得众多老年人口向城市迁移。 年后�苏联的城市人口猛增了 �而同期苏联的农业总产绩仅仪提高 了 。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不合理流动�加重了本已不堪重负的苏联财政负担�最终也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第五�极端的宗教政策导致以多民族、多国家联合形式存在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出现危机。苏联瓦解
之前的 “ · ” 事件体现了广大东正教徒反苏共政党的政治导向 苏联对天主教活动的打击使得波罗的海三国以天

主教和路德新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反对 “苏联人民一体化 ” 政策 地处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不同程度地受到伊朗、土
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等伊斯兰国家建立 “伊斯兰共和国 ” 宗教口号的渗透�这些因素客观上都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可以说�作为以多民族、多国家联合形式存在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面临复杂的宗教问题时采用的偏激
的、不稳定的宗教政策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

周勤勤 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