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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科学无神论精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第七届全国科学无神论论坛” 综述

范 彬　 黄艳红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２—２３ 日ꎬ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领导小组

主办的 “第七届全国科学无神论论坛” 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ꎬ 论坛的主题为 “弘扬科学无神论精

神ꎬ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ꎮ 本届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

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 中国无神论学会和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承办ꎬ «科学与无神

论» 杂志社、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 (新疆师范大学) 培训研修中心和新疆高校马克思主义学

院联盟协办ꎮ
来自全国各地 １５０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ꎮ 新疆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巫文武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 副院长樊建新参加开幕式并致辞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党

委书记赵文洪ꎬ 中国无神论学会荣誉理事长朱晓明分别作了题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与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 和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和意识形态工作” 的主旨报告ꎮ 论坛围绕马克思主义

宗教研究和无神论思想、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新疆 “去极端化” 和无神论宣

传教育实践、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与无神论史研究等专题展开了热烈讨论ꎮ
１. 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ꎬ 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４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指出: “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ꎬ 长远和根本的是增

强文化认同ꎬ 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ꎬ 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

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ꎬ 加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ꎮ” 这是新时代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指

导思想ꎮ 樊建新认为ꎬ 当前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ꎬ 要强化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 “一体”ꎬ 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ꎬ 加强民族团结ꎬ 不能让多彩的民族特色成为阻碍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屏障ꎮ
赵文洪认为ꎬ 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培育、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ꎬ 提出树立共同目标ꎬ
参与共同事业ꎬ 走上共同舞台ꎬ 建设共同文化的设想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主任

习五一指出ꎬ 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ꎬ 每个民族都要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

统ꎮ 中华民族意识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纽带ꎬ 蕴涵着中华各民族的共同价值追求ꎮ “大力

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新时代的历史使命ꎬ 而科学无神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ꎮ
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孙秀玲指出ꎬ 增进文化认同ꎬ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ꎬ 最大限度形成社会共识ꎻ 深入开展边疆历史宣传教育ꎬ
正本清源ꎬ 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权、 领导权、 话语权ꎬ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ꎬ 把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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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意识内化为价值导向和社会共识ꎻ 坚持中华文化立场ꎬ 正确认识一体和多元的关系ꎬ 增强共同

性和一体性ꎻ 加强民族团结ꎬ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ꎻ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

位ꎬ 建设有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ꎮ
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左鹏结合历史总结了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体现ꎬ 分四个阶段回顾了从华夷之辨到中华民族观念确立的过程ꎬ 并对历史演变进行了梳理ꎬ 尤其是

对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华民族概念的使用情况作了统计概括ꎬ 指出ꎬ 新时代民族工作最新成果是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ꎬ 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

究所研究员曾传辉分析了中华文化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基础地位及其在宗教中国化中的作用ꎮ
新疆财经大学教授任群罗提出ꎬ 应将推进中华文化认同置于新疆民族宗教政策的核心ꎮ 中共重

庆市长寿区委党校教授陈国富认为ꎬ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ꎬ 需要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引领各族人民ꎬ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心聚力ꎮ 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李福岩认为ꎬ 要通过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发挥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凝聚的中国政治制度优势、 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升华的新时代文化根基等实践策略ꎬ 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唯物史观基石ꎮ
２. 新时代继续弘扬科学无神论精神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ꎬ 要在人民群众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ꎮ “弘扬科学无

神论精神ꎬ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ꎬ 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ꎮ 樊建新认为ꎬ 培养和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ꎬ 弘扬科学无神论精神非常重要ꎮ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哲学基础和理论前提ꎬ 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必须坚持的大原则ꎮ 要

理直气壮地坚持党关于宗教政策的总方针ꎬ 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ꎬ 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

应ꎬ 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要与宗教相适应ꎮ 习五一认为ꎬ 科学无神论的研究和宣传教育是提高中华

民族思想素质的必要环节ꎬ 科学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ꎬ 因此要弘扬科学无神论精神ꎬ 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石ꎮ
中央统战部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员加润国认为ꎬ 要重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和阵地建设ꎬ 加强

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中外无神论史、 当代有神论思潮和无神论宣传教育规律的研究ꎬ 加强无神论

研究宣传教育人才培养ꎬ 确保无神论事业后继有人ꎮ
新疆师范大学教授李建生认为ꎬ 无神论宣传教育在加强民族团结中起到 “排雷器” 和 “润滑

剂” 的作用ꎮ 他指出ꎬ 在无神论宣传教育过程中ꎬ 要批判揭露一些谬论ꎻ 在促进民族团结过程中ꎬ
科学无神论的宣传教育ꎬ 重在对科学精神的普及、 培养和传播ꎻ 发挥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促进民族团

结过程中的作用ꎬ 要把无神论的深刻道理寓于生动的具体事实之中ꎮ
３.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与意识形态工作

习近平在 ２０１６ 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ꎬ 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ꎬ 马克思主义

无神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ꎬ 要在人民群众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ꎮ
樊建新强调ꎬ 共产党员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ꎬ 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ꎬ 严守党

章规定ꎬ 坚定理想信念ꎬ 牢记党的宗旨ꎬ 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价值和信念ꎮ 朱晓明指出ꎬ 要把马克

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融入 “不忘初心ꎬ 牢记使命” 的主题教育活动中ꎬ 联系实际ꎬ 解决新

问题ꎬ 取得新进展ꎮ 他指出ꎬ 习近平在 ２０１６ 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讲话中明确了无神论宣传教育 “一
个普及ꎬ 四个划清” 的思路和要求ꎮ 对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关系ꎬ
他认为ꎬ 前者是后者的世界观基础ꎬ 贯穿和体现在后者中ꎻ 两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ꎬ 但本质上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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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ꎮ 保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主流主导地位ꎬ 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ꎬ 维护意识形态安全ꎮ 他

还提出ꎬ 要创新拓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ꎮ
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兼 «科学与无神论» 杂志社社长张新鹰指出ꎬ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ꎬ 党的十八大以来得到重大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ꎬ 明确

突出了意识形态工作在宗教工作整体中的关键地位ꎬ 及时而准确地反映了进入新时代前后宗教国情

世情的错综衍变ꎬ 从而将改革开放以后长期形成的宗教理论和政策体系置于一个仍在不断拓展、 不

断完善的开放系统之中ꎮ 他还同时指出ꎬ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变革赋予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宗教理论革命性和实践性价值ꎬ 展现了党对宗教工作全面加强领导的坚定意志ꎮ
加润国认为ꎬ 超越资产阶级水平的宗教信仰自由ꎬ 对人民群众进行无神论宣传教育ꎬ 帮助人们

摆脱宗教神学而树立科学的世界观ꎬ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宗教问题上的初心和使命ꎮ 做好新时

代宗教工作ꎬ 必须树立意识形态、 统一战线、 社会治理三位一体的大宗教工作观ꎬ 克服一个时期以

来重视统一战线和社会治理而忽视意识形态的片面倾向ꎮ 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活

动ꎬ 必须把无神论宣传教育纳入其中ꎬ 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ꎮ
４.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与宗教信仰自由

坚持不懈地开展马克思主义唯物论、 无神论的宣传教育ꎬ 是党在思想宣传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

务ꎮ 但是ꎬ 在国内外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背景下ꎬ 无神论宣传教育遭到了种种指责ꎮ 有人以宪法规

定的 “宗教信仰自由” 权利来质疑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正当性、 合理性乃至合法性ꎮ 那么ꎬ 我国宪法

是否赋予了公民宣传无神论的自由ꎬ 这是开展无神论宣传教育必须回答的一个基本前提性问题ꎮ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田心铭认为ꎬ 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ꎬ 都是宪

法赋予公民的权利ꎮ 公民不信仰宗教ꎬ 秉持自己科学无神论的信念ꎬ 从事科学研究或文学艺术创作

等文化活动ꎬ 发表言论ꎬ 出版科研、 创作成果ꎬ 宣传自己的主张ꎬ 都是宪法赋予的权利ꎮ 公民行使

不信仰宗教和宣传无神论的自由权利时应当遵守的限制性规定ꎬ 是为了保障自由的实现ꎬ 绝不能拿

来当作否定 “公民有不信仰宗教和宣传无神论的自由” 的借口ꎮ 宪法关于 “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的规定和国家 “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 的规定是统一的ꎬ 符合全体人民包括信

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的根本利益ꎮ
朱晓明认为ꎬ 在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关于宗教问题的重要论述时要打通的一个关节点

就是ꎬ 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之间的辩证关系ꎮ 他提出必须

重视以下六点: 不能把宗教信仰自由歪曲为信仰宗教自由ꎻ 宗教信仰自由ꎬ 不能误解为宗教活动自

由ꎬ 也不能简化为宗教自由ꎻ 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ꎻ 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

主导地位ꎻ 宗教工作的出发点、 落脚点是团结、 引导宗教ꎬ 不是推动、 发展宗教ꎻ 认清和坚持共产

党员在宗教问题上的目标和价值追求ꎮ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黄超认为ꎬ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具有现代性、 开放性ꎬ 马克思主义无神

论者是真正的无神论者ꎬ 不是简单地站在宗教的对立面ꎬ 而是超越了一切宗教ꎬ 所以能够平等地对

待一切宗教ꎬ 保障宗教信仰自由ꎮ 但是ꎬ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更尊重和保障的是人的权利和自由ꎬ
而非宗教自由ꎮ

[作者单位: 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研究生院)ꎻ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编辑: 张晓敏)

１６１

弘扬科学无神论精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