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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是基於國家教育部科研專案「當代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佛教、基督教交涉關係研究」

而對於中國東南沿海佛教的宗教生活狀況所作的調查結果。由於浙江與福建二省是中國東南

沿海佛教分布的重要地區，也是我們研究的重點對象，故選取浙江的杭州、寧波及福建的莆

田、廈門地區的佛教徒來抽樣。本次調查雖只能說明調查樣本的總體情況，但亦可藉此一角

窺見當代中國佛教發展的概況及佛教與基督教的交涉問題。 

 

   基於國家教育部科研專案「當代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佛教基督教交涉關係研究」，我們對

於中國東南沿海佛教徒的宗教生活狀況，進行了實地訪談和調研，並且在此基礎上對調查對

象有問卷調查，力圖從現實整體上瞭解佛教徒生活的基本情況。本研究報告即是其調研結果。

通過本次調查，可以看出當代中國佛教發展的概況以及佛教與基督教的交涉問題。但是，其

樣本的選擇是非隨機抽樣，因此，此調查結果只能說明調查樣本的總體情況。此外，需要特

別指出的是，本次調查中的顯著性水平 P 值為○‧○五。 

  本次調查主要在浙江杭州、 寧波，福建莆田以及廈門進行，所得樣本為三百二十一個，

其中浙江杭州七十二人（佔總體的二二‧四％）、寧波為六十六人（二○‧六％）、福建莆

田為一百二十三人（三八‧三％）、廈門為六十人（一八‧七％），選擇浙江與福建作為研

究的對象是因為它們是中國東南沿海佛教分布的重要地區，也是我們研究的重點對象。 

  樣本的基本情況：在調查總體中，男性佔七六‧五％（二百四十一人），女性佔二三‧

五％（七十四人）；在教徒年齡結構方面，十七歲以下的年輕教徒為一‧五％（五人），十

八－三五歲的青年教徒佔四三‧九％（一百四十五人），是教徒中的主體，三十六－五十歲

的教徒佔二二‧二％（七十六人），五十一－六十歲的教徒為一二‧三％（四十二人），六

十一歲以上的老年教徒為一八‧一％（六十二人）；在教徒的職業構成中，學生教徒為三五‧

二％，是教徒的主體，然後依次是工人（一六‧四％）、農民（六‧六％）、教師（五‧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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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四‧九％）、私營雇員（三‧○％）、私營管理人員（一‧○％）和軍人（○‧

七％），此外還有其他職業（二六‧三％）；教徒的文化結構，沒讀過書的文盲為一‧六％、

小學文化為一一‧四％、中學文化的為四二‧二％、大中專文化為三○‧一％、本科學歷為

九‧五％以及研究生學歷為五‧二％，教徒的文化水平的中位數為中學文化；婚姻狀況，教

徒中已婚的佔三○‧七％，未婚的佔六五‧九％，而再婚的僅為三‧四％。 

一、信佛的基本情況 

  對於每一個佛教徒來說，信佛的基本情況包括他們信佛的時間長短、皈依證是否領取及

信佛的原因等。信佛的基本情況反映了一個佛教徒禮佛的基本心態。 

(一)信佛的時間  

  信佛時間是指教徒對佛教產生興趣並且皈依佛祖的里程。由於在樣本中的年齡構成相對

較輕，因此信仰佛教的時間都比較短，最多是在十年以下（六二‧三％），然後依次是十－

十五年（二○‧九％）、十六－二十年（一二‧七％），信佛時間在二十年以上的僅為五‧

一％。 

  調查資料顯示，在不同的調查地區，教徒的信佛時間、婚姻狀況等也有差別。 

  從表一可以看出，雖然各地教徒的信佛時間基本上都在十年之內，但是與福建的莆田和

廈門相比，浙江杭州與寧波兩地佛教徒的信佛時間都比較長，表現在十年以下的比例均比較

低，而在十年以上的每個時間段的比例都比較高。究其原因，可能是佛教在兩地發展的時間

存在差異。 

  同時，在信教時間上，自然存在一個自然年齡的影響，從表二看，自然年齡越大，信佛

的時間也越長。當然也不排除由於入教時間較晚所產生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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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教徒的婚姻狀況對信佛時間也有明顯的影響。從表三中可以看出，基本上信佛時

間都在十年以下，但未婚教徒的信佛時間在十年以下（八二‧九％）的比例最高，而在十年

以上的三個年齡段中，再婚教徒的比例遠遠高於其他兩類教徒。其實，信佛時間與婚姻的關

係實質上是年齡的因素在起作用，因為隨著年齡的增長，人們必然經歷人生的一些重要階段，

如婚姻就是這樣，可以說，年齡是通過婚姻影響信佛時間的。 

(二)皈依證問題  

  皈依證是佛教徒真正皈依我佛的證明，可以看作是證明佛教徒身分的證件，這對於佛教

徒來講是非常重要的。調查資料顯示，在佛教徒中，領過皈依證的佔八○‧一％，而沒有領

過皈依證的仍佔到了一九‧九％。說明相當一部分佛教徒還沒有獲得真正合法的身分。 

  從調查中看，不同地區的佛教徒領取皈依證的情況也有所不同。從表四可以看出，在杭

州地區的佛教徒中，領取皈依證的比例最高，為九五‧六％，但在同一省的寧波，其皈依證

的領取率卻最低，僅為七○‧三％。莆田與廈門的皈依證領取率處在中間，相對較為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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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皈依證的領取方面，與調查對象的年齡有密切的關係。從表五中可以看出，隨著教徒

年齡的增長，領取皈依證的比例也在逐步上升，到六十一歲以上更是達到一○○％，說明年

齡越大的教徒，由於皈依佛教的時間都比較早，因此在這方面都比較規範。 

  但是，文化程度對此的影響卻是反向的。從表六可以看出，文化程度高的教徒反而領取

皈依證的比例較低，如研究生程度教徒不領取率達到了六六‧七％，大中專以及大學文化的

教徒的不領取率也在一七％以上，而相反的是，在一些文化程度較低的教徒中，領取率反而

較高，在小學文化的教徒中，領取率高達九○‧三％。這種巨大的反差背後的原因可能是，

文化程度高的教徒，更加注重追求自己的信仰，認為領取皈依證只是一種比較形式化的東西

而不感興趣，可見「皈依」或「皈依證」的意義，仍有待宣導或解說。 

  在領取皈依證上，婚姻狀況的不同也會產生明顯的差異。 

  從表七中可以看出，有過婚姻經歷的教徒領取皈依證的比例較高，已婚教徒為八七‧五

％、再婚教徒為一○○‧○％，都說明，對於皈依證，這種教徒最為看重，而未婚教徒由於

一般都比較年輕，對皈依證還沒有重視，由此導致了這種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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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教原因  

  從調查中可以看出，教徒們最初接觸佛教的原因主要是「尋求解脫和覺悟」（六二‧三

％），其次依次是「健康原因」和「求平安」（同為八‧三％）、學習或工作壓力（六‧五

％）、個人情感原因（四‧二％）、家庭矛盾（三‧三％）等等。 

  作為教徒接觸佛教的主要途徑，看佛經（三九‧九％）對於人們入教具有重要的影響。

由此可以看出，由於佛教悠久的歷史及其在中國的深遠影響，佛教的書籍對於人們的思想路

向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同時，除了自身因素以外，佛教徒的宗教趨向還要受到血親影響（三

六‧一％）的影響，血親作為教徒本人朝夕相處的人群，其行為、思想價值觀對於他們無疑

具有極強的示範作用。其次，影響教徒本人的最初信仰選擇的，還有朋友（一七‧七％）和

配偶（二‧五％）。在他們影響教徒的作用過程中，佛教行為具有直觀性，因此其影響程度

也比較深（一四‧六％）。從上述結果中可以看出，教徒在最初接觸佛教時，主要還在於本

人的自我選擇和周圍親戚朋友的影響。 

  同樣，在教徒接觸佛教到在眾多的宗教信仰中最終選擇佛教的過程中，他們對於現實生

活中存在的問題，曾經竭力通過其他手段加以解決。從調查中可以看出，四五‧四％的教徒

在信奉佛教以前曾經採用其他方式。對於是否採用其他手段進行求助，存在著基於調查地點、

性別的差異。從表八中可以看出，在福建兩地，在入教前曾經以其他方式求助的教徒比例都

比較低，基本上在三○－四○％之間，而在浙江的兩個地區產生了明顯的差異，杭州的曾經

求助率為四個地區中的最低，而寧波的曾經求助率卻是四個地區中的最高，產生這種情況的

原因可能更多地要考慮到佛教在以上地區的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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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九中可以看出，男性教徒在入教前採用其他方式求助的比例非常高，達到了四九‧

八％，而女性教徒則僅為二九‧五％，男性教徒的比例幾乎為女性教徒的一倍。說明男性教

徒在入教前為了解決各種問題，更積極地採用各種方法，而女性則顯得較為消極。 

  在採用的各種方式中，最為普遍的對象是「各種宗教書籍」（五二‧五％），宗教書籍

的閱讀不僅可以淨化心靈，而且可以使他們從當前的困擾中暫時解脫出來，其中不免包括一

些佛教經典，這對他們以後皈依佛教無疑具有推動作用。其次，求助於心理治療和其他治療

的比例（一一‧九％）也比較高，這是一種比較積極的方式，但它往往只能排解當時的問題，

事過境遷，也就不能發揮作用。再次，也有相當一部分教徒（一○‧六％）曾經求助於神籤，

這種方式功利性強，雖然與宗教伴生，但往往不具有宗教行為的性質。同時，有三‧八％的

人曾經求助於耶穌，這是信奉了另一種宗教，期間他們經歷了一個較為劇烈的轉變過程。當

然，也有一‧三％的教徒曾經寄託於酗酒或吸毒等不良行為，但是，這種教徒極少，並且他

們最終為佛教教義所感化，皈依我佛。 

二、信教的活動 

  作為一種宗教信仰，佛教在產生與逐步發展過程中也形成了自身特有的一些宗教儀式和

宗教典籍，作為虔誠的教徒，其生活中最為重要的活動就是通過宗教儀式和閱讀宗教典籍等

方式來加深自己的宗教修養，而這同樣也能反映出教徒的修行。 

(一)參加宗教儀式  

  正如基督教中的禮拜一樣，佛教維繫與佛教徒之間關係的方式之一就是在寺院中組織對

佛的禮拜或瞻仰，以增加佛教徒對佛的情感，培養佛教徒的宗教意識。在調查中我們可看出，

去寺院拜佛的教徒在時間的安排上較分散，經常堅持去寺院拜佛的教徒不多，更多的教徒是

需要時去（二○‧七％），表明寺院已經不再是教徒舉行禮佛儀式的重要活動場所。很大一

部分教徒是選擇某個特殊的日子去進行禮拜，或者是佛教節日去（一七‧四％），或者是初

一、十五去（一四‧四％），或者是每年春節去（九‧二％），時間不一而足。至於偶爾去

（一○‧六％）和不去（一‧四％）的比例都比較小，另外還有二六‧四％的教徒選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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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禮佛。參加宗教活動方式的多元化表明寺院作為宗教場所在人們的宗教活動中的重要性

正在下降。 

  參加寺院宗教活動方式的多樣化導致了去寺院目的的多樣化。在調查中，人們去寺院的

目的雖然比較複雜，但是普遍的是尋求佛菩薩的保佑（二七‧五％）。之外，人們還將去寺

院看作是一種生活習慣（一六‧五％），去寺院是一種習慣性的行為。其他就是出於某些外

在的原因，如陪伴家人禮佛（一五％）、祭拜亡故的親人（四‧八％）、參觀遊覽（三‧九

％）……等等。由此可以看出，人們不再為了單純的禮佛去寺院，而是綜合了多種動機。 

  在寺院拜佛的重要性下降的同時，家庭成為人們拜佛的主要地方，說明佛教正在逐步進

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在調查中我們發現，六九‧三％的教徒家中設有佛龕，而八二‧四％的

教徒經常在家中拜佛。家中佛龕的出現與發展，逐步取代了寺院在宗教活動中的地位。 

  在家中是否設有佛龕這個問題上，存在著基於調查地點、職業與婚姻狀況等因素的差異。 

  從表十中可以看出，杭州與寧波的教徒家中設有佛龕的比例較高，其中以杭州的教徒比

例最高，而福建兩地教徒家中設有佛龕的比例較低，其中以廈門的教徒比例最低。由此可以

看出，浙江的佛教對教徒日常生活的影響較福建的更深。 

從表十一中可以發現，軍人、工人、農民、公務員以及教師、學生等職業的教徒在家中

設立佛龕的比例較高，尤其是本次調查中的軍人教徒，設立佛龕的比例更是達到一○○％；

與這些職業相比，私營管理人員、私營雇員等職業的教徒在家中設立佛龕的比例比較低，尤

其是私營管理人員，更是達到了一○○％。一些職業的教徒設立佛龕可能更多的是一種傳統

的做法，而在私營企業的雇員與管理人員這種新興職業中則很少出現這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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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十二中可以看出，未婚教徒家中設有佛龕的比例最低，而已婚教徒家中設有佛龕的

比例最高。家中設有佛龕是家中拜佛的必要條件，但並不是充分條件。在家中拜佛已經成為

教徒宗教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考察不同地區、職業、文化程度與婚姻狀況對家中拜

佛的影響有助於加深對教徒宗教活動的認識。 

  從表十三中可以看出，浙江地區的佛教徒在家中拜佛的比例都比較高，其中杭州的比例

最高，為九八‧六％，而福建地區的教徒在家中拜佛的比例都比較低，而廈門的教徒尤其低，

為五八‧二％。從這可以看出，浙江地區的教徒參與宗教活動的自覺程度比較高。 

  從表十四中可以看出，各種職業的教徒在家中拜佛的比例都比較高，其中軍人、公務員、

工人的比例最高，而在私營雇員與私營管理人員教徒在家中拜佛的比例雖然不少，但同時不

在家中拜佛的比例也比較高，分別為四四‧四％與三三‧三％。 

  從表十五中可以看出，文化程度越高，在家中拜佛的比例則越低，沒讀過書的教徒最高，

為一○○‧○％，而研究生最低，為三七‧五％。其中的原因，或許是因為文化程度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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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越將佛教看作是一種單純的信仰，或越能認識到學習佛法（解）與實踐佛法（行）的重要

性。 

  從表十六中可以看出，已婚與再婚教徒在家中拜佛的比例較高，而未婚教徒的比例都比

較低。或許這是因為在婚姻生活中，面臨的問題要比未婚時多許多，因此，他們更傾向於求

助佛教來解決，因此他們拜佛的比例較高。 

  從在家中拜佛的比例來看，隨著人們學習、工作的日益繁忙，人們已經習慣於有時間就

拜（為三五‧二％），堅持每天一次以上的教徒佔二九‧六％，而每天一次拜佛的教徒佔一

六‧五％，同時，與去寺院拜佛相類似，有二‧六％的教徒也是需要時才拜。 

  在家中拜佛的次數上，存在著基於調查地區、性別、年齡、職業、文化程度、婚姻等方

面的差異。 

  從表十七調查地區來看，堅持每天一次以上的以杭州的教徒比例最高，為四九‧三％，

而寧波教徒的比例最低（一○‧○％）；每天一次的比例也以杭州的比例最高，為三一‧○

％；而寧波的教徒有時間就拜的比例最高，達到七二％，此外，莆田的教徒比例也很高（四

○‧六％），需要時就拜的比例以廈門教徒最高（六‧七％），說明杭州的教徒在拜佛方面

更為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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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十八中可以看出，女性教徒的拜佛頻率要明顯高於男性教徒，每天一次以上和每天

一次的比例（五四‧○％和二三‧八％）均高於男性教徒，而男性教徒更傾向於有時間就拜

（四三‧二％）與需要時才拜（三‧○％）。在拜佛這個環節上，女性教徒要比男性教徒更

為積極。 

  從表十九中可以看出，隨著年齡的增長，教徒的拜佛次數也在不斷增加。其中，拜佛頻

率最高的是六十一歲以上的老年教徒，每天一次以上的比例為五四‧八％；而十七歲以下的

教徒的比例也不低，每天一次的比例為四二‧九％；有時間就拜的比例以十八－三十五歲的

教徒最高，為四五‧一％。從以上情況可以看出，年齡最大與最小的教徒由於空餘時間比較

多，因此有比較多的時間可以拜佛。另外，老年教徒由於臨近晚年，精神上較為孤獨，或歷

經世事越能感受到宗教的重要性，這些因素都促使他們更多地拜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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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二十中可以看出，工人每天一次以上的比例最高，為四一‧九％，說明他們的拜佛

活動比較頻繁；在每天一次拜佛的比例，以軍人和私營管理人員最高，均為一○○％，有時

間就拜的比例以農民與公務員比較高，分別為七八‧六％和六九‧二％。職業間之所以產生

差異，一部分是因為勞動的時間與場所的限制，那些有明確的時間與場地的工作的教徒拜佛

的時間較為固定，反之，則教徒的拜佛就沒有規律了。 

  從表二十一中可以看出，文化程度較低的教徒，拜佛的頻率也比較高，沒讀過書的教徒

每天一次以上和每天一次的比例都為四○％，而文化程度比較高的教徒，每天拜佛的次數也

比較少，表現在大學每天一次為一二‧○％，每天一次以上的研究生教徒比例為九‧一％；

而中等文化程度的教徒有時間就拜的比例最高，有時間就拜的比例中學教徒為四○‧八％。

當然這並不排除有些大學程度的教徒每天一次以上的比例也較高（四○％）。說明隨著文化

程度的提高，教徒對於拜佛的態度也逐步趨向理性化。 



《普門學報》第 23 期 / 2004 年 9 月                                               第 12 頁，共 38 頁 

論文 / 佛陀信仰及其社會關懷──當代中國東南沿海佛教徒宗教生活現狀調查報告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從表二十二可看出，已婚教徒每天一次以上的比例最高，為四○‧五％，而再婚教徒每

天一次的比例最高，為四四‧四％。未婚教徒有時間就拜的比例和需要時就拜的比例最高，

分別為四二‧八％和三‧九％。從這些資料可看出，結婚的教徒拜佛活動更加有規律，而未

婚的教徒則無規律。 

(二)閱讀佛經及其他佛教書籍情況  

  閱讀佛經是佛教徒瞭解佛教教義、增進自己的修行、促使自己不斷覺悟的途徑之一，因

此除了拜佛以外，作為教徒，最重要的與佛交流的機會就是閱讀佛經。在調查中，很大一部

分（七七‧五％）教徒在平時閱讀佛經，不讀佛經的教徒僅佔一‧九％，另有一八‧四％的

教徒偶爾讀佛經。由此可以看出，廣大教徒對佛還是非常虔誠的，希望能夠通過閱讀佛經達

到生命的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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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調查資料看，閱讀佛經的情況因調查地區、樣本年齡、職業、文化程度等的不同而有

所差別。 

  從表二十三中可以看出，杭州的教徒閱讀佛經的比例非常高，達到一○○％；莆田的教

徒居其次，為八四‧四％；廈門的教徒為七五‧四％，最少的是寧波的教徒，為四二‧四。

不讀的比例最高的是寧波（六‧一％），偶爾讀的比例最高的也是寧波的教徒（五○‧○％）。

說明佛教在杭州的影響很深，教徒們積極閱讀佛經，但反差最大的是寧波，幾乎是四個地區

中的最低，福建的兩個地區處在中間。 

  從表二十四中可以看出，年齡越大，閱讀佛經的比例也就越高。六十一歲以上的老年教

徒經常讀佛經的比例最高，為一○○％，其次是五十一－六十歲的教徒，為八四‧八％，而

十七歲以下不讀佛經的教徒的比例最高，為一一‧一％。偶爾讀的比例以三十六－五十歲的

教徒比例最高，為三一‧三％。從以上結果可以看出，老年教徒之所以經常閱讀佛經，可能

是因為他們的業餘時間較多，也可能是他們對佛具有虔誠的感情。 

  從表二十五中我們發現，在各職業的教徒中，不讀佛經的比例都比較低，只有農民教徒

為一○％，有點高。軍人教徒經常讀和偶爾讀的比例相同，同為五○％。經常讀佛經的教徒

中包括工人、學生、教師、農民、公務員等等，而經常讀佛經的比例比較低的是私營雇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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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營管理人員教徒。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隨著社會轉型的加劇，新興的私營經濟的從業人員的

宗教觀念有所變化，加之工作忙，因此也就無暇經常閱讀佛經。 

  從表二十六的資料可看出，比較反常的是，文化程度越高，經常閱讀佛經的比例就越低。

沒讀過書的教徒比例為一○○％，而研究生教徒的比例僅為四○％。這種反常現象的出現，

可能的原因是文化程度高的教徒，懂得用各種方式來瞭解佛法，因此對佛經的閱讀反而少了。 

  除了閱讀佛經以外，作為佛教徒，還應該更多地閱讀有關佛教的書籍，以增進對於佛教

教義的瞭解，因此閱讀佛教有關的書籍，對於提高教徒的修行非常重要。在調查中，我們發

現，在閱讀其他有關佛教的書籍方面，八四‧四％的教徒都有過這樣的經歷，而不讀的也只

有一五‧六％。在這方面，存在著基於調查地點、職業、文化程度等方面的差異。 

  從表二十七中可以看出，杭州的教徒閱讀別的佛教書籍的比例最高，為九五‧一％，雖

然同在一省，但是寧波的教徒閱讀別的佛教書籍的比例在四個地區中卻是最低的（六九‧四

％）。而在福建的兩個地區，閱讀別的佛教書籍的比例都比較高，在八○％以上。這種現象

要歸因於不同地區的佛教影響力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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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二十八中可以看出，軍人、私營管理人員、教師、私營雇員、工人、公務員等職業

的教徒讀別的佛教書籍的比例較高，最高的是軍人與私營管理人員，均為一○○％。只有農

民閱讀別的佛教書籍的比例比較低，可以看出，閱讀別的佛教書籍已經成為各種職業教徒的

共同選擇，但是農民由於自身的職業所限，對別的佛教書籍接觸較少。 

 

三、信教的感受 

  宗教對於信徒來說，能為他們提供一種獨特的心靈感受，使他們能夠感到與佛的交流，

由此獲得心理滿足，可以說宗教儀式僅僅是一種內在宗教感受的表現，更為重要的是教徒自

身的宗教體驗。 

(一)宗教在生命中的重要性  

  信仰宗教本身會使教徒產生一種宗教體驗，也就是他們通過接受教義、與宗教中的佛相

互交流，是一種非常神聖的宗教感受。對於一個虔誠的佛教徒來講，與佛祖的情感交流非常

重要，在某種程度上甚至會成為他們的人生寄託。在調查中，可以看出，大多數佛教徒對佛

教的基本教義非常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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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問及「宗教在你的生活中是否重要」時，七五‧七％的教徒認為非常重要，一○‧七

％的教徒認為有些重要，只有一二‧三％的教徒認為不太重要，而認為完全不重要的教徒更

少，只佔調查樣本總體的一‧三％。 

  對於宗教的看法，存在著基於調查地點、職業與婚姻狀況的差異。 

  從表二十九中可以看出，在兩個省的兩個地區之間都存在比較明顯的差距。杭州和莆田

的教徒認為宗教非常重要的比例分別高於其他兩個地區，分別為九五‧七％和九○‧六％。

而在寧波認為不太重要的教徒比例最高，為四三‧一％。這種差距反映了地區間教徒在對待

宗教問題上的差異。 

  從表三十職業的角度看，意見較為分歧，認為宗教非常重要的和有些重要的教徒主要職

業是工人、農民、私營雇員、私營管理人員、教師、學生等，但在軍人教徒的眼中，一○○

％認為宗教不太重要，公務員教徒的兩種看法較為相當，認為非常重要的佔五三‧三％，而

認為不太重要的也佔到了四六‧七％。這種分歧的產生的原因可能在於職業的需求以及教徒

自身的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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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三十一教徒的婚姻狀況出發，我們看到已婚與未婚的教徒認為宗教非常重要和有些

重要的比例都比較高，而再婚的教徒對宗教則不是很看重，相當多的再婚教徒（六○％）認

為宗教不太重要。產生這種差別的原因可能在於再婚的教徒經歷婚姻變化以後產生了一些對

於宗教的不信任。 

 

(二)造業與因果報應  

  在佛教中，造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念，狹義而言，類似基督教所謂的「犯罪」，是指

做出對社會或別人不利的事情。正是因為人每天都在不停地造作惡業，因此教徒必須時刻向

佛祖懺悔，以獲得自己修行的提高。 

  在調查中，我們發現，這種造業的觀念在佛教徒中普遍存在，八二‧六％的教徒都感覺

到自己每天都有意無意的造業，而平常沒有這種感覺的教徒也佔到了一七‧四％。 

  佛教倡導多做善事，這正與「善有善報、惡有惡報」的俗語相應。在教徒中，有這種感

覺的教徒佔七二‧六％，有些感覺的佔一六‧一％，而沒有感覺的佔八‧二％，說明廣大佛

教徒對於這種因果報應的循環是非常相信的。 

  這種感覺的強烈程度因教徒的地區不同、職業不同、婚姻狀況不同而有所差異。從表三

十二中可以看出，對「善有善報、惡有惡報」的感覺在杭州和莆田的教徒中都比較強烈，比

例達到了八○％以上，而各自與同一省的寧波和廈門相比，後者的教徒的感覺的強烈程度明

顯較弱。尤其是寧波，有這種感覺的教徒的比例更小，相反的是，寧波教徒沒有這種感覺的

比例非常高，遠遠超過其他三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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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三十三中看，工人、農民、私營雇員、私營管理人員、教師以及學生教徒感覺到和

有所感覺的比例都非常高，他們是非常相信這一俗語的。而軍人教徒則對此完全沒有感覺（一

○○％），另外，公務員沒有感覺的比例也非常高，達到四二‧九％。這可能涉及到教徒本

人對於社會上一些事情的看法，總體上看，這句話的感覺還是對各行業的人有正面影響。 

 

  表三十四顯示：婚姻狀況的不同，也對是否能夠感覺到「善有善報、惡有惡報」產生明

顯的影響。已婚教徒能夠感覺到的比例較高，而未婚教徒的感覺到的比例最高，沒有感覺的

比例最低。值得注意的是，再婚教徒能否感覺到的比例與已婚、未婚的產生明顯的差異，沒

有感覺的比例高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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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善有善報、惡有惡報」聯繫最為緊密的就是佛家所謂的「三世因果報應」的看法。

這種思想作為一種有效的道德律條，對於教徒以及普通大眾的社會行為具有很強的約束力。

調查中，我們發現七七‧九％的教徒感覺到了有三世因果報應，而五‧七％的教徒並沒有感

覺到，有時感覺到的教徒比例為一四‧七％。 

  是否感覺到三世因果報應，與教徒所在的地區、職業、文化程度、婚姻狀況有關係。 

  從表三十五中可以看出，杭州和莆田的教徒對於「三世因果報應」有感覺的比例非常高，

達到了九○％以上，廈門的教徒有感覺的比例處於中間，寧波的教徒對這一宗教觀念的感覺

程度非常低，有感覺的比例為三二‧三％，為四個地區最底，而沒有感覺的比例為九‧七％，

是四個地區中最高，同時，寧波的教徒在有時感覺有的比例最高，為五六‧五％。這只能歸

因於佛教在地區間影響的差異。 

 

  從表三十六中可以看出，雖然各個職業的教徒感覺「三世因果報應」的比例基本上都比

較高，但是私營雇員教徒的感覺的比例比較低，僅為三三‧三％，而感覺沒有的比例為二二‧

二％，是所有職業中比例最高的，但其有時感覺有的比例也非常高，因此從總體上看，無論

何種職業，廣大教徒對於這種宗教感覺都比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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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三十七說明：三世因果報應的觀念與文化程度呈現負的相關關係，也就是說，隨著文

化程度的升高，對於這一宗教觀念的感覺到的教徒的比例也就越少。沒讀過書的教徒最能夠

感覺到這一宗教理念，而具有研究生學歷的教徒能夠感覺到的比例最低。同時，值得注意的

是，在有時感覺有的教徒比例中，大中專文化的教徒比例比較高，為二三％。說明文化程度

越高，教徒對於這一問題的認識也就更加明確。 

 

  從表三十八中可以看到，能否感覺到三世因果報應，與教徒的婚姻狀況有密切的關係，

未婚教徒感覺到的比例最高，而再婚的教徒有時感覺到的比例最高。說明婚姻經歷會對教徒

的宗教觀念產生明顯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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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菩薩保佑的感知  

  人們信仰佛教，大多數希望能夠借助於外界的神佛的力量解決自己生活中問題。在調查

中，六五‧四％的教徒感到菩薩在時刻保護自己，覺得菩薩有時保佑的教徒比例為一一‧五

％，感覺菩薩不太保佑的佔三‧七％。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沒有這種感覺的教徒也佔到了一一‧

九％。 

  對於教徒而言，有無菩薩保佑自己這種感覺與調查地區、年齡、職業、文化程度以及婚

姻狀況有密切的關係。 

  表三十九中顯示的是不同地區之間這種感覺的差異，在四個地區中，杭州地區的教徒有

這種感覺的比例最高，而寧波的教徒有這種感覺的比例最低，而莆田與廈門的教徒高於寧波

而低於杭州的教徒比例。除此以外，寧波的教徒中感覺不太保佑、沒有感覺的比例最高，說

明寧波的教徒對於這一宗教觀念的懷疑程度也比較高。 

 

  從表四十中看，除了三十六－五十歲的教徒感覺菩薩保佑的比例比較低以外，基本上隨

著年齡增長，有菩薩保佑自己這種感覺的教徒比例也在增長，或許是因為某種心理因素，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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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是因為他們的閱歷體驗比較豐富。值得注意的是，介於三十六－五十歲之間的教徒，他們

正處於由中年向老年過度的時期，因此，他們的心理感覺較為複雜，反映在他們的有菩薩保

佑感覺的教徒比例比較低，而感覺不太保佑的比例比較高。 

 

  表四十一顯示：有菩薩時刻保佑的感覺的教徒，在工人、農民、學生以及私營管理人員

等職業中的比例較高，但也並不是很高，總體上在七○％左右，說明，教徒雖然相信菩薩保

佑自己，但感覺到的比例並不是很高。感覺菩薩有時保佑的教徒，在軍人和私營管理人員中

比例較高，分別為五○％和三三‧三％。感覺菩薩不太保佑的教徒中，在私營雇員和公務員

中比例比較高，為二二‧二％和一三‧三％。而沒有感覺的比例在軍人和公務員教徒的比例

中都比較高。綜上所述，雖然仍有相當一部分的教徒相信菩薩保佑，但在職業之間卻已經發

生了分化，尤其是軍人、公務員、私營雇員甚至包括教師等。 

 

  從表四十二中可以看出，在各年齡段中，感覺菩薩保佑的教徒比例基本上隨著年齡的增

長而逐漸下降，年輕的教徒非常相信這一宗教感受，十七歲以下為一○○％，而研究生學歷

的僅為二五‧○％。其他各種感受，基本上又按照這種變化趨勢，說明年輕教徒對於菩薩保

佑自己還是非常相信的，因為他們的社會經歷較少，而隨著年齡的增長，教徒們隨著對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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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確認識，或學歷的提昇，對這一感覺的信任程度也就逐步下降。其實佛陀本來就說過：

「自依止，法依止，莫異依止。」至於佛陀在入滅前，命弟子在十字街頭建造寺塔供奉舍利，

是為了讓人慕滅向道，啟發善心。這項調查正說明了佛教是一個合乎真理時代而非迷信的宗

教。 

 

  在表四十三裡，相信菩薩保佑的感覺，在已婚教徒中，感覺到菩薩保佑的比例非常高，

未婚教徒的比例居中，再婚教徒的比例最低，只有二○％，而再婚教徒沒有這種感覺的比例

高達四○％。說明再婚教徒對於菩薩保佑這一說法還是持很大的懷疑態度。 

 

  能夠感覺佛菩薩保佑，表明教徒自身感覺是否為佛菩薩所保護，從調查中反映的情況看，

教徒對這種感受的感覺比較一致。但是在菩薩能夠為自己帶來什麼這個問題上則存在著明顯

的分化。 

  當然，教徒認為菩薩帶來的好處並不是單一的，從調查中來看，三五‧九％的教徒認為

菩薩能給自己帶來信心，這是一種精神上的鼓勵；其他依次是身體健康（二三‧九％）、事

業成功（一二‧二％）、富裕（八‧八％）等世俗的目標。更多的教徒認為菩薩帶給自己的

主要是精神上的鼓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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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佛教的角度來看，其目標是濟世救人的，因此，教徒們也非常關注人類面臨的一些嚴

重問題。在調查中，更多的教徒認為人類面臨的危機很多，但普遍來看，他們認為人類最嚴

重的問題依次是道德危機（三七％）、精神空虛（二六‧八％）、環境污染（一七‧六％）、

戰爭暴力（一二‧九％）等等。 

  而面對這些危機，對於佛教能夠起到的作用，教徒有比較明確的認識，當然對於這一問

題，他們認識也比較複雜。普遍看來，教徒認為佛教能夠重建社會道德（二二‧一％）、使

人類互相友愛（二一‧七％）、建設精神文明（一六‧○％），這三項也就是滿足了人類對

於精神文化的渴望，同時他們對一些比較高的目標還是有所期待，如一二‧二％的教徒相信

佛教能夠拯救人類，在這裡佛教為人們提供了安全感慰籍。此外，教徒也對微觀的家庭和睦

（一四‧八％）抱有信心，同時也有一○‧二％的寄希望於佛教能夠消除戰爭（一○‧二％），

歸根結底還是希望佛教能夠為人類提供安全保障。 

(四)佛經中的奇跡  

  虔誠的佛教徒，對於佛經中描述的各種奇跡基本上是深信不疑的。在調查中，七七‧九

％的教徒對此深信不疑，不太相信的佔九‧四％，僅有六‧○％的教徒對此不相信，說明佛

教徒對於佛經中的奇跡還是非常崇敬的。 

  從表四十四有關調查地點之資料中可以看出，杭州與莆田的教徒相信佛教中的奇跡的比

例比較高，與前面的結果相類似的，寧波的教徒相信的比例非常低，僅為三八‧一％，而他

們的不相信的比例卻是最高，為二五‧四％，說明寧波的教徒在這個問題上與其他地區的教

徒有明顯差異。 

 

  表四十五顯示：是否相信佛經中的奇跡，在各年齡段表現出不同的趨勢，從十七歲以下

到三十六－五十歲，隨著年齡的增長，相信佛經中的奇跡的比例逐步降低，而在三十六歲以

上，隨著年齡的增長，相信的教徒比例又開始逐步上升。在三十六－五十歲年齡段，相信佛

經中奇跡的教徒比例非常低，而不相信的比例也最高，這或許是因為這一年齡層的教徒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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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人生正處於從中年走向老年的生命階段，因生活中的種種問題的存在而產生了這種現

象。 

 

  從表四十六中職業的角度看，相信佛經中的奇跡的比例比較高的主要是學生、工人、農

民等教徒，相對來講，範圍比較小；而不太相信的比例比較高的是私營管理人員和教師，同

為三三‧三％是；不相信的比例最高的是軍人、公務員和私營雇員，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教

徒對佛經中的奇跡並不相信，反映出由於職業的差別，人們對於佛教的信仰並非盲目迷信，

而是更為理性地對待它。 

 

  從表四十七中可以看出，隨著文化程度的提高，對於佛經中的奇跡的比例也在逐步下降，

兒童不太相信的比例也在逐步上升，這表明文化程度越高的教徒對於佛經中的奇跡的信任程

度也就越低。或許這是因為文化程度越高，對於宗教的認識就越清楚，因此，對佛經中的奇

跡的信任的比例也就降低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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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四十八顯示：未婚與已婚的教徒對與佛經中的奇跡相信的比例比較高，而再婚教徒的

相信比例最低，僅為三○％，而表示不相信佛經中的奇跡的比例卻是四○％，並且還有二○

％的再婚教徒對此表示懷疑，說明再婚教徒對佛經中奇跡的看法與未婚與已婚教徒相比，更

加趨向於懷疑而非完全信任，這與他們的生活經歷是有很大關係的。 

 

四、接觸異教的情況 

  作為一種價值體系，宗教本身具有非常強烈的排外性，但同時也導致了宗教的保守。這

種保守的特質極易引發了宗教之間的鬥爭，有時甚至會動用暴力手段。因此，宗教之間的交

往狀況對於研究宗教間關係具有重要意義。瞭解與異教的接觸程度，可以看出宗教本身的開

放性程度。 

(一)與異教徒的接觸情況  

  佛教倡導「普度眾生」，因此，其宗教教義並不是非常封閉，對其他異教徒的態度還是

非常友善的。並且在佛教本身在中國的傳入和發展過程中，也經歷了與其他宗教如道教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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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本土宗教的融和過程。在調查中，可以看出，對於其他宗教的教徒，佛教徒們與之交往還

是非常頻繁，儘管這要受到各教教義的束縛而並不普遍。 

  調查資料顯示，在調查樣本中，接觸過其他宗教的教徒佔四九‧八％，而沒接觸過的教

徒佔五○‧二％。說明與異教徒交往的佛教徒的比例還是相當高的。 

  與前文類似，與異教徒交往的教徒會因性別的不同而有所差異。從表四十九中看來，在

與異教徒的接觸中，男性接觸的比例要高於女性，也就是說男性教徒比女性教徒更易於與異

教徒交往。說明在開放性和寬容性方面，男性都要比女性教徒強。 

 

  從接觸異教的情況來看，佛教徒接觸得更多的宗教是基督教（四二‧六％），其次是道

教（三五‧二％），而與天主教（一四‧六％）和伊斯蘭教（八％）的接觸都比較少。道教

是中國本土宗教，與佛教的關係非常密切，這是可以預計到的。基督教與佛教之間這種基礎

的廣泛度令我們吃驚，這可能是因為在上述地區，基督教的發展也是非常快的，而且，教徒

的數量也不斷增加，因此難免與佛教產生千絲萬縷的聯繫。 

  至於每個佛教與異教徒的接觸情況，四二‧二％的教徒表示自己有很親密的異教徒朋友，

比例相當高，說明在日常的生活中，異教徒之間的交往並不是那麼敵視的，相互之間產生親

密感情的可能性非常大。在這些親密的異教徒朋友中，信仰更多的是基督教（四四‧一％），

由於基督教在這幾個地方的發展還是非常快的，教徒也非常多，因此他們之間成為親密的朋

友的可能性非常大。同時，佛教與道教之間的關係也逐步走向和諧，二教教徒間成為親密朋

友的比例為二六‧九％，這也可以看出雖然長期以來釋、道二教之間進行過長期的衝突，但

是可以看出，新型的二教關係正在逐步建立。其他如天主教徒（一五‧九％）、伊斯蘭教徒

（一二‧四％）與佛教徒之間成為親密朋友的比例也不小。從上述的情況可以看出，相當一

部分佛教徒與異教之間的關係還是非常好的。 

(二)與基督教的關係  

  與佛教一樣，基督教作為外來的宗教，其在中國傳教的歷史比佛教的歷史來得短，但是

在包括浙江與福建在內的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影響還是非常大的。對於佛教徒來說，在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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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乃至在宗教活動中都有可能與基督教徒發生聯繫。而佛教徒對基督教的態度對二教之間

的關係具有很大的影響。 

  在調查中，當問及「心目中的基督教形象」時，認為佛高於上帝的意見較為普遍，佔調

查樣本總體的四四‧六％，說明以佛為至尊的心態還在廣大佛教徒心目中存在。另外，認為

基督教是洋教的看法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達一八‧六％，說明基督教的影響還不足以改變

它的先天影響，這與佛教不同，佛教在中國幾千年的發展，已經完全本土化了，而基督教還

被認為是一種「舶來品」。其他持上帝與佛（地位）一樣的教徒的比例也佔到了一一‧八％。 

  在對基督教的認識上，存在著基於文化程度、婚姻狀況的不同而產生的差異。 

  表五十中的資料顯示，對於基督教的洋教本質，隨著文化程度的提高，教徒的認識也越

來越清楚，表現在比例的逐步提高；而在對上帝與佛一樣的認識上，呈現出「兩頭大、中間

少」的情況，即文化程度最低和最高的認識比例都很高，而中間文化層次的教徒認識還有欠

缺。相反的情況出現在佛高於上帝的認識上，基本上文化程度越高，對此一看法的認同的比

例就越低。這或許是因為對於宗教知識的瞭解情況的多寡對認識基督教有明顯的影響，或者

是一些佛教組織的傳教方式與度化對象的重點偏好使然。 

 

  從表五十一中的資料來看，已婚的教徒更傾向於認為佛教高於上帝和上帝與佛一樣，比

例分別為五七‧七％和一二‧七％；而未婚教徒更傾向於認為基督教是洋教，比例為二三‧

二％。可以看出，已婚教徒對於二教的關係認識更是從佛教本位出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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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基督教徒的關係情況可以從與自己親人中異教徒的相互交往中反映出來。在調查中，

家庭成員或親屬中有基督教徒的教徒佔二九‧一％，而沒有的教徒佔到了七○％，說明這種

情況在佛教徒中並不普遍。 

  對於親友中是否有基督教徒，依調查地點、婚姻狀況的不同也有不同。 

  從表五十二的資料中可以看出明顯的差異，寧波的教徒在親友中有基督教徒的比例最

高，其次是莆田，為二三‧七％，廈門和杭州教徒中這種情況都比較少。 

 

  從表五十三中可以看出，在親友中有基督教徒的比例以再婚教徒的比例最高，為六○％，

已婚教徒的比例次之，為三二‧五％，未婚教徒的比例最低，為二七‧九％。婚姻關係的建

立，意味著親屬關係的擴展，產生這種情況也就不足為奇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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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處理與基督教徒親友的關係時，其採用的方式與處理其他基督教徒的關係方式並不一

樣，採用的手段要和緩許多。最為普遍的處理方式是互不干涉、和平共處，這類教徒的比例

最高，達到了六七‧三％；其次是採取行動，努力使他們改變宗教信仰，這類教徒佔二一‧

七％；第三，平時向他傳播佛法的教徒也佔有相當比例，達到六‧六％。 

  在處理與親友中基督教徒的關係上，存在著基於調查地點的不同。 

  從表五十四中可以看出，寧波的教徒在處理與親友中基督教徒的關係時，最容易採取互

不干涉、和平相處的方式（九三‧四％），其次是廈門（八二‧七％）；在努力改變他的方

式上，莆田的教徒做易於採用（三八‧九％），其次是杭州的教徒（二三‧九％），說明寧

波的教徒在處理這些關係上最為寬容。 

 

  表五十五中的資料顯示，各個職業的人基本上都採用互不干涉、和平共處的方式，但是

學生教徒非常特別，他們當中很大一部分人（六八‧三％）主張採用努力改變他的這種方式，

農民教徒比較願意向親友中的基督教徒傳播佛法。基本上各個職業在不同程度上都接受了這

種信仰差別的存在，只是學生教徒會努力改變這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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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種宗教知識，瞭解一下別的宗教的教義已經成為了佛教徒中的普遍現象。調查中，

有六○‧九％的佛教徒表示他們會有意識地去瞭解基督教義或者去看《聖經》，這個比例相

對而言是比較高的。 

  從表五十六中看，地區間的差異還是比較明顯的。廈門的教徒在平時有意識地去瞭解基

督教義的比例非常高；同樣的情況也在寧波出現，比例略有降低，但仍達到七二‧三％；在

莆田，教徒主動瞭解的比例降到了五八‧三％；杭州的教徒中這種比例最低，僅為二四‧六

％。 

 

  從表五十七的資料看來，男性教徒對於瞭解基督教義或者去看《聖經》表現的更加積極，

表示會去瞭解的佔七○‧三％，而女性只有二八‧八％，說明在瞭解異教教義的方面，男性

教徒比女性教徒更為開放。 

 

  表五十八中可以看出，基本上年齡越低，對於瞭解基督教義也就越積極，比例也就越高。

除了十八－三十五歲的教徒瞭解的比例最高（七一‧九％）外，年齡越高，平時瞭解基督教

義的教徒比例也越低。這其中的原因恐怕還要歸結到年輕人的思想較為活躍，對基督教的教

義比較好奇，這就推動他們去瞭解基督教義和閱讀《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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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五十九中可以看出，一些需要文化層次比較高的職業，如私營管理人員、軍人、教

師、學生以及公務員、私營雇員等的教徒會主動地去瞭解基督教義和閱讀《聖經》，而工人、

農民等教徒由於思想較為保守，對異教的思想比較排斥，因此，他們的比例也就不會太高。 

 

  表六十顯示：是否去瞭解基督教義或者閱讀《聖經》的比例與文化程度基本上呈現正的

相關關係。隨著文化程度的提高，瞭解基督教義和閱讀《聖經》的比例也在逐步提高。可以

說，文化水平為教徒瞭解教義提供了最基本的手段，同時文化水平的提高，人們的思想也逐

步趨向開放，即使對於異教的教義也能夠採取比較理性的態度加以審視。 

 

  從表六十一中的婚姻狀況來看，未婚和再婚的教徒中去瞭解基督教義或閱讀《聖經》的

比例比較高，而已婚教徒的相應比例非常低。其中的差別可能歸結到教徒本身的素質和婚姻

關係所帶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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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基督教徒的具體交往  

  當然，以上只是佛教徒對基督教的基本態度，在具體的行動中，這些佛教徒能否言行如

一呢？在調查中，我們假設了幾種情況，來判斷佛教徒與基督教徒之間的關係。從結果來看，

總體上佛教徒對於基督教徒的態度還是非常良好的。 

  當問及「如果基督教徒進入你們正在進行活動的寺院，你會怎樣」時，有五三‧四％的

教徒會歡迎他一起參加；另有四一‧九％的教徒順其自然；僅有一‧三％的教徒心理厭煩，

但不會付諸行動；另有一‧七％的教徒會立即付諸行動，請他離開。 

  對基督教徒採取的手段依調查地點、年齡、職業、文化程度、婚姻狀況等的不同而有差

異。 

  表六十二說明：調查地區的不同，教徒採取的方式也有所不同。杭州和莆田的教徒顯得

比較寬容，歡迎基督教徒一起參加的比例比較高（分別為六五‧五％和六二‧二％）；而寧

波教徒的基本態度是任其發展，不予干預。但在心裡厭煩的態度中，杭州的一部分教徒的反

感還是比較明顯，而在廈門的一些教徒中這種反感已經發展成為一種直接的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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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六十三資料中的年齡角度看，五十一－六十歲年齡段的教徒的態度較為寬容，歡迎

他們參加的比例為六三‧○％，其次是十八－三十五歲年齡段（五五‧七％）和十七歲以下

（五五‧六％），持順其自然的態度的教徒，以六十一歲以上年齡段（五二‧四％）和三十

六－五十歲年齡段（五一‧七％）的教徒最為明顯，心裡厭煩態度的教徒以三十六－五十歲

的教徒最多，比例為一○‧三％，至於請他離開的極端態度，則是以十七歲以下的教徒最多，

為一一‧一％。 

 

  從表六十四職業的角度看，意見較為分散，但可看出私營管理人員與學生的態度最為友

好，持歡迎他們參加態度的教徒比例達到六六‧七％和六五‧七％。在順其自然的意見中，

軍人教徒和私營雇員教徒的比例最高，分別為一○○‧○％和八七‧五％。在心裡厭煩的態

度上，教師教徒的態度最為明顯。在請他離開的態度方面，農民顯得非常突出，這與他們的

保守態度有關係。 

 

  一般來說，文化程度越高，對於異教徒的寬容度也就越高。但是表六十五的調查資料顯

示，除了沒讀過書的教徒極度不寬容外（比例為○），研究生層次的教徒「歡迎基督教徒一

起參加」的比例也只有二六‧七％，與其他文化程度的教徒（均在五○％以上）都有很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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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而研究生層次的教徒持「順其自然」態度的比例最高（六六‧七％），這與沒讀過書的

教徒相同。另外，雖然持寬容態度的比例比較高，但是持「請他離開」的極端態度的比例也

很高（六‧九％）。總體上看，文化程度最高與最低的教徒對於基督教徒的態度都比較敵視。 

 

從表六十六資料中婚姻關係的角度來看，未婚教徒的寬容度比較高（五八‧五％），傾

向於歡迎他們一起參與；已婚的教徒次之，為四四‧九％；而再婚的教徒的態度「順其自然」

的比例比較高（八八‧九％），其他意見所佔的比例都比較小。說明婚姻關係對佛教徒是否

寬容地對待基督教徒有一定的影響。 

 

  當然，以上所分析的對基督教徒的寬容態度只是對待基督教徒的一個方面。只有在關鍵

時刻考察教徒對基督教徒的態度，其信度才比較高，因此，在調查中，我們問及「如果基督

教徒向你求助，你會採取何種態度」時，其結果較為一致，從而證實了我們的假設。在調查

中，九○‧一％的教徒表示會提供幫助，只有六‧六％的教徒會找別人幫助他，另有一‧七

％的教徒選擇不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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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六十七中可以看出，杭州與廈門的教徒會更多地主動幫助他，其比例分別為九八‧

三％和九六‧七％；而寧波的教徒在找人幫助他的態度上比較高，為二六‧二％。杭州和寧

波的教徒的助人意願比較明顯，不幫助基督教徒的比例均為○，只有廈門和莆田的教徒中有

一小部分。 

 

  由表六十八資料總體上看，各種文化程度的教徒提供幫助的比例都比較高，其中大學文

化的教徒的助人態度最為積極，其次是小學和中學文化的教徒。在不幫他的比例中，可以看

到，沒讀過書的教徒的比例最高，為二○％。可以看出，雖然沒有明顯的規律，但是文化程

度較高的教徒越願意提供幫助。 

 

  從表六十九中看出，在教徒中間，未婚教徒相比較更願意直接幫助他，而找別人幫助的

教徒中再婚教徒的比例比較高，為三○％，不幫他的比例都比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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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通過對四個地區的佛教徒所進行的調查，我們發現，這四個地區的教徒在以下一些方面

存在如下特點： 

  首先，由於在樣本中的年齡構成相對較輕，因此信仰佛教的時間都比較短，最多的是在

十年以下（六二‧三％）。在佛教徒中，領過皈依證的佔八○‧一％，而沒有領過皈依證的

仍佔到了一九‧九％。說明相當一部分佛教徒還沒有獲得真正合法的身分，教徒們最初接觸

佛教的原因主要是「尋求解脫和覺悟」（六二‧三％），作為教徒接觸佛教的主要途徑，看

佛經（三九‧九％）對於人們入教具有重要的影響。在入教之前，人們求助所採用的各種方

式中，最為普遍的對象是「各種宗教書籍」（五二‧五％）。 

  其次，宗教活動已經從寺院轉入家庭。去寺院拜佛的教徒在時間的安排上比較分散，經

常堅持去寺院拜佛的教徒並不多，更多的教徒是需要時去（二○‧七％），表明寺院已經不

再是教徒舉行拜佛儀式的重要活動場所。很大一部分教徒是選擇某個特殊的日子去進行祭

祖，或者是佛教節日去（一七‧四％），或者是初一、十五去（一四‧四％），或者是每年

春節去（九‧二％）。六九‧三％的教徒家中設有佛龕，而八二‧四％的教徒經常在家中拜

佛。家中佛龕的出現與發展，逐步取代了寺院在宗教活動中的地位。很大一部分（七七‧五

％）教徒在平時閱讀佛經，不讀佛經的教徒僅佔一‧九％，另有一八‧四％的教徒偶爾讀佛

經。由此可以看出，廣大教徒對佛還是非常虔誠的，希望能夠通過閱讀佛經達到生命的解脫。 

  第三，宗教在教徒的生活中非常重要，這一點教徒已經有很明確的認識，七五‧七％的

教徒認為非常重要，一○‧七％的教徒認為有些重要，只有一二‧三％的教徒認為不太重要，

而認為完全不重要的教徒更少，只佔調查樣本總體的一‧三％。造業的觀念在佛教徒中普遍

存在，八二‧六％的教徒都感覺到自己每天都有意無意的造業，而平常沒有這種感覺的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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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佔到了一七‧四％。在因果報應觀念方面，七七‧九％的教徒感覺到了有三世因果報應，

而五‧七％的教徒並沒有感覺到，有時感覺到的教徒比例為一四‧七％。 

  菩薩保佑是教徒的心理寄託。在調查中，六五‧四％的教徒感到菩薩在時刻保護自己，

覺得菩薩有時保佑的教徒比例為一一‧五％，感覺菩薩不太保佑的佔三‧七％。另外值得注

意的是沒有這種感覺的教徒也佔到了一一‧九％。 

  當然面對人類面臨的各種危機，對於佛教能夠起到的作用，教徒有比較明確的認識，當

然對於這一問題，他們認識也比較複雜。普遍看來，教徒認為佛教能夠重建社會道德（二二‧

一％）、使人類互相友愛（二一‧七％）、建設精神文明（一六‧○％），這三項也就滿足

了人類對於精神文化的渴望，虔誠的佛教徒對於佛經中描述的各種奇跡基本上是深信不疑

的。在調查中，七七‧九％的教徒對此深信不疑，不太相信的佔九‧四％，僅有六‧○％的

教徒對此不相信， 

  第四，在與異教徒的交往中，佛教徒們都比較積極。在調查樣本中，接觸過其他宗教的

教徒佔四九‧八％，而沒接觸過的教徒佔五○‧二％，說明與異教徒交往的佛教徒的比例還

是相當高的。佛教徒接觸得更多的宗教是基督教（四二‧六％）其次是道教（三五‧二％），

而與天主教（一四‧六％）和伊斯蘭教（八％）的接觸都比較少。 

  至於每個佛教與異教徒的接觸情況，四二‧二％的教徒表示自己有很親密的異教徒朋友，

比例相當高，說明在日常的生活中，異教徒之間的交往並不是那麼敵視的，相互之間產生親

密感情的可能性非常大。在這些親密的異教徒朋友中，信仰更多的是基督教（四四‧一％）。 

  在調查中，當問及「心目中的基督教形象」時，認為佛高於上帝的意見較為普遍，佔調

查樣本總體的四四‧六％，說明以佛為至尊的心態還在廣大佛教徒心目中廣泛存在。家庭成

員或親屬中有基督教徒的教徒佔二九‧一％，而沒有的教徒佔到了七○‧％，說明這種情況

在佛教徒中並不普遍。 

  廣大教徒對於基督教徒的態度還是非常積極的，不僅熱心請他們參加宗教儀式，而且還

在他們遇到困難時熱情幫助。當問及「如果基督教徒進入你們正在進行活動的寺院，你會怎

樣」時，有五三‧四％的教徒會歡迎他一起參加，另有四一‧九％的教徒順其自然，僅有一‧

三％的教徒心理厭煩，但不會付諸行動，另有一‧七％的教徒會立即付諸行動，請他離開。

當問及「基督教徒求你幫助」時，九○‧一％的教徒表示會提供幫助，只有六‧六％的教徒

會找別人幫助他，另有一‧七％的教徒選擇不幫他。 

  總之，從調查中發現，佛教在杭州和莆田的影響比較深，這兩個地區的教徒無論從皈依

情況、宗教活動、宗教信仰以及與異教的交往上反映出來的宗教態度都非常虔誠，他們的修

行都比較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