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8

内容提要： 慈善与宗教的密切联系是人所共知的。在中国慈善事业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性进程中，

如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妥善处理好宗教与慈善的关系，从而促成宗教与慈善事业发

展的良性互动，是慈善事业发展所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笔者拟从宗教与慈善的历史

渊源、慈悲与宽容、宗教慈善事业与现代慈善福利服务事业的有机联系等方面展开，

论述慈悲、宽容、专业奉献及养成教育的价值，并提出应该转变社会理念，促进现代

慈善与宗教的良性合作机制。

关 键 词：宗教 现代慈善 宽容 专业奉献 养成教育

作者简介：王振耀，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教授。

慈善与宗教的密切联系是人所共知的。在中国慈善事业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性进程中，如何从中国

的实际出发，妥善处理好宗教与慈善的关系，从而促成宗教与慈善事业发展的良性互动，是慈善事业

发展所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宗教与慈善的历史渊源

宗教与慈善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各大宗教，几乎无不为行善立论，并为善行善举的规范与推广

进行多种论证，劝善几乎成了所有宗教的基本内容之一。

以中国社会相当熟悉的佛教为例，就提出慈悲、修善的理念，并提出因缘学说，要求报众生之恩。

在《大智度论》卷 27 中就指出：“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

以离苦因缘与众生。”这里说的就是树立慈悲的理念，对社会取宽容态度，对众生慈爱，对贫困施救。《法

华经》倡导：“大慈大悲，成无懈怠，恒求善事，利益一切”，更是要求将慈悲之心外化为各类救助行为。

我国佛教名山之一九华山所供养的地藏王菩萨，其著名的誓言“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我不入

地狱，谁入地狱”，说的就是要用一种献身精神来积极行善 ；而其 23 种恶业因果的理论，如“若遇悭

吝者，说所求违愿报”，实际上是教授一种方法，规劝信众提高修养并致力于行善。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佛教客观上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许多文化遗产都是以佛

教的形式出现的。我们的许多成语，包括积德行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其实都是佛教的用语。

特别是积德行善，乐善好施等，客观上成了中国人的一种普世价值。

伊斯兰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是源远流长，其对于慈善更是有明文规定。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

《古兰经》规定 ：每个穆斯林都有施舍的义务。这种施舍，在伊斯兰法中有着相当具体的要求，比如，

一个十分明确的规定就是，当穆斯林占有的财富超过一定限额时，必须按一定比例缴纳天课 ；而且，

每年除正常的消费开支外，其余的财富按其性质，均应缴纳不同比例的天课。此外，天课比例的份额

为，金银首饰的纳课比例为 2.5% ；矿产为 20% ；农产品根据土地灌溉状况的不同，分别为 5% 和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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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商品和货物按市价折现金纳课 2.5% 等等 A。什么人应该接受天课接济呢？《古兰经》明文规定，

“贫穷者、赤贫者、管理赈务者、心被团结者、无力赎身者、不能还债者、为主道工作者、途中贫困

者”。也就是说，需要对各类困境及贫困者进行救济。

基督教对于慈善的影响更大一些。在《圣经》中，就有这样的论述 ：“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 ；怜

悯贫穷的，这人有福。”最有意味的是，基督教传播的是一种原罪的文化。尽管新教伦理促成了资本主

义的产生，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为富不仁概念相似的是，《圣经》中也有“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

眼还难”的说法，正是这样的负罪感促成基督文明影响的富人们较为积极地参与捐赠。至今在基督教

文化影响传统的国度里，劝募行为相当普遍，有的甚至敲门索捐，社会已经习以为常。

基督教的捐赠理念，到了工业革命以后，就转化为卡内基的著名论述 ：“拥巨富而死者耻辱”。美

国社会特别强调捐赠是一种社会责任。卡内基就认为 ：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是如何适当地管理财富，

以使富人与穷人之间依然可以保持兄弟情谊，和睦相处。老洛克菲勒的好友与顾问就规劝他说，如不

在生前以高于聚财的速度散财，他的财产将发生雪崩，祸及子女，殃及社会 ；罗斯福总统则认为，富

人出钱救济穷人不是慈善，而是尽一份社会责任，社会稳定了，对自己也有利（资中筠，2011）。

应该说，宗教与慈善的联系是多方面的。在许多国家，宗教已经成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宗教

的传统甚至形成基本的生活方式，如不同的宗教都有不同的节日，甚至不同的历法等，而宗教中关于

慈善的理念也自然地形成为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国度中，宗教组织往往直接作为慈善组织来看待，这是

与其他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区别。

二、慈悲与宽容：社会美德与现代慈善构成的重要基石

慈悲与宽容，是社会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社会的和谐，需要众多美德的提倡和养成，而慈

悲与宽容，恰恰能够促成人际关系的和谐。因为，慈悲，就能够对于社会的许多矛盾采取积极的态度

来想方设法解决，而宽容，就不太会斤斤计较于各类不那么文雅的行为，从而促使各类复杂的矛盾向

着缓和的方向发展。

慈悲，是对各类苦难的深切关怀，也是一种社会责任的承担。就是说，对于贫困现象，需要采取

积极的态度来进行解决。这既是一种美德，更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心理基础。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

论》中指出，“那些冷若冰霜的无情之人，也不应得到其同胞们的关爱，而只配生活在无边的荒漠中，

无人问津。”也就是说，慈善需要热情，需要对人类苦难的同情。在这个方面，台湾的慈济功德会，推

行一种特别的感恩方式，即捐赠人向被捐赠人感恩，因为是被捐赠人给了捐赠人以行善的机会。这是

一种十分典型的慈悲表现。正是具有这样的价值观，该组织将慈善事业做到了伊拉克这样一个不同宗

教的国度并受到高度的欢迎。

宽容，既是一种豁达大度和容忍，更是一种优雅的修养和美德。发展慈善事业，特别需要宽容的

精神。因为，当参与救助贫困人口的各类困难时，自然地形成一种修养，这就是将许多社会缺陷作为

改进的对象，因而需要想办法采取措施解决。宽容才能避免极端行为，从而能够和平而有效地解决社

会问题。也许人们会疑问，宗教的慈悲和宽容与整个社会所倡导的正义、仁慈、人道等项社会价值比

较，是不是显得软弱而缺乏力量？

其实，政治组织与宗教组织、慈善组织有着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功能。无论是在中国古代还是在西

A 《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 年，第 5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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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历史上，都存在着将一种宗教作为国教，甚至实行政教合一体制的现象。但人类的实践经验证明，

政治和宗教还是要进行分离为好，因为两者的功能区别太大。

政治的功能是国家的管理，存在着多种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因而需要建立多项矛盾调节机制，使

利益的表达和矛盾的解决通过和平的方式得到平衡。因此，国家需要制定法律，通过民主选举、任期

限制、权力功能划分等措施来规范政治制度的运行。

而宗教更多地是社会功能，是信仰的表现。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信仰自由，允许人们自由地信

仰不同的宗教。这主要是因为宗教能够解决人们的信仰问题，而通过宗教信仰，人们养成不同的社会

价值和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从而使世界呈现出多样的色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宗教和民族文化往

往密切地联系起来，形成水乳交融的结合。

许多人认为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信宗教，但西方人则认为古代中国人大部分信仰的是孔教。因为按

照宗教的标准，既有经书，不能违反，还有挂像，并经常祭祀，顶礼膜拜，与宗教有多大不同？当然，

实际上，孔孟之道更加世俗化，和典型的宗教有着根本的区别。但孔孟的学说的确影响到了中国人的

基本价值和生活方式。

如果说，政治是以刚性的约束来对社会实施管理和规范，那么，宗教则是以柔性的劝导和安慰来

确立信众的行为约束。而慈善事业，则兼有两者的一些品性，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慈悲与仁慈之间的区别也比较明显。慈悲为怀，更多地是强调信众的修养，而仁慈的理念，则倾

向于强调执政者的品德。所以，宗教的许多教义更多地是针对信众，是一种普遍的规范。宽容的品行，

强调的是容忍，是更多的理解和妥协。

如果更深入地分析，宗教比较着重于内心世界的建设，所强调的是大千世界的平等性。比如，宗

教往往强调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有的时候甚至强调克服自身的邪念从而要求不同方式的忏悔。而政治

社会中则往往强调等级划分，中国文化就强调君子小人之别。慈善强调通过信仰来培养每个人的善行，

而政治行为规范的依据则是法律。

现代慈善事业，承担着道德建设的社会功能。如果能够注意自觉地将许多宗教的美德不断地转化

为社会的公德，并通过现代慈善的体制和组织加以推广，则对于社会建设的加强有着重要的意义。更

为特殊地说，在阶级斗争年代所形成的一些极端理念，在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中，需要多方面地调整。

慈悲与宽容，如果能够在社会大众中得到更多地发扬，则有助于和谐精神的产生和保持。

三、宗教慈善事业与现代慈善福利服务事业的有机联系

宗教与慈善的联系，决不仅仅是理念与一般的救济行为。在宗教组织中，往往注意发展慈善事业，

即承担日常社会福利服务的事务。正是在这个方面，宗教与慈善事业发展之间存在着更为密切的直接

联系。

宗教所建立的慈善事业组织主要是指医院、学校、育婴堂、孤儿院等。著名的哈佛大学，最初就

是教会学校。而教会在中国所兴办的医院，最早的当属 1835 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在广州兴办的眼科

医院。据有关资料，1937 年，英、美基督教会在华所办的医院已经达到 300 所，病床数约 2.1 万张，

另有小型诊所 600 多处，其中由美国经营管理的医院大概有 140 余所，病床约 1 万张，占了一半左

右 A。而在 1901 ～ 1920 年，各国天主教会在华共举办了 150 多所孤儿院，累计收养 1.5 万人以上 B。

A 周秋光、曾桂林著 ：《中国慈善简史》，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346 页。

B 莫文秀、邹平、宋立英著 ：《中华慈善事业》，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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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目前所在地原来就是教会举办的燕京大学。在宗教之中，这些由教会兴办的具有现代意义的

各项慈善事业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教会兴办的慈善事业，1949 年以后均转化为政府举办的社会事业。而在改革开放

以后，一些宗教组织又开始举办慈善事业，主要是一些养老院、孤儿院等。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宗教形成的慈善事业形成了两个较为流行的误解。

其一就是认为教会举办的育婴堂残杀儿童，因为发现了不少的儿童遗体，社会上就认为是证据确凿。

实际上，当中国社会自身举办孤儿院的时候，才发现，社会遗弃的儿童，绝大多数都是患有大病或者

是残疾儿童，健康者是相当少的，这就会造成一定的死亡率，也就说，收养得越多，可能会有相当比

率的本来就已经患有重病的儿童死亡。只要收养弃婴，就必然面临这样的问题。

其二，在阶级斗争年代，人们流行着一种看法就是教会的各类社会养育和照料护理项目是要和政

府争夺民心，有着政治的险恶用心。实际上，我们国家生活水平长期低下，解决不了温饱问题，更不

可能理解照料和护理的意义。

直到现在，我国社会相当富裕的阶层，甚至不管级别高低，都还依赖保姆制度来进行老年人的照

料和护理，整个社会还希望通过强化孝道来解决老年人的护理问题，根本不明白儿童和老年人的护理

与照料是相当专业的知识，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员，专业化的组织来实施。而这样的专业化组织，即使

在发达社会，也不是完全依赖政府所能承担的。欧洲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阶段曾经以政府举办的为

主，但前些年就开始转变体制，主要依赖社会。在香港、台湾，运用宗教组织建立的儿童、养老照料

和医院、学校一类的机构就相当普遍。

我国社会长期以家庭为本，以为家庭万能，能够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现在，随着计划生育政

策的多年实行，更由于 2010 年中国人均 GDP 超过 4000 美元达到中等发达水平以后，家庭和政府都

不可能有能力完全解决许多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于是，社会自身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就是一个必然

的趋势。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国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需要大力发展老龄事业。而相当多的老龄事业，既

是社会福利事业，也是公益慈善事业。在这样的历史性进程中，鼓励宗教组织发扬自身的传统优势，兴

办一定的照料和护理行业以及医院和学校等慈善事业，从而彰显宗教的积极社会功能，是相当有意义的。

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儿童照料和养老护理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能全部通过政府的机构来解

决？为什么一定要民间的机构甚至宗教的机构来参与办理？其实，在实际生活中，相当多的社会事务

只能通过社会自身来办理，比如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完全依赖政府机构，就很难满足多

样性的服务要求，这恰恰是社会组织有些方面就是宗教组织所特有的优势。

儿童照料和养老护理事务，相当具体繁杂，专业化极强，需要有专门的职业道德水准，如果宗教

组织能够积极参与，即使是能够解决宗教信众自身的问题，也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贡献。从这个意义上

说，现代慈善的社会服务项目特别鼓励宗教组织的积极参与，两者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四、现代慈善的养成教育与宗教社会化的多重结合

慈善事业所经历的现代转型，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一种标志。现代慈善的一个重要活动内容，就

是其养成教育的日益普及与多样化。爱心确实需要被不断地呵护和激发，积德行善的行为应该被经常

性地表彰，才能够形成较为健康的风气。

有人认为，真正的慈善家不需要表彰，慈善不应该追求名利。这在一般意义是说得通的。因为慈

善行为更多的回报是求得内心的幸福，当看到自己参与的行为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解决了一些人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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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困难，施善者往往会产生出一种较大的心理满足。施比受更有所得，确实是慈善的重要内涵。但是，

对于社会而言，如果不能够给行善者以恰当的方式来进行彰显，那么就不可能产生持续向善的风气。

因为，经验证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个社会的主要话语内容，往往会影响人们的心理与价值偏

好。如果更多地讨论慈善，更多地对行善者予以彰显性的评价，则社会风气的改善，就会不断地加速。

这样的扬善抑恶机制，落实为具体的社会活动规范，就是慈善的养成教育。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在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长期处于农业文明状态，社会组织相当简

单，或者说，只有一个政府组织，其他组织几乎都没有可能生长。整个社会的认同标准又是道德文章，

道德标准过高，就产生道学先生，虚伪奸诈，被鲁迅斥之为“道德杀人”。结果，当时的道德典型，只

有皇帝封号，不可能有民间的表彰方式。而皇帝封号有限，普通的善举大多只能湮没。

计划经济时期，表彰先进典型，往往把英雄人物宣传得过于高、大、全，几乎没有普通人的情操，

让社会大众遥不可及，结果也不利于大众道德建设，对于慈善事业同样产生了障碍。

建设现代慈善，一定要注重养成教育。这种教育，特别要注意社区层面的普及，更要注意多样化。

而正是在这个层面，现代慈善与宗教之间存在着多重性的联系。

因为宗教组织并不是一成不变，特别是西方的基督教，进入现代以后，其组织方式不断地改进。

如果一个组织的领导人需要向全国招聘，如果这样的领导人有一定的任期，如果这个组织的活动方式

更多地组织成员开展儿童养育知识交流，养老护理经验分享，还可以开展音乐、绘画等项活动，同时

又要求每个成员缴纳十分之一的工资，你能认为这是什么样的组织？应该说，就多项活动内容而言，

实际上是社区组织的内容，甚至要比中国的社区居委会更为开放，更有实效。但是，这确实是欧美的

教区特别是教堂组织的一般标准和内容，所不同的是，还要有一定的宗教仪式。也就是说，宗教组织

也在不断地改革，从而更加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在慈善的养成教育方面，许多公募型的慈善组织确实需要加强与社区的联系，另一方面，整个慈

善事业也特别需要加强社区类的组织，使各种慈善活动能够落地生根。如果没有活跃的社区慈善活动，

那么，慈善的养成教育还是相当薄弱的。

因此，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注意学习借鉴宗教活动的经验，有的方面，完全可以结合起来。比如，

美国教会举办活动往往有捐款的仪式，参加活动的人捐款一美元，但也是十分庄严。如果我们的许多捐

款活动注意这样的经验，以网络化、经常化、仪式化的办法来实施募捐，不就是善意的社会压力吗？

过去我们有个口号，叫做慈善进课堂、进社区、进基层等，现在我们再讲慈善，应该把宗教慈善包

含在内，使中国宗教组织的慈善活动与现代慈善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成为慈善事业发展的一支积极力量。

五、转变社会理念，促进现代慈善与宗教的良性合作机制

现代慈善的发展与宗教的关系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妥善处理宗教与现代慈善的关系，也是慈善

事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整体上，我们还相当缺乏这方面的经验，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探索，

以最终建成一种良性的合作机制。

建设这样的机制，关键在于两个方面能否达成社会共识 ：

第一个共识就是，社会理念中能否不再把宗教作为负面对象看待？我国的文化传统中有一种潜在

的意识，总认为宗教与封建迷信是等同一体的。其实，在实行宗教自由政策，并且有亿万以上信众的

时候，如果还认为宗教是负面的实体，那就是相当被动的一种社会行为方式，也不会产生对于宗教信

仰自由的真正尊重，仅仅这样的理念就可能制造出多个社会矛盾。

也许有的人会产生质疑，过去那么多的理论都说宗教是不好的事情，这样的理念能动摇吗？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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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们对市场经济不就是经历了一个天翻地覆的理念转型吗？对于慈善，过去不也是一直批判吗？

邓小平为理念的转型定了一个很好的办法 ：不争论。就是说，不要从理论出发，而要从实际出发，研

究现实问题，探索如何解决现实问题更加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千万不要让理论束缚住了手脚。

第二个共识对于宗教组织也具有挑战性，这个共识就是，宗教组织在现代慈善建设的历史进程中

也需要经历一个重大的转型。当社会更进一步开放，真正需要宗教组织承担起许多社会事务的时候，

专业化问题就提了出来，能力建设问题也会产生，我们的各个宗教组织真正准备好了吗？比如，如何

与政府配合开展社会服务，如何建立合作机制并形成功能的互补等，都还有多方面的发展空间。

自 2004 年和 2005 年中央全面启动现代慈善建设的历史性进程以来，宗教界已经有了不少的慈善

参与行动。汶川地震救灾过程中，宗教组织也有着良好的表现。如果能够进一步达成各项社会共识，

促成多方面的良性互动，相信宗教对于现代慈善将会产生更为积极的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 杜 澄 )

（上接 46 页）

位，不越位，是组织行动的底线。外溢的效应是自然的结果，而非组织的当然追求。人生不过百年，

产业的存续也许可长可短，文化和爱心则可流布将来，宗教、慈善在惠福我们生活的同时，也在创造

延续我存在的文化，放大我德性的精神。宗教有可能在一个变动社会中使我们更好地寻找到自性。在

一个欲望横溢的浮华年代，爱心是一件易碎品，需要精心呵护。宗教和慈善提供的爱心都是我们社会

最珍贵的东西。因此宗教和慈善依然是这个社会重要社会和谐机制。宗教带来的价值提升，慈善爱他、

奉献的情节在一个消费和浮华的时代里可以维系社会德性的提高。

但宗教和慈善这些美好的东西并不能否定我们理性审思的必要，也不能否定现代社会的管理。宗

教和慈善都应当对自己合理定位，回应变化着的世界。对于中国来说，这个问题更为迫切。中国的宗

教组织没有经历过宗教立国的阶段，也没有经历过宗教改革的去世俗化的洗礼。因此如何在转型的社

会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寻找自己的定位，而不变成权力的附庸和流俗的牺牲品是一个问题。在读民

间宗教史时，我们在慨叹“中国还有此等人，此等事，此种历史，此等社会”。A 感叹人类的慧命的多

样性、宽容性，其杂而多端，其有容乃大的特质，也会看到许多宗教组织借教扬名、借教敛财的一面。

因此宗教又要面对市场化的考验，“人间的宗教”不转变为金钱的宗教可能是更大的挑战。对于慈善组

织来讲，面对组织的日益专业化、面对公共权力的挤压、面对市场竞争同样有一个合理定位的问题。

更为关键的是现代公司法的改革已经为公司从事慈善事业清理掉几乎所有的束缚，政府的社会责任也

逐渐覆盖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其它社会组织可以从事慈善事业，慈善组织如何寻

找自己的位置。因此宗教和慈善面对的问题是共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和慈善又是可以相互借

鉴的。没有普济的宗教可能变为一种纯粹的说教，没有济世和救世情怀的慈善能走多远，能否比市场

和政府性的专业服务组织更能证明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宗教和慈善都面临的是发展和提升的问题，没

有发展就无法表明存在的意义，没有提升就无法证明合理性。因此可以说，在今天宗教和慈善都走在

十字路口，至少在中国是这样。挑战可能也是机遇，但更为关键的是，路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

我们不可能像某个流行的段子所讲的那样，“此处可转弯”。在出发的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想到归宿。                   

 

 （责任编辑 杜 澄）

A 马西沙、韩秉方 ：《中国民间宗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10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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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Religious Ecology

Mou Zhongjian

Abstract:  Religious Ecology studies the general trend, hierarchical structure, inner and outer relation and 

dynamic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organic religious cultural systems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ecology. Three major religious systems are examined in the paper: 

the monotheistic differentiation model of the Abrahamic religions, the monolithic polytheistic 

transmutation model of Hinduism, and the polynary harmonious interaction system of China. The 

author will talk about the theoretical value of religious ecology,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imbalance 

and recovery of a healthy religious ecology in China.

Key Words: Religious Ecology, the Grand Life Perspective, Polynary Harmonious Interaction

Six Problems in the Religious Discourse of Western Marxism

Yang Huilin

Abstract:  The privatization of religion in modern society has led to an interest in Christianity not only as 

a faith tradition, but also as a cultural discourse, thus leading to new patterns of discour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Marxism. Are there possible common grounds of interest for 

Marxism and Christianity? The question is of significant reference importance for contemporary 

religious studies in China.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issue in six aspects in the paper.

Key Words: Western Marxism, Christian Theology, Meaning Structure, Theoretical Paradigm

Smash Temples, Burn Books: Comparing Secularist Projects in India and China

Peter van der Veer 

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problems inherent in the secularist project, by an examination of secularisms 

in India and China. Different motives, historical backgrounds, political situations and cultural 

considerations etc. have led to different paths and results in the two countries’ secularization efforts 

in modern times, the study of which will furthe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ecularist project.

Key Words: Secularist Project, India, China, Secularism

Religion an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arity in China:
Also on the Value of Compassion, Tolerance, Specialized Dedication and 

Formative Education

Wang Zhenyao

Abstract: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charity is widely recognized.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s 

charity in China goes through a modern transformation,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aritable works to foster good relation and virtuous circle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charity, based on the practical situation in China. The author talks about issues including historical 

origin of religion and charity, compassion and tolerance,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religious 

charity and charitable welfare services in a modern society, emphasizing the value of compassion, 

tolerance, specialized dedication and formative educa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social ideas shou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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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ed to facilitate a better cooperation mechanism for modern charity and religion.

Key Words: Religion, Modern Charity, Tolerance, Specialized Dedication, Formative Education

      Religion and Charity: Trains Starting from the Same Platform
or Different Vehicles Heading toward the Same Station?

Liu Peifeng

Abstract:  Religions are important ideaistic source and organizational model for charity. Charitable works 

provided by religious groups are playing a positive role in welfare services and social support 

systems. In turn, such work help religions achieve their moral and educational goals. As social 

differentiation progresses, charity and religion have parted ways, and modern charity has a much 

richer content. However, religious charity is still important. In the modern world, both religion and 

charity are facing new challenges with role-identifi cation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Attention whould 

be paid to the question of adaptation and adequate response to social needs.

Key Words: Religion, Charity, Role-identifi cation

A Study on Religious Groups’ Involvement 
in Public Services and Charitable Works

Dong Do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uch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religious groups’ involvement in public services and 

charitable works in China. Their activity areas, organization registration and preferential policies 

have been issues of heated debate in governmental, scholarly and educational discussions. The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problem of an appropri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us groups and national 

education and social welfare systems in their public services and charitable works. Analysis will be 

given to the diffi culty faced by charity organizations with religious background to attain registration 

and preferential policies. Suggestions are made to government agencies in religious affairs on how to 

encourage and manage religious groups in such services.

Key Words: Religion, Public Services and Charitable Works, Education, Social Welfare, Preferential Policies

An “Odd Embarassment” and the “Glass Pocket”:
On the “Chinese Dilemma” of Religious Charitable Works

Zheng Xiaoyun

Abstract:  As a “senior” member in the charity family, religious groups’ involvement in charitable works 

faces two major problems: subject identific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These two problems are 

closely connected and have an impact on each other. They are also the “bottleneck” that checks the 

development of religious charitable work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author will give in-depth 

thinking on the two problems and propose some solutions.

Key Words: Religious Charitable Works, Identifi cation, Public Credibility Administ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