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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认为，调查结果显示政府维系宗教和谐的措施奏效。不过，研究所指出新加坡宗教和

谐的现状仍存在挑战，包括互联网上接收到不同的信息、新移民在同个宗教带来的内部矛盾，

以及分裂组织的影响力等。 

 

虽然国际上一些地方的宗教热潮导致暴力事件不时产生，但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

院政策研究所的调查显示，只有近四成受访者认为宗教虔诚度的提高会破坏宗教和谐。 

 

这其中，大部分宗教群体的看法都差不多，例如认为宗教虔诚度的增加会影响宗教和谐的佛教

徒有42％、道教徒41％、回教徒31％、基督教徒34％、天主教徒40％和无信仰者38％。 

 

研究人员认为，这显示政府维系宗教和谐的措施奏效。之前一项由政策研究所与种族和谐资源

中心（OnePeople.sg）展开的调查显示，只有10％受访者在过去两年对公开的宗教紧张事件感

到困扰。 

 

领导这次有关种族、宗教及语言调查的高级研究员马修博士说：“对宗教虔诚可以是好事，比

如人们更虔诚并更愿意关怀别人，这次调查显示一些宗教群体的确很注重这点。” 

 

为寻找指引参加宗教活动 

 

调查也揭示了人们对参与宗教活动的热衷程度，其中约两成人每个星期会参加宗教活动至少一

次或接触宗教刊物、约一成每个月至少一次参加宗教活动，而大部分人只是偶尔才参与。有三

成受访者参加原因是为了希望梦想成真，或是为某个重要决定找寻指引方向。 

 

不过，研究所昨天公布的报告表示，这并不代表新加坡宗教和谐的现状不存在任何挑战，并指

出三大威胁：首先，随着互联网普及，国人可能被其他地方活跃“宗教中心”散播的信息感染

，而又不是所有外来的宗教元素能同本地社会强调和平共处的大原则相符合，因此需要有能力

的宗教领袖从中调解。 

 

其次，随着来自各地的移民增加，即便是同个宗教也可能在不同情景中出现神学、道德观念和

实行方式上的内部矛盾，因此需要帮助新移民了解在多元宗教社会中各持信仰的一些现实考量

。 

 

最后，一些分裂组织对教义有自己的理解，导致原有的宗教威权被稀释，因此已建立起来的宗

教架构须保持开放以接纳这些组织，把他们朝破坏宗教和谐的歧路引开。 

 

报告也指出：“一些欧洲和亚洲社会将宗教融入政治和政府治理中，但新加坡并不是这样，所

以在宗教虔诚度日益增加的国际气候中，各宗教团体之间需要加强对话，在不同教义和能被人

广泛接受的原则这两者中找到共同频率。” 

 

用宗教名义去伤害他人是“被误导的宗教虔诚” 

 

针对极端组织“伊拉克—黎凡特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简称

ISIL）近日在伊拉克展开大规模袭击并计划建立回教国，以及有报道称马来西亚人参与自杀式



袭击事件，马修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宗教成了达成政治目的的手段，如果冒着这样的名义去伤

害他人，是属于“被误导的宗教虔诚”。 

 

“幸好本地信仰各宗教的国人意识到要避免这样去误读宗教。”对宗教虔诚可以是好事，比如

人们更虔诚并更愿意关怀别人，这次调查显示一些宗教群体的确很注重这点。——高级研究员

马修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