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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益競逐總統職位的幾位人士，大多和宗教團體有密切的

關係，因此，在未來的選舉過程中，除了必須避免族群衝突之外，

我們還應該極力排除宗教團體之間的鬥爭。但以大樹鄉長坦言欲拆

除佛光山違建是刻意「泛政治化」，希望藉此提醒總統參選人陳履

安一事來看，宗教界欲脫離總統選舉這場競逐的漩渦，恐怕已是身

不由己了。我們知道，李登輝先生一再宣告自己是虔誠的基督徒，

而陳履安先生也不斷凸顯自己佛教徒的身份，是以儒家為宗的林洋

港先生，也和慈濟功德會有一些因緣。為了贏取選戰，他們必然會

盡力爭取自己所屬、所親的宗教團體的支持。然而，一旦這些宗教

團體因政治人物有意無意的激化，而積極介入選戰，那麼，無論是

誰勝誰負，對台灣整體社會而言，都是相當不利的。

首先，各個宗教團體內部將會出現分裂或敵對的局面。各個宗

教不但無法藉著參與政治來整合內部、壯大自己，反而會瓦解自己

的勢力和組織。

其次，宗教之間的衝突可能會更加激烈。我們知道，部份基督

教徒和佛教徒曾因大安公園內的佛像問題有過嫌隙，而基督教和民

間宗教之間的互斥更有久遠的歷史，倘若這些教派都投入選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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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支持敵對的候選人，那麼，一旦政治理念的衝徒和信仰之間的對

抗相結合，彼此之間的仇怨便會難以化解。雖然說一些宗教常藉助

政治權力以取得宗教競爭上的優勢，但是，歷史也告訴我們，憑藉

政治力量而得以一時勃興的宗教，將會激起其他宗教更深、更久的

敵意、仇恨和報復，以致相繼淪為統治者的工具。

其三，當一個政治領袖被神化為一個宗教的「先知」或「聖雄」

時，將會對其人民形成一種「雙重支配」（「法制型支配」加上「卡

理斯瑪支配」），並將有害於一個社會自由和多元的發展。而「神

化」的工作，往往會在宗教團體介入選舉之後悄悄完成。

基於上述考量，我懇切希望，所有宗教團體都不要介入這一場

總統大選，所有的宗教團體都要鼓勵其信徒支持或反對任何一位候

選人。我也期盼，在競選期間，所有的候選人和其支持者，都不要

刻意宣揚自己的宗教理念，也不要批判或攻擊其他人的信仰，更不

要運用自己的權力去打擊其他候選人的宗教團體。至於這一場選戰

將會帶來的其他種種麻煩和困擾，且讓我們一起冷靜而審慎的應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