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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為何是全世界「最不信教」的國家之一？ 
 

劉郁葶

走在捷克的各個城市，皆能看到美麗典雅

的教堂。幾座著名的教堂如：舊城廣場上具雙

尖塔、歌德式風格的提恩教堂(Týn Church)(圖

一)，與廣場另一側巴洛克風格的聖尼古拉教

堂(St. Nicholas Church)(圖二)。 

若到布拉格城堡，還能看見捷克 大的教

堂—聖維特大教堂(St. Vitus Cathedral)(圖三至

五)，不僅外部裝飾細緻繁複，內部還有萬片玻

璃拼貼而成的玻璃窗，往往讓旅客驚嘆連連。 

捷克擁有多座歷史悠久、華麗典雅的教

堂，乍看之下，會以為捷克是個宗教盛行的國

家，實際上，捷克被認為是世界上「 不信教」

的國家之一。 

根 據 美 國 皮 尤 研 究 中 心 (Pew Research 

Center)2017 年的調查顯示，有高達 72%的捷

克人表示他們不認同任何宗教！若詢問捷克

人是否相信上帝，66%表示不相信，只有 29%

的人相信上帝。在宗教虔誠的程度上，皮尤中

心的另一項調查顯示，只有 9%捷克人會每天

祈禱，31%捷克人每月至少參加宗教儀式，7%

捷克人認為宗教在他們的生活中非常重要。 

在當代社會，多數捷克人認為自己是無神

論者(atheist)、不可知論者(Agnostic)或個人精

神信仰者。究竟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非共化後，捷克的宗教信仰者仍不如鄰國多 

研究指出，捷克人的「無神論」可能與捷

克過去被共產黨統治有關。過去，「打壓宗教」

是共產黨的策略，目的是對抗任何可能挑戰

的組織，例如天主教會。 
圖一：舊城廣場上的提恩教堂。 

圖二：舊城廣場上的聖尼古拉教堂。 



PARISCOPE    專題論述 

   
 

 
6 

 

在共產時期，共產黨沒收教會的財產、干涉

教會職位填補的自由，甚至進一步監禁與謀殺。

據統計，約有數千名神父、修女和其他神職人

員被送進監獄，有數十名神職人員被殺害。 

但特別的是，捷克的鄰國過去也受共產主

義統治，但在共產政權結束後，這些國家依然

有強烈的宗教信仰。皮尤研究中心曾發布一

篇文章「與中歐和東歐鄰國不同，大多數捷克

人不相信上帝」，在蘇聯影響力消失後，仍有

86%的波蘭人以及 59%的匈牙利人信仰宗教。

曾與捷克同為一個國家的斯洛伐克，信仰天

主教的人口也佔 63%。 

捷克議會議員米洛斯拉夫‧蘭斯多夫

(Miloslav Ransdorf)表示：「捷克是個宗教冷淡

的國家，有人認為，這是用來區分我們與鄰國

的一個的特別方式。」 

大概僅有愛沙尼亞的情形與捷克相似，該

國約有 45%的人不信奉宗教，但相比捷克

(72%)的無信仰情形仍沒那麼普遍。因此，若僅

將「共產打壓」作為捷克人不信教的唯一答案，

似乎說服力不足，還有其他因素值得挖掘。 

胡斯戰爭播下的種子 

捷克人不信奉宗教還有什麼原因？改變

一國的宗教觀點不僅僅是單一事件，而是幾

個世紀以來累積的結果。 

捷克宗教史上的一個重要時刻是在 1415

年。揚‧胡斯(Jan Hus)是捷克著名的哲學家、

宗教改革家，曾擔任查理士大學的校長。當

時，胡斯看不慣天主教會的作為，批評教宗貪

財濫權，反對贖罪券；否定教宗的權威性，認

為應該以《聖經》為唯一依歸。 

天主教會視胡斯為「異端」，開除他的教

籍，繼而誘捕，在 1415 年 7 月 6 日，將胡斯

燒死在火刑柱上。這起事件，引起胡斯的追隨

者(胡斯教派)的憤怒，並進一步起義，對抗羅

馬天主教會與支持天主教的神聖羅馬帝國中

央政府，胡斯戰爭就此展開。 

左起圖三：布捷克最大的教堂聖維特教堂位在拉格城堡內；圖四：教堂的內部；圖五：教堂上的窗花。 



PARISCOPE    專題論述 

   
 

 
7 

 

胡斯戰爭雖未成功，但長達 15 年的反抗，

打擊神聖羅馬帝國的德國勢力，胡斯也啟發了

後來德國神學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發起

宗教改革運動。今天在舊城廣場還能看到昂然

挺立的胡斯雕像(圖六)，捷克政府也把 7 月 6 日

定為「胡斯日」，屬國定假日。 

兩百多年後，天主教奧匈帝國統捷克，波希

米亞人被迫接受他們幾世紀來不認同的宗教。

因此，這沒讓人們對天主教產生正面觀感，對天

主教的厭惡甚至持續幾代，並在第一次世界大

戰後愈演愈烈。 

1918 年，捷克斯洛伐克從哈布斯堡王朝的

統治下獲得獨立，該國經歷當時大規模宗教變

革，在獨立的前三年裡，150 萬天主教徒(主要是

捷克裔)離開了教會。人民終於擺脫天主教的束

縛，無神論逐漸在在捷克人心中穩固。在 20 世

紀下半葉，共產主義政權的反宗教宣傳與迫害，

更進一步加深對宗教的冷漠態度。 

無神論代表：更現代、理性、科學？ 

綜觀以上歷史事件，捷克人普遍無信仰是

世代累積的成果，而如今，我們能如何解讀捷

克的「無神論」對整體社會，乃至於個人性格

的影響？ 

 捷克議員米洛斯拉夫曾說：「它(無神論)

也有其不可否認的優點⋯⋯捷克人基本上以

世俗的方式看待世界。這件事很不錯—依靠

自己的力量，不要指望任何奇蹟。在歷史上，

它多次不僅幫助我們生存，而且還積極塑造

我們的歷史。馬薩里克曾說過，要了解哪些歷

史是 偉大的，看地圖就夠了。」 

社 會 學 家 茲 德 內 克 ‧ R ‧ 內 什 波 爾

(Zdeňkem R. Nešporem)：「在大多數歐洲國家，

教會保留某種價值觀的保證或類似的東西。

⋯⋯在我們國家，尚不清楚教會的用途是什

麼。」茲德內克認為，從一個宗教時代走向科

學的時代，「我們認為這是某種現代化、理性

化的表現，我們思考得更科學等等。」 

 不過茲德內克也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

象：「我們有星座運勢、日常儀式、護身符陪

伴。我們真的有那麼理性嗎？」這與英國《衛

報》過去的一篇報導呼應：「捷克人可能不太

熱衷於去教堂，但更容易接受『算命師能預測

未來』、『幸運符帶來好運』或『星星可能影

響他們生活』的想法。」 

 宗教或許不再是捷克人的生活日常，但

作爲人類，對未知的好奇與恐懼，或許還是讓

捷克人偶爾相信星座、算命等神秘力量。 

 

(本文作者畢業於政大新聞系，到捷克查理

士大學公共政策系當訪問學生，在天下雜誌

《換日線》分享在捷克生活的觀察。) 

 

圖六：舊城廣場上的胡斯雕像與胡斯教派的信徒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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