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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伦理学概论(节选)∗



陈麟书

第十一章　宗教的文化伦理(节选)

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创教成功后,就成为一种强势宗教文化,为了统一阿拉伯半岛,创始人穆

罕默德就用强力手段消除了游牧民族各部落自成一体的多神崇拜的多中心现象和各部落之间的争

斗残杀,消除了酗酒和弃女婴等等的恶习.后来的«古兰经»中关于不准多神崇拜,“唯安拉独一”,不

准崇拜偶像,不准喝酒,不准弃女婴等等这些规定,正是针对这些现象而发的.这些规定,特别是“唯

安拉独一”的规定,对于统一阿拉伯半岛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可以说这是统一阿拉伯半岛的一

面旗帜,并由此而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首创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壮大了国力,从而也消除了外族

不断入侵的外患现象.这是穆罕默德通过艰辛斗争的努力和人民的大力支持而获得的硕果,完全符

合阿拉伯半岛人民的利益,因此,当时伊斯兰教作为强势性的宗教文化是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的.

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希提在«阿拉伯通史»中是这样评价穆罕默德的,他说:“历史舞台已经搭好,一位

伟大的宗教领袖和民族领袖上台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目前,在伊朗,伊斯兰什叶派是强势性的宗教文化,而巴哈伊教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宗教文化,有

３０万信徒,而什叶派容不得它,处处给予排挤和打击.自１９１９年以来,有２００多名巴哈伊教徒被杀

害,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到了迫害监禁和失去了工作、养老金、受教育的机会,巴哈伊教徒的家经常会

受到各种各样的骚扰.２００４年６月,伊朗当局在德黑兰拆除了一座巴哈伊教的标志性的历史性建

筑,这座建筑是巴哈伊教创始人巴哈欧拉所拥有的,对巴哈伊教具有深远的宗教意义.同年８月,伊

朗当局违反允许巴哈伊教青年入读公立大学的承诺,规定不能以巴哈伊教的教籍身份入读大学,当

局要求入学的巴哈伊教学生,在申请表上只能在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拜火教这四个宗教中选

择假的教籍身份入学,这是巴哈伊教学生所不能接受的,因而只能被排斥在公立大学门外.尽管巴

哈伊教在国际上并不算是一个弱势宗教,而且还是联合国下属组织进行活动的委任机构之一,但在

伊朗国内却是一个弱势教派,遭受到了种种排挤,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巴哈伊教在伊朗境内有着极好

的发展势头,这是什叶派所不愿看到的.

从上述列举来说,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即强势性的宗教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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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历史作用.但是,一般说来,强势性宗教文化之所以能够存在,必然具有特定的优胜之处,故

而能够获得广大信众的支持.



爱因斯坦认为,宗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源泉和领域.他说:“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都

是同一株树的各个分枝.”①由此,他认为应力图在宗教范畴之内把宗教改造成为统一的全民“宇宙

宗教”,作为改造人类心灵和社会的精神力量.所谓“宇宙宗教”就是对客观普遍的因果关系和自然

界那种合理的和谐具有绝对的信念和信仰.人们对于“世界的合理性”和对自然规律的和谐以及这

种和谐所显示出来的“高超的理性”感到狂喜的惊奇和确信的坚定性,并热枕地对于自然界的研究而

献身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宇宙宗教感情”.因此,他说:“我认为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最强有

力、最高尚的动机.”②

这种“宇宙宗教”的伦理观,实际上是西方科学家、艺术家、众多知识分子的一种具有一定普遍意

义的思想反映,也是西方那种宗教教育替代伦理教育的这种实际现实的反映,绝不是爱因斯坦个人

头脑发热奇思妙想出来的.况且在当今的现实世界中已经出现了类似于“宇宙宗教”的这种宗教,这

就是将在第二十五章中所要谈到的巴哈伊教,它就主张万教归一,实现世界大同.

第二十五章　大同伦理的人本性

巴哈伊教是１９世纪中叶由伊朗的巴哈欧拉创立,是在伊斯兰什叶派的巴布教派的基础上分化

出来的,于１９２５年正式被世界公认为独立的新宗教,因该教的宗旨是实现世界大同,故旧称大同教.

该教十分强调为“大众服务”,又强调宗教的世俗化,因此,事实上该教就是由神本性宗教向人本性宗

教过渡的一个新型宗教,故把该教的伦理观概括为以人为本的大同伦理.

第一节　实现人类大统一的理想

巴哈伊教的最高理想是实现人类统一,主张废除种族、阶级和宗教偏见,主张人类最终要放弃民

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原则,取消国界,建立一个世界联邦体系,实现“地球乃一国,万众皆其民”的地

球村思想.«至圣书»是巴哈伊教的信仰核心,特别强调“人类皆兄弟”的观念,明确主张全人类要实

现世界大同,要组织一个全球性的超级政府.这正如«巴哈欧拉圣言集»中所指出的:“你们是同一棵

树上的果实,同一树枝上的叶子,用最虔诚的爱、和谐及友情与大家相处吧团结之光如此强大,

它能照亮整个地球”,“地球乃一国,万众皆其民.”(第２５０、２８８页)总之,人类一体观是该教人本化的

核心思想.该教认为,全人类都是上帝的子民,人类既是一体的又是多样的,人类的产生不是为了别

的,就是为了推进不断演进的文明.这是巴哈伊教人类一体化的理论基础.该教认为,人类经过长

期的磨难之后,目前人类已进入到越来越互相依赖的程度,在当代很有可能在以下六个领域中是可

逐步达成统一的:政治领域里的统一,世界性事业中的思想的统一,自由的统一,各民族的统一,人种


①

②

«爱因斯坦文集»第３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７年版,第１４９页.
«爱因斯坦文集»第１卷,第２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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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一,语言的统一.该教的代表人物阿布杜巴哈把巴哈伊教的基本教义概括为以下十二个要点:

自由地追求真理;人类一家;宗教乃爱与和谐之因;宗教与科学携手;世界和平;使用一种世界性语

言;普及教育;男女机会均等;公正待人;为大众服务;消除极端之富裕与贫困;使神圣的精神成为生

活中的主要动力.这一基本教义也是巴哈伊教的伦理宣言和政治宣言,主张建立一个世界联邦政府

来实现这一人类一体化的理想目标,创造一个没有流血冲突和战争的和平幸福的大同世界.“人类

一体化”是巴哈伊教教义的轴心,为此,要求人类必须克服四大偏见,即:种族偏见,国家偏见,宗教偏

见,政治偏见.该教把人性的最高表现界定为服务人类,服务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统一全人类的世

界大同,该教的任务就是要推进这一历史进程的长远目标.该教认为,根据当代世界形势的近期目

标,就是推动上述所说的六个统一.因此他们所做工作的每一步骤,都按照当前能够做到的事情踏

踏实实地去做,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而且做得卓有成效,在慈善事业、环保事业、医务事业、人权事业、

教育事业等方面做得很有实效,从而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该教的最高行政机构是由选举产生的

“世界正义院”,该教不设教堂和神职人员,也没有繁文缛节的宗教礼仪,更没有教派之纷争,该教的

组织机构类似于国际社团组织,并正在为联合国几个机构的组织服务,工作很有成效,因此受到了国

际社会的好评,体现了该教为“大众服务”的宗旨,故有“普世宗教”称谓.由于该教主张实现统一人

类的世界大同的理想,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善男信女,发展迅速,目前已有一千多万信徒,据１９９２年的

统计,该教在世界２３２个国家和地区,设有１６０００多个分布点,其地理分布范围之广仅次于基督教.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预言,巴哈伊教将来很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

第二节　实现万教归一的理想

万教归一、宗教同源的观点,也是巴哈伊教大同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世界要大同,宗教也同

样需要大同.巴哈伊教认为:不论是上帝、天主、神、佛陀还是安拉等各教不同的称谓,都是至高、至

上、至大、至尊的宇宙创造者,都是同一的造物主,都是一致的和统一的,只是不同的名称而已;不论

是释迦牟尼、耶稣还是穆罕默德,都是同一的先知;不论是“佛经”、«圣经»还是«古兰经»,都是造物主

同一的圣言圣语.而且,巴哈伊教都把这些纳入其宗教同源论的人类一体化范畴之中,认为这是该

教肩任当代乃至今后人类历史发展的使命所应该做的,把异教徒和圣战、圣地的排他性概念一概彻

底取消,使巴哈伊教成为海纳百川的大同之教.因此,不论何种教派的成员甚至是无神论者,只要是

能为实现世界大同目标而奋斗的人,都可以被接纳为该教的成员,而且还允许他们有保留原有的宗

教习俗和理念的自由.但是,在巴哈伊教内绝对不允许有教派之分,也不允许把各种社会政治分歧

带入教内引起纷争,所有的该教的信教者只有一个总体目标,那就是为实现世界大同理想而奋斗.

正因为这样,巴哈伊教认为一切传统宗教之所以都不能做到这一点,是由于时代赋予的局限性所致,

它们只能完成当时历史赋予它们所能做到的一切.巴哈欧拉认为,人类有婴儿期、孩童期、青年期和

成熟期的发展过程,时代发展到了今天,已处于由青年期向成熟期过渡的时代,而巴哈伊教正是担当

着这一过渡时期的历史任务,其他那种各自为“政”的传统宗教都已处于过时的阶段之中,再也不能

担当人类今后的历史使命,这个重任只能历史地落在巴哈伊教的肩上,这是历史的必然结果,也是至

上至高至大至尊的上帝所赋予的历史任务,而且巴哈伊教自信能够担当得起这一历史重任,并为此

而感到荣幸和自豪.阿布杜巴哈是该教的奠基人,他在«世界团结之基础»中明确地指出:“在宗教方

面,人类炮制的教义及伦理习俗已过时并毫无生命了,不仅如此,确实它已成为人们敌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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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的责任是在这个灿烂的世纪里,探索神圣宗教的本质,寻找人类世界大同的根本实质.”(第

１６页)著名作家华伦瓦格在TheCityofMan一书中是这样评价巴哈伊教的,他说:“在所有声称

有神圣权威的当代积极宗教中,唯一毫不含糊,一心一意地为团结统一人类而做的是巴哈伊教.”(第

１１７页)

第三节　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

在巴哈伊教人类一体化的世界大同的伦理观中,最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全人类不分种族、贫

富、性别、老幼,人人都应该是平等的,因为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而且特别重视经济上的平等,这是

实现人类一体的世界大同的基础,但决不主张平均主义,因为这会挫伤人们的进取精神,不利于社会

的经济发展.巴哈伊教认为,人的能力有大小,能力强的致富的机会就多,能力弱的致富的机会就

少,这种贫富现象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合理现象,但是必须限制极端富裕和极端贫困现象的出现.

为此,巴哈伊教的设想是:一是提倡以富济贫的自觉精神;二是实行收入的社会再分配制度.巴哈伊

教告诫说:穷人是最接近上帝的,因为他们最需要上帝的救助,因而也最受上帝的宠爱.因此,要求

富人发扬仁慈之心去接近穷人,协助上帝去救助穷人,这是一种“关心自己并照顾穷人”的平等,没有

强制性的仁慈的平等是最佳的平等,被认为是“人类崇高德性和高贵品质的表现”,因此,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仁慈比平等更重要,因为极端贫困现象是要依靠富人自觉的仁慈来实现的.当然,仅仅这种

精神上的鼓励来协调贫富关系是不够的,还必须把这种贫富协调实行制度化,要有法定的“协调制”,

这种制度通过税收制来进行社会收入的再分配,以此来消除极端豪富和极端贫困的现象.巴哈伊教

遵守这种中庸之道,认为凡事都要取其中,决不走极端,只有这样,才能使富人和穷人平等相处,使有

能力的人能充分积极地发挥其聪明才智,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同时,使能力差的穷人也能过上像样体

面的日子,不至于穷极潦倒,这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协调发展也是十分有利的.由此看来,巴哈伊教所

主张的世界大同的目标,并不完全是一种空想的理想主义,而是具有一定合理的现实基础的理想,也

是人类从古至今所梦想着的理想,其中就有孔子的大同世界的理想、柏拉图的理想国、犹太教的“千

禧王国”、莫尔的“乌托邦”、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按美国«社会中的宗教»一

书的作者约翰斯通(RonaldL．Johnstone)的归类法,这似乎应该属于宗教社会主义的范畴.过去曾

出现过基督教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佛教社会主义,但都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消失了,而唯独巴

哈伊教反而坚挺而起,这是十分难得的.

强调精神文明是巴哈伊教的一贯主张,正如该教的创始人巴哈欧拉所指出的,没有精神文明的

建设就不能实现人类一体化的世界大同,为此,该教推行了一套“以精神征服全球”的战略计划.阿

布杜巴哈指出:人有两种本性,一种是神圣的和高尚的精神本性,表现出友爱、仁慈、公正,是善良的

根源;一种是低级的、尘世的物质本性,表现出虚伪、残酷、不公,是罪恶的根源.巴哈欧拉认为:东方

有注重精神文明的传统,世界的传统宗教印度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发生在东方,关注

神与人或人与人的关系,东方是精神文明之乡,但由于不注重物质文明,致使科学技术落后,社会经

济发展缓慢;而西方则与之相反,十分重视物质文明,注重人与物的关系,促使科学技术飞快地发展．

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但不注重精神文明,后来虽借助了于东方发展起来的基督教文明,但并未从根本

上改变西方轻视精神文明的传统,往往惯于用坚炮利器来征服东方.因此,巴哈伊教认为,必须把东

方的精神文明同西方的物质文明结合起来,这才能使人类一体化的进程顺利进行.在这两者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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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巴哈伊教坚持把精神文明放在首位,因为物质文明只有在精神文明的指导下才能得到正确的

发展.物质文明像人体,再美也是死的,而精神文明像人的心灵,能使人体得到活力.巴哈伊教认

为,精神文明的基础是伦理道德,而伦理道德的核心是圣灵教育,通过巴哈伊教的圣灵教育来提高人

们的道德水准,这是提高全人类伦理思想必需的神圣文明.巴哈伊教要求其成员必须在这方面作出

榜样.«隐言书»是该教的伦理核心,它要求该教成员做到:严守高标准的道德和情操,要诚实、正直、

谦恭有礼,慷慨勤奋,守中庸,不与人争执,不随便动怒,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另外,还

特别规定:禁止诽谤、挑拨离间和背人议论,凡事不固执己见,磋商时避免争论,善待他人意见,放弃

个人好恶,不能有自私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