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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宗教的特征及其
发展趋势(节选)∗



罗伟虹

在新宗教的发展过程中,受到社会关注的是其良性发展和恶性发展的两种后果,它们形成了两

种完全不同的结局.比较它们的发展过程及对社会的作用,是十分有意义的.

新宗教发展取得成功的典型有巴哈伊教、摩门教和创价学会等.巴哈伊教是１９世纪中叶创立

于伊朗的“巴布教”的一个支派,源于伊斯兰教什叶派.巴布教的创始人巴布(原名赛义德阿里

穆罕默德)于１８４４年开始公开宣教,巴布教派以«默示录»取代«古兰经»,宣扬信徒通过巴布能直接

获得真主的知识,简化宗教仪式,并提出“一系列适应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改革社会的主张”.巴布因

积极的传教活动和提出改革社会制度的主张,对伊朗官方教士的地位与国王的统治形成威胁,于

１８４７年被捕,并遭杀害.巴哈伊教的信徒亦遭镇压,财产被没收,上万名信徒先后被杀,躲过劫难的

信徒纷纷逃往国外.巴布死后,他的继任者巴哈欧拉(原名米尔扎侯赛因阿里)继续领导教派活

动,他自称是“真主应许要来的人”,是上帝的新使者,创立了巴哈伊教.但他的传教活动同样遭到伊

朗政府的镇压,他本人最后被囚禁在巴勒斯坦阿卡的监牢中.巴哈欧拉在狱中和以后十年的流放期

间,写下了大量著作阐述巴哈伊教的主张,还不断给一些国家的君主和统治者写信,提出他的新宗教

信仰和政治主张,如抛开宗教偏见,实现全人类的团结,建立和平与正义的社会秩序,等等.巴哈欧

拉受到大部分巴布教徒的拥护,到了晚年,他的信徒有几十万人,大部分居住在中亚、北美等地.

１８９２年巴哈欧拉去世后,他的儿子阿布都巴哈被指定为巴哈伊教的领袖和巴哈伊思想的阐述者,

他从小跟随父亲过流放的生活,深受巴哈欧拉的思想影响与宗教熏陶.他在被指定为继承人时还处

在监禁中,直到１９０８年土耳其革命爆发时才获得自由.阿布都巴哈熟悉各种宗教的典籍,思维敏

捷,能言善辩.此时巴哈伊教虽在伊朗遭迫害,但在中亚、中东、南亚、北非等地已逐步得到发展.阿

布都巴哈进一步把巴哈伊教推向欧洲与北美,他不断到欧美各国旅行,向西方国家不同宗教信仰

的人宣传巴哈伊教教义、思想和社会主张,并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这些人中有不少后来成为巴哈伊

教的信徒.到１９２１年阿布都去世时,巴哈伊教已经在３３个国家和地区有了信徒,许多地方还成立

了巴哈伊社团,有了自己的实体,一个新的、独立的宗教开始出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巴哈伊教

信徒大量增加,其成员达１００万之多,大部分居住在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伊朗,还有非洲、拉丁美洲

等地区.据统计,现在全球的巴哈伊信徒有５００多万,分布于２０５个国家与地区.

巴哈伊教在创立过程中,不断经历领导人被关押、杀害、遣送以及教派的内讧、分裂,但最终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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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发展,成为最为活跃的新兴宗教之一.究其发展的原因,有两方面是值得注意的.在教义方面,

巴哈伊教的宗教思想主要来源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但表现出更强的包容性、开放性和普世性.其

基本教义为:上帝独一、宗教同源、人类一家.从这一教义思想出发,巴哈伊教以建立大同社会为目

标,提倡世界和平,种族平等,积极关心世俗社会问题,反对贫富两极分化,主张男女平等,重视教育.

巴哈伊教教义简明,礼仪简化,关注社会,强调伦理,重视实际行动,对现代社会有较强的适应性,对

各阶层的人士有一定的吸引力,它也能包容各宗教的信徒,因此发展很快.在组织方面,巴哈伊教曾

多次面临教内争夺领导权而产生分裂.巴哈欧拉去世前,指定其长子阿布都巴哈为合法继承人,

阿布都巴哈又指定其长孙索基爱芬迪为接班人,但爱芬迪于１９５７年突然逝世,家族中没有后裔

可以继承.巴哈伊教突然中断了传统的家族继承制,只得由２７位“圣辅”承担起管理巴哈伊教事务

的责任.１９６３年,“圣辅”们经过协商,决定召开第一届世界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来自世界各国

的５６个代表投票选举出第一届“世界正义院”的９名成员,世界正义院成为巴哈伊教的最高权力机

构,领导成员每５年选举一次.巴哈伊教的管理从教主统治、家族继承到民主选举,组织制度发生了

根本变化,标志着其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现在巴哈伊教有从地方、国家直至世界性的完备的

组织体制,有一些专门的机构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