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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以巴冲突中的宗教因素(节选)∗



韩剑英

在我们上述所说的三大宗教①外,以巴地区还有另外一个在伊斯兰教巴布教派基础上新兴的、

世界性、一神教“巴哈伊教”,该教是１９世纪中叶由伊朗贵族巴哈欧拉创立的,其称谓得自巴哈欧拉

之名,意为“荣耀”,本世纪内获得迅速发展,现在全世界信徒已超过６００万.巴哈伊教总部设在以色

列海法,称“世界正义院”,又称“万国总灵体会”.海法市在以巴地区是最为和平的一个城市,不论是

阿拉伯人、犹太人,不论是信奉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巴哈伊教,也不论是传统派或世俗派,在

这个城市都彼此宽容,和睦相处,而不是矛盾重重,互相排斥,是实现宗教和解的一个理想城市.

巴哈伊教继承和发展了伊斯兰教以及其他一些宗教思想,它把亚伯拉罕、摩西、佛陀、琐罗亚斯

德、基督以及穆罕默德都称为往圣,认为巴哈欧拉是最新的一位圣者.宣扬全人类同是一族,而天下

团结、构成一个全球性社会的时代已经来临,核心教义是上帝唯一,宗教同源,人类一体,天下一家,

强调以下原则,自主寻求真理,人类团结,宗教应带来友爱和睦,克服宗教、种族或派别的一切偏见,

世界和平,视人类为一个全球性的家庭,地球就是万民同一的家乡等等.

巴哈伊教继承了伊斯兰教彻底的一神论立场.从安拉的独一性方面来说,巴哈伊教与伊斯兰教

是基本一致的,但也有不同.总括起来,巴哈伊教与伊斯兰教的明显差别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巴哈伊教否认穆罕默德是“封印使者”,认为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个先知做代表,引领人类不断前

进.２巴哈伊教主张先知是人与安拉之间的中介,人们不仅要服从安拉的戒律,也要接受先知的引

导,服从宗教领袖的领导,而伊斯兰教不允许任何一个人超越凡人之上,处于普通信徒和安拉之间,

穆罕默德也不能例外.３伊斯兰教不设国际中央教义机构,巴哈伊教却设立国际最高机构世界正

义院,以协调和管理全世界巴哈伊的行政事务和教务,在巴哈欧拉一切没有明确提及的事情上立法,

并且有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更自己的立法,这样就使得巴哈伊律法具有弹性;而非墨守成规.

４伊斯兰教有严格的念、礼、斋、课、朝五大宗教功课,提倡集体主义原则.巴哈伊教则主张简化宗

教仪礼习俗,甚至可以取消,强调宗教生活个人化.５伊斯兰教提倡穆斯林皆兄弟,教内人人平等,

巴哈伊教则明确主张全人类要实现大同,要组织一个全球性的超级政府.他们认为全人类的统一是

可以达成的;具体实现需要通过七个领域的统一:政治领域的统一、世界性事业中思想的统一、自由

的统一、宗教的统一、各民族的统一、人种的统一、语言的统一.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巴哈伊教吸收了１９世纪以来的各种社会思潮,具有更加现代化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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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为简化的宗教仪式,更为宽容、开放和世俗化,特别是它顺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追求全人

类的和谐统一,表达了人类共同的理想,所以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取得了惊人的发展,是值得肯定

的.然而,巴哈伊教试图用一种新的宗教形式来取代其他宗教形式的解决办法,否认了文化和宗教

的多元性,否认了差异性的存在意义,显然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在当代新民族主义、新国家

主义呼声日趋高涨的今天,恐怕更是不可能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