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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一般宗教学原理，通过观察和比较，就宗教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高度

发展的现实环境下，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领域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宗

教自身生存与发展需要，以世界范围内出现宗教“衰退”和“复兴”交织的表象，以及宗教

“世俗化”的进程和“新兴宗教”为切入点进行了分析，简要阐述了“世俗化”和“新兴宗

教”产生的背景和相互的逻辑关系，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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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使世界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

化和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紧随其后的全球信息化和经济一体化的飞跃发展，更

是加速推动了这一变化进程，使得人类的文明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重建。无庸讳言，上述进程

同样也在宗教领域引起了一系列显性或隐性的深刻变化。比如在一些地区（欧洲），相信上

帝、天堂和地狱的人以及自称是教徒的人在减少，去教堂的人数锐减，传统宗教对人的吸引

呈现出“衰退”的迹象；而在美国和亚非拉地区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宗教复兴”，2002

年的一个调查显示，美国参与宗教活动的人数比例高达85%！这是宗教在干预和作用社会的

结果，还是社会的发展影响和改变着宗教呢？如果宗教只是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一样作

为社会的因素，把这种看似纷杂、矛盾的表征放到世界发展的进程中加以深层剖析，可以清

晰觑见宗教的演进总是随着社会的演进在不同程度地改变着自己，而且在这种改变中越来越

多的嵌入了世俗的要素。 

 

一 宗教的“世俗化”进程 

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是一个所谓世俗化的社会。宗教“世俗化”是社会本身的世

俗化在宗教观上的反映。“世俗化”不是一个新名词，而是一直以来宗教都在面对的、时至

今日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一般的认为，世俗化是指宗教的“非神圣化，意指传统神圣观念的‘祛魅’”，神圣象

征的退隐和神圣符号的破解，是“世界祛魅或理性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社会

生活的诸多领域逐渐摆脱宗教的影响”，而且也导致宗教本身“不得不适应世俗的价值”、

“或者仅退回到私人的精神生活领域”。当然，这种解释仅仅是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来分析

宗教的状况，而并不能因此导出“世俗化”必然会使宗教种类和数量减少的结论。因为现代

化本身所产生的问题也会导致人们对宗教的新需求，从而可能导致宗教复兴。也许我们更应

该注意到，越是在宗教复兴，原教旨主义盛行的国家，宗教越是容易出现“世俗化”的倾向，

以适应宗教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形势。前述的欧洲地区的“宗教衰落”和美国、亚非拉等地

的“宗教繁荣”，也许对“世俗化”是一个很好的注脚。现实社会影响着人们的观念，进而

影响人们对宗教的认识并做出笃信还是放弃的选择；面对人们更多的选择方向，宗教为自身

需要考量，不断的融入世俗的因素吸引更多的信徒以维护宗教的地位，无疑是一种趋势。具

体来说，“世俗化”的特征可以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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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教与社会关系的调整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结构、功能的巨大变化，使传统宗教某些教义可信的光

环渐次失色，并使宗教有逐渐边缘化的走向。今天，除了少数政教合一的国家或地区，政教

分离的原则已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所接受，教育、法律、道德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已逐步

摆脱了宗教的控制，宗教不再拥有统领一切领域的权威。在中世纪欧洲，天主教会曾一度凌

驾于社会之上，垄断教育、司法等，甚至从公元800年教皇利奥三世为法兰克国王查理加冕

开始，“君权神授”的观念就已将教权高高置于君权之上。经过“世俗化”的洗礼，天主教

在欧洲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大幅度收缩，不仅无权干涉民选政治、法律裁决、国家税收和国民

教育，甚至连自身也演变成了一个社会要素，需要接受国家管理，不再拥有中世纪时的“治

外法权”，宗教在社会中的结构性转变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就像当代世界“宗教复兴”的

种种表现，并不能否定当代社会是一个日益世俗化的社会一样，宗教“世俗化”也并非是宗

教的消解，它只是现代宗教回应现代社会的存在方式的历史发展趋势。 

 

（二）宗教与个人关系的调整 

现代社会人的角色专门化和需要的多样化，宗教在人精神生活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微妙的

变化，宗教信仰成为私人的事情，甚至基本成为精神领域内个人可以自由选择的对象，不仅

很难宰制个人生活，甚至还很容易被其他替代品所取代。有学者就曾将当今世界的宗教比喻

为是一个“宗教的超级市场”。著名的宗教学家施莱尔马赫曾经说过，“登上形而上学和道

德的最高处，你们会发现，二者的对象和宗教一样，这就是宇宙以及人性和宇宙的关系”。

正如施莱尔马赫所说，当宗教在现代社会的主要功能是处理个人情感和精神需要，而现代社

会又日趋多元化时，宗教完全可能被其他知识结构、价值观念、思想体系所取代。事实上，

除了在一些较为封闭的社会，现代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有可能今天信这种宗教，

明天信那种宗教，后天信好几种宗教的复合体，大后天不信任何宗教而改信某种哲学理论，

等等。可以说，在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层面，宗教和其他思想信念几乎处于同等的地位，人的

精神生活部分地摆脱了宗教，也许这正是许多宗教社会学家所说的“世俗化”在最深层次上

的反映。 

 

（三）宗教自身的调整 

现代社会的商品属性，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使“天堂需要”变成了“尘世需要”，对宗

教的信仰变成了“对实践理性的信仰”，金钱拜物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宗教。由是，世界

范围内的很多传统宗教都或多或少地作出了调整，在教义教规、传教活动、组织形态等方面

逐渐向世俗价值和标准靠拢。以天主教为例，它在上世纪60年代召开了“梵二会议”，提出

了“适应时代”的口号，给教会带来了许多变化，比如允许信徒直接读《圣经》，可以用本

土语言取代拉丁语做弥撒等等；不仅如此，罗马教廷还为历史上曾经迫害过伽利略等科学家

道歉，毫不避讳地向人们普遍接受的科学观念妥协。近现代的中国佛教也大力提倡“人间佛

教”等理论，这都是宗教在自我调整、力求融入社会、与时俱进的种种努力。如果不是“世

俗化”渐渐成为大势所趋，我们很难想象传统宗教会有这么大的调整。 

 

二 “世俗化”进程中的新兴宗教 

不管宗教本身还是外部世界对“世俗化”有怎样的解释，但有一点是大家共同的认识，

那就是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推动下，物质和财富极大的丰

富之后，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判断，从思维和行为方式上随着周围环境的改变也在发生着急

剧的变化。世界在变，人们需求选择也在变化，新的东西便应运而生，宗教也不例外。 



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剧烈转型，传统制度和社会结构普遍发生改变，生存环境日益错综复

杂，人们在渴望获得更多的精神安慰和心灵宁静的选择上要求也越来越多。但是在社会转型

期，尽管传统宗教正在经历着的“世俗化”更加接近现实世界，但由于教义教规的限制或是历

史的原因，传统宗教面对人们多样性需求越来越难以满足，新兴宗教在世界范围内的出现就

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或者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新兴宗教的诞生与成长，既可以说

是人们对传统宗教的一种强烈诉求，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传统宗教在“世俗化”进程中的一个

必然产物。 

 

（一）提倡宽容 

当代著名宗教学家希克认为，各大宗教都是对同一神性之光的不同折射，都部分地掌握

了终极真理；希克主张宗教多元主义，认为宗教对话和宗教和平关系的建构本身需要参与到

现实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的互动之中。新兴宗教应该说是“世俗化”的伴生产物。

新兴宗教一开始就认识到世界范围内的宗教生态已经日趋多元，在强制人们信从的宰制力量

和排他性的权威尊崇以及批评其他宗教的至高地位等方面，传统宗教的话语权逐渐减弱。有

鉴于此，新兴宗教从总体而言大都更为宽容，以适应新的生存环境。比如巴哈伊教就认为“宗

教同源”，各大宗教都是同一宗教永恒真理的不同阶段，宗教不应成为对抗与冲突的根源。

此外，新兴宗教包容的对象甚至还扩展到了科学。宗教与科学的相互关系问题是一个具有重

大理论和实践价值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讲，今天称为科学的东西应该说主要是在基督教文明

的西方诞生的。因此，追溯科学的发展显然无法回避科学与宗教的历史渊源，也可以说，宗

教内部本身就有导致科学发展的因素。巴哈伊教创始人就特别强调宗教与科学结盟的重要性，

反对盲从，鼓励独自探索真理，认为上帝赐给人类最伟大的礼物就是理智，巴哈伊教徒要运

用理智来研究所有的存在现象，包括那些属于精神的本质，而其研究的工具是科学的方法，

没有科学的帮助，宗教容易陷入迷信的困境等等。 

 

（二）强调服务 

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大多数社会中的宗教不太可能获得“国教”的地位并借此发展自己。

“世俗化”已经使政教分离成为处理宗教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原则，大多数较为成功的新兴宗

教都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法治社会的要求。宗教组织实际上也

可以称之为“信仰型社会组织”，完全可以利用它们灵活的组织形式和自愿特点，充分发挥

其他社会组织没有的社会功能，起到包含了社会服务内涵和福利互助特征的更加重要的社会

自我服务功能以及应有的社会协调功能的作用。如巴哈伊非常热心服务社会，尤其重视发展

教育，这既包括宗教教育，也包括世俗性的科学知识教育和人文教育。巴哈伊教认为，宗教

应该增进人类幸福，经济社会发展是人类幸福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教育则是实现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关键之一，只有大力发展教育，才能实现人类进步，才有可能踏上通向上帝之路。

为此，巴哈伊教一直不遗余力地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教育实践，在巴西、印度创办了万

邦学校，在玻利维亚创办了努尔大学等等；客观来说，新兴宗教开展的这些活动不同程度的

推动了当地社会的发展，也为自己拓展了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 

 

（三）应对现实 

现代化进程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各种新问题和

新挑战，给个人的精神生活带来了新的压力和困惑。比如城市的繁华和便利，使社会流动性

增强的同时，无限扩张的城市规模也会使人产生可怕的孤独；激烈的竞争为社会和个人创造

了巨大财富，但个人命运变得越发不可捉摸而日益困扰越来越多的人；互联网、现代通讯技



术使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距离近在咫尺，可人们能够从现实社会中获得的情感越来越少；平

等、自由、宽容的观念通过教育普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入人心，但个人价值体现及消费主

义观念也充斥着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使传统的价值标准面临危机等等。 

在现代化的条件下，宗教要体现人类对灵性世界和精神需求的终极关怀，体现人类探索

世界和自身的不懈努力，为人们提供精神或心理“治疗”，更好地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

势必需要更加积极地思考和应对现实问题，在教义中给出适当的阐释和解决方案。如巴哈伊

教在宗教与现代化接轨方面做了许多探讨。巴哈伊教认为，由于人类社会的演进，除了各宗

教共同涵盖的一套基本的、永恒的真理外，各宗教的组织形式、礼仪律法等，均须随着时代

的不同而更改。面对现代化加剧贫富两极分化的现实，巴哈伊教从上帝独一、宗教同源、人

类一体的基本教义出发，提倡用精神途径解决经济问题，并由此发展出了平等的经济思想，

倡导以灵性的力量、精神文明和新商业道德模式推行合作制和调节制，让全人类在上帝创造

的大家庭中同享完美的幸福；针对艾滋病蔓延、现代社会腐败滋生、公义沦丧的现象，巴哈

伊国际社团还发表了《艾滋病病毒/艾滋病与性别平等——转变态度和行为方式》以及《在

公共机构中抵制腐败与确保公正：巴哈伊观点》等多篇文告，从自己的教义出发，积极探索

医治现代社会弊病的良方，这也是巴哈伊教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取得惊人发展的重要原因。 

199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第二次“世界宗教议会”，是一次被宗教社会学家普遍视为 

“世俗化”的宗教盛会。会议发表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该宣言肯定了各个宗教应该遵

循的“坚持一种非暴力与尊重生命的文化”、“坚持一种团结的文化和一种公正的经济秩

序”、“坚持一种宽容的文化和一种诚信的生活”、“坚持一种男女之间的权利平等与伙伴

关系的文化”等四条几乎与世俗价值观念等同的原则，包括巴哈伊教在内的几乎所有宗教都

签署了这个宣言。对此，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世俗化”是新兴宗教缘起的背景，“世

俗化”又是新兴宗教健康发展必须尊重的客观规律，只有把宗教信仰和“教义”上的分歧搁

置起来，尊重对人类行为有普遍指导价值的世俗原则，宗教才能实现彼此间的和谐并以此和

谐赢得更广大的信众；宗教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并因自身发展而增添人类的幸福，也因此，

宗教也才能有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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