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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土上又一朵宗教之花
∗



高秋福

初次得悉,确实感到有点匪夷所思.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皆奉为圣土的以色列,竟还创立有另一

种宗教.这种宗教的创立者,不是犹太人,也不是阿拉伯人,而是波斯人.波斯人创立的宗教,其神

殿和总部不在现今的伊朗,而是伊朗视之为寇仇的以色列.

这是我在以色列西北部海港城市海法所亲见.海法位于地中海东岸,背靠海拔４８０米的卡梅尔

山.在面对大海的山坡上,建有不少美丽的花园.其中有一个碧草如茵、绿树连枝、浓荫遮天,称为

波斯花园.花园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园子深处有一座同波斯人密切相关的神殿.神殿是一座四

层的塔形建筑,下面三层是白色,四周有高大的拱形门楣.最上层是金光闪烁的圆锥形穹顶.原来,

这是１９０９年由波斯人修建的巴哈伊教的神殿.里面埋葬着这个教派的先驱、波斯人巴布的遗物,还

有这个教派创始人、波斯人巴哈哈拉的长子和继任人阿巴斯艾凡迪的遗骸.

巴哈伊教是伊斯兰教诸多教派长期争斗的产物.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去世以后,穆斯林社

会在谁应继承他的事业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分歧起初导致上层社会分裂,最后导致穆斯林之间发

生战争,使伊斯兰教分裂成逊尼和什叶两大教派.逊尼派占据主导地位.什叶派属于少数,但派系

却相当多,相当复杂,且不断分化,形成众多的支派.其中,一个支派宣称,伊斯兰教救世主,隐遁的

第十二代伊玛目马赫迪将重返人间,革新伊斯兰教,消除人间不平.这个支派被称为十二伊玛目派,

流行于现今伊拉克南部以纳杰夫为中心的地带,并在１０世纪中叶之后的上百年间实际上控制了巴

格达的哈里发政权,这个教派不断扩展自己的势力和影响,１６世纪初在邻国伊朗被刚刚兴起的萨法

维王朝奉为国教.

１９世纪初,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波斯发生激烈政治动荡,各种思潮纷起,宗教上也出现改革的要

求.这时,十二伊玛目教派开始分化.１８４４年５月,在西南部的设拉子,棉农商人出身的米尔扎

阿里穆罕默德宣称,隐遁的伊玛目与其信徒之间存在一个中介“巴布”(信仰之门),他自己就是巴

布.随后,他又宣布,他是救世主马赫迪,其使命是铲除人间的不平,创立平等、公正、幸福的“正义之

国”.他的这一宣告很快传播到伊朗各地,被称为巴布教派.政府和传统教士皆视巴布教派为“异端

邪说”,严厉打击和镇压,将巴布本人投入监狱.巴布的信徒与１８４８年发动起义,武装反抗封建王朝

的统治.１８５０年,巴布被处死,其信徒有两万多人遭屠杀,还有更多的则遭到关押和流放.


∗ 原载高秋福:«别样风情是中东»,新世界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原文有图,此处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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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布的众多信徒中,有一个叫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出身豪门大户,仗义疏财,深得民心.

起义失败后,他逃到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格达.１８６３年４月,他宣称自己是巴布生前预言的“巴

哈伊”(真主的光辉),生前指定的真主的“新使者”,并自称“巴哈安拉”.他这一宣布又引起巴布教

派的分裂,其追随者遂另立新教,称巴哈伊教.奥斯曼帝国当局担心创立新教会引发新的冲突,遂将

巴哈安拉遣送出巴格达.１８６８年,巴哈安拉从君士坦丁堡被押送到巴勒斯坦东北部地中海沿

岸的阿卡.在阿卡被囚期间,他撰写了后来被称为巴哈伊教经典的«至圣书»和其他一系列著作,将

巴布教派的教义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他的信徒尊其为继亚伯拉罕、佛陀、基督、穆罕默德

之后“新近出现的先知”.１８９２年,他客死在阿卡附近的巴赫基.他的长子阿巴斯艾凡迪执掌教

门,称为阿卜杜拉巴哈,全权负责诠释其父的精神遗产.从此,巴哈伊教的神学主张逐渐形成体

系,影响越来越大.

人们对巴哈伊教始终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它不过是伊斯兰教什叶派中的一个支派.但其

信奉者却认为,巴哈伊教虽然起始于什叶派,但巴哈安拉及其继任人在吸收作为母体的伊斯兰教

的基本教义的基础上,又吸收其他宗教的合理教理,还与时俱进,吸收其他各种合理的社会思想,已

使巴哈伊教发展成为一个像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那样独立的新兴宗教.

巴哈伊教的核心教旨是:上帝唯一,宗教同源,人类一家.所谓“上帝唯一”,是指巴哈伊教是唯

一神教,认为神是独一无二的、全能的、超自然的精神实体.所谓“宗教同源”,是指巴哈伊教倡导普

世宗教思想,认为世界上各种宗教对神灵的称谓有上帝、安拉、佛陀、真主等不同,但神灵本身只有一

个,所有宗教实际上是“名异实同”.所谓“人类一家”,是指世界上所有的人,不分国家、民族、阶级、

信仰、文化,都是神灵的儿女,理应相亲相爱,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全球一体的大同世界.巴哈伊教主

张积极入世,服从政府领导,为国家利益服务,不参与政治活动,反对暴力,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巴哈伊教要求信徒培养良好的品德,主持正义,男女平等,一夫一妻,普及教育,自食其力.

巴哈伊教将伊斯兰教繁杂的宗教礼仪简化,主张每天只在早、午、晚做三次简短的礼拜.教徒可

以自行祈祷,祈祷形式不拘,所诵经文可以是本教的经典,也可以是«圣经»、«古兰经»或其他宗教的

经文.巴哈伊教没有专职教士,认为人类已经进入成熟期,每个人都能解读圣训.因此,它组织人将

圣训翻译成８００多种语言,让信徒通过读经、祈祷、自省等方式自主解决精神上和生活中遇到的问

题.巴哈伊教规定,任谁都可以发展新教徒.新教徒入教不举行洗礼或其他仪式,只要坚信教理,填

写个表格上交灵体会即可.在日常生活中,巴哈伊教不反对舒适和豪华,但反对行乞苦行和禁欲主

义,认为神灵最痛恨无所事事的闲人和不劳而食的乞丐.

巴哈伊教的这些宗教与社会主张,既符合１９世纪与２０世纪之交人们普遍寻求社会变革的心

理,也没有触动各国当权者的现实利益.因此,除在伊朗被视为“异端”和“非法”之外,巴哈伊教在世

界各地得到迅速而顺利的传播.当年,阿卡及其附近地区,居住的大多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

他们很容易接受这种同伊斯兰教教义相近的巴哈伊教教义.从他们开始,巴哈伊教很快传播到奥斯

曼帝国统治下的土耳其、埃及、北非、高加索等地.２０世纪初,阿卜杜拉巴哈出游欧美,又将巴哈

伊教传播到美国和西欧各国.这样,一个脱胎于伊斯兰教什叶派、历史只有上百年的教派,逐渐发展

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性的新宗教.据海法神殿散发的一本中文小册子宣称,现在,在全世界两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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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多个民族和部落当中,巴哈伊教已有信徒五百多万.巴哈伊教在联合国总部派驻有代表,是联合

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儿童基金会的合法成员,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

在海法参观巴哈伊教神殿时,我同来自美国和黑非洲的两名工作人员进行过交谈.原来,巴哈

伊教虽然没有专职教士,但却建有严密的教务体系.凡是有九个以上教徒的地方,都建立基层组织

地方灵体会.地方灵体会较多的地区和国家,则建立总灵体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建有中央教会总

部,名叫世界正义院.从神殿花园出发,沿着卡梅尔山的山道盘旋而上,在不太陡峭的山坡上,我看

到一大片白色的建筑物.其中规模最大者,白墙、白柱、白穹顶,威严而壮观,这就是世界正义院的大

楼.正义院成立于１９６３年,由世界各地的信徒选举的九名成员组成,每五年改选一次.它是巴哈伊

教的立法机构,指导全世界巴哈伊教的精神和行政事务,保护世界上所有巴哈伊教的圣地和资产.

大楼左方是巴哈伊教国际教学中心,右方是巴哈伊教经学研究中心和国际档案馆.这些机构连同神

殿、圣墓都集中在卡梅尔山上,卡梅尔山在巴哈伊教徒的心目中已成为一座圣山.据了解,从世界各

地到这里朝拜、讲经、研习的,每年有几十万人.

巴哈伊教的神殿相当于伊斯兰教的清真寺,有个专名叫“灵曦堂”.巴哈伊教认为,上帝的名字

只能在清晨的曦光中呼唤,然后对其膜拜.呼唤与膜拜的地方因此称为灵曦堂.现在,全世界共建

有灵曦堂八座,分别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威尔迈特、巴拿马的巴拿马城、德国的法兰克福、乌干达的

坎帕拉、澳大利亚的悉尼、西萨摩亚的阿皮亚、印度的新德里和以色列的海法.这些灵曦堂是世界性

的膜拜神灵之所,是巴哈伊教在世界各地的神殿的母堂.我曾有幸参观过其中的四座.我发现,不

同国家的灵曦堂建筑风格不同,但主体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一个穹顶,穹顶呈九面形.据说,巴

哈伊教认为,“九”是一个具有神秘特性的数字,代表人类生活的丰富多彩,而“一”则是表示多彩的万

物终归一统.最早的灵曦堂于１９０７年修建在现今的土库曼斯坦,后被苏维埃政权没收,改为美术

馆,１９４８年大地震时坍毁.悉尼、坎帕拉和海法的灵曦堂都是后来建造的,拱顶由九块金色的弧状

体拼成,酷似清真寺.新德里的灵曦堂可能是受佛教建筑的影响,九块弧状体形成一个盛开的莲花

状.修建在坎帕拉基布利山上的灵曦堂,当地人称为基布利清真寺.大概是由于乌干达的巴哈伊教

徒并不太多的缘故吧,我发现,祈祷的人很少,灵曦堂显得相当寥落.新德里的灵曦堂则总是人群熙

攘.但是,仔细分辨一下就可发现,这些人大多不是巴哈伊教的信徒,而是看热闹的旅游者,因为灵

曦堂对所有的人都开放.

以灵曦堂为支点,世界各地,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巴哈伊教,现在都经办诊所、医训班、托儿所、

养老院等福利性设施.有的还经营农技培训、植树造林、工艺制造等项目,为当地培训人才,提供就

业机会.还有的开办学校、识字班、保健班、戒酒班,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高道德水平.这些表明,

巴哈伊教越来越世俗化,因而也越来越受到普通百姓的欢迎.

海法是以色列仅次于耶路撒冷、特拉维夫的第三大城市.在１９４８年爆发第一次阿以战争之前,

这里有人口５万,基本上都是阿拉伯人,但战后大多逃离.现在这里的人口增加到２５万,绝大多数

是犹太人.这里的巴哈伊教信徒大约上千人,基本上都是阿拉伯人.他们遵照教规同犹太人和平相

处.他们在海法的神殿,经过十年多修整,到２００１年５月焕然一新,成为一个从卡梅尔山脚起有十

九个阶梯的壮观而美丽的大花园.阿卡是海法北边二十多公里处的一个小海港,巴哈伊教创始人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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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安拉曾在这里被囚禁、生活二十四年.他的故居和陵墓在小城的北区,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

轮流义务照看.

巴哈伊教发端于伊朗,扎根于以色列,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地.巴哈伊教被称为继犹太教和基督

教之后“绽放在以色列这片古老圣土上的一枝新的宗教之花”.在巴哈伊教徒的心目中,阿卡就像耶

稣诞生地伯利恒,海法的卡梅尔山就像耶路撒冷的圣殿山,是“一个新兴宗教的圣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