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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交流有关建立内心和谐的想法和经验。巴哈伊社团在这方面有约 150年的

经验可以借鉴。我们希望呈现的不是一些口号和花言巧语，而是基于巴哈欧拉连贯一致

的知识体系之经验。然而，这些应被看作是我们的学习经验，我们并不声称我们能够回

答会议上或者其它地方提出来的问题, 巴哈伊仅仅是学习摸索怎样将巴哈欧拉的启示应

用到我们的现实社会.这些经验的核心是在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同时构建内心和谐来

改进我们本身。巴哈伊信徒来自 200多个国家和地理区域的不同社会阶层,有王室成员，

农民、科学家、法官、老师，学生，家庭主妇，几乎是这个星球上的人类种族的每一位

成员。所以巴哈伊的经验具是世界性的，也是一个很好的全人类集体经验的代表，巴哈

伊社团不但是全球性的，而且还是一个不断成长壮大的社团。这绝对不是一个转瞬即逝

的潮流。 

我对巴哈伊信仰的知识做了有限的分析而得到的初步见解是 -- 如果我们要建设内心

和谐我们应该注意以下七个原则，他们是： 

1． 高贵的原则 

2． 精神法则 

3． 人类一体原则 

4． 有远见原则 

5． 服务的原则 

6． 恢复和发展的原则 

7． 为美吸引的原则 

巴哈欧拉说：人被创造是高贵的，这种高贵是不分社会阶层和人种的，每个人都可以

选择成为高贵的一员。但对一个高贵的人来说，仅仅有良好的行为是不够的，它必须建

立在一定理解的基础之上，强调要先获得知识，然后行动。原因很简单：“一个盲人尽

管创造了一件奇妙而又精美的艺术品，但是他目睹艺术品之美的机会被剥夺了。。。。

乌云降雨，玫瑰和风信子在成长，草原和绿地，花园和树木变绿并进而开花结果；但是

它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一切的起因和结果。灯被点亮了，但是因为它对自己的存在没有意

识性的感知，它们也并不为之而感到喜悦。但是，一个品行优秀举止文雅的人，无论他

从看到灿烂光芒的地平线在哪里，它无疑会进步的。这里就是差异的所在。信仰首先指

的是明悟之知，然后是善行之举。” 1 

来自全世界巴哈伊信徒的经验源于两大知识系统：科学与宗教，事实上，巴哈伊

视：“宗教和科学是人类的智慧得以凌空翱翔的两只翅膀，有了它们，人的心灵就能进

步。单靠一只翅膀是飞不起来的，倘若只用宗教之翼去飞，就很快堕入迷信的深渊。倘

若只用科学之翼去飞，不仅同样不能进步，反而还会载进唯物主义的绝望泥潭。同样

的，要是宗教违背了逻辑原理，那它就不再是宗教，而是一种传统了。”2 

 



我建议用合理的推理去检验宗教对建设内心和谐所作的贡献。作为一个开始，我认

为我们首要解决的问题是人的本性是什么。没有这样的共识，我们不可能谈及人的内心

和谐。巴哈伊信仰挑战我们去重新思考我们所相信的：我们仅仅是一种文明的高级动

物。它声称我们不是动物。可以肯定地说：“人的荣耀在于人与动物的区别。” 
3
 

“将人跟动物区分开的人性灵就是理性灵魂，而这两个名称—人性灵及理性灵魂-指

的是同一事物。”
4
 

现在我将简单地解释一下我对人类的灵魂的一些方面的理解，同时，我也想阐明灵

魂、心智和肉体之间的联系与差别。 

“人的灵魂应该比喻成这个太阳，世上的万事万物则有如人的躯体。只要没有外在

的阻碍介入其间，人的躯体将全面地继续反映出灵魂的光亮，并且得到其力量的支助。

然而，一旦在这二者之间插入一块纱帐，光的亮度便显得微弱了。再想想看，当太阳完

全被云层遮蔽住的时候，虽然它仍旧照耀着地球，但是地球所收取到的光亮却大量地减

少了。非要等到云层消散之后，太阳才能再次以其充分的光芒照耀着地球。云层的存在

与否并不能影响到太阳固有的光辉。人的灵魂应该这样解释：它有如太阳，照耀着人的

躯体并且赋予其生气。”
5
  

“肉体需要栖身之所，而灵魂不需要空间，空间是物质的特征，非物质的是不需要

空间的。灵魂，就如心智一样，是抽象的。智力虽然与大脑有关，但不具有空间的特

征，尽管智力与人的大脑有依存关系，探究大脑你找不到智力的影子。同样的道理，尽

管灵魂与人的身体关系紧密，但你却在肉体内找不到灵魂的踪迹。 

人死了，灵魂与肉体的关系也就终止了。镜子可以反射太阳的光亮和荣耀，但太阳

并非住在镜子里，太阳光并不会进入和离开镜子，不过人可以从镜子里看到太阳。同样

的，灵魂也通过肉体来表现的。镜子被打破了，太阳不会消亡。肉体就像是暂时的镜

子，灵性的灵魂是不经历变化的，就像太阳永恒不变一样。即便是在梦境中，身体的特

征是受限制的，但灵魂却能在所有的领域中看、听和说，所以灵魂是不会因肉体的腐烂

而受影响。”6 

“人类能掌握普遍概念并能揭示创造界的奥秘”7 通过大脑来表现灵性的力量，如

想象、思考、领悟、记忆力等，我们称之为心智。 

“心智是人灵的力量，灵魂是灯，心智则是从灯所发出的光。灵魂是树，心智则是

果。心智是灵的完美表现， 是灵的根本特质，就像太阳之光为太阳的必然要素一样。”
8
 现在，我想把话题转到就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那种个人内心的挣扎，这种挣扎在所有

人中都是常见的。“人有两种本性：一种是精神的或较高尚的本性，另一种是物质的或

较为低下的本性。前者使他接近上帝，后者使他只为俗世利益而活。这两种本性的各自

特征都可以在人类身上发现。人的物质本性所表现出的是虚伪、残忍和不义；这些均出

自其较多低下的本性。而人的神圣本性所表现出的则是爱、宽恕、善良、真诚和公正。

这些都是较为高尚本性的表达。所有良好的习惯，每一个高贵的品质都属于人的精神本

性。相反，所有不完美的和罪恶的行为都出于人的物质本性。如果一个人的神圣本性压

倒了人的本性，那么他就是一个圣人了。 

人能够行善，也可以作恶。如果一个人行善的意愿占上风，作恶的倾向被征服，那

么这个人确实可以被称为圣人了。相反，假如他违背了上帝，任由邪恶的欲望摆布自

己，那么，他就与禽兽没什么两样了。”9 



“人类的物质本质是躯体进化的产物，它的根本目的就是生存。虽然这种本质对他

生活在这个世界是必须的，但如果让它控制他的意识，它就会让他表现出不公平、残酷

和个人主义。”
10
 

“人处于物质的最高级和灵性的最初级，也即，他是不完美的终点和完美的起点，

他处在黑暗的终结和光明的初始，以致于有言道：人的情形有如夜之末，昼之初，意思

就是他具有所有不同层次的缺憾，并拥有各种程度的完美，他既有动物的一面也有天使

的一面，而教育者的目的就是要培养教育人的灵魂，使得他天使性的一面能战胜其动物

性的一面，假如人内在的神圣力量——也就是其本质性的完美，战胜了邪恶的力量——

也就是绝对的不完美，那么，他就会成为万物中最优秀的生灵；但如果邪恶的力量胜过

了神圣的力量，他就会成为万物中最卑贱的造物。所以说人是不完美的终极和完美的开

端。存在世界里再没有任何别的物种像人类这样，同时包含着如此这般相异、互相对

比、互相矛盾又彼此对抗的两面。”
11
  

巴哈伊圣作里有许多关于人内心的冲突、不和、斗争的例子和暗喻。但是我们必须

辛勤地去破除动物性的状态，直到人的真正意义醒目于世。除非这种具有动物性倾向的

斗争已经得到控制，人内心的挣扎将会一直在进行。换言之，除非首先理解了：这种挣

扎是每个人与生俱来所拥有的，没有任何人可以豁免，它将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阶段发

生，当然，每个人的挣扎是不同的。但我们每天所作的选择决定了我们是在增强我们灵

性的领悟力还是在增多肉体的肌肤. 

事实上，人被创造是高贵的这一事实是由人类自身的高贵品质来证明的，高贵的品

质之一----诚实，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特征，确实很难想象一个不诚实的人如何能达到内

心的和谐呢? 

不过，我们还是需要努力的，“人好比一座满藏无价之宝的矿山，唯有教育才能使

其宝藏毕露，人类才能因而获益。”12 圣人提醒  “我们， 每个人的能量已被注定，然

而你的潜能要靠自己的意志才可以发挥出来。”
13
 

从巴哈伊的圣文很清楚地看到，我们要赢得这场内心挣扎之战就必需以宗教作为推

动力和知识的源泉，如上文所提及的。 

“宗教是一种社会力量。他写道：“为建立世界秩序，为建设全体人类的和平幸

福，宗教是最理想的方式。”在谈到宗教的衰落和腐败时，他写道：“一旦宗教的明灯

变暗，混乱与迷惑将接踵而来；公平、正义、安宁与和平之光将会熄灭。” 其后果，在

巴哈伊教的经典中叙述如下：“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本性的腐化，人类行为的堕落，人

类社会机构的腐败与解体，都会达到最严重、最恶劣的地步。人类的品格被贬低，信心

被动摇，纪律的中枢松弛，良心之声寂然无息，正直与羞耻感暧昧不明，责任，团结，

互惠与忠诚的概念被曲解，同时和平，欢乐与希望的热情渐渐消失。”14 

在此我们需要理解宗教的真正本质和它的作用是培养内心的和谐来建立一个更美好

的社会。我们需要很清晰的认识到：我们除了对自然界和社会界的法则有一个正确的认

识和外，我们也要对精神法则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特别是在当前，我们就如何建设内心

和谐这一事实。就拿诚实做一例子来说，你也许想知道在这个 世界上谁愿意为了仅仅是

捍卫诚实这一品质而放弃生命。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加深认识到诚实的内在影响力的话,

我们多数人也会这样做的。正如我们不会尝试着去跳楼，因为我们都知道地心引力的作

用。巴哈欧拉还启示了一些别的有益于我们的精神原则，如：背后说人坏话能扑灭心灵

的光辉，仁慈的言语乃是人心的磁石，繁荣的基础是分享，真正的自由是服从上帝的律

法等等，这就是我要提到的第二项原则。 



下面我要提到的是，人是通过参与构筑繁荣社会来保持内心和谐的。仅仅保持这种

内心的宁静是没有意义的。毕竟，个人的发展是与他的周围环境紧密联系的。“人与世

界是有机联系着的。他的内心生活塑造了环境，同时又受到环境的深刻影响。一个作用

于另一个以及人生中的每一个持久变化乃是这些相互作用的结果。” 
15
 

在我简短描绘一个繁荣社会的特征前，请允许我说一下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性，以便

我们能更好的理解大家共同努力的时代背景。  

“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里，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目睹了通过彻底改革或革命

扫除旧体制的现象。这些有意识地改变社会的尝试往往是特别高尚和值得赞美的，尽管

它们有时是用武力实现的。但历史证明，这些尝试一般说来都未能产生创新社会必需的

目的感、价值观和行为标准。因此，几十年来人类一直生活在危机状态中，而且这种危

机似乎每天都在加深。当然，在所有危机中，我们常能听到传统主义者把过去传奇化并

劝告我们回到老路的声音，可是事实证明，把过去的标准用于现在是不可能的。因为这

段时期释放出来的力量已经推动了变化的进程，而且显然是不可逆转的。审视现代历

史，我们必然会得到一个结论：面对变革时代的挑战，旧的道德准则和信仰体系已证明

是完全不合适的。因此，当我们探索道德教育新进程体系的原理时，我们必须首先问自

己：人类社会巨大变革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有什么重大意义？能够帮

助我们理解其意义的基本理念是什么？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重要阶段，在社会内部作

用的巨大力量是什么？ 

在人类的生命周期中，一个人在步向成年期的转变之前要经过婴儿期 

幼年期和青年期。如果我们承认人类在其整体成长过程中也经历了相似的阶段，并且承

认人类刚走过幼年期，正站在通往成熟期的门槛前这一观点的话，那么我们就会非常明

了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流行于现今社会中的骚乱和剧变则可视为青春期——即转

变期的特点。当然，成熟的开始也会带来新的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因为幼年的态度、

思想和习惯已不适合，抛弃青年期的行为方式、发展那些能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品质和能

力是当前人类面临的挑战。 

我人为在这历史时刻，必须考虑到的力量是与两个并列的方法相关联的。实质上第

一个方法是毁灭性的，而另一个则是统合性的。毁灭性方法的作用明显地表现在以下现

象中：种族仇恨和民族主义的上升；恐怖主义和暴力的蔓延；家庭的破裂；人类关系的

衰败；怀疑和恐惧的增加；对虚荣和被误导了的“愉悦”的贪得无厌。虽然，毁灭性的

方法是消极和激烈的，但随之而来的力量却有助于瓦解阻挡人类走向成熟的障碍。 

上述毁灭性的方法是显然易见的，而且它的影响也随时随地可见。但是，要看清另

一个并列的、在本质上具有积极意义的方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如果我们以一种完全

脱离社会、政治和经济理论（这些理论本身具有毁灭性）的愿望去分析过去一个世纪发

生的事件，我们就会相信广泛而有力的统合方法。在早期，统合方法不断创造出家庭、

部落、城邦和国家。现阶段历史的显著特点是：统合方法将会获得最丰硕的成果，即世

界文明中整个人类的大同。”16 

“巴哈欧拉教导我们说，我们时代的基本精神原则是“人类一体”，认明这一点乃

是一种新文明的核心。这项原则的普世认同不仅十分必要，也为在世界范围内重新组建

教育、社会、农业、工业、经济、法律和政治体系提供了可能性。这一重组必须由科学

与宗教这人类两大知识体系的持续深入的对话来指导，它将推动全球和平与正义的实

现。”17 

         



前面所陈述的是我们的第三项原则——人类一体性的原则，它也有很多个别的适时

而现实的含义。包括我们谈话中盛行的平衡的观点与中庸的思想。我所建议的适度并不

是两个极端的简单平均。没有任何人可以说他对上帝的爱太极端，正如不可能说某一个

人太善良。我所理解的适度是人应该将所有的相关的原则都考虑进去，爱中要有智慧、

勇气、正义等等品质的表现。最终结果从外表来看或许没有非常强烈的极端表现，但是

其动因绝非避免极端。 

    另一含义建议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们的个人生活与集体生活，物质生活，社会

生活以及精神生活，今生与来世都是紧密联系的。 

    第四项原则要求我们必须要有对未来的远景，以此来激发并推动鼓舞我们去努力。

事实上，我们对未来的远景越清晰，我们的理解力就越敏锐，生活中的动力就越强。无

疑，人们经常说一个对未来没有远景的社会将崩溃，人没有了梦想会死亡。就这一点，

我想与你们分享对未来社会的远景，这一远景启发了全世界无数的巴哈伊信徒并且给了

他们内心的和谐与宁静。 

“要是某个社区在如此的未来中繁荣富强起来，便一定是这样做的：因为他们承认

人的本性包括精神方面，把个人的道德、情感、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摆在最优先的地位。

他们会保障宗教自由，鼓励兴建礼拜场所。他们的学习中心会努力开发人的意识的无尽

潜能，会把全民参与知识的创造和应用作为主要目标。他们将时刻不忘个人的利益与社

会的利益密不可分，提倡既尊重权利又重视责任，促进男女的平等与伙伴关系，保护和

扶助家庭。他们提倡美，无论是天然的还是人造的，并将之纳入其环境保护与恢复的规

划之中。在“存异求同”观念的引导下，他们将会支持事务的广泛参与，并将越来越信

赖那些乐于服务与奉献的领导人。在这样的社区里，科学与技术的成果将惠及全社会；

人人都会有工作。”18  

在创造这样的社区之过程中，人有可能希望获得内心和谐与宁静。巴哈伊信仰规定

信徒不可以通过隐居或撤退到世外桃源去培养内心的和谐宁静。事实上，“我想提议表

现这个目的的唯一正当的手段是为别人服务——不是统治别人，不是控制别人的生命，

而是为别人服务，那么在道德教育的方法中，我们应该知道一个人自身的完美品格应该

自然地表现为替别人服务，这是很重要的，而且为别人服务的愿望会促进一个人品格的

高尚。因此，推进文明永恒进步的动机不是来自外界的强迫，而是来自人的内心，并且

无法摆脱个人成长因素的束缚。帮助别人和帮助自己，是这一个方法的两个方面。服务

使个人潜能的实践与社会的进步联成一体，并保证了一个人道德目的感的完整性。”
19
 

     为了实现服务的原则，全世界的巴哈伊信徒都忙于一项特别的活动，就是构建这个

社会的繁荣的基础和培养内心的和谐。在集体活动里，他们的努力集中于儿童教育、青

少年发展项目、各类的服务能力培训，祈祷会，社会经济发展项目等等。  

另外，个人日常阅读圣文、祈祷、反省个人的行为和活动，冥想和陪伴他人将教

义实践到家庭生活中、工作中、邻居关系和社交关系中， 这就是恢复和发展的原则的体

现。 

      最后，请允许我对最后一项原则也就是为美吸引的原则发表意见，我相信这是人

类动力的根基。当我们被美好的未来远景所吸引时，我们的精神焕发，正如我刚才读到

的。当我们在实践这项原则时，我们倾向于注意到他人的优点，而不是他们所欠缺的地

方。一首美妙的乐曲和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可以令我情绪高涨，纯洁的想法可以启发我们

的智能，善良的行为可以打动我们的心。当我们领悟到上帝的知识和律法之美时，我们

的心欢欣喜悦。当我们意识到这个时代的伟大和美好时，我们的心是充满了感激。当我



们内心处于喜悦的状态并充满感激时，我们怎能没有内心的和谐呢？你可能会希望自己

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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