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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应该知道，“大同世界”是巴哈伊信仰的核心理念，

也是巴哈伊信仰的最基本概念，比如李绍白在其著的《人类新

曙光——巴哈伊信仰》一书中便曾这样提到，“大同世界是巴

哈伊信仰的核心，是巴哈伊信仰的缔造者们一直为之热情讴歌

的最高理想。大同世界的概念，是所有巴哈伊信仰教义的汇集

点，是巴哈伊信仰原理逻辑发展的终极……理解了大同世界的

概念，也就理解了巴哈伊信仰；承认了大同世界的理想，也就

承认了巴哈伊信仰。” a 大家还应该知道，“世界新秩序”的

提法，也是当今国际社会问题研究的热点话题。“大同世界”

理念与世界新秩序，这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大同世

界”理念是宗教的，而“世界新秩序”是世俗的；这两者之间

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涉及未来人类世界的设想、理想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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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李绍白：《人类新曙光——巴哈伊信仰》，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1，
第148-149页。



“大同世界”理念与世界新秩序 83

念。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笔者未提“新世界秩序”a

而提“世界新秩序”，想必大家也应该明白，尽管只有一字的

位差，但前者多属巴哈伊信仰的提法，后者是世俗的提法，而

笔者是站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的视角尝试认识“大同世界”

理念与世界新秩序之间的关系的。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宗

教的“大同世界”理念与世俗的世界新秩序之间的关系呢？

笔者个人认为，我们可以尝试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大

同世界”与世界新秩序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要明确，世界

新秩序的建设，主要还应该是世俗的任务，宗教在世界新秩序

建设中原则上应该还是配角；其次，宗教的立足点，也就是它

的优势，在世俗的社会领域，宗教在社会领域中可以继续发挥

其主角作用。

世界新秩序的理念，涉及到世俗的主要领域，其中包括

经济、政治、环保、文化等领域。最有代表性的综合性世界组

织，就是1945年创立的联合国，其下属的国际组织职能机构几

乎涵盖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安理会、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环境规划署、粮农组织、科教文组织、卫生组织等。联

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坚持维护各国人民的平

等权利和自决权，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开展国际间的友好交往与

合作，通过协商解决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

主义等方面的问题。在经济领域中，有致力于监督世界贸易和

使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组织即世界贸易组织（WTO）。该组

a　李绍白：《人类新曙光——巴哈伊信仰》，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1，
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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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成立于1995年1月，其创始成员国有104个国家，中国于2001

年底加入世贸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是1947年创立的关

贸总协定。文化领域中的国际组织更是不胜枚举，比如体育方

面的世界性组织就有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国际足联等。对于

世界新秩序的理念，各种国际组织，比如代表全世界所有国家

的联合国、以及地区性的欧盟、上海合作组织等，各个国家比

如美国、俄罗斯、中国等，都有各自的规划和设想，然而，它

们面临的一个共同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认识和解决世界性的

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

由于不同的文化传统背景，比如东西方文化传统背景，不

同的价值理念追求，比如美国的自由民主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的伊斯兰教价值观，不同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等多方面的因素，

决定了它们对世界新秩序设想在原则上的不同追求。其中具有

根本性的战略分歧，就在于如何认识和解决不同文明间的关系

问题。看来，如何认识和解决人类世界的不同文明间的关系问

题，已成为世界新秩序理念的根本性问题。文明间的关系问题，

成了世界新秩序问题的症结，该问题一通百通，一了百了，反之，

该问题解决不好或解决不了，则人类世界便会纷争不休，冲突

与战争不断。像这种根本性症结问题，在学术研究上也称概念

性问题。进一步而言，认识这种根本性症结问题的最终途径，

还是要在概念问题上深化探索，探求理论突破。然而，遗憾的是，

类似文明 - 文化这类概念性问题，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老大难

问题，尽管有一代代的思想精英的不懈努力探索，对这类概念

性问题的认识已有所深化，但仍未获得相对意义上的理论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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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文明 -文化概念问题的症结又在何处呢？

人类世界的文明-文化概念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如何认识

人类存在中最具普遍意义的一致与多样或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

题。一致与多样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也是困扰哲学认识论的根

本问题，即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文明-文化的一致与多样

的概念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的突出表现，就集中反映在“文明

冲突论”与“文明共存论”的对立争议中。以美国为首的少数

军事强国，极力推行的是单边主义，唯我是尊，人间的善恶黑

白，世界何去何从，全由我说了算。它可以把它极端看不顺眼

的整个一个国家，比如伊朗或北朝鲜，指认为邪恶国家，视为

眼中钉、肉中刺，列为军事打击的潜在对象；也可以不分青红

皂白，把备受争议的激进反抗非法军事占领行为定性为恐怖主

义，比如对待巴勒斯坦人民反抗以色列军事占领的激进斗争。

美国所奉行的单边主义，其物质基础是经济大国和军事强国的

实力，而其理论基础，就是塞缪尔·亨廷顿所主张的“文明冲

突论”。该理论试图使人相信，“文明间的对抗正是现在和未

来世界格局的‘最本质状态’”。a 与“文明冲突论”对立的

是“文明共存论”，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基本立场，就是立足

于“文明共存论”。曾在1996年12月与塞缪尔·亨廷顿就其

“文明冲突论”进行过一次公开辩论的德国著名政治学者、现

任德国黑森州和平与冲突研究基金会主席哈拉尔德·米勒，便

是“文明共存论”的突出代表人物。他在其撰著的《文明的共

a　（德）哈拉尔德·米勒：《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

的批判》，郦红、那滨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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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一书中，旗

帜鲜明地提出“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文化的对话！”a 欧盟

在处理国际纠纷问题的基本立场，就是立足于对话，比如近期

对待伊朗浓缩铀问题的态度，力主用对话来化解矛盾，通过双

边或多边谈判来解决问题。米勒在他的这部书结尾，曾这样寄

语整个西方世界（当然也包括美国，因为美国实际上也存在共

和党和民主党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在21世纪，人类将会

走向何方，文化的差异是成为划分界限的原因，还是会演化为

促进合作的原动力，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西方国家对待文化的

态度……认识到我们（指西方世界——笔者注）具有的优势、

保护我们成就的必要性、并且以适当的方式，即在和其他文明

的对话中继续发展这种成果，应该是着手解决问题的出发点。

至于21世纪是否会和20世纪一样，到处充满着血腥的战争和暴

力冲突事件，或是这些争端成为建立在合作基础之上的世界新

秩序的边缘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情况的发展并不取决于‘中

国的挑战’、日本的威胁或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而是首先取

决于我们——沐浴在民主、自由空气中的、开放的西方多元文

明社会。”b 在世界大家庭的成员中，除了美国和欧盟，中国

也在国际事务中扮演和发挥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近期举行的

上海合作会议上，除了有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俄罗斯总统普

京等五个原创国首脑出席外，还有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和阿

a　（德）哈拉尔德·米勒：《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

的批判》，郦红、那滨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297页。

b　（德）哈拉尔德·米勒：《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

的批判》，郦红、那滨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298-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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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汗、蒙古、印度的国家领导人，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的负责人

受邀参加。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大会发言中，提出了建设

“和谐世界”的设想。中国不仅在国内一直倡导“和谐社会”

的建设，而且在国际事务中也展开了“和谐世界”建设的提

议。看来，“和谐”已不仅成为当代中国的建国之本，也成为

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和“世界新秩序”建设的宗旨和纲领。显

然，中国倡导的“和谐世界”与欧盟主张的“文明对话”，其

主旨即“和谐”与“对话”，都是“大同（小异）” 的。应该

说，“文明对话”和“和谐世界”的理念，已成为当今有关世

界新秩序重建的主流意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原总统哈塔米，

就曾数次提出开展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倡议。

由欧盟的“对话”与中国的“和谐”之间的这种“大

同”，我们便引申出关于对巴哈伊信仰的“大同世界”理念与

世界新秩序之间关系的认识。我们如何理解“大同世界”理

念特别是“大同”这个关键词的含义呢？巴哈伊信仰的圣护守

基·阿芬第曾这样高度概括“大同世界”理念：“全体种族、

信念、阶级和国家的融合”。a 按照笔者个人浅显的理解，这

个高度概括的关键词就是“融合”，这里的“融合”，就对应

着“大同”。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

理解“融合”，进而更深刻地认识“大同”。一方面，“融

合”的目的在于实现未来存在的结构性的一致、统一，即“大

同”。这里面有三层含义：其一，“融合”致力于统一；其

a　李绍白：《人类新曙光——巴哈伊信仰》，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1，
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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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融合”是个过程，而统一则是结果、目的，所以，“融

合”的过程将是漫长的，而统一即“大同”的结果则是未来

的；其三，这种“融合”或“大同”，应该是存在的结构性的

一致而非形式上的统一，比如不能要求所有人们穿统一的服

装，有一样的爱好或习惯。另一方面，“融合”不仅承认现实

的多样，而且也正视未来的形式上的多样。“融合”即“大

同”的这种一致与多样的双重性，被恰当地反映在守基·阿芬

第关于“世界体制”的阐述中，“它（即指‘世界体制’）的

座右铭乃是同中存异。”a“同中存异”，正是对“融合”或

“大同”的一致与多样的双重性的最好写照，也是对“大同世

界”理念的更为透彻的理解。这里的“同”，是指结构性的一

致，而这里的“异”，则是指形式上的各异或多样。不仅如

此，这里的“同”和“异”还是处于一个整体中，它们是相辅

相成，互为依存的。正如到了冬天，我们外出都要穿上保暖的

衣服一样，尽管衣服的样式有别，比如大衣、中长大衣、短大

衣，质料不同，比如有呢大衣、皮衣、棉衣、羽绒服，甚至色

调多样。同一件冬装，保暖是一致的，而样式、质料、色调却

可以是多样的，这就是体现在冬装上的“同中存异”，同时也

是对“大同世界”中的“大同”的恰当解说。巴哈伊信仰不仅

有远期的关于世界新秩序的“大同世界”理念，还有近期的行

动纲领，它于1985年由巴哈伊信仰的最高机构世界正义院发出

纲领性文告《世界和平的承诺》。该文告全面阐述了巴哈伊信

a　李绍白：《人类新曙光——巴哈伊信仰》，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1，
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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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对世界和平的基本思想和行动纲领，不难看出，文告标题的

中心词，应该是“和平”。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清楚了巴哈伊信仰关于世界新秩序的

核心理念，就是“大同”和“和平”。不难看出，巴哈伊信仰

关于世界新秩序的“大同”和“和平”的核心理念，与前面所

述的欧盟的“对话”和中国的“和谐”，在原则上是一致的。

所以可以这样说，巴哈伊信仰的“大同世界”理念，与当今世

界的主流思想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