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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巴哈伊之上帝创物与
老子之道生万物的异同

∗



万丽丽

巴哈伊教发源于１９世纪中期的伊朗,由巴布与巴哈欧拉两位先知创立,该教宣扬上帝唯一、宗

教同源、人类一家.由于教义简洁,形式灵活,受到广泛欢迎,目前已成为世界上分布第二广的世

界性宗教.而老子哲学产生于公元前５世纪左右,即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末年,一般认为老聃为其创

始人.该哲学的要义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于文约义丰至今对中国及至世界

文化都有深刻的影响.上帝创物与道生万物则分别是上述两个出现时间、地点乃至主旨迥异的思想

系统的基本命题.把这样的两个命题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似乎有些牵强.但笔者却认为尽管上帝创

物与道生万物这两个命题各自存在的背景悬殊,它们的具体含义却的确有几分相似之处,当然,它

们的差异更是显著的.本文就将对这两方面即二者的同与异进行分析.

一、上帝创物与道生万物之同

其实,无论是上帝创物还是道生万物,其含义都不外乎三个方面:第一,何为上帝或道,它有

什么性质,为什么说它创或生了万物.第二,上帝或道是如何创或生万物的,又创或生了什么样的

万物.第三,生成了的万物与其生者即上帝或道的最终关系如何,是统一还是分离? 如果是统一

的,又是如何统一的? 巴哈伊的上帝创物与老子的道生万物在上述三方面都可找到许多类同点.

首先,就第一方面即上帝和道的本质和特性而言,不管是巴哈伊的上帝还是老子的道实际上都

是宇宙间不可抗拒的创生力,它不仅是宇宙的根源,同时也是宇宙的本质和最终目的,其性质是绝

对的、超越的.比如,巴哈伊认为,上帝是“神圣的本体”,“不可知的本质”①“他的形象反映在整个

创造界的明镜中”②,“领悟上帝的存在是一切事物的开始,严谨地遵守他普实于天地的神圣旨意是

一切事物的终极”③,他是“自生自在者”,“其起源无始点,其结束无终点”.④

«老子»则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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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其名,字之曰道.”①即在天地之前,有一混成之物,它独立地存在而永远不变,循环往复地运

行而永不休止,可以把它当作天下之根源,我不知道它的名字,把它叫作道.可见,道就是“万物

之母”,即宇宙之根源.作为“万物之母”的道“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②,“视之不可见,听之

不可闻,用之不可既”③.它是“无状之状,无象之象”④,“万物恃之以生”⑤,且“归焉”⑥.

其次,在第二方面即万物的生成过程方面,老子和巴哈伊都坚持万物的产生是从无中生有,一

中生多.先看一下巴哈伊的表述,“最初上帝是独一的,除他之外,一切皆空”⑦,“他从虚无之中创

造了万事万物,从无有之中创造了最精巧优美的组成部分”⑧.很明显地在起源时只有一种物质,

同一物质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在每种元素中,于是产生了不同的形态.这些不同的形态,在产生时渐

渐固定下来.每个元素开始独具特性.但是这种固定并非凝固不变的,要经过相当长时间后才达

到圆满和完美的存在.然后这些元素被组合、组织并结合成无数的形式,或者说,从这些元素的组

织与结合中产生了无数的生命.⑨

老子的观点也很明确,«老子»四十章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二章又说,“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即道萌生了宇宙的元气.在这

元气之中,又分化出阴阳两气,即万物发展的动力,二气的交合产生和气,万物得到和气即开始生

长,从而演化出了千姿百态的万事万物.归根结底,有生于无,万物源于一.

除此之外,二者还都根据万物从上帝或道那里所得之属性的不同把它们分成了不同的类别.

比如根据万物之灵魂即万物所得上帝之属性的不同,巴哈伊把上帝的创物分成了三类:物,凡

人,先知.而根据所分得之道即德的不同,老子处的万物也分成了三类:物,人,圣人.在第三

方面即万物与上帝或道的关系上,巴哈伊与老子的共同之处是:都强调人与上帝或道的统一,其

统一的根本途径就是穷其本性,去其欲望.巴哈伊认为,作为人之本质的灵魂,是“上帝的迹

象”,也就是说,在人的本性中潜藏着上帝的所有完美属性,人只要能够使这些潜藏的美质显现,

就可趋向完美的境界,实现与上帝的统一.而“本源赋予于人的这些性能”之所以不能显现是

因为它被世俗的欲望所遮掩,就如同太阳会因镜面上有灰尘和浮渣的覆盖而无法反射出来.因

此,“只有擦拭去世俗的欲望和限制所造成的浮渣与尘埃,潜藏在人类本质内对上帝依赖的本性

才会从隐蔽的帐幕后显现出来,如神圣启示之一般灿烂,同时其显灵出的荣耀将如旗帜一般插

植在人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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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更明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①,声色使人迷失了本性.要想“常

德”足即人之天赋本性足必须“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② 总之,要得道,必须无

私无欲.老子在谈及对真理的认识时曾用了四个字“涤除玄览”,这四个字亦可被看作是人之去欲

明道的过程.涤除即洗垢除尘,玄览即深观远照,也就是说人之私欲成见如镜上之尘垢,只有清除

它才能使人深观远照,发现道及万物包括人的本来面目,进而显现它.

二、上帝创物与道生万物之异

尽管巴哈伊的上帝创物与老子的道生万物在许多方面都有共同点,但是由于其产生背景的悬

殊,二者仍然存在极为明显的差别.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依旧按照第一部分论述的顺序对二者的差

异作一简单说明.

(一)他生力与自生力

就上帝之本质而言,虽然如前所述,无论是巴哈伊的上帝还是老子的道,都是宇宙间不可抗拒

的创生力,但是对万物来讲,巴哈伊的上帝却是一种外在的他生力,而老子的道则是一种内在的自

生力.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根据巴哈伊的观点,万物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上帝的创造即上帝的本质是完美的,出

于爱,他把自己完美的属性投影到创物界,于是有了万事万物,可见万物的产生并非是自然的,而

是人为的.而这人为的力量———上帝虽然在创造万物的过程中显示了自己的属性,但是它的本质

却永远高超于万物之上,从未下降、分离甚至于进到万物之中,换句话说,上帝虽然创造了万物,

但他和其创物之间却没有任何直接联系,他永远是他,万物永远是万物,对于万物来讲,上帝永远

是与它们有别的、在它们之外独立存在的推动力,即他生力.

老子的道则不同.虽然老子在论述万物的生成过程时曾用了“道生之”三个字,似乎万物的生

成也源于道的人为运作.但他在«老子»第四章叙述道的运行法则时却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道法自

然”③.何谓“道法自然”? «广雅释诂»:“然,成也.”道法自然即道法自成,也就是道取法自己生

成的样子,凡事顺其本然,听其自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道生万物并非是指道创造或者生产

了万物,而是道辅万物之自然,任万物自生自成,在这里作为宇宙原动力的道不过是万物所以生和

成的依据和条件.正如老子所言:“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④,这一依据和条件既独立于万物

之外,又遍在万物之中,道就是宇宙万物的自生力、内生力.

(二)有为与无为

就万物之生成过程来看,虽然无论是巴哈伊还是老子都认为上帝或道是从无中生有,一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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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并都根据它们赋予万物之属性的不同把后者分成了不同的种类,但巴哈伊与老子所各自表述的

上帝或道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方式却是根本不同的,简而言之,上帝是有为,而道是无为.这是什

么意思呢?

有为并不是能为,而是依我而为,顺我而动,在巴哈伊那里就是依上帝而为,顺上帝而动.

我们来看一下巴哈伊的有关表述.巴哈伊讲,上帝的本质是完满的,出于爱而他创造了万物,

目的是为了使每一种造物都能反映出它的一种或多种属性.可见,从一开始上帝对万物的产生

就是有为的、主动的,换句话说,万物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经由了他意志的运作并是为了他本

身的缘故.而在此后的运行中,万物更无时无刻不被他的旨意所笼罩,他一方面命定了一切除

他之外无法探索的事物,包括他的本质,另一方面又出于慈悲和仁爱,“促使其神圣指引的圣阳

和神圣团结的表征向世人显现,并且注定这些圣洁者赋有与他同一源本的智识”①.他一方面选

择了人并赋予人高于其他创物的优越性和能力,另一方面又谕定每一种创物在其界域里都是完

美的.总之,“他为所欲为,并依其所悦而命定一切”②.他是强大的,拥有并宣示着他独家的,

无可置疑的,贯穿有生之界的主权,天地间所有的生灵都要经过他的秤量,然后判其命运:他可

以使任何他所中意的人致富,也可以一声令下让富贵者的财产全部消失.“倘若在他的眼里,

这个世界有任何价值的话,他绝不会允许他的敌人占有它,连小得像芥菜粒一样的东西,他也

不会允许他们占有.”③他的光芒令人震惊和目眩,他的威严令人敬畏和赞颂.他是“无所不有

者,至高无上者”④这,就是巴哈伊所描述的上帝,有为并且能为的上帝.虽然在巴哈伊那

里上帝已不再是男性化的偶像,但是在巴哈伊对上帝之有为过程的表述中,我们却依然感觉到

了其父性的色彩.

与上帝的有为恰恰相反,老子之道的作用方式是无为的,无为不是不为,而是因物而为,顺物

而动.«老子»在第四章中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盁”⑤,“冲”即空虚无形,“道冲”即道是空虚无形的.

道既然是虚空,那么它就没有自己的实体,没有实体自然也就没有喜好利益,没有创造万物的动

因.因此所谓道生万物,如同上面所讲的实际上是道顺万物而生,即道只是承顺了万物的发展,受

到万物的推动而发展.与上帝在万物生成过程中的主动与强大相比,道在这一过程中的性质是被

动的、柔弱的.它虽然是被动的、柔弱的,但是由于它善于给予万物并成全万物,因此它的作用广大

无边,无处不在,万物皆恃之以生并以之为归.尽管如此,它的态度依然是谦卑的,老子曾用１２个

字来描述这一谦卑的含义即“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⑥,意思就是道虽然蕃生了万物,却

并不因此把万物据为己有,虽然作育了万物却并不因此而矜持自高,虽然统帅着万物却并不因此而

自视为主宰.它“寂兮,寥兮”⑦,就那么默默地、无声无息地存在着.如果说在巴哈伊那里上帝之

于万物体现了一种父性,那么老子的道则体现了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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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在与同一

就万物与上帝或道的关系看,虽然无论巴哈伊或老子都坚持万物包括人和上帝或道最终是统

一的,但是由于我们在第一个问题里所讲的上帝或道之本质的不同,决定了它们各自统一程度也是

不同的.即在巴哈伊那里,人和上帝的统一最终只是“同在”,用巴哈伊的话说就是“亲近上帝及到

达了他的尊前”①.而在老子那里人却可真正的与道为一,此时道在人中,人亦在道中,人道混而不

分,同而为一.


①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典选集»,第７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