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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教的世界主义
∗



金宜久

巴哈教(亦称“巴哈伊”、“大同教”)是当代新兴的世界性宗教.本文讨论该教宣扬的世界主义的

基本内容以及信徒应予信仰和遵循的四项基本原则.与其他世界性宗教相比,它在教义上则有更为

广泛的包容性;在组织设置方面则有更为适应现代生活的灵活性;在社会生活中,则更为关注人们普

遍关心的种种社会现实和伦理问题.这一切都与它的世界主义相适应.该教之所以强调其世界主

义是与它的奠基者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阶级出身、个人经历密不可分的.他关于普世之爱的说教

系该教建立的思想基础;而其思想渊源则是波斯伊斯兰教十叶派内的异端思想的引申和发展.巴哈

教的世界主义本身是宗教混合主义在社会政治思想的反映;而宗教混合主义不过是苏非泛神论思想

在有关当代社会政治问题上的应用和再现.

作者金宜久,１９３３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巴哈教(Bahí,“巴哈伊”)是当代的新兴宗教.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该教由十叶派伊斯兰教中

衍生而出.它得名于奠基者、波斯人巴哈乌拉(Bahullh,意为“主的荣耀”,１８１７~１８９２).巴哈乌

拉的著作和思想由阿布杜巴哈(１８４４~１９２１)和沙基爱芬迪(１８９７~１９５７)①从而为巴哈社团确

立了新领袖.沙基爱芬迪是阿布杜巴哈的长女之子.他临终前指定沙基爱芬迪为巴哈社团

的继承人和巴哈教义的阐释者,阐释并把它的宗教和社会主张传播到欧美各地.这对巴哈教发展为

世界性宗教,起了重要作用.从它诞生迄今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已在世界各国和地区建立起从地

方到中央的巴哈社团.

本世纪３０年代,它以“大同教”之名在中国活动,它的汉译著作一度在国内流传.② 当前,在香

港、澳门、台湾等地都有它的信众和机构.在香港即将回归祖国之际,对该教作一全面了解,是有必

要的,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１９９５年９月,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同时举行世界妇女北京论坛.巴哈教派

出庞大的代表团与会.会议期间,它在会内会外积极宣传其社会主张.限于篇幅,本文仅讨论它所

宣传的世界主义.

∗

①

②

原载«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２期.
巴哈乌拉在临终前,指定他的长子阿布杜巴哈为他的著作和思想的阐释者.
曹云祥以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译巴哈教为“大同教”.曹曾任北洋政府驻伦敦总领事,１９２２~１９２７年,他任清华大学

校长,离职以后寓居上海.他可能是最早向国内读者介绍巴哈教著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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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巴哈教的世界主义

人们可从巴哈乌拉、阿布杜巴哈和沙基爱芬迪的著作中,从巴哈教的出版物中,看到它所宣

扬的世界主义的基本内容.例如,巴哈乌拉提出“全地球是一国,全人类是其公民”的主张①,就由该

教“巴哈伊国际社团新闻社”出版的«天下一家»(中文版),在每期封面上刊载的“地球乃一国,人类皆

其民”的口号体现出来.② 阿布杜巴哈根据其父的遗著提出的“我们在寻求建立一个本质神圣的

新世界秩序”,“这是一条联合全世界属于任何国家、宗教、和阶级的人类的大道”③同样的,由“巴哈

伊国际社团新闻处”出版的«人类之繁荣»(中、英文版)中,提出要“推动一个拥有立法、裁判和行政机

构的世界联邦的形成”等等④,都明确地表述其世界主义主张.巴哈教不仅提出了上述主张,与此相

应的,还规定教徒不论生活在何国、何地,不应通过暴力的或非法的手段来现实其社会主张.就是

说,它主张“宗教不过问政治”、“教徒不得参加任何一个政治派系”,禁止教徒“从事任何可能有损于

社会的活动”、“不能从事任何不忠或颠覆的活动”.“忠于政府是一种最主要的精神与社会的原则”,

“为了建立较好的社会秩序与经济环境,必须拥护政府的法律与政策.”⑤只应通过积极的宣教布道

和社会活动来实现上述主张.

概括起来,它所宣扬的世界主义以及为实现其世界主义的社会主张,巴哈教徒应信仰并遵循以

下四条基本原则.即

(一)人类一体、天下一家;

(二)建立体现世界新秩序的国际裁判所;

(三)为实现其世界主义不能从事任何政治派系活动和颠覆活动;

(四)忠于所在国的政府、拥护其法律与政策.

可是,在当代国际斗争时紧时缓、国际形势变化多端的情况下,在世界多极化格局正在形成的过

程中,巴哈教所主张的建立新世界秩序,建立世界性政府———国际裁判所,推动世界联邦的形成等

等,本身是一种超阶级的、理想主义的,或者说,是一些善良人们的空想.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

阶级对阶级的压迫、剥削、奴役、屠杀、战争从未中止,这为人们带来巨大灾难.古今中外的思想

家们,为建立正义、平等、和平、自由的理想社会,提出过种种世界大同的理想.可惜的是,这种种理

想从来也没有变为现实.巴哈教要实现其世界主义主张,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同样是不可能的.

至于它提出的所谓“宗教不过问政治”,这在实际上具有主张政教分离的味道.其实,巴哈教在

当今世界上,并没有在哪个国家居于统治的或执政的地位.当前,除在个别国家受到迫害外,它在各

国都取得了合法地位.这同该教明确表示忠于现政权、拥护政府的政策和法令、不从事政治派系活

动、不从事颠覆活动的社会政治主张有关.巴哈教所坚持的四条基本原则,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可以

①

②

③

④

⑤

曹开敏译:«新园»,台湾大同教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第９页.
巴哈伊国际社团新闻社:«天下一家».
«新时代之大同教»,台湾大同教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版,第１６页;阿布杜巴哈:«已答之问题»序(曹云祥、孙颐庆译),台

湾大同教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
巴哈伊国际社团新闻处:«人类之繁荣»,１９９５年,第８页.
曹开敏译:«新园»,第１１２、１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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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它的信徒不致从事颠覆、破坏活动.与此同时,它则起着稳定社会、维护现存秩序,从而维护所在

国当政者的统治利益的作用.这是它在世界各国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原因.

可能巴哈社团已认识到实现其世界主义的理想并非一蹴而就的.因而它在各国的社团当前积

极参与的是种种社会性活动、尤其是世界性活动,在这类活动中宣传它的世界主义.

二、巴哈教世界主义的基本特征

巴哈教是当代最为活跃的世界性宗教之一.作为新兴宗教,它需要继承前人的宗教思想和传

统,从事有关的宗教礼仪活动.同时,它也要有别于前人的宗教,以确立自身存在的价值.巴哈教在

其世界主义思想指导下,很自然地要求在教义思想上,有比其他宗教更为广泛的包容性;在组织设置

方面,有比其他宗教更为适应现代生活的灵活性;在现实生活中,有比其他宗教更为关注人们普遍关

心的种种社会现实和伦理问题.

巴哈教在教义思想上的广泛的包容性,完全是以巴哈乌拉关于神灵、宗教和人类的思想而提出

的.这种包容性体现在巴哈教关于上帝独一、宗教同源的思想上.它的宗教主张的基本点可以简单

地概括为“上帝是独一无二的,宗教是一元的,人类是一体的”.① 具体说来,它在教义上主张“一切

宗教之基础相同”②.“大同教的信仰者相信各种宗教都来自同一神圣的根源.”③它认为,世界各种

宗教信仰的神的名称尽管不同,可以是上帝、天主、真主、或其他名称,其实是同一个神明;神本身是

统一的,只是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赋予他以不同的称谓罢了.“上帝所一次又一次地给予我们的,实

际上,都只是一个宗教.”④同样的,它认为神明通过他的先知或使者向人类显示的宗教教义从未中

止.各不同宗教的创始人或奠基者都是神于不同时期向人类先后派遣的、显示他的宗教教义的“显

示者”(或圣显、先知、使者).该教承认伊布拉欣(或亚伯拉罕)、克里希那(印度教)、摩西(犹太教)、

琐罗亚斯德(琐罗亚斯德教)、释迦牟尼(佛教)、耶稣(基督教)、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巴布(十叶派的

巴布教派)和巴哈乌拉都是神明于不同时期派遣人间的“圣显”,他们的目的相同、地位相等.因此,

巴哈教宣称,无论信仰什么宗教的人,他所信仰的神明也为巴哈教信奉;其他宗教的教徒为了做一名

巴哈教徒,不需要改变“原有的宗教信仰”.⑤ 在它的布道活动中,为使宣教对象不致反感,它在信仰

上持认同原则.“对基督教徒来说,巴哈教就是基督教;对佛教徒来说,巴哈教就是佛教;对福利的苏

非来说,它则以苏非的神秘主义语言说话;对理性主义者来说,它则以逻辑的语言说话.”⑥与此相应

的是,它允许巴哈教徒可以到任何一个宗教的寺院庙宇中过宗教生活.它的称为“灵曦堂”的礼拜场

所,采用九边九门的建筑式样,以此“象征世上九个大宗教”⑦可见,巴哈教宣扬的宗教混合主义,正

是它的世界主义的思想基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曹开敏译:«新园»,第４５页.
曹开敏译:«新园»,第６０页.
曹开敏译:«新园»,第５页.
曹开敏译:«新园»,第５页.
曹开敏译:«新园»,第５页.
卡诺塞尔:«巴哈教»,伦敦,１９１２年,第４８页.
曹开敏译:«新园»,第９４页.巴哈教所说的九大宗教指前述九位“先知”所创立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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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教的组织章程,完全体现了它在机构设置方面的灵活性.而这种组织章程是传统宗教所没

有的,这多少类似于现代的社团、党派组织.根据该教的组织章程,它不设立专职的教务人员(既无

传教士,也没有传教机构).在实际生活中,它的每个教徒都有传播巴哈教义和发展教徒的义务.该

教通过基层组织———地方性的灵体会开展活动.地方灵体会每年改选一次,由教徒推选产生.其作

用除组织教徒的宗教生活外,主要是领导教徒关心并开展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活动.① 地方灵体会

之上有国家(或地区)的总灵体会以及它的中央教会机构———世界正义院.这种宗教设置,便于它把

从事宗教和社会活动的精英推举到各级灵体会的领导机构中去,便于它推行其世界主义的社会、政

治主张.

根据巴哈教义,关心并服务社会不仅是教徒的社会义务,而且把它提高到宗教信条来对待,“工

作就是崇拜! 服务就是祈祷!”作为它的“完美的定则”,这就是为什么巴哈教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参

与国际会议的原因所在.可以说,它积极从事宗教、社会活动的思想动力不是别的,正是世界主义.

这既是它宣传、动员群众的活力所在,也是它关注小至家庭生活和个人的道德观念,大至世界所有社

会问题并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活动的基本原因.从其参与的活动来看,巴哈教主要关注的是以下

问题:

———提倡教育、组织学术交流;

———关心环境保护、生态平衡;

———重视家庭生活、个人安全和保健;

———关心世界和平、反对战争;

———反对种族偏见、促进种族团结;

———从事社会公益服务;

———反对贫困、反对歧视;

———反对暴力、反对犯罪;

———关心人权、关心妇女、儿童的地位和权益;

———关心伦理道德.如此等等.

可见,这多少是有别于传统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与其说巴哈教是一个世界性的

宗教团体,不如说它更像是一个以信仰为纽带的、有着明确社会、政治主张的、世界性的社团或政党.

巴哈教正是依靠它的宗教主张,热衷于从事这些活动,得以从其他宗教中尤其是从基督教、伊斯兰教

和万物有灵论的信徒中吸收教徒,并得到不断地发展和壮大的.②

①

②

巴哈教的地方灵体会由当地教徒推选九名委员组成;它的总灵体会(九名委员)和世界正义院则分别由地方灵体会和

国家的总灵体会推选代表选举产生.它在联合国的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和儿童基金会中拥有顾问地位,它与世界卫生组织、环
境规划组织有合作关系.表明它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巴哈教的发展极为迅速.１９６３年,估计教徒数为４０．８万,地方灵体会为３５５５个.到了１９９２年,其教徒数已达５００
万,地方灵体会为２０４３５个.总灵体会由分布于５６个国家或地区发展到１６５个国家或地区,见 TheBahíWorld,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BahíWorldCentre,Haifa,１９９３,p．３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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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巴哈教世界主义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巴哈教提出其世界主义,是与它的奠基者所处的生活环境、阶级出身和生活经历密不可分的.

１９世纪初,英、法、俄等西方强国的势力开始渗入波斯社会.强加给波斯的种种不平等条约给

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原来就很落后的封建自给经济因欧洲列强势力的入侵遭到破坏.随着商品

经济的发展,外国资本掠夺的加剧,国内的封建剥削也日趋严重.农民不得不忍受地租、高利贷的残

酷剥削,城镇的手工业生产者和“巴扎”(集市)的小商人,在外来商品的倾销和冲击下也面临破产的

威胁.这使得社会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巴布教派运动兴起.它得到城乡

广大中下阶层的支持而蓬勃发展起来.巴布教派作为波斯十叶派(十二伊玛目派)的一个异端派别

兴起于１９世纪中叶.巴布教派运动失败后,其领导层产生意见分歧;从该教派中分化出巴哈教派.

巴哈乌拉是巴布教派的最早追随者之一.巴布教派运动遭到当局镇压后,运动转入低潮.与该

教派的普通成员不同,他出身于波斯大臣之家,自幼受过良好教育,这为他成为巴布后的领导成员以

及提出新的宗教主张准备了有利条件.１８５２年,部分教派成员图谋刺杀国王纳希鲁丁(１８４８~１８９６
年在位)未遂,巴哈乌拉涉嫌被捕并在德黑兰被监禁四个月;次年,他被释放时家产已被查抄,本人也

被逐出波斯.

巴哈乌拉和家眷在少数忠实的信徒的陪同下,旅居奥斯曼帝国管辖下的巴格达.他在当地的隐

居和精神修炼表明他所受的苏非主义的影响.这时,他的异母胞弟专程来巴格达与他争夺教权,教

派内部发生激烈冲突,从而从中分化出巴哈教派;波斯当局也感到他对国内教徒的影响,要求奥斯曼

政府使之远离巴格达.这导致奥斯曼政府“邀请”他定居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可是,在他迁居

伊斯坦布尔后,他的胞弟又来到新居地,教争复起.１８６８年,奥斯曼政府再次干预,他的胞弟被逐往

地中海的波尔岛;巴哈乌拉及其追随者也被逐并监禁在荒凉的阿卡(在海法附近,今以色列境内).①

巴哈乌拉在被监禁和被驱逐的４０年间,除接触少数家眷和追随者外,与世隔绝,远离社会和教

徒,身受种种痛苦和磨难.他从事沉思和写作,以构思他的新信仰、新宗教的蓝图;他继巴布之后,简

化宗教仪式(如改变伊斯兰教的一日五次礼拜为三次礼拜),使之适应更多的人的宗教生活;他向一

些国家的君主或统治者写信宣传他的新使命,借以表明他所创立的新信仰、新宗教的普世主义.由

于他出身于波斯显贵大臣之家,世代受王室的爵封厚禄.阶级出身的局限,使他在迫害和折磨面前,

没有任何的反抗或不满.相反的,他却从巴布派运动失败中,消极地接受教训,甘愿逆来顺从,忍受

屈辱,采取了妥协或忍让的态度,要教徒委曲求全,以德报怨.他从自我的体验出发,深感人间需要

同情与温暖,需要和平、正义和统一.在他所撰写的著作(启示)中,充分反映了他为创立新信仰、新

宗教而忍辱负重的思想.

人类为推展文明之不断前进而生适切于人类崇高品格的德行是对全人类对大地众生

的慈悲、同情、自制与仁爱.

作非分之想或躐等之求是不智的.应该各安其分.换言之,每一个生物都要顺乎受命于天

① WendiMomen,ABasicBahíDictionary,GeorgeRonaldOxford,１９９１,pp．３９Ｇ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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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①

如果苦难不在我的道里降临于你,你怎能跟那些满足于我的喜悦者走在一起? 如果试炼不

在你追求我的历程里折磨你,你怎能在欣慕我的圣美中获见光明?②

我降给你的苦难便是我的赐福,表面上它是火焰与复仇;实际上它是光明与怜悯!③

这种关于社会、伦理方面的普世之爱的说教,为他建立超阶级的新信仰、新宗教奠定了思想基

础.除了阶级的局限外,巴哈乌拉在被放逐、被监禁的切身经历以及他所处的客观环境也不允许他

在社会和政治诸方面提出更为激进的主张来.巴哈教派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酝酿和发展,逐渐抛弃其

宗派立场,终于演变为独立的世界性宗教,即巴哈教.

四、巴哈教世界主义的思想渊源

巴哈教在形成其世界主义思想过程中,巴哈乌拉以前所受的宗教教育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

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在穆罕默德之后不再有先知或使者;根据十叶派的十二伊玛目支派的教

义,第十二世伊玛目于８７４年隐遁.在此期间,隐遁伊玛目(即马赫迪或救世主)通过“萨夫尔”(意为

“使节”)或“巴布”(意为“门”)的“纳伊布”(代理人)与教徒取得联系,这位代理人在隐遁伊玛目与教

徒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据称,此即有四任“纳伊布”主持教务的小隐遁时期,９４１年,第四任代理人根

据隐遁伊玛目的旨意不再指定新的代理人,从此开始没有代理人的大隐遁时期(从９４１年迄今).④

１５０２年,波斯沙法维王朝(１５０２~１７３６)建立,奉十叶派教义为国教.这时的十叶派教义中,夹杂着

浓厚的苏非神秘主义思想影响.１７世纪中叶起,十叶派内兴起反苏非神秘主义的宗教改革思潮.

它将十叶派内一度具有重要影响的苏非主义,排斥在该派正统教义之外.然而,不可忽视的是,神秘

主义通常成为各种“异端”反官方教义采取的最方便的形式,这在十叶派随后的发展中充分显示

出来.

在伊斯兰教中,人们通常认为关于真主的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表义的知识,它可通过他人传

授和个人勤奋学习获得;另一类是隐秘的知识,它唯有经过掌握奥秘者的密传方可获得.在十叶派

内,人们则进而深信,穆罕默德是真主的“知识之城”,阿里是进入真主“知识之城”的门.１８世纪中

叶,波斯的谢赫阿赫德阿沙伊(１７４１~１８２６)竭力抬高阿里及其家族成员的地位,主张他们不同

于常人,而是真主的德性在现世的化身.⑤ 他强调以阿里为首的、直至伊玛目马赫迪的十二位伊玛

目都是人们获得真主知识的知识之门.他关于获得真主知识手段的主张,吸引了大批信众,从而在

十叶派内形成“异端”派别———谢赫教派.它的教义主张通过继承人哈吉赛义德卡西姆(? ~

１８４３)的布道活动在波斯得到广泛传播.据说仅在伊拉克一地就有１０万信徒.该教派关于达到真

主知识可以通过伊玛目之门,但这对渴望得到真主知识的普通信徒来说,仍是高不可攀的.由于在

①

②

③

④

⑤

曹开敏译:«新园»,第６３页.
曹开敏译:«大同教隐言经»(５０),台湾大同教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版,第１３页.
«大同教隐言经»(５１),第１３页.
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８３~１８８页.
卡诺塞尔:«巴哈教»,伦敦,１９１２年,第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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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姆去世后没有确定继承人,它的信徒才失去新领袖.①

然而,这却为巴布教派的兴起和发展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深受谢赫教派思想影响的米尔扎

阿里穆罕默德(通称“巴布”,１８２０~１８５０)进一步发展了谢赫教派关于“知识之门”的思想.他提

出,他本人就是人们达到伊玛目马赫迪的知识之“门”(巴布).其真实含义在于:人们可通过他这座

可闻可见的“门”,达到伊玛目马赫迪,由此往上可至阿里进而达到真主的知识.② 这对教徒的吸引

力是不言而喻的.以“巴布”为名的新教派诞生后,不仅得到迅速发展,而且有大批谢赫教派教徒转

而追随他的门下.随后,他又宣称他本人就是马赫迪,追随者日众.这引起当局的惊恐和正统派教

士的愤怒.最终他被逮捕、监禁并成为信仰的牺牲品.

巴哈教派在承继谢赫教派思想的基础上,承认巴布为“知识之门”,人们可通过他达到伊玛目马

赫迪的知识,进而可达到真主的知识.它在教义思想方面的发展,集中表现为强调先知显现的持续

性和统一性.每一位先知都不过是上帝赋予的使命的显现,巴哈乌拉不过是继巴布后的新时代的先

知和使者.这为其世界主义寻求了宗教上的论证.

巴哈乌拉关于上帝的普世之爱的神学思想为巴哈教的世界主义定下了基调.阿布杜巴哈对

其父的思想作了如下阐释.他说:

上帝的爱好像一盏灯,它照在人类的心中,使他们的心地光明起来.因为他的爱是灵

魂的生命,是永远的博爱.总之,人世间的爱,是由上帝的光照耀着的.

所以我们必须把各种不同的人类互相联络起来,以促进世界和平.这是很明显的,人世中

最大的力量,是上帝的爱.它能把各色的人民,用爱的方法去使他们互相结合着,成就他们的国

家和家庭.③

在先前我们早已说过,神的本身也需要一切生物的存在.造物主倘使没有造物,是绝

对不可能的! 没有天地万物,便不知神的万能.如果我们说,在某一个时代并无生物的存

在,这种论调,就是否认上帝的存在.上帝是永生不灭的,换句话说,他没有起源,也没有终

止.正同世界的存在一样的无始无终.宇宙是永久不灭的.④

巴哈乌拉关于上帝显现的观点、阿布杜巴哈关于上帝与宇宙同为永恒的观点,表明了巴哈教

宣扬的是宗教混合主义;而宗教混合主义不过是苏非神秘主义的泛神论思想的体现.巴哈教的世界

主义正是苏非泛神论思想在它所处时代有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应用.

[巴哈教,国内有人译称Bahí为“巴哈伊教”,但作者坚持“巴哈教”这种译称,理由是:该教名称

源自其奠基人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努里,在波斯通称为巴哈安拉(Bahullh)或巴哈乌拉

(Bahullh),故译巴哈伊(Bahí)为巴哈教,“巴哈伊”的译音本身含有巴哈的追随者、巴哈的主义、

巴哈的宗教之意.译称“巴哈伊教”有累赘之感.是否妥当,请学界同仁讨论———责任编辑李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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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卡诺塞尔:«巴哈教»,伦敦,１９１２年,第５页.
卡诺塞尔:«巴哈教»,伦敦,１９１２年,第９页.
阿布杜巴哈:«已答之问题»序(曹云祥、孙颐庆译),台湾大同教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１６２~１６３页.
阿布杜巴哈:«已答之问题»序(曹云祥、孙颐庆译),台湾大同教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１０２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