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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宗教与社会及经济发展
∗

———巴哈伊教为和谐社会做贡献的思考与实践

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龙飞俊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１日至２３日,“科学、宗教与社会及经济发展:巴哈伊教为和谐社会做贡献的思考

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巴哈伊教研究

中心、巴哈伊教澳门总会、全球文明研究中心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联合举办.研讨会于

９月２１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了隆重的开幕仪式.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晏可佳研究

员主持会议,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童世骏研究员、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曹海红先

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巴哈伊教研究中心主任吴云贵研究员、巴哈伊教澳门总会主席

江绍发先生,以及全球文明研究中心麦泰伦先生(TarrantM．Mahony)先后致词.来自中国社会科

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山东大学等院校的学者与

研究人员以及巴哈伊教澳门总会、香港全球文明研究中心及美国、澳大利亚等海外巴哈伊教团体代

表,共４０余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９月２２日至２３日,研讨会主体会议在江苏省周庄进行.

本次研讨会围绕着“科学、宗教与社会及经济发展”的主题,具体分为“巴哈伊教的理念世界及其

历史演进”和“巴哈伊教与当代社会”两个组进行研讨,一共进行了八场研讨活动.

在“巴哈伊教的理念世界及其历史演进”这一组的研讨中,与会学者就巴哈伊教的教理思想以及

巴哈伊教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发言与讨论:周国黎研究员«宗教与科学的问题症结»,对“宗教与科学的

关系”由来进行了阐述、对结构分类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有别于对“宗教与科学关系”的传

统分类即冲突型、各自型、对话型、整合型四种类型的各自型、对话型、整合型三类,指出现有的学术

研究局限为历史研究和相关理论研究不够是主要原因,今后的研究目标,就是将对宗教与科学关系

的历史和现象的描述,深化为对宗教与科学关系的理论概念性的分析.王宇洁副研究员«巴哈伊关

于社会发展的理论观点及现实意义»,对巴哈伊信仰关于个人发展和关于世界发展的理论与观点进

行了阐述,精神特质进行了分析,并对当代巴哈伊团体在社会发展方面的实践及现实意义,从维护人

权、提倡男女平等、种族团结等宏观层面,到巴哈伊在实践中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开展不同活动的微观

层面进行了论述.冯今源研究员«关于宗教与科学、理性的思考»从宗教目的论出发,指出宗教与科

学都是以“人”为出发点的,宗教是人对自己的认识,科学是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把宗教与科学完全对

立起来是错误的.在“科教兴国”的今天,宗教人士同样可以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但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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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该看到宗教与科学之间是有张力的,而这种张力是有益的,它使宗教与科学分别在不同的领域

和系统中发挥各自的作用.蔡德贵教授«人类的三种精神和三种教育»,概括了人类科学精神、人文

精神、宗教精神,并将三种精神以筷子、刀叉、手指的区别进行形象描述,指出现代的西方文明主要体

现为科学精神,而以人文精神为特点的东方人现在受到西方科学精神影响很大.宗教精神与人文精

神不完全对立,在现代宗教中越来越强调的人文关怀体现了这一点.联系到巴哈伊教,正是将宗教、

科学与人文这三种精神结合的典范.而今天一些地区出现的混乱局面,正是未能将三种精神有益地

结束起来,并通过三种精神的教育来提升人的素质.邱文平博士«诸神之战:巴哈伊教纵横谈»,主要

从西方的神学体系对宗教信仰发展的历程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各个时期宗教神格的变化,指出后现

代的宗教对于之前宗教的一种继承与颠覆的关系.而巴哈伊教的“上帝唯一、人类同源”的信念正是

从这一路径发展而来的.李维建博士«巴哈伊教的发展轨迹:壮大、转变、难题(１９５７~２００７)»,对

１９５７年至２００７年这半个世纪巴哈伊教所走过的路程和发展轨迹进行了回顾,认为主要可以分为两

个阶段:一是巴哈伊教从一个地区性的中东宗教发展成为世界宗教.二是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

巴哈伊教开始向非伊斯兰教国家的第三世界传播.此外,巴哈伊教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从地区

性向世界性宗教的转变、社会基础的重大转变、教内领导权实现由个人向机构的转变、对参与政治运

动的态度的转变,以及社会性和实践性逐渐增强、包容性与独立性、排他性的发展等变化.李维建还

提出了巴哈伊教在快速发展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如文化的融合、组织教主即世界正义院的权威遭遇

的挑战、教内自由主义与基要主义之争、巴哈伊教在一些伊斯兰教国家受到限制,以及某些学者对美

国巴哈伊教领导人的控制行为的批评等.黄奎博士«意识形态视角中的巴哈伊信仰:兼评其１９８５年

发表的“世界和平的承诺”»,从对巴哈伊教团１９８５年发表的«世界和平的承诺»的评论,分析了巴哈

伊信仰晚近的政治诉求和意识形态特征.王六二博士«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几个理论问题»,对科学与

宗教的范畴本质、科学与宗教的冲突问题、人的因素在科学与宗教活动中的根本性等理论问题进行

了阐述.吴云贵研究员的论文«巴哈伊教与科学发展观»,探讨了包括巴哈伊教在内的宗教与科学发

展观,在追求人类幸福的基本目标和认识社会发展潮流方面的一致性,认为科学与宗教是可以协调

的,但同时应注意区分二者关系中的方法论与目的论.晏琼英博士«从巴哈伊教关于宗教与科学的

论述试谈对宗教现代化的思考»,探讨了宗教与科学关系中,理性尺度的合理性,以及解经方式与经

文的真实精神的联系、宗教与科学的互补性.吴晓群副教授«从和而不同到多样性之统一:对文化多

样性的一种承诺»,通过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的精神,探讨了其在当今世界文化境况中

所面临的“文化主导权”问题的局限,从而提出以巴哈伊教所倡导的“多样性之统一”精神作为补充.

在“巴哈伊教与当代社会”这一组的研讨中,学者和巴哈伊团体代表对巴哈伊教在当代社会的活

动进行了研讨:宗树人博士(DavidPalmer)«科学、宗教与构建和谐社会»,运用巴哈伊信仰的一些原

则和实践经验,探讨了科学与宗教二者和谐的可能性,以及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罗兰

女士(LoriNoguchi)的论文«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概念框架的探索»,提出根据社会行动框架的四要素

说,即对人本质的认识、价值观、工作或行动的原则以及行动的方法,巴哈伊教所进行的社会经济与

发展项目正是将上述四要素的适当结合,例如不分贫富,根据各地方及各人的实际情况与能力开展

项目、强调团结精神、从较小的项目开始然后自然的发展的方法、强调灵活培养与发展同步的原则.

NimaMasroori先生«建立和谐社会中机构的作用»,强调机构在推进社会和谐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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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巴哈伊的教务行政管理机构为例,提出其团结、公正、磋商的管理机制对今天机构建设的借鉴意

义.梅瑞女士«对法律在建立和谐社会之贡献的初步思考»,从一名法律工作者的角度,探讨了公法

(即国家立法)与精神法(即个人灵性发展的基本原则)的区别,指出和谐社会中公法作用的有限性,

并以巴哈伊教关于灵性的原则与观点为例,提倡制定和推广精神法.周燮藩研究员«宗教、科学、灵

性»,探讨了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指出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应该处理好宗教、科学和灵性三者关

系.花媚女士(MayFarid)«建立良好组织机构、致力社会和经济发展»,提出良好的组织机构是社会

和经济发展的前提,而良好的组织机构强调的是整体的能力,而非单个人的能力,并以巴哈伊的社会

经济发展行动为例,倡导以巴哈伊的精神来增强机构能力.江绍发先生«宗教生活与社会经济发展

的关系»,援引巴哈伊的经典,阐述巴哈伊教始终关注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精神,指出无论是工作、学习

或生活,都是巴哈伊精神的体现,或者说巴哈伊的宗教生活就融于日常生活之中,和谐社会需要的正

是这样一种精神.吴正选博士«略论巴哈伊教的宗教革新及其对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以巴哈伊教

教义中与传统宗教不同的“渐进启示”、“工作就是崇拜”以及人类文明未来发展前景等思想观点为

例,阐述了巴哈伊教的这些宗教革新对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可能具有的积极意义.晏可佳研究员

«专业的社会工作和宗教的社会服务的有机结合:构建和谐社会的双赢模式»,从社会责任感出发,以

西方社会模式为基础,探索了社会工作与宗教服务可能的有益结合,分别探讨了三种服务模式:以专

业现代化为特别的德国模式、以竞争中求发展的香港模式,以及政府和社会机构有限合作的美国模

式.张玉营博士宣读«知行合一的巴哈伊理念:谈巴哈伊的社会发展观及其实践经验».

研讨会后,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闭幕仪式,与会学者与代表对本次会议的成功召开给予了肯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张新鹰先生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本次研讨会的两个特点:一是

对话的特点更突出.与以往会议中对宗教经典思想、历史的研究不同,本次会议中,学者们运用了更

为广阔的视角来观察巴哈伊信仰,作出不同的分析与判断,这既是对巴哈伊理念的一种认同,也是对

其理念能实现的一种期望.研讨过程中,实现了宗教与学术的对话.二是本次会议讨论的内容的现

实性和普世性更加突出.例如许多题目的设计和学者的纷繁各异的文章,使我们今后对巴哈伊的关

注有了更广泛的领域.更为重要的是本次研讨会对于宗教学理论发展的意义.因为在一门学科的

发展过程中,问题的提出是很必要的.很多内容都涉及了如“宗教是什么”、“科学是什么”、“上帝是

什么”,以及是否能准确反映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认知,以及对未来宗教存在状况的估量等一系统基

本概念与内容.虽然因为时间关系,许多内容未能全部展开,但提供了机会,推进了宗教研究的发

展,香港全球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宗树人先生对本次会议的圆满成功给予肯定,指出巴哈伊所信仰的

美好的理想应该如何实现,在本次研讨会中与各位学者及与会代表进行了一次非常有益的交流,希

望今后能继续推进交流与合作.上海民族与宗教委员会外事处副处长修彦彬女士对本次会议的成

功召开表示祝贺,指出作为政府的职能管理部门,民宗委将继续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更好地服

务与满足在沪外国人对宗教生活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