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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伊的宗教进步本质观
∗



[美]斯托克曼著,常新译

要理解宗教必然为进步的原因和宗教本身必然进步与发展这一观点,我们需要从理解巴哈伊的

宗教观出发.巴哈伊的宗教观乃基于历史和其创立者巴哈欧拉所教诲的原则.人们在研究历史中

兴起的各种宗教时,会发现它们中存有一些共同的模式.大多数都有一个公认的创立者和一个信仰

群体.他们通常鼓吹一种个人前进之道,此道不仅在与宇宙和天之权力的关系中,而且亦在与他人

和社会的关系中.

所有宗教都有关于人们应该怎样共同生活在一个社会中的教诲.这些教诲往往展示其重要的

相似性.所有宗教都禁止偷盗、撒谎和奸淫.在正面意义上,它们通常呼吁尊重父母、诚实、同情他

人、仁、为他人服务、社会和谐、讲求道德(义)和公正生活(礼).有些宗教传统在强调这些价值时或

有不同侧重,但所有宗教都体现出极为相同的社会美德.在中国宗教教诲中,仁、义、礼之观念代表

着许多类似的思想.

另举一例:如果人们将摩西十诫(«出埃及记»２０章)与佛陀的八正道相比较,则会对其存在的许

多相似性留下深刻印象.八正道的第二原则“正思维”让人放弃尘世,并从欲之纠缠中得以解脱;第

十诫则严禁贪恋邻人的房屋、妻子或财物,此乃极为相似的观点.八正道的第三原则”正语”与第九

诫亦相似,它命令人们不可作假见证陷害邻人.八正道的第四原则“正业”禁止杀生、偷窃和奸诈,则

正与十诫中第六、七和八诫相同.

当然,在它们之间仍有许多区别.我们指出了佛陀八原则中有三条与摩西十诫中的五条诫命相

似,而有五条原则和五条诫命在不同的教诲体系中却找不到对应者.有一些区别显然是文化上的.

例如,摩西第五诫论及人应该孝敬其父母,而佛陀八原则中却未直接谈到此点.在此,犹太教实际上

与儒家孝的观念更相似,而不同于佛教.但是,佛陀显然也不会让人们不孝敬或不服从其父母;所以

说,其区别乃在强调上的不同.

另举一例,摩西十诫的前三诫都集中在上帝———永恒之力,而佛陀的八正道却强调对觉的发现,

这种觉总与个人关联且在个人之中.这些区别反映了如下事实:西亚总以人格上帝的观念来定向,

而东亚则通常将藏于物质宇宙之后的力量理解为非人格的和无意识的.这些视域的区别从何而来,

历史学家对之仍无法确定.

巴哈伊从宗教之间的相同与区别中看到了两种本原的作用.第一种本原即文化和历史的处境.

∗ 参见卓新平主编:«宗教比较与对话»第１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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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宗教都是在某一独特的时空中建立起来的,因而必定反映出这一时空的习俗和信仰.这些习

俗和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乃历史机遇之产物,有着与其思想家及其发展之哲学的独特结合.

然而,在这些历史和文化区别之后却仍保存着一些关涉人类品性和道德的普遍相似性,这些共

性相对人类社会而言乃最为根本的.巴哈伊认为这些根本法则正是第二种本原之见证:其本原即指

各种宗教乃分享着一个共同的超凡造物主.这一造物主创立了自然规律,如重力规律等,从而决定

了世界的秩序.造物主亦通过发布某些普遍的道德教诲而为人类社会提供了道德秩序.

巴哈伊的这一造物主观念与东亚和西亚的神圣权力观念有着共同的因素.巴哈伊信仰的创始

人巴哈欧拉论及一种在一切物质世界之后的“不可知本质”.这一本质之所以不可知,乃是因为它在

权力和知识上为无限的,故超越了人类的理解.人类寻求理解这一本质的所有努力最终必将失败.

或许正是由于这一本质,所以«道德经»在其开篇经文即谈到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巴哈伊关于不可知本质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类似于中国有关“天”的观念.

但除了论及这一本质的不可知性之外,巴哈欧拉亦说明,尽管我们并不完全理解这一本质,但对

其某些方面我们至少可以粗略地把握.巴哈欧拉称这些方面为造物主的属性.例如,造物主怜悯我

们,既然我们都在我们的生活中体验过怜悯,那么我们亦可部分理解造物主怜悯我们乃意指什么.

与之相似,我们可以部分理解造物主是美、是真、是公义的、是智慧的、是宽厚的、是爱、是仁慈的、是

善良的.

巴哈欧拉说,造物主的属性乃是无数的.他补充道,宇宙的每一事物都至少反映出其属性中的

一种.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自然中看到了造物主超凡的性质,并由此而在创造中体验到造物主的崇

高.巴哈欧拉还说,人类能够反映造物主的所有属性或性质,而这使我们在一切创造中乃独一无二

的.这一观点可以下述方式来图示:

造物主　　　　　　　　　　　人类

本质

属性————————————————➝本质

属性

按照巴哈伊哲学,人类的本质乃由造物主的属性所构成.我们展示的属性是那些存在于我们本

质之内的,我们已将之发展并学会了表达它们.既然人生的目的之一就是个人的转变,那么每个人

都可以表达爱、怜悯、真诚、老实、仁、忠义、智慧以及其他许多更为完美的属性.因为我们学会表达

了这些属性———这些美德———所以我们贡献人类社会的能力得以加强,而人类社会也能够前进

发展.

巴哈欧拉说,在每个人中间发展这些超凡性质本为所有宗教的目的.孔子的哲学在这方面乃极

好的榜样,因为孔子强调发展某些美好品性和道德的重要性,并教育人民来表达它们.当然,孔子所

强调的价值乃是２５００年之前中国社会最好的价值,此后中国已出现很多改变.许多积极的改变是

由儒家哲学的真与美所带来.但正因为这些变化,孔子的道德价值亦需要相应的现代化.儒家哲学

家千年以前创立的礼仪乃早于我们对世界的现代科学理解,因而特别需要改革,甚或应将之消除.

这就是巴哈伊相信宗教必须是进步性的原因;一个时代所教诲的价值和道德或许并不适合后来

的时代.在某一时期,某些教诲可能是人类所能理解和追随的最好部分,它们在社会中带来了进步,

但随之也使其自身被更新、更现代的价值和道德所取代成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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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伊相信,巴哈欧拉作为一种价值和道德综合体的最近创始人,提供了亦值得他人研究和讨

论的教诲.他的教诲强调许多实践价值,如男女平等,消除基于阶级和民族的差别,教育所有的人阅

读和书写,社会消灭贫穷和为其全体公民提供最低标准的卫生和收入之必要,宗教教诲必须与科学

相符、否则它们不过是迷信而已的思想,以及通过相互信任和讨论而达到的人道势必创立一个和平、

正义与和谐的世界等见解.巴哈欧拉说,这些教诲并不仅仅出于他本人,而是来自上天,正是那不可

知本质将这些教诲赠送给他;进而言之,这些教诲只有见诸那在每个人中发展超凡美德及属性的努

力,才可能取得改变世界的成功.正是这种能提供组织社会之新价值的个人教育和改变,才能在地

球上创造和谐与和平.如果巴哈欧拉的教诲在改变人性上乃真正有效,那么这些教诲本身亦会在某

些部分逐渐过时,从而需要将来有另一位伟大的宗教导师来对之加以改革和重新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