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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流行于
　　印度的两种新宗教(节选)∗



宫　静

众所周知,印度是现存的四种宗教即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的发源地,此外还流行着几

种外来宗教,即伊斯兰教、基督教、拜火教、喇嘛教等.这些宗教创立最晚的要算锡克教,它建立于公

元１６世纪.研究印度的学者对以上种种宗教都比较熟悉,因此无需赘述.这里我只想将目前流行

于印度的两种新宗教加以介绍.所谓新宗教是相对于早已流行的上述几种宗教而言,它们建立于

１９世纪末,流行于２０世纪.

一是巴哈教,该教在中国大陆尚无踪迹,但在世界其他地区颇有影响,我国台湾、香港、九龙都有

它的分支.巴哈教是波斯人巴哈欧拉(Bahullah,１８１７~１８９２)创立的,他于１８１７年１１月１２日出

生在波斯一个著名的贵族家庭,于１８５３年自称获得天启,是上帝的信使,并向世人公布上帝仅有一

个;宗教的真理不是绝对而是相对的;宗教是神圣教义演进的启示,来引导人类灵性的逐渐进展.他

宣扬人类同源,“世界仅有一个国家,人类是它的公民.”不久他被驱逐到伊拉克的巴格达,十年之后,

他又在此城向众人宣布,他就是那位世上各种宗教②所预言要降临的应诺者.他因此又被流放到君

士坦丁堡和亚得里亚堡,于１８６８年最终被放逐到阿柯依城,经４０年的流放、监禁和折磨,于１８９２年

去世.目前该教在世界３６０个国家、地区、部落和岛屿,建立了１１５９００个中心.其信徒分布在世界

各地,约有１０００万.它的经典已被译成７３０种语言,其中汉文资料很多.在世界各大洲还建立了７
座灵曦堂,包括巴拿马的巴拿马市、乌干达的坎帕拉、美国的伊利诺斯、西德的法兰克福、澳洲的悉

尼、西萨摩亚群岛的阿皮亚、印度的新德里.巴哈教于１８７２年传入印度,现在教徒１００万,１９８６年建

成莲花庙,被誉为“２１世纪的泰姬陵”,占地２６．６亩,庙高３４．２７公尺,圣堂形如整朵莲花,由九个花

瓣组成,全部镶嵌为纯白色的大理石,莲花周围衬托着九座水池,象征浮在水面上的莲花青叶.圣堂

内没有偶像,一律是纯白的大理石长椅,可容纳１３００人,据说,这些大理石全部是在欧洲切割后用飞

机运至印度,耗资巨大.该教的训言是:人类必须统一,独立探求真理,宗教基础相同,宗教导至统

一,宗教与科学一致,男女一律平等,扫除一切偏见,保障世界和平,教育必须普及,推行世界语言,设

立国际裁判所等.目前巴哈教教徒人数虽然还不多,但是经济实力颇雄厚,其教义也有一定的吸引

力和号召力,因此值得学者们重视.

∗

②

原载宫静:«访印见闻———宗教信仰的现状»,载«南亚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２期.
各种宗教,应包括印度教、犹太教、拜火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有纪元前５０００年的萨比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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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干达的坎帕拉巴哈伊灵曦堂 德国的法兰克福巴哈伊灵曦堂

巴拿马的巴拿马市巴哈伊灵曦堂 西萨摩亚群岛的阿皮亚巴哈伊灵曦堂

印度的新德里巴哈伊灵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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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的悉尼巴哈伊灵曦堂 美国的威梅尔巴哈伊灵曦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