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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时光荏苒，2007年9月21-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

教研究所巴哈伊研究中心、巴哈伊教澳门总会、香港全球文明

研究中心，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联合主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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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南水乡周庄召开，迄今已经

三年多过去了。在这期间，我一直通过各种形式，与各地的巴

哈伊教界的朋友们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这使得我有机会对

巴哈伊教在我国的发展状况形成切近而生动的体验。

我对于巴哈伊教的兴趣，一开始显然仅仅是学术性质的，

只是把它当成一种新兴宗教运动而已。只要浏览若干巴哈伊教

的圣典，我们可以立刻感受到这个历史并不算太悠久的然而却

充满着内在活力和热情的宗教的巨大的感染力。巴哈伊教尊崇

“上帝独一，宗教同源，人类一家”的基本教义，主张科学与

宗教为人类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强调人类团结、社会发

展与世界和平的理念，尤其是强调为现代人的灵性提供某种全

新理解和发展的可能性。

当今世人，多感慨于当今世界的信仰缺失，实际上却是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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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匮乏，以及对于此种状况的不满，这正是对于人们普遍需要

并且追求的灵性生活的体现。自改革开放以来，巴哈伊教在我

国若干大城市中发展较快。除了存在一些外国的巴哈伊社团以

外，显然中国的巴哈伊信徒也在不断地增长。尤其是在白领、

大学教师以及知识分子中间不乏对巴哈伊有着浓厚兴趣的人

们。我们虽然无法统计在中国境内的巴哈伊数量究竟有多少，

学术界乃至于社会对巴哈伊的名字却越来越熟悉。

然而，巴哈伊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种灵性生活，一种价

值体系，它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行动，这是任何一种宗教

在当今世界得以维系的重要手段。我们注意到，在中国的社会

服务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巴迪基金会这样表述自己的使命：“基

金会一直致力于通过设计并开展教育和培训项目，为中国大陆

地区的协调发展做出贡献。”a 与一般的基金会的扶贫项目有

所不同，它采取的是智力扶贫和能力扶贫的路径。巴迪基金会的

社会服务以推动机构能力的建设为核心，辅之以青少年赋能项目

和环境建设项目。这些项目既是巴哈伊理念在现实社会的延伸和

体现，也是其产生持续而深刻的社会影响的重要途径，其不断的

发展必然会从一个侧面催生中国社会的成长与成熟。

让我们还是回到三年以前在江南水岸召开的会议。

那次会议几经各方磋商，最终决定仍然采取比较宽泛的议

题，以便我们能够在更多的层面上开展讨论和对话，这也是过

去几年在全国各地召开的会议的相似做法。与会的学者从不同

的角度对巴哈伊基本原则、历史发展以及社会思想做了比较系

a　http://www.badi-foundation.or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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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梳理和阐述，应当说，确实达到了相互交流，加深了解的

目的。我甚至还有幸拜读到了若干当年参加会议的学者发表的

不少关于巴哈伊教的研究成果。在此，作为会议的组织者，我

们要感谢为此次会议提供支持的一切单位和机构，同时也对当

年的与会学者的学术贡献表示感谢。

最后，经过这几年的观察和思考，我深深感到，巴哈伊教

的研究到目前为止，确实可以深入到一个新的实证研究的阶段

了。我们应当认真、切实地考察，无论在精神生活还是现实生

活中，巴哈伊教的理念和实践到底带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我们

应当如何审慎地对待这个在我国不断发展着的、愈来愈有影响

的宗教？如果说，巴哈伊教不仅是一种思想意识，还是一种社

会实体和社会实践，那么，我们就应当进一步追问，在当今的

中国社会，巴哈伊教应该处于怎样的一种社会位置，具有怎样

一种社会身份，从而使之更好地实现社会融入与文化整合呢？

                     

                      晏可佳

2010年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