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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伊近年发展的概况与特点
∗



傅聚文

巴哈伊教已成为世界宗教中地区分布广度位居第二的宗教.近年来巴哈伊教发展有三大特点:

一是发展迅速,分布面广.巴哈伊信仰者在１８９２年约有５万人,１９８１年有１００万人,１９９２年达５００
多万人.各种族约２１００个民族、部落中都有巴哈伊.１９７０~１９８５年在世界各宗教团体年平均增长

率中,巴哈伊教居首位.巴哈伊教现分布在２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分布广度仅次于在督教.二是活

动积极,参与广泛,在教育、文艺、医卫、环保、妇幼、经济、种族问题、和平事业等领域都有令人瞩目的

活动.巴哈伊在发展中国家办学校和扫盲班、培训医务人员、进行卫生教育.巴哈伊还积极宣传环

境保护和生态平衡,开展植树绿化活动,参与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筹备工作,柏林的巴哈伊参加了

１９９２年在柏林举行的名为“光明之链”的反对纳粹主义的集会和游行.１９９２年由巴哈伊社团在巴西

树立的“和平纪念碑”刻着“全地球是一个国家,全人类是它的公民”及“世界和平”的字样.三是作用

增强,影响扩大.巴哈伊现有２９个出版社、７个电台、７个灵曦堂,巴哈欧拉的著作被译成８００多种

语言.１９９２年,来自１８０个国家和地区的３万名巴哈伊信徒汇聚纽约,参加第二届巴哈伊全球大会.

开幕式上宣读了美国总统布什的贺信,３００多名不同民族的巴哈伊信徒身着民族服装列队走过会议

中心内特设的平台.大会还通过卫星向世界各地转播.在一系列影响颇大的国际会议中心,如

１９９２年有１００多位国家首脑与会的“全球峰会”和１９９３年的世界宗教会议,巴哈伊也发挥了作用,取

得了一定的地位.巴哈伊教现在已是分布面广、参与广泛且具相当影响的新兴的世界性宗教,它比

其他宗教更世俗化、现代化、多元化.其发展势头不可小看.对于这样一个将来可能与基督教、伊斯

兰教、佛教一样产生广泛而重大影响的新兴宗教,无论从国际外交、国家安全,还是从我国改革开放

的发展的角度来看,都值得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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