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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宗教都蕴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如佛教中缘起共生、依正不二、中道圆融、无尽缘

起和“六和敬”，基督教中人神合一、人心盼望、人际和好、人与自然同处，伊斯兰教中坚

持中道、宽容忍让、诚实守信、崇尚知识等，都对促进社会和谐有着积极的作用。巴哈伊教

蕴含着独特的和谐理念，本文将对巴哈伊教的和谐思想进行初步的探讨。 

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人类已经掌握将自己毁灭的高技术文明手段，同时

又处于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营垒，要使人类避免危机，最重要的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

谐”。“和谐”是中国文化的价值目标和最高追求。自《易经》的“阴阳调和”到墨子的“兼

爱非攻、爱无差等”；从儒家博大精深的“和为贵”到道家的“知和曰常，知常曰明”，中

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非常丰富的关于融合、和谐、和睦、平和的思想观念。概括地讲，中国传

统“和”的文化精神主要包括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而不同的价值观、以和为贵的处世哲学。

天人合一追求的是天人和谐，三纲六纪追求的是人际和谐，修身养性追求的是身心和谐。最

具代表性的，还是儒家描述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代表了中国理想和谐社会的最高

境界。 

1935年，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开始翻译巴哈伊教经典时，认为其教义经典中的社会主张

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世界大同”理想相通，故此将其翻译为“大同教”。这个名字一直

沿用到20世纪90年代初，1991年正式更名为“巴哈伊教”。可以说，巴哈伊教中的“人类一

家”、“多样性统一”的观念与和谐思想是并行不悖的。 

 

一 巴哈伊教的和谐观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巴哈伊经典中把大自然称作神灵的映象。巴哈欧拉说：“大自

然乃上帝的意愿，是其通过偶然世界进行的表达。”巴哈伊信仰教谕说，大自然应该受到珍

视和尊重，但不应该受到崇拜；它应该服务于人类发展不断努力的演进。但是自然界的万事

万物唇齿相依，“向着美，功效和整体完善”的进化和多样化是十分重要的。有鉴于此，每

一项努力都必须尽可能地保持地球生物多样性和大自然的秩序。 

巴哈伊教义不仅告诫要正确看待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还必须重视文明与环境的关系。由

于其主导思想形成于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巴哈伊教看起来十分注重这一变革中的精神含义

并对这一变革有着鲜活的描述：“我们不可能将人的心灵与我们外部的环境分离开来，说只

要其中一个变革了，其他的也会改善。人与世界是有机联系着的。他的内心生活塑造了环境，

同时又受到了环境的深刻影响。一个作用于另一个，人生中每一个持久变化乃是这些相互作

用的结果。”
1
 面对物质发展和生态发展严重失衡的状况，在半个世纪前，巴哈伊教已经预

料到并警告人类不要只偏向于物质文明的发展。 

对巴哈伊教而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可持续发展概念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着紧密的联

系。早在100多年前，巴哈欧拉就曾经写道，人类被创造的目的就是为了“推动文明不断进

步的”。巴哈伊教徒将这看作是一个清晰的可持续发展宣言。巴哈伊教义也同样强调人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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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统一性和相互依存性，以及人类社会、经济以及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性，这些都

是巴哈伊教义中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标志性表述。 

（二）人与社会的和谐 

1．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巴哈伊教认为，人类的最高需求是合作与互助，人们亲善与同盟之纽带愈坚强，在一切

人类活动领域的建设性与成就性就愈强大。在个体间的关系上，巴哈伊认为现实世界的所有

人，不分男女，都是安拉的儿女，人人都是平等的，不管种族、肤色、社会地位如何，人类

皆兄弟，应该统一和谐，真诚相爱，互相信任。但另一方面，绝对的平等只是大脑中的一个

幻觉，因为“社会中兼具有贫人和富人是上帝的创造律，宇宙万物莫不如此，否则上帝的创

造就不完美”。总有“一些人富有才智，一些人智力平平，另一些则缺乏悟性”。等级是调

节秩序的必要保证。人类需要平等，也需要等级，真正的平等是指每个人都能按其等级地位

获得相应的舒适和幸福。虽然在人类社会中不可能人人都当司令，也不可能人人当军官或士

兵，但在社会结构中，每个人都是称职的，每个人均按其能力大小发挥其作用并享受其所得。 

2．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对于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巴哈伊教强调家庭在道德形成和文明建设中的作用，特别重视

妇女教育及母亲的地位和影响。反对重男轻女，提倡个人对家庭和社会两方面都负有责任。

巴哈伊教认为“家庭是人类社会整体架构的基石”，巴哈伊教义更是“用来保护并强化这一

神圣机构的”。 

对于个人和社会机构之间的关系，巴哈伊教反对个人意志膨胀和过分自由，同时也反对

社会机构的专制。它提倡法律新概念，认为法律如同反映物质世界的科学规律一样，是控制

人类精神和道德的规律，它不限制自由，而是对自由的指导。个人与社会机构双方都应自律，

服务于民，贡献于社会。 

和谐意味着个性自由与整体利益的并重。个体的成长与群体的发展是相互依赖、相互促

进的过程。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他不能单独生活，社会又有自身固有的模式，一个人

只有通过和他周围的人群建立关系，才能学会生存，进而寻求真理，实践美德，一方面贡献

社会，另一方面促进自身精神的成长。与此同时，“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寻求本质，别人的探

索代替不了自己的追求”，“因为意识是人类的本质特色。而与意识有最密切关系的活动便

是个人为自己探求事物的实体”，“探索人类生存于世上的目标的自由，以及发展那些使这

探索过程成功的人性天资的自由，都需要得到保护”。因此，要实现个人与集体关系的和谐

必须适当兼顾二者，即一方面要强调社会整体的利益，但这不等于要神化集体主义，压制个

性的发展；另一方面，要让人享有有助于其成长的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但这也并非要崇奉

在多方面破坏现代生活的个人主义。 

3．公民和政府 

巴哈伊教认为，公民与政府的和谐表现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在巴哈伊教看来，政府

和公民不是统治与被统治关系，而是一种委托关系。上帝把“当前用来护卫和保障人类各族

之安全的基本工具已交托给人类社会中的政府官员来掌管”，政府即为上帝的托管人或受托

者。而穷人、公民则是上帝托付政府照顾的人。作为上帝的信托人，政府应“以容忍的精神

对待他的同胞……表现出万分的诚恳与公正”，从而“赢得人民的信心、尊敬和衷心支持”。

作为被托管者，公民则应完全服从政府，“切莫与他人争论此世的事务，因为上帝已把这些

事务舍弃给那些热衷于此类事务的人们”。总之，公民与政府各有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每

一种身份和地位的完整性必须维持”，“超越自己的地位和身份的限度是绝对不可以的”。 

（三）人的内心和谐 

作为一种宗教，巴哈伊教对个人的内心和谐及精神发展极为重视，认为对上帝的信仰，



可以产生一些特定的知觉与情感以及对宇宙的某种态度，这种情感和态度在道德教育的过程

中具有极大的价值，是构成个人内心和谐和社会进步的源泉。 

根据巴哈伊教义，人类心中最重要的情感是爱。“必须引领人类以爱和宽容的精神到达

真悟之洋。”有了这样的爱，人们才能达到内心的和谐。 

巴哈伊信仰宣扬人类拥有精神和物质二元性。如果内心不能和谐，物质的本性便能控制

一个人的个性，会导致自私的愿望和罪恶的结果；如果和谐精神的本性控制一个人的个性，

会得到一种幸福的生活。如果一个人遵循这些原则，并且过着一种行为良好的生活，那么不

论生前或死后，他或她将进入一个乐园或天堂王国。如果一个人做邪恶之事，他或她已经是

在地狱中了，并且死后将继续。所以，巴哈伊信仰追求灵性进步和内心和谐。 

二 巴哈伊教和谐思想的实践 

巴哈伊教丰富的和谐思想不仅停留在经典教义上，更体现在现实生活中不遗余力地推广

其和谐理念。 

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国际国内环保会议上，时常能听到巴哈伊的声音，大多 

是非常切合实际的建议，这也正是它备受现代人关注的原因之一。1990年8月，巴哈伊国际

社团向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筹备会提交了国际环境立法必要的声明。巴哈伊还参与组织了

1995年世界九大宗教与环保会议，参与了“圣文基金会”的环保运动，并且曾在里约热内卢

环保会议等国际会议上提交了建设性的建议和章程，建立了和平纪念碑，宣传媒介亦被巴哈

伊用来宣传报道世界环保信息。种种活动，都可以让人们切切实实地看到巴哈伊的环保意识

和它对现实生活所起的作用。 

巴哈伊经典著作中提到，现代人类集体生活对于世界公共组织的需要。因此，巴哈伊信

徒支持由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组织改善国际关系。巴哈伊社区在以色列海法世界正义院的指导

下，出任下列组织的顾问：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联合国环境署。巴哈伊在纽约和日内瓦的联合国机构内设有办公室，

并且在联合国的地区特使和机构中拥有代表。不论是在联合国非政府机构中，还是在发展中

国家最落后的地区，都可以看到巴哈伊人士积极投身于人类的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和

各项其他事业。 

在两性平等、肯定妇女价值以及优先赋予女孩受教育权等方面，巴哈伊不遗余力地推进

这方面的工作。在2007年2月26日至3月9日召开的第五十一届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上，巴

哈伊代表团派出了包括12名女孩、36位妇女和男性在内的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代表团。代表

团在会议上为改善世界妇女的地位争取权益，为扶助贫困地区的母亲和女童争取项目和资金。 

巴哈伊建立了“公立学校巴哈伊教育”计划（Bahá’í Education in State Schools，以下简

称“BESS”），该计划重点培养儿童的道德价值，如耐心、诚实、怜悯等，鼓励每个儿童

认识到自己已经拥有和需要提升的美德。爱、知识、信仰、诚实、正义和值得信赖等有关品

行端正的美德构成了旨在培养儿童和青年的灵性的巴哈伊教育课程的重要主题。这些品德与

其他的一些品质，如慷慨、勇敢、心地纯洁等，被认为是人之灵魂的关键特征，人之品格的

建筑模块。 

巴哈伊教还发起了一项名为“精神成长”的活动，各地巴哈伊教的信徒组成研习小组，

由协助者和辅导人员对信徒进行辅导，提高他们的灵性洞察力、服务的技巧和能力，培养一

定的组织开展精神活动的能力等，同时开设祈祷班、拜访及精神交流、儿童班、青少年班及

辅导员等七门课程。所有的巴哈伊教的正式信徒都被鼓励接受上述系统的培训，以达到内心

世界的和谐。 

总之，宗教要发挥促进社会和谐的积极作用，首先宗教自身、宗教内部要和谐。一个“和

谐的宗教”而不是一个“冲突的宗教”，才是宗教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消极作用的基础。巴



哈伊教中丰富的和谐思想能给予人们有益的启迪并发挥其独特的作用。通过对巴哈伊和谐思

想的研究，我们可以吸收和借鉴这些宝贵的经验，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