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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伊教迅速发展原因初探
∗



冯今源

１９世纪中叶,伊朗人米尔札阿里努里(Mírz usaynＧ̍AlíNúrí,１８１７~１８９２年)公开宣布自

己是伊斯兰教十叶派巴布教派领袖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Siyyid̍ AlíMuammad,１８１９~１８５０

年)所预言的救世主马赫迪,自称“巴哈欧拉”(Bahullh,意为“安拉的荣耀”),创立了有别于伊斯

兰教的新兴宗教———巴哈伊教.此后,经阿巴斯阿芬迪(̍AbbsEffendí,１８４４~１９２０,即阿布都

巴哈)、邵基阿芬迪(ShoghiEffendi,１８９７~１９５７)两代领袖,在不足１５０年的时间内,迄今已经成为

影响广泛、最为活跃的世界性宗教.据该教自称,至１９９２年初,全世界巴哈伊教信徒已达７５０万众,

遍布于全球３４０个国家和地区;«１９８９年大不列颠统计年鉴»称,巴哈伊教在全球拥有活动中心１１８,

０００多个,地方灵体会２０,０００多个,１５０多个国家和地区性的总灵体会.①

巴哈伊教的发展速度及其影响令世人瞩目,更令世人思索.在数以千百计的宗教之林中,发端

于以十叶派伊斯兰教为国教的伊朗之巴哈伊教,何以会在短短的时间内将其影响遍及全世界? 戴康

生先生在其主编的«当代新兴宗教»一书中写道:

巴哈伊教作为产生于１９世纪,活跃于本世纪下半叶的新兴宗教,它的教义思想素材来自于

以前的世界各大传统宗教,特别是受到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宗教思想与传统的影响较深,表现出

巨大的包容性、开放性与普世性.由于教义简明,礼仪简化,组织灵活,关注社会,强调伦理,重

视实际行动,对现代社会生活有较强的适应性,因此比较有活力,对社会各界人士有一定的吸

引力.②

戴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比较全面概括地揭开了巴哈伊教迅速发展之谜.其中,重视伦理道德,

重视与当代社会相适应,特别是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平等观,我以为尤其重要.

巴哈伊教的平等观是在继承伊斯兰教及其他宗教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巴哈伊教的基本主张是

上帝独一、宗教同源、人类一家.按照这种主张,在同一的上帝面前,各种宗教平等,种族平等,民族

平等,人人平等,男女平等.同一的上帝观是巴哈伊教平等观的伦理基础和理论基础,而这种上帝观

恰恰是从伊斯兰教的真主观发展起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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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冯今源:«三元集»(下册),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这是作者应约为吴云贵同志主编的«巴哈伊教研究论文集»所写的文章,收入该论文集的第１集第８２~９６页,２００１年１２

月在北京印行.
宗教研究中心编:«世界宗教总览»,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８０页.
戴康生主编:«当代新兴宗教»,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４１~１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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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是严格的一神教.其核心教义是“万物非主,惟有安拉;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它承

认犹太教、基督教包括从亚当(阿丹)到耶稣(尔撒)的历代先知,承认他们都是真主派遣的人间使者.

巴哈伊教继承了伊斯兰教的这种一神教义,并将它延伸扩大.巴哈伊教信仰的上帝是独一的、实有

的,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是超自然、超人类、超时空的精神实体,无所在又无所不在,伟大崇高,充满

智慧,至知至能;上帝是仁慈的、公正的,是人类的创造者,慈爱人类,赋予人类智慧与自由意志,却无

求于人类,绝无其“自我利益”,不苛求人类去做力所不逮之事,原谅一切对自己错误思想、言行有真

切认识和真诚悔改的人们.

他(上帝)从虚无之中创造了万事万物他将他的创造物从极其谦卑和濒临灭绝的危险

中拯救出来,然后把它们带进不朽荣耀的天国.①

显然,这种上帝观与伊斯兰教的真主观基本上是一致的,或者说是从伊斯兰教那里继承下来的.

但是,巴哈伊教的上帝观强调,他们所信仰的上帝是各种宗教共同的上帝;尽管各种宗教对其称谓不

同,如安拉、胡大、真主、上帝、耶和华、主、佛、道等等,分别以不同的语言向他祈祷,对其本质有不同

的看法,却不影响上帝本身是一个统一的、独特的本体,名异实同.也就是说,上帝是全世界、全宇宙

所共同的,一切宗教信仰的是同一的上帝.

伊斯兰教对“使者”的信仰和圣人观,同样也得到巴哈伊教的继承和发展.该教认为,造物主在

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会向每个民族派遣其特选的圣使或代言人(上帝的显圣者)来到人世间,通

过他们给人类带来灵性的意识,以宗教教义和律法引领人们建立合理的社会制度.因此亚伯拉罕

(易卜拉欣)、克里西那、摩西(穆萨)、琐罗亚斯德、释迦牟尼、耶稣(尔撒)、穆罕默德等众先知,均来自

“同一根源与同一盏灯光”.他们都是上帝的传光者,是上帝“神圣的镜子”,向人们传达上帝的旨意、

思想和不灭的光芒;他们是上帝与个人之间的中介,以上帝的圣言指导人类了解、认识、热爱、接近上

帝.这种圣使观与伊斯兰教的先知观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巴哈伊教的圣使观又对伊斯兰教先知观

进行了改造,强调穆罕默德并非是最后的一位“封印使者”,巴布、巴哈欧拉同样也是上帝的圣使;上

帝派遣的所有圣使,其地位、性质、任务都是同等的,并无高低上下、贵贱大小之分,其区别仅在于他

们所反映和传播的时代要求不同;巴哈欧拉是上帝派遣的最新一位圣使,但不是最后一位,其所负特

殊使命是为当今这个时代和社会提供新的原动力,推动时代和社会进展到下一个阶段.也就是说,

巴哈伊教认为,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圣使,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圣使;穆罕默德时代已经过去;

鉴于当今时代人类的灵性低落,各种宗教的教义遭到曲解,各种宗教分裂成不同的教派,原本纯正的

宗教真理难寻,各种经典的隐喻因咬文嚼字的学者争论不休而失去了神圣的原意,鉴于人们孜孜于

物欲的追求,沾染上自私与贪婪的恶性,相互伤害或残杀,社会腐败,道德沦丧,所以上帝向人间派遣

了新的使者———巴哈欧拉.巴哈欧拉的来临,巴哈伊教的创立,标志着人类宗教史发展到了一个新

阶段,会给人类注入新的活力,推进社会的发展.在这种上帝观和圣使观的基础上,巴哈伊教提出了

宗教同源、宗教平等的思想.既然所信奉的上帝是同一的,各种宗教都是“一洋之水”、“同树之叶”,

因此是同源的、平等的,应该相互关爱与团结,而不应该相互敌对.邵基阿芬迪说:

宗教的真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神圣启示是一个相继发展和逐渐演进的过程.全世界


① «巴哈欧拉圣言选集»,第６４~６５页,转引自威廉汉切尔、道格拉斯马丁:«巴哈伊教»,新加坡巴哈伊总灵体会

１９９３年版,第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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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伟大宗教的起源(都)是神圣的,它们的基本原则完全和谐一致,它们的目标和意旨是一致

和相同的,它们的教义是同一真理的不同角度,它们的作用是互补的,它们的差异是存在于教义

中的次要方面,它们的使命代表人类社会灵性发展的连续阶段.①

所以巴哈欧拉说:

上帝的宗教系为了爱与团结,勿令它成为仇恨与分裂的原因.②

基于这种宗教同源、宗教平等的教义思想,巴哈伊教主张,其他宗教信仰者不须放弃原有的宗教

信仰即可同时信奉巴哈伊教;而巴哈伊教信仰者也可以在其他宗教寺院教堂过宗教生活,不必拘泥

于本教寺院.

在同一上帝观的基础上,巴哈伊教又提出了另一个核心教义:人类一家.“地球乃一国,人类皆

其民.”全人类都是上帝的儿女,人类同源,种族平等,民族平等,国家平等,人人平等.巴哈伊教认

为,人类是上帝创造的一切生命和意识中最高的形式,是“创造物的顶点”,其来源于上帝的人类基本

能力和义务都是相同的,而其体形、肤色、毛发、语言等各方面的差异都是次要的、表面的、非本质的.

因此,人类一家;所有国家、种族、民族都应和睦相处,亲如一家.当前,在上帝的关爱下,人类社会正

处于集体成长的青春期,向集体成熟的方向发展.巴哈伊教的任务就是进一步推动这种发展,建立

一个全球文明与全世界一致的社会制度.正如邵基阿芬迪所说:

对巴哈伊来说,生命的目的就是促进人类的一致.我们生命的整个目的和全人类的生命息

息相关.我们寻求的不是个人的拯救,而是全人类的拯救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世界文

明,这个世界文明反过来也能影响个人的性格.③

邵基阿芬迪所谓的“世界文明”,并不否认各种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及个人的内在价值,而是主

张在保持文化多样性和差异中求得和谐统一.他们认为,产生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不是差异本身,

而是人们对差异的偏见、不理解、不宽容等态度.只要依靠上帝的力量和影响就可以在广泛差异与

多样化中,达到和谐统一.因此,巴哈伊教主张,应采取积极的态度消除那些容易引起他人反感及导

致冲突的一切偏见与迷信,抛弃那些种族的、民族的、性别的、阶级的、宗教的一切偏见,共建没有人

类冲突、社会动乱、战争、种族屠杀的人类文明和世界文明;强调“与人为善、富有同情心、宽容与同

情”的伦理道德:

行为如同荒野中的野兽,为人所不齿.与人的高贵相称的美德乃是宽容、仁慈、同情,对地

上的万民万族均以友善之心待之.④

要宽恕有罪的人,不要蔑视下等人,因为谁也不知结局如何.⑤

哦,人们哪! 不要在人群里播撒纷争的种子,也不要与你的邻人争斗.⑥

你们爱的火光,必能熔融和解人间敌对的民众和种族,而敌意与憎恨的火焰只会产生争斗

与毁灭.⑦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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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WorldOrder),第７集,卷２,第７页,转引自威廉汉切尔、道格拉斯马丁«巴哈伊教»,第８２页.
转引自威廉西尔斯:«释放太阳»,第２２１页,大同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威廉汉切尔:«灵性的概念»,第２９页,转引自威廉汉切尔、道格拉斯马丁:«巴哈伊教»,第７５页.
邵基阿芬迪编译:«巴哈欧拉作品集萃»１０９节,１９３５年美国纽约巴哈伊出版委员会出版.
邵基阿芬迪编译:«巴哈欧拉作品集萃»１２６节.
邵基阿芬迪编译:«巴哈欧拉作品集萃»１３１节.
邵基阿芬迪编译:«巴哈欧拉作品集萃»４３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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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伊教还提出了男女平等的主张.实事求是地说,早在公元７世纪初穆罕默德就已经提出了

这种主张.穆罕默德的许多“圣训”都主张,“生儿勿喜,生女勿忧”;“男女同养同育”;“天堂在母亲的

脚下”;“优待妻室的人是最应该受尊重的人”;妇女应该享有与男人一样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如信仰

宗教、学习知识、为人作证、恋爱婚姻、继承遗产、参加工作、受人尊重等等.在伊斯兰教妇女观的基

础上,巴哈伊教进一步主张,男女平等,无优劣之分,在社会生活中应该享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他

们强调,女人具有男人的一切智能,不应该受到歧视;过去她们之所以受歧视,未能取得巨大成就,原

因在于未能获得与男人一样的充分受教育的机会,未能得到社会提供发挥其才能的机会;在新时代,

妇女将会得到和把握这种机会,在各方面充分显示其知识潜能和获得科学成就的能力,充分显示其

女性特质和优点:

在过去,世界被强权统治,男人一贯以其身心较为强壮而支配女人,但是这种形势已在改

变———武力正在失去其雄踞地位,而妇女超越男性之性质:心灵敏锐、直觉和爱心、服务精神则

渐占优势新时代将是一个男性与女性特质更为均衡的时代.①

巴哈伊教认为,男女平等是世界人类团结的关键,甚至把较强的温和女性视为消除战争、建

立世界和平的重大因素,阿布都—巴哈称“女人将会废止人类间的战争”②.

平等是古往今来最富有魅力的口号.中国古代贤哲所谓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农民领袖提出

的“均贫富”,现代京剧«杜鹃山»的“常恨人间路不平”等等,都充分反映出人们对平等的渴望.在当

今世界,宗教不平等、种族不平等、民族不平等、国家不平等、官民不平等、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事实上

依然存在且愈演愈烈.特别是某些大国推行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种族歧视,干涉别国主权,激起

人们的普遍反感和不满.巴哈伊教高举“平等”的旗帜,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公益事业,为逐渐消除社

会不平等现象而努力,从而赢得了人们的青睐,影响逐步扩大,组织不断发展.它起源于以伊斯兰教

为国教的伊朗,最高机构世界正义院(UniversalHouseofJustice)院址设于以色列海法市,而发展最

快、势力最大的地区却是北美,特别是在美国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信仰,这是令人深思的.从一定意义

上说,巴哈伊教适应了１５０年来世界发展的需要,以其“上帝独一、宗教同源、人类一家”的教义打动

人,吸引人,感召人,大力宣传其平等观,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想,这可能是巴哈伊教得以迅速

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罢?③


①

②

③

«巴哈欧拉与新纪元»,第１６５页;«天下一家»季刊,１９９５年７月号.
戴康生主编:«当代新兴宗教»,第１４８页.
原载吴云贵主编:«巴哈伊教研究论文集»第１集,北京,２００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