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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氏介绍“大同教”∗



许　康

基督教家庭出身的曹云祥,晚年在信仰上却来了个“突变”,即翻译、宣传“大同教”教义.１９３５

年,曹云祥认定该教的社会主张与我国古代儒家“大同”理想有相通之处,便在译文中将其定名为“大

同教”.

何谓大同教? “大同教”英文名称BahíFaith,根据«大英百科年鉴»统计,这个创立于１８４４年

的宗教,其传播的广泛度现在仅次于基督教.

曹云祥按谐音巧妙地译其创立者为“博爱和拉”(英文拼音Bahullh),是一个称号,它来自波

斯文“上帝的荣耀”的意思.其创立者原名叫密尔萨胡赛因阿里(Mírz usaynＧ̍AlíNúrí),出生

于１８１７年,被尊为先知.他在３６岁那年宣示了他新时代的教义与律法,引发当时伊斯兰教教士的

愤怒,遂造成他一生的流放生涯.他先后流亡过伊拉克、土耳其及以色列,最后于１８９２年逝世于今

天以色列的阿卡城.

大同教是在阿里原属的巴布教派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巴布教派宣布脱离伊斯兰教,所以大同教

绝不是伊斯兰教.

“大同教信徒”英文称Bahí,即“博爱和拉之追随者”之意,全球８００种以上的语言对之都采用

音译的称呼,因此发音皆相近.

据载１８６２年就有信徒到达上海经商.１９２１年一位叫廖崇真的学生成为教徒,他在回国后于

１９２４年将美籍教友 MarthaRoot引荐给孙中山.１９４５年①,上海名媛及外交圈名人颜雅清女士于美

国加入该教,并协助其加入联合国外围机构.

该教教义大意如下,其前４条使之能适应不同的宗教:

１．上帝唯一、独一,因此“上帝”、“耶和华”、“安拉”其实都是指那唯一、独一至高的神,他并不专

属任何宗教.

２．宗教是同源的、相对的、演进的.所有的正信宗教都来自上帝,上帝并会随着人类的进步而在

不同的时代派遣新的先知以教导人类,使其文明得以不断进步发展,因此各宗教尽管表面不尽相同,

但其灵性本质却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宗教间不应相互排斥而成为社会分裂之因,相反地,应该成为团

结人类社会,友爱众生的力量,任何违反这个原则的宗教都是错误的.

３．每个人应独立追求真理.“人必须自己寻求真义,舍弃模仿祖先与对传统形式的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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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载许康:«中国 MBA早期三杰»,湖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此处有误,应为１９４４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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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排除各种偏见.“博爱和拉的教诲之一就是人类一家,全人类都是他的羊群,而上帝是仁慈的

牧羊人.”

５．两性平等.

６．普及教育.

７．科学与宗教并行不悖.“两者当无矛盾之处,因为真理只有一个.”

８．遵守法律,服从政府.

９．订定国际间一种共同语言.

１０．制定国际间一种共同货币.

１１．设立国际间纷争的仲裁机构.

１２．用灵性方式解决经济问题.

曹云祥删去了“大同教对于预言的实践”一段和“预言之解释”一章.

曹云祥着重阐述了几点:

中国人对于宗教之态度

一个受有教育的中国人,你如果告诉他,不信仰一种宗教,将来死后,会要被罚入地狱,他就不会

相信.他以为如果他去信仰一种外国的宗教,以求将来的超度,这对于他的祖先,就是不孝顺.他不

相信正直的人会受大公无私的上帝的惩罚.因此他觉得还是不改变他的本来宗旨为好,就是孝顺先

人,信奉他本国内原有的宗教———孔教与佛教.中国人相信宗教是教人为善的,所有的宗教都是一

个目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彼此相争斗呢? 这真是中国人不能懂解的一件事,也就是使中国人对于

宗教淡漠的原因.因此无论任何宗教,只要它宣传一切宗教的中心理论是一致的,信仰一种宗教并

非同时不可信仰其他宗教,或攻击和敌视别种宗教,如果能做到那几步,它就会受中国人的欢迎.

中国的政治思想

中国的历代政治理想,都是以孔子在论语上所讲的话为标准,就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中国之国本即建筑在这种人生与政治的哲学上.所谓正心诚意者,就是人类的心灵在

道德上的修养.从个人的心灵起,一直到平天下,这全部的过程,就是人类解放的大道.三民主义,

对于现时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当然是极好的主义,但是从人生哲学的观点上看起来,那就远不及孔子

的话了.中山的信徒中,有眼光较远者,于三民主义中,又增加一世界大同主义,以为更高远之鹄的.

然而很少有人注意这一点,终于没有人去研究它的究竟.而且当局者也没有诚意,不能以身作则,大

同教教义的基础是人类秉上帝的博爱宗旨而互相友爱.

教育在大同教中的地位

大同教的十二大原则之一为教育之普及.而无知者必不免迷信,贫穷与自利.大同教提倡以教

育与劳动谋经济之自立.大同教徒的儿女受教育的机会必须是平等的,因为就女子而论,她们是将

来的母亲,要担任儿女教育的责任,所以她们的教育是应与男子绝对平等的.这种态度本是很正确

的,不过独为大同教所重视,亦足见其在文化进步中,为一开明的宗教.儿童失去入学的机会时,就

由公家教养,因为在这种社会中,平素储集得有公款,这种公款完全是由捐助得来的.欲使教育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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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效地普遍起来,那就再没有比大同教更佳的计划了.

资本主义的旧制度,造成了生产过剩、失业以及财富分配之不均

按照大同教教义原则,新的经济制度是建筑在剩余财富的自动的均分上.在一个大同教的社会

中,人人受有教育,人人有谋生的技能,少数不幸的人民与孩童是容易由公众扶助的.由各人自动的

捐助或由各人的遗产中划出一部分以充公,以作此种扶助事业的经费.

世界和平

虽然不同教徒不干预政治,然而他们相信用组织的方法,以促进世界的和平,如国际联盟、国际

法庭与国际警察等.战争的主要原因是土地的扩张,经济侵略与爱国偏见.但是大同教的原则,如

普及教育,新经济制度,对于人类一体之信仰,就能将这些战争的原因消除了.世界各国竞相扩充军

备,每年支出占其收入三分之二以上的费用,我们就可以知道世界为什么要感受经济的不景气了,所

以人是与他自己作敌.

«大同教之在中国»译者序①

　　«新时代之大同教»为曹云详所译,其出版者补.大同教冶各教于一炉,以博爱为宗旨,以和

平为鹄的,提倡人类之一体与世界之大同,而不斤斤于仪节与陈腐信条之束缚,实为现代新兴之

开明宗教,适合时代需要与吾国国情.曹云祥先生有见于此,特将大同教理书籍迻译多种,以介

绍于国人之前.首先出版者为«新时代之大同教»一书,原著者为爱斯孟博士,对于大同教之历

史与教义,叙论极为详尽,译笔亦极畅达.原文中有关于预言之实践二章,因引证圣经可兰经中

之预言过多,读者若非耶教徒回教徒,不易引起兴趣,反而多生疑难,故未经译出.惟大同教自

经曹先生介绍以来,已渐引起国人之注意

曹云祥自己则称:“译者非宗教家,亦非神学家,但认宗教为广义之教育,而尝一再研究宗教与文

化进步之关系也.”他删去“预言”不译,也表明了这种理性的态度.


① 此处不准确,应为“«‹大同教对于预言之实践›译者序»”.———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