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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講－１  宗教對話與文明衝突 

一、宗教的多元性與緊張性 

1. 宗教是「信仰」的體現，受時空條件所限，並且形成各大文明的理念。理念

說明了人生意義，為器物與制度提供基礎；宗教理念涉及終極關懷（此為信

仰的特色），亦即說明為何而生與為何而死，甚至因而使人為之生與為之

死。 

2. 文明之間的衝突，表現於器物、制度與理念層次，而理念是無形而根本的力

量所在。 

3. 信仰是人與超越界（力量、位格、境界）之間的關係。超越界的不同面貌

（關係性、功能性、象徵性），將界定人生的不同意義。 

4. 人的需要：仁愛（讓人活下去）與正義（公平的待遇）；由於人難免一死，

所以正義成為首要關懷。人向超越界尋求正義（公平），由此出現死後「輪

迴」（以印度教與佛教為代表）與「審判」（以三大一神教為代表）二大立

場。 

 

二、對「輪迴」的省思 

1. 緩和「公平」的要求：人的出生不公平（身心殘障、貧困、缺乏親情，以及

先天稟賦及個性差異）；人生遭遇不公平；人死後也要求公平報應。輪迴可

推至前世與來世，三世因果（其實是無限世因果）使公平意義失去焦點。 

2. 輪迴的範圍：若只限於人類，則人類何以越來越多（到了 2020年，將達到

80億）難道靈魂可以分化？若擴及眾生，則人與其他生物（自我意識與自由

意志皆可存疑）又如何相互輪迴？ 

3. 輪迴的規則是由何種力量在操縱？有無誤差之可能？ 

4. 輪迴的目的何在？若是最後皆可解脫，則責任意識落空；若是最後仍未能解

脫，則無異於仍須接受某種審判。 

 

三、對「審判」的省思 

1. 無法解釋「出生」之不公平，「遭遇」之部分不公平；並且前提是：人有能

力正確認知（善與惡）以及自由抉擇；有一全知全能全善的位格神來審判。 

2. 強調今生今世的個人價值與尊嚴（因為可以並且應該自負其責）；悔改之奇

效。 

3. 審判之後：天堂與地獄並非一線之隔；中間有廣大的煉獄。問題是：煉獄中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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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最後」是否得救？ 

4. 天堂與地獄，又是何種狀況？ 

5. 若有位格神，則我們要問：這所有的人（地球上先後有過約一千億人）的命

運，究竟是為了什麼？ 

 

四、合理的人生態度 

1. 認清人生的四大領域：自我、群體、自然界、超越界；以及對每一個領域的

適當態度。 

2. 認清自我的三個層次：身（延伸至有形及可量化的成就）；心（知、情、意

的潛能開發）；靈（屬於全人類，並與超越界相通）。 

3. 收攝自我（關懷群體，但不受其控制；欣賞自然界，但不沈迷其中），覺悟

自我的結局（死亡；外加痛苦與罪惡，無不使人孤獨），由此與超越界建立

關係，「靈的轉向」最重要，以靈來完成身與心的目的。超越界使人真正可

以超越。 

 

五、當前挑戰 

1. 一神論宗教，解除自然界的魔力（使自然界淪為機械式的組合）；現代科技

又使人的自我意識消失，只剩下機器（如電腦；虛擬效應）。結果剩下的只

是「神 vs.機器」的決戰。 

2. 主張輪迴的宗教：「消解」人的責任意識，而悟者又少之又少，面對當前的

大勢所趨，只可幫助個人，而對人類全體無可奈何。 

3. 儒家的人性向善論，可以提供各大文明對話的平台，並且向著超越界開放。

道家的道論提醒人超越界的原始面貌，並促使人珍惜自然界自己如此的狀

態。 

 

六、結論 

1. 宗教信仰需要靠個人的機緣與感動，要靠個人展開靈性生命，並與超越界建

立關係。有關係，必生改變，展現出新生命。 

2. 信仰永遠是個抉擇，是個冒險，是使自己變得「不同」的力量，洋溢著相

信、盼望、愛心。 

3. 真正做個人，做個真正的人，應該是完整的，亦即應該需要靈性生命。宗教

信仰因而是生命不可或缺的成分，是生命的皈依，一切意義的基礎。由此，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


 
 

4 
 

使人真正「活在當下」，體驗「一切在一切之中」。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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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講－２   宗教的現狀與未來 

一、分辨宗教之高級與低級 

1. 屬於心與靈的層次，不易以「真與偽」分辨，如《紅樓夢》所云：「假作真

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但是卻可以分辨「高與低」，要看其涵蓋

的範圍及解說的效力而定。 

2. 高級宗教的核心在於維持與提升「人與超越界之間的關係」﹔低級宗教往往

只注意人的有限需求。 

3. 依湯恩比（A. Toynbee）所論，高低之分辨標準有三 ：  

（1）高級宗教肯定人性不是完美的，人生的實況不是理想的。 

（2）高級宗教必定反對，抗議及消除人間的罪惡。 

（3）高級宗教坦然接受一切苦難，視之為磨練、滌淨、解脫之途。 

 

二、迷信的幾點特徵 

1. 出於恐懼心理，以致無法引發積極的愛心。 

2. 崇拜特定的人（如，眼前的教主），以致無法轉向真正的超越界。 

3. 迎合世俗的慾望，使神明成為功能神、功利神。 

4. 執著於宗教之排他性，以致敵視、欺壓教外之人。 

 

三、宗教的現狀 

1. 宗教多元化：各大宗教並存，如基督宗教、回教、印度教、佛教、猶太教、

道教，以及區域型、部落型的宗教，各種類型的民間信仰。 

2. 新興宗教盛行：有折衷型、本土型、教主魅力型、科技時代型、宇宙型、當

下解脫型等。 

3. 困境：宗教無法免於世俗化﹔終極關懷漸趨模糊﹔如何抵擋後現代社會的浪

潮？ 

 

四、宗教的未來 

1. 宗教是為人而設的，目的在於體現「信仰」。 

2. 信仰是「人與超越界之間的關係」，顯示於人對「靈性生命」的追求，並藉

此整合「身、心、靈」，然後提升於人類層次，達到有如密契主義所謂的「與

全人類、與自然界合而為一」。 

3. 宗教不可能也不必要走向「全球化」，因為真正的信仰本身「一向都是」全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dex.php/info/copyright_declaration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dex.php/info/copyright_decl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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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的。 

4. 宗教內部常有基本教義派（Fundamentalist），其目的在於保持信仰的純度，

而不是淪於宗教界相互排斥的工具。 

5. 宗教之間的溝通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理性思辨無法在「教義」層次發揮作用。

在轉向人間（生死之間的此生）時，有無一套大家可以接受的人生哲學？ 

6. 儒家的人生哲學在正確詮釋後，可以扮演此一橋樑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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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曹雪芹：《紅樓夢》第五回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

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5 

湯恩比分辨宗教高低的三個標準： 

（1）高級宗教肯定人性不是完美

的，人生的實況不是理想的。 

（2）高級宗教必定反對，抗議及

消除人間的罪惡。 

（3）高級宗教坦然接受一切苦難，

視之為磨練、滌淨、解脫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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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恩比 (A. Toynbee)著，項退

結編：《現代世界與宗教》〈台

北市：久大，民 76〉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條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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