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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宗教-人類偉大的智慧傳統讀後感 

一、 前言 

如同內文與作者簡介所載，作者休斯頓．史密士教授透過個人的

觀察，兼具理性與感性、傳統與現代並宏觀的態度，把世界宗教的精

神性傳達給大眾，而以綜合說故事、講歷史與哲學思辨的方式闡述這

些傳統內涵的智慧。 

本書選擇了世界上常見的七個宗教進行介紹，並納入了原初宗教，

細看這些被納入介紹的宗教，其歷史淵遠流長且一直存在到現在的世

界，存在時間都超過千餘年，而其影響範圍多數均已跨越種族、地域，

不論人是否信仰宗教與否，至少耳熟能詳聽過這些宗教的名字或是其

教義，有百年歷史的企業或公司已屬不易，所列的宗教能綿延不絕而

不消失於歷史之中，顯見其教義(核心價值)或宗教的力量確實有值得

大眾了解和可取的智慧，故能在當今世界宗教或文化上佔有顯著的一

席之地。 

而我們大概都能理解「瑕不掩瑜」這句成語的概念，依教育部重

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所釋義的即是比喻事物雖有缺點，卻無損其整體

的完美（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民 108），在這有形有象的世

界上，很難找到一個完美的物品或是理念學說，而沒有伴隨而來的

副作用或是令人不快的狀況。就以本書所探討的宗教議題來說，街



2 
 

頭宮廟喧囂的廟會活動、如迷霧陣般的燃放鞭炮習俗、乃至於假藉

宗教之名行非法手段損害他人的生命財產利益等新聞，不僅是時有

耳聞甚至是屢見不鮮，引用一句經典名言「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幾

多之罪惡，假汝之名以行！」（維基百科，民 108），細數過去歷史

無數的例子，用在宗教領域方面其實也很適切，可述以「宗教宗教，

天下古今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以行！」，然而這些罪惡行為是宗

教的核心本質所產生的嗎，其實絕大多數的情形並不竟然，多是人

心在作祟，為了自己或群體的私利而假借宗教之名，利用或聳動不

明就理或是單純的人民產生力量進而發動對於社會人民產生不良

的影響或破壞，以從中謀取利益。故作者指出這本書是在談價值，

並以音樂創作為例子，說明壞的音樂創作可能性是和好的創作一樣

多，但是不能期望在課堂教學上給予同等的注意，因為時間乃是最

重要的因素（P.6），所以作者關切的所在即是世界宗教的最佳面目，

直接把宗教歷史上層的精華取出，亦即宗教組織所保存的真理，看

起來像是儲藏著人類精挑出來的智慧的資料銀行（P.7）。時下流行

的正能量和負能量的用詞和思想應用，也能讓我們體會到常去挖掘

專注於負面消息或是影響的部分，只會讓人生可貴的利用時間減短，

吸收負面能量而無所成就，更何況時間和宗教已廣為分布及茁壯證

明了宗教的核心價值仍是存在許多人類的精華寶藏所在，是值得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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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類去追尋和探究的領域，並將其運用在這社會和自身上，有益

於世界的發展與萬物相處間的和諧。 

二、 心得摘要 

首先是介紹印度教，作者歸納了人生主要的 4 項合法目標，首

先是享樂，其次是俗世的成功，這底下有財富、名譽和權力等三大方

向，再其次則是責任（服務），最後是人生真正想要的目標「解脫」；

多數人耳熟能詳的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教育雲，民 108），其提出

人類層次性的需要，依金字塔的由較低層次到較高層次，需求層次如

下：(一)生理需求 (二)安全需求 (三)社交需求(愛與隸屬)(四)尊嚴

需求(尊重需求、自尊需求）(五)自我實現需求 (六)超自我實現需求

（為 1969年提出的 Z理論)，其實與印度教所提的 4項目標本質上類

似，從滿足自身的需求或目標為起點，然後向外層其他社會擴張，由

內而外也由小而大。享樂及俗世的成功的部分（大致可對應至第一層

次及第三層次的需求）主要就是有形人身各種感官的滿足或是去追求

至享樂的程度，但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的，而是有限的，終究還是會

感到疲倦甚至是厭惡，經濟學的邊際主義（維基百科，民 108）告訴

我們，邊際效用和邊際效用遞減的概念，實務上也發生在多數的社會

上，就是消費者從一單位新增商品或服務中得到的效用（滿意度或收

益），而每一新增的邊際效用要低於前一個的，這理論用在這裡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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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適合並得以驗證，過度滿足甚至於去追求這些享受，最後就像過往

雲煙搞得身心俱疲與充斥著空虛感，身外之物究竟是有一天也要離開

自己的掌握範圍，但也不是執其另一端就要完全放棄享樂或滿足自身

需求，而是明智的方式去追尋，與中國文化的中庸之道頗為相似。而

人真正要的則是解脫－要擺脫那拘束我們的有限性，達到我們心靈真

正可以欲求的無限存在、意識和妙樂。每一生命中這一無限的中心，

這隱藏的自我或大我，其實無異於梵天或上帝。身體、人格和梵我－

一個人的自我是要注意到這三樣才算是全部說清楚了（P.30）。至於

如何達到這個梵我的境界（實現人的潛能特別指導）列名在瑜珈這

個標題之下，認為乃是用來結合人類精神和隱藏在其最幽深處的神

的瑜珈，介紹了 4個途徑的瑜珈方式走向神的途徑，分別是知的瑜

珈、愛的瑜珈、業的瑜珈、修的瑜珈等 4種。 

佛教悉達多，誕生及生長在皇宮裡，見著外界世間真實生老病

死狀態，決定要探究人生命的真正意義，先從向印度教的幾個宗派學

習，苦行苦練等方式，發現都不能達到自在解脫的究竟，最後於菩提

樹下自修，夜睹明星而悟道(金剛經所載受燃燈古佛所授記)，說：「奇

哉！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並

開啟後世佛教在世間的演化和流傳分布，造福世間許多有緣的人類。 

三、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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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之所以為宗教，而非一般的哲學或是慈善組織團體，就是超

越了一般的身和心的層次，宗教（英語：Religion）是聯繫人與超自

然神明或超驗主義的文化體系（維基百科，民 108），英國考古學家

宗教學家泰勒爵士（愛德華·伯內特·泰勒）認為靈魂（Soul）概念

是宗教最核心的內容，沒有靈魂就沒有超自然，沒有超自然就沒有

宗教信仰。通過比較世界各宗教的靈魂概念可得知大體上有兩個共

同點：第一，靈魂是人或物的一切思想、情感、行為的主宰。第二，

靈魂主宰人的同時也可以獨立存在，再進一步，靈魂是不滅、不會

隨肉體死亡，靈魂為無形、無生、無滅，與肉體對立。這種肉體與

靈魂的對立在不同宗教大抵相同，例如在基督教中，靈魂不朽、上

帝存在、意志自由構成宗教神學的基礎。伊斯蘭教也大抵如此。佛

教承認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但是並不重視「神不滅」的概念。（維

基百科，民 108） 

多數人比較能夠理解身心的層次，能夠看的見及感受的到，同

時也多能達到滿足的狀態，至於宗教的核心內容，因為不像身心層

次那麼的易於理解或是感受，且往往不下功夫可能會無所體會，復

加上有太多的凡情俗事所擾或引誘，願意去了解就已經不容易，被

勉而行之（礙於種種人情之類）就容易如民間世俗用語所貼切描述

的用語「拿香跟拜」、「有拜有保庇」，或是缺乏興趣但純粹只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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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存在感，於是透過社群軟體的打卡，或是接觸著世俗且商業化的

宗教推銷包裝，最常見的如耶誕節的各項商品和慶祝活動，佛教的

各項裝飾品文物，當成是一次性的消費行為，莫提到對心層次的影

響，而只停留在於身層次上的作用。 

如本書標題「人類偉大的智慧傳統－宗教」，把它比喻成是一個

彼岸，或是目的地，而現在我們所處的位置在於另一岸，那就產生很

多種到彼岸的方法，也就是手段。所能理解的就是散居在世界各地的

不同民族，因地理人文環境不同的演變，產生不同的宗教文化智慧，

而這些達成的手段是適合當地民族性質的，容易被理解接受和運用，

若是強要以手段或方式進行移植或是介紹至另外民族時，效果往往會

被打折扣，而其原先的目的也會有所偏差變異，大概就是成語「淮橘

為枳」所給我們的啟示。 

對當下我們的政府體系而言，現在是一個地球村的現況，不同民

族文化往來頻繁密切，施政上國際觀不可或缺，也常透過出國考察或

是交流方式對於政府施政上交換經驗和看法，利用複製他國的經驗直

接將方法手段移植到本國來用，而有水土不服或是達成效益不如他國

顯著，甚至是讓社會大眾多所抱怨的情形。我國因為政治環境特殊，

施政上常受民選首長和民意代表偏好的左右，常會在短時間內就得提

出可推動實行的措施，或者國民於國外看見喜歡的方法就於國內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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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或是民意力量鼓吹推動，間接對政府施政方法產生改變的壓力。

然而本國的文官常任制度是相當穩定的，由本書可知人的宗教傳承延

續千年，其教義和核心價值經過長久時間不斷的形塑、去蕪存菁和人

類實行下，讓這真理越來越明，也萃取出了智慧，所以我國的文官，

尤其是高階的文官，在這種國家保障的環境下，其實應該多發揮這種

效用，如宗教般對於人類生命擷取出智慧，在於所處的領域做出研究

和貢獻而能夠視透該領域，然後形塑領域內政策的目標、方向跟相關

作法，如此面對日新月異的社會變化與衝擊，才能夠提出更適切且靈

活操作的對策和方法。 

前一陣子的食安和交通事故問題就是個好的反省例子，社會大眾

發現政府似乎對此表現出力不從心且不斷亡羊補牢的現象，確實是損

及了政府的良好形象。當下用方法解決了當前的問題，過段時間後卻

仍舊冒出其他形態的問題，顯示著只尋求方法解決當下面對的問題，

這種治標的方式見樹不見林，而觀之當今社會各領域內層出不窮的危

機型態，會讓政府疲於應付處理這些問題。拜讀過這本書，也如同上

述的，要擷取出智慧是要相當的努力和付出和時間的代價，而宗教的

智慧在這當中是沒有像政府文官體制般有個穩定的支援，完全是在適

者生存不適者淘汰中蛻變練就而出的，所以我國能有穩定的文官制度

應該是全民之福，而文官相較之下要擔起這責任，採用治標不治本的



8 
 

做法，只是讓更多的中初階文官執行了更多上級交代的方法和作業，

耗費掉更多的行政資源，而面對日新月異的挑戰環境中，很容易不堪

一擊，且民眾的教育知識水平提高，很容易就視透政府的措施是否真

的有效的亦或是只是安撫民眾性質，不能再接受政府體制有做事然而

卻沒有有用且顯著的效果。這點將是政府體制未來不可迴避需面對的

最大挑戰思維，也期待未來的政府文官制度能夠為人民真正建構出完

善的安全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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