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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宗教-人類偉大的智慧傳統 

一、前言 

    在漫長的時間長河中，宗教信仰的出現，無疑是人類歷史中出現

極度閃耀的光，指引著人們遵循的腳步，在人類世界中，若說宗教信

仰是屬心靈層面的，那它們至少領先物質數千年。專書作者休斯頓．

史密斯—一位出生於來華傳教的傳教士家庭的美國宗教權威—認為

在天涯若比鄰、世界地球村時代，要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最好的

切入點，就是了解其信仰，以此為基礎，介紹了印度教、佛教、儒家、

道家，伊斯蘭教、猶太教、基督宗教、原初宗教，書中未批判、也未

對各宗教作評等排名，以輕鬆口吻、嚴謹的態度描述各宗教信仰的精

神價值。 

二、專書摘要 

    (一)印度教：不反對人們追求享樂、財富、名譽及地位，其認為

追求世俗的享樂、名利，終將無法令人滿足，而這種不滿足將促使人

們轉向追求善的永恆；永恆可透過知、愛、業、修等瑜伽方式修練求

得，修練方式則以因材施教及其位處人生階段不同作選擇。 

    (二)佛教：佛為覺醒之義，佛陀出身尊貴，在優渥無虞的環境中，

因見他人的老、病，立志尋找生命的奧秘，並以類似印度教的修練方

式覺醒。佛陀務實的為改善當時社會欠缺不足的部分，以對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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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權威、反對儀式方式宣傳其價值精神。 

    (三)儒家：代表人物至聖先師孔子，儒家思想為孔子集彙先代思

想而成；作者認為從廣義的宗教定義來說，儒家亦屬宗教；孔子教育

概念把人塑造成君子，其內容包含仁、禮、德、文；面對春秋亂世，

孔子提出匡世之道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四)道家：代表人物老子、莊子，推崇自然無為，相信上善若水、

不與人爭減少衝突。作者將道家分成哲學的道家、養生修練的瑜伽道

家、儀式的鬼神道家(即一般所稱道教)。道家出世與儒家入世精神共

同影響中華文明至深。 

    (五)伊斯蘭教：承自亞伯拉罕系宗教，於先知穆罕默德於當代爭

戰中建立，認為當自身受到侵略，可以武力戰爭保衛；代表典籍可蘭

經教導信徒信仰宣告、禱告、慈善、遵守齋月、朝聖，是伊斯蘭教徒

生活指導典範。 

    (六)猶太教：信仰單一的神，相信神是絕對的善，無任何人性缺

失，因為神的絕對性，人類倚靠神追求生命的善才顯得有意義。進而

造就猶太人敢於追求其認為對的義行，猶太歷史中諸多先知因神的啟

示告誡君王莫行不義的進諫事件，為追求義行的實踐。 

    (七)基督宗教：流傳最廣、信徒最多的宗教(包含羅馬天主教、

東正教、新教)，耶穌從受聖靈影響，以言行感召信徒，經過十字架



 3 

上的負罪死亡，復生顯現，再由摯信的信徒建立教會並廣泛宣教流

傳，基督宗教承猶太教，但其更注重宣傳神的慈悲、救贖。 

    (八)原初宗教：流傳時間較前述宗教信仰更久，目前仍存在非

洲、澳洲、東南亞…等地，其特點為以口述流傳歷史。 

三、心得感想 

    宗教常被歸類於人文倫理學科，它指引、規範人們思想行為，也

常有超自然的現象，從東方的佛教、道教(如扶鸞、乩童、通靈)至西

方的基督宗教(如治療病患、驅鬼)都有，但各宗教的創始者或代表們

似乎有志一同的都不會刻意在人們面前，展示其擁有的超自然能力，

為的是預防人們把應注意的焦點錯擺放在附屬的超自然現象、能力

上，宗教告訴我們應注意的焦點，除了引導我們思想言行的典範外，

其最瑰麗的應屬最終的生命奧秘，而這最瑰麗的寶藏僅能靠自身依循

其教導經歷體驗，吾人認為宗教除了是指引、庇護外，更是實踐。 

    基督指引的天堂、佛陀無法以言語告知的深奧覺醒、老子無法言

語文字指出的道，都顯示出人類的語言、文字遠不及心靈的活躍。印

度教徒說：｢一般人心靈運動的規律性，是有點像一隻發狂的猴子在

籠子內騰跳一般。不，更有過之呢；乃是像一隻喝醉了的、發狂了的

猴子的騰跳。就算是這樣我們還是未曾表達出它的不安性；心靈像是

一隻的得了舞蹈症喝醉了的發狂的猴子。…心靈像剛被黃蜂咬過，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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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舞蹈症喝醉了的發狂的猴子｣(專書第 65頁)，有試著讓自己心靈靜

下來(靜坐)過的人，應該都不會否認印度教徒對心靈活躍的描述。我

們再看看山海經·東山經對犰狳的描述：｢有獸焉，其狀如菟而鳥喙，

鴟目蛇尾，見人則眠…｣。白話文翻譯大約如下：犰狳，外形像兔子，

有鳥一樣的嘴，貓頭鷹般圓圓的眼睛，蛇一般的尾巴，一旦遇到危險，

便會全身捲曲。這裡的「見人則眠」的「眠」字，在古代除睡眠之意

也通捲曲、捲縮之意，因古時文字未如現代繁備，一字多義情形普遍。

這種情形也間接說明了文字語言要精確的表達出人的所有想法、感覺

是有其困難度的。佛教的拈花微笑，不立文字，或許也間接說明相同

的情形。 

    死亡之神提出一個更深刻的質疑：｢你能夠期待誰來了解如佛陀

所掌握的那麼深奧的真理呢?無法用語言來說的啟示怎麼能譯成文

字…｣，佛陀回答：｢總有一些人是會了解的｣(專書第 117、118頁)，

要把無法用言語文字表現出的，讓人知道了解是困難的，要讓人遵循

並去追求他們不知道的，更是難上加難，由此可推知弘法對佛陀自己

並非易如反掌之事，有可能有人會懂，但有可能徒勞無功，但可以確

定的是形勢是艱難的，除了上面談到的困難，佛陀弘法尚要面對當時

的權勢，佛陀要作的是影響到他們的權勢地位利益，然佛陀仍作他認

為該作；耶穌的教會於創立之初，宣教時亦遭受當時政權的迫害，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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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們依舊不畏艱難的宣揚基督的福音，先知穆罕默德亦經歷戰爭的

困境，孔子教育其弟子於不得志的隱身遊歷中…，都在在告訴我們，

偉大如神佛，也有面對困境的時候，祂(他)們面對困難處境時，選擇

的是我們都知道應該這麼作，但不定會這麼作的道路。再細究其動

機，是為了芸芸眾生的我們，這是祂(他)們偉大的原因之一，其精神

是值得我們仿效的。 

    把猶太人從微賤抬高到永久性宗教上的偉大，乃是因為他們追求

意義的熱情(專書第 373頁)。從猶太人對追求意義熱情及信仰倚靠神

的觀點來看，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這無意間養成猶太人隨時隨

地，不管碰到何種困境，都能保持滿滿正能量的習慣，而這種習慣也

隨著宗教開枝散葉，傳給部分的基督宗教、伊斯蘭教信徒。猶太教信

徒相信，他們所遭遇的一切，不論是順境抑或逆境，皆是神的安排，

逆境是神(同意)給予的試煉，是為彌補個人的不足，如此在面對逆境

時皆能以正面態度面對，如同聖經詩篇第二十三篇第四節：｢我雖然

行過死陰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

都安慰我｣，與孔夫子的不怨天、不尤人相呼應。 

    另外猶太人還有值得讓人注意的其他特點，這個特點是由前段述

及的對意義追求熱情所衍生出的，猶太人思考他們面對的處境、事

情，並給予意義，當事情不符合他們的意義時，他們會挺身出來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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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所以在猶太人歷史，有多次先知不畏權勢，勸諫君王的案例；

把這個特點套用於我們自己，我們習慣的堅持、乃至於我們周遭、我

們已經很習慣的習俗、法規，是否仍有當初的合理性、必要性，它們

都沒隨時間推移而顯得荒謬嗎?亦或只是我們懶得改變的藉口？ 

    各宗教於其當代創立(或改革)時，大抵皆有近代才萌芽發展的｢

人人平等｣概念，近代平等觀念一直到法國大革命後，才漸漸為普世

價值，宗教的平等觀念足足早了幾千年之久；佛陀打破印度四種姓的

不平等，認為佛性人人具之，人人皆可加入其僧團、孔子的淑世，其

對象是平民百姓，非為貴族君王、基督宗教認為神對人一視平等，先

知穆罕默德在伊斯蘭教創立之初，亦改善當時婦女社會地位，賦予她

們更多的平等。 

    綜觀宗教領袖在世時，他們最常作的事，應是把時間精力花費在

教導、宣法等利益眾生世上；佛陀覺醒後的四十幾年中，殷殷切切的

宣講其覺知之法，一直到其離世；耶穌在經過四十天魔鬼的試探後，

也一直宣講其福音，直到他上了十字架，仍繼續著；孔子在魯國掛冠

離去後，仍不忘其匡國淑世志業，繼續將其理想傳教予下一代流傳；

老子亦在神秘的消匿之前，留給後世其經典之作。他(祂)們服務奉獻

為人群、社會、國家盡心盡力的精神是身為後輩的我們當效法的。 

    或許會有人質疑佛家教人把注意焦點放在來世，其對今生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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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消極的，但從佛說三世因果經｢若問前生事，今生受者是；若問後

生事，今生做者是。｣來看，恐非如此，今生的所受所得已因前世而

定，但來世的果，尚待今生種的因，故吾人須從今世即做好，不待來

世，這句話也隱藏另一個含意，即勸人當下作好自己能作、應作之事，

不問、不看今世的結果如何，更廣遠的來看，即對人：吾人對某人好，

他喜不喜歡我，不是我能掌控；對事：吾人盡力作應盡的責任甚或遠

遠超過，事情結果好壞，非吾人能掌控，盡力過後，事情結果不應再

縈繞於心，以入世既出世的態度處世。 

     以出世又入世的態度處世，於自己行有餘力之際，當可效法各宗

教創使人或代表的奉獻精神，回饋社會大眾，在這之前，須先強調行

有餘力，佛陀於醒悟之前，曾以一天只進食極少的食物修行，這樣的

修行並沒有讓他醒悟，還差點讓他死亡，其後他覺知到，給予身體所

需使它能最有效的運作(專書第 116頁)才有助於求道，由此可推知，

回饋社會前，自己需先將本分內應盡責任完成，才不致讓自己變成須

被幫助的對象。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七節：｢是誰為大？是坐

席的呢？是服事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嗎？然而，我在你們中間如同

服事人的。｣，耶穌告訴其門徒，耶穌自己在門徒中間是服務人的，

孔子的從政是他的手段，改善人民戰亂生活，服務人群、社會、國家

的，增進人民福祉才是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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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的宗教，相似之處很多，吾人認為增進人類福祉是各宗教相

同之處，方法或許不同，但目的一樣；公務人員服務誓言：｢余誓以

至誠，恪遵憲法與政法命令，以…公正…自持，關懷民眾，勇於任事…

創新改革，興利除弊，為人民謀求最大福祉，…｣，內容與宗教有許

多相同之處，如以公正自持之於宗教倡提平等；關懷民眾之於宗教宣

導的對象為人(有些宗教對象更廣)；勇於任事之於宗教不畏困境宣

法；創新改革，興利除弊之於基督宗教承改猶太教、佛教承改印度教；

為人民謀求最大福祉更是兩者不言而喻的相同目的。然而我們的誓言

與宗教在世俗的紛擾下，是容易被淡忘遺棄的，耶穌與佛陀在世宣法

講道時，每隔一段時間，都要回歸獨處。當誓言漸漸被我們淡忘時，

或許我們也該試著把它找回來，它不僅是誓言，亦是我們身處公務機

關的心，是動力，是規範、是準則、是行動、是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