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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看到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对西方宗

教的评论，简单说来他的观点就是：基督教，伊斯

兰教等所谓西方宗教，是人类千年纷争，无休止的

战乱的根源！张维为的描述是无中生有的抹黑吗？

不，他说的都有事实依据。 

张维为的观点代表了中国的主流社会对西方宗教的

看法，他们看到更多的是纷争、不和、阴谋、颠

覆，甚至战争和杀戮，而不是其中的生命真理和永

恒价值。可以想象，当这样的认识为主导时，人们

必然会觉得宗教的事千万沾不得，否则就会麻烦上

身，永无宁日。当海外基督教试图向中国大陆传播

“福音”时，中国大多民众和当政者的感觉是什么

呢？他们可能会视为“祸音”，是西方反华势力瓦

解民心，制造纷争，颠覆政权，进而肢解中国的阴

谋和伎俩。 



这样的看法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道理，当今世上

各宗教间对待彼此的态度与行为就是明证！ 

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之间彼此势同水

火，伊斯兰教内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杀伐不断；

基督新教和天主教间的责难攻击，基督新教内部也

是派系林立，彼此不能认同，更难以合作。 

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尤其是人类的目的是什么？难道

就是为了人间不断的纷争吗？世上这些信仰存在的

意义，难道就是制造人间祸乱吗？上帝喜欢看见这

样不和的局面吗？ 

答案很简单：决非如此！上帝是爱，是仁慈和良

善，祂决不愿看到人类如此的光景。 

这里面显然出了问题。问题在哪里呢？ 

今天想就此话题谈谈个人的浅见。 

唯我独尊非正道 

宗教信仰的终极意义是什么？当然是在关乎生死的

问题上，建立对生命的正见，指导正确的行为，为



身后的生命归宿打下良好的基础，从而进入永久的

光明。 

世上能历经数千年而长存的宗教，都不可能是人臆

造的，而必然与超自然的上帝有关。但是不同的民

族，从不同的文化背景，历史渊源中走来，逐渐发

展出不同的社会结构和心性特征。相应地，人们对

于超自然存在的理解，敬畏崇拜的态度与表达方法

都不可能一致，于是就产生了不同的宗教以及教

义。不管这些宗教差别如何巨大，只要其中的人们

感受到上帝的存在，以及祂的引导，并虔诚、忠实

地照着上帝放在心中的良心良知做人，处事，他都

是顺应上帝的呼召和法则在走生命之路。 

世上众多宗教间的争吵、纷争、敌视、甚至征战，

有多种深层原因，但我认为唯我独尊的思维定势是

一个重大因素。这唯我独尊的思维来自哪里呢？依

在下的浅见，第一，来自人类以我为中心的思维。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住在哪里，那里就是

我们的世界中心，因为我们的活动都是以自己居住



的地方为核心的。人们在种种事务上以我为中心思

考并行动，这虽是自然朴素、合情合理的人心人

性，但在灵性的层面上，其根源却是我欲。第二，

是信仰者质朴，热烈的宗教感情的扭曲呈现。信仰

的珍贵价值，是信仰者用心灵感悟，用生命体验出

来的。他经历越深，就越感到“主”的美好，生命

真理妙不可言，常常喜出望外，甚至大喜若狂，进

而认定自己的信仰是最好的。事实上，每个宗教都

携带着人的成分，有着群体性思维定式的标记，人

们常以为这种有群体特点的认知就代表整体性的高

度，于是难免以偏盖全，在思想，语言和行为上表

现出来的就是唯我独尊。第三，是人们普遍存在的

思维惰性。在面对诸如今生价值和意义、身后的生

命去向等问题时，虽然很多人愿意用心去探讨、追

求，但更多的人却囿于思维惯性，无意思考。对社

会上所谓的“主流价值观”，或“主流信仰”，很

少有人愿意去质疑它，反思它。这样的结果是，一

旦某个主流信念形成大势，即使其中掺有误解，大

家也宁可信从而不会质疑。第四，是由于人们对造



物主与人的关系，灵界与物界的关系，今生与来生

的关系，或者缺乏清楚，正确的认识；或者根本无

知，也缺乏知的兴趣，更不要说真知灼见了。因为

缺乏真知识，就给形形色色的臆造、传说、谬论留

下空间。一旦臆想和猜测融进了文化和历史，占据

了真理的位置，人心就很难不被误导。 

事实上，人的邪恶是没有底线的。世上不乏这样的

例子，人们可以把邪恶美化成良善，把谬误诠释成

真理，把它掺合到有真正真理在内的“正统理念”

中灌输给人，久而久之形成固定的观念，于是无人

愿意也不可能去挑战。要知道，小的谬误很容易遭

到质疑，也容易被发现，被拒绝。但如果谬误附着

在真理上，其附着的真理体量越大，这谬误就越难

被发觉，人们质疑的可能性就越小，流毒人间就越

广泛，危害也就越深远。借用一个著名评论人简单

直白的说法：大部分民众不懂事，非理性，愚蠢而

且很好骗，可以简单的把他们哄骗到错误的方向。

一个当今最生动的例子就是英国脱欧，由少数既得



利益者诱骗民众去：Turkey Voting for Christmas! 

也就是中国人的俗话：被人卖了，还帮人家数钱！ 

唯我独尊的心性和思维，灵性上反映的是来自地狱

的我欲和物欲：人被我欲主导，才一步步发展出唯

我独尊的态度，并经一代又一代的“名导师”，

“大学者”，“掌权者”，或者“权威会议”的确

认，进而成为牢不可破的信仰根基，不能质疑，不

得挑战，必须无条件遵从。而这样的思维发展过程

又裹挟着人们的物欲：个人的追求，宗派的利益，

集团的福祉，民族的团结，政权的稳固等等。各层

次，各方面，形形色色的利益捆绑，使得人间发展

出来各式各样唯我独尊的信仰体系，这样的结果与

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初衷相距何止天渊。 

每个宗教都认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把教义正确看

成第一要义，而信仰的核心 − 仁爱 − 却处于屈从的

地位，甚至置诸脑后。这和社会政治领域里把自由

民主的教义看成首要之事，绝对真理；而原本应该



位于核心的人民大众的福祉，人间的和平进步却被

迫屈从，是一样的逻辑。 

传统信仰者的说法是，只有信我们的神（其实是教

义）才能上天堂，这态度显示的不只是傲慢，也缺

乏自省，甚至是有意无意的误导。因为我们见到世

上有许多所谓有信仰的人 − 这在不同宗教里都有 − 

他们虽然表面上很和蔼、善良，但心性深处却充满

了邪恶。他们排斥异己，报复与自己不和的人，甚

至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干着丧天良的坏事，这样的

人如果上天堂，那麽天堂就不再是天堂。史威登堡

（史公）著作里明确的讲述了这些人的结局：他们

在地狱里！不仅他们，一些著名的宗教领袖也在地

狱里。你能说他们不信神吗？肯定不是的。这显示

出“仅仅因信称义”是荒谬的，只有信心而没有良

善之人，无法在天堂找到位置。他们到了哪里，哪

里就失去祥和。  

教义纷纭探源流 



在史公《道》这本书的第 15 章 5 节中有这样一段

文字，讲述上古时期上帝的圣经存在并被变样传播

的过程： 

众多国家和民族的宗教信仰与习俗，源自古圣经并

由此传出。例如，从迦南地和亚细亚各地传至希

腊，再由希腊传至意大利；经埃塞俄比亚和埃及传

到非洲各国。然而希腊人则利用对应的知识创作出

神话，并将上帝的属性赋予诸多神明，他们称为至

高的那位朱庇特主神（Jove），就是源自耶和华

（Jehovah）。 

再看中华文化。中文是象形文字，每个字都有特定

的象征意义。我们可以根据一些中文字的象形与会

意，完整的组织起创世纪前 11 章的故事，这说明

中华民族的始祖们，持有关于上帝创世、造人的神

圣信息，但不完整。随着岁月的流逝，在事关生死

的问题上，“圣人”，“先贤”，“大儒”，“智

者”们相继宣讲自己的学说、理念、感悟。由于他

们的崇高地位，后人基本上普遍接受，从而对生命



本源的关注越来越浅，导致今天中国人有宗教无信

仰的整体特征：实用，世俗，物化，短浅。 

再比如“太阳”！古教会的人懂得，上帝的真理之光

和圣爱之热，在神性天堂里彰显为一轮太阳。于是

当他们祈祷的时候，他们的习惯是转向太阳升起的

方向 − 却丝毫无关物质太阳本身。然而，当他们的

后代丢失了这些信念，以及其他含有对应和灵性意

义的认知时，他们开始崇拜太阳和月亮本身。这种

崇拜传播到许多国家，以至于他们给太阳和月亮建

庙宇、做奉献，这竟然成了信仰的核心。圣经中讲

述的“崇拜太阳和月亮”，实际上指的是对自己和世

界的崇拜（即我欲和物欲），这与属天之爱和属灵

之爱是对立的。就像摩西所说： 

“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上帝为天

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

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它。”申命记 4:19。 



当人们不再相信教会的宗教仪式中有任何内在的意

义时，人们就把传统的崇拜变成了这样的偶像崇

拜，只剩下了外在的、形式的信仰。 

我们有理由认为，由于世上各民族都是上帝创造

的，所以各民族的文化和信仰中都必然留存有上帝

的印记。世上各民族信仰的发生发展历程，都有一

些神圣的元素，但是也掺杂了许多谬误。 

每个宗教都有自身发展的逻辑，和民族、文化、历

史土壤，这不仅仅是上帝允许的，也必有祂的美意

在其中。不承认或不接受各民族的信仰体系沿着自

己的历史文化轨迹发展，既不合逻辑，也不合天道

与天理、人心和人性，这不会是上帝的爱和意志。 

简单举一些史公对此问题的教导：“在每一种教义

中，都有一些人是得救的。”(AC3993：12)。“凡有

良心的人都能得救。”(AC 5145：5)。“每一种宗教

的人们都有机会获救”(SD 5734：2)。尤其在《天

堂与地狱》一书中指出，“人若明白是什么构成天

堂，便可知非基督徒也可能和基督徒一样得救。因



为天堂在人心里，心有天堂的人便归入天堂。心中

的天堂乃是承认上帝，乐意接受上帝的引导。凡宗

教信仰，皆以承认上帝为起始和根本，不承认上帝

的信仰，算不上信仰。任何信仰皆注重敬拜上帝，

讲究如何敬拜上帝以获得祂的悦纳。人心若专注于

此，乐得如此，就得蒙上帝的引导。”（HH319） 

史公在《道》一书 17章中说：“上帝就是天堂，上

帝也是教会。宣读圣经并认识上帝的教会如同人里

面的心和肺，身体所有其他器官和肢体因心肺这两

个生命之源而得存活、维持生命。无论世上哪种宗

教，只要敬奉独一上帝，就构成这个巨人—即天堂

和教会—的器官和肢体，从而维持存活和生命。经

由圣经在教会中的存在—即使那里人数较少—其他

人也可以得到经由天堂而来的上帝的生命，就像身

体其他部位的器官和肢体从心肺获取生命一样。” 

偶像崇拜辨表里 

在一些信徒那里，批评偶像崇拜似乎已经成为了

“正统”和“传统”，而这样的批评还能引经据



典。但我们可否听听不同的声音，换个角度想一

想？ 

有些宗教人士在敬拜的时候，他们面前可能有一尊

像，如佛像。但是你知道他们也在祷告吗，他们祷

告的时候心思意念在哪里？难道就聚精会神在那尊

木头或石头雕成的偶像上吗？依据考察的事实和丰

富的文献解释，我们知道不是这样的。他们心中意

念的焦点和我们祷告时在本质上有很大的相似。 

反躬自问一下：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思

意念在哪里？在上帝那里吗，还是在求告上帝给我

们成就的事情里？如我们祷告求上帝保佑我们买到

一所价廉物美的房子，当我们的心思全然是房子

时，那和拜偶像有多大的区别呢？ 

如果我们用心考察，会发现每个宗教的人们都分为

不同的层次。其中有些信仰者是真信、深信，用良

善的生命践行信仰。但也有许多信仰者虽然热爱并

执着于自己的信仰，却不愿用自由意志，或者用心

去探索，用头脑去思维，他们喜欢人云亦云，跟随



主流的教义。还有更多的所谓信仰者，他们其实信

的很浅，或者是被利益驱使，物欲诱惑，困境所迫

才走到信仰之门的。这不同层次的“信仰者”在敬

拜时的心性，态度，以及灵性状态会有很大的区

别。真正有根基的信仰者，对于信仰的认识会有相

当的深度，他们的敬拜心态，目标或内容都不会是

那个无生命的雕像。 

我们常常喜欢指指点点，根据对圣经的非常浅表的

理解来判断他人。而且，许多批评者都是人云亦

云，并没有认真，客观的态度。请注意，从属灵的

意义上看：破坏或批评一个信徒的宗教信仰，就是

违背诫命中有关偷窃和谋杀的属灵意义。盲目批评

他人的信仰，既不负责任，也是逃避责任。我们所

认识的上帝，对毁灭偶像崇拜者，或让我们去毁灭

偶像崇拜者并不感兴趣。上帝感兴趣的是，我们除

去自己生活中，以及心中崇拜的偶像。这才是我们

的责任。 



我们需要尊重他人的宗教信仰和习俗。这些宗教信

仰和习俗，使这些信徒有可能与上帝建立联系，并

最终使他们走上通向天堂的道路。 

史公神学有真知 

史威登堡的著作从总体上来看，是一个充满智慧的

系统。 

首先，这里的基本态度是，对待世上不同宗教的态

度是和而不同，这和中华文化的基本哲学原则是一

致的。和而不同就是说，我和你不一样，但是我尊

重你，我不会因为你的不同而指责你。但世上许多

宗教的一个最常见态度则是，同而不和！即使是同

一个宗教内部也是彼此指责，说教义错误，仪轨错

误等等。这样的态度和行为，是人间纷争，争斗，

仇恨的重要根源。 

新教会的教导要求摈弃这样的错误思维和心性。因

为如此思维和心性的根源绝非来自上帝，而是出自

地狱。 



史公著作的另一个要义是：当人深入学习后就会发

现，教导要对不同宗教宽容其实是有真理为后盾

的，这个真理就是：人们会逐步真正认识到，这个

宇宙间只有一位真神，那就是耶稣基督，祂是唯一

的创造主，祂曾经为了拯救人类而来到世上，在十

字架上完成最后的试探，祂在世上经历了无法想象

的艰难试探，并一一战而胜之，从而打通人们心性

中各个层级上，通向天堂的所有障碍。所以救恩唯

独来自祂，走向天堂的路径是祂开启，指引，一路

呵护的。 

但是这样的认识，与容纳、善待其他宗教没有冲

突，因为上帝的天堂并非处处绝对一致的，而有着

不同的层级。每一层级内，从中心到边缘又有无穷

量等的差异。这样的天堂有极大的包容性！可以这

样理解，如果人们对于上帝的本质，祂的天堂，祂

创造的万物有真正正确的认识，并且能够落实在今

生的生活之中，那么这样的人身后就会达到离上帝

更近，智慧更高的天堂，具有更大的爱心和慈悲。



那些在生前没有接触、学习、掌握纯正真理的人，

如果按照自己信仰体系的良善教导，诚恳做事，良

善为人，他身后也会有机会得到进一步的教导，纠

正不正确的信念，然后进入天堂。他在天堂的位

置，符合他生前具备的良善、仁爱以及真理融入他

生命的程度。 

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运行在上帝的神性秩序里，

按照层级的顺序发展。例如，天堂有三层，人的心

性分内外，各自都有由低到高的三个层级。。。还

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说明层级广泛存在，这里略

过。 

事物的发展，人心性的成熟也都遵循由低到高，由

浅至深的层级进行。从这点出发，我们就能领悟

到，上帝的启示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人对启示的认

识也关联着认知水平和社会环境。两千年前的人们

能接受圣经的字义就已经很难能可贵了，不能指望

那时的人们理解其灵义。所以上帝并未对那个时代

的人们启示祂话语的深层灵义。然而当人们以为圣



经只有字义，没有灵义，或者以为字义等同于灵

义，坚持依据字面的表达推解启示的本意，就掉入

僵化解经的陷阱，误入迷途而无法自拔。至此，揭

开圣经灵意，揭示上帝与天堂、天使、人类以及世

间万物关系的时间就到了，于是有了史威登堡奉召

执行的使命。 

承真启暗新教会 

人类数千年间由于宗教纷争造成的冲突，仇恨与杀

戮，上帝看的一清二楚。祂造的人类是天堂的苗

裔，是源源不断地天使候选人。上天堂成天使只需

要两个最核心资质：爱主和爱人。祂盼望人间祥

和，不同文化，信仰的人们都能和睦相处，但迄今

为止人间信仰纷争最主要的根源，还是源于人们对

于上帝以及祂的圣经话语的误解。鉴于人类的如此

光景，上帝差派史威登堡出入灵界 27 年，向世人

详细，全面地介绍上帝、天堂、整个灵界、以及地

狱的真相，目的是使人们在切实了解真相的基础

上，明白自己的处境，和今生当有的作为。于是新



教会与传统教会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对待不同信

仰的态度。 

新教会以史威登堡对圣经真理的深层揭示为教义基

础，盼望在真正理解的基础上既珍惜维护自己的理

念，又理解包容其他宗教的信念及善行，并落实在

言行举止上。这不仅事关我们的信仰核心，也是上

帝委托史威登堡宣扬真理，驱除迷误，回归人间正

道的大事。 

新教会为甚麽不像传统教会那样唯我独尊呢？这是

因为对生命本相，神圣真理的深层理解，从而明白

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再唯我独尊。换一个角度

说，唯我独尊的关键原因就是不明白，就是对真理

一知半解，对今生和来生的来龙去脉模糊不清。 

举一个例子：有些信徒批评其他宗教时，常说他们

有邪灵作祟。其实世上每个人身边都有两个邪灵，

两个天使相伴。人若认识上帝，追求真理，心性良

善，他的灵性就会开启，天使在他身上就有更多着

力点，有更多的机会保护、引导、提升他。邪灵在



他里面就难有机会作祟。但人若不认识或拒绝接受

上帝，厌恶真理，反感良善，他的灵性就会关闭。

此时天使即使想帮他，却无着力之处，难以影响

他。而他身边的邪灵有着与他相似的不良心性，臭

气相投，牠们此时倒能上下其手，绊他跌倒，诱他

沉沦，于是他常遇险境，屡遭危难。 

看来，人是否被邪灵诱骗，与他是否认识上帝，是

否接受上帝的道，能否打开灵性，接受天使的引导

有关。无论身处何等宗教，人都有被邪灵骚扰的可

能。在正道的指引下，走正路，明真理的机会更

多，走弯路的机会较少，被邪灵挟持的机会也就相

对少很多。 

读了史公的著作后，我们应该建立怎样的心性态

度？是应该更包容、更宽广、更谦卑、更有爱心，

最最起码也不能给人间添乱？还是仍然坚持唯我独

尊的态度，以为有真理在手，我就高人一等！坚持

排斥、贬低、打击异己的作为？如果是后者，那麽

实际上就是没有读懂。如果已经读懂了，却还是纠



正不了，那就是属灵心性并未开通，还在我欲和物

欲的黑暗中自以为是。学了这珍贵的道理，就应该

明白生命的真相，显示出更新的心性。 

按照史威登堡神学建立的新教会，与传统教会的重

大区别就是理解差异，尊重包容不同信念。因为我

们清楚的知道，他们不会因为信的与我们不同就要

下地狱，只要今生坚持良善的生命，对真理的追

求，他们也会上天堂，只是掌握的智慧深浅，到达

的层次高低，与上帝的亲近程度不同而已。 

结束语 

如今人间的信仰正遭遇巨大的危机：宗教与人性缺

陷，人间纠纷、政治利益、国际冲突、甚至种族歧

视纠缠在一起。当某些优势的宗教，掌权的信徒以

信仰的名义，居高临下的态度，攻击、压制、诋毁

“异教”群体或国家时，“信仰”就沦为政治的奴

隶，利益的打手。上帝的爱被玷污，篡改，扭曲

了。新教会的信徒在这样严酷的政治和宗教环境

中，应该当仁不让，坚持包容谦卑的心态，善待异



己，让更多的人认识，并悦纳史公传扬的属天真

理。使更多的“天堂苗裔”不迷失在通往天堂的路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