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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秦家懿多元主义的宗教观 !

余泳芳

!武汉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湖北 武汉 G$&&"%"

"摘#要#秦家懿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加拿大籍华裔学者#宗教学家和哲学家$ 她将宗教界定为对神的信仰和自我超越的努

力"认为中国宗教不仅包括儒学"道教和佛教"还包括狂热的原始宗教"具有调和性的特点$ 这是一种多元主义宗教观和多

种宗教参与观"对宗教的自我发展#化解世界宗教间冲突"以及促进彼此对话和融合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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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以来#海外对中国文

化的研究一直兴盛不衰( 目前海外汉学已成为今

天中国的传统学术重建时不可或缺的部分( 国内

学术界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倾注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和热情#这是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和学术研究范式转

型的重要标志( 众多华裔学者的参与是现代海外

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 他们的思维方法和研

究视野都有助于丰富'拓宽'开发我们自己的眼光

和悟力( 加拿大籍华裔学者秦家懿!(=;AN7UA>L#

!C$G H%&&!"正是这批学者中的一员#才华横溢'硕

果累累( 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和长期旅居海外的

生活经历为她提供了独特的视野#使其研究具有鲜

明的个性(

中国词汇中没有+宗教,一词#这是否意味着中

国根本没有宗教呢2 如果有宗教#是什么#其在古

代传统社会里有何地位2 中国宗教有何特点2 如

果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就能像海德格尔在

)田间小路*中所说的那样%让灵魂说话#让世界说

话#让神说话(

##一#秦家懿对宗教的界定

对于究竟什么是宗教#可谓人言言殊#是一个

悬而未决的问题( 对+宗教,一词进行语源学的考

察有助于理解宗教概念( 缪勒曾强调指出%+一个

词的语源意义#在心理上和历史上总是极其重要

的( 因为它指出了某种观念由此出发的确切地

点(,

-!.从语源学的角度来考察#英文的+O?;ALA:>,

可上朔到古罗马时代的拉丁文+O?;ALA:,#原指人与

神的一种纽带关系#即人对神的敬畏之情'景仰崇

拜#以及神人之间的结合修好( 根据秦家懿和孔汉

思在)中国宗教与基督教*一书中所说#大约 !C 世

纪末期#中国学者借鉴日本汉字的既定译法#将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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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O?;ALA:> 译为+宗教,二字( 但对西方传入的

+宗教,概念的理解在中国不具有一致性( 正如学

者谢扶雅所说%+自海通以后# 西学东渐# 译名之最

不幸者# 莫过于宗教二字矣( 考今日西方所用O?;À

LA:> 一语# 与我国所谓宗教者# 实大有出入#! 宗

教" 既不足以概无神之佛教# 及介乎有神无神之间

之儒教# 亦未能包括宗教的神契经验及伦理行

为(,

-%.值得注意的是#+宗教,在汉语中却并非新

词( 陈熙远指出#这一日语借词#虽是西方概念的

意译#但其本身是在汉语语素及其含义的基础上构

成的( 事实上#在中国古籍中本无+宗教,一词#只

有+宗,与+教,两个单字#并不存在+宗教,的说法(

按)说文解字*的解释#+宗者#尊祖庙也#以宀从

示(,+示者#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 三

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这是

指中国人的祖先崇拜( +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指

教化的意思#侧重在对神道的信仰( 直到公元 !&

世纪#+宗教,一词才最先见于佛经#并开始被完整

使用#只是其意义基本与佛教相关#与现代意思大

不相同(

目前#人们对宗教基本特性的看法主要分为三

类%宗教人类学和宗教历史学的学者们认为宗教以

神为中心&宗教心理学者认为宗教以信仰的主体

!个人"为中心&宗教社会学者认为宗教以环境!社

会"为中心( 可见#对神灵的信仰和祟拜是各种传

统的制度化宗教的中心( 郭齐勇教授认为%+受现

代神学家和宗教学家的影响#晚近海外学者一般都

突破了传统的以神观念!特别是一神教"为中心的

宗教定义#批评或修正以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对一

元的'超越'外在的上帝的信仰#基督徒的宗教体

验#乃至一整套宗教设施'组织'制度'教义和活动

等作为界定+宗教,之普遍标准的做法(,

-$.海外学

者主要从精神信仰和自我修养的角度来对宗教进

行界定的( 譬如#杜维明试图发掘儒家学者在精神

上的自我认同及其特殊的精神体验( 借助田立克

等现代神学家的见解#刘述先把宗教定义为人的终

极关怀#进而审视儒家传统的宗教意蕴(

秦家懿也毫不例外地从精神信仰和自我修养

的角度来对+宗教,进行界定( 秦家懿指出#中文的

+宗教,两字从字面上看是指+宗派,与+教导,#也

就是从某个家系或传统传下的教义( 这种教义很

可能具有精神特征( 虽然+宗,指有血缘关系的族

系#会让人联想到祖先#并且也强调与已亡者的神

灵有联系#但中文的+宗教,两字并无西方宗教学中

所包涵的人与神之间存在的纽带关系( 在中国#对

宗教的信仰有悠久的历史( +圣,和+灵,是中国宗

教文化的多元主义两端( 秦家懿提醒我们#中国文

化是中国宗教的共同基础#不能脱离博大精深的中

国文化去看宗教( 儒'释'道的并存和人们同时参

与三教活动是中国文化的多元化特性( 这种文化

的多元化特性促使人们重新界定+宗教,(

秦家懿认为%+3宗教4不仅仅是信仰上帝或

神#也是而且特别是一种自我超越的努力#并同时

对天'太极'自我或西方净土敞开心灵( 这样#这个

第三宗教系统也要求我们重新理解宗教的意义#因

为人本主义敦促其信徒不仅要在人际关系中超越

自我#更要指向另一个实体%最高的现实!儒"'最深

的现实!道"和最终的现实!佛"(,

-G.!CJ从上可以看

出#一方面#宗教的本质是神的信仰( 儒家的宗教

信仰以天为至上的神明#认定天可以赏善罚恶#无

所不知#无所不能( 儒家对祖先虽死犹生的信仰尤

为深刻( 与儒学不同#道教是救世的宗教#以长生

不死为其信仰的中心( 拯救的过程需要依靠自我

超然的力量的协助和保护#亦可靠自我努力#去超

越短暂变幻的人生#追求极乐的永生( 佛教的信仰

很复杂#教义中所信奉的不是一个神#而是主张透

过今世的人生修炼成佛#达到一个长乐清净的境

界( 另一方面#除了对神的信仰外#+宗教,也是对

于成圣的追求#并向儒家的最高实体'道教的最深

实体和佛教的最终实体敞开信仰心灵( 这主要是

因为中国宗教的人本主义精神要求人在人伦中和

与另一实体的关系中超越自我( 事实上#这个实体

就是指天'太极和西方净土(

由上可知#秦家懿从精神信仰和自我修养的层

面阐明了宗教的实质是人要努力超越自我#从而达

到更圆满的真善美#即人要努力在人道中体现天

道( 秦家懿对宗教的界定显然吸收了儒家的+天人

合一,之说#认为宗教源于人的超越自我( 她对宗

教的定义也直接影响了其对+儒学的宗教性问题,

的态度'探讨和阐释( 秦家懿用+天人合一,的方式

理解宗教打破了传统宗教观理解宗教的方式#从而

消解了神或超自然世界对人的制约(

##二#中国是否是一个宗教的民族

中国是否是一个宗教的民族呢2 历来有两种

不同的论调( 一种论调认为中国没有宗教( 古今#

东西的许多思想家和哲人认为#虽然中国号称有

儒'释'道三教#但中国没有至高无上的'唯一的神(

如梁漱溟曾断言#中国人是+世界上惟一淡于宗教#

远于宗教#可谓3非宗教的民族4,( 西方学者罗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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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 年出版的)中国的问题*一书中说%+中国简

直没有宗教#不只是上层阶级如此#而是全民皆

然(,第二种论调与上述的论调截然相反#承认中国

有宗教#而且是个多宗教国#有着浓厚的宗教信仰(

在)中国宗教和基督教*的序言中#秦家懿和孔

汉思把世界主要宗教分成三大河系%第一大宗教河

系是闪米特$先知型宗教!4?SAPATHMO:MU?PATO?;À

LA:>F"#包括了犹太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第二大

宗教河系是印度$神秘型宗教 !1>@AN> HSQFPATN;

O?;ALA:>F"#包括印度教与佛教&至于中国$哲人型

宗教!7UA>?F?HFNL?;QO?;ALA:>F"被视为第三大宗教

河系#与前两大宗教河系具有同等价值(

-G.序言这个

宗教河系源自中国#其中心形象的代表者是圣贤#

而不是先知或神秘主义者( 将儒学称为+哲人宗

教,显然强调了儒学的精神性品格#也证明了儒学

接近于+精神性宗教,( 秦家懿还寻根溯源地描述

了中国的具体情形#深刻地指出中国不仅有儒学和

道教这样原生性的宗教#而且还有佛教这样外来的

宗教(

由上可知#秦家懿和孔汉思将源自中国的宗教

列为三大河系之一#并发展出一个超越国界'有历

史根据且符合现象学原则的动态宗教类型学#这是

颇有见识的( 我们不能因为中国传统辞汇中没有

+宗教,一词#就根据语言决定论武断地推论出中国

根本没有宗教#或者说缺乏西方人对宗教的体验(

中国传统辞汇中也没有+人本主义,一词#难道我们

能说中国根本没有发展出人本主义来吗2 恰恰相

反#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是以人本主义为基础

的#而且是看重现实的道德主义哲学(

##三#中国狂热的原始宗教

不像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国宗教不

是简单地产生于对知识的反思#而是对更高实体的

理性体现( 毕竟#宗教并不仅仅是神的学说#抑或

是关于神的理论( 另一方面#正如早期宗教历史学

家所提示的#宗教不是以过分简单化的形式从人类

心理完全无理智的'无知识的层面产生( 现代的专

家压倒性地赞同宗教植根于所知'自愿和情感的经

验的统一体( 宗教也是对天'神圣的事物'神和上

帝的相遇和体验的原始的回应(

在)中国宗教和基督教*一书的第一章中#秦家

懿提出了令人感到颇为棘手的问题%中华民族是否

是一个具有宗教热诚的民族2 一些中西方学者对

此问题断然做出否定的回答#因为在他们眼中#中

国从未经历过辉煌的英雄史诗时期( 带着一副人

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面孔#中国以成年人的身份登

上了历史的舞台( 秦家懿认为这是一种片面的认

识#因为他们忽略了人本主义兴起以前的历史阶

段( 秦家懿呈现出一幅先知的'神秘的和圣人的宗

教交织在一起的错综复杂的画面#并从中辨识出中

国古代的狂热#或者说是萨满的宗教( 她指出%

+3中国宗教4不单指儒学'佛教和道教#还应包括

一个更古老的传统( 这一古老传统一度十分活跃#

现在只能从古籍中重新发掘出来( 这就是3原始宗

教4#它包括神话'占卜'祭祀#有着浓厚的狂热或巫

术宗教的色彩(,

-G.!

秦家懿对中国古代宗教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得

出了三个颇有启迪'引人深思的结论( 其一#中国

原始宗教具有狂热的或+巫术宗教,的色彩#可称之

+狂热宗教,( 在古代中国社会#对祖先神灵的信仰

充斥着人们的生活( 祖先神灵和其后人之间的交

流#抑或是人与神通过萨满来交流确保了人和神之

间的联接( 所有宗教仪式的核心就是借此来维持

这种沟通和交流#而且正式的宗教仪式彰显出狂热

的特征( 张光直曾提出+萨满通灵说,#他的解释也

涉及到了圣王的萨满特点( 秦家懿对此非常重视#

因为她断言#在狂热中可以深刻体会到人和神'以

及自然和神的联结#譬如凭借巫师的出神或恍惚(

所以在理解商朝人神关系时#秦家懿吸收了张光直

的论述#并从宗教的跨文化现象学角度对此进行了

补充说明( +萨满,都有迷狂交神的特点#而中国古

代的+巫,是古代神人相交的中介#刚好与+萨满,

的内涵十分接近#因为+巫,可以通过舞蹈或礼仪进

入迷狂状态#然后将神灵的意愿传达给人们的人(

在道德人本主义兴起之后#原始宗教并没有销声匿

迹#反而通过道教'某些佛教支派和民间宗教继续

被保留了下来( 巫术宗教的狂热特性在今天的民

间宗教中仍然有所体现#只是在形式和表达方面有

些不同而已(

其二#+所有的宗教礼仪在象征意义上#有时也

在事实上指向人和神的这种充满狂热色彩的原始

契合( 持守礼仪显示了巫术宗教的特性(,

-G."在中

国古代宗教的人神交流里#圣贤既可以是神的代

表#也可以是人神交流的中介#或是祖先的亡灵(

保持后人与祖先亡灵之间的联系正是各种宗教礼

仪的主要目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她从古代宗教的

研究中得到了一种启示%儒道两家思想中的+天人

合一,思想源自于古代宗教中神灵与人之间的神秘

的契合( 这也可看作是天和人之间连续统一体的

哲学陈述的模式( 在中国哲学史上#+天人合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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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源远流长#最先出于)易经*#是关于天与人'天

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相统一的学说( +天人合一,不

仅承认天与人的联系#而且承认天与人的不同#通

过天与人的相互协调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秦

家懿的+天人合一,是指有一个通向人神合一的神

秘状态的途径#可能代表了原始狂热体验的一种哲

学转变( 神灵与人的神秘的契合乃+天人合一,哲

学思想形成的源流( 此观点不失为秦家懿思想的

一种开创(

其三#并不是所有在中国历史上的君王都有特

殊的天赋#能与神交流( 尽管如此#他们遗传了有

狂热和巫术权力的祖先的才能( 实际上#古代的君

王制度就是巫术的制度化( 君王是出类拔萃的中

介#身兼太卜'太祝和太巫这三重身分#掌控与神的

沟通( 随着孔子的出现和人文主义的发展#这种沟

通不再是王的专属特权#而是对所有人开放( 能体

验到与神合一并拥有这种智慧之人被称为圣人#而

圣人通常被描述为+中国人智慧的核心,( 后来随

着儒释道的兴起#祝的职能也悄然发生改变( 尽管

如此#占卜'巫术'通灵'祭祀的活动依旧存在于民

间宗教之中#而昔日由国家主持的占卜'巫术已不

复存在( 秦家懿提醒我们#民间宗教活动与中国古

代宗教之间有某种传承上的重要关系与意义(

##四#中国宗教之特点!调和性

毋庸置疑#中国存在着宗教#而且是个多宗教

的民族#既有+道德,和+礼教,的儒学#+多神,和

+炼丹,的道教#又有+虔诚,和+神秘,的佛教( 秦

家懿认为与诸如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西方

的宗教相比#中国宗教的调和性之特点在中国脉络

下尤为凸显( 众所周知#尽管犹太教'基督教和伊

斯兰教同出一源#相互影响#但它们之间的分界线

却相当明显#从来就是相互排斥的( 它们各自有内

在的排他倾向#一个人不能同时是回教徒又是基督

徒#也不能同时是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 简而言

之#他们只能从这三种宗教中选择一种(

和西方的宗教相比#中国宗教传统总是宽容异

己#能够容忍来自包括来自外来宗教在内的三教之

间的相互影响( 列文森指出%+佛教输入中国后最

初数百年间#从汉朝末年到唐朝中期#中国社会处

在激烈动荡之中#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似乎也对于适

应中国官僚社会运行的儒教构成了威胁( 可是#一

旦社会的正常秩序得到恢复#儒教重新巩固了它的

正宗地位#佛教最终也只能够在一个虽然有了某种

改变#但中国本土的传统特色仍然具有压倒一切的

支配地位的环境中安顿下来(,

-J.特别是在宋代以

降#随着儒'道的式微#这种特性尤为显著和突出(

虽然儒'释'道三教在教义理论上有并行不悖之处#

亦有不少竞争'摩擦'争辩和冲突#但它们最终能够

和谐共处#在理论上关系日趋密切#相互补充#最后

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

三教合流( 秦家懿将这种三教合一看做是对古代

王权的挑战( 在中国传统中#只有作为天子的皇帝

有祭天的特权#而普通百姓只能在城市'本地或家

里崇拜一些不重要的神( 因此#三教合一的提出促

进了在这种传统中天人关系的建立(

秦家懿指出#儒'释'道在以儒学占统治地位的

中国文化的整体内互相配合#分别承担其独特的社

会使命( 和谐的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显著的特

点( 儒学在人伦关系中体现出和谐精神#道家哲学

强调与自然的和谐( 佛教虽然受到中国主流文化

的牵制#但却带来了耳目一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填补了儒道两家的某些精神真空( 秦家懿说%+一

个中国人可以在事业上是儒家#承担他的许多社会

责任#但在休憩时却可摇身一变为道家哲人#以诗

酒自娱#并享受大自然( 他也可以修行道教的养生

术#并会和妻子经常到佛寺去为某一事情祷

告(,

-G.!C!由此#她进一步指出#即使在任何一种折

衷混合的宗教仪式之外#一个人有可能同时遵循三

种教导( 事实上#一个中国人在其一生中能够始而

是儒家信徒#继而是佛教徒#终而是道教徒#或者同

时信奉三教的教义( 这一点在西方是难以想象的(

秦家懿洞察到#三教并存以及同时参与三教活动的

可能性是中国!以及东亚文化"的多元化特性#为中

东文化和欧洲文化所不见( 也正是由于中国的传

统文化具有深厚的根基并且富于包容精神#所以可

以吸和同化收外来文化( 中国社会强烈的宽容气

氛曾使得犹太教这种独立性很强的外来宗教在不

知不觉中消弭于无形(

秦家懿既是一名中国学者#又是神学思想家(

她与孔汉斯的未来主义神学存在着细微的差别(

孔汉思的目的不仅仅是理解中国宗教#而且通过积

极建构后现代中国基督教来转变它们#而秦家懿提

供了中国宗教永恒遗产的独特视角#勾勒出中国宗

教的互补性'潜在的可更新性和可扩展的特点( 实

际上#她回应了明朝时+三教合一,的新儒学主旨(

中国宗教这种调和性的特点导致了一个问题的产

生%中国到底是只有一种宗教传统还是多种宗教传

统( 在她看来#为方便研究受多种传统影响的民间

宗教#以多种宗教传统来相称是比较妥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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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多元主义宗教观

阿兰0雷斯在)基督徒与宗教多元论*!7UOAF̀

PAN>FN>@ +?;ALA:=Fa;=ON;AFS"一书中#最早将一种宗

教传统对于其他宗教传统的态度划分为三种类型%

排斥主义'包容主义和多元主义( 多元主义能够正

视包括自身在内的各个宗教传统的特殊性#认为不

同的宗教传统都可以为人类存在的终极性转化提

供一条道路#尽管超越的方式不同#但都是对于超

越者的一种回应( 正如约翰0希克的耳熟能详的

彩虹比喻%+宗教多元主义认为#世界各大信仰是十

分不同的#但就我们所能分辨的而言#它们是我们

称之为上帝的终极实在在生活中同等有效的理解'

体验和回应的方式( 彩虹是由地球大气折射成壮

丽彩带的太阳光#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一个隐喻#把

人类不同的宗教文化解释为对神性之光的折

射(,

-'.

秦家懿的中国文化'加拿大文化和世界研究的

大环境促使她接受这种多元主义的宗教观和多元

宗教的参与( 与陈荣捷和杜维明一样#秦家懿不是

封闭型的儒者#对东西文化传统中的各家学说保持

一种开放的心态#因此她不坚持儒学中心主义立

场( 相反#秦家懿站在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来分析

问题'看待问题#坚持中立的多元主义宗教观( 她

认为#多元主义态度就是不认为某一种宗教高于其

它宗教#在面对其他宗教时#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其

对话#从而通过自我反思进一步地发展自我( 因

此#秦家懿觉得#儒学只是未来多元文化的时代的

一元#可以与其他文化传统之间进行对话和沟通(

这样不仅共谋发展#互相利用有益的资源#而且可

以促进世界哲学和宗教的发展#共同为人类提供有

价值的终极关怀( 譬如#儒学在人性和人伦关系上

可以互勉互利#实现融合和会通( 此外#基督教和

儒学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神和宗教#但它们都追求

至善至美的上帝或最高主宰( 依秦家懿看来#+神,

的含义在提升精神生活和实践道德生活上是同一

的#所以神和神性在终极意义上保持了一致性(

另外#+正统,与+异端,之争一直活跃在儒家

学说史上( 根据秦家懿的多元主义态度#+反对异

端,其实并不是否定和排斥其他学派#而是不轻易

放弃自身的+核心价值,( 事实上#儒家曾受惠于其

他学派的批评#如道'释学说都对儒家的发展有过

贡献( 秦家懿提倡多元宗教的积极参与#指出即使

在任何一种折衷混合的宗教仪式之外#一个人可以

同时遵循三种教导( 同时参与三教活动的可能性

恰巧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是中国以及东亚文化的多

元化特性( 儒家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均可以

共同相处'相互融合#在融合过程中进行创新#这有

利于宗教的发展( 总而言之#以儒学为代表的+实

践形上学,的中国哲学能够衍生出 +多元宗教观,(

秦家懿的多元主义宗教观是一个值得汲取的宝贵

资源#因为它有助于正确对待全球不同的宗教传

统#从而有效地化解彼此之间的冲突(

简言之#秦家懿认为宗教既是对神的信仰#也

是自我超越的努力#向天'太极'真我'净土敞开信

仰心灵( 中国存在宗教#不仅有儒学'道教和佛教

这样的原生性和外来的宗教#而且还有狂热的原始

宗教( 中国的宗教具有调和性的显著特点( 秦家

懿主张中立的多元主义的宗教观#这有助于全球不

同宗教传统的对话和会通#从而化解彼此之间的冲

突( 除此之外#作为儒家基督徒#秦家懿的多元主

义宗教观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她对于儒学是

否是宗教的看法和态度#这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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